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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他的

散文集《野草》的第一

篇文章《秋水》（1924

年9月15日）开头写

道：“在我的后园，可

以看见墙外有两株

树，一株是枣树，还有

一株也是枣树。”九十

多年来，鲁迅的这句

话确实引起了不少的

争议。有人说，是脱裤

子放屁———多此一

举，有人说，是鲁迅不

小心弄出的败笔，还

有说，这是鲁迅当时心情不好，是为了

烘托他的心情……众说纷纭，对此观点

之种种，在下不敢苟同。就连许多的语

文老师教了一辈子的书，也没有把这句

的奥妙给领会出来，在下虽然不敢枉称

才高，但也确实能悟得其中的奥妙所

在。

在下以为，鲁迅的这句话既不啰唆，

也不多此一举，更不是败笔。它是暗藏着

两大玄机的。当然了，我不是马屁精，而

是崔永元主持的节目———实话实说。

先说第一个玄机。那就是跌宕起伏。

目的是让文章能够引人入胜。常言说：

“文似看山，不喜平。”就是这个道理。文

章这东西吧，最忌讳的是平铺直叙，没有

起伏味儿。就好比一杯白开水，不彻点茶

叶呀什么的，终觉索然无味的。按照常规

的写法，十人有十人都会这样写的：“我

的后园有两棵枣树”。可鲁迅毕竟是鲁

迅，他不是一般的人，他若也这样写了，

那就落入俗套了。话说到这里，也许有人

会出来质问了，既然这样，依你之言，那

么，我以后都要这样写了，比如，我有两

只小花猫，就写“我有两只小猫，一只是

花的，另一只也是花的”；假若我家养了

两头狼猪，就写“我家养了两头猪，一头

是狼的，另一头也是狼的”……我不得不

说：朋友，你又错了。你这叫鹦鹉学舌，知

道不？鲁迅那样写，是因为没有人那样写

过，所有人都会认为那是啰唆之笔，不敢

去那样写，因而他开创了那种写法的先

河，成为第一个敢于那样写的人，就好比

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我们说他是大

英雄的道理一样。除了那第一个敢于吃

螃蟹的人外，其他任何人再吃螃蟹就不

能成为英雄了。所以说，鲁迅第一个那样

写了，就成了神笔了，而我们再去学谁也

称不上神笔了。这一点与古玩收藏颇有

点相同的。真正的收藏家都知道，数量乃

是收藏之大敌，数量越少越珍贵，尤其当

这件收藏品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的时候，

就最最最珍贵了。鲁迅的那个写法就和

这是一个道理。

再说第二个玄机。写小说的人都知

道，一篇好的小说，关键在于

悬念。没有了悬念，这篇小说

必定是失败的。鲁迅这句话的

高妙之处就是把本来不存在

悬念的问题设置了一个悬念。

假若有人鹦鹉学舌来一句：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是女的，

另一个还是女的”。那么，我只

能说，鲁迅的那句精辟！而这

一句净屁！何以见得？我来分

析一下其中的奥妙，先写下鲁

迅的那句话的前半截“在我的

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

树，一株是枣树，”试想一下，到这里，你

知道另一棵是什么树吗？谁也不知道，

可能是苹果树，可能是柿子树，可能是

核桃树……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悬念，正

当我们猜测不定的时候，鲁迅话锋一

转，写到“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至此，悬

念给解开了。再看一看学舌者的那句

话，也先写上前半截“我有两个姐，一个

是女的，”试想一下，他的另一个姐姐的

性别还有悬念吗？当然没有了，他不说

我们也知道，另一个肯定也是女的，他

这句话不存在任何悬念。因而，当他再

写下去的时候，他的话，只能是废话！因

而也是屁话！

文章写到这里，已是尽头了，没有

再说的必要了。不过，我还想向各位读

者朋友声明一下，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

点看法，一点理解。每个人都长有自己

的脑袋，拥有自己的思维，也许有人会

比我有更好的理解和更透彻的看法。所

以，对于我的解析你可以引为参考，也

可以视而不见。

“撑开大，收起小，雨天用得多，晴天用得少。”这便是民

间对雨伞俗气的描绘。然活佛济公却赞曰：“一竿翠竹，巧匠

批栾。条条有眼，节节皆穿。四大假合，柄在人手。归家放下，

并不争先。真饶瓮泻盆倾下，一搭权为不漏天。”

带上雨伞出门去，遇见下雨不言愁。晴带雨伞，有备无

患，以备急时所需。雨伞下，少烦恼，心情舒畅，人也安宁。

雨伞，作为一种提供阴凉环境或遮蔽雨、雪的工具，无

疑为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极大的便利。

每遇下雨天气，当我看到蘑菇般的伞群在街上涌动的时

候，当我看到雨伞下一对对情侣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特别

是当我看到孩子们撑起花伞蝴蝶般地飞向校园的时候，心湖

之上便会荡漾起一圈圈喜悦的涟漪。幸福无处不在，生活如

此美好！对雨伞那种眷恋情结久久不散……

四十多年前，七口之家，竟然连一把像样的雨伞也没有。

通常可供使用的雨具是一把笨重而又破旧的黄油布伞，一把

七窟窿八眼睛的红油纸伞。还有就是一顶用宽大的竹篾夹着

苇叶制作的“雨淋帽”和两个“三便利”（草帽）。

雨伞在那时是身份的象征。看着商店里的各色雨伞，我

羡慕极了。如果能有一把雨伞，哪怕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平平

常常的属于我自己的纸伞该有多好呀。有了它，站立人前就

不觉逊色；有了它，雨天上学就不会狼狈不堪；有了它，走亲

访友就不再寒酸，也体面多了。然而，这却是可望而不可即

的事情。我只能望伞兴叹。

那时候，家中仅有的两把雨伞，还不知道用了多少年月。破

了补，烂了缝，坏了修。我大（父亲）用他那粗糙、笨拙的双手，一

次又一次修补治疗它的缺陷与“患处”，根本不管针脚的潦草和

野蛮，补丁颜色的差异与别扭。他的“杰作”真是难看死了！

“少儿不宜”！虚荣爱面子的我，才不用呢。若撑着补丁

摞补丁的雨伞去上学，同学们不笑掉大牙才怪哩！宁挨雨

淋，也坚决不用！好在小学离我家只有一公里多远，就是降

黑雪下暴雨，躲躲闪闪，也就将就过去了。下雨天去上学，

雨小时我就跑着去，雨大时就暂且避一避，或拉上一块装

化肥用的塑料布披上。实在拗不过老天的脾气时，就很不

情愿地接过母亲硬递给我的“三便利”，勉勉强强地享受一

次，但仍与雨伞无缘。

就这样，在与风雨霜雪的搏击中，一张又一张塑料布，

呵护我度过了漫长的两千多个日日夜夜。

上初中时就不那么幸运了，要到离家两公里多的学校

去就读。

那是夏天的一个下午，天空流云疾驰，雷声隆隆。看看

要降暴雨的老天，老师决定提前放学。我与另一位同学，顺

着乡野土路往家跑。半道上，倾盆大雨兜头泼来。在这前不

着村后不靠店的野外，我俩霎时就变成了落汤鸡。尽管电闪

雷鸣，大雨滂沱，仍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鞋子跑掉了，捡起

来手提着，摔倒了再爬起来，边跑还边说着互相鼓励的话

儿。当我俩一头钻进村头的牛棚里避雨时，我才发现右膝盖

处受了伤，疼痛钻心。仔细一看，两粒豌豆大小的石粒儿摁

在肉里，殷红的血水往外流。穷人家的孩子不娇贵，我就忍

痛把它们抠出来。至今小疤还在……

当时要有一把雨伞该有多好啊！哎，何时我才能有一把

心爱的雨伞呢？

在默默地期盼中，我打发着像树叶般的日子。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田间地

头有了欢声笑语。从此，我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有钱

能办称心事，我大用卖粮的钱买来一件又一件诸如雨伞之类

的日常生活用品、用具。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就用工资买了

一把属于自己的折叠式雨伞，出差时也非常方便。从而实现

了梦寐以求、期盼已久的一桩夙愿。

每逢下雨下雪时，我撑着这把雨伞出门，心里就格外舒

坦。用过之后，我总是等晾干伞上的雨滴儿，再把它收起来，放

好备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家的经济条件也在不

断好转。先后购置了十多把不同颜色、不同样式的雨伞，还

有雨披、雨衣等防雨工具。就连姑娘、儿子们，也都有中意的

属于自己的小花伞。

漂流城市使人眼界大开。我一次又一次见证了伞的小

溪，伞的河流，伞的海洋，伞的世界。省会城市的文明程度势

必影响城市居民的人文素质和修养，雨中送伞、雪中送炭之

类的成人之美，贵人相助等美谈已屡见不鲜，耳熟能详。

今年春天，在一次宣传部门组织的景区采风活动中，一

场小雨不期而至。景区管理者急忙抱来一些折叠伞，及时送

给大家，以免遭受雨淋之苦。

雨伞，在雨里盛开，落雪时绽放。春雨霏霏，撑起一把雨

伞，就是撑起一片温馨；秋雨绵绵，撑起一把雨伞，就是撑起

一丝慰藉；夏阳似火，撑起一把雨伞，就是撑起一片清凉；冬

雪漫舞，撑起一把雨伞，就是撑起一股暖流。

雨伞虽小，胸怀博大；包容天下,以义为先。风雨关头，

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感谢伞匠匠心独运，伞面花色丰富多

彩，充满诱惑，总有一款包你满意。且可张可收，张收有度，

开合时宜，注重分寸；还总是把寒冷暑热、风剑霜刀等一切

不测之忧挡在身外。小小伞骨，疏密有致，各负其责。伞柄挺

立，不卑不亢，一派耿直风骨……

沧海桑田。又是一年春好景。

“国正天心顺，世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四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航母劈风斩浪，行稳致远。

嫦娥飞天，蛟龙深潜。中华大地，祥光普照，惠风和畅。社会

繁荣，国泰民安。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工者有其业。依

法治国迈出铿锵有力的步伐，司法趋于公正的身姿。天清

地朗，生态宜人。择优取士，僻壤学子公平竞争；免费普及

义务教育，贫困家庭子女已入学堂。医疗保障体系惠及城

乡居民，公共卫生服务悉心周到，山乡老农皆能尽享。农民

种地，免去税负，还有补贴。改革红利不断释放，人民获得

感不断增加。百姓安居乐业，福祉频次增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已根植人心，葳蕤蓬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已蔚然成风。

本固枝荣。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国家的强盛乃其

公民的强心剂。

“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次第颁布，无

疑为全国人民撑起一把广阔无垠的巨伞。华盖万家，荫庇百

姓。

“愚谓箕畴五福，以寿为先，以考终正命为全。方幸生逢

盛世，翔洽太和，海宇承平，室家保聚，既无扰攘忧戚之患，又

无凶慌夭扎之伤，宜化日舒畅，咸登寿域”（寿世传真·总序）。

“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全民健康问题

已引起习总书记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健康纳

入国家发展战略，这岂不是为亿万百姓撑起的更大的一把

巨伞吗？！

绵绵雨伞情，历久萦在心。吾对雨伞的喜欢、厚爱与钟

情实难用文字来表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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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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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参加市作

家协会举行的2018年

度主席团成员考核暨

十佳作家表彰大会。

会上，当台上宣读“十

佳作家”名单时，我竟

然听到了自己的名

字。我惊诧，惶恐，实

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十佳作家”，在全市

数百名作家中，我真

的能站在前十名吗？

我配得上这称号吗？

退休后，我依然

保持着数十年教书

生涯中的积习，几乎

每天都要看书读报

写作，仿佛成了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我用凌乱生疏的文笔，书写着

尘世间的风俗人情。在品茶中论道，用

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所悟。写作，成了我的最大乐趣。我仍

然辅导小学生的作文，写一些写作指

导，讲一些哲理故事，写动物，写植物，

写史海钩沉，写地理奇观，写游记，写

小说，写散文，写民间故事，编写连环

画文学脚本……

写作，使我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

了不足。写作，使我的眼前出现了亮丽

的风景。清脆的键盘敲击声，又一次使

我扬起了生命的船帆，焕发了青春，创

造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每当自己的拙作变成散发着油墨

香味的样报样刊时，每当邮递员送来绿

色的稿费单时，我感到了极大的慰藉，

这是一种鼓励，这是一种认可。

2018，我没有虚度。先后在《妇女生

活》《老人春秋》《小学生报》《今日汝州》

《汝海》等报刊暨汝州作家微信平台上

发表文章八十余篇。

“花鸟尚绘春，人生莫虚度。”成绩

只代表过去，今后仍需努力。继续努力，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海纳百川，地生万物，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决不能忘乎所

以，要把握好现在，怀着满满的期待，向

着收获的明天出发。

嵩岳苍苍

那是我们深情的仰望

汝水汤汤

那是我们绵绵的情殇

历史，早已掀去一家独大的篇章

百舸争流看谁奋楫

千帆竞发独颂农商

汝州农商银行

一家古老而年轻的银行

七十年匍匐农村沃野

我们的身上沾染着泥土的清香

五年深耕新时代新市场

我们的步履始终踏着您的心浪

做实市场调研，做细营销方案

做严目标考核，做优服务体验

做深宣传推广……

全面培训，全员上阵，全面覆盖

我们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

真诚的笑脸就是闪亮的通行证

甜美的问候就是无碍的连心桥

每一个瞬间，化作记忆天幕上最美的彩虹

平凡的工作，如诗如歌如鲜花娇艳绽放

创新研发，我们追求产品为王

日盈盈、周盈赢、月迎盈

双利盈、档档盈、大额存单

您的财富增值就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来吧，我们这里还可以换新钱领春联

来吧，我们这里还有美味汤圆圆您家和万事兴

来吧，我们这里还有浓浓敬师意、拳拳园丁情

来吧，我们这里还有儿歌的吟唱让童心飞扬

来吧，我们这里还有读书会共享悦读好时光

党建引领，拉高标杆，争创党员示范岗

服务比武，技能提升，争树文明服务新风尚

坚守三尺柜台，我们无怨无悔

情洒城乡八方，我们幸福荣光

我们在大山里盘旋

为贫困户送去甘甜的清泉

我们在田野里奔忙

为最后一公里服务保驾护航

我们带着金融知识和科技服务下乡

只为美丽乡村建设涂上精彩华章

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

汝州，大地流金，万物芬芳

新目标，新作为，新担当

汝州农信人，热情似火，志气昂扬

用心、用情、用智慧

铸就农商银行的丰碑

创造更加骄人的辉煌！

农商颂·颂农商
●薛楠

办黑板报
●洗耳河街道上河小学三一班：吴依彤 辅导老师：吴占国

对鲁迅的一句话的理解
●陆唐游婉

获
奖
有
感

●
万
坤
山

雨
伞
情

昨天下午上完第二节课，老师把我和邵紫璇、李忆嘉、秦紫

陵找到一起，交给我们一个特殊的任务，让我们到教室后边办

黑板报。我们都高兴地说好。老师给我们分好工，让我和邵紫璇

一起写字，让秦紫陵和李忆嘉画画，因为我和邵紫璇擅长写字，

李忆嘉和秦紫陵画的画非常好。

今天早上，我早早地来到学校，看到他们都来了，黑板上已经

画好了两座雄伟壮丽的大山和几株翠绿的小草。只是还没有写一

个字。因为邵紫璇今天是值日班长，所以只能靠我一个人写字了。

我刚写几个字，老师就来了，说：“第二节下课后，同学们去做广播

操，你们几个再办板报吧。”我们都同意了。

第二节课一下课，老师就带着其余的同学去做广播操了。我

们几个留下来继续办板报。李忆嘉在大山顶上画了一个超级大汉

堡，里边装了一个漂亮的大蛋糕。我和邵紫璇开始写字了，只是黑

板太高，我够不着，只好搬来一条板凳，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站

在板凳上写。题目需要写大字，我怎么写都写不好。这时杨老师走

了过来，说:“吴依彤，你下来吧!这几个字我来写。”

我从板凳上下来，加入了画画的行列。邵紫璇画了一个男

孩。可是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觉得不像，就把它擦了。我也画

了一个女孩，我想再画一个男孩儿和她手拉手，可是李忆嘉说：

“你画女孩多漂亮啊，就再画个女孩儿吧。”我觉得有道理，就准

备再画一个女孩做她的双胞胎姐妹。刚把头画完，广播操就做

完了，同学们一拥而入。他们看到黑板上的小人，高兴地夸我画

得真像。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大家都爱画画，结果黑板上画满了画，把写字的地方都挤

没了。看着这一黑板漂亮的画，我们真开心

呀！

点评：办黑板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过程更是充满了乐趣。小作者这篇文章言之

有序，描述生动具体。希望小作者再接再厉，

写出更加出彩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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