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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和妻子回老家探亲，在返回的等车
间隙，妻子让我帮忙采一丛岩石上的蕨类植物
带回家。岩石上的蕨草，颜色暗淡，干巴巴的，
依附在红褐色的岩石上，没有一点生命迹象。
妻子执意，我就连土一起采了四小块，乘火车带
到城里的家。

妻子回家就开始张罗，把它与盆竹栽在一
起。我打下手，干涩的蕨草让我产生怀疑：它还
能活吗？妻子只是听，手始终没停，一会儿就栽
完了。她舀了一瓢水，慢慢地浇在栽好的蕨草
根部。她自信地说：“它还活着，会让你们有惊
喜的。”

我把一株蕨草单独栽在一个托盘内，浇了
水，放在一边。我想：一丛干巴巴的植物，叶片
手一碰都会掉落，会给我们什么惊喜？

第五天清晨，儿子在客厅大叫：“爸爸，蕨草
真的活了，真的活了。”我和妻子来到了花盆
前。托盘单独栽植的那一株，没有添土，细细的
根须浸润在水中，自由地舒展着，犹如白色的胡
须。叶身褐色中带着绿色，显出极强的生命迹
象。

而盆竹内的那几株，叶片舒展，摸上去柔柔
的，润润的，褐色渐渐地在消褪，有了活力，给人
一种无限的希望。这个不起眼的植物让我心生
敬意。妻子指着蕨草说：“它常年生长在家乡的
岩石上，用细小的根须紧紧地抱住土粒，与岩石
结成一体。它生长得很缓慢，虽然显得卑微，但
是却很坚强。”妻子细心而带有感情的解读，让
我心生感慨，开始对蕨草有了一点点喜欢。

但没过几日，我独栽的那株却失去了起先
鲜嫩泛绿的姿色，有点发灰。反而盆竹内的叶
片更加舒展，直挺挺的，很有生机。我有点纳
闷。

晚饭时，关于蕨草的蜕变我们展开了争
论。妻子说：“它们是同一种植物，但是境遇不
同。”“有什么不同？”我不解。“一株生活在水中，
就像生活在富足的家庭中，被浓烈的爱包围
着。而另一些生活在泥土中，是接地气的，它得
到的是徐徐的、慢慢的爱的滋养。”妻子盯着我
说。“被爱包围是一种幸福。它才有理由生长得
更好，更应该有一种美好的姿态。”我据理力
争。“这难道不是一种溺爱吗？”妻子的话点醒了
我。

第二天，我悄悄地把那株独苗蕨草移栽到
了盆竹内，让它回归到了泥土中。没过几日，那
株蕨草渐渐地绿了，恢复了生气。

确实，生命需要充足营养，但成长也是一种
渐变过程，“拔苗助长”只能破坏它的内在成长
机制，摧毁美好的生命。一株植物的生长如此，
人生诸多事不也如此么？ 来源：中青网

离开岩石的蕨草

“60 后”数学家、诗人蔡天新所著回忆录
《海边的男孩》，质朴、安静，带着几分原始气
息，这恰恰是这本书的独特与可贵之处。在这
样的氛围与情境中，蔡天新把小男孩的世界呈
现得细腻、真切。

蔡天新的童年在浙江台州度过，与山海为
伴，有限的生活空间与物质条件并没有限制他
的好奇心与探究自然的热望。书中，作者以赤
诚之心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用科学和文化
的双眸捕捉故乡风物和地球上的故事”。值得
一提的是《八大样板戏之京剧〈海港〉》，以及其
中与看电影有关的往事，文章从一部京剧电影
讲起，紧接着讲述作者小时候看过的《南征北
战》《渡江侦察记》等电影。少年小小的稚嫩的
心，被电影中的镜头吸引着、诱惑着，开始对故
乡之外的世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指挥官召
集部下分析军事形势，布置作战任务。只见助
手为指挥官拉开帷幕，一幅地图出现在军官们
面前（也出现在观众面前），指挥官开始发话
了。”这其中的重要媒介正是地图，为一个少年
日后几十年不断绝的世界行旅埋下伏笔。

对于少年来说，与电影中的地图同样重
要，甚至比地图更重要的是大海。大海宽阔、
神秘、深邃、丰富，无法用言语穷尽其姿态。在

《后记》中，蔡天新写道：“永宁江是黄岩的母亲
河，无论我走到哪里，都能见到它的身影。稍
后我又发现，永宁江离大海已经不远了，尤其
是有四年时间我就生活在江边的王林施村，那
里离东海的直线距离仅有二十多公里，每天两
次的潮涨潮落让我感觉到大海的心跳，大海给
了我最初的幻想。”在作者心中，大海是广袤无
垠的怀抱与无边无际的风景。

书中有关地图与大海的记忆合二为一、彼
此交融之后的远方，是男孩最初的期望、不懈
的追求，是实在的地理空间，也是无垠的学术
空间。后来，男孩在文学与数学之间自由出
入，很难说与它们没有关联。

与之相仿的是在浩瀚纷繁的历史与个人
的回忆过往之间，蔡天新率性而入、随意而
出。他的笔触在古代与当下之间来回穿梭，在
历史深处找寻与自己行迹契合的地方。例如
从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专著《中国科学技术
史》中写到的活塞风箱，转入他小时候在母亲
做菜烧饭时当小帮手，使用活塞风箱的经历，
并讲述其工作原理。很显然，以历史为背景的
怀旧书写，让作品更具纵深感，亦让文字具有
不绝的穿透力。脚下的土地或风物，不是凭空
而降，而是自有其来由。小时候走过的路、爬
过的山、路过的村庄、淌过的河流，哪一个空间
没有它的前世今生？历史是一条河，个体人生
之路即便不宏阔、不壮丽，又何尝不是这条河

里的一朵浪花呢？
书中多有关于旅途的简笔勾勒，干净利

落，不拖泥带水。其中有家族或家庭内部的各
种因由带来的，更有男孩因对外界的憧憬而主
动参与的，是好奇心使然，是生命力勃发，是远
方在心中的一点点明确与成型。正因为如此，
与火车的第一次碰面，才是值得铭记的。“我也
在那年考上了山东大学，并在上大学的路上在
上虞第一次看见了火车，随后又在杭州第一次
坐上了火车。”心怀梦想的少年，即将奔赴远
方。远方已张开怀抱，等待少年意气风发地到
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故乡浓郁的数学氛
围，对蔡天新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南
宋数学家杨辉曾在台州做官，他的数学发现正
是在台州任上的作为。嘉庆年间精于数学与
天文的周治平，亦生于台州，后来成为一代文
宗阮元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畴人
传》的主要助手。蔡天新野营拉练时曾经擦肩
而过的小岭下村，是数学家柯召的出生地。很
显然，数学专著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蔡
天新，是新一代的传承者。这一点，不难在书
中找到一条清晰可寻的线索。

作为“我们小时候”系列作品中的一册，蔡
天新不仅借此书写出自己的年少时光，更或有
意或无意地写出了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的前
世今生。这是他的顺带之笔。他的小时候，是
与这片土地有关的小时候，是与它的春夏秋
冬、古往今来有关的小时候。这片土地的前世
今生，是蔡天新坚实、深厚的成长背景，这正是
他成为他的根本原因。 来源：新浪网

成长路上的诗和远方

所谓的好运，并非凭空而降。每一次逆
袭，皆是过往努力的温柔回馈，都是靠自己修
炼而来的。

修善良
曾在书上看到一句话：“无论高贵贫贱，

心地善良都是做人的根本，即使不求回报，回
报也会突如其来。”凡事皆有因果，善良的人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人生前行的路上，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但
行好事，莫问前程。

修脾气
脾气与福气，从来都是此消彼长。脾气

来了，福气就走了，脾气越好，福报越深。
生活中，不顺心再正常不过。不把坏脾

气往外界传递，是最基本的素养。

换个脾气，好运总会降临。
修健康
人生在世，温饱无虑是幸事，无病无痛是

福泽。
如何修健康？两个字送给大家：第一个

字：动。第二个字：养。
好身体，都是动出来、养出来的。戒掉坏

习惯：戒熬夜、戒暴食、戒烟酒、戒过劳、戒久
坐、戒暴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一个人身体
好、精气足，运气就不会差。

所有逆袭，都是有备而来。每一次好运
的降临，都是过往修身养性的反馈。

不断修行自己，才能收获源源不断的好
运气，拥有熠熠生辉的人生。

来源：人民网

所有逆袭，都是有备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