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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的人生

柳万涛

曾在运动场上看到十分感人的

一幕：一位长跑运动员刚跑完赛程的

一半便突然摔倒在地，等他爬起来

时，对手们已经超过他很远，就在他

离开跑道准备退出比赛时，他那满头

银发的老教练一声断喝：跑赢你自

己！

那一刻，所有的观众，对这对师

徒行了个注目礼。当这位运动员艰

难地到达终点时，赢得了比获胜者更

多的掌声。
成功不是冠冕堂皇地去赢一次，

成功是任何时候都不放弃追求的信

念——确信自己任何一次竞技都不

遗余力总比吝啬计较更好！

人与人之间有心志的高低之分，

能力的大小之别，但人生没法比成

功，一个马路清洁工人和一个科研工

作者，他们都有成功，同样，他们都从

成功里得到快乐。
成功的人生就像一次远行，把途

中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不要因为旅

途的疲惫而错过每一处赏心悦目的

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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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 元 旦

鲁 桥

元旦是改年更岁的节日。在辞旧

迎新之际，总是给人们带来无限希望

与欢乐。《俗语典》说，“颛帝以孟春为

年，其时正朔旦立春，后世称正月初一

元旦，本此。”于此可知，我国人民欢度

这一节日，起码有四千余年了。
每当元旦来临，五谷熟而四时尽。

无论天象、地貌还是人意，都充满了新

意。南朝梁人萧子云在诗中说：“四气

新元旦，万寿初今朝。”古往今来，人们

年年都要庆祝元旦。官府往来相贺，

老百姓亦“鲜衣往来拜节”。王安石

《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

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

新桃换旧符。”诗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

其时人们欢度元旦的美好情景。明代

陈献章的《元旦试笔》则如一幅乐岁

图。诗中说：“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

齐歌乐岁诗。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

更有好花枝。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

东溟月上时。”诗人不仅享受着节日的

欢乐，更在遐想春来好花枝、月夜听楼

笛的安乐与闲适。
我国元旦 日 期 有过几 次更改。

商、周、秦三代，帝王为体现“王者得

政，示从我始”，每一次改朝，都要改一

次元旦日期。如商以十二月初一为元

旦，周以十一月初一为元旦，秦以十月

初一为元旦。然而，这种因政治而改

岁首的做法是与自然科学十分相背

的，故至西汉时期，汉武帝又依据天象

记录，将元旦重新恢复到正月初一。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为“便

统计”而从“西历”，在我国使用农历的

同时，并用西方的公元纪年法，把农历

正月初一改称“春节”，将公历 1 月 1 日

叫做“新年”。直至 1949 年 9月 27 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

议通过“公元纪年法”，我国元旦才被

正式规定在公历 1 月 1 日，并于元旦放

假一天，让全国人民共同欢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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