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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僧无门慧开禅师有一句
偈子这样写道： “春有百花秋有
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
挂心头， 便是人间好时节。” 春
夏秋冬的四季更替， 生老病死的
交换轮回， 总会有苦闷与烦恼。
学会放下那些 “闲事”， 以平常
心对待， 那就是人间最好的时节
了。

放下烦恼， 抛却忧愁， 做快
乐充实的自己， 珍惜人间的好时
节。 “五月天” 乐队的主唱阿信
曾经说过： 在乐队的初期， 无数
的压力蜂拥而至。 有一次在骑车
经过一个隧道的时候， 他告诉自
己， 要把所有的烦恼都遗忘在这
个隧道里， 骑出隧道就是一个阳
光、 开心的自己。 果然， 骑出去
后觉得自己清爽了很多。 珍惜青
春灿烂的日子， 不再把日子浪费

在黯然神伤上， 这就是因为他放
下了， 放下了纷扰和烦恼， 展示
出满心快乐的力量， 珍惜了属于
自己青春的人间好时节。 就像在
五月天 《后青春期的诗》 中所唱
那般： “无论多远未来， 读来一
字一句一篇都灿烂。”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放下烦心琐事， 原谅
自己与他人的无意之失， 告别一
段忧愁， 走入下一段风景， 或许
是那些牵连着幸福和快乐的片
段， 才是我们真的应该珍惜的人
间好时节。

放下功名， 摒弃利禄， 作闲
逸淡泊的自己 ， 徜徉人间好时
节。 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愿同流合
污 、 得罪权贵 ， 被贬谪 。 所谓
“十年生死两茫茫 ”， 他也曾痛
苦 、 迷惘过 ， 可他最终学会放
下， 抛却了那些功名利禄， 选择

了淡泊与平和。 在 《行香子·述
怀 》 中他这样写道 ： “浮名浮
利， 虚苦劳神”， “且陶陶， 乐
尽天真”， “几时归去， 作个闲
人 ”。 闲云逸鹤 ， 抚琴 、 读书 、
赋诗、 访友、 体民情， 相比官场
的黑暗不知要美好多少呢。 他放
下了那些看似荣耀的浮名头衔，
过上了 “对一张琴、 一壶酒、 一
溪云” 的惬意生活。 人生在世，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功名利禄更
是过眼云烟。 生活不是让我们承
受这些不如意事 ， 我们应为理
想、 为祖国 “消得人憔悴”。 徜
徉在人间好时节， 怎能不有 “踏
雪飞鸿” 的淡然。

放下世俗， 潇洒超脱， 做坦
荡高尚的自己 ， 享受人间好时
节。 超凡脱俗不是一件易事， 但
只要有放下的勇气和行动， 就是

一种超脱。 一天， 老和尚与小和
尚经过一条河， 恰遇一位姑娘也
要过河。 河水湍急， 姑娘止步不
敢前， 老和尚背着她过了河。 小
和尚心有余悸 ， 不时着急地念
道： “师傅， 男女授受不亲呀！”
老和尚说： “我在过完河之后就
把她放下了 ， 你怎么还没放下
呢？” 在我们感慨世态炎凉的同
时， 是否也应放下， 放下忙碌，
放下抱怨， 放下冷漠， 不拘泥于
世俗， 成全、 超越自我的同时，
使自己变得高尚起来， “授人玫
瑰， 手留余香”， 这时亦能享受
人间好时节了。

放下懒惰， 用奋斗的力量实
现价值； 放下压力， 用平和的心
态面对人生； 放下狭隘， 用宽容
的温暖融化烦恼……只有放下
了， 才能体会到人间的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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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军大生活
那是60年多前的工作历程 ，

耄耋之年的母亲讲述着她在第二
野战军军政大学分校的往事。

母亲袁希昭是北京建工安装
集团的离休干部 。 1949年5月 ，
解放军解放了安徽安庆， 并就地
进行招兵。 母亲在安庆女中上学
时就听地理老师介绍了解放区的
情况， 对革命颇为憧憬， 便报名
参了军。

这支部队是二野四兵团 15
军， 即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坚
守上甘岭、 涌现了黄继光等特级
战斗英雄的部队。 母亲到部队进
行了一个月的青年训练班学习，
就被分到了文工团。 1949年8月，
四兵团在江西南昌莲塘成立了西
南军政大学四分校， 母亲报名参
加。 兵团司令陈赓亲任校长， 并
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 时隔66年， 母亲仍然记得
陈赓当时说： “你们参加革命是
晚了些， 但是你们抓住了革命成
功前的尾巴。 全国还没有全部解
放， 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那时候， 军大学习的课程有
中国时事课、 国际形势课、 社会
发展史课等教程。 授课老师大都
是部队的领导。 这些老师理论水
平高， 授课经验丰富， 常常博得
数千学生的掌声。

大部队要南下解放全中国 ，
分校便随队而行； 行走的大致路
线是从南昌到吉安、 穿赣州、 过
佛山、 涉百色、 越云贵； 分校生
活基本是按照边行军边学习、 占

领城市、 驻扎宣传、 总结讲评的
轨迹运行； 形成了学理论、 长知
识、 强觉悟的好学风。 分校到赣
州时休整了40天， 适逢新中国成
立， 当天学员们在市里进行革命
宣传、 扭秧歌等方式庆祝新中国
的诞生。 母亲在赣州工作小结中
入了团， 受到嘉奖， 还担任了区
队长 ， 当时这是很令人自豪的
事。 分校在佛山进行革命宣传并
招收新兵， 不少知识分子都踊跃
报名， 有的甚至是戴着金戒指、
十字架、 手表来参军。 在佛山扩
编了一个区队， 女兵中队由三个
区队增加到四个区队 。 在行军
中， 学员们的体力和革命觉悟都
有了提高， 原来一天只能走二三
十里， 后来可以走百十里路了。
在翻越云贵高原时， 我们女学员
没有特殊照顾， 和男学员一样扛
背包徒步行军 。 没有一个掉队
的， 更没有开小差的。 军大就像
一个大熔炉。

1950年3月 ， 分校到达春城
昆明。 并设在据说是朱德当年在
云南讲武堂的地址。 分校的教育
进入了常规化、 正规化的固定模
式。 学员到达昆明后进行了工作
总结、 评比先进并于5月结业和
分配。 这里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事
情。 当时四兵团所辖13军、 14军
分别驻扎在云南开原和大理， 15
军在四川剿匪。 可能是交通不便
原因， 学员分配没有15军的人。
此时， 15军军长秦基伟来昆明开
会知道了此事 ， 便找到有关领

导。 结果母亲等七名女兵就由14
军改分到15军， 她们也就随兵团
干事李伍全乘飞机到了15军所在
地重庆。

1951年3月 ， 母亲随15军入
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年底随父
亲调入志愿军三兵团工作。 1954
年， 结亲转业到了地方。

1992年， 军大同学苏山汕从
云南来京。 她还带来了一张军大
学员的合影照片， 背面写有 “难
忘的回忆” 几个字。 当年风华正
茂的女青年，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
的老太太了。 但对军大的记忆仍
然恍如昨日， 军大生活无悔是她
们共同的感慨。

1950年5月， 军大学员在昆明军大门口留影。 前排左三半蹲者是本文作者母亲袁希昭。

袁希昭、 苏山汕、 熊同检三
位军大学员多年之后重逢时合影
留念。

■青春岁月

昨天， 戎马一生的父亲， 给
我讲起了他目睹雷锋拜廖初江为
师的难忘经历。

那是在1962年雷锋因公殉职
前的几个月， 作为沈阳军区装甲
兵汽车连的节约标兵、 抚顺市人
民代表的雷锋， 慕名前来沈阳军
区装甲兵6008部队坦克三师机械
化团一营三连 ， 请教 “全国学
《毛著》 第一人” 廖初江学 《毛
著》 的经验。 当时， 父亲任该连
连长， 并亲自参加了三天里的接
待工作。

父亲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雷锋
与廖初江见面时的对话。 当时，
雷锋羡慕地问廖初江： “既然咱
们都是湖南老乡， 为什么廖大哥
会取得那么大的成绩， 而我停滞
不前呢？” 廖初江笑着对雷锋说：
“你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呀！” 由于雷锋对廖初江的崇拜
和佩服， 使他如饥似渴地请教廖
初江学 《毛著》 的经验体会。 廖

初江也从不以名人自居， 毫无保
留地把自己的学习体会传授给雷
锋。

在这短短的三天时间里， 白
天， 由雷锋在操场上帮助廖初江
练射击、练投弹、讲战术。 到了晚
上，廖初江就给雷锋讲学《毛著》
的心得体会，往往是学到深夜。

两人分别后 ， 仍然经常通
信， 相互交流学习 《毛著》 的体
会和军事训练的收获 ， 互相勉
励， 感情至深。 1962年8月15日，
当雷锋因公殉职的消息突然传到
廖初江的耳朵里时， 廖初江为失
去这样一位战友和老乡而悲痛不
已。 尤其是1963年1月7日， 国防
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为 “雷锋
班” 和1963年3月5日， 毛主席亲
笔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 全
国掀起学习雷锋热潮后， 廖初江
深感自己的不足 ， 在日记中写
到： “一定要以雷锋为榜样， 甘
当人民的孺子牛！”

这是父亲保留的当年 《解放军报》 记者拍摄的雷锋和廖
初江在一起学 《毛著》 的照片。

放 下

父亲目睹
雷锋拜师廖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