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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感悟人生

兴来独语

姚彩霞/文

春雨初歇，迎春花开了，一抹嫩黄如闪电划过眼前，一束
束一丛丛熊熊燃烧的火焰，在原野在公园在路旁在田舍闪
烁，将阴沉沉灰突突的天空照亮。

衰草醒来，树木起舞，鸟儿鸣啭。
一对小姐妹坐在矮凳上，精心描画着心中的春天。姐姐

手执铅笔勾画底稿，之后，妹妹用彩笔在黑白线条上着色。
不一会儿，画作完成。姐妹俩一人捏着画纸一角，忽闪着黑
亮的眼睛，歪着头欣赏，她们看到了什么？粉红色小屋，低矮
的竹篱，多彩的花卉，亮晶晶的小溪，远飞的雁阵，画面生动，
展示了儿童率真的天性，它源于大自然的启迪，且催生或激
发了孩子们烂漫的想象力。

一、二、三；四、五、六，一群中学生从图书城出来，一人一
只滑板，以火箭的速度飞过人群，路口，高楼。一只脚稳稳地
站在窄窄的滑板上，另一只脚起起落落地用力蹬地，加速，随
后提上滑板，双脚呈一字前后站立，把定滑板，在平坦的自行
车道上如一艘小艇，或蛇行或直航，轻快地滑向无限的远
方。他们的书包里装着精心挑选的新书，有《欧洲艺术史》
《明朝那些事》《罪与罚》《狼图腾》《理想国》《战斗后的风景》
《命运的内核》《远离冬天的故事》《知堂回想录》《伊索寓言》
等等。偶尔一马当先的那位会减速，等待落在后面的伙伴追
上来，聚拢后他们欢快地议论几句，轻笑几声，然后，比赛着
继续向前冲刺。一本本新书芬芳了年轻人心灵的花园，引领
如饥似渴的他们找到健康丰富的精神皈依。

很多人在广场上放风筝，其中有一位奶奶级人物，腰不
弯背不驼，满头银发，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一手执线桄子，一
手把着细线，昂着头目光伸向远处的天空，她的风筝是一只
苍鹰，黑色的翅膀张开，飞得高而稳。每年春天，她自己糊风
筝，也把大大小小的风筝送给孩子们，送给邻居们，更要留给
自己来放。她的风筝有粉色的蝴蝶，蓝色的孔雀，红色的锦
鱼，黑白分明的熊猫，那些惟妙惟肖的造型是她自己设计亲
手绘制而成。像爱美的女孩儿频繁地更换款式新颖的衣裳
一样，每一天，老奶奶也会骄傲地举着一只大小、种类与前一
天决然不同的风筝来放，每当听到赞扬，老太太的笑声胜过
拂面的春风，令周围的人们心花怒放。

有人说，风刮风很累，花开花很疼。古人曰：“金英翠萼
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凭君语向游人道，莫作蔓青花眼
看。”迎春花开了，先花后叶，清香金黄，外染红晕，枝条开张，
拱形下垂，麻雀们钻到“伞”下，看着外面细雨如丝，它们凑在
一起跳来跳去，无忧无虑。如果《红楼梦》里名叫迎春的女子
的命运与一朵花相似，那么她的落落寡合，不畏寒威，不择风
土，端庄秀丽的气质，应当被人们所喜爱，所同情，所理解。
花开花落，有欢喜有忧郁，它是季节更替，是希望在孕育，是
梦想在生根，发芽……

马 德/文

生活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即便最要好的
朋友，当你突然出人头地，混得超出预期的时候，对
方的心里，会生出难以觉察的不快来。

表面上，依然好得一塌糊涂，但心底的嫉
妒却暗潮汹涌。对方既希望你好，又不愿你
好到遥不可及。这时候，作祟的不是人，而是
人性。

就是这么微妙和复杂。两个人，只有在彼此变
化不大的时候，才纯粹而持久。也就是说，各自一
成不变，关系才可以一尘不染。倘若时位移人，看
起来，改变的是一个人，其实改变的是两个人互视
的角度，一方被认为居高临下，另一方被怀疑居心
叵测。

或者，也可以这样理解，谁都觉得对方变了脸
儿，然后，才彼此都变了味儿。

人性的狭隘，有时候就是这么真实。哪怕是在
最坦荡和最宽广的地方，也会陡生狭隘。当然了，
这也很好地解释了，这个世界，本质上还是自我的
世界。

当你真的混到无可阻挡，所有的人都远远地被
落在了后面，已经望尘莫及的时候，每个人又会极
认真地仰望你，敬畏你，尊重你，而且那么干净，那
么挚诚，满含悲悯。

唯有这样的时候，才会看到人性明亮的一面：
你春风得意，全世界也在为你春风满面。

越是在困境里，越要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因为，你的明亮，不仅会照亮你，也会照亮别

人。一副所有人都欠你二百块钱的面相，只会让他
人躲得你越来越远。

在痛苦中，看不到你的悲伤；在困厄里，听不到
你的哀叹。精神明亮，就是说你的灵魂始终高蹈在
生活之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笃定的风度，一种喜
悦的光辉，一种昂扬的情绪，以及，一种无所畏惧的
气概。

说到底，精神明亮是一种力量。它是刺破人生
暗夜的一道闪电，是架在命运谷地的一道彩虹，是

升腾在灰暗心底的一轮明月。精神明亮，本质上是
一种对抗，一种不屈服，一种牙关紧咬的优雅，一种
劫波渡尽的从容。

在苦难的日子里，你看不到精神明亮的人低
迷、委顿、消沉、黯淡，能看到的只会是高昂、乐观、
坚强、豁达，正是这种灵魂的耀眼光辉，逼退了生命
中的不幸和悲怆。

这是一种心底的寥廓，秋水长天，容尽万物。
当一个人活到这样的心性上，也就没有什么能把他
打败了。

每一个人心底都住着一个刚愎自用的自己。
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无数个刚愎自用的人，

却难以看见自己这一个。原因很简单，人在指摘他
人的时候可以居高临下，否定自己的时候却总是装
聋作哑。

在他人那里锱铢必较，在自己这里信马由缰，
几乎是所有人的通病。

刚愎自用的核心，是一种权力意识和权威意
识。具体表现是，不听劝，不纳谏，自大，独断，专
行，以此来压倒众人，威慑众人，征服众人，从而捍
卫所谓的尊严。越是内心虚弱的人，越容易刚愎自
用。他们像看护自家的院落一样看护着自己，总觉
得否定自己，就意味着深宅大院轰隆倒塌，自己的
隐私和隐秘被他人窥见，从而露了馅，怯了场，丢了
人。

从这个层面上讲，刚愎自用的人，常常会把自
己捂得很紧。与此相伴的，必然是其自身的虚伪和
虚荣。虚伪和虚荣像一条绳索的两头，缠绕着他
们，也撕扯着他们，让他们欲罢不能。

刚愎自用的人是顽固的。若之后从顽固
走向了柔软，未必是看到了真理和真相，而是
看清了自我的丑陋和无知。人只有真正照见
自己，才会收敛。收敛，换一个说法，就是懂
得要脸。

超越见地的自重，一定源于强大的自省。而自
省，源于自知。这个世界，最难挽救的是那些处于
高位而刚愎自用的人。当然了，若他们什么也不是
了，很快也就自知了。

李红霞/文

乡下老家，有许多野生的香椿树，一年一年滋生
繁衍，零零散散地点缀满了乡村的各个角落。当
然，最好能长在自家房前屋后，那样就可以整日看
着香椿芽由小变大，然后近水楼台先摘先尝了。
当春风温暖地让我彻底脱去冬衣的时候，那香椿
也就该发芽了。我最爱吃香椿，总是一天三遍地
看着房角那棵香椿树发呆，真想早日拿着钩子扒
下嫩嫩的芽子吃个够。可我急，树不急，整日挺着
干枯的枝丫在蓝天中显着它的沧桑与稳重，迟迟
不吐芳香。

一个灿烂的午后，忽然在和风中嗅到了丝丝
清香。迫不及待地跑到树下，踮着脚尖，寻找蓝天
中闪出的那些暗红。找到了！一簇簇短短的芽
子，不知何时已经在干瘪的枝尖绽开了笑脸，从高
至低，错错落落地像是给这位老者扎上了灵动的
蝴蝶结，将积蕴一冬的热情完美释放在这个春天
里了。那嫩嫩的芽子，被阳光穿透成靓丽的紫红，
闪着淡淡的油光，在湛蓝作为底色的映衬下，显得
格外耀眼、温情，一时间觉得香椿芽就是春天，春
天就只有香椿芽。

春风催荣了万物。不出几日，香椿芽已经长成
了小丫头的冲天小辫。竖在房角的长杆终于派上了
用场。用铁丝弯成一个钩，绑在长杆上，就可以去扒
那些垂涎已久的香椿了。站在房顶，长长地举起杆
子，将那些可爱的芽子引入铁钩里，然后猛地一拧杆
把儿，只听脆脆地“叭”一声，一簇香椿就应声飘落了
下来。不一会儿，香椿已散落一地。

于是，便怀抱这些香椿，吵着让母亲给我炸“香
椿鱼儿”吃。母亲先是把这些香椿一片叶子、一片叶
子地择好、码好，然后洗净，放在盆里用温水加盐腌
一下。这时，母亲就可以腾出手来准备面糊了。在
碗里打两个鸡蛋，放入适量的面粉和水，搅匀，直至
能在筷子上拉出丝就可以了。烧开油，取出腌好的
香椿在面糊里裹一下，迅速放入滚烫的油锅里，只听

“吱啦”的一声，那个裹了面糊的香椿，顿时翻滚着膨
胀起来，成了焦黄颜色。一直站在旁边的我，早已被
锅里的香椿鱼儿惹得大咽口水了。一出锅，就用手
抓起来吃，烫得我直跺脚摇手。母亲乐了，拿出碗盛
好递给我。我便乖乖地坐在灶前，稀溜稀溜地吃到
肚圆，抹一把嘴上的油，跑着玩去了。等回来，又会
吃上一大碗。

一茬一茬的香椿吃下来，夏天已近，香椿已不能
用来炸着吃了，我对香椿的热情也淡了下来。可母
亲却去摘那些稍微嫩一些的叶子，切碎，晒在太阳底
下，说是晒干后还可以吃。我不信，这怎么吃。炎炎
夏日，母亲便取出那些干香椿，放在锅里用油炸一
下，然后拌在黄瓜丝里，放上醋，浇在凉水浸过的面
条上，一碗清凉喷香的凉面吃过，夏日的炎热一下子
就在香椿的清香里消失了。这种干香椿只要保存得
好，可以吃一年，直到又吃上那暗红的嫩芽。

母亲知道我爱吃香椿，因此总是在春天里给我
带来嫩香椿芽，有的嫩到可惜，可母亲却说这样的才
好吃；过几天又会捎来一大包干香椿，于是我就一年
都能吃到香椿了。生日长寿面里，浇上油炸香椿，那
味道真是特别透了，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珍藏在香
椿里的春天的味道。

香椿的味道

做一个精神明亮的人

万物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