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作品集《谁拾走了你生命的麦穗》内容介绍 
 
人生在世，总有很多追求，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顾此失彼。有多少人曾经遇到过

自己最大的麦穗时，他却没取摘下，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如此这样不断的寻寻觅觅，最终给自己人生留下不少遗憾。 
《谁拾走了你生命的麦穗》精心选辑了作者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美文精品，这些美文，篇

篇短小精悍。但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这些短文，从思想的深度来挖掘人生在世的真实意义，

鼓励读者积极向上，让读者轻松阅读美文的同时，受到美好的思想熏陶。这是一本励志、乐

观向上的美文书籍，十分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 
 
 



故事作品集《谁拾走了你生命的麦穗》封面文字 
 
上天是公平的，它都给每个人留下过人生最大的麦穗，有得人顾此失彼而往往错失良机，

有的人瞻前顾后依然与之失之交臂。真正能拾取到自己生命麦穗的人，就是那些最善于捕捉

良机的人，那他，会是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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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你的心灵之锁 
文/尤培坚 
十年前，我有两邻居下岗了，一个是王工程师，是一家锅炉企业的技术管理者；一个李

大嫂，是一家搪瓷厂的一线工人。王工程师下岗后，领着三五百的月基本工资，每天坐在村

里的养心亭里，和村人的闲人聊天，骂着社会的种种不平之事。而李大嫂下岗后，跟老公开

了一家小吃店，因为她的小吃店富有特色，不久就把生意开到了福州，现在已经是三家李氏

小吃店的老板了。 
而那个王工程师依然每天坐在村里的养心亭聊天，无所事事地闲逛。一次，我和他聊天

的时候，我说：“老王，现在很多人都是下岗再就业，你不妨也学学李家，再去搞个职业，

也许也会弄出个大名堂来了。”可谁知他一听就急了：“什么，我堂堂的工程师，也叫我学李

嫂那样去开什么小店，笑话！”说完，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摇着头走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代魔术大师胡汀尼的故事，胡汀尼有一手绝活，他能在极短的时

间内打开无论是我么复杂的锁，从未失手。有一个英国小镇的居民，打制了一个坚固的铁牢，

配上一把看上去非常复杂的锁，请胡汀尼来看看能否从这里出去。胡汀尼接受了这个挑战。

胡汀尼从衣服中取出自己特制的工具，开始工作。30分钟过去了， 45分钟过去了，一个
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胡汀尼始终听不到期待中的锁簧弹开的声音。他筋疲力尽地

将身体靠在门上坐下来，结果牢门却顺势而开，原来，牢门根本没有上锁。胡汀尼能打开真

正的锁，却打不开心中的锁。 
   王工程师不肯从事看来是下层的职业，固执地认为自己有高级的职称，从事一些小职业
会让自己脸面无光，这就是他的固定思维在作怪；而李大嫂却认为自己就是从事普通职业的

人，所以她能迅速地调整自己，从而把握发家致富的先机，成为了一个下岗创业的成功者。

由此看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的一把巨大的锁，它会镇住许多重要的东西，这把锁就

是固定思维。看来，只有正确的认识自己，并懂得结合实际来改变自己人生的方向，打开自

己心灵之锁，适应社会的种种挑战，只有这样，人生才会具有更多成功的机遇和成功的概率。 
本文首发《福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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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豆得花 
文/尤培坚 
上周六，我到福州晋安区办事的时候，顺便拜访了一位退休的老干部。 
他是我的远房亲戚，年轻时就喜欢写作和书法，但是几十年下来，没有弄出什么名堂来。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他家的楼台上侍弄着几盆花草。我看着奇怪：这些花咋这么不像花

呢？细一看，这不是我们乡下人常在田边地头种的黄豆吗？见我奇怪，他笑了：“小尤，奇

怪是吗？俗话不是说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我楞了楞回答道：“是啊！叔公，一斤
黄豆不过一两块钱，你一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接近两千了，咋还这么费劲地在这自家的楼台种

豆吃啊？” 
我的远房叔公没有回答，他拉着我进了他的书房，拿出他写的书法和发表过的文学作品

给我看。我看了看数了数，发现他几十年下来发表的文章不过十来篇，还不如我一个月发表

的文章多啊。老人见我奇怪，就笑吟吟地说：“我知道你发表的文章多，而我几十年发表的

文章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多，但是我感到开心，因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写作的乐趣。我

的文章都是写我自己的人生感悟，哪怕不发表，我也从中得到满足和快乐。”他又指着他的

书法作品说：“就像我的这些书法作品，它门可从来没有卖过钱，但是我在学习书法的过程

中得到了许多愉悦。” 
我奇怪的问：“那你还这么辛苦的搬花盆运泥土在楼台上种豆干什么？不如多练习书法，

还可以健康长寿呢。”叔公给我泡了一杯茶，说了一句让我惊讶万分的话：“你知道什么叫‘种

豆得花’吗？”“种豆得花？”这名词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我使劲摇了摇头。 
“小尤啊，关于‘种豆得花’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你想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有几个

人能成功地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更多的人是在努力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但结果往往事与愿

违。‘种瓜得瓜’固然可喜，但有许多人哪怕是种下了豆苗，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却依然没

有收获到小小的黄豆。但是，你能说这些人可怜、无用吗？” 
我再次摇了摇头，心想：是啊，人的一生，毕竟要经历许多的挫折和磨难，成功的几率

并不会都幸运地降临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有更多的人在辛苦奔波一生后依然收获无几。 
“所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只要在自己理想的道路上种下自己的种子，在自己的人生

历程中想办法让它开出美丽的花朵，哪怕它最后结出只是小小的果子，甚至没有结果，但是，

只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也可以问心无愧了。” 
我转头看看叔公书桌上那盆已然盛开的黄豆花，看着那细细小小的花柄，看着那紫色的

蝴蝶一样的花盛开在绿意盎然的豆秧丛中，我感到了一丝心灵的触动。 
我决心回家后，也要养一盆花，一盆关于黄豆的花。我要在花盆中埋下一枚种子，一枚

黄豆的种子，给它浇水，给它松土，给它施肥……然后，我就等着它开花，等着它开出一种

黄豆的花，细细小小的，像蝴蝶一样美丽…… 
本文首发《福州晚报》 
 
 
枕着月色睡眠 
文/尤培坚 
今天晚上，是难得的一个月色如水的夜晚，坐在书桌前的我，看着窗外静谧的夜景，听

着窗外夜虫的啁鸣，微风轻悄悄地从窗外吹进来，吹动着我正翻看的书本“刷拉刷拉”地响。 
我拧灭了台灯，霎时，窗外如水的月色流了进来，照在我的书桌上像流银一般。突然，

床上的小女儿轻轻哼了一声，“又做梦了。”我寻思着，转过头去。床上，妻子和女儿头碰头

的睡在一个花枕头上，细碎的月光投在她们的脸上，像梦幻一般，她们静静地睡着，甜蜜而

安详。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少时间可以枕着月色睡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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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显得大了，我闭上眼睛，仰靠在藤椅上，想了起来： 
“能枕着月色睡眠的人，至少应该是一个浪漫的人，假如他或她不浪漫，那末，即使他

或她真的在枕着月色睡眠，那也不算，因为他或她根本不会去用心体味这温馨和浪漫的。 
“一个人假如能活 80年的话，那么，他的一生就会有 30000个日子。那么，至少应该

排除掉他不懂得浪漫的少年 15年和已经古稀和耄耋的光阴 10年，所以这 30000个日子就要
扣除掉不懂和不能浪漫的 9000个日子，这样懂浪漫的光阴就剩下 21000个了。 
“一个人的白天如果以 12个小时算，那么，我们又要从 21000个日子里扣掉一半，这

样浪漫的时间只剩下 28年共计 10500个日子了。 
“而 10500个日子里有每个月有月色的夜晚的不会超过 10天，这样每个月要扣掉 20

天，一年要扣掉 240天，28年要扣掉 7000天，所以浪漫的有月色的夜晚只有 3500天了。 
“而这 3500天的日子里我们能保证天天晚上都能看到月色吗？不能，比如，有狂风的

凛冽，比如，有暴雨的侵扰，比如，有乌云的笼罩，所以，这样的日子又该扣掉一半了吧。

这时，你该发现，我们能看到月色的夜晚只有 1750天了！ 
“这时，你也许会叫，别说了，我要枕着月色睡去了！可这还是不行，假如你今天和人

吵了一架，假如你今天被上司批评，假如你今天失去了经济来源，假如今天你的孩子生病，

假如…… 
“这么多的假如，你能有好心情枕着月色睡吗？你睡得着吗？不能！所以，我们每天被

繁杂的琐事所侵扰，能拥有一个好心情实在不易。这样，我们又该从 1750天扣除掉一半的
这些被琐事占领的日子。 

“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一生能够枕着月色睡眠的时间仅仅只有八百多天了……天啦！

我们的一生，竟然只有八百多天可以枕着月色睡眠！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浪漫，这是一个多

么让人恐怖的睡眠！ 
“当你老去，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当你永远的消失在这宇宙之中，你就再也找不到这地

球上的月色了…… 
“所以，当你可以枕着月色睡眠的时候，你还能不用心享受，用浪漫接受吗？ 
想到这，我爬上床，闭上眼睛，和家人一起，用心灵的感动枕着月色睡去了。 
本文首发《读者·原创版》 
 
 
有一种财富叫执着 
文/尤培坚 
在我家对面的那座桥边，住着一对兄弟。如今，兄弟俩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他

们的故事，却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 
早年，两个兄弟就有着迥异的性格，哥哥好静，而且近乎胆小，遇事不喜出风头；而弟

弟做事敢做敢当，遇事喜欢冲锋陷阵。不同的性格造就了两个兄弟对人生的不同选择，好静

的哥哥成为了我们村唯一的一位根雕师傅，每天专注于把不同的树根竹根打磨成木桌竹椅出

售。而弟弟则勇敢地走出了家门，融入了福州，在福州，他先是卖些衣服裤子之类的服装，

凭着他敏锐的商品意识和活络的思维，弟弟很快就发了家。不久，弟弟就自己开了一家服装

厂，成为了八十年代人人羡慕的“万元户”。 
发了家的弟弟很快地找到了自己的漂亮的老婆，并在福州有了自己的大房子，后来还搞

起了房地产，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不久，他就把自己的父母接到了福州，并动员哥哥也到

福州来帮他料理生意，但却被他的哥哥拒绝了。哥哥说，他喜欢静静地做一件事情，不喜欢

在打打闹闹的商界来往。弟弟没有办法，只好依了哥哥。于是，哥哥依然住在乡下的老家，

每天细心地打磨着根雕，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乡亲们都骂他头脑简单，不懂得享受生活，

他听了，却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又低下头来干活了。弟弟继续发着大财，不久还买了小车

和豪华的别墅。而哥哥依然清贫地守在乡下的老家，而且执意不受弟弟的资助，他说自己可

以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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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不测风云，弟弟在一次炒股中，投进了巨资，结果落得个血本无归，只好把房子卖

了抵债，一家人又搬回乡下来住。可就在这时，哥哥却突然接到了一笔大订单，原来有一外

商看中了哥哥手工打磨的根雕，要花大钱买他的手工根雕。外商说他打磨的根雕细腻有光泽，

充分利用大自然中各种千姿百态的枯根，经过人工顺应自然形态，巧妙地雕琢加工，创造出

具有天然形质美和人工雕艺美，是不可多得珍品。不久，许多嗅觉敏锐的生意人接踵而来，

哥哥的根雕成了难求的珍品。 
后来，弟弟在哥哥的赞助下，又到了福州开始了新一轮的打拚，我相信，凭着弟弟不甘

失败的执着，一定还会成为商界的骄子。而最令我佩服的，还是他的哥哥，他正是凭着多年

来的执着，从事着一种专一的劳动，结果不但成就了他的根雕艺术，而且还惊奇地创造了他

的财富。 
现在在我书房里还摆放着一套由那个根雕师傅手工打磨的茶桌，每当我坐在桌旁饮着芬

芳的热茶时，我就会想起对岸那个执着的根雕师傅来。 
本文首发《福建日报》 
 
 
把幸福时间调快半小时 
文/尤培坚 
幸福是什么？大家其实都明白，但怎样增加你的幸福感，让你的人生更充实、更愉快呢？

我有一个朋友，每天辛勤的工作，很少有闲暇的时间，但我很少在他的脸上找到忧愁。大家

可以经常地看到他哼着歌儿去给货主送货，冒着大汗给人家安装电器，他的脸上，总是显现

着明显的笑容。有一次，我好奇问他：“老马啊，你做事这么辛苦了，咋还有这样好的心情？”

他笑了，说：“你在给人家送货的时候应该这样想：过半小时后，我就可以拿到我今天赚的

第一笔钱了；你在给人家安装电器的时候，你应该这样想：等下人家会递给我一瓶冰镇的可

乐，这么热的天，如果能喝到冰镇的可乐，那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 
我一听，感到很有理。 
有时，我们为了工作埋头苦干，想的只是这么多的工作，我要做多久啊！万一做不好，

被老板批评，那我可就白费劲了！这样一想，我们的心情肯定好不起来。 
下班后，我们还要赶着时间去接放学的回家，然后又要忙着做饭做菜教育孩子。孩子一

吵，你要去安慰他，于是，在你的心中一定在抱怨：啊！有孩子可真麻烦，我很多时间都被

浪费光了！ 
晚上，你刚想躺下来好好地看看书时候，你那生病的老父亲又咳嗽起来，于是，你又不

得不冒着严寒跑到药店给父亲买一盒咳喘灵，买回来后，又要看吃完药后的父亲是否安宁，

待你父亲安静地睡去的时候，你发现时间已经是晚上 11点了。这时，你再拿起书来想好好
看一看，倦意却已经漫了上来，于是，你只好在昏昏沉沉中睡去。 
一天的时间几乎就这样忙忙碌碌中过去了，第二天醒来，你感到茫然，感到困惑，感到

自己的幸福指数微乎其微。 
可如果你能和我刚才讲的那个朋友一样，把自己的幸福时间调快半小时。在你工作的时

候，你不妨可以这样想：再过半个小时，我就要完成我今天的工作了，那时，剩下的时间就

属于我了。这样，我就可以到咖啡厅里美美地去喝杯咖啡了。 
在你给你的孩子做饭做菜的时候，也许你忙得满头大汗，你也可以这样想：再过半小时，

我把这碗甜美的肉汤给孩子喝，孩子一定会高兴地攀着我的肩膀喊：“爸爸万岁！” 
晚上，你给父亲买药的时候，你可以这样想：再过半小时，父亲吃了咳喘灵就不咳嗽了，

自己都已经快进入不惑之年了，父母还健在，自己还能尽一份孝心，自己应该是幸福的。 
幸福本来就是一种感觉，如此这般地把你的幸福时间调快半小时，你是否就觉得生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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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不少？每天迈着幸福的感觉去上班，每天带着幸福的感觉下班，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你都说：快了，再过半小时我就可以幸福去休闲了…… 
于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该会更轻松些、更愉快些、更幸福些，而解决的

办法，也许就是那样简简单单地，把你们自己的幸福时间调快半小时。 
本文首发《福州晚报》 
 
 
对一棵草微笑 
文/尤培坚 
每天上班下班，我常常看到一个男子，背着背篓，行走在路旁的那一片阡陌纵横的田野

中去挑拣那些菜农丢弃的蔬菜。他的脸上带着微笑，他的右脚有些跛，行走起来一瘸一拐，

但这不似乎不影响他的快乐，他的脸上仿佛永远带着快乐，微笑停留在他的脸上，乡野的风

吹过来，卷起他有些凌乱的头发。 
一次，我骑着车子去单位，这天天很反常，早早地就下起了大雨。我骑着车子，费力地

在风雨中前进，在拐过一道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一个身背背篓的男子。那个男子趔趄了

一下，似乎想使劲站稳身子，但终究没有站稳脚跟。随着“哗”的一声响，那个男子滚进了

路边的水沟里，浑身都湿透了。 
我连忙下了车，把那男子扶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他就是我常常看到那个腿脚不便的

男子。他见我紧张的样子，笑了，说：“没事没事的，小伙子，是我自己不小心碰了你的。”

我们一起来到一棵大榕树下避雨，那男子告诉我，他这么早出去就是为了拣昨晚菜农剩下不

要的菜，他怕这菜被雨水浸泡久了，就不能吃了。说完，他又笑了，他的旁边，有一棵从石

缝里冒出来的狗尾巴草在风雨中轻轻摇摆着。 
来到单位，我向一位本地的同事询问这男子的情况，同事告诉我，那男子是个低保户，

自己是残疾人，妻子也是个残疾人，他每个月只靠不到一百块的低保费来养家糊口，生活十

分艰难。我听了，不由地对他升起一种由衷的敬意：这样的人也许很多，在我们的身边几乎

到处都是；他们最明显的的特征就是脸上常常带着微笑。我们身边有许多人，每天在物欲横

流中为了名利金钱而埋头努力，他们常常因为很多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而苦恼，而满脸冷漠。

在很多的时候，长吁短叹就常常陪伴着他们的生活，再美的春光，也白白浪费在了他们失落

的每一天之中了。 
生活这么艰难了，依然每天把微笑挂在脸上。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总是以真诚和善

良的姿态面对，这样的人，哪怕只是看到一棵草，他也会对着草微笑呢。正是这些善良和乐

观的普通人，构成了我们中国社会的大部分人群，他们善良、朴实、乐观和积极向上，于是，

我们把这些人叫做：好人！ 
祝愿好人一生平安！一生快乐！！ 
本文首发《福建日报》 
 
 
活着就是一朵花 
文/尤培坚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所很小的学校任教。因为家里学校比较远，他索性和自己的爱人住

在学校，而且还在学校后面的空地上开垦出了一块小菜园，在菜园里种下了好种易活的蔬菜：

芥菜、上海青、马铃薯……在他小小的菜园里，常常是绿意荡漾，菜叶轻俯，看着的人会陡

然在心中升起一种浪漫和快乐的气息。 
我向来喜欢浪漫、喜欢和好友喝三杯五盏的小酒，于是，我便常常在周六周日带一些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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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去找他小酌几杯。跟着他到小菜园去采摘蔬菜的时候，我奇怪地看到：他在菜园里竟然留

着一块很平坦的菜地，这块地，是什么菜也不种，就让着这近五平米的菜地上的野花野草疯

长。 
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在这块地上种些东西，这样让草疯长，很浪费啊！朋友笑了，

他说：“留一块地，让一些野花野草自由地生长，不是更好吗？”我知道，朋友总是很开心

地上班，在这所小学校里，他只是教着十来个学生，显得轻松自在。有时，他还带着学生到

他的种菜的小菜园里教学生认识青菜、野草。也许，这些花草，就是留着他作为让学生认识

野花野草的活标本吧。 
果然，我常常在一些报刊上看到朋友所教的学生的作文刊登出来了，而他所指导的学生

作文，素材往往离不开他那小小的菜地。那些菜地里的小花，成为了他让学生的知识开花的

最好辅助工具了。 
想想世上的好多人，为了自己的贪欲而渐渐地变得圆滑，变得虚伪，在他们的内心深处，

早就没有了一块空地成长那些最原始、最自由的心灵花草。也许，他们的物质生活很满足，

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园地，不但他当多大的官，拥有再多的财富，他的心灵，

在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瞻前顾后，惶惶不可终日，在他们

的心中，早就填充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这样的日子，却是十分的无聊。 
想想啊，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过去的就永远不会再来。争权夺利的每一天，和看

着乡野小花盛开的每一天，其内心的感受也应该不一般呢。 
有时候，人的生存方式更像是一种植物，他们活着，就是在盛开着自己的花。只不过，

有的人开得自由自在，有的开的压抑短暂。 
本文首发《福州晚报》 
 
 
像蚂蚁一样活着 
文/尤培坚 
我住的地方，下面就是一条大街，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剧，那些想找工作的外地人

就多了起来，他们常常聚在大街一旁的空地上，举着手中的“油漆工”、“泥瓦工”等字样，

等待雇主前来雇用他们。 
有一次，我家装修，我想找一个泥瓦工帮忙，于是就叫了一个来自四川的汉子，那个汉

子浑身力气，干起活来是有板有眼，不到一天的工夫，我家的水泥活就干完了。我给他算了

工钱，准备到街上找个油漆工来把我的书房重新油漆一下，那汉子见我要出门，就问我是否

还要找工人。我告诉他，我还要找一个油漆工来帮忙把我的书房重新油漆一下，那汉子让我

不要出去了，他马上就可以给我叫一个来。说完，他掏出一本小册子，用他那台陈旧的诺基

亚手机，给一个人打了个电话，然后说那个油漆工马上就来了，要我们到楼下等他。 
我对这本小册子感到奇怪：这究竟是本啥册子呢？我请求那个汉子把小册子给我看看，

那汉子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把那本小册子递给了我。我打开小册子一看，只见小本本上

面条理很清楚，有“油漆活”、“木工活”、“通下水道”等工种，在每个工种的下面，还一二

三四五地密密麻麻写着一些人的联系电话。 
我奇怪地问他：“这位大哥，你只是搞泥瓦工的，怎么写着这么多不一样工种的人的电

话啊？他们跟你好像没什么联系啊？”那汉子笑了：“怎么会没联系呢？他们都是我们一个

地方出来的，为了能更好更多的揽到活，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团队，互通信息，团队合作，

用我们小团队的人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揽活，这样，我们的活儿就多了。” 
我不解地问道：“那你如果不在这里找工了，重新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团队也跟去吗？”

那汉子摇了摇头道：“在许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小团队，到了一个新地方，只有你有一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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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那些小团队都愿意然让你加入的，因为，由于你的加入，他们也多了一份找活儿的机会

了嘛。”刚说完，那汉子的手机又响了，他的伙伴又给他接了个活，叫他赶快过去，而这时，

那个油漆工也来了，我们就微笑着握手分别了。 
晚上看电视，我看到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讲述的是一群蚂蚁齐心协力地在一个小沙堆

上构建了美丽的地道，可却被一个小孩子不小心给弄塌陷了。那些蚂蚁在这场小地震中虽然

幸免于难，可奇怪的是，过了不久，那些蚂蚁竟然一只只地相继死去。动物专家说，这些蚂

蚁是因为“受挫”而亡的，他们不能承受自己辛苦构建的美丽地道在霎那间就被摧毁的事实，

过于伤心才死去的。 
我知道，蚂蚁是动物界团队互利合作的典型，它们用它们微小的身体，利用它们的齐心

协力，创造出来许多令人惊叹的奇迹。而我们身边的这些朴实的民工，不也正像这些具有执

着和坚忍不拔精神的蚂蚁吗？他们给我们的城市建设带来了多少令人惊叹的奇迹啊！ 
一条地道塌了，蚂蚁们可能会受挫而亡。可是，我们这些城市建设者们，有着比蚂蚁更

为顽强的意志，他们可以在逆境中重新找到自我，他们深深知道：逆境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逆境中重新找到新的地道，才是自己人生的新方向。 
本文首发《南京晨报》 
 
 
今天，你快乐了吗？ 
文/尤培坚 
今早上是个星期六，双休日啊，天气不错，心情挺好。看衣柜里的衣服裤子比较凌乱，

就带着小女儿折起衣裤来，看着一叠叠的衣物堆得高高的，女儿很高兴，在我的身边跑来跑

去。突然，才两岁多的她竟然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爸，你休息一下，我来折。”她的语

音清晰，而且充满稚气，我先是一愣，然后开心地笑了：这孩子，这么小就这么懂事。我爱

怜地摸了摸她的头，我感到很快乐。 
这个快乐，是我的小女儿带给我的。 
中午，我煮了一锅稀粥，然后还弄了一盘西红柿炒蛋，外加一道凉拌空心菜。我们一家

三口，吃得津津有味。没有太多的油腥味，饭菜清淡，我们却吃的踏实，满足。饭后，每人

还喝了一小杯的凉茶，我感到很快乐。 
这个快乐，是粗茶淡饭带给我的。 
下午午睡醒来，我打开一本清代作家李渔所著的散文集《闲情偶寄》，看那些来自古代

的文人在书中道饮食谈颐养，文章中没有政治色彩，没有血腥拼杀。在平平淡淡，平平和和

的文字里，流淌着一种宁静致远，淡泊优雅的气息。这时，一股清新的风从窗外涌了进来，

我不禁站起来，小心地推开窗户，看着窗外的野草野花在乡野随风摇曳，是那么地自由自在，

我感到很快乐。 
这个快乐，是一本好书带给我的。 
晚上，接到一个故事编辑的约稿，要我写一篇三千多字的网络故事稿。于是，坐了下来，

把记录在自己小本子上的素材本翻开，找到了一则跟网络有关的故事素材，然后坐下冥思，

站起苦想。末了，泡一杯浓烈芳唇的咖啡，看着带着焦味的浓香从杯子里缥缈而出，不由会

心一笑。点子来了，故事核到了，故事情节的一波三折也想到了，于是赶快动手，在WORD
文档中敲入我思想的文字。两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这篇三千五百多字的故事稿子也完全了，

再花半个小时修改，马上用 QQ传到故事编辑那里。不一会儿，她就告诉我，稿子留审。想
想这个月已经送审了近十篇的故事稿子，终审下来，过五篇应该不成问题了，于是，我感到

很快乐。 
这快乐，是写作带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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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啊，人的一生，苦恼的事情太多，不如意的事情太多。每天我们忙于生计，为生活

所累，能够静下心来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美好的事情真的太少太少了。但是，每天总有一

些点滴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动，我们不妨把它们当做自己的快乐吧，也许，这样了，你就会活

得更轻松些，更踏实些。 
这时，午夜中，不知是那家的窗户传来了那首熟悉的歌曲：“今天，你快乐了吗？今天，

我很快乐……”是啊，朋友，今天，你快乐了吗？如果没有，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感悟一

下，找到那些点点滴滴的快乐，好好享受一下吧。 
朋友，今天，你找到快乐了吗？ 
本文首发《珠江晚报》 
 
 
每次都多买一些 
文/尤培坚 
周日陪老婆孩子上街，准备买些菜回家好好烹饪。来到肉摊，看到肉价已经涨到了每斤

十五块，心里发毛。老婆说，我们只买半斤就可以了，多了，我们三个人也吃不完。想想也

是，那就买半斤吧。肉摊老板给我们称了半斤，我掏出钱，刚想算钱，这时，老婆止住了我，

她对那个肉摊老板说道：“麻烦你再给我们称半斤瘦肉。” 
我愣住了，奇怪地问道：“咋了，老婆，你不是说我们三个人半斤都吃不完吗？再多买

半斤干什么？”老婆笑了笑说道：“我看我们家的两位老人两天都没上街买菜，现在肉价上

涨了，老人家节约，有时就不想买肉吃了，我们不妨多买些肉给老人家。”那个肉摊老板听

了，赞许地对我点点头道：“嘿，你家这位可真孝顺啊！” 
买好菜后，我想起茶叶喝完了，就到超市去买茶叶。一包茶叶四十六元，我买好茶叶，

突然想起老丈人也喝茶，心想：不妨多买一包给老人送去，他都喝普通的茶叶，索性买包好

的给他喝吧。于是，我就又花了四十六元给老丈人买了包绿茶。出了超市的门口，老婆见我

手里拿着两包茶叶，就奇怪地问我：“你每次买茶叶都是一包一包的买，这次咋一下子买了

两包？”我笑了笑说道：“受了你的启发啦，每次都多买一些，这次我多买的一包，是给你

老爸的！”老婆一听，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小女儿听了我们的对话，左看看我，右看看她老妈，似乎在琢磨着什么。突然，她看到

前面有个人在卖气球，她就乐呵呵地跑了过去，拿了好几个气球。我过去算钱的时候，摸了

摸女儿的头问道：“宝宝，你买这么多气球干什么啊？”女儿歪着头看看我，神秘地说道：

“这个红色的气球是给我的，这个黄色的气球是给小妹妹的。” 
我和老婆一听，都欣慰地笑了。是啊，每次都多买一点，每次都尽一点微薄的关怀给家

人，给别人，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更温馨、更快乐。 
本文首发《福州晚报》 
 
 
谁拾走了你生命的麦穗 
文/尤培坚 
校友会上，几个校友在聊天，他们说起了各自的理想，抱怨起了人生的不如意。 
强说：“我高中毕业就出来跟着父亲做生意，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

我却一直无法成功，现在也只能勉强过日子。哎，其实，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我本来有许多机

会的，只怪自己当时没有及时把握，总认为下一次的机会会更好，结果到了后来，才发现自

己发财的机会已经错失了……” 
鲁说：“是啊，我大学毕业和我的一个同学一起到一家台资企业求职。我当时看薪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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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就放弃了进入这家企业的机会，而我的那个同学进去成了那个企业一个普通职员，可他

现在竟然被委派到越南做客户代表，月薪上万。哎，我现在却只能继续求职、跳槽，再求职、

再跳槽……我可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选到满意的工作啊！” 
圣说：“我几年前结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我们都有好感，可我不敢对她表白，白白

丧失了一个好机会，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三岁孩子的母亲了！哎，年轻时候，我们不懂得爱情

啊！” 
听了老同学们的一席话，我突然想起了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的一个故事：一天，古希腊

学者苏格拉底带领几个弟子来到一块麦地边。麦子已经成熟，地里满是沉甸甸的麦穗。苏格

拉底对弟子们说：“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的尽头等你
们。”可地里到处都是大麦穗啊，哪一个才是最大的呢？弟子们埋头向前走。看看这一株，
摇了摇头；看看那一株，又摇了摇头。他们总以为最大的麦穗还在前面你呢。弟子们一直走

到了麦田的尽头都没能摘出自己满意的麦穗。   
  于是，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这块麦地里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碰见它 ；

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最大的一穗就是你们刚刚摘下的。” 
是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就是在寻找自己最大的麦穗吗？有多少人曾经遇到过自己

最大的麦穗时，他却没取摘下，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如

此这样不断的寻寻觅觅，最终给自己人生留下不少遗憾。 
大多数人的一生，也许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生存着，他们平凡，他们向往，他们也

患得患失。但是，上天是公平的，它都给每个人留下过人生最大的麦穗，有得人顾此失彼而

往往错失良机，有的人瞻前顾后依然与之失之交臂。真正能拾取到自己生命麦穗的人，就是

那些最善于捕捉良机的人，那他，会是你吗？ 
本文首发《揭阳日报》 
 
 
疤痕上的花朵 
文/尤培坚 
曾有一个从小就玩起的伙伴，家境好，所以一直活得滋润。而我，自小在贫困中长大，

过惯了清汤寡水的生活，寒暑假我更是在田间地头帮父母从事农活，晒得一身黝黑。自家的

农活干完后，我也常常被他叫到他家帮忙他干活，我一样没有推辞。有一次，他家建新房，

我跑到他家帮忙，忙了好几天，他十分感动，使劲地拍着我的肩膀：“好兄弟，以后，你有

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终于，有一次，我也要建新房了。于是，我向他伸出了求助的手。我以为，我是第一次

向他借钱，他应该不会不借给我吧？果然，他微笑地问我：“兄弟，你要多少？”我说要五

千，他愣了愣：“哦，这么多啊？这样吧，我现在只有两千块的钱，我等下去银行拿回来给

你吧。”我点点头，心想：两千就两千吧。于是，我先回家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打了个电

话过来，支支吾吾地对我说道：“兄弟啊，我……我……我明天要到福州做一件事情，还要

花钱，你看……看在兄弟的面子上，我先借你一千吧。”我听说他有事情要花钱，连忙推辞：

“你自己要花钱，就不要借我了，我再找别人借去。”我以为，他是真的没钱，可是，我错

了。一天，我从一个搞装修的朋友嘴里得知，他刚刚在福州买了一套三十多万的房子，而且，

还叫这个朋友到福州装修了。 
我无语沉默了。从此，我们两人见面的次数就渐渐少了。我想，在他的心中，我应该不

是他的朋友吧，我还是走开一点好。 
曾经是个文学青年，每年都要花费一些钱订一些文学刊物。有一次，有几个年轻人到我

宿舍玩，看到我处有许多的文学期刊，十分高兴。他们向我借走了好几本的书，我虽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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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但还是友好的借给了他们。可是，过了好久，他们都不把书还给我。一次，我正在看

报纸，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喊我，我向窗外一望，十分高兴。因为我看到了其中两个借走我书

的女孩子来了。 
于是，我跑到楼下向她们要书。可让我万万想不到的是，她们竟然质问我为什么要偷偷

地给别人写信，说她们之间的秘密。我大吃一惊，她们之见的秘密？我可是刚从外地回来工

作的，到这里工作还没满两个月啊，她们之间的秘密，我怎么知道？我生气地问这是怎么回

事，她们说从我借给她们的书可以看出，写信的人的字迹和我很相似。 
我要她们把信拿出来看，可是她们说这信有秘密，不让看。末了，她们见我不像写信的

人，就叫了一个有身份的人到我的单位调查了好几个人，最后不了了之。向来，当年我们都

是太年轻了，轮到现在，绝对告她们一个侵犯人权！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盆水仙花，一次，无意地用刀剔除上面的泥巴，却不小心把水仙

球挖掉了一大半，那个水仙球只剩下小小的一片，露出它一大片的疤痕。我以为，这颗水仙

会悄悄地死掉。可是，让我想不到是，一个月过去，那小小的水仙球不但没有死，而且，还

从那挖掉的地方，长出了一枝叶管。不久，在那疤痕上，悄然盛开了一朵美丽的水仙花。这

朵水仙花是那样的洁白、馨香、高雅；这朵花，开得竟然比其他的水仙花都漂亮，都出众。

难道，这就是疤痕上的花朵？ 
看着那疤痕上的花朵，我突然想起了人生。是啊，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失

意。友情的虚伪、感情的失误，误解、攻击、陷害更是常常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发生。当年，

你也许会被这些事情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甚至咬牙切齿，恨不得一口吞了人家。可当时光

荏苒，当你步入不在冲动的年纪，很多的事情，却反而变得美好起来，有时候，你反而会感

谢人家那些误解和攻击，就因为这些误解甚至陷害，让你明白了很多道理，让你知道了什么

是真正的朋友，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因为伤口，你常常舔犊似的抚摸它，注意它，到了最后，

它反而成为了你人生之中的一朵花，一朵在疤痕上长出的，鲜艳而美丽的花。 
本文首发《福州晚报》 
 
 
父母总会留你一碗饭 

文/尤培坚 

小时候，我家七口人，人多嘴也多，所以，家境十分贫寒。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一家人

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我们兄妹共五人，每天总是帮助父母做事情：割猪草、砍柴火、挖地瓜……

生活的艰难，让我们更早地知道父母的辛苦，而父母也每天为孩子的伙食担忧。但不管如何，

每天每个孩子一碗饭，他们总是能想办法做到。 
那一次，我到池塘边割猪草，那时已经接近秋天，池塘边的草已渐渐荒芜，为了能找到

更多的猪草，我四处搜寻。等到割到满满一筐猪草的时候，早已经天色昏黄，夜灯初上了。

我饥肠辘辘地回到家，一放下肩膀上的猪草，我就喊了声：“妈妈，我饿！”母亲见我满头草

屑，连忙心疼地拍打着我身上的草屑末儿，指着还散发着热气的灶台对我说：“孩子，快去，

妈特意给你留了一碗饭，还热着，快趁热吃吧！” 
我掀开锅盖，看到锅里的温汤中果然煲着一大碗绿油油的“饭”——一大碗的芥菜。我

知道，我们家已经好几天没有米饭吃了，我们每天赖以充饥的，不是地瓜，就是这些好种易

活的大叶片的芥菜了。我大口大口扒拉着盐巴就白水煮的芥菜，饥肠辘辘的我却好像吃到了

人间美味。父母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地摇头叹息起来。 
那年头，苦啊。 
时间过得很快，几年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的苦日子也渐渐过去了，

我们家每年生产的粮食都吃不完。这时，我也上了中学。但上中学，花费大，中学离家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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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公里，不是很远，为了节省上学的费用，我就每周扛着一小袋的白米到学校去。到了周五

晚上，我就徒步回家。待我回到家时，一般都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这时，一家人的晚饭都

已经吃过了。父母早就在路头等我了，见到我大步地走回来，就高兴地接了我的书包，对我

说：“锅里还留着你的饭，快去吃吧！” 
我掀开锅盖，就看到了一个大瓷碗里盛着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米饭上面，常常还压着

一个大大的煎蛋。吃着父母留给我的一碗饭，我总是心存感激，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以后

找个好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报答父母的爱。 
为了能给父母减轻负担，初中毕业，我选择了报考中专。那时中专毕业是包分配的，但

由于分配到了外地工作，所以出来工作的前几年，我都没办法呆在父母的身边，只好一年回

两次家。但每次打电话告诉父母回家的日期，回到家的时候，我也总能吃到父母留给我的一

碗饭。而如今，回到家乡工作，每天晚上，不管我多迟回家，依然能吃到父母留给我的一碗

大米饭。 
我知道，一碗米饭，其实饱含着父母对自己孩子的关爱。一个人在逐渐变老的历程中，

也许会逐渐失去许多东西，但父母给你的爱，却永远不会失去。 
我知道，再苦的日子，父母留给你的一碗饭，会让我们的苦日子甜中带甜。 
我还知道，再盛大的宴席，也比不上父母留给你的那一碗饭，那是世间无可替代的美味

佳肴…… 
本文首发《齐鲁晚报》 
 
卖温暖的老人 
文/尤培坚 
天气越来越冷了，转眼已经是过了大雪的节令。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到农家的屋顶，

田间的农作物上落满了白茫茫的秋霜。秋霜来了，我便感到了一股深深的冷意。每天早出晚

归的工作，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奔波，我已经渐渐进入了心灵的冬季。很多事情，我都开始

有了厌倦感。 
今天早上，我依然骑着车去上班。草草了塞了两个馒头，肚子未饱，而寒风料峭。车子

在一个拐弯的地方，没油了，我只好推着车子来到了前面的一个乡村的小店。那个小店很小，

只是偶尔卖些日用品。店主是个五保户，我知道他。我把寄车子的来意向他说了，他听了我

的话，笑了笑，随手就递给我一杯热开水，说：“好，小伙子，你先喝杯热开水吧。”接过老

人递过来的热开水，我这才发现，老人在自家小店的门口，摆了个小火炉，上面烧着开水，

旁边还放着一些保温壶。 
我感到奇怪，就问题：“老人家，你放这么多保温壶干什么？”老人指了指路边几个去

上学的孩子，笑着对我说道：“这些孩子真可怜啊，这么冷的天去上学，学校也很冷，我就

让他们把自己的塑料保温壶带来，每天他们去上学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带上一壶滚烫的保温

壶，这样，大冷天的，他们也不冷了。”我转身一看，果然，那些孩子手提着保温壶，正开

心地向学校的方向前进呢。 
    我很感动：一个本来就需要大家帮助的五保户，却时时想着别人，我是一个本来就应该
帮助别人的人，却天天在叫苦。我真是不如他啊！ 

也许是老人的话，让我感到了愧疚，我掏出身上的十块钱，递给了老人，说：“老人家，

谢谢你，我把车子寄在您这，晚上来拿，这钱，你先收着。我代表学校的学生感谢你！” 
老人拿着钱，急了，他叫起来：“小伙子，你干什么啊？我没卖你什么东西啊，你干嘛

给我钱？”我笑了笑说：“不，老人家，您有卖给我东西。” 
老人愣住了：“咋？我刚才真的有卖给你东西？你说，我刚才卖给你什么了？” 
我大声说了一句老人听不明白的话：“是啊，你刚才卖给了我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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