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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我拜读了阎真先生的小说《沧浪

之水》。看前言时，首先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官

场”二字。“官场”这个词对身处大学时代的我

有太多的神秘感。我总觉得这部小说很有魅

力，像是这段时间陪在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将

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作者以看似闲恰的笔调，徐徐写出了医

学研究生池大为无职无权的苦，在真切地展

示他的人生旅程的同时，也把困扰他的人生

难题在后面一一解开。作为一部官场类型小

说，书中不带瑰丽词采的描写。但是出现大多

人物心理描写，通过心理描写方式来展开故

事发展。

开篇之初，池大为是一个淳朴优秀上进

的青年，池大为父亲池永昶的突然离世及池

大为被大学录取，故事就是在悲喜中开始了

他的浮沉。“做个好人”，池永昶用他的言行给

池大为树立了一条人生戒条，他也始终坚守

此戒条。毕业才工作的池大为锋芒很锐利，对

一些违背原则和良心的事不沾边，也不屑去

争斗。随着儿子一波的来到，家人给他的压

力。渐渐的才发现自己所谓的那些清高并不

能换来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当池大为尝到了

一点权力的甜头，就发现自己以前真的是白

白的“荒废”了那么多年，于是向权力进发。

说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可以说也是

一部巅峰之作，主人公唐小舟出身农村，偶然

的一次机会，成为了省委书记的桥梁———“二

号首长”，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此，但是面对的就是优越的社会地位还有

复杂的关系、人心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

弈。这就和《沧浪之水》对于主人公池大为刻

画有所区别。《沧浪之水》通过正反对比写法

来讲述。书中，池大为的父亲是一个真真的好

人，池大为也是，因为至少他会不停反思自己

的行为。但是对于丁小槐则就恰恰相反，他是

一个“目的明确，立场坚定”的人，也就是所谓

的势利小人。对于《二号首长》，很明显的一个

对比就是郁郁不得志的报社记者唐小舟进入

官场后，能够迅速调整和反思，从而混得风生

水起。同样才华横溢的王宗平虽比唐小舟早

一步入“仕”，却仕途坎坷。

《二号首长》和《沧浪之水》在层次上的比

较还是有差别的。主要体现在完整性和思想

性上。《二号首长》中，刚出场时主人公连个科

级干部都不是，老婆红杏出墙。当了省委书记

秘书后，马上洗心革面，并且以极快速度适应

了新的工作岗位，周旋在各种关系周围，既有

收收小礼，也对美女们开始关爱有加。而《沧

浪之水》则不同，前半篇以压抑的打压方式写

出一个有才华的人被打压然后最终以某个契

机走向仕途，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环境对人无

形的压迫，既是对现实的深刻刻画，也有对现

实的控诉。

个人觉得，一部好的小说是当读者阅读

完它，很长时间过去了，里面的对话、人物、细

节还是绕之不去，会让人时刻想起。而《沧浪

之水》就算是这种情况了。首先，这本小说的

内容很真实。正如书的宣传语所言“公务员必

读”。即使是作为一名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

所谓的“官场”生活，但是作为旁观者，里面的

一些官场实例，人际关系等个人感觉还是很

贴近现实的。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吾足。心灵的抉择，社会一直在起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决定用它洗头还是洗脚

的资格，决定权在我们。面对日益浮躁和喧嚣

的世界，我仍然要努力，始终保持心灵的平

静，宁取“清”也不“与浊同污”。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 渊14级工程管理3班 张权冤

那年九月，你我相遇江夏，青春记忆中的19岁。

依稀记得踏上旅程的激动，隐约记得对大学生

活的憧憬，似乎还记得踏进校门的那丝青涩，也许永

远也忘不了初见江夏的欣喜和期盼和那一张张不记

名的笑脸。

那天，阳光正好。

那年金秋，经贸蓝遍布江夏。耳畔的加油声此起

彼伏，依稀还记得六冠江夏的荣光，七连冠的欢笑就

已挂在每个经贸人的脸上，那是属于所有经贸人的

荣耀。我想，每个人爱自己学院的方式都不同，但对

于经贸学子来说，我们对校运会的执着甚至是疯狂，

这份爱不言而喻。也许多少年后，重回江夏，站在主

席台上我仍会记得那天院旗飘扬，也许鼓声响起时，

我耳边依然会萦绕着“经贸，加油”，也许再见蓝色院

服，我还会想起校运会上经贸蓝的谁。那秋，赛场上

的拼搏、呐喊、追逐，你我共见经贸的辉煌。

那年岁末，军训而至。操场上那抹耀眼的绿映

衬着十二月的阳光，显得格外绚烂。我们唱着军歌，

走着正步，听着分列式进行曲，那个冬季，福州依旧

是暖阳，照应着我们彼此心间的暖意。我们戏说着

江夏的雨不要停，结果雨停的那天，军训也悄然结

束了。我们在草地、跑道、操场肆意地自拍，绿装红

颜定格在江夏某年某月的记忆里。那训，你我绿装

相见。

那年盛夏，你我戏说时光荏苒。六月本就是段毕

业伤怀的时光，看着一波波毕业生背上行囊走出校

园，当学校宣布“2012级全体离校”时，我想每个人的

心中都不免都些许伤怀，毕业和成年的字眼，格外扣

人心弦。别离，有点难舍，但不怅然；有点遗憾，但不

悲观。那月，我们也迎来了各自部门的换届。我们说

青春不散场。那天，你我挥别，笑看成长。

转眼之间，从大一的小鲜肉升级成老学姐。看着

一张张甜美娇艳的笑脸走进校园，迎着朝阳，我仿佛

看见了一年前的自己。江夏的时光斑驳在月牙湖中。

韶光易逝，愿青春不虚度。

开始的开始，你我闽侯相遇；现在的现在，你我

青春共度!

(15级经济学2班 汪忆杰)

在最美的时光遇见你

学会享受生活
要要要读叶人生不过如此曳有感

当走进图书馆，按着一列列的条码，终于在看似

无差的书海中找到了《听话》。翻开这本书，一张空白

页中屹立着“这一次，换种方式，继续说给你听。”原以

为不过是饶雪漫、郭敬明类似的言情小说，却不曾料

想最后合上书的我竟可以陷入沉思，只因为我的判断

错误，只因为它把我带进了《零点乐话》。

《零点乐话》，一个深夜电台，连伍洲彤自己都曾

定位自己是在“无人区”，是在一个“没有电波”的地

方，开始了自己20年看似日复一日，却不曾重合的日

子。每天不一样的电话，每天不一样的故事。就如日出

一般，在不一样的人看来，它呈现出来的画面也必然

是不同的。我不懂作者如何描写出这些看似普遍却可

引人钻心地痛的句子。想起书中《原谅》这一章，“有些

人已经走了，无雪的冬天没有留下她们的脚印，只有

一些遗憾、不解和期盼弥散在空气中，我呼吸到了，我

知道她们不会回来了。”有多少约定过的人儿，最终都

在奔赴青春的宴席上离了场。我有多想改变微博红人

张嘉佳的话：“我也希望自己生命中曾出现的那些人

儿，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推醒假装睡着的我，那样我

才有足够的时间来挽留你，才有足够时间避免这一场

的《原谅》。

当看到《寂寞让你更快乐》的时候，不禁愣住了，

如果这个时候需要插入背景音乐，我想田馥甄的《寂

寞寂寞就好》应该也更合适不过了吧。有多少人都是

如书中“两栖动物”一样活得那么不真实？确实，深夜

是多情的种子，我们在夜里毫无防备地爱着恨着，而

白天又是理智的大树，在白天小心翼翼的装着缠着，

我们也是时候听话了，听作者的话：“你最好每天寻找

一些新的东西来让自己觉得过得有意思，不孤单，别

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就老了”我们可以没有海子的“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般的生活；也可以没有三毛

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坚毅般的生活；但，我们需要有

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一直在纠结《零点乐话》中这个“乐”字应该念

“yue”还是“le”，但当我看到《记忆的帐篷》这一章时，

我终于肯定了这个字的读音，只因为一个故事，一首

歌。这个故事，我不懂当事人讲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哭，

我也不能想象当事人讲出的画面。换作是我，势必会

哭得稀里糊涂吧。故事是这样的：“前些天，和一位朋

友去了海边，大家玩得很开心，回来的前一天夜里，听

着窗外海浪亲吻沙滩的喘息声，不知道为什么，我特

别特别地想他，一个已经分手了3年的男孩，我竟然忍

不住给他写了一条短信，写了又删，删了又写，但，最

终没有发出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年的夏天，我们在

海边搭的小帐篷，还有他在里面给我讲的故事。多年

之后，那片沙滩已经找不到了，但我依然躲在那个记

忆的帐篷里孤独地想他。”如作者所推荐的王心凌的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不正契合当事人最真挚的情感

么？如果我是那个当事人儿，这首歌会是我的催泪弹

还是疗伤剂呢？不得而知。毋庸置疑的是《零点乐话》

是她最想倾诉的地儿，这也是它存在的意义。

再扯回书的空白页上仅有的那一行字，或许顿时

有点儿醒悟。“你”要么是《零点乐话》的观众，要么便

是他心心念念的电台。虽然，站在我的立场，我更愿承

认“你”是这间小房子，这座电台。在书的尾声，道出了

作者最真实的心声。20年如一日地坚持，20年如一载

地继续。或曾有疲倦，或曾有气馁，但却不曾放弃。只

因这儿是青春的印记，只因这儿篆刻下不可重返的时

光。我也不明白，20年陪伴伍洲彤的这间小屋，在他生

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习惯抑或者是梦想？如果不

是习惯，又如何坚持20年？如果不是梦想，又如何载得

了伍洲彤的灵魂？

《听话》在追忆青春，而我们仍是时光的步行人，

我们仍走在青春的岁月里。愿时光迁移，你我安好。

也如伍洲彤一般，时光迁移，小屋安好，《零点乐话》

安好！ (15级社会工作1班 谢叶敏)

岁月迁移，愿你安好
要要要读伍洲彤的叶听话曳有感

近年来有关人们幸福度的调查如火如荼地进行，

这一热议将“幸福”一词再次推向高峰。我们常常认为

自己不够幸福，殊不知幸福就在我们身旁，只要细心

感知，就能得到心灵的共振。

不必寻寻觅觅幸福的踪影，停下脚步就能发现自

己正处幸福之中。河的此岸暗自叹息:“我相信，一切

欢乐都在对岸。”河的彼岸一声长叹：“唉，也许，幸福

尽在对岸。”

泰戈尔的诗《错觉》刻画了河两岸互相叹惋和猜

疑对岸的幸福。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常常陷入这样尴

尬的局面。我们常常看到的风景是：一个人总是仰望

和羡慕别人的幸福，而你的幸福又常常被别人艳羡

着。我们不是不幸福，只是，我们的幸福，往往存在于

别人眼中。

我们往往被幸福围绕却不甘的认为自己身处不

幸，试图通过对比画地为牢，将自己困在迷茫和不安

当中。与其艳羡他人幸福，不如尝试发现身边幸福。愚

昧的人作茧自缚，投入苦难的深渊荒废一生，智者则

懂得发现身边幸福使自己无忧快乐。就如同相同的半

杯水，悲观者痛哭流涕不能自已，而乐观的人手捧幸

福安然面对。

然幸福并不会垂怜于安于现状的人，它对众生机

会平等。只懂羡慕别人成就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努力

奋斗永远是打开成功之门的钥匙。22岁的美国华裔数

学家王章程，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毕业后，他的同学

大都去了大公司，大财团。只有他一头扎进了加州的

私人研究室。一干就是10年，10年中，他的工资非常低，

30岁了还买不起房子。他的同学已是月收入过百万的

老板，但王章程并不艳羡，仍一心投入自己的事业。仿

佛对同学的成就全然不知，默默做着自己的研究。35

岁的时候，他攻克了两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从此成

果迭现，美国十几所大学争先恐后地聘请他去任教。

他也成为世界公认的“数学大王”。面对同学朋友的成

就，王章程并没有艳羡他人幸福，十年如一日的专注

自己事业，终有抱负。幸福对于众人机会平等，只有懂

得努力奋斗，才会得到幸福，一味的艳羡只会让自己

长处不安，失去奋斗的激情，幸福也不会垂怜自己。通

过自己努力得来的幸福不会因风雨的侵袭而凋零，不

会因时光的流失而淡漠。这种幸福会慢慢沉淀，在无

穷无尽的时间长河之中，如同一壶美酒，日久而弥香。

懂得利用自己所有和长处来面对苦难，幸福将如

期而至如影随形。有人问一位盲人：“你生活在黑暗当

中，不痛苦吗？”而盲人回答：“我痛苦什么？与聋人相

比，我能听到声音，与哑人相比，我能说话，与瘸人相

比，我能走路。”盲人懂得利用自己所有去触摸幸福，

感受快乐。幸福并非触不可及，相反，它出现的频率并

不低。懂得利用自己长处制造快乐，幸福才会永远。倘

若沉溺在苦难沼泽无法自拔，幸福只会从身边掠过再

不来临。苦难者千千万万，懂得将自己的长处凸显出

来，就会长处快乐幸福之中。

幸福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让你望尘莫及；

幸福不是徜徉与对他人无尽的羡慕中，因而忘记自身

梦想；幸福是每次成功之后绽放的笑脸，是坦然看待

生活的那种宁静，是平凡生活中积累的琐碎快乐。幸

福是什么？大千世界，万千生灵，幸福因每个生命的独

一无二而拥有不同的定义，它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幸福，每个人也正在幸福着。

(14级会计学院财务管理2班 周曼)

不经意间抬头，恰好看见雨水冲刷过的横幅在

微风中呼呼作响，不知名的鸟儿从头顶掠过，落在远

处的电线杆上。仿佛有好友经过，轻轻地拍了拍你的

肩膀，嘿，走吧。

丹霞路的两旁，一边是绿意盎然的小树，一边却

是叶子泛黄的木棉树，感觉如同行走于春秋之中，很

是惬意。雨后的路边总是有着深深浅浅的水洼，静静

浮着被刮落的树叶。天空有些阴沉，隐隐约约可以看

见下一场雨的迹象。

伴着些许凉风，远处隐约可见稀疏的人影，指尖

可以相互触碰，感到丝丝寒意。这清凉的校园，倒是

藏着不少花儿，像是隐蔽与树丛中的仙女，宁静却带

着俏皮。初开的木棉花预示着盛夏将至，丹红的花儿

点缀着枝头，繁花伴着落叶陪伴我们走过这熙熙攘

攘的小路。

一路前行，走过石桥，一旁行政楼下桃花盛开，

寒风不许，清芳自来，而另一旁质朴的石碑，刻着鎏

金的大字———“博学以文”。古朴典雅的字迹，像是有

生命一般与石碑上飞舞，意味深长的校训与你同行，

坐落于月牙湖畔和图书馆之间。

月牙湖像是一位母亲，深情地将图书馆揽入怀

中。而图书馆却又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总是想要挣

脱怀抱，飞向知识的殿堂。学子们称她为飞翔的雅典

娜，又或是蓝天白云相衬，好似她能迎风而起。等到

晚风浮起，夜幕降临，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依旧可以

看见那“福建江夏学院”的灯牌长明，像是等待着未

归的人们。坐在静谧的图书馆里，抬头便可看见许多

人在看着书，或半趴或正坐，或品读一本闲书或埋头

苦学备考。戴着耳机，听着一曲青花瓷，身旁靠窗，恰

好可以望见远处重岩叠嶂的山峦。雨过天未晴，山顶

的云和山腰的雾交融，却早已无法分清。

杏坛路两侧绿树环绕，干净的石砖小路通向两

旁。身旁是修饰得恰到好处的树丛，抬头却也可以看

见懒散的阳光透过枝繁叶茂的老树。凉爽的清风带

着树的清香，也伴着流水潺潺，渐行渐远，走过月牙

湖上的小桥，也路过素质拓展的训练场，不经意间却

是走到了操场。

仍记得第一次在这里独自奔跑的感觉，觉得天

大地大。许是恰逢晴天暖阳，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绛

红的沥青操场，奔跑着许多人。青春四溢的少男少

女，或是笑着大步前行，又或是咬着牙一步一步不肯

停歇。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肆意奔跑，挥

洒汗水；安心阅读，激扬文字。

操场旁坐落着游泳馆和风雨球场，熙熙攘攘很

是热闹。球场里有人打羽毛球，排球，篮球。飞快挥动

的球拍，迅捷的脚步，轨迹难寻的球，沉重的喘息声，

一滴一滴落下的汗水。交战正酣，满身疲惫的人们没

有停下脚步，一如那句更高更快更强，没人认输。

穿过操场，经过露天的球场和排球场，看着身旁

色彩鲜艳的球服，耳畔清晰地听见快传球的呼喊，也

能够闻到淡淡的汗味。稀稀疏疏的行人，骑着共享单

车的路人，或是拿着一本书前往图书馆，或是抱着篮

球嘻嘻哈哈笑着，又或是像我一般眯着眼抬头望着

头顶耀眼的阳光，然后慢慢悠悠看着这校园美景，独

享午后，亦独享这夏至将至的校园。

渊16级财管2班 郑世涵冤

印象 校园

在这个物质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心的浮杂使许多

东西被暂时遗忘或遗弃。许多人开始无所适从，他们

开始渴求内心的平和与人性的滋长。林语堂先生曾

言：“文章者，个人性灵之体现。”其中他笔下的《人生

不过如此》就是一剂滋养性灵的良药。无事翻读此书，

是一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精神旅程，在不知不觉中，

便能体会林语堂先生处世的超然与豁达，并且学会该

如何逍遥自在地做人、无心芥蒂地处世。

孔子说：“四十不惑。”如今的我正值迷惑丛生之

季，常常思考关于人生之问题。到底人生是什么？读完

林语堂先生的《人生不过如此》，我欣然，豁然，释

然———人生应该享受，充分享受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

林语堂先生说：“我这样做一个人，已经够了，我

现在活着，而且也许可以再活几年，人类的生命还存

在，那也已经够了。”在这嘈杂的社会中，人们用精致

的生活装点了自己。人人都想做上流人，置身于那片

灯红酒绿地，那富贵温柔乡，虚荣如一股热气般将人

膨胀。于是我们一生劳碌，把不可再得的光阴消磨在

马蹄轮铁以及无谓的应酬之间，用所谓的浪漫奢华妄

图显示自己的尊贵。他们从不曾享受生活的快乐时

光，永远因为物质贫瘠而感到精神忧虑。时光如流，仿

佛就是刹那之间，青春岁月便如昨日黄花，随着厚厚

的霜色而枯萎凋敝。青春易流逝，岁月不饶人。琐碎繁

杂的日子会使我们遗失生活最美好的时光，忘却生活

最自然的面貌。常言道，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为何我们

不换一种生活态度，学会享受我们并不长的人生呢？

在林语堂先生的文字中“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

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

地快乐地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从自然之

中孕育而来，最终也将回归到自然之中。没有什么不

在岁月中老去，我们无法留住朝暾，我们也无法留住

晚霞，能与我们厮守到底的，唯有息息与共的生命。财

富留不住，千金终有散去的时候；容颜留不住，美人终

有迟暮的时候。我们太过渺小，太过平凡。因此，我们

应放下心中的执念，去发现生活的诗意。

林语堂先生说：“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的乐

趣,那是因为他们不热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刻板，平凡

而无聊。”我们是这个尘世的过路旅客，人生是一次漫

长旅行，太多人日复一日地工作，把生活变得死板，待

夜阑人静，回头一想，最后不禁仰天长叹：“我究竟在

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由此看来，林语堂先生无

疑是明智的，他选了自己内心最想要的，看淡了人生

的得失，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就拿“谈海外钓鱼之乐一

节中”钓蓝鱼之事，林语堂先生不喜欢那些温顺的鱼

儿上钩，更希望和蓝鱼争个你高我低，虽然它们不容

易捉到，但他不在乎钓到的鱼的大小多少，而只是享

受这种过程的快乐，享受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享受于听鸟儿柔肠百转，清脆悦耳，在林枝间飞上飞

下，你追我逐。享受于看林间树影疏斜，阳光明艳，天

空湛蓝，白云飘飘。换一个人生态度，你会发现人生不

过如此，从前挥之不去的烦恼早已烟消云散。待满头

白鬓，你可以轻松地告诉自己———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生活，我是快乐的，这是我的人生。

“人生不过如此”，是经历过人生浮沉的林语堂先

生的慨叹。确实啊，人生不过如此，理应享受生活———

享受潜心读书的陶醉、享受获得知识的愉快、享受无

限幻想的喜悦、享受乐善好施的给予、享受生活的点

点滴滴。明代作家洪应明也曾在《菜根潭》中写到：“真

味是淡,至人如常。”越是平淡的人生，越能感受到生

活的乐趣。愿我们都可以明白“月圆为少月缺为多”道

理，理解人生真谛，学会享受生活，让苦恼与晦暗随风

而去。 (16级会计3班 梁燕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