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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食物，既能当菜，又能
当佐料。不需要太多，却是主食最
佳的陪伴。这就是中国家庭食谱上
的下饭菜。七月，闷热的黄河冲积
平原，沙质土壤孕育的西瓜已经成
熟。西瓜甘甜的滋味并非只能享
用一季，还可以做成西瓜酱。三
伏 天 是 每 年 下 酱 的 时 候 。 第 一
步 ， 做 酱 豆 。 姥 姥 选 了 小 粒 黄
豆 ， 煮 到 入 口 酥 烂 。 将 黄 豆 摊
开，慢慢冷却。全家十口人，养
大了儿女的姥姥又开始抚养第三
代 。 漫 长 的 夏 天 有 很 多 事 要 做 ，
但 姥 姥 知 道 ， 做 事 和 下 酱 一 样 ，
不能心急。将黄豆晾到半干，裹
上炒熟的面粉。面粉中的蛋白质
和 淀 粉 能 给 黄 豆 的 发 酵 提 供 养
料。再垫上稻草，就是温床，将
黄豆铺在上面，疏松平整。被子
既 能 控 制 温 度 ， 又 能 阻 隔 杂 菌 。
40 年的经验告诉姥姥，霉菌的长
势决定了酱的风味。姥姥已经 70
岁了，她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和三个外孙。只有到每年春节的
时候，儿女们才会回来。一个春
节过去，姥姥又开始期盼下一个
春 节 。 她 很 少 给 孩 子 们 打 电 话 ，

总是让他们不要挂念。做西瓜酱
的第二步是切西瓜，这是外孙们
最喜欢的环节。姥姥将瓜瓤心儿
留给小外孙。西瓜连瓤带皮的部
分 糖 分 不 高 ， 更 适 合 做 西 瓜 酱 。
一 年中最热的十天，菌丝成熟茁
壮，显现出合格的黄绿色。再撒上
盐、姜丝、花椒、大料、香叶等调
料。西瓜新鲜，汁水丰盈，不断翻
动揉捏，让所有食材都饱吸甜美的
西瓜汁。最后，将食材装入酱缸。
封进缸里的不仅仅是美味，还有期
盼。40天后，美味即成，纯正的酱香
伴着微甜，一小碟就能让人食欲大
开。而对姥姥来说，西瓜酱最好的滋
味，要等到儿女们回来。那是一年中
最幸福的时光。

·四川泡菜·
四川泡菜，又叫泡酸菜，在川

菜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其味道咸
酸，口感脆嫩，色泽鲜亮。通常，
在四川的宴会上，品尝美味佳肴之
后，会上几道泡菜，既用于解酒，
也用于解腻。除此以外，泡菜也被
用作川菜制作中的辅料，如泡菜
鱼、酸菜鸡豆花汤等，增加了川菜
的风味特色。

在四川，家家户户都有腌制泡
菜的习俗，也习惯于把多种菜用老
盐水泡制食用。不过，按制作时间
的不同，泡菜可以分为滚水菜和深
水菜。所谓的滚水菜，是指在泡菜
水里放置一两天即可食用，如萝卜
皮、莴笋条、叶类蔬菜等；而深水
菜，则是指要经过长时间的泡制，
如仔姜、蒜、泡椒、心里美萝卜
等。四川除了素泡菜之外，还有荤
泡菜，如泡猪耳、泡凤爪、泡牛百
叶等。

四川泡菜营养价值很高，具有
以下几个特点：

·促进营养物质的吸收
·改善肠道功能
·维持膳食平衡
·降低血清胆固醇水平和血脂

浓度
·抗高血压，预防糖尿病
·调节免疫功能
·抗肿瘤
总之，四川泡菜除了入口爽脆

外，还是不可多得的健康食品。
第四节 蒲菜与蒲笋：就地取材

的家常小菜
在物产丰饶的地区，对于主妇

来说，经营一家人的饭菜或许不是
难事。不过，大自然也不会忘记另
一些地方。中国的巧妇，善于就地
取材。吴月珍正在寻找一种野茭
白，当地人叫它蒲笋。蒲笋在辽河
边自然生长，不用上肥，也不用人

打理，采回来就可以吃。作为下一
季蒲笋到来前的最后一次采摘，吴
月珍有自己的打算。蒲笋直立茎的
幼嫩部分可以食用。人们熟悉的茭
白，有膨大的纺锤形肉质茎，是蒲
笋的一种变异。全世界只有中国和
越南培育这种蔬菜。用刚采摘的新
鲜蒲笋炒一盘蒲笋烧肉，用东北话
说，叫“鲜灵”。剩下的蒲笋晒起
来、风干，可以长时间保存，精明
的主妇都会早做准备。辽东湾一个
普通的早晨。凌晨三点，吴月珍就
起床了，五点的时候，她已经准备
好了早餐。餐桌上的食物十分丰
富，这是支撑丈夫和儿子一上午重
体力劳动的关键。六点半，她给鸡
舍添加饲料。七点，就到送小孙子
去幼儿园的时间了。一年四季，吴
月珍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开始的。淮
扬地区的水塘里，人们追逐另一种
生命力顽强的野菜。虽然它和蒲笋
有着相同的生长环境和相似的名
字，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
物。很多菜系里都有它的位置，这
就是蒲菜。可以把蒲菜做成馅儿料
包饺子，这是淮安的名点。咬一口
蒲菜馅儿的饺子，蒲菜的异香能让

口腔和鼻腔共同形成立体的感受。
济南人会选最嫩的蒲芯做一道当地
名菜——奶汤蒲菜。寻常人家不备
高汤，用面粉炒糊，也能调制出浓
稠的奶白色汤汁，再加上火腿、香
菇和冬笋的陪衬，使得这道菜鲜香
倍增。一到秋季，辽东湾的碱蓬草
红成一片海洋。吴月珍家窗台上的
蒲笋已经风干。她往蒲笋干中加入
热水，让它们舒展筋骨。烫过的蒲
笋干与肉同烧，多加入一些汤汁，
在这个过程中，蒲笋干的活力得以
彻底释放。再往灶火中添一把芦苇
秆，继续焖上一小时，就可以出锅
了。巧妇总能将最普通、最不起眼
的食物变成美味佳肴。水稻成熟的
季节，南方的蒲菜落市。但对吴月
珍来说，不能食用的蒲草仍有其利
用价值——将它晒干，能编织成各
种生活用品。八年前，吴月珍的老
伴儿心脏病突发，险些离她而去。
她揽下家里和地里所有的活儿，悉
心照料了老伴儿五年。她像蒲草一
样坚韧，维系着这个家。晚上，家
人都回来了，全家人围在炕上吃晚
饭，这是吴月珍一天中最安稳的时
刻。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照顾老

伴儿，一家人相亲相爱、团团圆
圆、乐乐呵呵，幸福地生活下去。

·蒲菜·
在江苏淮扬地区，流行一种野

生的蔬菜，它能用来当饺子馅儿，
又可以和进蛋液摊成鸡蛋饼。它叫
蒲菜，俗称“草芽”，是香蒲的嫩
茎，在我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食用
历史。

早在《周礼》中，就有对蒲
菜 的 记 载 ； 明 朝 也 有 关 于 它 的
诗：“一箸脆思蒲菜嫩，满盘鲜
忆鲤鱼香”。

而在淮安民间，也流传着关于
蒲菜的歌谣：“蒲菜佳肴甲天下，古
今中外独一家。”它还被称为“抗金
菜”，源于南宋抗金名将梁红玉。南
宋建炎五年（公元1131年），十万金
兵攻打淮安。梁红玉镇守淮安被困，
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偶
然发现马吃蒲茎。官兵们就采来蒲
菜，缓解了缺粮的燃眉之急。军民同
心协力，最终击败了金兵。从此，蒲
菜就在淮扬一带流行开来。

如今，蒲菜已成为当地
宴席中必不可少的主菜之一，
并有“无蒲不成席”的说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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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国图（国画） 吴敏

刘思先生在国内杂文界名闻遐迩，其博学多才、才
思敏捷，幽默风趣让人羡慕不已外，他作文的真实、做
人的真实、为友的真实也不得不让人敬佩有加。

作文的真实。刘思笔下绝无奴腔奴调、套话废话，
其杂文立足于平民阶层和民主意识，鄙视邪恶、痛诋腐
败，思想犀利、笔锋老辣，蕴藉着丰厚的精神内涵和人
文关怀。“文革”时期他竟敢写文章矛头直指江青，为此
他虽经劫难，却依然不肯钝其锋芒，反倒越见锐利。有
记者问：“划了‘右派’以后，为什么你没有选择沉默或
者说假话？”他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欣赏萧乾晚
年用来勉励自己的那句话，‘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
话’。所以，我的人生底线是人不能活得没有尊严，要
保持一点说真话的自尊，维护自己说真话的权利。”在
他的《官之做法》、《说“引咎辞职”》、《论“走过场”》等文
章中充分得到诠释。他在《不平则鸣》文内曰“别人为
什么写，是别人的事。我也写诗，写小说，也承认文学
有审美、愉悦乃至教化等诸多功能，但我写杂文，就是
为了直抒胸臆，为了‘宣泄’，是见了不平事心有不平气
才有杂文。”

做人的真实。刘思被打成“右派”，后又被定为“现
反”，人生中两次承受重击，蒙受不白之冤实不多见，虽
最终得以平反，他说是一件“既痛快又痛苦的事情”，但
这毕竟是十几年的牢狱之苦所悟，实属不易。他的遭
遇，让人们着实感到他人生的坎坷，了解他过去经历的
人都说刘走出来后“谈吐幽默如故，思维敏捷如故，性
格敦厚如故，对人生执着如故”且死不改悔。他自己还
来个“我自乐此”、“我情愿”，堪称一种稀少而真实的做
人气质。他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更是个对生活富有激情的人。生与死、爱与恨是文学
两大主题，也是人生两大主题。刘思对生死问题表现
出的空前达观与超脱，成为刘思文学思想研讨会与会
人士的共同话题。他的临终遗嘱——不设灵堂，不开
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留骨灰，不让佩戴白花黑纱，
令人感慨不已，人们赞叹：“这是何等睿智淡定，真正唯
物主义的生死观啊！”

为友的真实。刘思颇具燕赵人士刚烈风骨，侠义
肝胆。半个多世纪以来，从青年时期就融入中原大地
建功立业，更平添了中原人的淳朴大度，耿直忠厚。为
友谦逊中和，文质彬彬，求己以严，待人以宽。淳厚善
良，德高望重。河南省、郑州市杂文学会为缅怀刘思出
版专辑《悠悠我思》，书中收录全国各地文友纪念文章
80余篇，件件事例可见一斑。“他是一位智者，谦和大
度，心性超凡；他是一位尊者，气质儒雅，品格完善。”他
为人的真实，以及勇于担当、捍卫良知的为友风格难能
可贵。他常对人说：“一个正常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能有傲气、娇气，更不能有霸气、匪气，那样将不会有
真正的朋友。人要有正气、志气、骨气，对朋友要真诚，
这样才能经得起友情的考验，赢得朋友的信任与尊
重。”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为人的。

刘思先生晚年口头禅“又如何？”引发与会者的共
鸣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刻解析。他人文精神的极致正是
简约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对生命本真的大彻大悟。刘
思“因思想而写作，因思想而生存”。他的离去，虽然给
我们留下至今未愈的伤痛，无边无涯的追思，但他潇洒
达观、睿智儒雅、勇者、仁者的形象，依然是那样栩栩如
生，可敬可爱。

以美食为纽带，使爱情、亲情、友情以及成长过程
中的各种故事呈现出来，让读者真正地去发现、去思
考身边细微的爱，并将那些已经从岁月中慢慢淡出的
人、事、物保存在心底。这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在
每篇故事的开头，都有作者们精心分享的秘制菜谱，
打动人心又调动味蕾。

本书中，作者之一的唐七以平实的语言，道出
了食物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关系，“故事就像是食
物，热闹的是水煮鱼，寂寞的是独蒜虾仁，悲伤的
是苦笋汤……”一道简单的川味秘制腐乳，串起一段
真实的都市爱情故事，让人不禁感叹唐七笔下爱情之
奇妙。而知名青春作家浅白色，则在书中以酸梅汤为
线索，写出了自己与好友小白七年之久的友情，她说：

“有了八九分合拍的同伴便可以不在乎只有六七分好
的食物，只要同伴对了在哪里都能吃出幸福感来。”作
家社社则通过更多看似不起眼的家常美食，讲述了他
与父亲之间的悲欢离合，用异乡的食谱，催出一江春
水的相思泪。

《一切有情 依食而住》
杨颖莹

刘思的真实
吴建国

初见胡振华，就让
我眼睛一亮。因为，朋
友转来她的长篇小说

《福奶奶和她的啾啾鸟》
时 介 绍 说 ，作 者 已 65
岁。于是，在我的想象
中，这当是一个饱经风
霜的慈祥老妪。可见到
其人，精神饱满，谈笑风
生，身材挺拔，面容姣好，实在是无法与“老
妪”这个词联系到一起。一起用餐的几个
女白领，都不无羡慕地叫她“资深美女”。
可她确实早已年过花甲，退休多年，既是奶
奶，又是姥姥，这部小说，就是她在照看孙
子、外孙的间隙完成的。

胡振华的这部小说可读性很强，语言
流畅，风趣幽默，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刻
画精到，令人读之回味不舍，难以释卷，
我几乎是用一天时间读完的。作者早年写
过诗歌、散文、随笔、杂文、小说，有几
十万字作品发表，后来又当了多年报纸刊
物编辑，有比较扎实的文学功底，虽然是
初次尝试长篇小说写作，但出手不凡，作
品推出后，颇受专家与读者好评。不少评
论家认为，这是一部有创意、有新意、有
趣味的现代城市题材小说，是该创作领域
的一次突破，对于宣传七朝古都开封、提
升河南文化形象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开封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毕竟是七
朝古都，人文荟萃，名人无数，几乎每一

处老宅，每一条小巷，都可以挖掘出动人
而传奇的故事。然而，现代的开封，尤其
是改革开放后的开封，却很少有人以文学
的手段进行描摹。一提到开封，给人的印
象还是古老的龙亭、相国寺、铁塔、潘杨
湖……胡振华的新作，堪称古城新曲，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

这是一部关于开封的现代版传奇故
事，具有浓郁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书中
的啾啾鸟，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
的人尾巴，与卡夫卡《变形记》里的大甲
虫，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以开封深厚的文
化底蕴为背景，以古都浓郁的风土人物为
脉络，在现代与历史的交织中展现了古城
百姓平凡多姿、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在
这部小说里，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时尚、
真实与幻影、自然与人文，因为一只可爱
神奇的啾啾鸟的维系，让本书显得情趣盎
然、撩人心境。主人公福奶奶与具有超能
力啾啾鸟的巧遇，开封人梦绕魂牵的古都
情结与不可抗拒的现代观念相互碰撞，铁

塔之古朴与汴绣的创
新、大梁门边神奇的
城墙树、北国水城的
菊花仙子、大宋御街
上的老字号、清明上
河园里的古戏台……
凡此种种，勾勒出一
幕幕 20 世纪 90 年代
令人心怡、天人合一

的美妙画卷。
胡振华的人物刻画很见功力。书中先

后出场的几十个人物，性格鲜明，面貌清
晰，无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福奶奶是贯
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她乐观、善良，幽
默、豁达，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妈、
大婶；《汴京报》的女记者刘萍，泼辣大
方，秀外慧中，干练精明，由于她的热情
介入，使得啾啾鸟事件一波三折，高潮迭
起；聪明过度，工于心计，却又弄巧成拙
的生物学博士顾凤鸣；“绿羽汴绣房”的
女老板丽芳，心直口快，风风火火，是个
乐于助人的热心肠。此外，还有米兰、田
田、董清等一干人物，各具特点，形象生
动，呼之欲出。正是他们的轮番出场，精
彩表演，将人性的美好与龌龊展现无遗，
将现代开封的人文风貌与城市变迁展现得
淋漓尽致。

如果说该小说还有什么值得提升之
处，我以为还有个别情结略显拖沓，个别语
言有欠洗练，也算是白玉微瑕吧。

蔬菜生长
露珠，亮晶晶
一闪
父亲的笑声，也在闪
呼应着那满园的嫩
和绿母亲，转身进了
厨房
炊烟把蓝天白云
沏成一杯茉莉花茶
清香啊
把孩子们的心
飘成蝉儿的合唱

一个清晨，我来到位于中牟县城关镇
大潘庄附近的潘安墓园。潘安，才貌双全，
向有“貌若潘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
说。潘安生活在西晋时期，以才作为进身
之阶，又因趋附权贵、受人陷害而被诛、夷
三族，结局是很悲惨的。但对一个历史人
物的评价，不能简单地套用“两分法”——
非白即黑。社会是一个多棱镜，它所折射
的光芒也必然是五颜六色的。这也是我来
到墓园出于对潘安作一番探究的考虑。

在墓的右边，耸立有一尊潘安的汉白
玉雕像，他峨冠博带，神采飞扬，手执一管
紫毫，似乎在笔走龙蛇，吟诗作赋……我在
心里感叹：真是一代才俊啊！潘安少有才
名，即被乡里称为“奇童”。20岁时作《藉
田赋》，美化晋武帝躬耕藉田，洒洒千言，辞
藻优美，声播朝野。启后，所作的《西征
赋》、《秋兴赋》、《寡妇赋》、《闲居赋》和悼念
妻子杨氏的《悼亡诗》都是传颂一时的名
篇，至今读来令人怦然心动，拍案叫绝。他
的诗赋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与西晋文学家陆机并称“潘陆”，是“太康文
学”的主要代表之一。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许多人很难达到
才与貌相媲美。但潘安做到了，甚至他的
貌盖过了才名，如诗句“惟愿生得潘安貌，
胜过子建八斗才”，成语“掷果盈车”、“连璧
接茵”等，都是称赞他俊美的相貌。值得称
道的是潘安对爱情专一，他 12 岁娶妻杨
氏，共同生活20年，夫妻情深。杨氏逝世，

他为她写悼亡三首诗，其中有句云“如彼游
川鱼，比目中路析”，情真意切，缠绵悱恻。
因哀伤过度，他从此未再娶。唐代诗人孟
浩然在《送桓子之郢成礼》一诗中亦赞道：

“为结潘杨好，言过鄢郢城”，其“潘杨之
好”，便成为一段佳话流传下来。

也许是为了寓意，在陈列室的背后，
蓄有一泓碧水，环岸栽满了桃树，远处架
有一座拱桥，桥边有一些波形瓦覆顶的红
房子，或是供游客餐饮小憩的。据有人
说，其实潘安喜欢的是棠棣，并非是桃
花。我对此不大苟同，它使我想到刘禹锡
讥讽种桃道士的诗，其中会不会有点为名
人讳的意味呢？《晋书·潘岳传》记载

“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
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贾谧
又是什么人呢？贾谧是西晋开国功臣贾充
的外孙，系史上最荒淫无耻、奇丑无比的
皇后贾南风的侄子。贾谧视潘安为心腹，
极得宠信，以致潘安失去自我，越陷越
深，不能自拔。潘安虽事母孝，但对母亲
的告诫，却视若耳旁风，依然故我，我行
我素。这也是他之所以在宋本《二十四
孝》中被除名，以宋代孝子朱寿昌弃官寻
母的故事所代替的主要原因。还有一说，
潘安本名潘岳，字安仁，后以字行。正是
由于他的德行操守不被人看好，认为不配
为“仁”，因此就将“仁”字略去，直呼
为“潘安”了。

另有一桩疑案也与潘安有关。皇后贾

南风因不生子，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达
到长期把持朝政的目的，就寻思谋害愍怀
太子。一天晚上，贾后派人将太子灌醉，哄
骗他抄写一篇草章，尔后拿给潘安改头换
面，竟成了一篇含有谋反之意的文章，以此
陷害太子。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赵王司
马伦带兵入宫，囚禁晋惠帝，自立为帝，矫
诏废贾后为庶民，将贾谧斩首，潘安依附的
贾氏集团顷刻间土崩瓦解。这时赵王伦的
亲信孙秀当上了宰相，他原是潘安父亲潘
芘手下的小吏，与潘安有隙，便诬告潘安
等人阴谋作乱。赵王伦信以为真，下令将
潘安诛死、三族抄斩。潘安时年 53 岁。
刑场上，石崇曾问潘安：“安仁，怎么你
也来了？”潘安回答道：“可谓白首同所
归。”原来潘安写过一首《金谷诗》云：

“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殊不料一语
成谶。

盖棺未必定论。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
潘安这个人呢？是天妒英才吗？是宫廷斗
争的牺牲品吗？还是生不逢时呢……我认
为是又不是。也许作为一介文人，想奔个
出路、谋个前程，或不难理解。但毕竟少
了一点中国“士”的精神、少了一点骨
气，趋炎附势、同流合污，甚至为虎作
伥，历来为世人所不耻。“以铜为镜可以
正衣冠”，潘安是不应被遗忘的，其人就
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看看来墓园晨练的人多了起来，人喧
雀噪，我还是赶紧走吧。

徜徉在潘安墓园
黄开厚

古城·老妪·新曲
——胡振华《福奶奶和她的啾啾鸟》读后

齐 夫

夏日村庄（外一首）

赖杨刚

海滨夕照（摄影） 安福昌

早年点点累积的历史知识，使少年的我对中原
灿烂绚丽的文化惊叹不已，对故土上金戈铁马、纵
横文坛的人物景仰不止，为能生长在这片大地上而
自豪汹涌。近些年来，也常为外省一些嘲讽、贬斥
河南人的做法心生不平。

想一想，也就释然。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不自
重，遗柄于人。另一方面，就是有人叮咬一点，不及
其余。这类事情历史上早已有之。

战国时期，算来距今已有2000多年。我们的一
个先人要去买鞋，临行前先用物品量了自己脚的尺
码，结果出行时竟将尺码遗忘在家，到集市拿到鞋
子，才发现没有标准。卖鞋人说：用你的脚试试就
得了。答曰：我宁可相信我照自己的脚量的尺码，
也不相信自己的脚。于是顾自回家去取，返回时，
集市已经散了。

这件事，说的就是成语：郑人买履。
因了过于相信尺码而无视现实，导致目的无法

实现。揭示了“郑人”拘泥于教条而导致的思想僵
化，脱离实际，结果最终没能买到鞋子。

自从知道了这个成语，我的思考就一直钻到一
个胡同里出不来，至今无法穷尽。

我在想，这人准备买鞋之前为什么要先度量自
己的脚获得尺码，是当时流行的做法，还是个人作
为？如果是流行的，即不足为怪；如果纯属个人行
为，那么这个“郑人”一定是个极具个性的人，他可
能是在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挑选鞋子的方法，说不好
我们今天鞋子的尺码就是从那时起即萌芽的。

还有，他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脚去试。当然，可
能在当时除了这人之外，其他的人在买鞋时都是直
接用脚去试的，即使到了今天，千奇百怪的鞋子令
人眼花缭乱，虽然品种繁多，却都有尺码，即使有尺
码，人们还习惯用脚去试。那么2000多年前我们的
那个先人，为什么坚持不试？在我认为，可能还有
的原因是这人骨子里的固执，他是在用行为推行一
种方式。

再有，虽然这次往返延误了时间，但下个集市
他应该会带着尺码前去的，只要尺码准确，应该会
买到合适的鞋子。

与这个郑人买鞋相近的，还有那个楚人刻舟求
剑的故事。虽然都涉嫌墨守成规，死守教条，但郑
人回头去集上仍可以买到鞋子，而丢剑楚人再返回
那个水域，如果水深且地形复杂的话，就不可能求
到剑了。再有，郑人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买鞋的模
式，而楚人只可能徒劳往返而已。

说明做这样的蠢事，并不仅局限于“郑人”。
叙述郑人买履这个故事的，是韩非子。
韩非子是郑地后人，我辈也是郑地后人，尽管

时隔 2000多年，但是，同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这一点是相同的。有可能，韩非子也是在提醒他的
乡亲：我们还是要自重一些。

我也认同：我们不能再去做那些蠢事以授人笑
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典籍汗牛充栋，但我们的
第一本书是《易》，易者变也，发展变化是宇宙间的
根本规律。我们应该遵循规律，结合实际，不能因
循守旧，死板教条。

在此基础上，当然，要有我们的思考和独立的
个性，实现创新发展。这也是“易”，真正的“易”。

理念、个性与成语
王建庄

凉拌青瓜

小妹的笑声
被阿妈浇淋过阳光
比别处要嫩一些
脆一些
像极了篱笆上的青瓜
因为风调雨顺
长势分外清新

每到夏天
哥哥都会摘下几条
凉拌着生吃
幸福啊 就馋得
要把土碗整个儿吞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