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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一世，本该各自精彩，有的人却总希
望活成别人的模样。

不管追逐的是不是自身的真正需求，也不
管这样的方式是否适合自己。

因为相比这些，得到别人的认可，拥有别
人拥有的幸福，好像那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模
样。 一边仰望别人拥有的美好，一边为了成
功焦虑万分，身心俱疲。

有句话说得好，不用羡慕别人的饮料有颜
色，它未必有你的凉白开解渴。

别人风光亮丽的背后，或许是道不尽的辛
酸苦楚。而自己看似平淡无波的生活，却有着
别人求而不得的安宁。

生活千姿百态，人生没有标准答案，通往
幸福的道路也不止一条。

所以，不必为别人的光芒艳羡，我们也有
自己的个性和色彩。

坚强生长，低调做人，不与别人争高低，不
与他人比美丽，拥有自己的姿态和特点，不在
孤独中消极，不在寂寞中徘徊，把时间用在努
力提升自己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只要是适合
自己的就是生活最好的样子。若一味地仰望
别人，反而会徒增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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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可复制也无从复制。
不要因为别人拥有的多就羡慕他的人生

模板，更不要去在意他人的眼光，不管今天的
我们是处在哪种位置上，哪怕是低洼处都不要
妄自菲薄。

人活一生，不管贫富得失，适合自己的就
是最好的。生活本身并没有名字，是我们的热
爱才赋予了其意义，它远不止一种形态。

不管我们选择的是何等模样，风风光光也
好普普通通也罢，都不要去比较也不要去盘
算。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价值性，只要是自己
喜欢的，自己热爱的，那便是正确的选择。

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在有限的时
光中活成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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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不是越贵越好，生活不是越奢侈越
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人，应当先懂自己，再行于天地。
走自己的路，赏自己的景，在自己的世界

里绽放光彩。毕竟生活的意义不是成为别人，
而是愉悦自己。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完全没有必要和
别人比较。生活难免会有遗憾，尽心尽力了就
不必懊恼，虽然不完美，但是适合自己就好。
唯有适合自己，享受其中，才是生活。

北 叔

在有限的时光中在有限的时光中
活成无限的可能活成无限的可能 殷健灵的新作《云顶》，是一部深切关注

留守儿童命运的儿童教育小说，讲述了一个
催人泪下的乡村少年成长与反哺的故事。
这些年，殷健灵的每一本新书我几乎都读
过，不知道是偶然巧合，还是故意为之，她的
作品一直在关注弱势人群，从《象脚鼓》描写
听障儿童的成长，到《野芒坡》讲述孤儿院孩
子的命运，这一次，她的《云顶》是继十年前
的《蜻蜓，蜻蜓》和几年前的《甜心小米》系列
之后，又一次聚焦乡村留守儿童。

《云顶》以小女孩苗苗的叙事作为主线，
讲述了爸爸杨果、妈妈春晓，以及小石头、金
枝、李千万、幼菊、香卉等孩子和素歌、杨博
士、肖书记等人的故事。爸爸杨果、妈妈春
晓也曾经是留守儿童，也曾经做过小学老
师，为了生计他们走出大山经营了一家火锅
店，却在生意红火的时候，关掉了火锅店，回
到自己的家乡，为孩子们办起了一所云顶小
学。学校的条件很艰苦，每个孩子背后都有
一个让人心酸落泪的故事。初来学校的时
候，他们幼小的心灵总有不少阴影，敏感、孤
独、猜疑、冷漠，但是，杨果和春晓为他们营
造了家的氛围，他们从学校中得到从未有过
的温暖，封闭的心灵变得开放、敞亮起来。
他们在这里得到“童伴妈妈”爱的补偿，体会
到人的尊严和“家”的真谛。

我是含着泪读完描写小女孩金枝的这
一章的。妈妈改嫁，爸爸不知去处，兄妹俩
相依为命。哥哥金锁出去打工，把妹妹托付
给学校。乖巧的金枝小心翼翼，为没有交费
用而自卑胆怯，但是杨果和春晓对她视若己

出，精心呵护，终于使她成为一个开朗大方、
积极向上的阳光少年。就这样，一批批在爱
的呵护中长大的孩子，学会了做人做事情的
认真、独立和坚韧，走出了大山，成为杨文凯
博士那样的优秀人才。

为了写这部小说，殷健灵先后两次走进
贵州和四川的深山老林，和乡村小学的师生
同吃同住，对“童伴妈妈”进行考察调研。“童
伴妈妈”是中国扶贫基金会2015年启动的一
个项目，通过培育农村妇女开展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至 2021 年 12 月底，这个项目
惠及75万余名儿童。小说《云顶》正是通过
春晓、素歌的故事，讲述了“童伴妈妈”把自
己变成无数孩子的妈妈的感人故事。

《云顶》也是儿童教育小说。书中的云
顶学校，被知名的教育家称为“世界上最好
的学校”。在这所学校，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没有人被瞧不起，没有人被欺负，所有人被
同等对待；在这所学校，孩子们像兄弟姐妹
一样亲密无间、互相帮助，大孩子照顾小孩
子；在这所学校，课堂不仅仅在教室，更在大
自然，采茶季他们学采茶歌、跳采茶舞，认识
大山里的各种植物；在这所学校，孩子们知
道自己才是命运的主人，要学会勇敢地去追
求属于自己的未来。他们知道自己总有一
天会离开大山，走得很远很远，但他们的根
永远在这里。他们会像杨果爸爸和春晓妈
妈那样，从“走出去”到“更好地走回来”。

乡村振兴的基础在教育，在人才。正如
作者在《云顶》这本书的后记中说的，乡村的
孩子不应该“失爱”，一家人完整幸福地在一
起，才是人们向往的最美好的生活，也是乡
村振兴最美好的愿景。我深信，这本书的价
值在于，它不仅仅用大爱温暖了乡村孩子，
让他们执着前行，更用智慧照亮了他们未来
的反哺之路。

朱永新

《《云顶云顶》：》：爱的光芒爱的光芒

画家李可染是当代最有影响
的画牛大家，终生爱牛画牛，所画
之牛姿态生动自然，极富生活情
趣。他的画室取名为“师牛堂”。
他曾在《五牛图》上题句，“牛也，力
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吃草
挤奶，终生劳瘁，事农而不居功。
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
足不踏空。皮毛骨角，无不有用。
形容无华，气宇轩昂。吾崇其性，
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

著名画家刘海粟擅长画牛，他
所画之牛，往往体形特大，具有坚
韧不拔之牛劲。他曾临摹唐人韩
滉的《五牛图》，几可乱真。他以大

篆笔法，又以张旭大草之意，仅仅
几笔就把一头秋耕后的水牛再现
在六尺宣纸上，栩栩如生，呼之欲
出。刘海粟对牛有很深的情感，曾
自喻“我就是一头把一生献给艺术
的‘老水牛’啊”。

国画大师齐白石儿时家贫，放
过牛，他曾就儿时放牧祖母给系一
铜铃事，画成画并题上不止一首
诗，其中一诗云：“祖母闻铃心始
欢，电曾总角牧童还，儿孙照样耕
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白石老人
一生，以牛自喻，到老还提醒自己

“不愁忘归路，旦有牛蹄迹”。
安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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