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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自谓是野怪转生，
是何野怪，他却没说，惹得后人
争讼，有说他是野猿，有说他是
野狼，纪晓岚自认或是蟒蛇，证
据是他喜欢穿蟒袍(是的，清朝
官员皆衣冠禽兽)。那次，老纪
就新做了一件蟒袍，新新崭崭，
体体面面。帅呆了。

帅呆是个组合词吧，男帅
女呆，简称帅呆。老纪这回是，
亲家公帅，亲家母呆。恰好，老
纪儿媳她妈来看女，“见弟新
袍，徘徊熟视。”好一个熟视啊，
莫非是眼睛是只电炒锅？估计
是。眼睛是可以放电的，男女间
电压高了，放电久了，生米是能
煮成熟饭的。

亲家之间，乱开玩笑，并不
上纲上线。我原先以为这是乡
风，读了纪晓岚诗典，才晓得这
是古风。好多乡风都是古风，要
找古风，可去找乡风。一者是在
家里，门关起了，自己爽，弦断无
谁听；二者也是夜里了，喜欢听
壁角的，也黑茫茫一片皆不见。

老纪次日到办公室，地板

没扫，桌子没抹，便跟人说起
昨日事：“昨亲家母来舍看女，
见弟新袍，徘徊熟视，弟曾有
诗赠之。”别卖关子了，什么诗
啊。老纪点了一支烟，吟道：

“昨宵亲母太多情，为看花袍
绕膝行。看到夜深人静后，平
平仄仄仄平平。”

别说只有当下男女诗人写
睡诗，古如老纪，也是喜欢写睡
诗的。老纪这首睡诗，钟嵘《诗
品》有论：语不涉己，若不堪忧。
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满绿酒，
花时反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结句呢？结
句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睡诗，不是什么新鲜事。文
学史上专有这类诗，叫宫体诗。
宫体诗者，也叫艳情诗，便是当
今睡诗，睡诗者最喜欢写男女
间那些事。如纪晓岚这首打油
诗，也可归于宫体诗之余脉。

宫体诗尺度再大，写到履、
枕、席、卧具、绣领、袙腹等打
止，也不会脐下三寸。记得游国
恩先生《古代文学史》，专门拿

了上官仪一首宫体诗来批判，
却也不过尔尔：“罗荐已擘鸳鸯
被，绮衣复有葡萄带。残红艳粉
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

这首宫体诗，便是如今睡
诗。闻一多批评宫体诗及其余
韵是这么说的：炀帝晚年可算
热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文
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
炀帝还要热忱。于是庾信的北
渡完全白费了。宫体诗在唐初，
依然是晋简文帝时那没筋骨、
没心肝的，不同的只是词藻来
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
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

宫体诗延及唐朝，是没筋
骨没心肝。延及当下呢？辞藻不
细致，多是粗鄙；声调不流利，
韵都不押；外表不是乖巧，是乖
张，不是酥软，是酥麻——肉麻
麻的。肉麻也是人性，抛开卫道
士，也可来写诗，张敞说，“闺房
之乐，有甚于画眉者。”可是古
人，闺房之诗，只及画眉也。

文学有纪实，文学有审美。
写闺房之乐，也是一种纪实，却

因为你是诗人，你得有诗的审
美，当有一种文学语言，来表现
人生风情。如闺房类这些极俗事
情，可以用极雅词句来写，那才
匹配有最高艺术之称的诗歌。

如今文界，有解构之风，越
是高大上，越要矮穷矬，流风所
至，便是下体诗。不怪某一个诗
人，当怪的是整个诗界，正儿八
经写诗的，发表不了，歪瓜裂枣
的，却端上了正雅之堂，堂而皇
之，美其名曰，是写基本人性。
人，当然有性，却，人不只有性，
人还有心肝，有心肠，有心灵。
干嘛一落笔，便是不可描述？文
学思想可以解放，可以来写闺
房之乐，却当乐在闺房，止在闺
房，如何又乐上了版面？关起门
来，随你如何莺莺燕燕，随你如
何哼哼唧唧，都没人管你；到了
广场，你还噼噼啪啪，你还叽叽
歪歪，到底有伤风化。

越是俗事，越是高雅着笔，
这才是水平，这才是审美，这才
是文学。

（刘诚龙：作家，双清区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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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年轻人，常有雄心勃勃的理想，
却总不见行动和成效。问起原因，他会叹
息一声:雄心有余，时间不足哇！

真的是“没有时间”吗？鲁迅先生说: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
是有的。”不管你有多忙，但只要下定决
心，肯定能挤出时间来的。

是什么东西占去了我们的时间呢？
是我们自已的惰性。惰性是我们成就事
业的十分强大的对手，是一个善于用软
功夫消磨你意志的对手。我们常会在一
时的懒惰、一时的安逸、一时的自我宽恕
中放纵自己，失去了那本来可以抓住的
时间。如果这种惰性发展下去，就会产生
一种惯性，使你再也迈不开进取的步伐。
一个人的雄心大志、聪明才智，在惰性的
阻挠下，都将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惰性带来懒散，懒散必然拖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
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本事再大、能力再强的人，一
旦有了惰性，终将一事无成。

惰性不是天然生成的，它是贪图安逸和享受的产物，也
是游手好闲、虚度时光的结果。优裕的生活、可以坐享其成
的家庭环境，都是助长惰性滋生的温床。拼搏精神只能在拼
搏的环境中生长，奋进的斗志也只能在奋进的征途上激发。
如果一个人逃避拼搏，不想奋斗，那就极易为惰性所俘虏。

“一懒生百病”。懒惰，不仅是事业成功的障碍，也是引
人堕落的因素。因此，我们应把它视为精神上的瘟疫，尽全
力克服和铲除它。

培养动力。成功的第一条法则就是具备动力。动力是一
种积极主动的力，是一种想去做、并且正确地去做事情的愿
望。内心具有这种动力，他就会一心一意去做每一件事，惰
性也就很少打扰他们。成功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艰难的上
坡路。

正视危害。要认识到懒惰的错误根源所在，认识到它的
严重后果。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彻底克服它的决心和毅力。
如果认为惰性“无碍大局”，游手好闲使人“轻松愉快”，心甘
情愿地放纵自己，那就无可救药了。

确定目标。惰性在目标不明确的人那里最有逗留权。手
头似乎没有什么紧要事可做，或者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惰性
便会大摇大摆地到你这里来“安营扎塞”。在每个人的生活
经历中，什么时候都得有个明确的前进目标。有了目标，就
有了责任感，就有了督促自己去实现目标的动力。

立即行动。有了计划和设想之后，就应该立即付诸行
动。懒惰的最大特征是拖延时间，很多事情都是当事者认为
时间反正还充裕、可以搁一搁而被长久地搁置起来了。一件
事情在手，而时间又允许，那就应当立即动手去做，这样可
以赢得凡事做在前头的主动权。

坚持到底。精力在成功之中更新，而在事情的拖延之中
衰败。如果事情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或犹豫不决，那么这种拖
延的精神状态就会蔓延，使你的活力退潮。

正视困难。要正视不合心意或者需要花大气力的工作。
这类工作你越是躲避它，心理压力越大，不但工作做不好，
也易养成拖拉作风。如果某件事情你感到困难，你可以和自
己打赌:在一定的期限内，我完全可以做好这项工作。另外，
在完成时给自己以奖励。

排满日程。一位教育家说过:“时间应分配精密，使每
年、每月、每日和每小时都有它的特殊任务。”这一年，任务
是什么?这一日，要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这小时，该怎么使
用?我们心里都要有数，要对自己下达必须完成的任务，并
且尽力去完成它。只有这样，我们潜藏于自身的惰性才会离
我们而去。

绝不拖拉。做每件事情都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度。所谓
“今日事今日毕”。不能这样想:“这件事情今天完成看来困
难了，推到明天也无妨。”有了这种习惯，惰性就有了最好的

“防空洞”，一定要把这个洞堵死。只要情况不是非常特殊，
任务就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

每天结算。一天下来，哪些该做的事做了?哪些该做的
事没做?而哪些不该做的事又做了?作一结算，既利于对所
做事情的及时总结，进行补救，也可潜移默化地养成有条不
紊地工作和抓紧时间的习惯。

（冯世民：城步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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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数据显示，
2020 届高校毕业生 874
万 人 ，同 比 增 加 40 万
人，毕业生人数再创历
史新高。

又 是 高 校 毕 业 生
就业时，如何就业，如
何谋业？今年是疫情灾
难之年，就业困难随之
而来。早就业，就好业，
自 然 成 为 应 届 毕 业 生
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党
和 政 府 要 解 决 的 实 际
问题。

4月14日，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采取有力有
效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会议要求，加大力
度支持稳企业、拓岗位，
吸纳毕业生就业。开发科
研助理岗位，充实基层教
师和医护人员队伍。加强
就业服务，研究助学贷款
延期还款、用好失业保险
基金等政策。

就业有“危机”，确实
如此。但是，“危机”也蕴
含机会，眼下党和政府高
度重视，只要高校毕业生
眼光向下，勇于创业，敢
于担当，就业道路千万

条，生机勃勃。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

基层就业，不是口号，有
优惠政策，有广阔天地，
实实在在。主动面向基
层、面向社会组织、面向
特别需要的地方就业，尤
其是选择西部地区，去农
村，进民企，下社区，摆小
摊，都是明智选择，照样
大有作为，这样的大学毕
业生是识时务者，是青年
俊杰。

所谓的就业难，难的
是心态调整。端正心态，
热爱基层，眼光向下，就
不会困难，机会很多，岗
位很多。好儿女志在四
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实
现美好中国梦，要靠我们
青年人。圆梦不是轻而易
举的事，脚踏实地、扎根
基层、艰苦奋斗，是成才
和创业的良好途径。到基
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
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青年朋友
们定能书写别样精彩的
人生。

（罗立志：邵东市城
区三小）

扎根基层书写未来
罗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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