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话说，人生得一知己足
矣。确实是这样，朋友易得，知己
难求。在漫漫的人生中能够得到
一个知己，是再幸运不过的事。

那些真正的知己，不像那些
酒肉朋友是来分享你的富贵和
利益的，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吃肉喝酒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
你一旦有了灾难降临，他们就会
躲得远远的。而人生中遇到的
真正知己，他们非但不会远离
你，还会给你更多的体贴和关
心，不但悉心地呵护你，还会帮
你治愈心灵上的疮痛。我权且
称他为治愈系朋友。

有一段时间，受着父母车祸
受伤的打击，我内心的情感世界
也发生了一些变故，整个人变得
异常颓废，人生仿佛一下子跌落
到了万丈深渊。那些天，我感到
自己既浑浑噩噩，又百无聊赖，仿
佛徘徊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沉湎
在悲痛的苦酒盏里不能自拔。

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我经
常刷快手、发朋友圈，希望在那里寻求一点慰藉或解脱。在
拼多多视频里，我发现了一个朋友的文字。那文字非常简
短却极为走心，但配视频、音乐发表后分分钟即删，实难捕
捉，让我颇费一番脑筋。

为了捕捉他的文字，我不惜牺牲每个清晨的睡眠时间，
始终盯着手机，在他的拼多多视频空间里不停切换，生怕错
过了哪怕一个视频、一段文字。

当然，我也通过不同方式，告知他最好在每天早晨5：
30分发出视频，以便于我欣赏和阅读。但那段时间我与他
发生了一点误会，他不卑不亢，想当然不会对我的话言听计
从。为了有效诱导他，我还在同在的微信群里定点发出每
日祝福，希望他能和我同频共振。这一招真的很奏效，他每
天早晨都在我发出祝福后，接近那个时刻发出视频，让我始
终心怀感动。

他说：豁达人生，心小了所有小事都大了，心大了所有
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愿你长夜未
央，愿你前程似锦。

他说：别抱怨，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在等着你，你只
需内心温柔和纯净，自有很多美好在等着你！

他说：无论生活还是工作，我们很难事事顺心，但我们
可以事事尽责，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这样才能收获惊
喜，成长自己。

他说：你可以倒下，但是要记得站起来；你可以流泪，但
是要记得长大。每天，多一点点的努力，不为别的，只为日
后能够多一些选择。

他说：你必须跌到从未经历过的谷底，才能站上你从未
达到过的高峰。水到绝境是风景，人到绝处是重生。

他说：天空很蓝，太阳很暖，我们平常寻找一些小美好，
幸福就是你们懂我，我陪着你们。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还是有效读取了他发布的每一
段视频和文字。虽然，这些抚慰心灵的文字只是一闪而
过，我却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准确地捕捉到了那一条
条信息。

读过这些文字，虽然我也知道并不是他原创之作，但作
为懂我的他，却句句走心入脑。这些文字绝对代表了他此
刻的心声，我就是靠这些视频和文字对心灵的抚慰，才走出
了那段低谷人生的一路泥泞，规避了很多人生风险，逐步校
正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朋友的关怀和劝慰，就像暗夜里的月亮，一叶孤舟的航
标灯，导引我冲破人生的重重迷雾，从黑暗走向了黎明。

人生最美的遇见不是两个人的简单相识，而是两颗真
诚的心的互通和默契！治愈系朋友，本身就是一味心灵鸡
汤。听了他的话，你会深深地感到熨帖心灵的温暖，受伤的
心灵顷刻得到慰藉。

何以慰平生？一知己足矣！人在迷途，总有心灵上无
法言说的痛。你可以想见，有了痛苦无以倾诉，又要表现得
若无其事，有痛也不能说痛，那是种什么感受？可有了知
己，我万分苦痛的内心得到了极大慰藉。朋友的话治愈了
我的人生，帮我跨越了人生的致命关坎。度过了那段危险
期，我洗心革面，重新迎来新生。

时过境迁，就是现在回味起来，那些文字也是心贴心的
问候、心与心的交流。用一些温暖人心的文字来熨帖你的
灵魂，使你迟悟的心得到慰藉、得到温暖，逐渐从那些萎顿
的人生中走出，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人和人能相处靠
的是缘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能够遇见，哪
怕只是千里之外的一次深情回眸，都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
都显得非常难得。当然，仅仅这些还嫌不够，能够治愈心灵
的知己少之又少，知己遇知音更是凤毛麟角。

感恩生命里的每一个遇见，余生我将怀揣感恩之心，怀
揣朋友赠予我的温暖，时刻反省人生，校正前行的每一步
路，在朋友的鼓励下坚持读书写作，立志写出脍炙人口的大
作，让自己的人生丰盈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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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我上小学，遇到了三位老师，
至今难忘。

小学一至三年级，我在
一所乡村完小读书。朱老师
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
他时年40岁出头，与人见面
时神情有些腼腆。但他一进
课堂，就与平时判若两人，一
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的样
子。我爱听他的语文课。他
本人曾在烟台的报纸上发表
过一篇文章，在乡下，这绝对
是一件天大的新闻，我对他
十分佩服。我打小就爱写
作，至今仍喜欢舞文弄墨，与
朱老师的影响断脱不了干
系。朱老师还会讲故事。我
们属于栖霞，与蓬莱搭界，他
给我们讲八仙过海、秃尾巴
老李，以及于七、牟二黑子等
人的故事。故事里的人物性
格被他刻画得鲜明生动。当
然，这是朱老师讲完正课后
送给孩子们的“小确幸”。另
外，朱老师特别热爱劳动。
每到农忙季节，农村完小都

要放假助农。我非常喜欢秋天一望无际的田野，肃穆庄重
得如同要举行国王的加冕典礼。朱老师带领我们，在地里
热火朝天地干活。他十八般农活都会，加上他又舍得出
力，所有的生产小队都争着抢着要他。还有一件事我印象
特别深刻。他是住校教师，按规矩是轮流到社员家里吃派
饭的。那时白面是稀罕东西，年节时才舍得吃。有一次轮
到我家，正是一年青黄不接的春季，母亲特意出去借白面
给他做的面条。他听说后，坚决不吃，和我们一样吃的地
瓜和菜窝头。

我在小学三年级上半学期时，随全家搬迁到了烟台，
转学到养正小学。我学习及其他方面尚可，同学们选举我
担任了班干部。当时负责学校少先队工作的是全市优秀
辅导员张慧琪老师，她听到班主任对我的介绍后，便让我
兼任了学校的大队委员。我胳膊上戴的二道杠也变成了
三道杠。张老师大高个、大眼睛，留一头齐耳短发，人显得
干练潇洒。她每天风风火火地工作，仿佛有干不完的事，
使不完的劲。养正小学靠近海边，平时觉得不大的海风，
在溜过街道、穿过楼宇走廊后，显得猛烈而尖厉，往往将她
的短发与裙裾向后高高扬起，让人感受到她生命的蓬勃张
力与律动。

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常因一些屎尿屁的小事惹是生
非。一次，他把一个同学的头打破了。出于大队委员的职
责，我将此事告诉了老师，他为此好几次半路拦截我。我
产生了畏惧情绪，向张老师提出了不干的想法。她说这点
挫折不算什么，人生的路很长。人一辈子要坚持做好事，
做正确的事，这很重要。我至今仍感谢张老师，或许正是
她的这些正面引导与鼓励，如同鲜花与掌声，在不经意间
坚定了一个孩子前行的决心，并带给他们一个可以憧憬的
明天。

五年级时，我被选中参加全市少年儿童会演。那时的
工人文化宫位于现在的芝罘区政府与北马路中间的位
置。每周，我们都要去那里排练，而我们的召集人，就是当
时的南山路小学教师，后来的全国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
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王弄箫老师。从排练一直到演出结束，
我们与她共同度过了近两个月时间。

王弄箫时年不到三十岁。同样是短发，人显得既精神
又文质彬彬。她走路步频很快，步幅较大，身体微微前
倾。那些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是临时从各单位抽调来的。
实际上，孩子们当时毫无文艺知识和基础可言。排练时，
当他们反复出现动作不到位或发音不标准的问题时，老师
们难免会焦急上火，有时话会说得重些，让一些脸皮薄的
孩子接不住。每到这时，作为负责人的王老师总是安慰孩
子们，提振他们的信心。她对孩子的尊重与真诚从称呼上
就可以看出，她叫他们名字时，后面总要加上同学二字，从
来没忘过一次。

彼时，演出服惯常用白衬衣，但那时大多数人穷，买不
起。碰到此类情况，王老师就千方百计帮孩子们借。有些
借来的衬衣很破旧，她就拿针线一点一点缝好。训练间
隙，她为孩子们递水、递板凳，帮他们擦拭汗水。参加演出
的孩子大概有二三十名，晚上排练，如果时间晚了，她会根
据每个孩子家住的方位及远近，逐个送到家。我现在仍清
楚记得我们将她簇拥在中间，在昏黄的灯光下悄无声息疾
步前行的情景，间或有陌生的夜行人投来诧异的目光。当
她将所有学生送到家时，往往已是下半夜。在我这个十二
三岁男孩的潜意识中，外表文静瘦小、佛系有加的王老师
身上，更多的是母亲那熟悉而亲切的味道。

三位老师的言行折射出的正是人之“性本善”一面。
上善若水，这种人性中的善，可以超越一切，与天地同流
永恒。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大学校园毕业季。在毕业生们穿着
学士服摆拍各种姿态的时刻，我来到了校园一角、我原来办
公室门口的那个小花园，习惯性地看看地上那几棵玫瑰，眼
前又出现了那个擎举着三支向日葵跑来的男生。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的一天，是烟台某区优秀大学生选
调考试的日子。因为我班的这位男生已经完成省考“上
岸”，而班里去参加这一考试的三位女生内心非常不自信，
我便动员他说：陪这三位女同学去考试吧，给她们一点自
信，也让她们沾沾你的幸运！他欣然应允，大清早，就陪着
这三位女生乘车出发了。一上午的笔试时间，考场外的人
一直要等好几个小时。炎日当头，高温炙烤，他的难熬程度
可想而知。但当这三位女生走出考场的大门后，这位男生
马上带着一脸灿烂的笑容，手里高擎着三支向日葵，欢快地
向她们跑过来，嘴里还喊着“一举夺葵（魁）”——这一瞬间，
三位女生愣怔在那里。

这位男生就是我带了四年的法学班的副班长。他中等
偏上的个头，圆润的脸上嵌着一双清澈的大眼睛，让人印象
深刻。2018年新生刚入校时，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初
我让他当副班长，并给他交代的一个任务，就是每天监督男
生不睡懒觉、按时上课，尤其是他宿舍的一个痴迷“电竞”、
已经浪费了很多钱的男生。我嘱咐他要盯着这个男生，督
促他参加班级活动，吆喝他按时上课。四年下来，他还真做
到了。

还记得一次，我看到他在微信群里晒出一幅照片，他在
我办公室外的坡下，摘着桑葚。照片下面幽默地写着：我交
了那么多学费，顺个桑葚吃怎么滴？估计是那天，他从我办
公室出去，就顺手做了这个事儿。我马上给他发微信：给你
个任务，明天把我办公室外这几棵桑树上的桑葚都摘了，给
咱班在考研教室学习的同学尝尝。他还真做到了，带着同
宿舍的同学，第二天摘了一大包桑葚，送到班里在考研教室
学习的女生面前。还有一次，这小子不知道到主校区办什
么事情，发现校园角落高处的一棵杏子树上硕果累累，便又
晒出照片——只见他蹬在树枝杈上，与班里的另一名同学

在摘那杏子。配的文字又是这套话：我交了那么多学费，顺
几个杏子吃怎么滴？我发现后，又告诉他：我办公室外那棵
杏子树上的杏子也熟了，你带胖子去摘些，给咱班同学尝
尝。很快，同学告诉我，他带着胖子和他女朋友到了女生楼
下，喊女班长、书记下来，给同学送杏子吃。

就是这位男生，在毕业前，问我如何选择。我说：咱这
个专业，单纯考研有点可惜，不妨考研考公这两条路都走
走。他还真有心，在研究了山东某学校法律硕士招生情况、
看到这所学校历年第一志愿招生都不满后，就毅然报了这
一学校，遗憾的是最后失之交臂。在考研前一周，他又参加
了国考和省考，国考报的是铁路警察专业，竟然进入面试
了。为此，我还喊了他好长时间“警察”。到后来，他还参加
了省里某保密系统的公务员招考，省考过后进入面试环节
并被录取了。因为这个特殊工作，我还给他起了另一个昵
称“特务”。

在毕业离校前的一天下午，班长发过来一段短视频，是
“特务”穿着白背心、手执镐锹，在挥汗如雨地挖坑；班长、书
记和一名男生在旁边指指点点。他要在我的办公室门口种
几棵玫瑰，说等玫瑰长大了，老师看到了，就会想起我们……

毕业后，“特务”就回到自己的东营老家，在那个保密单
位上班了。那三位女生也都陆续“上岸”了，两位在烟台，一
位在青岛。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和我说起“特务”曾
经对她们的照顾，尤其是他高擎着三支向日葵跑向她们时
的那个动人的情景，让人非常感动而难忘。

一晃两年过去了，“特务”节假日专程从东营跑来学校
看过我两次。他告诉我，他在当地找了一位幼儿园老师对
象，买了一百六十平方米的房子，正筹备自己的幸福小家；
且因为工作比较出色，他被借调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了。

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我有时间就去我原来的办公室
门口，看他和几位同学为我种下的那几棵玫瑰。因为疏于
管理，只有一棵坚强地活了下来，而且每年到了这个时候，
会开出一朵灿烂的黄玫瑰。望着那花，我就想起“特务”的
笑脸，想起他那穿着白背心挥汗如雨的情景……

近日，我的老战友巩建宏的新著《伴随我的那些日子》
由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该书由短笛悠扬、纸短情
长、躬行践履、文学筑梦四个版块组成，收录了120余篇文
章，共计20万字。

5月21日那天，巩建宏给我送来一本。收到他的新
著，我欣喜之余连夜展开书卷先睹为快。那些人、那些事、
那些过往，仿佛就在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从来不曾远
去……

我和建宏同为行伍出身。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春寒
料峭的日子，我们相识于烟台警备区新闻报道骨干培训
班。那时我是一名毕业不久的新排长，肩扛一杠一星，他则
是乳山驻军某部战士的报道员，尚未提干。他不是那种绝
顶聪明的人，但他勤劳能干、吃苦耐劳，他的座右铭是“勤能
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他厚积薄发，弱鸟先行，终
于“积跬步以至千里”，集句成文，才有了《伴随我的那些日
子》结集出版。

捧读这本《伴随我的那些日子》，一篇篇素朴的文字，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个个军营里的场景，一如巩建宏的
为人处世，沉稳谦逊、低调大方，给予人一种天然的亲切感、

在场感。这些文字是作者真情的流露，反映了一个游子的
心声。

机会偏爱有准备的人，这句话用在巩建宏身上再恰当
不过了。巩建宏的文学创作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靠着
顽强的毅力，一步一个脚印，笔耕不辍，勤奋写作，才有了今
天的成就。

如今，巩建宏已过天命之年且临近退休，但他仍没有停
下为文写作的脚步，依然在文字的王国里畅游和跋涉。一
首首诗歌、一篇篇散文和报告文学，在各类文学作品大赛中
频频获奖。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日子要一天一天
过。当你真正明白了生活，便学会了沉默。面对生活的风
雨，内心波澜而不惊。

杨绛先生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
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透过《伴随我的那些日子》不难发现，作者匠心独运，他
意在回望军旅，重在总结过往，更是为了展望未来，奋力前
行。读者朋友们，愿你手捧书卷，选择坚强。熬过所有苦难
的日子，自是皆大欢喜。

一路驾车飞驰，十个小时后，汽车缓缓驶过雄伟的长江大
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雄伟的六朝古都慢慢解开
神秘的面纱。

华灯初上，我们一家三口去了老门东。穿过“老门东”牌
坊，走进老城南传统民居生活。条状青石铺砌成的甬路，蜿蜒
曲折；一排排青砖黛瓦灰墙的房屋，错落有致；精巧的手制风
筝，栩栩如生的布画，细腻的竹刻，活灵活现的提线木偶，美轮
美奂的彩灯辅以优美的文案，摇曳于扶疏枝叶间，让人叹为观
止。人流如织，各种特色小吃，吸引着游客。

更吸引人的是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
斜。”巷名始于三国孙吴时，以吴驻军身着黑色制服、俗称乌衣
营而得名。东晋大臣王导、谢安，书圣王羲之、山水诗鼻祖谢
灵运、谢朓等大家曾居住于此。“乌衣晚照”和“来燕名堂”分别
为明清金陵胜景之一。而今，“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
古人”，乌衣巷静静伫立，似乎在诉说着悠悠往事。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晨曦里的南京，微
凉。拾级而上，鸡鸣寺赫然眼前。善男信女手持三炷香，点
燃，三指并拢，大拇指虚按，虔诚鞠躬，拜的是心愿，拜的是憧
憬。在和煦的春风中，我们步入瞻园。她是南京历史最悠久
的明代古典园林。宋代文豪欧阳修写诗赞其“瞻望玉堂，如在
天上”，由此得名。据说，这是明朝大将徐达的府邸花园，太平
天国攻克南京后，瞻园一度成为东王杨秀清王府。在太平天
国历史博物馆，有保存完好的历史遗物。偌大的院子里，清幽
淡雅的亭台轩榭，峭拔险峻的假山，规模宏大的明清古建筑
群，曲折回环的廊子，高傲优雅的黑天鹅成双成对、神态亲
昵。似乎每个角落都布置了假山和池子，有的还挂着一对方

形红灯笼，不时“暗香浮动月黄昏”。拐角处或者小径边，几株
腊梅俏立，一股奇异的幽香悄然袭来，引人欲醉。

暮色四合，在红厨巷淮扬菜馆门前，我们坐等了三十多分
钟，终于得以进店。酥脆可口的金陵炸春卷，爽滑不腻的老卤
肥肠煲，爽口清甜的桂花马蹄，香喷喷的百秒脆皮猪手，亮晶
晶的镇江水晶肴肉，配以三碗五常大米饭，着实好吃得紧，只
是，菜量太少。用过晚餐，我们直奔白鹭洲公园。

朱自清和朋友夜晚乘船游览秦淮河，在桨声灯影里，随着
汩汩流淌的河水声，听着宛转悠扬的歌声，领略那晃荡着蔷薇
色的历史的秦淮河。想来，一百零一年前的那天夜晚，携友泛
舟的朱自清定然是雅兴颇浓。而今，我们沿着秦淮河边漫步
而行，造型各异的花灯次第展现。花丛里，黄灯如繁星；清波
中，粉色莲灯熠熠闪烁；树叶间，红灯摇曳；巨型龙灯横卧在渺
渺水波里，龙头高昂，睥睨天地；惟妙惟肖的人物花灯闪现在
丛林间；蓝色的画眉栖息在遒劲的枝丫上，似要引吭高歌；拱
形烟波桥上，黄绿相间的凤凰蹲踞在细细的柱子上，两两相
对，黑漆漆的眼珠明亮有神，仿若振翅欲飞。精巧绝伦的花灯

交织成灯的海洋，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图。在灯光的映
照下，一艘艘精致的画舫划开粼粼波光，向着光影深处驶去。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夜未央，星如雨，置身其
中，你会怀疑，这是人间还是天堂？

后面几天，我们去了南京博物院。徜徉其中，厚重的历
史、深沉的文化和丰富的底蕴，让人沉醉不知归路。之后，又
去拜谒灵谷寺。小径幽深，松柏参天，鸟儿啁啾，沿着螺旋式
上升的台阶，我们攀爬灵谷塔，直抵第九层。清风徐徐，秀美
的紫金山尽收眼底。这座宝塔是为了纪念阵亡将士而修建
的，而今盛世中华，正如将士所愿。

南京的底蕴深厚、文化厚重，三天的时间太短，还有很多
景点没有涉足。她精致典雅，亭台轩榭、假山池沼、花墙镂
窗、长廊回环，尽显江南温婉；她娇俏妩媚，娇小的女孩眉目
如画，帅气的男孩斯斯文文；她低调内敛，很多景点游人如
潮，却很少宣传，正如那巍然耸立的灰黑色的明城墙，默默伫
立，仿佛在说，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低调而内敛，傲岸
而大气。

擎着向日葵跑来的男生擎着向日葵跑来的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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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不那些日子不曾远去曾远去
——读巩建宏《伴随我的那些日子》

秦淮揽胜秦淮揽胜
□林春江心香一瓣

□康勤修五味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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