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军树”

是屹立在金沙江

畔己衣大裂谷里

的一棵杉椤树。

杉椤树站在己衣

大裂谷里的悬崖

峭壁上，显得伟

岸 、 挺 拔 而 威

严。

一 棵 树 就

是一部站立着的

历史。这棵古老

的的杉椤树，树

高20来米，需两

三人合抱，树龄

已近千年。站在

面前，它正给我

们静静地诉说着

历史。1935年5

月，中国工农红

军红一方面军长

征过武定，在己

衣 附 近 的 白 马

口、太平地、鲁

车渡、志力渡口

架桥渡江。红三

军团先头十三团

派 出 的 工 兵 于

1935年5月1日

达到了武定县己衣境内的志力渡

口。由于敌机轰炸频繁，江面太

宽，无法架桥。5月1日晚，刘伯

承率领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五营二

连，在连长肖应棠的带领下奇袭

了皎平渡口，在当地彝族船工张

朝寿等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7

只船。从5月3日至5月9日，经过

七天七夜，未伤一兵一马，三万

红军神奇地渡过了波浪滔滔的金

沙江，跳出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

截，走上了北上抗日的新征程。

有两名红军战士在金沙江畔的己

衣村开展群众工作，因触犯了当

地土豪劣绅的利益，被杀害后从

己衣大裂谷里的这棵杉椤树下推

下万丈深渊。其中，有一名红军

战士第二天死里逃生。为了纪念

那一名为穷苦人民打天下而牺牲

的红军战士，当地群众就把这棵

杉椤树叫做“红军树”。它成为

中国工农革命活生生的见证，记

录着那一段史无前例史诗般伟大

的红军长征历史。

一棵生命葱郁的杉椤树。它

的枝枝叶叶在欢笑，在歌唱。作

为生命，它有纵情欢笑和大声歌

唱的理由。因为和一部伟大的长

征史和一个伟大的名字——中国

工农红军联系在一起，从此有了

一个光荣的名字“红军树”，已

成为地球上的红飘带。

我在杉椤树下徘徊。它是幸

运的，不是每一棵树都有这种幸

运。它见证过历史。尽管那只是

一次与热血与勇敢的邂逅，也足

以让它荣耀一生。“红军树”，

多壮美的名字！它感到了生命非

同寻常的价值。它要用生命照耀

峡谷、照耀群山，照耀道路。

现在这里早已开辟为红色

旅游景点，人们争着来到树下，

仰望这定格在历史深谷中的一

瞬。杉椤树像一个和蔼可亲的

老人，俯瞰着磅礴乌蒙大地，似

有所言。这棵杉椤树见证了中国

工农红军长征，见证了红军北上

抗日，见证了解放战争，见证了

新中国成立，见证了建设社会主

义，见证了包产到户、改革开

放，见证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见证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经

济社会全面进步，各项事业繁荣

发展变为现实……中国人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它的年

轮里镌刻着一部党史，一部共和

国的历史。

望着金沙江两岸雄奇的高

山，在清新的江风中，我的耳畔

又响起了当地群众在红军过江

后，那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军队，他

们什么时候回来啊？”这就是人

民拥戴的军队，这就是子弟兵心

中的人民。这血浓于水的真情改

写了中国历史，铸就了共和国的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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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疫情总体得到有效

控制，但一些地方不时发生的零

散疫情，时刻提醒我们，常态化

的疫情防控工作不仅不能有丝毫

放松，而且要不折不扣做好每一

项工作，并根据疫情发展变化情

况，及时对防控工作作出相应调

整，把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实

做细做到位。

通过这一年多来的疫情发展

变化情况，可以很清晰地发现，

新冠肺炎病毒异常狡猾，不断在

发生着变异，传播速度也随之增

强。广州此轮疫情面对的就是在

印度发现的变异毒株，而这种变

异毒株也是首次在我国国内出现

本地社区传播。广州市疾控中心

副主任张周斌在接受《新闻1+1》

连线时说，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对

手给予高度重视，因为它的传

播力一定会超出我们很多人的想

象。即使现在危险没有到达你所

在的城市，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好

充分的应对工作。

不管是从国内不时发生的

零散疫情来看，还是从病毒不断

发生变异来看，亦或是从国外疫

情蔓延的严重性来看，新冠肺炎

病毒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

遏制，人类与新冠肺炎病毒斗争

将是长期的，甚至像流感病毒一

样，成为与人类长期相伴的一种

流行病毒。

在这样的现实下，作为个

体，做好个人防护工作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每个人都要主动配合

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遵守疫情防

控各项规定要求，主动接种疫

苗，共筑免疫屏障，做一个文明

守规的好公民；

在个人生活上，

要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分餐制

等 个 人 卫 生 习

惯，使其成为一

种自觉而为的生

活方式，而不是

为了应对疫情的

临时之举。做好

个人防护工作，

不但能有效保护

自己免受传染性

病毒之侵，也是

对他人、对社会

负责。

疫 情 没 有

远去，而且还在

发生变异，更强

的病毒传播对疫

情防控提出了更

大挑战、更高要

求。正所谓针大

眼，斗大风。防

控 工 作 稍 有 疏

忽 ， 病 毒 就 有

可 能 “ 乘 虚 而

入 ” ， 冲 破 防

线。大家合力抗

疫 ， “ 一 砖 一

瓦”共筑“防疫

堤坝”，“一针

一线”织密疫情

防线，打好抗疫

主动仗，就能赢

得防控主动权，

战胜疫情，夺取

胜利。

你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心

绪被一件小事搅扰，耿耿于怀，

一直到深夜时分仍无睡意。辗转

反侧，愈发觉得这件事大过了

天，甚至挨不到天明天就有可能

塌下来。于是又辗转反侧良久，

一直到黎明时才入睡。等你醒来

睁开眼睛，天光大亮，新的一天

开始了。这时再想那件让你失眠

的事，忽然觉得轻如鸿毛。没什

么大不了嘛，白白浪费了一夜好

梦！

我们的情绪，总是被深夜

夸张。白天觉得没那么要紧的

事，到了深夜就变得如泰山压

顶一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深

夜寂静，我们的各种感觉都极为

敏锐，心也异常敏感。一点小烦

恼，就被夸张成一团乱麻；一点

小痛苦，就被夸张成锥心之痛。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

河入梦来。”如果单纯从字面理

解，还是别有道理的：深夜听到

风雨声，梦中便会有铁马冰河征

战沙场的场面。深夜的一点风吹

草动，都会被无限夸张。那些被

深夜夸张了的情绪，就如一只沉

默的怪兽，悄无声息地吞噬我们

平静的心情。

而且，深夜时分离梦境最

近，所思所感都偏向梦境化了。

即使深夜时分你完全清醒，但那

样安静成一潭静水的时刻，你也

会觉得一切都那么虚无，那么缥

缈。梦就在你的周围等你，若即

若离，你抓不住梦境，它就会搅

扰你，折磨你，放大所有细微的

情绪。

记得有这样一个笑话：有

个人梦中觉得自己总结出了一句

精辟的人生哲理，于是赶紧抓起

一支笔记录了下来。谁知天明一

看，纸上记的那句“精辟的人生

哲理”竟然是：香蕉大，香蕉皮

也大。

被深夜夸张了的情绪就是如

此，以为将要天塌地陷的事不过

是落下了一层尘

埃。失眠之所以成

为普遍现象，就是

因为我们太习惯在

夜晚清点一天的得

失了。

所 以 ， 我 建

议，古人所说的每

日三省吾身，一定

不要选择在晚上，

更不要在临睡前。

因为很多事，你一

反省就真成了负

担，而且如果是在

深夜反省，负担就

被夸张成千斤重

担，甚至三座大山

了。

深 夜 时 分 ，

你会因为自己的一

个小失误而觉得自

己犯了不可饶恕的

错误，会因为别人

一句无心的话杜撰

出太多潜台词，会

因为一丝悲伤而泪

流成河。被深夜夸

张了的情绪，相当

于用放大镜把各种

烦恼的丝丝缕缕都

明察秋毫一番，

除了庸人自扰，没有任何益处。

同理，深夜时分也不要做重要决

定，因为那时的决定相当于人冲

动时的决定，会让我们后悔的。

黎明的光线驱逐了黑暗，

也驱逐了黑夜制造的种种恍惚迷

离。黑夜把一件小事逼到角落

里，已经完全失真了。当你看

到第一缕曙光时，会立即觉得世

界亮堂起来，宽阔起来。世界大

了，你的事就小了。新的一天开

始了，昨夜的一切被抛到了身

后。拥抱崭新的一天，向昨夜的

梦境告别，眼前的世界就会明亮

起来。

拥
抱
崭
新
的
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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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又来了。最早

的一批90后，已经步入了而立之

年，但是在这样一个奇妙的节日

里，大人们还是会想起自己还是

小孩子的时候，回忆就像泉水一

样咕噜咕噜冒出来。

小时候，最令人期盼的除

了寒暑假，非儿童节莫属，那一

天，不仅全天不用上课，连班主

任都会放下平时指导作业时候的

严肃神情，变得无比的温柔起

来。在那一天，学校有一项隆重

的活动，那就是小学一年级学生

要加入少先队。老师常说，只有

学习成绩优异、思想品德良好、

遵守学校纪律的孩子才能选为少

先队员，才会在儿童节当天面对

鲜红的队旗宣誓。我作为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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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光远去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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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的科幻小说。这套杂志给我

打开了科幻世界大门，就像《山

海经》一样，在读的过程中，又

新奇又震撼还带有一丝丝恐惧。 

到了下午，学校会举办联

欢会，每个班级都会出节目，我

们班级因为没有才艺特别突出的

孩子，所以每次的节目都是合唱

歌曲。老师把我们的脸刷的白白

的，再涂上鲜艳的口红，眉心点

上一个红点，上台唱《月亮船》

之类的歌曲，这也可以算作是每

个中国孩子的共同记忆吧，导致

我高中以后上音乐课，还习惯性

的保持着背着手、腰背笔挺的姿

势，老师还打趣我：一看就是小

时候没少参加唱歌比赛。

小的时候，很多家长的仪

式感并不是很强，大部分爸爸妈

妈并不太会给孩子送上节日的祝

福和礼物，在学校里度过了欢乐

的大半天后，多数孩子回到家里

以后会就在看动画片、吃吃零食

中度过这个节日。那时候我们班

上，也有时髦的家长，在儿童节

带着孩子打个出租车，去城里吃

肯德基。那个同学把附赠的玩具

放在书包里，要关系特别好，才

能凑上去看一眼。对于当时的我

们来说，真是羡慕不已，堪称儿

童节最顶配的过法。与现在的孩

子们相比，我们的童年时代，物

质文化生活虽不匮乏，但也没有

达到今天的富足生活。但无论时

代怎么变，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却

不贫瘠。那个年代，少有家庭可

以阔绰到为孩子买玩具吃大餐，

可孩子们却从不缺少快乐，我们

在游戏中玩着、闹着、笑着长

大。如今，儿童节虽已不属于大

人了，但童年自由自在的幸福时

光，老师、同学间质朴的情意，

被永远珍藏在了回忆里。我们这

些想要过六一的大人们，并不是

为了讨个礼物，而是借由这个节

日回忆和重温最珍贵的童年岁

月。

正如宫崎骏说的：岁月永

远年轻，我们慢慢老去，你会发

现，童心未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

事情。

第一批当选的少先队员，非常期

盼这一天的到来。小学一年级的

时候，我加入了少先队，队旗飘

飘，歌声嘹亮，还记得高年级的

同学为我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刻的

感动和自豪。那是象征着革命烈

士鲜血的红领巾，那是每一个中

国孩子共同的童年回忆。

仪式结束后，我们就开始了

游园会，所谓小学生的游园会，

是每个班级都弄了一些小游戏，

所有人可以轮换着去闯关。有个

游戏是贴鼻子。蒙上眼睛从3米以

外走到黑板跟钱，给墙上的小丑

贴上鼻子，贴的准的得到一张粉

红色的小票。这些小票可以换取

中华铅笔、空白练习本之类的奖

品。小时候的奖品，好像总是这

些。有一年，我因为在考试中得

了第一名，在游戏中获得的红票

也比较多，老师额外奖励给我一

套《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连载

杂志，这在乡下的学校里，可以

算是全校礼物的顶配。直到上了

初中，我才知道这份礼物有多珍

贵，哈利波特系列是世界上最受

旅行是一场修行

哪一刻察觉到自己不再年轻

喜欢独自旅行，“在路
上”已成为一种生活姿态。经
常被问到“旅行的意义是什
么”，想想在人生不同阶段，
答案也有所不同。

旅行，一开始是出于炫
耀，当在每一个到过的地方贴
上“到此一游”的标签后，也
就有了不甘人后的底气，有了
谈资，继而增添了履历，满足
了虚荣心，这是一种眼睛的旅
行。

后来是为了学习。“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
一种纸上的旅行，旅行是一种
路上的读书，谁都无法代替
谁，当用开放心态去触摸未知
世界时，生活会变得充实而灵
动，这是一种头脑的旅行。

再后来发现，旅行就是
旅行，自有独特价值。于行者
而言，星辰与大海既是初心，
也是终点；既在路上，也在当
下；既是远方，也是家园；这
是一种心灵的旅行。

泰戈尔说：“旅人叩过
每 个 陌 生 人 的 门 / 才 找 到 自

己的家/人只有在外面四处漂泊/
才能到达内心最深的殿堂。”一
路走来，欣赏过那么多壮丽的景
色，了解过那么多奇特的风情，
接触过那么多陌生的脸孔，发生
过那么多感人的故事，历经过那
么多艰苦的磨练，不为炫耀，不
为猎奇，更非走向虚无，而是更
加认识自己。

路 上 是 一 个 不 断 怀 疑 、 否
定、推翻、重建与求证的过程，
一个忍受痛苦与挣扎的蜕变与重
生的过程，一个不断告别过去、
享受当下与寻找未来的过程。如
果风景与经历没有刻在心上，没
有在远行中成长，那走得再远，
也只是邮差。

“ 一 个 人 的 行 走 范 围 , 就 是
他的世界。”当反思生活中的种
种成败得失时，也许远行中曾经
流连的一处风景、一个细节、一
种心态就会涌上心头，让思考更
宽广、更扎实，让人生选择时有
丰富的可能性，而不会被眼前的
世界所局限。旅行的意义并不在
于一个个具体的世俗目的，但事
实上旅行的“名利”价值无处不

在，而且是构建人生坐标的基
石。

知乎上有个高赞的问答：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
分都忘记了，你说这样的阅读
究竟有什么意义？”“当我还
是 个 孩 子 时 ， 我 吃 过 很 多 食
物，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
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
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
和肉。”读书如此，旅行亦如
此。

旅 行 是 一 场 感 动 ， 一 场
旅心，一场修行。走出去是为
了走回来，只有清楚世界的方
位，才能找到自身的定位。当
跋涉过岁月与山河，挣扎过月
亮与六便士，旅行成为身体和
灵魂的一部分后，你会发现自
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景，什么样
的生活，继而找到一条适合自
己的路，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
态。那时，你已找到归途，找
到自我，找到心安之家了；那
时，你已懂得善待自己，成全
自己，成为自己了。   

□ 丹　丹

□ 安　念

关注的微博好友发起一个话

题，问，哪一刻察觉到自己不再

年轻？

所以，什么是年轻呢？年

轻，官方给的解释是多指十七八

岁至三十五岁出头。不禁有点哑

然失笑，一直觉得自己不再年

轻，没想到还是三十而立的自己

还是在年轻范围内的。

躺在床上自然醒来，夏日刺

眼的光透过窗帘的缝隙钻进来。

穿着纯色的棉质睡衣，伸了个懒

家有七旬老人，喜欢刷抖

音和微信，其乐无穷。有一天，

她忽然大叫：“哎呀，怎么又卡

了？”继而嘟囔：“我的手机是

不是该更新换代了？”我拿过来

一看，手机没问题，只是因为

没有及时清理缓存。老太太问：

“啥是缓存？”我很简单通俗地

告诉她，缓存是储存临时数据

的，不及时清理就会影响速度，

导致垃圾太多。“哦，垃圾啊，

那是应该清理。”老太太懂了。

最近，事情多，千头万绪，

人很累。看到老太太正专注地

看视频，于是问她现在手机怎么

样，她很�瑟地说：“很顺溜，

因为我每天都清理缓存！”她看

了我一眼，问：“你清理缓存了

吗？”我笑了，这不是我教你的

名词吗？老太太认真说：“手机

缓存要清理，生活缓存也要清理

呀！”

我愣住了。仔细一想，颇有

道理呀。我们每天都会清理手机

缓存，生怕手机运行不畅影响我

们使用，但是，我们的大脑、我

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乃至我

们的人生，那些滞留无用的“缓

存”，我们可曾定期清理过？

负面的情绪“缓存”需要

定期清理。一个项目推行不顺，

每个环节都有苦衷，每个人也都

在努力，每个人都觉得焦虑，压

力大时，沮丧挫败委屈的情绪常

常席卷而来。等忙过一个时间

段，这种情绪依然会无声无息地

出现，就像缓存一样，不知不觉

就占据了你的“内存”——心理

空间，以至于影响到工作和生活

状态。只有定期清理负面的情绪

“缓存”，才能以轻松心态去迎

接未来。

过时的知识“缓存”需要定

期清理。如今，知识更新迭代很

快。比如，冥王星在以前的知识

体系里，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中的

一个，如今已被科学家从九大行

星中除名。如果你一直抱着旧的

知识不放，不跟随科学的进步来

更新自我认知，那么，过时的知

识就会影响你的判断，让你头脑

的运行速度因为固执而变慢。不

管年龄大小，都需要跟随科技的

进步，定期清理过时的知识“缓

存”，以便纳入新知。

人生总有各种各样的“缓

存”，想要保持头脑清醒，跟上

发展步伐，又不会活得太累，不

妨定期清理一下你的人生“缓

存”。

季，少了些许期待。

微笑逐渐成了一种表情，

表达欲也逐渐流失，一句算了便

可以抵消心中的不愉快。没有再

觉得非什么不可，不擅于坚持，

不会执着，更做不了自我感动的

事了。不会为了一句想见你，骑

半天的自行车到你住所外，远远

地看一眼便心满意足地折回，也

不会熬夜坐火车去初逢山顶的日

出。不再执着于别人对我们的看

法，更不会写长长的信表达思

念。

而明明早些时候，我们对万

事万物都充满了新奇跟珍惜，春

日里有挥洒不尽的热情，每个夏

夜也都有讲不完的悄悄话。

在街头突然撞见热气腾腾

的一群人，宽松的校服下洋溢着

无限青春。十几岁的年纪，哪怕

就是站在人群中，还是会一眼认

出，那种眉眼间跳动的灵气，看

向万事万物眼里的光，每一寸呼

吸的节奏，都是不一样的。

突然想起刚毕业那会也是被

领导评价是个有灵气的女孩子，

而现在常常会看着镜子里的自

己，寻找眼里的光。

没有人可以永远年轻，但是

有人正年轻。

很喜欢汪曾祺的一句话，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

对光阴的钟情”。

漫漫岁月，日子且长。那

么，就作为一个很普通的人，

在一眼望到头的生活里，去触碰

清晨的露珠，抬头去看夜晚的霓

虹，给未来的自己写信，给久别

的朋友发一句祝福，滋生出悠长

且绵延的感觉。

最后想来，而之所以常会

有那种恍惚之间觉得自己还没有

长大，还停留在自己以为的年纪

时，那大概也就是时间特意留给

我们为数不多的浪漫吧。

腰，又是平淡无奇没有安排的一

个周末。

推开门窗，伸出手臂，用

指尖感受着空气中的温度，生出

一种恍惚感。夏天还没有来得及

过去，我们就被推搡着走到了现

在，一切好像刚刚睡醒，而我就

变成了现在的我。

所以，不再年轻的标识都有

哪些呢？头发开始变少，开始关

注健康、养生，开始更加清晰地

认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越来越

叫不出新生代明星的名字等等。

生活的节奏开始变慢，对生

活的感知力在退却。路过人间烟

火时会觉得疲倦，满脑袋的柴米

油盐。炎热的夏天只是觉得温度

高，并没有躁动，寒冷的冬天也

就是拽了拽紧围脖。看到盛开的

花，会自然想到衰败的凋零，遇

到自由飞舞的蝴蝶，会怜悯它作

为毛毛虫时期的蛰伏。

一眼看尽繁华，透过一年四

清理人生“缓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