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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以为自己还小，蓦然回
首，才发现，70后的自己，一晃
就老了，奔五了。

时间就像一把杀猪刀，把
青春的年华，恨恨地割去，留
下来的，是一撮白发，还有深
深浅浅的皱纹，是岁月的“伤
疤”。

曾经豪言壮语说，要当
“科学家、数学家、教育家、航
天员……”现在要当“孩子的
爹妈、父母的依靠、工作的奴
隶……”原来，时光带走的，是
整个时代。

突然发现，70后的自己，
变得沉默寡言了。

70后，人到中年，越来越
沉默，不是不想说话，而是没
有什么好说的。“四十而不惑，
五十知天命”，一切都看透了，
也看淡了。

做个沉默的人，也没什么
不好，不得罪人，不讨好谁。
留下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
做好自己。

一个人，年纪越大，越不
想说话。有这样感悟的人，多
半是70后，因为我们，正处于
社会的“风口浪尖”。出生的
年代，都是苦涩的年代，个个
穷得掉渣；成长在穷苦的家
庭，早早扛起了家的重担；后
来，挤进了城里，看起来是城
里人，其实是在“咬牙坚持”。

别人没有和自己一样的经
历，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不会
真正懂得。算了，不说也罢。

突然发现，70后的自己，
好怀念童年。

70后的童年，也是上个世
纪的“情怀”了。时间过得好
快好快，那些童年往事，似乎
是昨天的故事：农村的人，上
山砍柴，下河摸鱼，田地里插
秧；那把木头枪，现在还记得
模样；那次“过家家”，自己还
当了一回新郎，新娘是那么好
看；那棵高高的树上，有自己
掏过的鸟窝，现在回想起来，

“罪过”。

70后的童年，也可能在城
里，但依旧逃不过穷苦的回
忆：一分钱的冰棒，大家伸长
了脖子，眼巴巴看着，但不是
家家户户都舍得买；一个破单
车，都可以玩一整天，摔倒了，
爬起来，继续，那会儿，人都还
没有单车高；用铁链做的玩具
枪，用铁丝做的“滚铁环”；谁
家的姑娘，皮筋跳得最好，还
一边唱着好听的歌谣。

苦是生活，快乐是童年，
我们苦中作乐，再苦的日子，
都是幸福的回忆。70后，谁不
是苦中作乐，谁不是苦尽甘
来。真的，谢谢童年的苦，成
就了自己坚韧的性格。

突然发现，70后的自己，
好无奈。

70 后，人到中年，好无
奈。最无奈的是年纪。突然
有人叫你“爷爷，奶奶”，咋
地？就换辈分了？一次两次
三四次，也就习惯了，岁月不
饶人，不得不服老。

无奈的是爱情，多少家
庭，过不下去，离不掉。都说，
平平淡淡才是真爱，但日复一
日的平淡，就是煎熬。也许有
人，遇到了婚外的“真爱”，进
一步没有资格，退一步舍不
得，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无奈的是工作，常常和一
群小年轻在一块儿，一起比
拼。说起来自己资格老，但精
力大不如从前，甚至有一种颓
废的感觉。文化底子薄，网络
研究少，终于懂得“活到老，学
到老”。无奈的是金钱，多少
70后，人到中年，还背负着房
贷车贷，过着“负债累累”的生
活。什么时候，东山再起，想
起来都有点害怕，只能咬牙，

告诉自己，“再努力一些”。
突然发现，70后的自己，

健康很重要了。
都说，身体健康是最大的

财富。但70后的人，身体有
些无奈了。记忆都感觉在退
化，常常不记得刚刚说了什
么，要做什么。

我们也想去养生，不想熬
夜，不想加班，但做不到，快
节奏的生活，由不得自己。常
常暗自为自己祈祷：祝自己健
康长寿。

也有那么一天，听说谁英
年早逝，吓一跳，什么时候，那
些乱七八糟的病痛，已经悄悄
靠近了中年人？

健康真的很重要，我们却
只能一边关注健康，一边拼命
奔跑。

突然发现，70后的自己，
努力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
的速度。

70后，突然发现，父母渐
渐老了，老去的速度，好快。
都说孝顺父母要趁早，但身无
分文，拿什么孝顺；不外出打
工赚钱，拿什么给父母？

都知道，父母在家留守不
容易，但我们不得不远走他
乡。但我们火急火燎赚钱的
时候，父母老去的速度，更快。

每一次回家，谁不心疼父
母，要知道，父母在的地方，才
是最温暖的港湾。如果哪天，
父母不在了，你过得再红火，
也是没有人疼爱的“野草”。

“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
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育女
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
笑了”。突然唱起这句歌词，
有一种想要流泪冲动——70
后，时间都去哪里了？

当今，5G成为了一个非常热门
的词，而一谈到5G，我首先想到的
就是华为，这家中国的公司，在世界
范围内掀起了一股5G狂潮，就连美
国，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采取自己的
非常手段来遏制，可想而知，现在的
华为有多么强势。

华为的崛起不是突然出现的，
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重视科技，重
视创新，不仅仅是制度上的支持，更
是真金白银的支持，而多年的支持
也给了华为极大的回报。前段时间
谷歌宣布不再向华为提供安卓系
统，这就意味着华为今后生产的手
机将不能再使用安卓，但没几天，华
为就宣布启动自己的鸿蒙系统，已
经做好了替换安卓的准备。华为，
因为自己的远见，自己对自主创新
的坚持和投入，使得华为的老总面
对重重困难仍然信心满满。而且不
管是无线电通信协会还是欧洲5G
市场，在华为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
不得不低下了他们“天然”高贵的头

颅，不得不向华为妥协。
俗话说得好，打铁还需自身硬，

华为的强势非常好地再次印证了这
一点，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
中，同样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不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比华
为还严重，而华为能在举国的封杀
中还能“笑傲江湖”，那么任何困难
都有解决之道的，不过任何的办法
都不能离开自身过硬的素质和能
力，所以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不能
放弃提升自身素质和能力。作为企
业，要有对市场的敏锐把握和对创
新的坚决支持，只有目标明确的创
新，让技术走在别人的前面，才能给
企业迎来更好的市场，更丰厚的利
润，在市场中屹立不倒。而对于个
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工作，将
个人工作能力和自身素质不断提
高，就一定能在将来遇到工作和生
活中的困难时从容不迫，顺利度过。

华为的强势全世界都看在眼
里，而他的强势是因为他一直在努
力提升自身实力，所以对于任何一
个企业或者个人，只有不断地将自
己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才能在市
场站稳脚跟，才能将工作和生活中
的困难踩在脚下。

绿水青山 郭锦明 摄

悄悄逝去的青春
——致70后的自己

文│赵福昌

我的印象中，我家从前有一座
老宅，在村子的中央，听爷爷讲，这
座老宅很早以前是一个场院。后来
因为盖了新房子，那座老宅就从此
闲置起来，很少有人去。因为房子
本身是土坯建造，又因年久失修，房
子几乎只剩残垣断壁，依稀可见几
百年前此处曾经的繁华。院子里杂
草丛生，一片荒凉，墙角种着石榴
树，夏天的时候，母亲在墙根处种下
扁豆、豆角之类的爬行植物，墙上面
绿油油地结满了长长的豆角。

记得爷爷在世的时候，经常给
我们讲一个关于发生在老宅里的
故事。这个故事与一条狗有关。
听爷爷讲，爷爷的爷爷是个秀才，
我们家也算书香门第。家里有长
工，秋夏忙种季节还雇短工，那时
我们自己家有个大场院，场院的北
边就是现在所说的老宅，当时高祖
父在场院里盖上房子是为了给家
里的雇工住宿，因为短工一般都是
逃荒到此的外地人比较多，高祖父
怕他们偷了东西私自离开，就专门
在放杂物和粮食的储物房门口养
了一条大狼狗，这狗极通人性，很
凶猛的样子，一般人见了都害怕。

据说这条狗在买回来之前就已经
在一个人家里守护了多年，至于狗
原来的主人为什么又不要它了，当
时高祖父并没有去打听，一直到后
来发生的事情，才彻底明白，这真
不是一条普通的狼狗。

这一天管事的出去买菜忘记拿
篮子，当他转回来拿篮子的时候，看
见这条护院的大狼狗就像玩魔术似
的用缩身骨功那样，缩着身子从套
链里将头释放出来，然后跑向伙房
的门口，进去寻着食物叼在嘴里，出
来后来到狗窝，将食物放好，然后又
将头钻进了绳索，恢复了原来的样
子。看完这一切，管事什么都明白
了，原来是这条狗年龄太大都成精
了，于是马上去告诉了高祖父，高祖
父就让管事牵出去，到一个很远的
集市上放生了。因为狗认识家门，
走近了怕它自己再回来，牵到很远
的地方，又加上赶集人多，也许有人
会捡去，也算有个安身之地吧。

这就是关于老宅里的故事，虽
然我从来没去住过，虽然它早已在
村建的规划中无影无踪。但我依
稀记得曾经有那么一座房子，很
破，很破，却记忆犹新。

老宅里的故事
文│赵丽鹏

华为强势的启发
文│石磊

回到小时候，小时候就是妈妈
的跟屁虫，寸步不离。小学只要上
美术课，回家后就会在妈妈跟前涂
涂画画。上完音乐课，就给妈妈唱
五音不全的歌，她总评价歌还行，
就是缺少感情。

回到小时候，小时候印象中的
每次下雨天妈妈总会做热气腾腾
的汤面和蒸苹果。

小时候冬天的晚上我俩都是

在谜语书脑筋急转弯中，等哥哥姐
姐晚自习回家。

小时候偶尔还是觉得有两个
妈妈，一个坏，一个好，轮流当我
妈。我的妈妈，朴实，坚韧，善良，
勤恳，无条件信任我。长大后，她
开始粘我，希望我陪她早起锻炼，
也希望我每次在家都睡到自然醒，
从不说我懒。

每个妈妈都曾是少女也曾是
女儿，每个女生也都会成为妈妈。
有妈妈的地方就是温暖，我希望自
己陪你更久，你也陪我更久，要自
己多些耐心，听你絮叨家长里短。

好想回到小时候。

回到小时候
文│张伟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