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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别人，成就自己

英雄救美 插画 戎锋

老友重逢，曾书了李白《送友人》
赠别。临别时，我最感慨“浮云游子
意，落日故人情”这两句，多少旧情故
知，如同这“萧萧斑马鸣”挥之不去。

刚满七岁时，家人送我去读书，
父亲送的帆布书包，足足比我个头还
高。母亲修剪了一书包的棒棒，教我
数数记忆犹新。我从小爱写字，大了
一些，跟表哥习字。表哥是文化人。
那个年代能临的字帖不多，也就是上
海任政先生的《国际歌》了。“起来，饥
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尤其是那“起”字一捺，像小脚
女人的脚，不知临了多少遍。在农村
像我们这些穷孩子会写几个字，也叫

“文化人”。文化人，旧时称谓先生，
先生是有学问的人，“五四”后叫知识
分子。知识分子才兼数器，心运四
虑。知识分子应该是有气节的“先
生”。记得语文老师第一次见我，说

“这孩子字写得不赖”。小孩子写字
需要夸赞的。从那一天起，我就暗下
决心，要把字写好。之后，每堂习字
课，一张黄黄的米格纸，十二个格写
得满满的。每个字我都认真揣摩，写
得非常到位，老师给的也是满满的红
圈，有时一个字批了双圈，批语中：
好，很好，再加上三个惊叹号。因为
字好，当上文艺委员，帮班里、学校里
出墙报。字写多了，自然而然会追求
字的完美。

之后，有了《四体字帖》。我从这
本字帖启蒙。后来才有了颜真卿的
《多宝塔》碑，《多宝塔》碑临了很多
遍，这是颜真卿四十多岁的作品，楷
书笔法工整而有章法。清朝晚期很
崇尚颜体，出了钱沣、何绍基等书法
大家，我也曾受此影响。曾记得上中
学时，在食堂的墙壁上展览了我的一
幅作品，是米格颜体正楷，当时还获
了大奖，发了十个练习簿。再后来，
我的字在村里也小有名气。放假回
来，就有人把我请到家里，帮写春
联。有人出体力帮我家备年货，磨年
糕和做豆腐这些出力的活。我从本
村写到邻村，有时庄稼人过意不去，
送些年糕和鸡蛋之类。遇到中午，打
酒弄菜，很过意不去。记得一次，一
对新人结婚，让我给他写个喜对，父母
很高兴让我去了，父亲洋洋得意，仿佛
被人高看一眼。我足足写了两天，写

了一些吉祥如意祈福的楹联。其实，
用油漆很难写，油漆黏滞，加一些松节
油，还画了几只小红鱼，几根水草，新
人的父母满是欢喜。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把我写的
字寄给北京的李铎先生。那时李铎
先生仍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工作。一
周后，先生回了信，写了很多勉励的
话，及如何临帖的方法，我十分感动，
铭记在心。先生不吝赐教还寄来三
尺平方的行书作品，好像是叶帅的
《攻关》诗，我满心欢喜。后来把李铎
先生的字作座右铭，挂在书房，没有
幽兰，只闻书香。几经风雨，农村的
潮湿，作品被虫蛀，还浸渍得有些发
黄。之后，我离开农村，一次放假回
来，发现书房少了什么。我仔细回
想，终于想起来了。墙上李铎先生的
书法作品不见了，原以为被家人收
起。中午吃饭时，我问墙上李铎先生
的作品，家里没人理会。后来姐姐把
我悄悄地拉到一边，告知我：“弟弟，
别找了，字被虫蛀已被父亲刷马桶
了。”我压住怒火，顿时无语。

父亲是庄稼人，目不识丁，这事
不能怪他。他们的生活就是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不停地劳动和耕作。
父亲偶尔也来学校，每次总会带来我
最喜欢吃的鸭肫，望着他一年一年老
去的背影，不禁自责而黯然神伤。一
次，我送父亲去火车站，已检票了，我
站在月台前与父亲挥手作别。父亲
打开火车的窗口，不停地向我招手，
示意我回去，只见他老泪纵横地擦拭
泪花。多少年后让我不禁地恍惚与
不安起来。

李铎先生曾做到中国书协的副
主席，是我崇敬的书法大家。少年时
期非常崇拜李铎先生，他在《中国青
年报》连载书法讲座，我每期必看。
李铎先生曾引领我感悟书法及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我人生很多困
惑和迷茫的时候，每当看到李铎先生
的书法，一种潜意识对书法及国学传
统文化的渴求，让我由衷地敬畏，勤
奋而不殆。

文以载道，书法是文化的一个载
体，可以用书法喜闻乐见的方式去传
播文化。而过去的年代，没有文化很
无奈，没有文化也是那个时代的悲
剧。

这是部队一座独立的师团干
部楼，庭院内，南面有十三棵樟
树，北面是十一棵玉兰树，西面有
五棵桃树，东面是一堵水泥围墙，
中间留着一条十余米宽的道路。
楼宇周围种满各种绿植，有桃树、
橘树、枇杷树、樱桃树、无花果、香
椿、银杏等树木；还有海棠、牡丹、
蔷薇、月季、绣球花、迎春花、紫罗
兰等花儿；加上嫩绿的青草、茂密
的树叶、绿中透油的灌木，将整个
庭院渲染得生机勃勃、浓绿一片。

那些樟树，估计有三四十年
甚至更长的树龄，因为二十二年
前我调到这个部队时，这些树就
已经立在那里。这些樟树整齐站
立着，形成一面生机蓬勃、充满绿
意的墙，春风中，树叶在微风里轻
轻摇曳，发出沙沙沙的声响，时时
散发着一阵阵淡淡的香樟味。北
面的玉兰，高大茂密，春节前后已
经开过大朵大朵的白色玉兰花。
西面，临近马路的铁栅栏里有五
棵桃树，四月的阳光下，桃花开得
密密匝匝，彰显着春天的生机，成
为路边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楼下
有几棵樱桃树，在三月的清风里，
满树满枝都是美丽的樱桃花儿，
我经常把这些花儿混淆。待到四

月，樱桃树新冒的叶子透出油脂
般的绿意。我种的枇杷树和隔壁
家的无花果树，果子已经缀满枝
头，虽然果实还比较小，但我仿佛
已经看到金黄的枇杷果和褐色的
无花果结满枝头的情景。

墙角的牡丹花，大朵大朵地
绽放着，红的、白的、粉的，碗口一
般大小。清晨和傍晚，那些牡丹
花似乎没有精神，耷拉着，花瓣像
绢纸一样没有活力；待到艳阳高
照时，牡丹花朵仿佛突然浇筑了
强劲的筋骨，撑起了富贵的胆气
和艳丽的豪迈。草丛中，一簇簇
黄色的迎春花，在纤细的枝丫上
展露一张张甜美的笑容，在清风
里一齐吹响迎接春天的第一声号
角。那些垂丝海棠，粉色、红色的
花儿缀满枝头，细长的垂丝梗在
风中左右摇摆，如丝的春雨将喇
叭状的花朵溅落一地，铺成一片
粉红色的花色地毯……

站在庭院内，欣赏着这些花
草，感受着生命的气息，闻着花草
的清香，心里满怀着春的希望、夏
的热情，也期待着秋的充实、冬的
精美。愿所有的人儿，在四季更
替中，不断体味世界的美好和生
命的高贵。

生活中，我看到身边的成功
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懂
得相互成全。

人生大舞台上，学会搭台，才
能使一个人走得更远。

优秀的人互抬，愚蠢的人互
踩。目光长远的人，不会故意去
为他人设路障，让问题变得棘
手。行走世间，所有的利他，本质
上都互利。

格局越小的人，越以拆台为
乐，喜欢拉别人下马，渐渐也把自
己的路走死。

有一个经典的“螃蟹理论”的
故事，像极了这类人。在一个篓
子中，有一只螃蟹的话，它很快就
会爬出来；而对一群螃蟹而言，则
不必担心。因为先爬起来的螃
蟹，会被后来的螃蟹拉下去，然
后，后面继续这样拉……所有的
螃蟹因为相互之间的互损，致使
它们总也爬不出去，最后一起沦
为人们的佳肴。

愚蠢的人会因为有人跑在自
己前面而想置他于死地，然后得
意扬扬地以为再也没有对手了。
殊不知在他后面，有一大群人正
视他为眼中钉，并密谋着怎样除
掉他，最终他的下场也会像他亲
手除掉的那个人一样。俗话说得
好：害人终害己。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脑子
那么聪明，懂得那么多道理，却越
活越糟糕的原因。你人生的模

样，取决于你的格局，取决于你凝
视世界的目光。

格局越大的人，越懂得互利
互惠，在守望相助中实现共赢。
合作关系是一种繁荣的关系，反
之则是一种损失的关系。

高级别的人，会填满平台，因
为他知道一旦出事，双方都会
输。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最长
久的关系就是合作与共存。

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对
人生特别有启迪。有一次，一个
布商遇到了资金上的难关，他找
到胡雪岩，想以2200两银子的低
价把家业卖给胡雪岩，来渡资金
难关。胡雪岩没有接受，反而抬
高价格，他按5000两银子的市价
给了布商，说自己只是帮他暂时
保管财产，渡过难关后随时可以
赎回。不久，这个布商闯过了难
关，卷土重来。他感恩不尽，两人
开始共同合作，互相帮助，胡雪岩
也成就了自己的商业传奇。

这不是一个你能独自成功的
时代，当你在帮助别人时，你实际
上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成就自己。
害人不利己，只有帮助别人，我们
才能成就自己。

没有太阳的映照，云便无法
变成绚烂彩霞。没有山崖的存
在，泉水便难以成为壮丽的瀑
布。世间最难得的关系，就在于
交相辉映，彼此成就。确实是这
样！

晚风·龙光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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