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次，我和教育学赵博士谈到“婆媳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赵博士的婆
婆是没有受过教育的，而她自己却是教育学的博士，这样在相处上，能不能和谐？
她表示，几十年来，家庭都很和乐，只有在儿女的教育问题上，常常和婆婆看法不一
样。由于婆婆溺爱孙儿孙女，而赵博士本身是一个教育学专家，对于儿女的教育
自然有不同的看法，遇到这样的问题，她都怎么处理呢？赵博士回答：“如果与婆婆
看法不一时，那我们就‘跳探戈’。”

●什么是跳探戈？就是跳舞的时候，你前进了，我就退后几步，我前进了，
你就退后几步。人和人之间相处，不能一味地进、进、进，太过咄咄逼人，会让对
方感觉有压力，不舒服；但也不能太过让步，否则失却原则，不讲究是非善恶，更
无法解决问题。

●有些孩子在与同伴相处时，动不动就吵架、打架，一点儿也不肯相让，等
到长大进入社会后，就跟人家比较、计较，坚持己见，不肯退让一步。不肯退让，
问题能解决吗？能得到胜利吗？

●“探戈哲学”即是你有理时我让你进一点，我有理时你也退一步，人我间
以尊重、体谅对待。人生诸事，懂得跳探戈，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人际探戈大家V微语

我是一名建筑艺术学院的学生，在我
心中，祖国是一座巍峨的大厦，我们的祖先
用智慧、汗水、甚至血肉之躯垒就了这座
无以伦比的建筑。她有着辉煌的五千年
历史，曾经创造过灿烂无比的中华文
明。在这座大厦中，镶嵌着无数瑰宝：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诗经》婉若由绿宝石串成的一串项
链，在大厦的顶端闪烁着温柔妩媚之光；
先秦的诸子百家，这些人类文明的巨匠，
如同一盏盏明灯，为大厦带来的光明；《楚
词》如典雅悠扬的编钟，在中华文明的大
厦中，奏响了一曲忠诚悲愤之歌；唐诗宋
词如洒落一地的珍珠，在大厦的每个地方
闪耀，将大厦装点成一个诗的世界。大唐
帝国万邦来朝，康乾盛世，雄踞东方……
我为我心中大厦的壮丽而陶醉，我为我心
中的大厦的巍峨而自豪。

然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
中国的大门，古老文明的大厦竟轰然倒
塌。火烧圆明园，庚子赔款，瓜分风潮
……古老的中华文明大厦竟成了一片残
砖瓦砾、一片废墟。于是无数志士仁人
救亡图强，前扑后继，谭嗣同戊戌喋血，
黄花岗英雄壮烈捐躯。然而奋斗和牺牲
并没有将祖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
中国也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共产
党领导着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建立
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实现了“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七十载的砥砺前行，创
造了一个个令世界惊叹的奇迹。1967
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从第
一颗原子弹核爆炸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
弹试验成功，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
时间，1970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两弹一星”的成功研
制，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2003
年 10月 15日北京时间 9时，杨利伟乘由
长征二号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
进入太空,1997年香港回归，两年后澳门
也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从此，在中华民
族的大厦中，再没有外国人独占一隅的空
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
再次迎来了腾飞。中国高铁总里程位居
世界第一；北斗卫星导航技术、5G通讯技
术等构成天地一体化的“超级大脑”；今
天，中国手机拥有量占全球第一，电脑拥
有量世界第一，小汽车正走进家庭；中国
在经济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昔日的旧中国，如今挺起了胸膛成为

东方的巨人。中国共产党正领导着中国
人民向着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前进！

太多太多的伟大成就在这七十年诞
生！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着中国人民用
中国速度改写着中国历史！

鲁迅先生曾经说：“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
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
中国的脊梁。”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能够屹
立世界民族之林，是无数炎黄子孙精勤创
新，奋发图强的结果，期间涌现了众多英
雄豪杰，他们是中国的灵魂和脊梁，对推
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具有永不磨灭的历
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并激励鼓舞着我不断
向前奋斗。

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
规划师梁思成先生对我和我专业上影响
尤为深远，他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
建筑和文化遗产，以精专的学术造诣、执
著的科学精神开创了中国建筑学的先河，
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
我民族之性格，即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
步，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中国的建筑艺术设计乃至环境艺术设计
不单单是设计表面，也体现中华之魂的精
神品格。中国共党党人正带领着中国人
重新构建有着中华之魂精神品格的大厦，
这座大厦如今已高入云端，直指苍天！

作为中国新生力量的一份子，内心
对祖国未来建设发展献力的愿望越来越
强烈。“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爱国不
是虚言，而是要落在实际行动上，中国迅
猛地发展，人们对环境景观的需求正日
渐提高，我作为未来的城规人，有太多的
学习和工作需要自己努力完成。建设绿
色美丽健康城市，改善城乡景观设计，提
高人们的生活水准是我的目标。或许我
的力量不足以做到这些，但我坚信：每个
人每一点平凡的努力，都将成就不平凡
的自己，也将继续成就不平凡的祖国。

我有一个梦：希望有一天，在中华民
族文明大厦中，能留下我一丝设计的痕
迹，那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为了实现
这个梦，唯有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方能不负新时代，不负好韶华。

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祖
国，请您放心，有我们这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青年在，国家有前途，民族有
希望，中华民族的大厦在我们这一代的手
中必将建设得更辉煌。

（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
城市规划设计系16级2班 姚克）

以青春之名为祖国续华章

祖国在我心中

初次去达州，是1977年恢复高考前夕。别人忙着复
习备考，我却在赶写发言稿，因为我是知青队长，还是大
队书记，要在地区知青表彰大会上发言。那次会议规模
很大，达州城里的旅馆招待所都住满了。好在还有个新
建的红旗旅馆，四层楼高，在一片民居中很显眼，初来者
易记好找，解决了住宿的一时之急。

那时的达州城，小街小巷，沧桑曲折。街名都富含
诗意，翠屏街、来凤路、凤翎路、荷叶街……城市规模不
大，略比其他县城兴旺。开会时的场景，至今让人难以
忘怀。坐在台下，抬头一看，主席台上的老革命真不少，
这位曾是老红军，那位曾是地下党。下面的人群中免不
了一阵小热闹，敬仰之情很快就充满了会场。

听知情的参会者介绍，达州城里住着许多老红军，
他们多是参加过长征的。仅干休所就有三处，文家梁有
一处，名红星村；达巴路口上面有一处，名永红村；还有
一处就叫老干所。街上的红色遗址也不少，从地委出来

没几步路就是
文化街，那里
有当年红九军
军部和红三十
军 政 治 部 遗
址。小红旗桥
过去不远的四
川文理学院，
曾经叫达县联
中，出了三位
青年才俊——
张爱萍、魏传
统、杨超。张
爱萍是开国上
将，诗词、书法
俱佳；魏传统
是开国少将，
也是著名的诗
人、书法家；杨

超则是延安时期有名的哲学家。多年后，三人聚在一
起，共叙同窗情谊，在达州传为佳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转岗到县教育局工作。一次到
达州开会，竟邂逅另一位达州籍著名诗人杨牧。杨牧先
生前几年才从新疆回到四川省作协工作。我与他虽是
一个县的老乡，却总是无缘相见，没想到他竟回达州来
了。有人说是回来参加诗歌颁奖典礼的，有人说是回来
讲课的。无论他回达州来为何，这个机会我是不会错过
的。于是邀上几位文友，约杨牧先生一聚。我们想请他
谈谈他的代表诗作《我是青年》。可惜那晚杨牧先生并
没有谈《我是青年》，他说老乡见面，乡情为重，他有一首
新作的《故乡》与大家分享，“没有离开故乡的时候/故
乡，是一幅铺在地上的画/我在画中走来走去/只看到天
边遥远的云霞/远远地离开了故乡的时候/故乡，是一幅
挂起来的画/一抬头，便能看见/每当月下，透过一层薄
薄的纱。”后来这首诗被收录进小学教科书。每当看到
娃娃们翻开课本，我便不无得意地说，这首诗，我可是在
达州先睹为快的，不信你问杨牧先生去。

后来，去达州的次数更多了。有几次恰好遇上元九
登高节，目睹了人流如潮的盛况。元九登高节说来话
长，只因唐朝时达州曾来过一位著名诗人元稹，他在这
里做了几年的通州司马。在通州司马任内，元稹写就了

《连昌宫词》。元稹离开后，达州的人们仍然记得他的政
绩，记得他的诗文，为了纪念他，便有了一个元九登高
节。四川由此多了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州由此有了
元稹纪念馆、元稹文化广场、元九诗会。

元稹因排行老九又称元九，并且是在元月初九那天
离开达州，因此当代诗人梁上泉写诗道：“达州原是古通
州，山自青青水自流。元九登高怀元九，诗魂常伴凤凰
游。”一首《小白杨》让梁上泉家喻户晓。我与梁上泉同
是老达县人，但一直未曾谋过面。我从小就喜欢他的
诗，相较而言，更喜欢的是他的现代诗。

近几年，我常到达州。我喜欢在晚上约几个朋友，
去州河边上品尝小吃。灯影牛肉，色泽红润、麻辣鲜香，
其肉片之薄，灯光下可透出物象；七星椒卤菜，香味宜
人，油而不腻，回味无穷；大王包子，绵软香甜、鲜美可口
……天上星光闪烁，脚下流水诉说，和朋友们论及诗文，
总觉达州这方水土细腻滋润，适宜诗文生长。

记得有一次，谈到达州的历史，忽然生出一问：随州
河流淌的，是诗魂还是文脉？朋友中有说是诗魂，有说
是文脉。赞同诗魂的人言之凿凿，说达州历代诗人辈
出，当下也不乏写诗的才俊；赞同文脉的也有根有据，说
元稹不仅是诗人，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一部《莺莺
传》引出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我说，不管是诗魂还是文脉，总之是国运昌，文运则
昌。今天的达州，街道越来越宽，楼房越来越高，城市越
来越大，五千多平方米的巴山文学院和达州文学馆坐落
于凤凰山。钟灵毓秀，诗文鼎盛。我因此来达州，也更
勤了！

诗文润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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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春

小小说
□吕静霞

父亲去世那年，我们兄弟分了家。我
分得一个柜子，是红梨木做的，陪伴了三代
人，依然非常结实，唯一的缺陷是有一只脚
短了一点。我连夜把柜子搬到自己的房
里，又到门外随手捡了一块石头垫到那只
短脚下。

我用这个柜子装衣服，一装就是十
年。十年后，我建了新房，要把家具搬到新
房里去，这个老柜子自然也要搬过去。把
柜子移开后，我惊奇地发现，我十年前垫在
柜脚下的那块石头，竟然慢慢地爬动了！
我愣了好一会儿，眼看“石头”快爬到门口
了，才醒悟过来，这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
只乌龟。

我惊喜地抓起这只乌龟，掂一掂，估计
有两斤多重。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山龟，在
我家旁边的山溪里时常能看见它们的踪
影。

村里人听说一只山龟在柜脚下垫了十
年依然能爬动，纷纷来看稀奇。可这只山
龟除了身体因为长年受压，比别的山龟稍
扁一点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大家看一看，就没了兴趣，我也把山龟丢进
一口水缸里，不再理它。

当我重新记起那只山龟，想喂点东西
给它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奄奄一息，快
要死了。它在柜脚下垫了十年还活得好好
的，在水缸里才呆了两个月，怎么就快饿死
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妻子说：“它肯定
不是饿的，也许是病了。”

可是，山龟吃了我喂的东西后，第二天
就恢复了活力，在水缸里爬来爬去，什么毛
病也没有。显然，它确确实实是饿的。

这只山龟为什么压在柜子脚下能饿十
年，放在水缸里却顶不住两个月呢？这回
连妻子也莫名其妙了。我们很想解开这个
谜，就把山龟放回原来那个屋子里。为了
保持原貌，我们特意把那个柜子也搬回去，
重新压在山龟的背上。

恢复原状后，我们就一天二十四小时
悄悄盯住山龟。有几个好奇的邻居也自告
奋勇来轮流盯守。我们决心弄清楚，这只
山龟压在柜子脚下，到底靠吃什么活了十
年之久。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正好轮到我和一
个邻居盯守。半夜时分，邻居碰了碰我，低
声说：“听，有动静。”

我侧耳细听，果然，从柜子那边传来轻
微的“沙沙”声。我和邻居蹑手蹑脚走过
去，走近了，才突然打亮手电筒。在电筒的
光柱下，一只山龟掉头向墙根逃去，墙根下
有一个狗洞。

我吃惊地问：“那么重的柜子，怎么压
不住一只山龟？”

邻居说：“这不是柜子下那只，那只山
龟没有这么大。”

山龟再快也跑不过人，我抢上几步，在
狗洞前把逃跑的山龟抓住了。这只山龟确
实比柜子下那只大得多。我和邻居回头查
看柜子下面，发现那只山龟正在吃东西，一
条蚯蚓半截含在嘴里，半截露在外面。

房子里怎么会有蚯蚓呢？我们再看大
山龟，就全明白了。大山龟的嘴里，也含有
蚯蚓，它是来给被压的山龟送食的。

来送食的是一只雄龟，而压在柜子脚
下的是一只母龟，它们很可能是一对夫
妻。妻子被困，丈夫冒着生命危险送食，一
送就是十年，即使是人也很难做到啊！这
两只山龟的情义，令我肃然起敬。

饿不死的神龟
□吴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