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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美国的天堂动物园里，新去了一个喂河马的饲养员。老饲养员给
他上的第一堂课，让他有点接受不了。听起来也确实有点离奇。老饲
养员告诉他，不要喂河马过多的食物，不要怕它饿着，以免它长不
大。

新去的饲养员听了这话，十分纳闷。心想，世上怎么会有这种道
理，为了让动物长大，而不要喂过多的食物。他没有听老饲养员的
话，拼命地喂他的那只河马。在他喂养的河马前，到处都是食物。人
们无不感到他的仁慈和善意。

但两个月后，他终于发现，他养的这只河马，真的没有长多大。
而老饲养员不怎么喂的那一只，却长得飞快。他以为是两只河马自身
的素质有差别。

老饲养员不说什么，跟他换着喂。不久，老饲养员的那只河马，
又超过了他喂的河马。他大惑不解。

老饲养员这时才一语道破天机：你喂的那只河马，是太不缺食
物，反而拿食物不当回事，根本不好好吃食，自然长不大。我的这一
只，总是在食物缺乏中过生活，因此，它十分懂得珍惜，是珍惜使它
有所获得，有了健壮。珍惜是一种正常的生命反应，甚至是一种促
进，是生活中的需要，而不是离奇的假说。

日本的一家动物园里，一个常年喂养猴子的人，不是将食物好好
地摆在那儿，而是费尽心思，将食物放在一个树洞里，猴子很难吃
到。正因为吃不到，猴子反而想尽了办法要去吃，猴子整天为吃而琢
磨，后来终于学会了用树枝努力地去够，把东西从树洞里够出来。

别人都很奇怪，对养猴子的人说，你不该如此喂养猴子。
养猴子的人却说，这种食物是很没有胃口的。平时，你给猴子摆

在跟前，它连看都懒得看，它也根本不会去吃。你只有用这种办法去
喂它，让它很费劲地够着吃，它才会去吃。你越是让它够不着，它才
越会努力去够。正因为猴子们很难得到它，在得到它时，才会珍惜。
是珍惜使不好的东西变为了好东西。

养猴子的人和养河马的人，从日常生活中都发现了一个真理，不
能“好好”喂养他们的动物。或说不管怎样，得让他们有点费劲，学
会去够，只有努力去够的东西，其实才是好东西。

生活中有许多我们并不需要的东西，但就是因为我们够着困难，
又十分费劲，还不一定能够得着，我们才去珍惜，才觉得它贵重。天
下有许多事，一旦容易了，就等于过剩，人们就会抛弃它。不管它是
多，还是少，它的原有价值都会被降低。

人世间，什么是最好、最宝贵的?解释多种多样。但有一条是准
确的，就是那些往往离我们最远，又最难够到的东西最为宝贵。当
然，这些东西有时并非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因此，珍惜，在生活中永
远潜藏着不可预知的变数。比如，我们常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把我们
十分珍惜的东西想方设法弄到手，但在过后的日子里，我们却发现，
这种千方百计弄来的东西并没有那么高的价值。我们最终常常是把这
些东西放烂或是遗弃，但它却使我们懂得了珍惜，有了追求。

生活中，我们正是因为懂得了珍惜，才使我们无处不获益。总
之，拿一切“稀少”、“难得”当成宝贝，对一切够不着的东西努力去
够，是人类的本性。这种伟大的本性，也是生命不断延续下去的深奥
秘密。

珍惜的变数

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陈
赓，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早在1916年，13岁的
他就入伍参军，后因厌倦军阀混战
而脱离旧军队来到长沙，一面在粤
汉铁路湘局工作，一面继续读书，
参加了“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
体，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团体密切
接触，受其影响，他更加积极地投
身于革命事业。1922年12月，他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革命道
路。在此后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
30多年间，他凭着超人的机智和勇
敢多次化险为夷，闯过难关，在中
国革命斗争史上被传为佳话美谈。

侦察敌情机智脱险
1924 年 5 月，陈赓考入黄埔军

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相继
担任黄埔军校第二期入伍生连连
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次年6月上旬，驻在广州、表面
上接受革命政府领导的滇军总司令
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部，勾
结北洋军阀，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
府，乘黄埔军校学生军东征之机，
发动了叛乱。接到革命政府的命令
后，东征军连忙回师广州，在准备
向叛军发动进攻之前，指挥部派陈
赓渡过珠江侦察敌情。当时，留在
广州的革命部队仅有吴铁城的一个
警卫团，已和各机关一起撤退到河

南 （一些要人聚集在河南纺织路土
敏土厂旧址孙中山的元帅府内），北
岸市区尽皆为军阀部队所控制，只
有沙面一带可以渡江。陈赓遂脱掉
军服，换穿西服，租了一艘小艇北
渡。船到江心时，两岸的军队突然
隔江对射起来，那猛烈的枪声把划
船的姑娘吓得神慌意乱。但陈赓却
镇定自若，给她讲了许多革命道
理，使姑娘打起精神，鼓起劲头，
很快把船划到沙面。

和秘密的革命机关接上头以
后，陈赓就进入了广州闹市区。走
在街上，他碰到几个敌人正在沿街
散发反共反苏的传单，还有一捆一
捆的大量传单丢在地上没有拆散，
他就捡了几千张反动传单带回。自
此每趟外出，他就带一些在身上，
假扮作散发传单的人，遇到戴红帽
子的滇军要搜查，就塞过去几张。
这样一来，他得以到处走动、畅行
无阻。仅三天时间，他就摸清了广
州敌军主要设防情况，并绘制了详
细地图，一一标明了敌人的火力阵
地和部队位置。

当陈赓完成了任务正往回走，
行经惠爱中路 （今中山北路） 第一
公园 （今中山公园） 的时候，突然
与一股举着“拿获共产党就地正
法”的牌子的滇军军官学校的队伍
迎面相遇。这时他身上已没有反动
传单，正要躲开，却被他们捉住
了。因敌人怀疑他是黄埔军校学
生，故准备把他扭到南堤八旗会馆
杨希闵的司令部驻地交军法处审
讯。陈赓就骗敌人说自己是广东高
等师范学校学生，并掏出身上预先
准备的该校校徽给他们看。但敌人
哪里相信，带着他到学校里去对
证。幸好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门房
是个革命的同情者，对杨、刘叛军
在广州市内的无恶不作早已十分憎
恶，因此当即承认陈赓是该校学
生，使他得以脱险，安然返回河南。

根据陈赓提供的准确情报，东
征军于 1925 年 6 月 12 日发动进攻，
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一举消灭了
杨、刘叛军，由此广州革命政府转

危为安。
受伤掉队绝境逢生

南昌暴动失败后，起义军被迫
撤离南昌，时任贺龙的第20军3师6
团1营营长的陈赓，也随部向广东进
发。1927 年 8 月 24 日，作为起义军
先头部队的 20 军第 3 师，一到会昌
附近就和钱大钧部交了火。按照预
定计划，3师原本于拂晓向敌军发动
进攻，但由于部队走错了路，耽误
了时间，使攻击延迟到早晨8点才开
始。陈赓率所部 1 营由正面发起攻
击，攻下了3个山包。因原计划从两
翼包抄夹击敌人的部队没有按时赶
到，使1营陷入孤军深入，受到敌军
4个团堵截的境地。打到中午，我军
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而1营官兵已
没了弹药，在兵力上占优势的敌军
乘势疯狂出击，陈赓为了保存实
力，被迫下令撤出战斗。

撤退时，陈赓走在最后，不幸
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
断，胫骨被打折，无法行动。见敌
人的追击部队蜂拥而来，他赶忙脱
去身上制服，从山坡上滚下去，掉
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这时一
直不离左右的副官卢冬生也跳下来
照顾他，任凭陈赓怎么劝说，他就
是不走。不久，有几个敌人走下山
坡来搜索。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
卢冬生机警地钻进附近的草棵里藏
起来；陈赓则用手把腿上流出的血
抹了一身一脸，以迷惑敌人。当敌
人走近的时候，陈赓仰面朝天，咬
紧牙关，屏住呼吸。结果敌人上了
当，只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直至下午4点左右，叶挺带领的部队
反攻上来，才把敌人打垮。听到山
上人叫马嘶，陈赓怕是敌人溃退下
来，仍不敢动。由于他身上仅穿背
心和短裤，当我军的搜索部队走过
来时，误把他当敌人打了一枪托
子。他略微睁开眼睛，见他们脖子
上都挂有红带子，方知是叶挺的部
队反攻上来了。他挺起身说明是自
己人，卢冬生也走出来证明。

这样，陈赓便被战士们用担架抬
着进入已被我军占领的会昌城里，见

到了周恩来、叶挺等许多同志。然
后，陈赓带着伤随起义军向福建的汀
州（长汀）、上杭一带挺进。

汕头治疗险情不断
1927 年 9 月 30 日，为了摆脱被

广东军阀和国民党军围攻的危局，
起义军被迫放弃了汕头。撤离之
际，周恩来曾派人将一大笔钱送往
在汕头一家日本人开办的博爱医院
里接受治疗的陈赓等伤病员，但因
故未送到，所以我军撤退的事陈赓
全然不知。

次日清晨，陈赓让卢冬生到起
义军总指挥部在汕头的驻地畸庐去
看看。卢冬生一出门，就看见正开
进城来的国民党军队。街上已看不
到起义部队的踪影。卢冬生赶忙把
这个情况告诉了陈赓。俩人正在着
急，医院的日本人又来下逐客令，
要把他们赶出去。日本人指着陈赓
说：“你是共产党，我们对你的安全
不负责任。”这时，医院里有个护士
李小姐赶紧站出来帮陈赓说好话，
并叫他给了日本人一些钱，但仍无
济于事。于是这位李护士和医院的
一位清洁工人便偷偷地把陈赓搬到
工人住的房间藏起来。当国民党军
队到医院来搜查时，没能发现陈
赓。事后，那位清洁工人被医院院
长开除了。时隔不久，国民党军队
又来医院搜查，李护士就把陈赓藏
进厕所里，再一次救了他。

此后，李护士又把她的姑母、妹
妹叫来照顾陈赓。因形势险恶，风声
很紧，她们一面照顾陈赓，一面四处
找船。直到10月初的一天，才找到一
只小船。她们先把陈赓转移到靠近
海岸的汕头旅馆，然后很吃劲地连拉
带推，将小船弄到旅馆跟前，让陈赓
坐上去。她们就用这只小船把陈赓
一直送到开往香港的轮船上。刚上
轮船，就有一伙国民党士兵前来搜
查，拘捕了不少起义军官兵。当敌人
要盘查陈赓时，李护士机智勇敢地
说，这是她们医院里的病危患者，需
要由她伴送去香港转院治疗。敌人
遂放过了陈赓。直到轮船开动，李护
士才放心地离去。

三次历险的陈赓
早晨起来，天是阴的。去洗澡，热水器坏了。天气预报说今天

有冷空气，翻遍衣柜，找不出一件换季的衣服。出去锻炼，二楼的
老太太一步一跟，家长里短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回来，老公仍在
沉睡，厨房里冰锅冷灶。我饿着肚子去上网，邮箱里编辑留言说稿
子没有通过。昨天买的股票今天跌了百分之四。妈妈打电话来说，
爸的老毛病又犯了……

生活总是这样，外面是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却爬满了虱子，
缺憾和失意，让日子时时瘙痒，却无可抓挠。

正心灰意懒，忽然接到朋友的电话。朋友开口便连连叫苦：“昨
晚又只睡了三个小时，失眠，什么办法都试了，不管用。真羡慕
你，睡眠那么好，幸福啊!”

我，幸福吗?握着话筒，我有些发怔。幸福，好像很久没有想过
这个词了，总觉得不快乐，不知道哪一天和幸福走散了，从此便越
走越远。却原来，每天晚上能美美地睡个觉，就是幸福。

我立刻又给另一位朋友打电话，问她：“你觉得我幸福吗?”她
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当然。你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用天天
打卡上班;你老公那么疼你，做饭洗衣都不用你管;你的房子多漂亮
啊，窗外就是花园……”

忍不住想笑，我有这么幸福吗?反问她：“那你觉得自己幸福
吗?”她停了一下，叹气：“我和他又吵架了，这次说不定真要掰了;
我爸前两天摔伤了胳膊，他又不肯来我这儿住，我要去照顾他，还
要管店里的生意，累得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哪有什么幸福啊?”

放下电话，想了很多。在朋友眼里，我是一个幸福的人。不失
眠，为了兴趣而工作，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家庭幸福美满。在
我的眼里，朋友也是幸福的。第一位朋友家境优越，温婉可人，有
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有一个可爱的女儿;第二位朋友漂亮能干，自
己开着三家连锁店，有车有房。但是，这都是别人眼睛里的幸福，
我们自己的眼睛，只看到了自己的不如意。

那么，能不能换个位置，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呢?父母身体不
好，毕竟他们还在;老公赚钱不多，却对自己温柔体贴;工作虽有挫
折，却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楼上的老太太虽然唠叨了点，但做了
好吃的，总不忘送我一碗尝尝;房子虽然不大，但每天可以在阳台上
安安静静地晒太阳;小城虽然不够时尚繁华，但宁静安稳，可以从容
地生活……

借别人的眼睛看自己

小时候听过一
个 笑 话 ， 一 直 记
着，但是一直也没
弄明白那其中的玄
妙。说是有一个傻
子，低着头在雨中
走，慢腾腾地，就
那么在雨中走。路
人头上顶着各式各
样的雨具或者充当
雨具的东西急急忙
忙 地 从 他 身 边 跑
过，一边跑一边还
喊 ：“ 嗨 ， 傻 子 ，
快点往前跑啊，下
雨呢!”傻子不紧不
慢地回答说：“前
面 不 是 也 在 下 雨
吗? 因 为 天 性 愚
钝，我一直不明白
故事里的傻子到底

是不是个傻子。”
有一次，我和三个成功人士偶然流落到了同

一个荒岛上，就拿这个笑话请教他们：你们认为这
个傻子究竟是不是很傻呢?这三个人刚刚烤干了
他们的衣服，心情舒畅了一点，再加上我刚刚给他
们每人送上了一块烤得喷香的山羊肉，承蒙他们

的耐心，就给了我一点意见——如果不是在荒岛
上，这样的意见拿一块山羊肉恐怕是买不来的。

第一个人是某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他表情庄
严地说：“据我所见，这个傻子并不是个傻子。
傻子为什么不快点跑呢?因为他是个懒人，懒人
总是以愚蠢为借口的。”

第二个人是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代表这
个社会知识与财富二元的完美结合，他稍微思考
了一下，用推究的口吻说：“我想，傻子大概是
没有学过二元方程式吧，像这样简单的时间和雨
量的二元算式只有文盲才不懂，我看他不是傻
子，是文盲。”

第三个人我倒是没有弄清楚他的身份，看那
两个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当非凡类。他听了
前两人的回答后，轻轻摇了摇头，面色凝重地
说：“傻子提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啊，前面也在
下雨，我们无处可逃。傻子不傻，他是先知啊。”

这三个人的回答当然令我受益匪浅，但是因
为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一直弓着腰，所以不由
得觉得他们的回答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似
乎天上真的在下雨，而我又没带雨具一样。这样
一来，我就觉得很不满足，似乎我的问题并没有
得到圆满的解答。

恰在此时，又有三个人也流落到了这个荒岛
上，他们是草根的一族，见到有火，并不避讳什
么，脱光了衣服就来烘烤，也不等我邀请，就吃
光了剩下的那些山羊肉。我等他们安顿好了，就

拿同样的问题来问他们。三个人一致认为这确实
是个傻子，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不是傻子，至
少也应该拿一个什么东西当雨具顶在头上吧?”
另一个人说：“他如果不快点跑到前面，怎么知
道前面是不是在下雨呢?”第三个人说：“下雨
了，他也不想着快点回家收衣服，还慢腾腾地在
雨地里走。”

这三个人的回答使我们的讨论热闹了起来，
有人还得出一个结论：假如前面有躲雨的地方，
不如跑快点去躲雨，但是假如前面一片旷野，再
跑也不过一身湿，还不如像傻子一样悠着点。

这样讲了一阵笑话，天上真的下起雨来，人
们立刻躁动起来，纷纷站起身，四散奔逃。我在
后面大声叫他们停下：喂，这里是个荒岛，没有
躲雨的地方，不是说好了悠着点的吗?有人情急
之下给我撂下一句：“嗨，老天在下雨，我们总
得干点什么吧?”

直到现在，我仍觉得，那是我得到的最好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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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子
《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