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人们都懂得宽容他人的重要性，并
以此作为衡量人心善良的一个标准。但很多人
并不知道宽容自己其实更重要，这是导致人们
生活诸多不幸和痛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位心理学家在劝慰一个不肯原谅自己的
人时这样说：“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也会有过失，
所以我们应该原谅自己的脆弱；我们不是圣人，
我们也会有迷失，所以我们应该原谅自己的错
谬！”

曾几何时，我也被消极悲观的情绪所影响，
在自我否定的旋涡中来回打转，总觉得自己什
么都做不好，做任何事都没有信心且极度自卑，
甚至一度产生厌世轻生的念头。为了不让自己
陷入毁灭的深渊，在我还算清醒的时候，我选择
去找心理医生帮助我打开心结。

医生建议我，在出现自责强迫症时，不妨多
给自己一些自我暗示，比如，我很好、我很优秀、
我很能干等，尽量想象并展现自己最好的一
面。他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爱写作，他就推荐
我给报社投稿，写一些人生感悟。由于报纸上
刊登的内容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这就要求我必
须纠正自己的思想，用积极阳光的心态去思考
人生。没过多久，我的文章见报了，这给我巨大
鼓舞，表明了我的心态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随着我的文章被发表的越来越多，我明显感觉
到，我已经开始肯定自己。通过写作和良好的
心理暗示结合的方法，半年后，我果然走出了消
极生活的阴影，迎来了充满希望和阳光的生活。

自我宽容不仅是创建心理平衡的一种手
段，更是保持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的
坚定基石和养料供应机。

人的心就像一块贫瘠的土地，充满了自我
憎恨的荆棘和绝望而焦虑的石块，还有一棵叫
自卑的枯藤要修剪。如果能把这些影响花草生
长的杂物都清理掉，土地将变得适宜播种，你撒
下快乐的种子，种下喜悦的小树，再加上阳光雨
露的滋润，并伴着浇水施肥，用爱和关怀精心照
顾它，那将会收获无比丰硕的果实。

这，就是自我宽容的力量！
一开始，也许小树生长得很慢，但是请不要

停止，继续细心照料它，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小树终会茁壮成长；就像你的心一样，只要你选
择乐观的思想，并放弃自我憎恨的念头，学会宽
容自我，最终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孔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单单是
说别人，也在说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会犯错，所
以生活中出现失误是很正常的，如果认为自己
不能完美地做好某件事，就是一种过错的话，那
就等于不给自己机会。

生活质量的提高、事业的发展壮大都需要
时间，刚开始时也许感觉不会太好，但是只要学
着给予自己一些宽容和自我肯定，你会发现，其
实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糟糕。我们不会
在一天之内就能学会宽容自己，但是如果我们
每天能多宽容自己一点，日积月累，慢慢地，我
们会真正明白，自我宽容，是一件多么美好的生
活方式。

所以，请学会宽容自己吧，不要让“自我否
定”成为一种习惯模式。如果你现在就能宽容
自己、接纳自己、对自己满意，那么，你会感觉到
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那些曾经在你眼中的
不完美，都已经成为了完美，你会觉得幸福无
比，因为你会看到那个不同于以往的更加洒脱
豁达的自己。

孙子从幼儿园回到家，一进大门就欢快地
大喊：“奶奶，快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然
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圆溜溜的绿色小“珍
珠”。我接过一看，原来是还没有成熟的酸枣
儿。我说：“哇，好漂亮的太行酸枣儿！你在哪
里弄的？”孙子自豪地说：“我同学送给我的。”
说完又眨着大眼睛问我：“奶奶，它为什么叫太
行酸枣儿啊？”我说：“因为它生长在太行山
呀！”

孙子的话让我想起三年前的深秋，我和老
伴儿在山上采摘野菊花时，看见几棵野生酸枣
树。酸枣树虽然只有擀面杖般粗细，但浑身枝
杈挂满了鲜红的果子，一颗颗饱满圆润、鲜艳
欲滴，在绿叶的衬托下犹如绿色幕布上镶嵌的
红宝石。我禁不住“美色”的诱惑，冒着被刺扎
的危险，把几棵树上的酸枣儿都摘了装在塑料
袋里，准备拿回家给孙子们玩，也让他们尝尝
酸枣儿的味道。

我们在下山路上，迎面过来一支打着旗子
的旅游团队，几个年轻游客看到我手里提的酸
枣儿问我摘的什么果儿，我随口答道：“太行酸
枣儿。”没想到他们特别感兴趣，问我能不能把
酸枣儿卖给他们。我说：“如果你们喜欢就拿
去，不要钱！”领队那个女孩儿笑着说：“阿姨真
豪爽，标准的太行山人！”我说：“谢谢夸奖！太
行山上酸枣儿多的是，这些送给你们留个纪
念，祝你们玩儿得开心愉快！”几个俏丽的姑娘
异口同声地说：“谢谢阿姨！谢谢您的太行酸
枣儿！”

说起酸枣儿，我的口水不自觉地流了下
来，小时候真没少吃这酸掉牙的小东西。那时
候粮食紧缺，一日三餐稀汤寡水不顶饥，而且
没有可吃的零食。有一天，我们姐弟三人饿得
四肢无力、昏昏欲睡。父亲从外边回来放下锄
头，从怀里掏出一把酸枣儿，红红绿绿的十分
可爱，我们抓起来就往嘴里填。酸枣儿核大皮
薄，几乎没有枣肉，放进嘴里一股浓浓的酸味
儿慢慢扩散，仿佛能酸掉牙齿，弟弟“哇”地一
声吐了出来。就在我被酸得不能忍受想往外
吐时，忽然感觉有一丝甜在舌尖上蔓延开来。
那种酸中有甜、甜里带酸的感觉竟然回味无
穷，含在嘴里越久甜味越浓。

待回过神来问父亲是在哪里摘的酸枣儿，
父亲说：“村西北角岗半坡处，那里可是刺窝
子，你们细皮嫩肉的千万不要去摘，想吃了爹
趁空去给你们摘。”我们知道父亲很忙，等他有
空不知得等到什么时候，想吃酸枣儿必须得靠
我们自己。我和姐姐商量后决定，等父母上
工，我们把三岁的弟弟放到奶奶屋，然后去摘
酸枣儿。我们二人沿着田埂走了一两公里曲
曲弯弯的小路，才找到那个长酸枣的地方。那
里果然荆棘丛生，酸枣树周围长满了野生枸
杞、蒿草、茅草、牛筋草、鬼圪针等，一棵棵长满
针刺的酸枣树被围在中间难以靠近，玛瑙似的
酸枣在枝杈上轻轻摇曳，似乎在向我们招手，
鼓励我们不要退却。我和姐姐仿佛心领神会，
勇敢地扒拉开那些杂草，钻进野草丛中，不顾
荆棘的刺扎和蚊虫叮咬，一人拽住树枝一人采
摘，默契配合，每人摘了满满两口袋酸枣儿。
酸枣儿虽然填不饱我们的肚子，但在那物质匮
乏的年代，在幼小的心灵深处，多了一缕萦绕
舌尖的童年味道，每每想起就直流口水。

“奶奶，酸枣儿能吃吗？”孙子的问话把我
从回忆中拉回来，我连忙回答他：“长红了可以
吃，不过很酸，很多人都不敢吃。”孙子说：“等
我长大了把它做成蜜饯，肯定受欢迎！”“那好
啊，等你把太行酸枣儿做成蜜饯，奶奶一定大
饱口福！”

又是一年秋来到。虽然立了秋，但空气依然被酷热
包裹，可心里分明有了一丝挣脱燥热浮躁的希望。

秋就在眼前，它是美丽的、收获的季节。听那阵阵蛙
鸣此起彼伏；看那满塘的荷花盛开飘香；狼尾巴似的谷
穗、饱满的玉米棒呈现一派丰收景象；压弯枝的累累果实
让人喜在眉稍。但那一声声撕心裂肺的蝉鸣，为即将死
去的自己和夏天唱着最后的挽歌。悲切缠绵里有深深的
不舍，也有无可奈何的绝望。古人对于秋天有许多切身
的感受。林黛玉有感于和贾宝玉的爱情前途渺茫，听着
窗外的秋风秋雨，于是写下了“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
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的凄美诗
句。穷困潦倒、年老多病、流寓他乡的杜甫写下了“无边
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
病独登台”的悲凉诗篇。秋也是一个萧杀的季节、一个寂
寥的季节。但一切都已成为定局，一切终将过去。

许多东西似乎垂手可得，但不属于你的，就不必白费
力气自寻烦恼。如同明明属于秋的硕果，迫不及待在盛
夏采摘，终究是苦涩痛苦和浪费。有些高度，达不到，就
不必为讨好别人委屈自己，勉为其难地挣扎向往。放下
执念，活在当下，既已错过春花，而秋月依然可待。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怨恨夏的热情，所有的经历都是
一种历练。感恩所有的遇见吧，那些火热，那些深情，那
些迷失慌乱和爱恋，都曾真切地让我们开心快乐过。放
下，何尝不是一种成长？

有一天，当我们痛苦失意时，想起那分美好，能让我
们嘴角上扬笑着摇头，能让我们昏花的双眼湿润，能让我
们心底涌起一股暖流，能让我们灵魂安然平和，又怎知那
些过往不是抚慰我们历尽沧桑疲惫不堪心灵的一笔难得
的财富？

四季可以轮回，人生却没有复路。走过了就不必回
头，让所有的忧伤或欢乐与岁月一起沉淀。必定，人生的
终点在前方，珍惜眼前才是最真实的释然和开悟。

己是秋天了，挽起日渐如霜的发丝缕缕，携着属于自
己的欢乐或疼痛，准备迎接一场人生无法逾越的秋收秋
凉，继续执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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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娟

美好生活
从宽容自己开始

□程磊磊

太行酸枣儿
□刘松梅

你诗情画意款款而来
梦幻出大地五谷丰登
稻菽飘香的金色乐章

你嫣然若曦盈盈而来
璀璨出大地丹枫迎秋
橙黄橘绿的秀丽景象

你美目流转徐徐而来
妖娆出大地山高水长
云淡风轻的旖旎风光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你是唯一一个
被称作金的季节
金风送爽，金秋时节
金桂飘香，金色满园

说的全是你

唐代诗人王维赞你曰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你清新雅致柔情似水
挥一挥衣袖
娴静了蓝天的白云
点亮了斑斓的红叶
浓郁了游子的乡愁
唯美了中秋的婵娟

你暗香疏影卓尔不群
燃一堆篝火
烟火出夕阳西下
农家小院的欢乐时光

秋
□侯思亮

今年77岁的武良庆站在村口，
热情迎接记者一行。他是葡萄峪村
党支部原书记，去年才退下来，也是
记者此行所要采访的对象之一。从
1943年至今，武良庆家中走出了11
位军人。其中，有3位残疾军人、5
位烈士。

武良庆与记者一行握手相见。
他的手宽大、粗壮且有力，像把铁
耙。武良庆笑着说：“山里人的手都
是干活的手，每天到处刨食。战争
年代，住在山里的人只要勤快些，就
饿不死。”

1938年12月，“许河事件”发生
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国民党顽
固派破坏。仅存的革命队伍经葡萄
峪、蚕坪、茶棚等北部山区村庄，抵
达抗日根据地山西陵川。

1943年秋，“老二团”（八路军第
二纵队新编第一旅第二团）从陵川
下山，在修武县西村乡金岭坡村成
立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并围绕金
岭坡、葡萄峪等村开展革命活动，在
焦作北部山区掀起了参军热。

武良庆说，葡萄峪的景色美得
很。他指向沟底说：“那里有个村，
叫二股村，村里有二股泉，泉水清
澈甘甜。离葡萄峪村不远有个黄龙
洞，水旺得很，葡萄峪人喝的水都
是从黄龙洞里引来的山泉。葡萄峪
下辖蚕坪、二股、宝岭等 7个自然
村，以前是个大村，人口约600人。
现在就剩下20多户了，在册人口仅
47人。”

坐在房顶的石凳上，望着青山
绿水，武良庆与记者攀谈起来。

由来 葡萄峪里话乡情

葡萄峪，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顾名思义，它曾是长满葡萄的山谷。

山里有野果、泉水，道路闭塞、
信息不通，没人打扰。在战乱年月，
这里就是世外桃源。

很久以前，一群逃荒人不约而
同来到葡萄峪，看见了漫山的野葡
萄。其中，一棵野葡萄树主干粗如
水桶，藤茎攀沿四周，覆盖了大面积
的山坡。酸甜的葡萄滋润了又饥又
渴的逃荒人，他们在此搭建草庵定
居下来，并为这里取了一个美丽的

名字——葡萄峪。
这群逃荒人在葡萄峪
繁衍生息，在山坡上
开垦层层梯田。

一年下来粮食
产 量 虽 然 微

薄，但加上
山 里 的 野
味，尚可果
腹。因此，
那个年代的

葡萄峪也是“长寿村”，村里70岁以
上的老人很多。

如今的葡萄峪依旧很美，城里
人不断慕名而来。可山里的年轻人
都想往外走，开拓新生活。

武良庆很恋家，他不相信葡萄
峪就这样被时代遗忘了。2002年，
他当上村委会主任后，就和当时的
村党支部书记郑庆山齐心办实事。
2003 年，葡萄峪通上了自来水；
2004年通电，告别了煤油灯；2005
年修路，一条水泥路弯弯曲曲延伸
到了葡萄峪新村；2013年，从葡萄峪
新村向蚕坪修路。

武良庆回忆，通往蚕坪的路很
难修，请了两位测量专家到现场“把
脉”，都无从下手。最后，他当起了

“土专家”，硬是用布条系在灌木上，
一段一段地量出了3.5公里的路线。

武良庆说：“路通了，有水了，有
电了，山外的孩子们每逢周末来家
里看看老人，葡萄峪又有生气了。”

最近，武良庆得知政府准备利
用黄龙洞、二股泉开发葡萄峪。他
高兴地说：“葡萄峪曾是英雄的村
庄，一定不会甘于落后的。”

礼赞 英雄山村葡萄峪

最令武良庆骄傲的是，他出生
在一个红色家庭。他的父亲、伯父、
叔父全是伤残军人。他的一个亲舅
舅、四个叔伯舅在抗战后期参军，全
部壮烈牺牲。

当兵就要流血流汗，武良庆比
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可后来，他毅
然将两个儿子、一个孙子送到了部
队。

武良庆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一
个铁盒子，一边告诉记者：“俺家对
部队有着深厚感情。”

铁盒子里珍藏着多枚纪念章：
1950年“华北解放纪念”、1949年4
月21日“渡江胜利纪念”、1948年11
月5日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
役胜利纪念”、“解放华中南纪念”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
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等。

武良庆介绍，这些纪念章一部
分是父亲武元甲的，还有一部分是
伯父武元旭、叔父武元尊的。

1943年秋，“老二团”从陵川下
山，在金岭坡、葡萄峪一带活动，吸
引一大批青年参军。

1944 年春天，刚满 18岁的武
元甲和葡萄峪的几位民兵一起加入
了修武县大队，大队长是大名鼎鼎
的老红军江春贵。武元甲和战友经
常从西村乡的大东村翻过南山，到
修武、待王、焦作一带袭击敌人。
他们白天隐蔽在龙门、石瓮等村子

里，傍晚出发战斗，黎明归来，一夜
行军100公里左右。他们背的武器
是汉阳造步枪，平时只有两发子
弹，最多时有七发，另外还有三颗
手榴弹。冬天里，武元甲和战友冻
得直哆嗦，碰见马粪堆，就把脚伸
进去暖和。

1945年秋，武元甲当了班长，
带领战友攻打沁阳城。沁阳城墙又
厚又高，还有护城河，易守难攻。
武元甲登上云梯时，突然感觉腰间
一沉，知道自己中了枪，强忍剧痛
爬出护城河，昏倒在高粱地里。几
个月后，武元甲在山西痊愈，办理
了退伍手续，被定为二等甲级伤残
军人。回到葡萄峪后，武元甲被任
命为葡萄峪联村的治安主任。
1946年秋，国民党进攻修武县山区
根据地时，武元甲掩护群众转移到
了安全地带。

武元旭抗战后期先当民兵，后
来加入修武县大队，随后被编入太
行军区47团，1949年3月被编入15
军45师133团，任2营5连排长，跟
随部队渡过长江作战，多次负伤。
武元尊1946年参军，是太行军区46
团特务连战士，后随部队渡黄河、翻
越大别山，参加了渡江战役。新中
国成立后，他又在大西南和川南参
加剿匪战斗。抗美援朝战争时，他
参加了上甘岭战役。

1952年，修武县政府为叔父家
挂上“杀敌英雄”牌匾时的情景，武
良庆至今仍清晰记得。他说，那天，
锣鼓敲得震天响，葡萄峪联村的干
部群众都来祝贺，他们一家人的脸
上都泛着光彩。后来，武元旭与武
元尊转业至四川工作。

提起壮烈牺牲的舅舅，武良庆
难掩悲痛心情。他说，外公姓王，也
是葡萄峪村的。三个舅舅中有两个
在荒年饿死了，另一个舅舅王子义
加入修武县大队，后来壮烈牺牲。

“舅舅的遗体埋在哪儿都不知
道，外婆整天哭，哭得双眼红肿。另
外，我外公有四个侄子，名叫王子
金、王子银、王子温、王金玉，都是在
抗战后期参军，也全部牺牲了。”说
着说着，武良庆的声音哽咽起来。

葡萄峪，真是英雄的山村！据
统计，这个小小的山村竟有20多位
烈士。

走访葡萄峪，听一段红色故事，
青山绿水同悲鸣。

回望葡萄峪，看一幅壮美图景，
碧崖花开披霞光。

图① 武良庆（中）站在村口指
向对面的山头，讲述葡萄峪村的由
来。

图② 武良庆手捧纪念章向记
者讲述父辈们的革命故事。

本报记者 王玮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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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峪：

本
报
记
者

王
玮
萱

在修武县西村乡深山区，有一
个美丽的村子，名叫葡萄峪。

汽车沿着平坦的景观公路开至修武
县西村乡宋营村，由此进入一个岔路口，
便越走越深。窄窄的山路，忽高忽低，汽
车一会儿在河底，一会儿在山坡，一会儿
又绕过一处“鲸鱼湾”。几番折腾下，便
见矮矮的石门里“藏”着一个村子。这里
安静极了，仿若时间在此点了一个顿号。

这，就是葡萄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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