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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一意清而慈
东汉吴祐是清官，“吴祐字季英，陈留长垣

人（河南陈留县）”，先举孝廉，进入官场，任职多
岗，造福多地，后来升任胶东侯相，非跑官而升，
非买官而任，而是举光禄四行（四行即敦厚、质
朴、逊让、节俭）而步步高。吴公当清官，一点儿
也不曾清而刻，根本不曾清而酷，其为官，其为
清官，一心一意清而仁，全心全意清而慈，见不
到半点刻与酷影子，“祐政唯仁简，以身率物”，
政简刑清，政通人和，太平父老清闲惯，多在茶
楼酒肆中。

吴祐曾是贫民，却非贫民出身，他爹当过南
海太守，他从小随父生活，在机关大院长大，然
则并没沾染公子哥儿与纨绔子弟气息；二十岁
那年，父亲过世，父亲给了他起跑线，却没给他
第一桶金，没了父亲工资，吴祐生活顿时困顿，
回老家，当起了猪郎官，养猪娃，“常牧豕于长垣
泽中”，他父亲有同事，见之甚怜，“卿二千石子
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你养那么几
头猪，又非养猪专业户，自己不觉得羞耻，给你
老爹蒙羞啊。别干这活了，我给启动资金，或开
厂去，或买官去，“祐辞谢而已，守志如初”。牢
记使命，不忘初心。

吴祐真没忘初心。“民有争诉者，辄闭门自
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百姓来打官司，有

官者当官是，棍子齐齐都打在百姓身上，吴祐为
官，首先自我检讨，辖区内上访人那么多，是刁
民多之故么？一定是官人制了太多冤案，吴祐
便自我检查，自查自纠，然后才去审案、判案，再
结案。街头与村头，也有吵架的，是地方不安因
素，如何搞综治民调？如何建设平安胶东？沉
下身去，“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当好官员，首
先应该当好人民调解员。

吴祐“举孝廉，除新蔡长，世称其清节”，吴
祐当的是清官，并不清刻，对辖区初犯错误之官
之民，多以教育为主，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多半
温言劝慰。这是对待人民，不是对待敌人。有
个叫孙性的，身份是农民，乡镇干部或是偷懒，
或真是事情多，干不过来，请了孙性当临时工
（或联防队员），去百姓家收粮收税，这家伙见不
得钱，见钱眼开，见钱便贪，“私贼民钱”，官家做
贼，私家行孝，“市衣以进其父”，他老爹是好老
爹，揪捉住贪腐儿子，报官府来。“祐屏左右问其
故，性具谈父言。”你这个小蟊贼，看棍，若碰到
酷吏，指定先吃官家百板屁股，吴祐却是花半天
时间，给他上孝心课与初心课，给他上道德课上
法治课，“掾以亲故，受污秽之名，所谓‘观过斯
知人矣’。”你赶紧回家，把买衣服的钱交给公
家，向父亲道歉，你父亲没衣服穿？我送一件，

你转给你父亲，“使归谢其父，还以衣遗之。”
吴祐做清官，清刻不？清，很清，一点也不

刻，而是挺仁义的，特慈祥的。还跟诸位说件
事，阁下便可以感受吴祐这位清官，其做清官，
做得多么“仁者爱人”，做得多么“仁为己任”。

安丘有个人叫毋丘长，与他母亲去赶集，遇
到了一位酒醉癫子，对他母亲耍流氓，集市上公
然出“辱母案”，是可忍孰不可忍？毋丘长怒从
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操起路边石头砖头，往酒
鬼兼职流氓头上砸去，“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
之而亡。”出了人命案，赶紧跑，跑到吴公辖区
来，“安丘追踪于胶东得之”，案子移交到吴公手
下，这案子如何处理呢？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然则杀人偿命，国法难违，毋丘长被带了铐子，
出庭受审，“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
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
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

“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
所施”，法不容情啊，如何是好？吴公审得，毋丘
长新娶了妻，而未生子，这不断后吗？吴公仁心
发，“即移安丘逮长妻，妻到，解到桎梏，使同宿狱
中，妻遂怀孕。”将他新婚妻喊来，牢房辟了单间，
让夫妻俩生活一起，一年后，其妻怀上了，“妻若
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

吴君。”子名吴生，以感戴吴公行仁政，施善政也。
吴公把牢房当婚房，阁下以为这是滥施仁

善？这在古代，或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对待毋
丘长这案，酷吏使酷，严刑拷打，后“秋后问斩”，
或也是其裁量权；循吏施仁，人权人性，将其妻
召来与之生子，再“冬尽行刑”，这也是其裁量
权。你可以非议其裁量自由度太大，也确实太
大，缩小裁量权之额度，便是缩小搞腐败的幅
度，但若必须存在自由裁量权，这里便必然存在
刻、酷与仁、慈。做官是往贪酷那边使劲，还是
往清仁这边用心？吴祐不曾贪而刻，也不曾清
而酷，而是清而仁，清而慈。

吴祐做清官，你道是面条团子？不是，他是
很有骨气与节操的，“祐在胶东九年，迁齐相，大
将军梁冀表为长史。”若说贪而酷，这个梁某是
典型，专擅朝政，结党营私，跋扈霸道，大卖官
爵，都卖与亲族，君与这般官僚讲甚仁行甚慈？
清官吴祐便与贪官梁翼进行伟大斗争，有回为
一件事斗争得很厉害，“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径
去”。吴祐示弱吗？吴祐软弱吗？对群众才示
弱，对贪官污吏，软什么弱？斗不过你？也绝不
与你同流合污：“因自免归家，不复仕，躬灌园
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清官吴祐，仁者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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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吃芝麻叶的季节。
街市地摊上，随处可见或搦成团码放

在篮子里，或漂在水盆里焯过水的芝麻
叶。价格不贵：一块钱一团或两块钱三
团。除了饭店采购一次性购买多团，其他
人基本上都是买三两团尝尝鲜。也有怀
旧或为了食疗，买十团八团回去晒干，囤
积后常吃。

卖芝麻叶的都是老年人，他们挣钱不
容易，赶上吃芝麻叶季节，便不会放过这
个挣钱机会。自己家种的毕竟有限，多数
是采别人家的。打芝麻叶，要讲究时间和
度：芝麻稞顶端还在开花时不能打，打了
影响芝麻后期坐果和籽粒；打芝麻叶不能
超过叶数的三分之二，那样会破坏芝麻的
光合作用，直接影响到芝麻籽粒饱满。芝
麻生长的后期，主人不敢大意，时刻看护
着，生怕别人提前打或打芝麻叶过度，影
响芝麻的收成。其实适当掐掉芝麻叶，减
少芝麻植株的营养流失，更加利于芝麻蒴
果灌浆，也利于芝麻植株的日照和通风。

打芝麻叶的多是种过庄稼的老年人，
谙熟芝麻生长规律，不到可以打的时候，
是不会贸然下手的。怕的是街市上那些

“馋嘴”的年轻人，他们只知道芝麻叶好
吃，才不管你什么时间什么度，恨不得将
每棵芝麻所有的叶子都收入囊中。

芝麻叶从打下来到吃到嘴，需要一个
繁杂的过程：一片一片叶子掐下来，要看有
没有虫子，避开枯黄的太嫩的，还不能弄断
芝麻。一片一片芝麻叶掐摘下来，一把一
把地随手放进篮子里，尽管说是最简单的
劳作，反复地低头弯腰也是很辛苦的。回
去洗净焯水，通常叫“炸芝麻叶”。“炸芝麻
叶”要掌握火候，炸不透炸不熟，吃的时候
嚼不烂。炸熟后还要放进冷水里漂上一段

时间，不然苦味太重，也不能吃。
有研究资料表明：芝麻叶性平、味

苦，具有滋养肝、肾，润燥滑肠功能。能
治疗肝、肾虚、头眩、病后脱发、津枯血
燥、大便秘结等疾病，所以吃芝麻叶的人
越来越多。

芝麻对土壤的适应性较强，不管黄
土、沙土，也不论平原还是丘陵，除过沙、
过碱和排水不良的重黏土不宜种植外，哪
里都能安家。农家为了吃上芝麻油，或多
或少都种些芝麻。现在有的种植大户，把
它当作经济作物大面积种植。因此，不缺
芝麻叶货源。

儿时，我是吃怕了芝麻叶的，尤其是
面条。那时缺油少盐，芝麻叶又常吃，大
多是焯水晒干后留作一冬一春下面条。
冬春里，午饭或晚饭打算吃面条了，先抓
些干芝麻叶泡上，母亲和面擀面，手擀面
擀好后摊在案板桌子上晾着，把泡发的芝
麻叶洗净放进锅里，再剁些红薯，加水先
烀一烀。红薯烀熟了，芝麻叶烀烂了，母
亲的手擀面也切好了，下进锅里烧滚，撒
些盐，用筷子从油罐子里撅点油，在锅里
涮涮，芝麻叶面条就做好了。一家老小，
每人端一个窑巴子碗（一种很粗糙的陶
碗），“呼噜呼噜”吃得津津有味。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现在
芝麻叶已成为人们调节胃口的最佳食品，
包馍、包饺子、做菜、煲汤、下面条。芝麻
叶面条的吃法也在不断地翻新：用葱花、
辣椒、姜丝和作料炒了，做成芝麻叶面条
吃；用生羊肉加足作料爆后，也可做成芝
麻叶面条吃；用高汤煨过撒上鸡精，做成
芝麻叶面条吃。总之无论怎样吃，无论怎
样添加作料，芝麻叶那特别的味道，从不
会因添加作料而改变。

知味

♣ 周明金

芝麻叶

荐书架

♣ 林 子

《君子十讲》：历久弥新的君子之道

君子人格流淌于中国人的血脉中，对中国健全人格的
涵养发挥着重要作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君子人格，植入胚胎基因；“君子喻
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和而不同”等，对君子形貌和品
格作了勾勒，使君子可望可及、可学可做的人格形象跃然
纸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之交淡
如水”“君子动口不动手”等脍炙人口的民谚俗语，涉及为
人处世的方方面面，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

君子是谁人？何以成君子？君子文化为何能够历久弥
新？赵冰波先生的《君子十讲》，以十讲的篇幅，从诚信、慎
独、忠孝、家风、风骨等侧面，生动描摹君子的多面形象，阐释
君子人格的锤炼之道。从古代君子入手，古今中外一览，文

史哲融汇，揭示君子文化为何是传统文化的制高点、融汇
点、落脚点。这使得君子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立体，也更加
鲜活可感。

赵冰波先生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娓娓道来，引领我们走
进君子文化历史长廊：柳下惠坐怀不乱、颜回安贫乐道、伯
牙摔琴谢知音、司马迁忍辱作《史记》、诸葛亮鞠躬尽瘁、陶渊
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包拯铁面无私、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
丹心照汗青……一景一情，犹如经历一场灵魂的洗礼，沐浴
一场沙滩的阳光浴，欣赏峰峦叠嶂之气象万千，感受黄河奔
流之波澜壮阔。作为中国人的精神母乳，历久弥新的君子
之道无疑是锤炼我们品德的不二法门。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追求君子人格，仍是我们永葆的初心。

民间纪事

♣ 刘俊伟

养宠小记

儿子从小喜欢动物，一直有个饲养宠物的梦
想，奈何梦想的轨迹大多数都是在路上。这就注
定饲养宠物这件事情多半是以悲剧收场，即使是
这样也挡不住他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丝毫没有影
响他饲养宠物的热情。

来我家的第一只动物是只乌龟。我和他爸以
为乌龟这种生物应该皮糙肉厚耐折腾，就如仙人
掌，任你东南西北风，我就倔强立于风霜雨雪中，
默默自我精彩，不招蜂引蝶不花里花哨。印象中
乌龟也是如此，坚毅顽强，忠厚沉稳，默默无闻。
是啊，在拥有各类天赋技能加持的一众动物中，不
管是比外表，还是比特长，它又有哪一项能拿得出
手呢？那就比谁活得长吧，这可能是它身上唯一
能取胜的地方了，或许这还要归功于它不紧不慢
不骄不躁遇事则躲的“龟缩”性格吧，少操心，多安
稳，注定是要活大岁数。

我家的这只乌龟我一度怀疑它是乌龟中的异
类，也有可能得了抑郁症。因为它自从来了我家，
虽然也是同样不紧不慢、不急不躁，但是它也不吃
不喝，所以很快就死了。这个悲伤的结局是万万
不敢告诉儿子的，因为在他心里，乌龟的地位已经
赶上了他的妈妈，超过了爸爸，于是我和他爸就编
了一个乌龟出逃找妈妈然后阖家团圆的故事。

后来养蚕。这蚕是同事给的，有十来条，刚来
我们家的时候个头小小的，柔柔弱弱，比一粒芝麻
大不了多少。每日以桑叶饲养，大自然的造物真
是神奇，很难想象这么个小小的东西每天竟能吃
下比它身体大很多倍的食物。随着它一天天地长
大，儿子的信心也在一点一点增加，他甚至放出豪
言，要用这十来条蚕吐的丝为我做出一床温暖的
蚕丝被。虽然这想法有点不切实际，但我依然觉
得这话比蚕丝被还让人感到温暖，我丝毫不敢告
诉他这个想法有多异想天开，毕竟小孩子的世界
都是这般五彩缤纷，哪能用成人黑灰白的规则去
戳破他的梦。儿子告诉我，蚕的生长发育叫完全
变态发育，他专门去查了他的那本博物大百科。

幼蚕终于长到小拇指般大小，膘肥体壮，我们开始
期待它吐丝结茧，化茧成蝶，跟随它的生命旅程观
察这奇妙的变态发育过程。有一天放学回家突然
发现一条蚕死了。他安慰自己，还好，我们还有十
二条。第二天又死了两条，他叹了口气说还有十
条，是个整数。第三天他就开始觉得有些许难过
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隔三岔五就会有一两条死
去，他似乎在这个过程里做好了心理准备，随着
最后一条蚕死掉，他也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般难
过，这回我可是编不出来一个有着幸福圆满结局
的故事了。

第三位来我家的是两只鸽子。自从儿子回了
一趟老家看见他姥爷养的鸽子后，就央求他姥爷
也给他弄俩。姥爷爱孙心切，不几天后就提着鸽
子从老家送来。那是两只白鸽，红嘴红脚白羽毛，
体态丰满圆润。姥爷说已经剪过翅膀，不用担心
乱飞，直接放在楼顶的露台上就行。我和儿子放
心大胆地把这两只小东西从盒子里放出来，不出
意外的意外来了，这俩调皮蛋一下子就飞上露台
的护栏，儿子担心他们会从护栏上跌落，急忙去
捉，他们却“扑棱扑棱”飞走了。是啊，哪里会有一
只鸟儿能从空中摔死。儿子看着空空的盒子，说
姥爷靠不住。一个星期后的早晨，我突然听见从
楼顶传来“咕咕咕”的声音，立刻上楼查看，果然发
现一只白鸽站在露台上，我欣喜不已，赶紧找来麦
粒投喂。我还想着既然这只回来了那另外一只肯

定也会回来，但后来时间验证它始终没有再飞
回。这只鸽子也不安生，天天神出鬼没，一直在飞
走和飞回的圈里往复奔波。儿子说咱们似养非
养，似有非有。我说至少它还活着，多好。他爸说
找个笼子想办法把它捉回来，我说不用，禁锢在笼
子里的鸟并不真正属于你。这只鸽子虽然路子有
点野，但至少它还知道回来，如果真的有一天它没
有飞回，我也必不会觉得怅然若失，本来它就应该
属于天空。天气慢慢变冷，我们早已习惯它这来
去自由的习性，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见它，我
一度以为它不会再回来了。过完年刚开春的一个
早晨，我又听见了熟悉的声音，它又一次回来了，
我上网查了查，鸽子并不是迁徙的候鸟，所以失踪
的这几个月成了一个谜。

今年春天，儿子在公园看见有卖小鸭子的，理
所当然小鸭子又成了他新的心头爱。果断买回两
只，他爸说他要预定个鸭腿。他气愤地说你要敢
打鸭子的主意我就让我妈妈和你离婚，好吧，这鸭
子在他心中的分量又一次超过了爸爸，为了家庭
和睦还是放过鸭子吧。我们用纸箱给鸭子造了一
个窝，儿子怕他们冻着找出了他小时候用过的棉
花尿垫子给它们铺上，还准备了小米、菜叶和清
水。鸭子小鸡这类家禽，大都幼时萌宠可爱，憨态
可掬，大了就变成另外一副模样，颜值长着长着就
残了。试想一下，几个月后你还能对着一只大长
脖子扁扁嘴，每天就会扯着喉咙“嘎嘎”乱叫的鸭

子说它很可爱吗？而且你还要考虑自己是否能忍
受它们不分场合走着走着就“扑哧”大小便这件事
情。我已经提前设想了好几种它们几个月后的出
路。事实证明我想多了，因为第二天他们就死了，
死因未知。儿子自然难过不已，这难过持续几天
后又转化成了气愤，因为他听说他同学在同一个
摊位上买的鸭子也没有活过两天，他义愤填膺痛
斥卖鸭老板黑心。再后来每每经过卖鸭摊位拉着
他看时，他头也不回地说有啥可看的，看了也不
买，买了也活不长……嗯，好像是这么个道理，面
对心爱而又得不到的东西，总要学会割舍。

前几天去花卉市场买肥料，准备给小菜园增
加点养分，路过宠物商店看到一只叫不上来名字
的动物，生活在水里又不能说是鱼，因为它有腿有
角，店老板说这叫“六角恐龙”，因头顶有六只角而
得名。他们颜色各异，有金黄、雪白、浅粉……儿
子告诉我们这“六角恐龙”其实是蝾螈的一种，面
对着兴奋的儿子，那必定是要买上一条带回家
的。他挑中了一条金黄色的，回去路上他说要给
这条“六角恐龙”起个霸气的名字——金龙，我劝
他贱名好养活，他爸闻着车上刚买的羊粪肥料臭
味说，那就叫羊粪蛋子吧，你看以前农村怕孩子不
好养，不都是叫狗蛋、二毛啥的。儿子恼怒不已，
担心金龙听了会生气。自从金龙来了家里，每天
晚上睡前喂食，早上起床换水，从不间断，给金龙
收拾得比他自己还干净。他让我为他的小金龙发
个朋友圈，我说人怕出名猪怕壮。

截至目前，侥幸活下来的也就是白鸽和“六角
恐龙”了。那只白鸽依旧独来独往浪荡不羁，时而
回来时而飞走，我也早就习以为常，所以在喂食这
件事情上也是同样散漫，但只要我在楼下听见它
的声音，就会立刻前去投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
慢慢熟络了不少，至少它看见我的时候不再抱着
警惕之心。而那只金龙尚且安好，在儿子的细心
呵护下，吃得多睡得好，活得还算安稳，我们终于
在饲养宠物这件事上开启了新征程。

我从未想过，自己竟会驻足于门前
那片不起眼的小菜园，沉醉于半日的赏
花之旅。

那天，我走进菜园，准备采摘新鲜
的豆角。突然，我发现豆角架子深处似
乎有一只蜂鸟在翩翩起舞。我小心翼
翼地掏出手机，想要记录下这难得的瞬
间。然而，无论我如何靠近，那“蜂鸟”
却始终未飞离。我心中满是疑惑，凑近
一看，原来那并非真正的蜂鸟，而是豆
角花绽放的奇妙身影。那紫色的花瓣，
宛如蜂鸟那灵动的双翅，在花丛中轻盈
地舞动，花柄处像极了蜂鸟的小脑袋，
淡绿色的花蕊更是增添了几分生动与
灵气。乍一看，这小家伙正在贪婪地吮
吸着枝干上的营养。再看没有开放的
花朵呈淡黄色，就像关老爷的青龙偃月
刀的刀面，很是神奇。

于是，我忘记了采摘，继续漫步在
菜园中寻觅，寻觅菜园里的诗和远方。

黄瓜秧自由攀爬在结实的架子上，
青绿色的叶片里面点缀着一朵朵金黄
色的花朵。花形是标准的五角星，金黄
色的花瓣和花蕊，宛如一颗颗闪着金光
的小星星。六角形的茄子花紫白相间，
宛如一位害羞的少女，始终低着头不言
语，潜心孕育丰硕的果实。摸起来软绵
绵的芝麻花，像一串串白色的瘦长铃铛
挂在枝干上，各种蜂儿蝶儿穿梭期间采
食花蜜。微风吹过，枝干晃动，仿佛能
听到芝麻花那“叮叮当当”的响铃声，在
招呼小伙伴们的到来。茼蒿的花开得
跟秋天的北京菊一样，金黄娇贵。莴笋
的花则与乡野间的苦菊花颇为相似，朴
实而又不失优雅。辣椒的花也呈六角
形，花儿虽小，但洁白无瑕。

让我感觉最不可思议的花，是洋葱
开的花。起先，从洋葱叶子中间长出一
根一尺来长圆筒状的绿色长杆，长杆顶
端逐渐长出一个球形的花苞，外面有一
层膜包着，特别神秘。随着花苞的膨大，
外面的一层膜破裂，呈现在眼前的是一
个大花簇，上面有近百个像小拳头一样
的花蕾，棱角分明。花蕾经过了一番能
量蓄积陆续绽放，开出了一朵朵洁白的
小花，宛如一只只和平鸽。每一朵花的
最外层是六片舌形花瓣，中心还有即将
打开的小花苞，小巧可爱，简直就是植物
版的“丑小鸭与白天鹅”，别有一番风
味。真没想到，吃起来辛辣、闻起来让人
落泪的洋葱，开出的花竟如此圣洁。

在浩瀚的生物世界里，花、草、菜，
它们不过是生命舞台上的不同角色，各
自演绎着独特的剧本。有时，我会陷入
深深的思索，究竟什么是花，什么是草，
什么是菜？它们不过是宇宙间千差万
别的生命形态，只是因了人类的主观意
识和使用方式，才赋予了它们各自独特
的标签。

在这片小菜园里，我感受到了生命
的多样与美丽。无论是豆角花、黄瓜
花，还是芝麻花、辣椒花，它们都以自己
独特的方式尽情绽放着美丽，都有外物
无法比拟的独特魅力。正如苔花虽小，
却也勇敢地学着牡丹的模样开放。这
让我明白，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独特的一
面和展示美的权利。只要我们用心去
发现、去欣赏，就能在这个世界中找到
无尽的美丽与惊喜。

我越看越激动兴奋，仿佛捕捉到了
向往已久的神秘宝藏，不断按下手机快
门，记录下一个个美丽的瞬间，禅悟生
命的意义。自那次菜园赏花之旅后，我
深感震撼，原来，这世间并非缺少美，而
是我们缺少了发现美的慧眼。

忽然想起辛弃疾词中有一句：“城
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我们
常常追求远离自己的事物，常羡慕洛阳
牡丹的雍容华贵，常赞美开封菊花的美
丽傲霜，甚至不远千里到婺源寻觅油菜
花。我们每天与身边的这些生命擦肩
而过，却无数次地忽略它们。我们何曾
想过，我们追求远方的风景，而更加美
丽的风景却在身边。繁花过后，每天给
予我们生命和营养的熟视无睹的蔬菜，
依然也有美丽的花容。

至此，我也真正理解了“一花一世
界，一叶一菩提”的深意，因为在这个世
界里，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呵护。看似普普通
通的蔬菜，不娇贵，不矫情，每种花开的
都很用心。它们不像温室里的花草，需
要特殊照顾，更经不得风吹雨打。它们
要求人类的不多，给予人类的却很丰富，
就像父母亲情，默默关爱，从不求回报。
正因如此，我们往往忽视了他们的存在，
甚至对他们有着更高的要求。

最容易忽略的其实也是最值得珍
惜的，人生之乐离不开田园，亦离不开
父母亲情。孩童时代，特别喜欢往菜园
里跑，因为那里有许多令人向往的美
味。继而长大，求学在外，工作在外，养
老在外，竟忘却了菜园，淡忘了父母的
柔情。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
否珍惜了身边这些最值得尊敬的生命
呢？正如那些求佛之人，他们跑遍天涯
海角寻找真佛，却忘记了家中那最珍贵
的佛——我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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