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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后门东侧有一

棵树，这棵树在那里长了

多少年，似乎没有人留心

过。似乎在记忆中，它始

终那么粗，那么高，没见

一点变化。

小区后门外树很多，

之所以只注意到它，是因

为它每到夏天就生很多

很多虫，一条条的虫悬在

一根根细丝上，参差错落

地垂下来，树叶几乎是没

有的，光秃秃的树只有成

百上千条虫为伴，看上去

很恶心，大家走到这里，

总是尽量避开，唯恐碰上

虫子。久而久之，树彻底

成了“虫树”，即使到了春

天，树上短暂的长出绿叶，

人们因为清楚它的历史，

也总习惯性地离它远远

的。我也和所有人一样，

经过后门时，总想方设法

离树远一点，上面一条条

蠕动的虫子实在让我起鸡

皮疙瘩，有时不小心踩了

掉在地上的虫子，那种刹

那间的柔软，伴着细微的

液体扑哧的声音，事后想

想还是很恶心。

出了小区后门往东

边再走 50 米，就是一所

在我们当地很有名的幼

儿园，孩子穿着统一的园

服，朝气蓬勃地从幼儿园

放学出来，很多都要经过

这棵树边，远远的家长就

把孩子往自己身后拉，唯

恐孩子碰到虫子，有几个

顽皮的孩子拿一截长长

的树枝拽虫子，也很快被

制止，意犹未尽地回家

去。

这天我路过幼儿园

正值放学时间，孩子们蹦

跳着冲出大门，三三两两

一起向家走去，家长也三

三两两地跟在后面。快

到树前，家长们加快了步

伐，追上自己的孩子，试

图拉扯他们远离那棵病

树。胆小的女孩乖乖地

绕过，可有两个小男孩试

图去弄个虫子玩，却立即

被大人喝止了。

“这棵树真可怜，为

什么有这么多虫却没有

医生帮它治病呢？”一个

孩子幽幽地说。

一边的爷爷解释：

“以前应该也打过药水，

结果没作用，所以就没人

管了。”

孩子很不满意这样

的答案，“为什么不继续

给它治呢，多治几次也许

就好了，不会被这么多虫

子欺负了。”

……

听到这段对话，我不

由走进这棵树，仔细看了

看它。因为没有叶子，所

以我不知道这是棵什么

树，因为它总病着，被虫

吸取了本属于它的营养，

所以它总是瘦弱的，看不

出它应有的挺拔和茁

壮。是啊，它本该是一棵

和边上所有的树一样葱

绿的，健壮的，可只有它

没有叶子，没有绿色，只

有千百条恐怖的虫子把

它侵蚀着。我们日日走

过，天天鄙夷，却没有人

像孩子这样替它的命运

可惜哀叹着，没有人想到

过，如何替它改变命运

……

回头想想，生活在尘

世中的人又何尝不是如

此，我们为流落街头的乞

讨者叹息,却担心他们是

骗子所以不甘施舍分文；

我们为电视中贫瘠土地

上的人们生活艰难哀伤,

却推说国家的责任而置

之不理；我们为挣扎于城

市的打工者生活艰辛而

抱怨,却不能时时刻刻善

待他们；我们为医院里被

病痛折磨的孩子而揪心,

却总以为会有别人帮助

他们而自己泰然处之

……我也是曾是其中一

个怨天尤人、自我安慰、

自我保全的人，我也曾在

利益面前把自己的私心

用美妙的借口掩饰的人，

我也是一棵生病的树，不

同的是，树无法把身上的

虫自己赶走，而我却是亲

手培养了一条条虫放在

自己心里。

总相信“世上还是好

人多”，因为如此，所以我

们总相信利益会倾向于

自己，可有多少人想过，

没有付出的我们，凭什么

只想获取？病着的树似

乎可以被忽视，可病着的

人又该由谁来医治？

就算总是绕开那棵

树，可我知道，那些虫子

缠在树上，也缠在我们心

里。

何谓英雄？大凡英雄

者，文经武纬，胸容四海，志

在社稷，有“天为棋盘星为

子”的气概，有“地为琵琶路

为弦”的壮志。

看那历史的天空，号角

连营，金戈铁马，沙尘滚滚。

千载悠悠史，英雄者辈出。

有道云：“胜者为王，败

者为寇。”提起这句话，很容

易让人想到刘邦和项羽。

有人说刘邦是小人。因

其人心过于曲折，且善伪装

诡辩。韩信初投刘邦时，刘

邦不予大任，后经萧何说之

以利害，月下追韩信，刘邦方

才登坛拜帅，托付军中大任，

并言，统百马之师，吾不如韩

信。至刀枪入库之日，因怕

韩信功高盖主，终借故杀

之。刘邦如此工于心计，非

真英雄也。

有人称项羽为“失败英

雄”，易安居士亦有诗曰：“生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

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然而，曹孟德曾有言曰：

“英雄当有包容宇宙之机，吞

天地之志。”项羽匹夫之勇，

非真英雄也，刘邦能屈能伸，

才是“伪小人”。

垓下一战，项王兵败，

如能知错改过自新，卷土重

来，亦可有转机，所谓“江东

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

知。”然项羽只因“无颜见江

东父老”而无力自拔。更没

有勇气面对眼前的失败，自

称“时不利兮”，于是以乌江

自刎作为逃避。尚想，性命

都已保不住了，还要虚假的

面子有什么用呢！项羽至

死也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上

与战略上有错误，而归罪于

天。难怪有人称其为“一浑

人尔”。

刘邦夺取天下，依靠的

主要就是韩信这一将领。韩

信在外能攻城掠地，在内可

以辅佐君王。这样的奇才能

甘心为刘邦效力，可见刘邦

的用人之精。韩信初投项

羽，虽经亚父范增引见，却只

被安植了执朝戟郎的小官，

后投奔刘邦，经萧何推荐，刘

邦不计前嫌，授予他治粟都

尉的官职。后韩信展现其出

色的军事才能，刘邦又全权

托付军中大任。至马放南

山，韩信收留项羽昔日部下，

刘邦虽勃然大怒，却只削去

其“楚王”封号。在得知韩信

被吕后赐死后，以国君之礼

安葬，并言明韩信之后世代

为候。

刘邦才是真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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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有点意思；再读，

有味道！

掩卷品味，近 400 页的

《追寻龙图腾》（安徽文艺出

版社 2012 年 9 月出版）里活

脱脱跃出一个率性、潇洒、幽

默的阳刚汉子。带着积极热

辣的入世精神，或诗意、或思

辨地表达他超脱的出世情

怀。

如果说一部作品的生命

力源于个性，那么，《追寻龙

图腾》里洋溢着勃勃的生机

和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其鲜

明的个性。在35万字的空间

里，作者谈笑风生、嬉笑怒

骂、山川景色、世间百态、随

手拈来。他写得酣畅淋漓，

看官读得畅快过瘾。合上

书，这才发现，平淡的生活，

貌似琐碎枯燥，只需笔墨轻

轻点拨，便也可以如此新鲜

青翠，活色生香。

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作

品，作者归纳为散文、杂文、

随笔和游记四大类，分别以

“散淡心情下的闲适文字”、

“杂言碎语里的析文论理”、

“随心所欲中的笔墨春秋”与

“游东逛西时的情景记录”做

了直观的分类诠释，并将“散

文”、“杂文”、“随笔”与“游

记”巧妙地嵌藏其间。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

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

地，不竭如江海。”孙子说的

是兵法，但为文之道亦是如

此。先看看这些文章的标题

吧，《孤独，令她明亮》、《味道

之外的味道》、《好鸟，话不能

多》、《好马也吃回头草》、《在

圣彼得堡骂人》……有点奇，

有点怪，一副不走寻常路的

派头，另类思维让文之章法

变幻无穷。于是看官便随着

作者的牵引，很想瞧一瞧他

究竟要带给我们怎样一条独

具特色的蹊径。

“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来

看，这里所谓的天意，不过是

事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时，

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以

非常偶然的形式出现了。这

种事物发展变化的偶然性，

有的给人们以非常突兀的感

觉，是常理不好解释的。”

——这是散文《天意里

蕴涵的哲学意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

岂不是受罪吗？况且，春光

难再，逝者如斯，红杏来一次

出墙，一生最美好时光中的

出墙，只是希望墙外有人能

欣赏自己，甚至是摘了自己

去，使自己得到一生中最为

快慰、最为灿烂的结局，也不

枉了自己的‘红’，不枉了自

己短暂的一生。”

——这是杂文《红杏出

墙为哪般》

“浅爱，是那种淡淡的

爱，却是能够持久的爱、细水

长流的爱、一生一世的爱。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持久的，

都不是热烈的。”

——这是随笔《学会浅

爱》

“走在镇中那条河石铺

成的街路上，春雨，刚刚为之

洗去了泥淖，一块块的河石，

如同被人仔细地擦拭过一般

洁净，实在是令我不忍下脚，

甚至有了想弯下腰去，亲手

抚摸一下那河石的冲动。街

两旁的屋宇，墙体斑驳，表露

出经历了无数风雨的沧桑；

墙脚下，浓重的青苔，默默地

述说着过去岁月的艰辛。”

——这是游记《雨后探

访桃花潭》

随性的散文，个性的杂

文，率性的随笔，知性的游

记，一一铺陈，以耿氏特有的

幽默睿智的语言贯穿其中，

自有一份鲜活的洒脱洋溢在

字里行间。写作是快乐的，

对于生命和生活，我们总是

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作

者选择以文字来宣泄和分

享。既不为稻粱谋，也不是

穷愁著，作为当地政府部门

的一名要员，作者自称“借俸

著书”。在繁忙的公务之余，

他不打牌、不抠麻、不喝花

酒，爱的就是琢磨文字。跟

随他多年的司机大哥说，出

差的时候，忙完工作，他喜欢

一个人出去走走，信马由缰，

回来之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

里写写画画。那个时刻，他

是纯粹的，不依附、不从属。

灵魂纯净，心手合一。文字

是形式，思想是内核，他尽情

地表达他自己。世界在他心

中，万物笔尖流露。直抒胸

臆，既是件快乐的事儿，也是

一件简单的活儿。

人一简单，境界就阔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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