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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门口的一家面馆，最近的生意已经由盛转衰。
就在前几天，正门上已经贴出了铺面转让的告示。

这家店的面味道好，服务周到，已经整整开了8年，
一直以来，新老客户不断。但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
状况？有邻居分析，是他们的运气不好，有人说，是因为
换了煮面的师傅，还有的人说，顾客的要求变高了。

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家店的老板膨胀
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地做生意，而是试图买便宜的牛肉以次充好，每碗面里不
是少了一小撮面，就是少搁或多搁了盐，要么就是顾客一
催，她就立马发脾气。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念着这是一家常去的老店，也
就不计较。可时间一长，她家的面馆口碑越来越不好，大
家就都不买账了。

其实，无论做任何事，都不能马虎、大意、不认真，当
你一旦开始浮躁时，这便是走下坡路的征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你开始对所做的事，存有一
丝懈怠的心态时，就没有了立足的资本，自然就容易被打
回原形。

因此，事情越做得出色就越要学会谨慎，不能有任何
骄傲和自满，甚至打歪主意。

南怀瑾说：“只有两种人可以无畏，一种是第一等智
慧的人，一种是最笨的人。”只有我们心存敬畏时，才能
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古人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
忽。”一个开了20多年大巴车的司机，曾和我说起过一件
事。他说，开车的时间越久，速度就会越来越慢，胆子越
来越小。能刹一脚，能让一步，就决不去抢那一两分钟的
时间和距离。

也许很多新手司机，刚刚学会开车，都感到很新鲜，
很激动，速度飙得很快，开得很野。甚至年轻气盛，见不
得其他车插队、超车，以及不文明的开车方式。于是，很
多人为了展示自己娴熟的开车技术以及去“争一口气”，
就喜欢去开斗气车。

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有可能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
钟时间，你就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无论是谁，资历如何，经验如何，开车最重要的还是
要保证安全。一旦脱离了这个底线，心中没有了敬畏，那
么就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非要去抢个红灯，不按交通
规则行驶，想怎么开就怎么开的时候，危险就离你不远

了。
很多人总是不以为然，总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反正

每次都这样，也没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事。只有常常把安全

时时放在心中，才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意外。
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应该存有一颗敬畏心。
如做人，最重要的是真诚、踏实。一切抄近路、找捷

径、走弯路的做法，不仅不可取，也最终会埋没了自己的
才华，失去别人对你的信任，甚至将曾经的一切努力毁于
一旦。

另外做事，所有的坑蒙拐骗、威逼利诱、以假乱真，都
是不可取的，哪怕你不择手段、违背道义、不顾伦理取得
了一时的成绩，那么最终你也走不远。

心怀敬畏的人，看得见诱惑的甜头，也能预见甜头背
后隐藏的苦头，他们懂得权衡利弊，有所取舍。做生意，
就好好做，不要打什么歪主意；开车，就好好开，不要让自
己置于危险之地。

人这一生，敬畏要放在心中。不该碰的红线坚决不
碰，不该越的雷区坚决别越。 只有心怀敬畏，才知方圆、
守规矩，踏踏实实干事，干干净净做人，守住自己的内心
道德底线。 李思圆

心中有敬畏，
才能把路走得更远

很多苦恼，换个角度想一想，也
就不再苦恼。

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大多是因
为彼此的观点不同而引发的。观点
不同，并不是说一方观点是对的，另
一方观点就是错的，而很有可能是，
双方的观点都是对的，只不过是看
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就拿看一块石头来说，甲乙两
人相对而立，中间隔着一块石头，甲
指着石头说，这石头像是一头牛，而
乙指着石头说，这石头像一只猫，于
是甲乙两人围绕这块石头是像牛还
是像猫，争执不下。

其实，甲乙两人说得都对，站在
甲的角度去看，这块石头像牛，而站
在乙的角度去看，这块石头像猫，如
果甲乙两人都能从对方的立场出
发，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一看，就不
会发生这般争执了。

人世间的很多争执，往往是因
为不能换位思考，不能站在对方的
角度去看问题、想问题造成的。

再拿吃葡萄来说，如果我问你，
吃一串葡萄，是先吃好的更有幸福
感呢，还是先吃差的更有幸福感呢？

也许你会说，先吃好的更有幸
福感，因为每吃一颗葡萄，都是在吃
所剩葡萄中最好的葡萄；而先吃差
的葡萄，每吃一颗葡萄，都是在吃所
剩葡萄中最差的葡萄。但我告诉
你，先吃差的葡萄，有着同样的幸福
感，为什么呢？因为每吃一颗葡萄，
都是在吃比前面吃过的葡萄更好的
葡萄。换个角度一想，感觉就完全
不同了。

这说明一个道理：人世间的很
多事物，都藏着幸福感，就如吃葡萄
无论是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差的，都
能找到幸福的理由，这主要在于你
看事物的角度。 黄小平

换个角度想问题

“拔丝红薯，是婚嫁喜宴上的一道不可或缺的美
食，一上桌便会引起注意，男女老少一齐立起身，争
先恐后伸出筷子，外酥里糯的红薯扯动着黄褐色的
糖稀，整个酒桌变成了甜蜜的蜘蛛网。由于糖稀凝
固极快，拔丝红薯通常很快就被一扫而光……”翻开

《回忆是条归乡路》这本书，类似的文字足以温暖读
者的三餐和四季。作家巍然凭着对故乡徐州不绝的
回望与思念，写出平实的、不带修饰的、回望乡土的
文字，让故乡成为游子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灵魂

的栖息地。
故乡是一个人的根，是宽阔可靠的情怀港湾，是

照亮心灵的温暖一隅。《回忆是条归乡路》一书分为
“趣事”“印记”“食物”“把戏”“习俗”“年味”六个部
分，作者朝花夕拾，如数家珍般地将故乡的风土人情
娓娓道来，如深谷幽泉，似小桥流水，不急不缓，不做
作煽情，有的只是化不开的乡情、抹不去的乡愁、割
舍不断的旧时风月……

“人们每天都期盼着兴奋的时刻早日到来。电
影队一进村，一种喜庆的气氛便蓦地溢满了整个村
子。”对于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乡村人来说，这种
感觉记忆犹新。那一天，村子里就像过节一样欢腾
起来，似乎树上的小麻雀也跟着兴奋，在枝头叽叽喳
喳、蹦来跳去。

夏天洗澡，当然是在小河或池塘里了。于是，河
边瓜地里的西瓜、甜瓜就遭殃了。“气急败坏的看瓜
人也许只是虚张声势，并未下河追赶，只是在岸上大
吼大叫……”回家后，小伙伴们自然免不了挨父母一
顿数落，运气差的还要经受皮肉之苦。然而，单纯的
快乐仍是那时候童年的底色之一。

手工织布，对现在一些人而言已相当陌生了。
“那个时候，在我的老家，仍然还能听到手工织机的
‘唧唧’声。”手工织出的老粗布远不如由现代大机器
制出的商品布那般精致细密，但对于生活清贫的农
人来说，粗布既经济实惠又结实方便。如今，手织粗
布早已从人们的生活中隐退，但在悠长的时光里，我
们不应忘记。因为织布机仍在向我们讲述着“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老格言，传承着“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的自强精神，积淀着深厚的人文情
愫。我们在绘制历史画卷时，应该为其留下生动的
一笔。

刻在记忆里的，当然还有故乡的食物。“好的热
粥白稠如膏、豆香浓郁，深吸一口沁人心脾。”喝热
粥不用勺子，得沿着碗边“吸溜吸溜”一口口转着圈
儿喝才够味，醇香连绵不绝……徐州人对羊肉偏爱
有加，一吃就是数千年且长盛不衰。“薄薄的肉片，
雪白的葱花，碧绿的香菜，红红的辣椒油互相依偎
汤中……喝这汤，先不要急着大口吞咽，否则，便辜
负了这一碗鲜美，更体会不出隽永悠长。”作者说，应
是嘴唇与碗沿先亲密接触，小口吸入羊汤，清爽中含
着香酸辣鲜，味觉在轻咽慢滑中全部释放出来，生活
的曼妙滋味便也跟着泛出来了。

作者像渔人，站在岁月的河岸上，把往事一一打
捞。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事物、生活片段犹如一堆鲜
活鱼虾，欢快跳跃着……故乡虽不复旧貌，但思念仍
在心头，如春潮之水奔涌不绝。

故乡是我们成长的摇篮，是我们心灵的归宿与
情感的寄托，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对其仍保持着鲜活
的念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愁是故乡抚慰游子疲
惫身心的温柔大手，提醒我们即使身在天涯海角，也
不忘轻松坦荡地回眸。让我们欣赏《回忆是条归乡
路》这本书吧，尤其是在异地他乡打拼的人，在漂泊
的岁月里，和作者一起品味那绵长隽永的乡愁吧。

甘武进

向故乡温柔地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