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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了 夏 至 ，备 感

煎熬的盛夏酷暑就到

了。记得我年少时的

夏天，那时没有空调

电扇，每逢酷热难耐，

母亲就轻摇蒲扇对我

说：“心静自然凉！”

细 想 想 ，此 言 很

有道理。唯有心静，

才 能 安 度 盛 夏 。 其

实 ，人 生 何 尝 不 如

此？心静自然凉，还

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

实，心静寿自长。君

不见大凡宁静致远、

淡薄功利者，才能成

大器，才能健康长寿。

我国一代文宗季

羡林，98 岁还撰述不

辍，有人请教其长寿

秘诀，他笑道：“哪有

什么诀窍，胸怀一颗

平常心吧。”著名漫画

家华君武先生，也以

心胸豁达著称，享年

96 岁，其养生要诀是

“平和、平静、平安”。

天 底 下 最 会 躁

动、最难平静的，当是

诗 人 。 唐 代 35 位 名

诗 人 平 均 寿 命 为 58

岁，最长寿的白居易

享 年 74 岁 。 白 居 易

自幼体弱多病，后又

仕途多舛，但他淡泊

明志心静气和，自号

“白乐天”，所以独享

高寿。而“诗鬼”李贺

自视怀才不遇，终日

郁闷寡欢，27 岁就英

年早逝了。白、李二人的巨大反差，也说明：心静则安，乐观者

长寿。

可见“心静气和”，乃大师们得享高寿的秘笈。名家如此，

普通人也不例外。各地寿星不约而同的特点都是起居有度，

与人为善，心态平静，从不激动。

在古代，先贤很推崇“心静则安”。祖国医学认为：养生的

关键是“养神”，养神的关键是“潜静”。喜、怒、忧、思、悲、恐、

惊等“七情”过盛，对健康大为不利，相传三国时“少帅”周瑜就

是气死的。所以明《养生四要》云：“心常清静则神安，神安则

精、神皆安，以此养生则寿。”清《老老恒言》也说“养静为摄生

首务”。现代医学发现，心静时精神放松，血压、呼吸、心率正

常；而激动 10 分钟等于快跑 3000 米，此时身体分泌物含强烈

毒性，会威胁生命。现实生活中，因大喜大悲导致心脑血管突

变或猝死者屡见不鲜。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只有心静气和，常怀一

颗平常心，才会远离烦恼与杂念，使晚年“温馨又从容”。而

“心静气和”并非麻木不仁和无所追求，是视功名利禄为身外

物，无所奢求、顺其自然，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曹操《步出夏

门行》云“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真乃千

古名言。

打小就喜欢蜻蜓，喜欢它轻盈而又灵

巧的身影，纯朴而又典雅的色彩，更喜欢

它自由自在的神态。每当夏日来临，这个

无拘无束的小精灵，或遨游于高天，或穿

梭于低空，或点击于水面，或静立于梢头，

都令我充满了好奇，充满了遐想，以至于

心神恍惚地为它着迷。童年时代，我们虽

然也知道蜻蜓是益虫，但仍然把捕捉蜻蜓

当作一件非常好玩的事。用扫帚扑，用纱

袋网，若是看到蜻蜓落到树梢上，也会蹑

手蹑脚地走向前，将它轻轻地捏在手中，

收获紧张之后的喜悦。

晴朗的天空下，青青的草地上，看着

这个与人类和谐相处的小精灵，一忽儿穿

梭翻飞，一忽儿静止不动，很容易让人生

发出诗情画意的憧憬。“穿花蛱蝶深深见，

点水蜻蜓款款飞”。杜甫的这一颈联，笔

触婉约，浅近通俗，富有动态韵律之美。

在宜人的田园风光中，有了蜻蜓和蝴蝶的

身影，就会增添灵动的意趣，让人感到赏

心悦目的闲适。最为人称道的是南宋杨

万里在《小池》一诗中所描绘的蜻蜓：泉眼

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

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如果说在杨万

里眼中的蜻蜓是近景，那么在同时代诗人

范成大眼中的蜻蜓则是远景，他在《四时

田园杂兴》中写到：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

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

蛱蝶飞。

有一对非常恩爱的恋人，住在一个非

常宁静的小城，度着非常浪漫的时光。可

是有一天，女孩在车祸中受了重伤而陷入

深度昏迷。那个痴情的男孩，白天守候在

病床前，晚上跑到教堂里祷告。见他眼泪

都快哭干了，上帝深受感动地说，如果他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作交换，化为一只蜻

蜓，就可以唤醒他的恋人。男孩坚定地答

应了。于是，他便化作了一只漂亮的蜻

蜓，匆匆地飞到了医院，看到自己的恋人

果然醒了过来。可是，他再也不能与那女

孩进行交流和亲热。夏去秋来，冬尽春

归，只能围绕着女孩飞行，或者是停留在

女孩的肩上。当女孩即将成为别人的新

娘时，他的心都快要碎了，但为了自己心

仪的女孩能够幸福，他最终没有后悔，宁

愿做一辈子蜻蜓。

看了这个凄美的童话故事，我的耳边

仿佛响起了那首叫《晚霞中的红蜻蜓》的

流行歌曲：“从来不曾忘记晚霞中的你，踏

过青青草地夕阳在心里。总是有点伤心

梦中没有你，只见小小红蜻蜓飞来飞去。

有一只红蜻蜓悄悄飞过你窗前，不知到你

的眼是否看得见。有一滴泪轻轻滑落在

琴弦，不知道我的歌有谁能听见。红蜻蜓

你要飞到哪里去？晚霞中希望你停在我

心里”。在聆听中默诵，在默诵中神往，在

神往中迷离，眼前仿佛呈现出天籁般的童

话世界，浪漫中寄托着幽幽的情怀，恬静

中透逸出淡淡的忧伤。

蜻蜓脑袋不大，却长着一对水晶球似

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地煞是惹人喜爱。蜻

蜓是昆虫中复眼最多的一个，多达两万只

左右，整个头部差不多都让那对凸出来的

大眼睛给占满了，细看起来还真有点儿像

科幻小说中的外星人。所以，蜻蜓的视力

也最好，捕获起猎物来特别敏捷，毫不费

力。暴风雨来临之前，气压偏低，它们会

成群结队地贴着低空飞舞，因为这是捕捉

小飞虫的最佳时机。蜻蜓的身子骨并不

硬朗，看起来还有些瘦削，却发育得非常

匀称，其体型就像一个“干”字，飞行起来

真正是干练得体，活脱脱一架小型直升

机。蜻蜓的羽翅质薄而轻，平展透明，两

相对称。蜻蜓在飞行过程中，由于其羽翅

振幅小、频率高，人们几乎看不到它在扇

动，但飞速却十分惊人，短距离冲刺的速

度远超短跑世界冠军。

小时候，我们曾经玩过一种 T 字型的

玩具叫竹蜻蜓。取一不足半尺长的平直

薄竹片，将其两端按相反方向削成对称的

斜面，然后在竹片中间钻一小孔，再把圆

滑的细竹棍楔入其中，双掌快速搓动细竹

棍猛然松手，竹蜻蜓就会在空中盘旋。后

来得知，这一简易玩具历史相当悠久，早

在 公 元 前 五 百 年 我 们 的 祖 先 就 发 明 了

它。这种简单而又神奇的玩具，曾令西方

传教士惊叹不已，将其称为“中国螺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人根据竹蜻蜓的

形状和原理发明了螺旋桨。因此航空界

一致公认，直升机的最初模型诞生于中

国。

早于侏罗纪，也就是恐龙称霸的中生

代，蜻蜓就开始在天地之间飞行了，说它

是自然界的活化石，一点也不为过。可

是，体形庞大的恐龙六千五百多万年前就

已灭绝了，而蜻蜓却至今仍作逍遥游，可

见它的演变与适应能力有多强。尽管如

此，它还是避免不了天敌的吞食和人类的

伤害。但是，蜻蜓这个小精灵的生命力是

非凡的，它能穿越两亿多年时空而存续至

今，也一定会生生不息地伴随人类直到永

远。

5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历

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

在武汉逝世，享年 95岁。

章开沅，祖籍浙江湖州，1926 年 7 月生于

安徽芜湖。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

教中原大学，后来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

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

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

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曾

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

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2010 年

11 月入选首批荆楚社科名家，2018 年 12 月获

颁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章开沅的曾祖父曾是安徽的地方官员,辞

官后在芜湖创建实业。章开沅出生时,家道已

经 衰 落 。 抗 战 爆 发 后,章 开 沅 和 家 人 离 开 家

乡，随着西迁难民潮进入当时的大后方重庆。

章开沅幸运地进入条件较好的江津国立九中，

从初一读到高三，这段时间他与家庭隔绝,完

全靠学校和老师照管。

九中校部是由当地宗族祠堂改建的临时

学堂。伙食谈不上营养，“吃的是霉烂且混杂

糠、稗子、米虫之类的所谓‘八宝饭’,而且经常

难以填饱肚皮”。后来章开沅回忆,“真正起正

面作用的,倒是一些好校长、好老师的言传身

教”。在副校长邓季宣的带领下，九中学风严

谨而开放,经常请学者专家为学生作报告,包括

左翼作家魏猛克、音乐家马丝白和抗日将领冯

玉祥等。

中学时的章开沅酷爱语文，高一语文老师

姚述隐更是激发了他对语文的兴

趣。姚述隐中等身材，着一袭长

袍,操北方口音，教学深入浅出,“听

课简直成为美的享受”。因为勤奋

写作，文风冷峭,章开沅一度有“小

鲁迅”的美称。姚先生对学生的作

文批改认真，遇有佳句则朱笔圈

点,批语亦引人咀嚼。章开沅曾用

古文写《李白传》，被夸赞“天才横

溢,出手不凡”而备受鼓舞。

青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为章

开 沅 提 供 了 一 个 全 新 的 精 神 世

界。他从丰子恺的画、冰心的散

文、鲁迅的《故事新编》《朝花夕拾》

中汲取中国文学的营养；从《茶花女》《三剑客》

中了解西方的文学世界；他还一度痴迷武侠小

说，连吃饭都会忘记。

抗战最困难时,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

以随身携带的小开本《万有文库》,让章开沅受

益最大。这部书从文、史、哲、经讲到天、地、

生、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讲到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尽管看得似懂非懂,却也增长了不少

见识,特别是激发了章开沅强烈的求知欲。

因为时局的原因,章开沅没能在九中读完

高三。随后他在运输船上当过水手，在仓库里

当过抄写员。再后来，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

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他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抗战结束后,章开沅退伍。按照《志愿从

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

水平的青年军,退伍后可免试上大学，学

校自主选择。入学之后还有一个摸底考

试，以确定专业。结果,章开沅未能如愿

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了历史系。后来他

听说，历史系看中他是因为其语文成绩比

较好。就这样，章开沅阴差阳错地跟历史

学连在了一起。

解放战争时期局势紧张,章

开沅大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南京,

到了解放区。到达许昌之后，听

说中原大学正在招生,而校长是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于是,他

进入中原大学继续深造。武汉

解放之后,章开沅被安排在中原

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其后,教育

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改建成华

中师范学院,此后几十年里，他

就在此教书育人。

章开沅以辛亥革命研究享

誉学界，但他开展这个领域研究

的机缘也有些偶然性。1954 年

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

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工

作。此事对他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

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而常年住在武汉的中

国 学 者 却 不 大 关 心,实 在 有 点 难 以 言 说 。 于

是，章开沅决心研究辛亥革命。

在章开沅看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

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虚

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的羁绊，

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

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宁静,

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

惑所动，才能宁静。章开沅说，一个学者最终

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跟

他的纯真度大有关系。

1971 年 7 月 1 日，在建党 50 周年的日

子，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沾上党的生日喜

庆，我的父亲兴高采烈，特地向邻居借了

几元钱，从集市买回来几斤猪肉和几条

鱼，犒劳我的母亲，大家一起庆祝党的生

日，和我这个新出生的生命。因为我出生

在 7 月 1 日，因此，每当有人祝我生日快乐

时，我总会提议，7 月 1 日，是我们党的生

日，祝我们伟大的党，

“七一”生日快乐！

8 岁 时 ，我 走 进

村头小学，老师让我

背诵的第一篇课文，

是“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老师深情

地说：“共产党，她一

心救中国，她指引了

人民解放的道路，她

是我们的母亲，是人

民的救星！”那一刻，

我对党充满了崇敬，我禁不住用双手一遍

遍抚摸印在书上的党旗，我仿佛听见自己

的心跳急剧加快，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

为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 10 岁时，正是建党 60 周年。那时，

土地承包到户已有两年，我家略已有了余

钱。党的生日那天，我也度过了一个难忘

的生日。就在那天，父亲从县城抱回来一

台“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整个村子里的

人都来围观，为了看电视，常常天刚擦黑，

邻里乡亲们便蜂拥而来。那一年的建党

纪念日，因为有了这台电视机，这样的生

日更加难忘！

建党 70 周年的时候，我正上大学，我

所在的学校举办了一次建党 70 周年文艺

晚会。虽然我唱歌的天赋不是很高，但我

还 是 兴 致 勃 勃 地 报 名 参 加 了 歌 曲 类 演

唱。因为我的动情演唱，最终我凭借一曲

《唱支山歌给党听》，夺得了歌曲类二等

奖。那是我第一次上台领奖，我不禁心潮

澎湃，思绪万千。

1996 年，沉浸在建党 75 周年的喜庆

中 ，走 上 工 作 岗 位 的 我 ，郑 重 地 向 党 组

织 递 交 了 入 党 申 请 书 。 当 我 的 誓 言 在

耳边响起时，我感到了作为一个真正共

产 党 员 的 责 任 。 那

一 年 ，我 满 含 深 情 地

写 了 一 篇 散 文《心 灵

的 倾 诉》，参 加 了 全

国 散 文 评 比 活 动 。

当 我 的 文 章 第 一 次

获 奖 时 ，我 的 心 情 不

禁 难 抑 激 动 ，我 想 我

的 文 章 之 所 以 能 够

获 奖 ，并 不 是 我 的 文

字 有 多 优 美 ，而 是 因

为 我 对 党 有 着 太 多

而真挚的感情需要倾诉！

因为文章发表，从此给了我写作的力

量。2001 年，在建党 80 周年的时候，因工

作积极努力，我又光荣地成了一名党支部

书记，并加入了作家协会。我感到身上的

担子更重了。从此我一边坚持努力工作，

在岗位上鞠躬尽瘁，任劳任怨，一边坚持

笔耕不缀，热情讴歌我们伟大的党，美好

的生活。

如今，党迎来了一百岁生日，

重温入党誓词，回想起我走过的

路，和我在工作上取得的小小成

绩，我不禁对党生出万分感激之

情。在喜迎党的百岁华诞时，今

天，请让我对您深情地说一声：“祝

您生日快乐！我会把一生献给您，

永远热爱您，和您不分离！ ”

意林絮语意林絮语意林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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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共产党人的品德修养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几千人的大村，只有一

辆金鹿自行车。那可是村里的重要交通工具，村领

导外出开会才会骑上它，村民除了生病，想借用一

下，门都没有。但老支书也会哄人儿，冬日地里不

忙了，也贡献出那辆破自行车，让社员们学骑车。

我爸是生产队队长，在第一批学车的名单中。

我爸聪明，一个下午便学会了骑车，老支书便

将我爸的名字划出了骑车名单，学会了，没有公事

需要，不许我爸再摸大金鹿。

1982 年，我家批了宅基地，

盖了新房，欠了亲戚钱。我爸

说 ，等 还 完 了 债 ，就 买 辆 自 行

车，带着我逛县城。那年年底，

姑姑定亲了，不久，婆家选好了

结婚的日子，还给姑姑买了一

辆自行车。我爸看着稀罕，年

后走亲戚，借了姑姑的自行车，

横梁上坐着我哥，后座上坐着

我妈，我妈抱着我，去大姨家。

到了大姨家，大姨一家人去二

姨家串门儿去了，我爸又带着

我们仨直奔二姨家。那天，我

爸骑了三四十里路，一点也没

觉得累。

晚上回到家，姑姑早在大门口等着了。见我们

来了，一把夺过自行车，看了又看，瞧了又瞧，推到

小河边，从车把擦到车尾。第二天，我爸要去看老

姑，又向姑姑借车，姑姑说啥也不借了，说她还要骑

车去同学家。

我爸借了两次没借出来，生气了，秋

后，卖了粮食，买了辆飞鸽 28 自行车。我

爸进村便下车，推着走回家，路上遇到熟

人便说，以后骑车来家里取。

我爸这句话，让我家自行车遭了殃，

成了半座村的公共自行车了，大人小孩都

来借，很快就骑旧了。我妈吵我爸，我爸

说，你懂啥，现在村里大半家庭都有自行

车了，但咱家的自行车最旧，说明咱买得最早，属于

先富起来的人。别说，我爸这自行车外交还真为我

爸赢得了好人缘。家里有大事小情的，一招呼，来

我家帮忙的人比老书记家都多。

我上初中时，我哥参加工作，我爸给我哥买了

辆 26 的小轮自行车，我哥骑了三年，想买摩托车，

我爸担心骑摩托有危险，便给我哥花了四百多元买

了辆变速自行车，我哥那辆 26自行车给了我。

我接过我哥那辆磕破得少

皮无毛的自行车，一脸不开心。

我爸说，别担心，他会翻新。我

爸买了一桶银粉，把车子漆了一

遍。我一看，急得跳脚，还不如

原来破的好看呢，但银粉糊上去

了又洗不下来，开学那天，我只

好 蹬 着 这 辆 奇 葩 自 行 车 上 了

学。回头率颇高呀，弄得我一身

银粉味儿，同桌捏了半天鼻子才

勉强适应了。

回 到 家 后 ，我 和 我 爸 闹 冷

战，我爸丢下一句话，好好学，期

中考试考好了，我给你买辆新

车。期中考试我进步了十几名，

我爸也没食言，给我买了辆八成新的二手车。就这

车，我也喜欢得不得了，那时学校车棚有人偷车铃

铛，为了怕车子被盗，我骑到学校，先把车铃铛拧下

来装书包里，放学再将车铃铛拧上去。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攒了三个月工资，花了

八百元买了辆进口的自行车，既轻巧又能折叠。同

事有事外出，放着自己自行车不骑，非借我的骑，说

我的自行车又快又省力。我有些心疼，不愿外借。

我爸劝我，借，一辆自行车便能搞好同事关系，何乐

而不为呢？

后来，我自行车换摩托车，摩托车换汽车，出行

越来越方便，“车轮”载着日子一路朝着幸福滚滚向

前，但那些发生在自行车上的故事却时常从脑海里

跳跃出来，温暖了流年，感动了光阴。

 














教育家章开沅的“虚”与“静”

●朱国琼

远 古 飞 来 的 蜻 蜓

●王兆贵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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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长

时光深处的

自行车

“七一”
生日快乐

●钱永广 ●马海霞

●
鲍
海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