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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工作之余，我静心阅读新东方创始人俞
敏洪的《在岁月中远行》一书，得到很多启
发。我很认同作者的观点：想要成长得更快，
想要拥有更加自由的心灵，我们需要和知识
相遇，和大地亲近，要阅读，要行走。

俞敏洪是一位兼具商才和仕魂，既有经
商才能，又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这本书记
录了他近年来通过行走和阅读，对工作、生
活的思考和感悟，反映了他在世事变幻、人
生起伏的当下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对我来
说，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方法论，能够从中
获得借鉴，并帮助我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
坚定。

该书共分为三辑：旅行、岁月、阅读。
书中对目之所及的描述，穿插着对历史、
人文的思考，文字精练且富于趣味。细细
读来，觉得这本书并不是言之无物的心灵
鸡汤，而是俞敏洪栉风沐雨、洗尽铅华之
后的内心独白，让我感受到他忙闲背后的
追求，感受到他经历困顿和挑战后仍然能
够充满生活勇气，让岁月开出拈花微笑的
心境。

1993年，俞敏洪白手起家创办新东方
学校；2021年“双减”政策下，他带领新东方
的老师们转型直播带货，凭借独树一帜的知

识型带货风格火爆出圈，淋漓尽致地展现绝
望中寻找希望的坚韧，迸发出全新生命力。

俞敏洪说：“在我被各种琐事羁绊，常常
感觉透不过气的时候，阅读和行走是我让自
己踏实的方式。随手把走过的路、看过的
书、触动的瞬间，一一记录。一行行的文字，
既是我记录生命轨迹的方式，也是对过往经
历的自我萃取和沉淀。”

他在书中直言，在外部变化偏离以往的
轨道、事物更迭的节奏变得飞快时，“我们更
应该安静下来，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找属于自
己的那份确定。”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
确定呢？他给出四点建议：第一，无须自怨
自艾，保持积极心态；第二，寻求一切可以壮
大自己的机会；第三，不要惧怕失败；第四，
让自己辽阔起来。

如何让自己辽阔起来？低头读书，昂首
行走，这两件事都能在不确定中给我们带来
人生的辽阔。行走在天地间，漫步于书海
中，向内心寻找答案，向时间寻找答案……
读书、行走，便是开阔自己最快的方式。

人生之海，风高浪急，每个人都会遇到
一些不确定的际遇，也会为之迷惘。去学
习，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不管是通过阅读
的方式，还是通过行走的方式。低头读书，
昂首行走，时空有限人生无限，用自己喜欢
的方式行走世间；步履不停，咬牙向前，穿越
生活的风雨，抵达梦想的彼岸。

如果没有办法行万里路，那就努力读万
卷书。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书籍可以。当
我们埋头书海，遇见点亮内心的文字时，我
们的世界便有了光亮和温度。

于芸芸众生而言，读书与行走皆为益
事，皆为自我修行。我想，当我们低头读书、
昂首行走，在压力和逆境中保持理性，寻找、
发现并创造对策，焕发新时代再出发、勇争
先的斗志，让精神的“获得感”充盈心间，才
能渐行渐远、渐行渐好。

（作者系来宾市政协委员、兴宾区融媒体
中心副主任、民建来宾市总支部副主委（兼））



李立群

低头读书 昂首行走
——读《在岁月中远行》有感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来宾市
政协于4月中旬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民营经
济发达的城市——深圳大学举办了一期政
协委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我有幸参加
了为期6天的学习培训，有机会近距离感受
到深圳改革开改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不禁
让我想起第一次看到《激荡三十年》这本
书，就被那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中国企
业发展史所深深吸引，更感叹于中国民营
企业发展的不易。

《激荡三十年》是财经记者吴晓波的著
作之一，通过编年体的形式，从一个旁观者
的角度，生动地记录了 1978年改革开放以
来国家的步步开放和改革的进程，描写了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改革和崛起中的艰
难历程，描绘了很多生动的走在时代前沿
的弄潮儿们的奋斗历程。本书重在还原历
史、描述事实，不作主观评价臆测，颇有乾

陵无字碑的意思。正因如此，我从书中更
多看到的是鲁冠球、刘永行、任正非等许多
民营企业家勤奋、务实、顽强、拼搏，善于捕
捉市场机遇，敢为人先、善于创新，带领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的故事。

相比国营企业出身正统以及外资企
业实力强大，民营企业家们除了敏锐的嗅
觉和顽强的斗志之外，真的拿不出什么与
对手抗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个“出身
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
博取”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令人难以置信
地让自己的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
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
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成长。民
营经济从“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
好猫”到可持续发展再到高质量发展，从

“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
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

“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一路走
来，虽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
或许有反复或者模糊不清的情景，政策
效果也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国家
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努力并没有
白费。毕竟，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
国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
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探
索和坚持走自己的路。

看完这本书，让我感到时代在催人奋
进，国家在快速发展。不管是个人还是企
业，都需要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要
把握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的潮流，才能在
时代浪潮中立足。如果不能把握时代脉
搏，不能掌握国家的发展政策，那么再聪慧
也只能事与愿违。只有切合时代的脉搏，
跟进时代的步伐，加上勤奋和坚韧，就能在
这场没有硝烟却暗布地雷阵的战争中走到

最后。我们正处在发展机会最好的年代，
让我们自信自强、敢于斗争、善于作为，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搏。

作为政协委员，我们要始终坚持为国
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按照“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
求，不断提高工作本领，努力当好人民政
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要深入基
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反映民营企业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有针
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要主动加强
与民营企业联系，回应社会关注热点经济
问题，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协助党委、政府
做好宣传政策解疑释惑工作，努力为来宾
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委员的
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来宾市政协委员、合山市教育
体育局人事股股长）

李道勇

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贡献政协的智慧和力量

——读《激荡三十年》有感

月光浅浅，山的轮廓清晰可
见。晚风吹起，扬起的尘埃轻轻
地跌落在我的头发上、衣服的褶
皱里。寂寥的乡村之夜，几只慌
乱的飞蛾在我身旁飞来飞去，一
路相随。在寂静的村道上，远处
的山和村落就像电影里闪过的
镜头一样充满了神秘感，令人生
畏。

村民很少散步，他们没有这
个习惯。为了省时方便，他们喜
欢骑车出门，走路多慢啊。可我
却喜欢这样的慢时光，在记忆的
深处里，有焦躁不安的青春对抗
父母喋喋不休的场景，有纯真的
友谊与梦想远航的喜悦，有二娘
家鱼池里跳跃的鲤鱼……

诶，好久不见二娘了，不知
她过得怎么样？身体可硬朗
着？自从她家在学校旁建起新
房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日子
五彩斑斓，我们在时间的轨道上
悄悄地成长，渐行渐远的东西太
多太多了。

马路两旁，灯光格外刺眼。
有的房子漆黑一片，没有一点烟
火气，主人应该是举家到外地发
展去了。这年头，愿意待在村上
的，要么有活路干，要么是不得不留下来照顾老人和小孩
的，剩下的大多都奔向大城市了。我望向那亮着灯的人家，
有小孩坐着摇摇车在门前摇来摇去的，有垂着头坐在门口
抽烟的大爷，还有手握竹竿大声叫嚷的妇人，别有一番热
闹。再往前走就到二娘家了……

她家与村里的小学隔着一条小路，平日里学生来来往
往，热闹极了，今晚路上静悄悄的。二娘家门是关着的，从
里面透出的光，一束一束的，耀眼、孤独。我望着熟悉的院
落，没有上前敲门。二娘经常骑的那辆凤凰牌自行车就停
在靠窗的地方，在灯光的照耀下，它像整装待发的勇士一样
威武无比。以前二娘踩着这辆凤凰牌自行车走南闯北，贩
鱼、卖面、卖果，以无比坚强的臂膀撑起一家子的温饱。如
今人老车旧，二娘的生活也慢下来了。

我走到学校拐角处，后面传来“叮铃铃”的声音，回头一
看我就知道是二娘。这么晚了，她出去干嘛呢？

“二娘，您去哪？”
“说话的声音这么像梅子？是梅子吗？”
“是我。”
“都走到这里了，怎么不进家坐坐？”
“我见门关着，怕打扰你们休息就没进去。二娘，您这

是要去哪里？”
“去广场跳舞，现在排练时间紧，回头我们再聊。要不

你跟我一起去看看？”
“嗯，你先去，我慢慢走，等下就到了。”
“你一定要去看，可热闹了！”二娘的动作还是这么麻

利，左脚踩着踏板，右腿一抬，一溜烟就消失在夜幕中。
走在路上，我突然想到，二娘应该有六十八岁了。她本

是柔弱女子一个，中年丧夫后硬生生把自己变成了“女汉
子”，只因那四个未成年的孩子。靠着亲戚资助买了一辆凤
凰牌自行车，从此走上小贩的道路。她做过很多买卖，其中
干得最久的算是卖鱼了。每天凌晨四五点，二娘就骑车到
十公里外的市区去买鱼，再拿到集市上去卖，赚取差价。

我记得她家房子后面有个鱼池，池里的水很清，总能看
见好多鲤鱼相互拥挤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饿极了。鱼池
上面总是用竹筛盖着，鱼池里放着氧气。二娘习惯用桶挑
着鱼去集市上卖，如果遇到特别好卖的日子，她会叫三姐帮
忙挑鱼去给她。我那时很调皮，看着从氧气管里喷出的气
泡觉得特别好玩。有一天，趁三姐不注意，我悄悄地把氧气
管提到池上来。等二娘收摊回家发现氧气管放偏时，已有
三分之一的鱼因为缺氧窒息了。二娘气不打一处，狠狠地
揍了三姐一顿，我见状急忙跑回家，再也不敢去碰氧气管
了。二娘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的鱼是我弄的。

年纪大些，二娘就不卖鱼了，但是她并没有闲下来，而
是去租别人留荒的地来种。种玉米、种水稻、种红薯，吃不
完的全部拿到集市上卖。“只要还有力气干活就不做儿女的
负担。”这是她常说的。我劝她，二娘不要干重活多，养好身
体也是为儿女攒钱哦。她笑笑说：“农村人干活惯了，不干
活浑身不舒服呢。晚上有时间去跳跳舞，跳好了还有人来
请场呢！”二娘说得眉飞色舞，我竟羡慕起她来。

我来到广场，有几支队伍在排队走台，二娘看见我特别
高兴。她饱经沧桑的脸庞被涂得粉白，看上去年轻了不
少。虽然舞蹈姿势有点生硬，但她们极其认真。六七十岁
的老人，能有这份阳光、爱美的心就已经胜过现在的不少年
轻人。我站在台下，看着二娘在音乐里翩翩起舞，想着她的
老年生活序章由此拉开，不由得替她开心。只要足够努力，
每个人都配得上这幸福的美好生活。

在清浅的时光里，在繁花似锦的春天，愿一切美好如约
而至。

在人生漫长的岁月中，总会有一些舌尖
上的美味时常勾起你垂涎欲滴的回忆，而“立
夏粿”就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饱含母爱的
佳肴美味。

立夏，一个世间美好的节气。“立夏粿”，
一种人间无言的美味。在我的家乡，至今仍
然流传着吃“立夏粿”的习俗。传说立夏时节
吃“立夏粿”可以消灾祛病、避免疰夏。如今，
我虽离开炊烟袅袅的村庄到高楼林立的城市
生活了数十载，但每逢立夏时节，对“立夏粿”
的情怀依旧如初。

记得儿时，一到立夏这天，天刚麻麻亮，
母亲就蹑手蹑脚地起床忙里忙外，将大米浸
泡后磨成米浆，倒入柴灶的大锅中不停搅拌，
用力翻来覆去地挤按；煮熟后，趁热放在砧板
上用力反复揉搓，搓成一条条长长的粿坯；待
粿坯稍稍冷却后，母亲就在手上抹点菜油，将
粿坯捏成一个个白乎乎的小丸子放在簸箕
里，堆起来就像一个个晶莹剔透的珍珠。早
饭时分，母亲将咸肉、豌豆、豆芽等荤素配菜
混在一起炒熟，汤水滚开后立即倒入“立夏
粿”，稍稍煮一会儿，一道细腻柔滑、菜色多

样、味道鲜美的“立夏粿”就做成了。
准备吃早饭了，母亲将煮好的一大盆“立

夏粿”摆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叫醒我们兄妹：
“快起来吃‘立夏粿’啰……”一睁开眼睛，诱
人的粿香就迅疾扑入鼻中，我们争先恐后地
起床，顾不上洗脸，拿起碗就盛满“立夏粿”，
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瞧着盆里的“立夏粿”。
就在我大快朵颐时，一个圆溜溜的“立夏粿”
从嘴边滑落，滚到地上。正觉得可惜时，一只
小狗飞速地蹦来，叼起那个“立夏粿”，一时又
吞不下去，那种滑稽可笑的样子，逗得全家人
哈哈大笑。

母亲素来家教很严，平时吃饭时都不准
我们说话。唯有立夏这天，我们可以边吃边
聊，甚至可以说说笑笑。母亲则端坐在饭桌
旁看着我们吃，时不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等到我们一个个打着饱嗝离开饭桌后，母亲
才端起碗来舀盆中剩下不多的“立夏粿”吃起
来。现在想来，那是母亲把对儿女们的爱都
蕴含在“立夏粿”里了。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县城的中学，母
亲甚是骄傲自豪。每当有人来家里闲聊时，

母亲总会扯到小孩读书的事，大概是希望别
人夸奖夸奖她的儿子吧。我上中学后的第
一个立夏日到了，原本以为无法吃到“立夏
粿”了。谁知，那日中午时分，正在宿舍里
准备吃饭的我，忽然听到一声熟稔的声音：

“彬儿，阿妈拿‘立夏粿’来给你吃了。”我赶
忙跑出去看，只见母亲大汗淋漓地站在太阳
底下，手上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朝宿舍方
向东张西望。

望着太阳下母亲瘦小的身影，我的泪水
情不自禁地簌簌而下，赶紧拽着母亲的手走
进宿舍。母亲连汗水也来不及擦去，就解开
包裹，拿出竹筒做的饭盒里的“立夏粿”分给
宿舍的同学吃。同学们品尝后个个夸奖母
亲做的“立夏粿”好吃，听到同学们的赞扬，
我内心莫名地兴奋，脸上洋溢着骄傲自豪的
笑容。

离开家乡外出工作后，我尝到过各式各
样的地方美食，唯独对母亲做的“立夏粿”念
念不忘，那种爽滑、鲜美的味道，迄今无与伦
比。我想，这或许就是“立夏粿”里蕴藏着的
母爱的味道吧！

邹文彬

“立夏粿”里的母爱

武宣老城有一条老街
叫做东西南北街

东街有一小巷，
名字就叫小井巷
一排排整齐的老房，
是否还有当年的模样
一条麻石小巷
带着我回到梦想的故乡

西街码头几经风雨己变苍桑
下南街里的那家大米厂
月饼的味道弥漫着四处飘香
古榕树下那摇晃的秋千
是否还坐着我曾经最心爱的姑娘

你有困难我来帮
老街坊们滚烫的故乡亲情
千丝万缕
不能忘怀

老街的老房上
依然炊烟四起
古井边街坊们在洗着衣裳
那一年月色撩人而又浪漫
你和我坐在西门码头的青石板上，
尝着大米厂的月饼香，
你温柔的靠在我身旁。
冲动而又滚烫的心仿佛要跳出心房
只能轻轻地吻吻你的发香

老街的小井巷
是我的忧伤
回想那当年模样
我们一起玩着捉迷藏
我们手拉着手
一起跑过的古井旁

老街的小井巷
是我的忧伤
那里曾经有着我心爱的姑娘
当你闻到大米厂的月饼香
那就是我最热爱的故乡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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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红

老街的小井巷
是我的忧伤

散 文

（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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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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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水长流 （李 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