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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作家应警醒“文学性的迁移”

■ 刘振

文艺创作中，影视与文学相互成
就的例子并不少见，最近“爆款”网剧
《隐秘的角落》 带动网络小说 《坏小
孩》热销，也在意料之中。但相比网友
的高预期， 原著水平却不尽如人意，
有网友直言 “被剧吸引过来 ，没想到
小说这么垮”。

这部小说之所以“垮”，一是语言
简单粗暴， 毫无美感； 二是逻辑硬伤
多，情节不合理；三是刻意强调“坏小
孩”之恶，缺乏人性关怀。 相比影视改
编的成功，小说之“垮”令人不堪卒读，
销量上去了，但口碑下来了，恐怕很难
说是相互成就，令人颇感遗憾。

以往，常常是一流的文学成就一流
的影视作品，“文学性” 是基石也是魂
魄。现在却出现了网络小说的文学性不
足，经过影视改编后赋予其更立体的人
物形象、更丰满的故事情节、更令人深
思的内涵，因而影视再创作比原著小说
更具“文学性”。网络文学只是提供了一
个角度新颖、情节曲折、有一定吸引力
的故事骨架，而编剧的精心打磨及演员
的精彩表演，使得一部三流小说“脱胎
换骨”为血肉丰满、真实感人的影视作
品。 就如导演辛爽所说“如果将故事比
喻为手术刀，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把这把
手术刀拍出来，而是想让观众看到刀口
所剖开的更深的内容”，所谓“文学性”
正隐含在“更深的内容”里。大量影视作
品改编自网络小说，这种现象或许可以
称之为“文学性的迁移”。

“文学性的迁移”，反映出网络文
学的某些痼疾仍未消退 ， 影视创作
的水准在不断提高 。 这种迁移对影
视观众来说是幸事 ， 观众得以从视
觉化呈现的故事中感受更多言犹未

尽又发人深省的东西。 但毋庸讳言，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照见网络文学长

久以来的软肋 。 尽管很多网络文学
作者并不以文学性为追求 ， 也强调

不必以传统的价值标准来评判网络

文学 ， 但面对影视改编增加了文学
性的内涵 ， 反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的现象，不能无动于衷。 有一些问题
无法回避 ： 当网友和业界以极其宽
容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时 ， 是以更
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还是自我放任？
如果“文学性的迁移”成为常态，网络
文学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说幸，是因为借此提高了知名度
和阅读量 ；说不幸 ，是因为恰恰将自
己的软肋暴露无遗。 不客气地说，网
络作家甚至无法以网友的拥趸为自

己辩解，因为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对
改编作品的肯定同样是网友的自发

选择。 网络文学是追求单纯的情节刺
激 ，还是在文学性上有所表达 ，或许
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网友的阅
读水平和审美能力在不断提高，如果
网络文学刻意追求标新立异而忽略

文学内涵，如果“文学性的迁移”让影
视改编更加打动人心，那么网友自然
会“用脚投票”。 实际上，作为一个海
纳百川的创作类型，网络文学更应融
合取长补短，在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
创造力之上多一些文学的味道，让文
学性成为其加分项，而不是让作品仅
仅成为一个待开发的粗粝“宝藏”。 网
络作家应避免急功近利，遵循创作规
律 ，兼顾故事情节与文学性 ，多方位
丰富表达内涵，拿出堪称一流的原创
文学， 才能与影视再创作相互辉映、
相互成就。

乡趣
■ 袁孝友

愁是忧伤的爱，触及灵魂。 乡趣是喜
庆的美，传承着美德。

（一）

春天的村庄， 充满了生机， 播种着希
望。 “正月十五大似年，吃块腊肉好下田”，
元宵节过后， 农田里一派耕作繁忙， 锄草
的、施肥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一幅春
耕画卷。 麦苗、菜苗沐浴着春光，随春风摇
曳，像二八少女，一天一个模样。

不知谁家媳妇的棒槌声， 把晨曲奏
响。 晨光里，洗衣的、种菜的、上学的、下
地的，开启了一日的劳作。 庄西头王大爷
的大孙子，一早赶着一群白鹅，去庄后的
河边放养。 大公鹅昂头挺胸，领着母鹅和
鹅仔，“昂楼、昂楼”地叫着，似将军出征，
那么威武雄壮。 隔壁二姑家的老母鸡刚
孵出一堆小鸡苗， 小鸡们像毛茸茸的绣
球，嫩黄嫩黄，“唧唧”地叫，小生命在房前
屋后的树丛中，一天天成长。

夕阳西下，老坟岗旁，三三两两的耕
牛悠闲地吃草，低头摇尾，恣意徜徉；活泼
的喜鹊喳喳地叫，骄傲地站在牛背上；放
牧的孩童，玩着游戏，追逐嬉闹，撕扯着麻
布衣裳。 此时的村庄，炊烟袅袅升起，这
一家那一户，或浓或淡，或粗短或细长 。
夕阳牧歌，炊烟农舍，演绎着古老温馨的
传说与安详。

惊蛰过后，万物复苏，春意荡漾。 看
那水塘边，“春风杨柳万千条”，青翠嫩绿，
随风飘荡。 每年此时，把邻家女孩约上，
牵手池塘边，折几枝编个柳帽，戴出了小
姑娘俏美的容妆。

冬闲田的水沟里 ， 用筛子一舀 ，小
米虾活蹦乱跳 ，母亲用豆粉调制出了美

味的虾酱。

（二）

夏天的村庄，充满了活力，令人向往。
麦收的日子，打谷场上非常热闹。 男人们
忙着脱粒，女人们忙着晒晾，挥汗如雨，有
说有笑，一派收获的喜悦景象。 金黄色的
麦子加工成洁白的面粉，手擀面、炸包子、
蒸馒头，做出许多花样。端午节吃粽子，艾
叶清香，糯米包着大枣、花生、腊肉馅子，
吃出了庄稼人的滋养。

夏天是一年中吃得最好的日子。逮泥
鳅、钓黄鳝，抓鱼网虾，或煮或渣、或炒或
腌，乡里人比城里人有更多的口福享。 小
伙伴们偷香瓜、摘桃子、扒山芋、烤豆角，
尽显顽皮之能耐。夏季午后，暴雨频繁，塘
坝和田块水满流淌， 鱼和泥鳅到处游动。
大人儿童冒雨逮鱼，无惧电闪雷鸣，个个
争把好汉当。

夏天的夜晚是乡村最迷人的时光。池
塘是天然的浴场，大人带着孩子，齐聚庄
前的大塘，打水仗、钻猛子 ，玩得很是欢
畅。 塘远处的荷塘里，荷叶田田，荷花清
香，月光下一片清凉。庄后的打谷场，成了
孩子们的游乐园，上草堆 、钻草洞 、过家
家，花样百出，还学着电影玩打仗。捉几只
萤火虫装进玻璃瓶，黑夜里闪闪发亮。

夏夜的娱乐活动也是多种多样。 无
论本庄或邻庄， 每逢有电影肯定是要赶
场子的。带着长板凳，结着伴儿早早去占
位子，幕布正面坐满了就在反面看，散场
回来时还一路讨论。 村子还常请来说书
的，更是吸引人，说完一部《隋唐演义》还
觉不过瘾，接着再说《烈火金刚》。那鼓声
一响，全场鸦雀无声，只听见说书人嘶哑
的喉嗓。卖关子结束了，许多人回家睡不
着还在猜想。

夏夜还能放飞梦想。 睡在门前的凉
床上，听父辈们讲织女牛郎，数着天上的
星星，望着浩瀚的银河，心中充满无限的
好奇。 而少男少女们也最爱这神奇的季
节，瓜棚里河滩上，年复一年地谱写古老
而又美妙的青春恋曲，把浪漫和传说带给
了村庄。

（三）

秋天的村庄，收获忙碌，秋高气爽。
打谷场上又一次热闹起来，黄澄澄的

稻谷被晒干扬净，挑回家装进仓。 山芋、
花生、大豆、南瓜，分门别类，一一收藏 。
一年的劳作，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养家糊
口的食粮。

中秋季节，上演了杀鸡宰鹅的排场。
肥美的白鹅和鸡鸭，宰杀加工，腌晒金黄。
每到此刻，家家都欢喜得像过年一样。 孩
子们更是早就在盼望了，白天有好吃的不
说，晚上还能边吃月饼边赏月。 晚饭后，
男孩们抱着扎好的火把， 跑向庄旁的荒
岗，一边跑一边叫，火把照亮了每个村庄。
只见四处是一排排的火把队伍，欢声笑语
一浪高过一浪。

秋天也是喜庆的季节。 盖房子上大
梁，放鞭炮撒喜糖，穷苦人家终于迎来了
少有的荣光。 在大梁中间系上红绸布，两
头慢慢拉向上，一边拉一边要道好：“新房
盖得好不好啊？”众人齐声欢叫，好！“幸福
生活长不长啊？ ”众人再高喊，长！ 大把撒
下香烟糖果，大人小孩们都争着抢，欢喜
堆满了庄稼人的脸膛。

（四）

冬天的村庄，亲情浓郁，欢聚和祥。
第一场冬雪如约而至。 房屋被白雪

覆盖，素裹银装，天地一色，道路都难辨。
门前的水塘冻实了，调皮的男孩儿坐在小
板凳上，把水塘当成了溜冰场；屋后的雪
地上，几个孩子堆雪人、打雪仗，哥哥给雪
人戴上草帽，妹妹再帮安个拐杖。院子里，
用筛子支起个罩，撒一把稻谷，诱捕那贪
食的麻雀，逮到了拴根绳子当风筝放。

村西头的老王家娶媳妇，成了村庄的
节日，大家争着来帮忙。男的挑水放鞭炮，
杀猪宰羊；女的烧菜做饭，进出厨房；老人
抱着烟袋，扎堆拉家常；孩子们围着东家，
闹着要喜糖。 亲朋好友团聚祝贺，流水席
接连几日开不停，十大碗满口留香。

进了腊月，家家都忙着准备年货。 庄
前的大塘开始了冬捕， 大网从塘这头放
下，拉到塘那头，一网鱼足有几百斤。 收
网时，看那鱼头攒动 、活蹦乱跳 ，乡亲们
喜得叫啊、笑啊。 后庄的老权家杀年猪，
全村庄都来打猪晃子 ，渣猪肉 、炒猪肝 ，
炖猪蹄……吃得是意犹未尽。

小年过后，要忙着做豆腐、蒸粑粑、打
年糕，男人们上街打酒买糖，女人们做新
鞋缝新衣裳。

大年三十，辞旧迎新，阖家团圆安康。
上午打扫门庭，下午贴春联。 到了傍晚时
分，村庄开始沸腾起来，鞭炮齐鸣，此歇彼
响。吃年夜饭时，家家都把“十大海”端上，
一家人有吃有喝、有说有笑，满屋都是快
乐吉祥。

大年初一，要一早开门放鞭炮、迎新
年，这叫“迎春接福”、“开门大发”。早饭要
吃年糕和圆宝蛋，为的是图个“步步高”、
发财吉利。

那三天，是村庄欢聚喜乐的日子，“年
味”浓乡情深令人难忘！

乡村四时不同，风趣各异。 如此周而
复始，延续着古老文明的厚重，传承着伟
大民族的勤俭純朴与和美善良。

夏荷田田

■ 凌泽泉

与满野的荷劈面相逢，是在肥西县
山南镇长庄村。我的目光伴着飘洒的雨
水， 一同跌落在翠意汪洋的荷叶之上，
在滚动的雨珠里染了绿、镀了光，尔后
随着轻起的风一起钻进田田荷叶间，顺
着亭亭的茎秆，爬到开得正旺的粉色花
瓣上，踮足、侧目、扭腰，一转身跳入清
凉的水中，荡起一池的欢笑。

七月的长庄太空莲基地， 暗香涌
动。举伞漫步于碎青石铺就的小径，我
生怕自己一不留神， 前脚刚惊飞叶间
的鹭鸟，后脚又踩碎草尖上的雨珠。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
真。”放眼去，偌大的水面，一枝枝纤细
的韵脚，顶着一首首对仗工整的律诗；
一朵朵袅娜的芳姿， 弹奏出或婉约或
豪放的韵律。细一瞧，一枝枝莲花或粉
或白或红，开得正盛、开得正欢，在风
片雨丝中摇曳生姿。浓抹与淡妆，总是
两相宜，侧耳去，能听见窸窸窣窣的碎
语之声，更有含苞的花蕾独秀其间，清
新又脱俗。

菡萏、芙蓉、溪客、静客、芙蕖、水
芝、泽芝、水华……是谁给莲花起了这
么多读起来满口生香的芳名？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
开。”想那采莲少女的绿罗裙与田田荷
叶宛若一色， 少女的脸庞掩映在莲花
间，相互映照，该是一幅美轮美奂的采
莲图了。

想不到的是， 这原本生于淤泥中
的白莲，竟三次搭载过返回式卫星，于
茫茫苍穹中， 历经空间高能重粒子的
跌宕焠火和微重力与真空的野蛮回
火。可它的生命之胚初心不改，其筋骨
更坚硬，意志更坚定，对泥土的爱也更
深沉，只要身回淤泥，就又满血复活。

看，这富含高科技的太空莲，每一
柄荷叶都精神饱满， 每一个蓓蕾都清
秀淡雅，每一朵莲花都芬芳四溢，每一
只青蓬都籽粒鼓胀。

是何等的水土孕育出这超凡脱俗
的惊艳之美？ 当是那清波涟涟的悠悠
碧水与深埋于淤泥的蜿蜒藕茎。 那身
陷淤泥终日不见光亮的莲藕， 承受了
生命的最沉重。 巨大的黑暗斩断了它
的目光，浑浊的淤泥堵住了它的耳朵，
孤独与寂寞锁住了它的眉头， 但它并
不屈服，在暗无天日时，仍以匍匐的姿
势，默默地锤炼张力、蓄积芬芳。 只待
暖风乍起， 便毅然将自己的双脚深扎

泥土， 同时拼尽全力， 伸出细长的胳
膊，将一柄柄荷叶托出水面，将一朵朵
莲花举过头顶， 这是何等君子般的风
度。观超凡脱俗的叶与花，当知身处淤
泥中的莲藕， 其坦荡的内心定不染一
丝污浊、不存一毫黑暗。

在种植基地，数不尽的田田荷叶，
你靠着我，我倚着你；览不尽的莲花朵
朵，你望着我，我恋着你。盛夏时节，碧
绿圆润的细长茎秆究竟撑起了多少把
如盖的绿伞， 擎起了多少朵或粉或白
的莲花，谁也数不清。

夏雨来得急，一纵身，滴滴雨珠便
弹落到叶伞上，腾挪蹦跳，一刻也不闲
着，忽而又从伞沿滑下，到水里扎猛去
了。而连绵不断的雨珠，依然在这一眼
望不到边的无数伞面上敲锣打鼓、蹦
跳欢腾。

众荷喧哗，此刻，我想起了淤泥中
的藕，但愿它也能听到风雨的声响、感
受到众荷的律动。

猛然间， 我惊见花瓣脱落后的几
只青青莲蓬孤傲地立于荷叶之上，青
盘里密布着蜂窝似的籽儿， 一个个幼
嫩的籽睁着青眼， 目送着花瓣优雅地
离开枝头， 致敬着金黄的蕊柱一根根
倒伏下去。 那些曾艳丽过的花儿不恋
枝头主动辞行， 就是为了让一粒粒籽
儿能毫无遮蔽地承接阳光与雨露，想
那青绿的莲蓬定也会不舍昼夜， 结出
饱满的籽粒。

夏日，盛时的莲花开得不慌不忙、
不紧不慢，在风中、在雨中、在暴日下，
不张狂，不撒野，清纯、自然、素洁、端
庄，安安静静地伴着一池碧水。 “荷风
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要有何等的历
练，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情致，方能抵
达这般不染尘埃的清芳？ 草木之花何
其众也， 有谁能从淤泥中脱身竟周身
不见阴影？ 又有谁能从清涟的水中托
举起这一份青绿、这一份清新？唯有这
高洁素淡的荷。

莲花也有倔脾气， 开就开得纯，开
得静，开得水灵灵。莲花可以凋，但绝没
有牡丹陷落后的狼狈，更无广玉兰败落
后的颓废。即便是败，莲花也败得清高，
败得风韵不减。 就连那一根根茎杆，寒
风中也宁折不弯，即便身残，也要“留得
残荷听雨声”。这一切，皆缘于深埋黑暗
淤泥中的莲藕，是执著坚守的它，赐予
了荷叶的青碧与莲花的清芬。

愿青翠的夏荷陪伴着我们， 清凉
一世，香透一生。

防汛一日
■ 朱幸福

今年的梅雨似乎比往年来得要稍
晚一些， 直到 7 月初才铺天盖地地下
起来，江河池塘水很快暴涨。上游的水
库开始泄洪， 身处下游的我们立刻开
始了防汛战斗， 县直机关的工作人员
纷纷被派往防汛抗洪第一线。 7 月 6
日， 我所在单位的第一批人到达联系
点时， 恰逢西河社区防汛段的一处圩
堤出现渗漏， 同事们立刻加入干部民
工们组成的抢险队伍， 开始了紧张的
战斗。装沙石、背沙袋……虽然平时很
少干重体力活，现场道路又泥泞难走，
但大家都纷纷争先抢后地扛起好几十
斤的沙袋，一袋袋背往出险处。几个小
时下来，人人筋疲力尽，好在险情终于
得到了有效控制。

我是 24 小时之后去接班的，被安
排到老街西边的防汛段巡埂查险。 这
一段临资福河，大堤宽厚、坚固，对岸
是南陵县弋江镇。资福河河道不宽，水
流湍急，且相当浑浊。当地社区干部告
诉我， 洪水 24 小时内已经退了 80 多
厘米。 两岸坡地临水的绿草都有很深
的泥水痕迹，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当
地群众却提醒我们，退水时，一定要密
切巡查，防止大堤滑坡、渗漏。

临近中午，雨停了，太阳刚露了会
脸，就晒得人头上冒汗。圩堤上空荡荡
的， 没有任何遮挡， 防汛帐篷密不透
风，闷热难耐。我们一心牵挂着洪水险
情，不时去查看河中的水位标尺。水退
得很快，水位一个小时约退 1 厘米，到
傍晚时分， 外河的滩地已经露出了水
面，几个农民还在水中捉鱼。

我们这段的社区负责干部是当地
人，有着多年防汛工作经验，对当地的
地貌和水情都非常熟悉， 我们跟随他
巡埂查险，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譬如圩
堤渗漏， 若冒出的是清水， 水流又不
大，可以开沟洌水，但要注意观察，一
般没有大问题；但如果流出的水流大，
或者是浑水，就有可能会出现管涌、塌
方，需要及时除险加固。 巡查中，我们
没有发现什么隐患和危险， 但他还是
不放心， 除了叮嘱我们一定要定时轮
流巡查， 还专门安排了几位有经验的
本地老农进行夜间巡查， 努力做到万
无一失。

天擦黑时，防汛指挥部送来了方
便面 、矿泉水 、蚊香 、除蚊剂等 ，还有
两张躺椅。 我们 4 个人分成两组，轮
流休息和巡查。 行走在大堤上，晚风
携着水腥味扑面而来，蚊虫在耳边嗡
嗡地叫，想起古往今来人类与洪水的

漫长较量，我胸中顿升豪气。
夜色深沉，星星不知何时也闭上

了眼睛， 而防汛微信群里依然热闹，
不时有人上传着工作照片 ， 领导检
查、慰问的消息也时有更新。 防汛大
堤上，临时路灯和夜巡人的手电光还
在闪烁。 那灯光让群众放下了心，他
们知道，防汛人员正时刻守护着自己
的家园。

突然， 一个炸雷将我们惊得睡意
全无，瓢泼大雨随即倾泻而下，我们赶
紧躲进防汛棚，穿好雨衣雨鞋，拿起铁
锹和手电继续巡查。 雷在我们头顶翻
滚，雨下得连了片，雨点打在脸上，生
疼。 雨水很凉，虽裹着厚厚的雨衣，人
还能感觉到一丝寒意。 大家的心又拎
了起来：下这么大的雨，明天河水会不
会再涨，会不会出现山洪下泄？

天渐渐亮了，雨也渐渐停了，好消
息传来：水在慢慢消退，新的山洪没有
形成。水退后，河边的草木被冲刷得干
干净净，几只牛羊在堤坡上啃草，几户
农家冒起了炊烟， 我们的心情也轻松
愉悦起来。

早晨 8 点，轮值的同事准时到达，
接过了我的防汛袖章。 我返回短暂休
整，准备再次出发……

柳阴浓夏

■ 鲍安顺

浓夏时光， 我头戴草帽， 身穿白棉布小
褂，卷着裤腿，去了河畔柳阴里。

昨夜微雨熏风，柳阴更凉，暑来之时的夏
日，白日更长，夜更短，浓阴也更有意味。那柳
阴夏色，满眼就是一个“绿”：翠嫩浓厚，可爱
朦胧，醉人迷幻。甚至，有点儿绿得狂野，绿得
铺天盖地，仿佛众生涌波，此起彼伏。 偶然看
见，几朵野花在一片绿中很显眼，还有几只蝴
蝶翩翩其间。于是，那绿色变得不分明了———
野花浓烈，蝴蝶梦幻，那莫衷一是的绿色，也
时而素淡、时而清晰、时而迷离，让我入眼、入
肺、入心，迷神而痴醉。

置身微风送爽之中 ， 我在柳阴下独自
垂钓。 有人说，钓鱼的真正收获，是钓到心
情甜美，才有人生的真正含意，这也是健康
长寿的秘籍。 而我在柳阴里垂钓，只是为了
静下心来，享受更美的柳阴生活。 我搬来一
只小床，静静躺在柳阴里午憩，醒来就有了
灵感，写一首小诗，或者写一篇散文。 在柳
阴里，夏日的生活很简单，简单得就像一片
柳叶，呼之欲出，充满真情。 在忙碌与紧张
之后，我偏爱静于柳阴，想在这里把心收回
来———那归于自然的天籁心境 ，狄然而至 ，
却又悠然消失。

夏至柳阴浓 ， 秋分杏叶淡 。 季节的恩
赐，连颜色也是分明的，夏日酷热而遇浓阴
凉爽，秋天辉煌却见淡泊心绪。 古代帝王率
文武百官到京郊迎夏， 君臣一律穿朱色礼
服 、配朱色玉佩 ，连马匹 、车旗都要是朱红
色的， 以表达对丰收的祈求和对美好的愿
望。 我却以为，那红太浓烈，让夏更显燥热，
而夏之绿才是所需穿的衣作常态，也是最适
宜的颜色。 我还知道，在古代宫廷里，“立夏
日启冰，赐文武大臣”，那冰是上年冬天贮藏
的，由皇帝赐给百官尝个新鲜，这是浓夏时
的一件大事。 我想，那冰是寒的，与热烈的
红、暴躁的夏截然不同。我以为，一种心意企
盼，决定了一种文化的心结在作祟，从而注
定了必然的世态风情。

唐代高骈曾赋诗写夏：“绿树阴浓夏日
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
蔷薇一院香。 ”那绿树阴浓似柳阴，还有楼台
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所构成的色彩图
画与情调清和，和眼前的景色应如出一辙吧。
我仿佛能看到，诗人站在山亭上，那种悠闲自
在的惬意诗情，充满柳阴飞舞的乐趣与意味。

夏日是热烈的，阳光如火，热浪袭人，色
彩浓艳，不免让人心浮气躁。 而在柳阴深处，
鸟匿迹、蝉藏声、树垂首、草泥泞、花失色，人
可以惬意地在一片凉爽里吃着莲子、菱角，享
受余味无穷的幸福时光。 我躺在柳阴下，唱着
《云水谣》， 望着绿阴外的炎炎烈日、 朵朵白
云， 以及近水波涌。 人仿佛也升腾在水云之
间，心灵翻越了一道道山梁在赶路，走过了漫
漫征程，追赶着我的信仰，还有人生与梦想。

滴水声、落花情，光阴交错，岁月仿佛在
笙箫渐变的静默中逐渐缥缈浪漫，就像一个
精灵在燥热与烦闷里寻找安宁，最后再将这
一切化成甜甜的记忆。 心有冰雪，就不受暑
气侵，折扇摇落开合间，柳阴与浓夏浑然一
体。 柳阴下的静思中，我顿悟，命运正因跌宕
而多姿，人生更因奋斗而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