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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长冬无夏秋短，每年的六、七、八乃至九月
可以说是春天的季节，也是迪庆高原最温馨最美丽
的季节。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恰好在六、七月
举行，人们把这个时段称为“世界杯月”。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如期在俄罗斯举行，这个
时期，全世界的男女老少、城镇乡村、大街小巷、网络
媒体、线上线下谈论的热门话题便是“世界杯”，可见
足球这个“世界第一运动项目”的魅力、吸引力和影
响力。

常言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展言之，商场如
战场，赛场如战场，而战场就如人生，人生就如战
场。看世界杯，谈世界杯，悟世界杯，我们从中感悟
到许多人生的哲理，从而使我们能够深化和拓展人
生的意义。

偶然中包含着必然
纵观本届世界杯，给我的第一感触就是随着几

大洲足球联赛的风生水起、如火如荼，足球市场十分
火热，足球人才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世界各国足
球整体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国之间的差距
在缩小，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强弱分明、胜负好猜。而
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足球的水平“保持稳定”。善良的
中国球迷只能戏称：“俄罗斯世界杯，中国的球迷去
了，中国的赞助去了，中国的美女也去了，就是中国
足球队没去。”这话挺有意思也挺无奈。当然也有人
考证，因为国内俱乐部财大气粗，中国人不差钱，“中
国足球水平不高，但中国球员待遇很高”，根本用不
着去国外谋生。相反世界各国，包括咱们的近邻日
本、韩国等，球员纷纷背井离乡、卧薪尝胆、大浪淘
沙，到头来，他们在自谋生计的同时，将全世界先进
的理念、技术、战略战术带回本国，使本国的足球水
平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跨越发展。差距小了，比赛
的悬念就多了，也很精彩，君不见从小组赛到淘汰
赛，许多传统强队纷纷落马，许多足球巨星早早歇
脚，让世界球迷悲痛欲绝，这就是验证了竞技体育的
偶然性。当然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社会实践的角
度来讲，这种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要知道天上不
会掉馅饼，这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

金钱不能决定一切
世界杯的月份，人们谈论足球、谈论足球文化、

谈论足球人生……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杯各
支足球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裁判手里，也不是掌握
在教练和运动员手里，而是操控在博彩公司手里，因
为其中有利益链条、利益关系，这也让我想起一位伟
人说过相似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但当命悬一线的阿根廷队在小组
赛最后一场的最后时刻打进致胜一球惊险闯进 16

强时，我又想起博彩公司绝对不可能让阿根廷、巴
西、德国等强队在小组赛阶段就遭淘汰的话语，我的
态度从不以为然到将信将疑再到半信半疑，尽管我
看不出足球场上各队有“放水”的迹象，裁判也没有

“黑哨”的判罚。好在仅过了几个小时，与阿根廷同
病相怜的卫冕冠军德国队小组赛垫底被淘汰出局，
媒体评论德国人书写着一段耻辱的历史。德国队80
年后再次首轮回家验证关于博彩公司决定比赛胜负
的谣传，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利益决定一切”观点
的偏激。国家荣誉、民族精神、个人尊严等终极目
标，毕竟完全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也完全不可能用利
益来评判。人类要生存要发展，没有金钱万万不能，
但金钱绝对不是万能的。寻找输球的答案，还得从
球场上的主角——教练员和运动员乃至管理体制机
制中探寻，不能游离于球场之外转移话题、借题发
挥。

英雄要与团体协作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无论

赛场还是人生，球星、领袖、英雄的作用固然重要，但
团队协作更加具有决定性。纵观世界杯，无论是传
统强队还是新兴球队，总会有些核心球员，甚至足球
巨星，他们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如果一支球队一味
依赖某些球员或一个球星，没有球队各位置的优化
组合，没有团队成员的密切配合，那么这支球队再有
运气，巨星再有光环也很难走到终点。只有将球星
（英雄）的特长与整个团队的目标融合在一起，让它
成为整个团队的关键棋子、关键一员，才能发挥真正
的作用，才能实现团队的目标。君不见阿根廷的梅
西堪称“世界足坛第一人”，据说俱乐部和国家队的
战略战术都围绕他而制定。同样的梅西，在巴萨他
可以成为英雄，可以获得许多荣耀，因为有其它球员
的密切配合和无私奉献；而在阿根廷国家队，他孤掌
难鸣、独木难支，他在球场显得那么孤独寂寞、无人
配合，加之对手的严防死盯，他连传接一次球都那样
的艰难，不是累倒就是铲倒，最后梅西连说句话的力
气和心情都没有，让无数阿根廷的球迷和梅西的粉
丝悲痛欲绝。真可悲，阿根廷国家队！好无奈，梅
西！再看那些有优秀队员又注重团队协作精神的球
队，他们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有红花有绿叶，一步一
个脚印，一场一个进步，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不断向
目标挺进。

魔咒数据只是统计
在世界杯期间，每每一次比赛结束后，无论观众

或是媒体纷纷发表意见，其中分析胜负因素时出现
频率最高的有“魔咒论”、“数据分析说”。当德国、西
班牙等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惨遭淘汰时，都有相应

的“魔咒”、“数据分析”。很多媒体和球迷将德国遭
淘汰的根源归结为“卫冕冠军魔咒”，将西班牙止步
16强说成是“欧洲地缘论”等等。本人认为，所谓的

“魔咒”就是“奇迹”，而奇迹终究是人创造出来的。
今天的“魔咒”抑或是明天创造奇迹的根源，今天的
奇迹抑或是未来“魔咒”的开始。“魔咒”就像是历史
长河中的“数据分析”，也只是一场比赛或者较长时
期内某些偶合事件的“数据分析”而已，可以说明一
些问题，但不完全说明问题。像16进8的西班牙和
俄罗斯赛后统计数据显示，射门西班牙24次，俄罗
斯7次，其中射正西班牙9次，俄罗斯1次；控球率西
班牙 79%，俄罗斯 21%；成功传球次数西班牙高达
1137次，创造单场传球纪录，而俄罗斯仅为202次。
比赛结果俄罗斯晋级了，西班牙回家了。“魔咒”打破
了又能怎样？当中国足球队长期患“恐韩症”的时
候，我们还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今天的中国足球队
可以打赢韩国队，打破“恐韩魔咒”，但中国足球队照
样进不了世界杯。所以，我坚决认为，“魔咒”不是理
由，数据毕竟只是统计出来的，在足球场上进球才是
硬道理，千万别进乌龙球；在人生竞技场上，结果才
是硬道理。

适者生存就是法则
是世界杯的舞台上，32支球队，代表着五大洲32

个国家和民族纷纷登场亮相，给全世界人民献上了
精彩的绿茵场上的竞技和视觉盛筵，大家都有收
获。要在全球一体化、地球一家人的命运共同体下
生存与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一支球队、一个团队乃至社会上每个成员要取
得一席之地，就应当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
劣汰的自然法则。以世界杯看人生，有战略有高度，
但必须要有战术有执行；有格局就有胸怀，但必须顺
时而动，随势而变；有风格有个性，但必须深谋远虑
活在当下。无论是足球还是人生，我们努力要做的
是当机遇来临，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尽可能攻克
自身的短板，最大限度地充分展示自身的优势，并时
刻提醒自己“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人上有人”。还记
得阿根廷、德国、西班牙等球队在世界杯的命运吗？
他们球星云集、球技精湛、经验丰富，整体实力不弱，
可就是没有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万变不离
其宗是对的，但当你的思维定势走向孤芳自赏、痴迷
自恋、固执傲慢、不思进取的时候，下场必然是自寻
死路、自毁前程。当终场哨声吹响的时候，悲伤懊
恼、黯然离场、长跪不起又有何用？要记住，有时你
的傲慢可能变成别人骄傲的资本，你的固执可能变
成别人执着的理由；你的不变可能就是走向失败的
开始，也是别人走向胜利和成功的起点……

我姑今年78岁了，患小脑萎缩，意识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糊涂的；我去看她时，她朝我嘟囔：“烤尿片
儿，快去烤尿片儿……”

表姐说，自小到大，她听姑讲过无数次烤尿片儿
的旧事：1968年大寒那天，天降大雪，表姐刚满月；姑
拿着一摞湿尿布，去了村东大队部。一进门，见几个
女人已先她而到，原来大家都是烤尿片儿的。

那儿，有村里第一个火炉。
我生于1970年夏，天天大毒日头晒着，娘没经历

过排队烤尿布的焦急；但直到8岁，我家还没用上火
炉。火炉，煤，太上档次了！普通人家哪能买到。我
们取暖靠热炕，靠柴火。

冬天有客上门，家家待客的第一个礼数是：“赶
紧上炕，暖和暖和！”火炕真是暖心的地方啊。1978
年，家家分了地，人们幸福感空前提升，有人就说：5
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就是传说中的小
康啦？

可是，总不能整冬蛰在炕上啊。一离炕，冷得没
处儿站脚；于是，冬日一笼火，成了最幸福的依靠。
懒人家，烧的是玉米秸、高粱秸；勤谨人家，多烧荆疙
瘩。我爹手脚勤快，一闲下来就到坡上去挖。荆疙
瘩晒干了，质地瓷实，一疙瘩能燃多半天。在冷空气
里，它们一霎亮，一霎暗，像一坨红宝石，发着慈悲的
光。

这也挺满足，有人又编个顺口溜：玉茭糁子疙瘩
火，除了神仙就是我。嘿！瞧这晕乎的。

但到伏天拆炕、盘炕时，再去看，男人们谁都顾
不上称神仙了，个个累得像被狼撵着的鸭子。

我们的土炕，用土坯砌垒、土坯搭盖，黄泥勾缝、
抹平；真正的土生土长。一盘炕，从启用开始，托举
着一家人365天的昼憩夜眠；到了冬天，炕洞如喉咙
般吐纳着烟熏火燎；我们小孩儿还喜欢在炕上玩耍，
打滚儿蹦高儿拿大顶，胯拱脚踹；还有，小孩子尿炕
漫漶浸渍……

于是，炕面渐渐凹了，成窟窿了，往上蹿火透烟
儿了。春夏之际，淡淡蓝烟在屋里缕缕游移，呛得嗓
子眼辣辣的。我娘苦恼地攒土和泥，勾勾抹抹，或寻
些破棉絮，打碗糨子，塞塞糊糊，一直挨到伏天。

入伏，庄稼活儿消停了，我爹开始备料：推黄土，
铡麦秸，备模子……在一个阳光响晴的日子，闷泥，
搋泥，脱新坯。

新坯干透，最隆重的仪式到来了——
拆旧炕，起新炕。爹抡起榔头对准伤痕累累的

炕面砸下去！孔通孔通的闷响里，坯块儿纷纷萎堕，
散发刺鼻的烧焦味儿。土坯内面，布满蜂窝般的黑
斑点，呛了油漆似的。 我们好奇地蹬上揭去炕面的
炕墙，见那小坯砌成的坯墙，一道道，纵横交错，迷宫
般盘盘绕绕。烟火就在这里，往来迂回，释放着热
量。对这乌漆麻糟的土炕，我们还真有点别的样情
愫呢。

新炕盘起，熏炕，直到新炕启用，这一周时间，一
家人只得打地铺，或到房顶上睡觉。啥时候免去这
道活计，生活就好了。

譬如，有煤烧，有炉子取暖。
我们家用上“就地蹲”的土炉子，已经到了八十

年代。
爹到别人家观摩半日，学会了盘炉子。他将泥

和麦秸搅和匀实，抹在砖上，层层砌起来，90公分宽，
90 公分高，牢牢靠靠蹲在炕边；然后炉膛里放个炉
芯，最下面是铁架子做的炉篦。碎煤渣泄下，大煤渣
留住。燃料呢，是煤末和泥和成的，我们叫煤泥。

那时，我是家里的“和泥官”，放学后，天天和煤
泥啊。一铲土两铲煤的配比，浇上水，掺乎吧，越匀
实越好烧。

然而，再怎么奢侈的家庭，炉子也只有一个；没
炉子的房间，水会结冰茬儿。那时，娘天天晚上为我
们装“暖脚瓶”：输液瓶里灌上开水，滚几遍被窝；然
后包了布，放到被窝深处。有这宝贝，心里便有底

气，凉冰冰的脚丫，大无畏地伸向被窝底部；那里有
一团热烘烘。

之后，我外出求学，工作，成家，跟大多数家庭一
样，多年来，我们在取暖的炉子上与时俱进，煤球炉、
铁皮炭炉……我从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一书里知
道，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本驻
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问他对日本什么感兴
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
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
一氧化碳的煤球。

国家领导人，也在为百姓的温暖问题，苦苦求
索。

上世界90年代初期，我们装了土式暖气。
一个卧式锅炉，供四个房间取暖；这暖，是均匀

的暖；可早上出门，看吧，千家万户一齐冒烟！我们
这里地处太行山脚，群山环抱，冬季少风，烟气散不
出去，常常黑云压顶，雾霾爆表。街上走一遭，回来
一挖鼻孔一撮黑泥儿，一咳嗽吓一跳，吐出一颗“黑
枣”。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县城开始取消单位和
家用锅炉，由供热公司统一运营。最初，大家都心存
疑虑：这是个小山城，地势高低不平，供热能均匀
吗？管道那么长，家里能热吗？县领导顶住压力，招
商，安商，硬是把好事办成了，为环保工作开了好头。

去年，又推开“煤改气”，最初，家里温度有点下
降，居民口有怨言。但是新闻发布上看到主管副县
长、住建局局长，夜夜蹲点，在供热车间督促整修，大
家才有所谅解。家里虽不及大城市温度高，但毕竟
不用缩手缩脚了。

对此，我爹一开始不适应，说，这是冬天吗？该
冷冷，该热热，是天道！这样大冬天，成天温乎乎，人
不是成大棚菜啦？

没几天，他说：嗯，大棚菜大棚菜吧，起码老寒腿
不疼了！

幼儿园的毕业典礼要求家长也参加，“毕业典礼”对于儿子和
我来说，是第一次；“幼儿园”对于儿子和我来说，是唯一的一次。

典礼分班进行，儿子所在的大三班的典礼是老师先上了一堂
公开课，让家长了解孩子们在课堂上的表现。老师放着多媒体，
讲着天鹅和鸭子一起玩“木头人”的游戏，它们成功抵挡了蜜蜂和
乌鸦的骚扰，一动不动，但是狐狸来了，它们还不知道跑，直到狐
狸要吃天鹅了，鸭子先醒悟过来——生命比游戏重要多了！于
是，它用嘴啄狐狸，天鹅也加入了战斗，它们最终合力把狐狸赶跑
了。天鹅明白了，虽然它游戏赢了，但它却在机智面对危险时输
了，因为任何东西也没有生命重要！课堂上，孩子们回答问题都
很踊跃，他们做“木头人”的游戏做得也很好，最后也都知道应该
向鸭子学习。坐在后面的家长也都为孩子们的表现感到欣慰。

然后，两位家长进行了发言，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表演了节目，
表达对幼儿园的留恋之情。在这一环节，孩子们可能因为小，感
触自然也不够深，但老师们落泪了，特别是家长们更是被深深感
动了。幼儿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孩子们感到最快乐的学
校，它和后来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比起来，无疑是最轻松、最
幸福的，没有作业和考试的压力，没有外界风雨的侵袭，有的只有
父母和老师无微不至的关爱，游戏和歌舞是他们生活的主题，幸
福和快乐是他们每天的感受，也许他们会因为某些方面没得到满
足而哭闹，比如父母不给买玩具、不能长时间看电视等，但这和他
们后来会遇到的困难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父母因为对子女的爱，真的不想让孩子们长大，真的想让他
们一直过幼儿园的生活，哪怕自己永远为儿女遮风挡雨也心甘情
愿，幼儿园毕竟的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生活，上幼儿园前他们蹒
跚学步，牙牙学语，还不太会玩，上小学一年级就会有作业和考
试，再大一些，成长中的麻烦，甚至危险就会增多，就像在课堂上
学的一样，需要辨别危险和安全，需要选择游戏和生命，以后的日
子都不会像幼儿园的生活，每天都是父母和老师给的阳光大道，
不用选择，绝对幸福！所以，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幼儿园的生活
才是最惬意的，可是岁月的车轮谁又能阻挡呢？每个人从出生就
坐在这辆车上，并且必须随着车轮前行，时间不会永驻，岁月自然
无情，孩子们一天天在成长，我们一天天在老去！

幼儿园的毕业典礼，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一种成长
……

幼儿园的毕业典礼
●寇俊杰

“暖”过四十年
★米丽宏

从世界杯看人生
○吾金丁争

我们小区的南面有处空地，很小的一块。有位
大爷每年都会在那里种菜，南瓜、黄瓜、豆角什么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过那么小的一块菜
园，收获肯定寥寥。每到收获之时，几根黄瓜零星地
挂着，还有几只南瓜、一些豆角等等，看上去很不起
眼。那天，我看到大爷又在打理他的菜园，忍不住
说：“大爷，您忙活这么多天，到时候这小菜园里也收
不了仨瓜俩枣，何苦呢？”大爷抬起头，呵呵地笑了：

“你以为我为的是收那点菜呀？说实话，收多少菜我
真不在乎。我就是图个乐子，我从农村来的，看到土
地就觉得亲，脚踩在地上就踏实。我在这小菜园里
撒种、除草，有时候还捉捉虫子，很有意思。告诉你
吧，我在这里趟上几遭，就觉得五脏六腑都舒服！”

原来，真的有一种境界叫“钓胜于鱼”！我曾经
非常不理解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理。辛辛苦苦守在河

边，垂着渔竿，望眼欲穿地盯着钓钩，希望鱼儿能够
上钩。从早晨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日暮时分，一个
孤独的垂钓者，一杆渔竿，就这样等啊等。时间一分
一秒地流逝，可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收获几条小鱼。
谁能想到，他在暮色中扛着渔竿回家时，却像一个凯
旋的大英雄一样，一路欢歌。

还有我的一个文友，一直在勤奋地写作，每天在
QQ签名上更换励志口号。什么“把写作当成毕生
的追求”，“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是梦想”，如此等
等，让她时刻保持着激昂的状态。可是，她的文字基
础有限，一年也发不了几篇稿子。她自己也说：“我
写出来的文字，能发表百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很
替她觉得不值，付出和收获不对等，还有坚持下去的
必要吗？她却笑着说：“我知道，文字有不同的层级，
我现在的水平还很幼稚。但是我喜欢写，只要写，我

就会觉得快乐。写作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全身心
投入，专注忘我，多么美妙！”

谁能做到这样得失淡然、自得其乐？这种境界，
我是望尘莫及的。我想，“钓胜于鱼”的境界我之所
以不懂，是因为我做任何事都是用功利的标准来衡
量的。我总觉得，“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过是一种
自我安慰罢了。谁不想耕耘之后，收获沉甸甸的胜
利果实？没有收获，是一件很让人失望和沮丧的
事。所以我做一件事，就要朝着某个目标去做。如
果花去大把的时间，用了大量的心思，最后却空手而
归，这根本就是失败。我总是在计较得失，衡量成
败，所以无法体会到“钓胜于鱼”的境界和乐趣。

我们都是人生的钓者。如果能放下一切世俗的
功利的念头，不为鱼，只为享受垂钓的乐趣，那么人
就活出境界来了。淡泊随缘，乐在其中，多好！

有种境界叫“钓胜于鱼”
◇马亚伟

盛夏。夜，深了。关掉室
内所有的灯，然后轻轻走到阳
台，推开一扇窗。

有风吹来，轻轻拂弄面颊，
柔软，清爽，恬淡。间或，还有
一缕又一缕浓郁的香气，悄悄
潜入肺腑，并与游走的思想，在
某个恰当的节点聚合。

一种别样的情境，于体内
缓缓延展。

楼下的那些花儿均已过了
花期。几排杨树长得虽很茂
盛，但只有叶子绿着，鲜嫩的味
道，早被白天炽热的阳光，烤得
荡然无存。

那么，这香，是从哪里飘来
的呢？

仰头，目光穿过杨树的缝
隙，抵达群楼之顶。一轮月，圆
润，皎洁，灵透。几颗星星，眨
着亮亮的眼睛，似乎是在想着
一些害羞的事情。云，大概也
跑到无人注目的角落，偷偷约
会去了。此时，天空洁净，辽
远，深邃。偶尔，一颗流星划出
一道优美的弧线，给深沉而寂
静的夜，增添着一闪而过的细
节。

不由自主想起乡下。那
里，有我的老家。

夏天的夜晚，坐在葡萄架
下，品茶，赏月，听风。蛐蛐，抑
或青蛙，从角落，从田间，从河
边，送来一声又一声清凉的问
候。一缕一缕月光，站在一串
一串青青的葡萄上，讲述着原
始的晶莹的童话。母亲，打着
盹，似听非听。父亲，仰起头，
望着天空。天与地，人与景，朦
胧着季节的表情，空灵着久违
的心境。

父亲挺直腰板说，今年雨
水充足，庄稼长势好，秋天定会
有一个好收成。母亲睁开眼睛
答，嗯，一年辛苦不白费，苦点

累点也值。
我不说话，只是提起壶，给

父母的杯中，分别倒满水。月
亮在水中晃了晃身子，片刻又
安静下来。月光，倒映在父母
的脸上，然后溢到唇边，摇着微
微的笑。而这笑，也在散着淡
淡的香，悄然激活我的灵感。

玉米，大豆，高粱，这三样
长得最好，我看秋天主要靠它
们卖个好价钱。父亲看着母
亲，微笑着说。卖完粮，有了闲
钱，入冬之后多买一些年货存
起来，等娃儿们回来，过个好
年。母亲不看父亲，眼睛盯着
远处的山，悠悠地说。

月 光 照 着 院 子 ，映 着 窗
子。我站起来，走出大门。风，
稍重。虫声，蛙声，鸟声，水声，
叶声，在耳边轻轻回旋。月光
下，泥土，庄稼，河水，草木，都
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纯粹
的思想，让乡村的夜，有了丰富
的想象。

正在思绪飘飞的当口，一
阵风来，手臂伸到三楼的杨树，
闪着光亮，并发出唰唰的声
响。透过一枚枚叶子，我的目
光，停留在一片又一片田野之
上。

恍然大悟！原来，月光也
有香气。这香，在每一个月朗
星稀的夜晚，由风，送到月亮的
手上，然后缓缓流淌，直到，抵
达游子可以感知的地方。

香中，有深深的爱情，有丰
韵的营养。月是故乡明，人是
故乡亲。而香，也是故乡浓
呀！离家的日子愈久远，对香
的感悟就会愈加浓郁。

每一个离家的游子，都是
父母心中的一枚月亮。而静夜
里肆意流淌的月光，正把一缕
又一缕亲情，飘成幸福的坚守，
荡成含香的凝望。

飘香的月光
□白俊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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