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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自信无需铠甲
张健

以前看到一篇短文，说《明朝
那些事儿》的作者明月于江苏城
市频道录制节目时着装朴素，让
编导们一时愕然不解。面对询
问，他坦言：“真正的自信不靠外
在包装。”此语如一枚纤细却坚韧
的针，刺中了当下表面熠熠、内心
却贫瘠不堪的时代心理症结——
我们何其需要正视那份虚幻外壳
下的灵魂贫弱。

物质堆砌的攀比奢华，每每
是内心空虚又恐惧的掩护。这
种心理源于自我价值被不确定
的异化感所吞没，人们便贪婪地
攫取符号化的商品作为补救。
如当年明月一针见血指出的：

“攀比衣着物质生活的往往是穷
人或暴发户”，他们试图把价值
归属感寄托于身外之物的虚妄
支点。这种境况正如鲍德里亚
的观察：在消费社会里，人们消
费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
一个个符号编织成的虚幻意义。
当那“千金散尽”只为“博君一
笑”的奢侈豪掷上演之时，当那些
急不可待贴满标签的新贵们将

“某奢侈品牌”作为身份认同的唯
一凭据与通行证时，内里包裹的
恰是价值判断贫瘠的惶恐——人
们疯狂追逐物化的符号，却使灵
魂在喧嚣中漂浮无根。

那真正的自信，却如山谷幽
兰，只源自内心笃定的丰盈与自
足，无需虚饰的包装。不论古今
中外，精神富足的智者皆如当年
明月所言，“内心充实自信的人，
无需这些‘盔甲’保护自己”。孔
子深深赞许身处陋巷仍不改其志
的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
也不改其乐！”瓦尔登湖畔的梭
罗，在亲手搭建的小木屋里，俨然

以最朴素的方式拥有了整个宇宙
的丰饶，发出“我愿深深扎入生
活，吮尽生活的骨髓”的宣言。还
有陶渊明披星戴月躬耕于南山之
下，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简单日常中，寻到了灵魂最终
的归属与圆满——他们共同谱写
着超越物质囹圄的智慧赞歌。

更深层上，剥离物质符号的
伪装，实为一种存在勇气的证明，
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艰难回归。
这种回归坚定地拒绝符号化的生
存方式，它意味着以真实的自我
直面世界的深刻碰撞与交流。海
德格尔将此视为人类“本真性”的
至高追求——人必须勇敢地摆脱

“常人”的裹挟，才能找回那被遮
蔽的“澄明之境”。每当想到苏格
拉底赤足行走在尘土飞扬的古希
腊集市，其灵魂的清澈与深沉足
以让满身珠玉黯然失色；亦如当
年明月那几十元衬衣下跃动的
心，蕴藏着对整个明朝历史风云
的深沉理解和通透智慧——正是
这种内在的丰沛与澄澈，使得外
在符号的“盔甲”在生命本体光芒
前显得渺小而多余。

观众眼中当年明月的朴素衣
着，在物质符号喧嚣的今日，不啻
为一声唤醒灵魂的警钟。强大的
自信内核永不凭外在的符号堆
砌，它源于精神深处的丰饶海与
澄澈泉——那是颜回陋巷中的朗
笑声，是梭罗湖边小屋里的思想
微光，也是当年明月静气坦然面
对摄像机镜头的力量源泉。

经历岁月风霜的侵蚀，所有
易朽的物质标签终将剥落。唯内
在的充实饱满方能使人站稳于时
代洪流的冲刷之中，而灵魂深处
的自信光芒才是穿越浮华迷雾的
永恒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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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从小是唱着《我爱北
京天安门》、听着李光羲和李双江两
位老师的《北京颂歌》长大的。北京
在我心中是最向往的地方，尤其是在
儿时；北京也是给我力量的地方，尤
其是长大成人之后。

家父1966年初调北京工作，从那
时起我就一直想早日能够到北京，那
既是对大城市的向往，更是为了能天
天与父亲在一起。但是“文化大革命”
打碎了我的梦想，父亲于1969年被下
放到河南潢川县团中央“五七干校”劳
动，离开了北京。我家没有机会安顿
北京，而北京人却来到了我的家乡。
我在城东小学上二年级时，中国医学
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从北京下放到泰
州，班上转学来了两位北京的同学，一
个小伙子、一个小姑娘，当时他们的生
活条件比我们都高过一筹，特别是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令人羡慕。这批北京来
的学生分布在城东小学各个年级，成
了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给小城
增添了一抹光彩，他们身上的洋气、大
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加剧了
我对北京的向往。这是我与北京人发
生的第一次交集。第二次交集则发生
在我到南京生活后，那时“文革”尚未
结束。团中央某单位附属职业学校的
一名学生分配到泰州一家工厂工作，
在办理调动回北京的过程中，她在我
家住了几天，离宁时盛情邀请我和姐
姐赴北京游玩。其实，这位大姐当时
也就是客气话，但由于我年幼无知，硬
是缠着父母要求到北京。那时的物质
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去的，在父母给我
做了一些解释后，我也就只好作罢了。

实现到北京的梦想是在大学二
年级大连实习结束后的1982年夏
天，我怀着憧憬已久的心情，急迫地
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人民大会堂，

敬谒毛主席纪念堂，登长城，游颐和
园、天坛、北海公园。当时通过父亲
的联系，我参观了中南海的毛主席
故居——菊香书屋以及春藕斋。这
次北京之行了却了我十多年的夙
愿。我来到了伟大祖国的心脏，感
受到首都的宏伟、壮阔，十分震撼、
激动，也激发起更加刻苦学习、报效
国家的热情。

第二次到北京是在 1985 年初
春，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跟随担任
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南京市分校
领导、电子部898厂老厂长柯西平
一起参加刊联大的工作会议。会议
是在香山的一家古色古香的庭院型
宾馆召开的，当时刊联大的主要领
导、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的马洪同志到会讲话。他从国家经
济形势谈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要
求培养宏大的经济管理干部队伍，
使我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深切的理
解，也引领我在经济管理上有了更
深入的研究。这年夏天，为了南汽
几位学员的学籍，我又专程去京刊
联大总校办理。

时隔十六年、跨入新世纪，我在
2001年的3月第四次来到北京，这次
我是作为全国两会江苏代表团的工
作人员来京的，十多天的工作十分紧
张，无暇出去。自此之后的五六年，
我几乎每年都要三次赴京，主要是在
全国“两会”、中央全会、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期间，为江苏代表团和省委主
要领导提供文稿服务，经常往返于人
民大会堂、京西宾馆、国谊宾馆之
间。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我已十分习
惯，工作之余，只能去居住的“江苏大
厦”附近的地坛转一转。这期间印象
最深的是2003年3月，江泽民同志、
胡锦涛同志先后来到江苏代表团参

加讨论，我在人民大会堂的现场聆听
了他们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江
泽民同志以一位江苏老乡的口吻深
情地说“生活在你们这块土地上的人
们是多么幸福啊！”使我更深切地认
识到江苏是个好地方，应该比全国发
展速度快，应该实现“两个率先”，各
项工作走在前列、当好示范。胡锦涛
同志说“江苏是我的家乡”，回忆起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泰州仅有的华泰纱
厂、泰来面粉厂等不多的工业企业，
充分肯定了当时的大发展，饱含着他
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我这
个泰州老乡当时十分振奋。

为了奖励儿子中考如愿以偿考
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我们一
家三口2005年暑假专程赴京，我们
一起观看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
来到了未名湖、清华园，感受北京政
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神圣力量
和神奇魅力，给儿子也增添了继续奋
进的动力。

在省总工会工作的九年多时间，
我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差，参加会
议以及其他活动。2018年10月22
日上午，我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工会
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天我坐
在人民大会堂台下的第一排位置，见
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这是我第二次
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是他在浙
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回想起这十
多年前的往事，以及2013年五一前
夕总书记来到全总机关和全国劳模
代表同庆五一劳动节，亲自部署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我的心情是十分
激动的，深感总书记对工会干部是寄
予厚望的。10月24日上午，我又聆
听了李克强总理在大会上作的经济
形势报告，总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
的报告，使我增强了围绕经济建设中

心做好工会工作的自觉性和责任
感。利用休会间隙，我专门来到三里
屯，在父亲电话遥控指导下，终于在
北三里社区找到了父亲当年在《中国
青年》杂志社工作的地方。站在三里
屯南28、29楼前，我浮想联翩，仿佛
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不禁感慨万
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全家
应该团聚在这个大院里，也不会造成
与父亲分隔两地达八年之久的局面。

除了每次匆匆而过北京外，我也
有过连续两个月在京学习、生活的经
历。那是2014年三、四月间，在国家
行政学院集中培训的一段难忘岁
月。我系统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先后听取了王蒙、单霁翔、华生、
孟祥青等专家学者关于文化、经济、
国防方面的报告，走访了798艺术
区、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消防博物
馆，并萌发了应该建立全国劳模事
迹展示馆的设想。后来我在多个会
议和场合向全总有关领导提到了关
于建馆的建议，并在有关领导的大
力支持下，把筹建江苏省劳模事迹
展示馆、推动建立江苏工运史馆写
进了江苏省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
四五”发展规划。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利用参
加全国工会网上工作会议的机会，来
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

“1921—2021”的圆形拱门前留影，
佩戴着党员徽章徜徉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前。这时，我有一个强
烈的感受，这就是北京之所以给人以
力量，是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在这里，
她领导亿万人民找到了民族复兴的
道路，北京已经成为党领导的化身和
伟大祖国的象征，感召着一代又一代
中华儿女奔赴奋斗的征程。

在南京的霓虹灯下，在南通的江
风里，我和两个弟弟常常在电话中聊
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她独居在农
村老家，我们三兄弟不知多少次想接
她来身边，都被她婉拒。偶尔在南京
或南通住上一次，也是住几天就急着
要走，说大城市的生活让她不自在。
虽然不能将母亲接到身边尽孝，但我
们兄弟三人常回老家探望，每次回
去，母亲那些朴素却饱含智慧的话
语，总会像温暖的春风，拂过我们的
心间。

母亲不识字，可她却极通情理。
每次回老家，她都有说不完的叮嘱。

“在外面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简
简单单的一句话，蕴含着与人相处的
大学问。在这个信息爆炸、人人都渴
望表达的时代，母亲却提醒我们谨言
慎行。在工作场合，少些随意的议
论，多些专注倾听，反而能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在社交圈子里，守住言语
的边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这句
话，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人际交往
中，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

“有多大的本事，都不要过于表
达出来，树大招风。”母亲用最直白的
话语，道出了为人处世的低调哲学。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总想着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成就，可母亲却让
我们懂得，真正的强大无须张扬。过
度炫耀，不仅容易招来他人的嫉妒，
还可能让人在自满中迷失自我。保
持谦逊，默默努力，才是长久之道。

“把你们的孩子教育好，子不教
父之过。”提及孩子，母亲的眼神格外
认真。在她心里，教育下一代是为人
父母最重要的责任。虽然她不识字，
不能辅导孩子功课，但她深知良好品
德和行为习惯的重要性。她用自己
的一生，诠释着勤劳、善良、坚韧的品
质，也希望我们能将这些美好的品德
传递给下一代。

“要在家里家外给儿子孙子做榜
样，言传身教胜过千言万语。”母亲明
白，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着孩子。她用自己的行动告
诉我们，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自己首先要做到。在生活中，我们兄
弟三人时刻谨记母亲的话，努力做孩
子的好榜样，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在
生活中尊老爱幼，用实际行动为孩子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允许犯小错误，千万不能犯大
错误，知错就改。”母亲的宽容和睿
智，让我们在面对错误时不再恐惧。
人生路上，犯错在所难免，小错误可
以成为成长的垫脚石，只要及时改
正，就能从中吸取教训。但大错误往
往会改变人生的轨迹，所以一定要坚
守原则和底线，不越雷池一步。

“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要知道
你们的老娘还在啊。”每次听到这句
话，心里总是暖暖的，又酸酸的。母
亲年纪大了，最牵挂的还是我们的健
康。在她心里，无论我们长到多大，
都是她最疼爱的孩子。在忙碌的生
活中，我们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体，可
母亲的这句话，时刻提醒着我们，健
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只有照顾好自
己，才能更好地陪伴家人。

让人惊讶又佩服的是，母亲这些
充满智慧的话语，都是从平时看的电
视剧中学来的。电视剧里的故事，经
过母亲的理解和感悟，变成了教育我
们的金玉良言。她用自己的方式，关
注着这个世界，也守护着我们这个家。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的人生
智慧，却像一本厚重的书，值得我们
用一生去品读。她的叮嘱，是我们在
人生道路上最温暖的指引，无论走到
哪里，我们都不会忘记，在老家的那
座小院里，有一位深爱着我们的老母
亲，用她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撑起一
片充满爱与智慧的天空。

街头巷尾，紫薇花在不知不觉间
偷偷地就开了。没有小家子气的零星
点缀，而是成团成簇，宛如天边绚丽的
云霞。粉的，恰似少女羞涩脸颊上的
一抹红晕；紫的，仿佛打翻的浓稠葡萄
酱；白的，又似那温柔洒落枝头的月
光。微风拂过，细碎花瓣簌簌飘落，轻
轻坠入青石板的缝隙里，连空气都被
染上了丝丝缕缕甜美的香气。“谁道花
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从六月
到十月，紫薇以超长的花期直面炎炎
烈日，在夏秋的时光里，撑起一片绚烂
风景，将盛夏的燥热幻化成一首动人
的诗，难怪古人会赞叹“盛夏绿遮眼，
此花红满堂”。

有人说，紫薇是夏天遗落人间的
一首长诗。它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
缺少桃李的娇俏可爱，也不及兰草的
清幽深远，却自有一份独特的矜持与
柔韧。纤细的枝条随风摇曳，婆娑的
叶影在阳光下起舞，风过时，花瓣潋滟
如波，每一次轻摇，都像是在诉说着时

光深处的秘密。
年少时，我们不懂花语的深意，只

觉得艳丽便是美的极致。可随着岁月
流转，渐渐懂得，有些美好无需炫目张
扬，而是默默长久地绽放，将自己融入
平凡的日子里，就像紫薇花一样。一
场雨后，满地的紫薇花瓣，好似谁轻描
淡写却又难以言说的心事，被时光轻
轻拾起，小心珍藏。

我们的生活，也如这紫薇花。大
多数人往往偏爱英雄崛起时的轰轰烈
烈，却常常忽视了平凡中孕育的坚持
与优雅。有人在灯火阑珊处默默守
望，有人在晨曦微光中匆匆奔忙，每个
人都如同紫薇，顶着烈日，在风雨中独
自绽放，在岁月的磨砺中，生出温柔而
坚韧的力量。紫薇能绽放百日，它淡

然地迎着风，也坦然地面对凋零。虽
不能终年鲜妍，却将最美的时光毫无
保留地献给了夏季。人生何尝不是如
此？得意时不浅薄浮躁，坚守本心；失
意时不惶恐不安，笑对流离。于是我
们明白，无需与他人争春，只要将心安
放在属于自己的枝头，即便光芒有限，
也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热烈与精彩。

偶尔会觉得，紫薇像是一位善解
人意的挚友。它用温柔慰藉我们的烦
忧，以坚韧点亮我们的希望。就如《红
楼梦》中薛宝钗对紫薇的吟诵：“槛菊
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那在困境中依旧嫣然开放的姿态，既
让人敬佩，又惹人怜惜。

有时候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否

也该如紫薇一般？开在炎热的仲夏，
不争不抢，不寻求他人认可，把所有的
温暖留给懂得欣赏自己的人。宁可静
静地站在时光的角落，也要在自己的
世界里自在起舞。

当你被生活的琐碎折磨得疲惫不
堪时，不妨抬眼看看窗前的紫薇。那
小小的花簇，用柔软的力量，盛开在最
热的仲夏，将风雨化作滋养灵魂的养
分。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多一份笃
定与自足，把热爱深藏心底，让岁月因
你的勇敢与温柔而闪耀光芒。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
霜。薛涛笺里题诗句，一段深情付紫
薇。”紫薇，无声胜有声。或许真正的成
熟，就是即便无人欣赏，也能竭尽全力
绽放成一树灿烂，无怨无悔，清欢自得。

这世间万千繁华，总会有人懂得你
独自绽放的美丽。愿我们如紫薇，耐得
住长夏的寂寞，守得住每一寸深情，悄然
散发芬芳，温柔而坚定，在时光的流转
中，遇见属于自己的灿烂与从容。

素月清辉中，我走近了你，轻轻
柔柔，像一抹白月光。莲，你看到我
了吗？

月光如水，轻纱一般地为你披上
梦幻般的衣衫。风在轻轻地滑翔，从
漆黑的夜空到点点的萤火，从枝叶婆
娑的竹林到一鉴方塘的曼妙。水样
的夜色，水样的月影，如水的更是你
脉脉的眼神。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让晚风也不禁哼唱着《星语心愿》。
你什么也不消说，只默默地看，那一
池的月光比荷茎还瘦。

波光粼粼的莲塘，波光粼粼的
你，三分入泥，三分出水，粉的朦胧，
白的无瑕，碧的虚幻，袅娜地向远方
铺开了写意的水墨画。着一身白的
我，此刻正沿着荷塘慢慢地走。你体
内的钟表已被抽离，我的目光，我的
低眉颔首，我的莞尔一笑，我的眉头
轻蹙，都是为了这一池的你。也许有
一只青蛙从一大片荷叶起跳，蹦到哪
里，它也不知道，也不介意。叶滴清
响，香氲十里，这是从唐诗宋词飘来
的淡逸的清韵吗？月光下的你何其

有幸，偌大的世界都是你的领地。月
光和你，你和月光，早已融为一体，静
谧极了。

世界安静，你更安静，你呷一口
月光，静观天宇；世界喧闹，你内心更
加清静。一颗不染心守一池清波，一
支月光瘦笔绘玲珑心思，即便踩着风
的鼓点翩跹起舞，一池潋滟也初心不
改。心香瓣瓣，瓣瓣馨香。月光是心
中最美的心灯，你是月光下的舞者，
心随意到，心意相随。远方，更远的
地方就在额前……

月华倾泻，像牛乳，像羽衣，像柔
荑，静静地陪你开，默默地守着你凋
零。如赏霜白，似饮甘霖，寥落的只
是盛世的繁华，不凋的是那星沉荷塘
的经典。

寒塘月影，枯荷残叶，把月光融
入莲心，只要夏风一起，满塘又是一
片清涟妖娆。

当月神靠近你，莲台花开半夏，
远方飘来了渺茫的仙乐。月无言，你
无声，只有风在轻轻地吹，远方变得
不再遥远……

找不到回家的路，老人在街头
好茫然。这个世界突然变陌生了。

奋斗了一辈子苦心经营的家，
早出晚归的家，一下子弄丢了。不
知道方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

有人说，这是老年痴呆，是脑
部功能退化了。老人望着这个世
界，笑眯眯的，心里也没有所想。

傻傻的笑，其实也是笑，傻傻
的，不带有目的和含义。不知道怎
么办了，就只是笑。

这个时候，是多么需要亲人急
切地寻找啊！如果没有亲人找寻，
没有好心人帮助，回不了家的人就
只能流浪。

年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发生
这种事。甚至都不去想最后的归属。

时光是慢慢变老的。但是夕
阳在山岗发出最后的灿烂之后，突
然就掉下去不见了。

不是无家可归，而是遗忘了。
和家的联系中断了。有的人在身
上挂个牌子，上面写着电话，还有
具体的地址。

世上行走的人啊，地球是我们
的家园。在这个星球上，我们度过
一生。一路走过，该有多少叹息。

当我们老了，夜也昏沉。哪怕
有萤火的温存，也不至于那么寒冷
和凄凉。

蝉鸣是一首盛夏的歌
撕开云层的褶皱
阳光倾泻煮沸了整个午后
老槐树垂下斑驳的影子
接住了这滚烫的音符

树影里摇晃的竹椅
盛满奶奶的故事
蒲扇轻摇，摇碎一地光斑
邻家收音机流淌着老歌
和着蝉声漫过青砖的院墙

教室的玻璃映着蓝天
粉笔在黑板上跳跃
蝉鸣从窗口钻了进来
爬上少年汗湿的课本
把公式和定理谱成青春和弦

暮色浸透晚霞
蝉鸣却愈发清亮
路灯次第亮起，仍在枝头
唱着永不疲倦的歌谣
直到月光为盛夏盖上层银纱

月光碎落在窗台，棉秆捆里
隐蔽着捉迷藏的暗号
我们卷曲成弹弓
那一刻秒表都沉默

当黄昏咬住最后一声蝉鸣
墙角发出的新芽
也呼出童话
为什么影子踩它不哭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

宇宙原来也捂着
我们未说完的秘密

一场大雨过后
虫鸣成为乡村主旋律
远处旷野里流水开始逃亡
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一阵阵涌过来

满畈青秧从分蘖，拔节
经受无数稗草的拉扯
地坑上，南瓜尖
正努力向高处攀爬
蜗牛，解释不了
速度的相对论

晌午时分，阳光逐渐
将影子融化，叙事仍在深入
天地之间似乎都在
经历一种慢
目光所及，万物有序
一只秧鸡突然从林间蹿出来
让我打了一个寒噤

横杆上挂着的几条
肉丝红润，卖相诱人
砧板上的两条
肉眼可见的新鲜
池里的鱼无忧无虑地撒欢
时不时就有调皮者跳出池外

买鱼人大声吆喝着
“活鱼，活鱼，六块一斤……”
寻声看去，他更像是一条鱼
在三九天的寒风中，嘴巴
一张一翕地，大口大口地饮水

找不到回家的路
柳再义

美丽年华 苗青 摄

月光下的莲
王丽霞

电视剧里的智慧

江海仁

——记用台词教育我们的老母亲

紫薇花开
杨文力

盛夏的歌者
平书宪

回乡日记
刘国安

童 心
姚金兰

鱼
汪海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