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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生活百味

看人间烟火

 我的2024，真的很努力
              □王春玲

好好记录生活
        □董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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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归零情结”，觉得这样才能更好地重启。以往每
到新年，我都会把过去一年归零，给自己一个崭新的开始。
那天我看到朋友大鹏在盘点他饭店一年的盈亏，只见他写了
密密麻麻的一页纸，过去一年的投入资产、盈利状况、成功
经验、失败教训等，全都罗列出来，最后还写了2025年的目
标。过去一年的总结与新年的展望，两相对照，一目了然。
  我对大鹏说：“为何不把过去归零，给自己一个新开
始，这样不是更有利于重新启程吗？”大鹏说：“旧岁不归
零，新年更可期。生活就像上台阶，过去一年是新年的基
础。在过去的基础上开启新征程，目标更明确，成功更加有
迹可循。”我恍然大悟，原来旧岁不归零也是新年的一种打
开方式，而且可能比归零更加清醒智慧。
  仔细想来，我的“归零情结”很多时候都有消极色彩，
近乎一种逃避心理。每当回首过去的一年，总觉得纷乱无
序，于是很想快刀斩乱麻，跟过去一刀两断，好像这样是在
给自己一个新机会。殊不知，任何一年都不是架空的，而是
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旧岁不归零，让去年的余温
为新年提供能量，让去年的芬芳为新年染上馨香。旧年有所
铺垫，新年必将更好。
  “愿新年，胜旧年。”一年更比一年好，一直是人们的
心愿。旧岁不归零，新年才有所参照，有所依附，这样新的
一年才会过得更加坚实。
  即使过去的一年有诸多不如意，那些失败的经验和糟糕
的经历，也可以成为新年腾飞的跳板。我的妹妹在过去的一
年有些不顺，事业陷入最低谷。如果是往年，我会劝她旧岁
归零，着眼新年，从零开始，起点崭新，必然会
走出困境。可今年我告诉她，过去一年
的经历看似糟糕，其实是不可多
得的铺垫，低谷把成功的
速度放慢，逆境让你
的 心 理 更 加 强
大 。 好 好 总

结失败的经验，学会弥补漏洞，新的一年必将完成突围，实
现梦想。
  过去的一年，无论过得如何，都会为新年提供养分。这
个道理，类似“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旧年
之花的飘落，是为了培植更美好的新年之果。在旧年的土壤
中播种新年的梦想，你才会看到花开得灿烂，才会闻到果实
的馨香。我的新年，也将以旧年为基础。工作中，我会参照
去年的状态，适当调整，找准自己的位置，做好该做的事。
过去的一年没有归零，我做了微调，在保持原有状态的前提
下，力求有新突破。写作上，我以往都会把一年的写作成绩
归零。今年我学着分析自己文章的优势和劣势，聆听读者的
反馈，研究所发表报刊的特色。做完这一切，我才觉得新年
还有很多需要改善和提高的方面。家庭方面，爱人、孩子、
父母，我一直在尽心尽力付出。在此基础上，多陪伴、多沟
通，应该是新年里应该做的。生活的诸多方面，我都会参照
过去，给自己新的目标。台阶要一层一层上，高楼也要一层
一层建，哪一年都很重要。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走，少走一步都
不行。去年过得有意义，今年也会有成绩。今年有成绩，明
年会更好。每一年都是下一年的铺垫，旧年永远是新年的伏
笔。今年花胜去年红，明年花开更美好。人生旅途中，每一
年都只是驿站，短暂休憩后将会再次启程。旧岁不归零，未
来更可期。

  岁末将至，又到了年终总结的时候。我翻开手边的记事本，
里面写着今年的一条条工作安排，还详细备注了完成情况和当时
的一些想法。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字迹，感到这一年没有虚度，
心里欣慰了许多。
  这样的本子我还有两本，一本专门用来记录生活里的大事小
情，打开它，过去的日子在记忆里瞬间鲜活起来。
  其中有今年夏天带家人去西安旅游做的攻略，详细写着交
通、住宿、景点等各种安排，那次出游父母和孩子都非常开心，
至今还时常挂在嘴边。
  还有几页写的是一篇随笔。那天我陪孩子参加国际象棋比
赛，通过手机小程序能看到比赛的实时积分，前两局全胜，随
后连失两局，我的心被揪了起来，由此有感而发，写了一些
关于“在教育里要降低期待”的感想。
  有的记录只有简单几个字，比如“今天和朋友一起喝了
奶茶”，又比如“树叶哗啦啦地掉，冬天真的来了”。回头
翻看这些细碎的记录，仿佛把这一年重新来过一遍，百感
交集。
  而另外一本是为了方便读书写作用的，阅读时，我习惯
将一些好词好句摘抄下来，以供反复学习欣赏。抄写美文是
一件特别治愈的事，尤其在心烦气躁时读读书、写写字，心
境很快就能平和下来。翻一翻摘抄本，我便知道自己今年读
了哪些书、写了哪些书评，这算是一种学习上的收获。在写作
缺乏灵感时，我也会拿出这些摘抄本，寻求一些启发。
  记录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发微信朋友圈。我有个朋友
每天都发朋友圈，问她为什么如此频繁地更新动态，她告诉我：
“我发朋友圈是为了给我自己看的，时间过得飞快，我怕好多事
渐渐忘了。”想要回忆自己过去的生活，翻看朋友圈就可以了，
而且图文并茂，确实很不错。难怪有人说：“看自己几年前的朋
友圈，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也曾在朋友圈分享生活里的美好时刻，和朋友互相点赞、
留言。可是后来逐渐变了味，每张图片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处理，
搭配一小段自以为有深度的文字，发出去之前还要斟酌半天，导
致一件本来简单的事情变得费时费力，于是我就告别了那个“精
装”朋友圈，回归到传统的手写上来。
  这么多年过去，家里留下了许多个本子，有次我还翻出了小
时候的日记本，虽然是些流水账，但是稚嫩的笔迹记下了儿时的
快乐和烦恼，把我拉回了童年的纯真岁月。
  人生漫长，无论用哪种方式，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都能使
生活更加充实和丰盈。走过一座城，遇到一个人，尝到一种美
食，读完一本书……这些人生的痕迹，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
  等时光老去，哪怕只有一张照片、一段文字，都会带着我们
穿越时空，回到过去，重温那些美好时刻。

  如果给我的2024年找一个关键词，那应该就是“努力”吧。
  我不是一个满分的家庭主妇，但洗衣做饭、各种洒扫总是要做
的，工作也是忙忙碌碌，有时候去厕所都要一溜小跑。这一年，工
作和家事之余，我也做了不少事，有“技”有“术”，也学了一些
三脚猫功夫。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点评了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桃花扇》。
当然，我所谓的点评也多是拾人牙慧，但是借此机会把这个剧本一
字一句读了很多遍，这是我今年读得最认真、最用功的一本书，用
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最初知道《桃花扇》，还是小时候在家里的
年画上，那种像连环画一样的年画，还有人记得吗？《桃花扇》的
年画贴在我家的西墙上，当时我看了很多遍，仍是一头雾水，“侯
方域”的“域”字都不会读。我母亲说侯方域是“叛徒”。那个时
候，大家习惯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李香君是好人，侯方域是
坏人。
  由于某种原因，我想去学开车，那个原因后来消失了，但我学
会了开车。报名学车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生性胆小，连电动车
都不敢骑，再加上年龄大了，几乎集齐了学车的所有不利因素。伟
人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也是最讲“认真”
的人，甚至把教练讲的操作步骤逐字记录。历尽“艰难险阻”，经
受各种焦灼和失落，牺牲了周末和暑假，四个月后，我终于拿到了
驾照。这算是我今年完成的大事之一。
  我似乎一直践行着终身学习，虽然学无所成。暑假里，我报了
一个自媒体培训班，什么晨读打卡、拍摄、剪辑、直播，学了很多
三脚猫功夫，没拿到什么成果，倒是付出了很多努力。为了试播，
一个文案练习了二十多遍，也算前所未有吧！
  努力固然是一种优良品质，但午夜梦回时，也常心生悲凉……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但绝不要去美化任何自己没有选择的路。
  今年也读了一些书，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本地作家李万瑞的
小说《女儿楼》。如果说别人的生活是一年365天，那我的生活
几乎是把一天重复了365遍。《女儿楼》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为
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生活不为人知的那些点和面，对
人性的幽微与复杂有了更多认识。
  这一年，我的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其实也是暗流涌动，
我在不断的崩溃和自愈中反复。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大雨滂
沱，没有容易的世界，只有自愈的人生。年少时喜欢汪国
真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
风雨兼程……”而今，依然喜欢。我不是聪明的人，也
不是优秀的人，但在某些方面，算是一个努力的人。
虽然技不如人，也得不到幸运的眷顾，可回望走过的
路，没什么可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