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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五月的花园》

———陈焉散文集序

2008 年的春天，我有了两个兴趣。一是阅春，也就是遛弯。之所以产生这个

兴趣，是因为上班路上，只要绕个弯，就能绕进环城公园。一路春色，一路花香鸟

语，养眼又养心，何乐而不为? 二是阅文，也就是读陈焉的散文。这可能要归因于

缘分。认识陈焉有年，只知道她写诗，还出版了诗集。忽有一日，她拿给我一沓子

文字，说是要出散文集。我惊讶了数秒，没敢流露出轻视，只是礼貌性地接过书稿，

暗忖:且读一篇，再决定是否读第二篇。结果是读了一篇又一篇，从春三月读到了

红五月。古人说: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又说: “走万里路，读万卷书。”2008 年的

春天，我有种颠倒了的感觉: 走路像读书，读书像走路。这当然是陈焉所赐。我不

阿弥陀佛，我只谢陈焉，捎带着也给春天一个长揖。

陈焉把自己的散文集子叫《五月的花园》。妙在读她文章的时候，真就像走进

了五月的花园里。这里没有乍暖还寒的暧昧之风，却有着似春似秋的缠绵之雨;没

有繁花似锦的姹紫嫣红，却有着幽香如酒的泥土气息; 没有莺莺燕燕的卿卿我我，

却有着汤汤水水的唠唠叨叨;没有志向、抱负的豪华显摆，却有着理想、梦想的津津

乐道;没有人生富贵的无病呻吟，却有着人情世故的有的放矢。原生态的文字组

合，再现了一幅幅原生态的世相图画。时而是童话世界的绘声绘色，时而是红尘社

会的亦叹亦咏; 时而是岁月留痕的伤逝苦想，时而是青春年华的感怀觉悟。童年的

风筝已经杳如黄鹤，风筝的长线却还捏在纤纤玉指之中; 乡村的生活渐行渐远，经

历的影像片断还在脑海时隐时现。哪怕都是些记忆的零星碎片，不用拼接也能感

受到岁月过滤不了的苦辣酸甜;哪怕只是些青春的朝花夕拾，却能感受到时间稀释

不了的亲情、乡情和友情。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记忆，陈焉的记忆却因为真诚而裸露

了自己的灵魂。在《五月的花园》里，听不到喁喁的私语，却能听到一个灵魂的倾

诉，那一字一句的娓娓说道里，充盈了一个女子阅历人生的喜怒哀乐。有时候，一

颗心会从文字里蹦出来，现身说道，坦率直白，直白得使人感动，又使人没有了回味

的余地。读这样的文字可以不用心，却能读到心里去;可以不去注意文字的细枝末

叶，却能注意到生动有趣的情景描述恰恰显现在细枝末叶之中。



陈焉是个诗人，她的许多文章理所当然地像诗，有的文章甚至就是诗。我说

过:“诗化了陈焉。”或者说，陈焉就是诗。蚕，当然要吐丝;蜂，当然要酿蜜。诗化的

陈焉，当然要写出诗情画意的文章。她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作文谋篇似乎刻

意要避免诗的束缚，而力求散文的“形散神不散”; 她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

以行文走笔总是受着诗意、诗情、诗语的束缚，不能使她心灵上的感想、感受和感动

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恰恰得益于如此这般的“对立统一”，她的散文“无心插柳

柳成荫”，使浩瀚的文学荒漠里，有了一畦诱惑人眼的绿色。

如果把诗比作“钓”，那么散文就很像“渔”。陈焉拥有“钓者”之心，却在做着

“渔人”的事情，就怪不得她的散文不是诗，却有着诗的热情、浪漫和随意。读她的

文章，像听她说话。她不许插嘴，所以她不停顿。她不讲故事，即便是她要讲的人

事里有故事的潜伏;她也不说教，哪怕她的抒情文字里似乎不难找到说教的苗头。

她是要直抒自己心灵之旅的所思所想，直白自己人生之旅的所闻所见，而把全部的

所得所悟都寄托在了自己的所言所语里。有所思，在长安; 既耕耘，又收获。这就

妙哉! 她的文章无形中没有了粉饰的脂痕，也没有了雕饰的斧痕，而带有写意画家

的拙笔传神与村童牧笛的原汁原味。

好多个日子，我一直在《五月的花园》里徘徊。我不能不思考:她怎么就能写春

天般水淋淋的文字? 她怎么就能那样驱使方块汉字而随心所欲? 她怎么就能那样

写就有那样写的味道? 她的文本并不完美，却给人留下了完美的回味。时日复时

日，徘徊复徘徊。雾里看花，我终于看出了些意思。文学，说白了就是文字的游戏，

不能没有规矩，但规矩又容易适得其反。陈焉虽然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却不是

文学圈内的常客。她的文学细胞，更多的是文学祖师爷的遗传; 她的文学素养，更

多的是文学爱好者的自我修炼;她的文学情结，更多的是一颗芳心对文学之神的精

神皈依与情感膜拜。不能说她不受约束，如果那样，她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白修

了;但可以说她很少受约束，至少未受所谓文学圈或者圈内文学的潜移默化，而避

免了写作模式的千篇一律。在文学的园地里，再优美的文字也就是文字而已，只有

个性化的文字才是文学魅力与生命力的所在。我欣赏陈焉的散文，愿意用一个春

天去阅读，并用一年半的时间去回味，是因为我遇到了不是另类的“另类”。路边的

野花不富贵，但最容易惹人注目。何况这“野花”长在《五月的花园》里呢?

孔 明

2009 年 10 月 18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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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女与妖女

传统意义上的淑女，大多相貌端庄，举止文雅，衣着质朴，温柔贤良，是我们女

辈最早的行为典范，也是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女性样板。而我们惯常从古书中领教

的妖女，大多出没于夜黑风高的晚上，都是些妖法妖术高明无比，可以倏忽而来，悄

然遁去，出神入化，古怪精灵的神奇女子或魔幻大师或魑魅魍魉。当然清代著名笔

记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为我们展现的妖女们还永远是样貌姣好，菩萨心

肠，总在赶考书生极为穷困或病入膏肓之际出场，给我们上演一场在封建社会简直

是不可能发生的精彩浪漫的爱情生死剧。令人掩卷沉思，扼腕长叹。而现代社会，

妖女已不是倩女还魂，而是活生生的人了，要想分清楚淑女与妖女的不同，还真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若仅从衣着上判断，我们每天在大街上看见的淑女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

与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有关。走进琳琅满目的大百货，尤

其是做工考究的专卖店和密布大街小巷新潮个性的精品屋，我们会发现，现在对于

爱美的女性来说，想把自己设计打扮成淑女，是更加方便简单了，根本无需动太多

的脑筋。恰到好处的各色搭配已成为了店家招徕吸引顾客眼球的招牌，各种流派

纷呈，随你挑选。你若心仪某一件上衣，聪明的商家会马上为你搭配相适的裤子或

裙子，所以，某种程度上，只要你不是那么斤斤计较价位，或不是那么刻意地去追求

一色品牌，相信你每一次上街都会如愿以偿地，瞬间可变成美女淑女。深受传统文

化浸润的国度，淑女是人人喜欢的。所以女人们前赴后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当

然，那些衣着不仅时尚、个性，而且穿法前卫、搭配出位的女性，很容易就会被人们

认为是妖女。

显然，如果你用衣着去判定淑女与妖女，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了。而且你若细心

一些，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除却是真正的大庭广众之下，大多女性是很享受淑

女称谓，在较私人的聚会或酒会中，很多看来非常淑女的女性，会坦称自己就是绝

世妖女，而她们个性十足的超常的表现会使“淑男们”大吃一惊，甚至大跌眼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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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鄙人的身边就暗藏着许多貌似淑女的妖女，她们正天天出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真正的妖女一定是很有些财力和素养的，她们精于美容术服饰学美学还有很

好地把握时尚潮流的嗅觉，当然长得不一定很漂亮，但一定不能很丑。她们以淑女

的面目出现，却行妖女之实。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她们的出场，总会令在场的人眼

前蓦然一亮，引发不小的震动。然而真正的妖女从不哗众取宠，她们举手投足自有

一种狐媚的味道。她们率性自然地流露，绝不做作，恰如其分地引人注目，由此男

人身边便再不会寂寞。然而除非有些资本的男性，要想随便套近乎那是一定要领

教被妖女冷落的滋味的，因为妖女自有一套妖术，三分钟内便识得真假美猴王。而

与气味相投的男性交往，她们也有自己的法术，若即若离，真假莫辨，令心仪的男性

咂摸不透。

现代妖女是不甘于做父母膝下的乖乖女，也不会再囿于家庭的小圈子的。她

们骨子里是一些现代思想滋养的东西，她们更懂得活着的意义与价值，也知道如何

体现自己的优势给自己保值增值。她们过着自然洒脱、绚丽多彩的人生。她们敢

于挑战自己，也善于调整自己。她们感到孤独寂寞时，失败沮丧时，也会纵情声色，

当众狂舞，或一醉方休，甚至会在无人处号啕痛哭。然而当第二天太阳重新升起，

她们又以淑女的清丽的形象出场，一切似都从未发生过。可见真妖是要有些真功

夫的。

其实真正的妖女也许正是你身边的那个淑女，只是你若想识破她的真身，还是

要有些法力的。而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淑女正在逐渐远离和淡出我们的生活。难

怪乎总有媒体在恣意宣称某位美女为最后的淑女，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男权社

会的男人们对淑女时代没落的最后哀鸣之声和普遍的感伤之情。现代社会淑女与

妖女界限之越来越模糊，也许某种程度上正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也恰恰是

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

2005．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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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居寺随想

深居闹市幽静而神秘的云居寺，与我来说有着说不清楚的缘分。忙碌奔波在

琐碎喧嚣的尘世间，日日从近在咫尺的她的身边掠过，多少次心中升起一种向往，

多少次有过一种淡淡的怅惘，仿佛今生永远没有时间亲睹她的真容了。就如同我

用一生矢志追逐的梦想，她总在离我不很远的地方，却永远不得亲近。

那样的一个春日的下午，是心灵远行的日子也是守不住寂寞的日子，阳光点燃

了那份沉寂多年的热望，我静静地靠近这片心灵的净土，靠近那让我有过无限怅惘

与遐想的清净所在。

这穿越岁月的寻常的一次探访，却不寻常地激荡着我多愁善感的心魄。在走

进她洞开的那扇门的瞬间，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已独立于世外了，站在峰顶站在浪尖

站在尘埃之上，接近太阳接近了那历史上久居不散的祥云了。

那年深日久的古槐，光秃的树干直直地冲向天空，凝聚着一种无法言语的历史

的沧桑。那叠印着密密匝匝厚重的自唐以来漫漫一千多年历史的残砖碎瓦，让我

的内心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大雨濯洗后的纯净与舒爽。而近旁太阳下一隅静坐

的耄耋老尼，已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年龄，而我知道，在她们的心中却珍藏着一本只

有她们才知道才倍觉珍贵的精神之旅的珍贵画卷。我分明从她们浑浊的老眼中读

出和看见了那已无需言语，却暗含着的一种人类生命的坚韧与顽强。那垂怜众生

的自在观音菩萨，妙相庄严，慈眉秀目，悠然静坐，呵护着守护着自己的那块精神家

园。远处墙角一只小黑犬儿偶尔对香客轻吠几声，愈加显得这里肃穆与幽静。

在这里，曾经的荣耀都属于过去，透过历史的残骸与嬗变，却能静静感悟一种

力量，感悟生命的珍贵，感悟生与死，让身处凡尘的自己重返一种平和一种美好的

心境，重新捡拾起一种生命的真实。

虔诚地点炷高香，向文殊菩萨叩三个头，心中默许一个愿望，不期许获得大智

慧大力量，只期望自己能获得一种超然的力量。

走出云居寺时，已是月色黄昏，回望灰白天幕中她愈加静穆的神情，感到有些

什么已重注我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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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味 孤 独

记得有人说过: 孤独，就是想说话时，无人听; 有人听时，却不想说了。这句话

极精妙地传达出了孤独的精神内涵。

人的一生，无论你是一个富翁还是一个穷人，无论你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个凡

人，几无人不曾感觉过孤独。可见，孤独与财富无关，与地位无关。

对有的人，孤独凭天而降，倏忽而逝;对有的人，阵阵袭来，捉摸不定;对有的人

来说，孤独终生相伴，随影赋形。而有的人，却终其一生也品尝不到真正孤独的滋

味，孤独与他们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因为孤独是一种纯粹的心灵状态，他与一颗心灵的深厚与丰富有关。它是一

颗渴望回应与抚慰的心对另一颗心的深切呼唤，它是一个深刻的心灵将自己置身

于茫茫宇宙之时对生命的回望与沉思。整日醉心于吃喝玩乐灯红酒绿中的人是不

会感觉到真正的孤独的，因为没有灵魂的肉体，失去了感受孤独的能力; 陶醉于花

前月下个人得失中的人是容易与孤独擦肩而过的，因为孤独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一

颗平庸又空洞的大脑配不上享用孤独的厚重。一个对生活和生命充满激情的人，

孤独是绝不会吝啬的，它会一次又一次降临到他的身边，细心倾听他内心的独白，

给他孤独以抚慰与力量，为他拨开迷障驱散黎明前的黑暗，让孤独的心重获信心，

继续前行，去捕捉生命的厚重，获得精神上一次次飞跃与升华。而一个非常热爱生

命又耽于思考，对人类具有强大创造欲和使命感的人，会更容易感受到孤独。他们

的一生几乎是与孤独同行的一生，他们害怕孤独却又享受着孤独，在与孤独的交战

中迸发出深刻的思想火花和惊人的创造力。所以，我们所知的伟大的人物，无论是

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艺术家，都承受过常人难以承受的孤独，孤独就是他们

的宿命，也成就了他们非凡的一生。

所以，孤独对有些人来说，是一块上帝的糖果，是求之不得的奖品;对有些人来

说，是上帝赐予的糖果，却不能够一次品尝净尽，需要时间慢慢地甚或需要一生去

品尝其中的真滋味。而对有些人，他们可说是上帝的宠儿，可以与上帝坐在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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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孤独对他们是天赐的财富，他们拥有真正的孤独的同时，也拥有了超越自我

参透真谛开启生活迷津的能力，也拥有了成功、快乐和幸福。

学会品味孤独，我们也就学会了品味生活。就像是我们的成熟，是时间和生命

之树结成的丰盛的果实，只有我们在人生的每一程及时地回望，又细细地品味过得

失，盘点过酸甜苦辣的滋味，我们才懂得拥有的快乐，才懂得珍惜。而回过头来，我

们的成熟与成功正是在孤独中孕育，又在孤独中坚持而长成的。

故而，清醒的人生，孤独正是一种常态。聪明的人，感谢孤独，喜欢孤独，乐于

与孤独结缘。只有庸人和傻瓜，才会讨厌孤独，诅咒孤独，与孤独结怨。我想，孤独

在人生的路上，在生命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时刻里，如果说它就是冬天，那么，它蕴涵

有多深，春天才会开出多少美丽的花朵，秋天才会结出多少繁盛的果实。

2006． 03．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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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变 心 情

走入世界，我们即跌入了生生不息的搏击场。为前程，为生存，为尊严，为梦

想。看不见的争斗，心与心的对垒，杯箸间的较量，欢庆中的陷阱，天天变戏法似的

在身边上演。抑或失败，失败使人沮丧或一蹶不振。抑或成功，成功意味着全力的

守卫和进一步的征服。说不清道不明的郁闷和烦忧如影随形，从未远离过我们。

家庭是我们心灵憩息的港湾，是我们疲惫身心的加油站。我们渴望在这里舒

展我们的身心，安放我们躁动的灵魂，让她重归生活的平实同时体悟生命的激越与

震撼。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发现身边的爱情已变得平淡如水，甚至激不起

心灵一点儿涟漪。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这个他，是不是我们曾朝思暮想、茶饭不思

的爱人! 那曾年轻而英俊的面庞什么时候陡然地增加了纵横东西的皱纹，那曾富

有磁性的欢快的声音什么时候多了太多的混浊与深沉。生活变成了日复一日的原

地踏步的重复，生活的意义在时光中被冲刷得若有若无，而我们曾热烈地追逐过生

命的心灵，却在光阴荏苒中一天天芜草杂生。于是乎，我们心情时常糟透了坏透

了，一种深深的隐忧和苦闷种植心田。

华灯初上，霓虹闪烁，我们无可依傍的心在城市上空漂流。越来越多充斥大街

小巷的酒吧、迪厅、茶秀，总在夜晚闪着蛊惑的眼睛，恣肆挑逗着我们那颗急需放纵

一下，渴望被暂时收留的寂寞孤独的心。在那梦幻泡影般的情境里，我们将自己毫

无保留地交了出去，将自己放逐于世界的另一端。那个狂饮豪啜，那个奔放不羁，

那个纵情声色，那个千娇百媚的女子可是自己? 我们已分辨不清了，而分清与分不

清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需要换取哪怕是很短暂很短暂的一个喘息，改变哪怕是那

么一点点的心情。

然而暂时的麻醉解决不了我们思想业已形成的痼疾，太过近的距离也阻隔了

我们大脑的思维认知。当新的一天来临我们重又堕入一种焦灼与烦躁之中，说不

清的失落与沮丧仍然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将我们困在其中，令我们窒息，甚至让

我们对活着的目的、生存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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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朋友，你真的需要远行了，一次真正的自我放逐。然后远距离地去审视

你自己审视你的生活，你一定会有新的发现新的领悟的。

也许是春暖花开的阳春三月，也许是烈日炎炎的火灼夏日，也许是晴空万里的

金秋十月，也许是霜寒雪冻的腊月寒冬。朋友，不论是什么样的季节，也无需有人

同行。就那样轻装简行，到你最向往最渴望的地方，或天马行空，随意行去。在陌

生的地方，在遥远的他乡，你独来独往，信马由缰，把自己真正置身于时空之外，让

自己真正独享一份心情，复原真正的自己。

你可以在旷野，与群山对话，与溪流絮语。你可以在城市，调笑花间，放浪形

骸。你甚至可以在遥远的城市夜晚里大声呼号，你也可以簇拥于异样陌生的面孔

中高歌狂舞。当然你也可以拜会你多年失去联络的女友，在装饰考究灯光暧昧音

乐经典怀旧的茶楼，追忆那些远离现实又终生难忘的青葱岁月。当然你也可以，做

你平时不敢不能做的一切事情。

远行的日子充实而浪漫，寂寞又美丽，惶惑中心灵收获得满满。是佛家所说的顿

悟，让心灵渐次放下了些什么，还是在绝对的轻松中了悟了存在之谜，明白了未经省

察的人生价值。其实你也说不清楚，你便开始想家了，开始怀念以往那些伴着烦忧的

人生，心痛那带有些许遗憾的岁月，渴望那些平凡而平实的日子来。

尤其是，当你疲惫地从远方归来，爱人轻笑相迎，揽你入怀。孩子扑入怀中，紧

紧相拥。家还是那个家，目光所及处，却有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窗台上，绿萝葱

茏，蕙兰含香。而屋内每一件饰物和陈设中，无不流动着一种浸透过岁月的生命的

味道，烙刻着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痕迹。就是这些原本像一堵高墙阻隔了你认知的

一切，转瞬间让你感动得猝不及防，你情感的闸门轰然洞开，你禁不住流泪了。

有一些什么如清风朗月透彻了心扉，你忽然有了一些顿悟，有了一些惊醒，有

了一些轻松。从此，你有了重获新生的感觉，倍觉生活的美好生命的珍贵。而兹后

的人生与生活，相信你也会峰回路转，处处逢源。

其实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是我们改变了心情。而改变了心情的我们，变得更顺

遂更智慧更豁达更温和更多情，也便更世俗更现实更可爱，更坚忍更自信更成功。

改变了心情的我们，其实就是学会了换个角度看人生，学会发现人生的真谛。自悟

在心在性，正如《六祖坛经》中说的:为生活而射猎，只能解决一时的安逸。射去心

中的迷惑，却能解决一生中的烦恼与痛苦。相信彻悟的人生是美好的，你也会成为

生活真正的强者和赢家。

2005．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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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受 生 活

今年春天，赋闲在家，我过了一段最诗意的日子。

早上，当晨光温柔多情地铺洒进卧室，我醒来依然赖在床上，怀想着昨日看的

那部名著里的精彩片断，男女主人公的真挚爱情，真是一件绝美的享受。不慌不忙

地穿上漂亮的睡衣，懒洋洋地走出可亲可爱的被窝，在洗漱室内再也不会像平时赶

上班那样潦潦草草了事，我会对着梳妆镜给自己多一些的关注。会多几个回合，尽

量把我的牙齿刷得白一些。我会用珍珠粉、蜂蜜和淀粉调制面膜，将自己涂抹得像

京剧中的花脸。我会自斟一杯香浓的麦斯威尔咖啡，一边看着早间新闻那个主持

人马斌眉飞色舞地解读报纸新闻，一边嚼食着蔬菜火腿三明治。

早上的时间，我会在家看书，会放时下最喜欢的朴树或王菲的音乐。当蛊惑忧

伤的音乐在周围弥漫开的时候，我也迅速地安静下来，陶醉在艺术的享受之中了。

当然，我也会在有风的日子，忽然有一些感伤，写下一些感伤的诗句，发表在网上，

让我的网友们紧张兮兮，我会有一份心里满足感。很多时候，阅读会让我突然有了

种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我会写些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的颇有文采的感悟与随笔，挣点

喝茶的稿费。

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有兴致出游，会穿上一身几乎没有机会穿的休闲装并尽量

搭配得时尚些，或把箱底从不敢穿的性感一点的衣服穿上，喷上我最喜欢的 CD 香

氛，荡漾着最后的青春气息和展示尽量阳光一点的味道，脚步轻快地走过街道走过

拥挤的人群，自鸣得意于周围关注的眼球，去春天的深处，寻幽探古。

在云居寺，我会在这个千年古刹的残砖剩瓦边多停留一会儿，独自静静感受着

密密匝匝叠印厚重而遥远的历史回声，感悟寂静的人生况味，参悟深奥的人生问

题，想些灵魂里的事。在罔极寺，香烟缭绕，尼影幢幢，我会望着参天古桐久久发

呆，仿佛看到了那段关于武则天与太平公主的悠远的历史画面，闻到那已远的馨

香。在青龙寺，小桥流水杨柳轻拂樱花流香的亭台楼阁曲径环廊间，我会突然想到

我的那个多年未有音讯的日本朋友，与那个扶桑女子的珍贵友谊，有点思念有点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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惘，同时对樱花有了一种别样的爱怜与钟情。我会在上课之外母校崭新的现代化

校区内徘徊往复，在春意荡漾、花香馥郁的花园里，回想我的美好而迷茫的大学时

代，重拾那些渐离渐远的往事还有我初放的心情。我会想方设法联系到并去探望

我的很久没有见面却常常梦见的中学时代的同学。抽出多一点的时间与闺中密友

喝茶、聊天、逛街和 KTV。我也会心血来潮，自己动手，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去画一张

中国画《幽兰图》。会多一点的工夫修剪一个漂亮的发型。会一节不落地去健身中

心上那两个最棒的教练的瑜伽课和芭蕾形体课，让自己的体形和气质愈加迷人，即

使在小女生面前也不输几分……

明月之夜，我细细盘点，突然发现自己一个春天所感受的幸福与快乐，对生活

的关注与热爱，比所有走过的日子都要多。日子过得充实又充实，快乐又快乐。

暂时脱离了职场烦扰的我，欣喜地发现，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原来生活如此

诗意与美好。而追逐在名利和激烈竞争中的我们，被一种奇异的怪圈所迷惑与左

右，只有物欲膨胀的大脑和没有尽头的忙碌奔波，已无暇顾及和细细品味我们所生

活的这个美丽的世界和好好感受我们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远离了我们所期待的

生活，这是多么可悲又可哀的事啊!

也许我们都该好好盘点一下我们的生活，好好感受一下我们的内心，在这珍贵

而短短的一生里，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什么?

感受生活，感受生命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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