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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耿艳菊

事上磨

史海钩沉

♣ 左素菊

只留清白在人间
1449 年 7 月，明英宗朱祁镇不顾于谦等

大臣的劝谏，率领 50万大军御驾亲征，在土木
堡被瓦剌军队击败，英宗被俘。瓦剌首领也
先以为挟英宗可号令天下，率军挥戈南下，直
逼北京，大明江山岌岌可危。

朝野震惊，人心惶惶。京师最有战斗力
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留下
保卫京畿的士卒带上疲惫羸弱者不足十万，
太子尚幼，一部分没有迎战信心的大臣主张
南迁以避祸。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于
谦挺身而出力排众议，一改大明建制以来主
张的“嫡长子继承制”，果断拥立英宗的弟弟
郕王朱祁钰为新皇登基。他识破瓦剌人利用
英宗胁迫京师投降的阴谋，于是全权负责京
师防御，铲除朝中奸党，辅助朝纲，挫败了瓦
剌的军事进攻计划，保卫了京城和大明的半
壁江山，拯救了无数黎民百姓。

“君为轻，社稷为重。”于谦掷地有声，扶
大厦于将倾，化解了大明成立以来最严重的
一次危机，令大明朝生生延命近 200 年，其功
劳之大，有明 200余年无人能及。

明王朝立国之时，需要武力定天下，守国
之时，一切以稳定发展为前提。外敌入侵，宫
闱之争，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是压垮国本的
一根稻草。大明朝没有像北宋一样立国百年
便被胡虏驱赶着南迁，于谦力挽狂澜令金瓯

无缺的中流砥柱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
不只是大明王朝的社稷功臣，是挽狂澜于既
倒的忠贞义士，还是千秋不灭的华夏民族英
雄而名留史册。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于谦光明磊落，但
魏晋风骨，在其身上尽现：重名节、轻名利，重
成仁、轻杀身，重社稷、轻君王。《明史》评价他

“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赞扬他“忠心
义烈，与日月争光”。论人品操守，他清廉如
水，生前家无余财，拿后来摄行皇权十载的宰
相 张 居 正 与 于 谦 的 功 绩 相 比 ，也 要 逊 色 三
分。如同他的《石灰吟》所言：“千锤万凿出深
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于谦就是这样的硬骨头。

拥立新君之后，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谦，而
于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鞠躬尽瘁。
1457 年，太上皇朱祁镇通过政变重新复位。
于公于私，于谦并无过错，但还是被统治集团
以莫须有的罪名屈杀，一代刚烈爱国忠臣，不
幸沦为王权争斗的牺牲品。以于谦在朝中的
威望，军事的权柄，借机奋起一搏，扑灭石亨
等人作乱也是轻而易举，再择机拥立新君，继
续在朝堂之上叱咤风云，也未尝不可。如果
于谦是个处世圆滑、见风使舵、游刃于人生名
利场的人，又怎会有社稷和民族危急时刻的
忠勇振臂？有人说于谦个性耿直，不懂变通，
才导致了大志未图，抱负未展身先死。为了

万里江山稳固，人民安居无忧，朝堂不起动荡
纷争，他舍身为国，赤诚为公：“但愿苍生俱饱
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面对敌对势力百般刁
难，他很决绝：“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
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纵然历经牢狱之苦，
水深火热生死关头，依然坚持“清风两袖朝天
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继岳飞、文天祥之后，
以于谦为代表，后世的忠臣良将“文死谏，武
死战”，哪一个不是铁骨铮铮，哪一个肯向强
权和命运低头！

于谦一生，是一部不朽的传奇。他少有奇
志，因钦佩文天祥，遂视为终身楷模，并悬文天
祥画像于案头，不舍昼夜砥砺自己奋进。在平
汉王朱高煦叛乱中，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
厉”，吓得朱高煦“伏地战栗，直呼罪该万死”。
宣宗朱瞻基知道于谦堪当重任，对他以国之栋
梁青眼有加，越级提升又加派数省巡抚。于谦
轻装骑马，踏遍万里河山，深入基层调研访问，
详细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
立即上书朝廷申办解决。善治国者必先治水，
稍有水旱灾害，他马上上报，内阁朝政，颇为重
视。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
到批准”。他发动群众修缮堤坝，镇压盗贼流
寇，没收权贵私自开垦的私田为官家屯田，资
助边防开支，政绩非凡，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拥
护。于谦从文臣谋士，跻身朝堂中流砥柱。在
京师保卫战、驱除外族入侵，铲除奸党、辅助朝

纲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于谦以其超凡的政治谋
略和军事才能，多次展现了他爱国忧民、拯救
江山社稷的高光时刻。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于谦与岳飞、张煌
言一起，被后世尊称“西湖三杰”。清代袁枚
《谒岳王墓》有云：“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
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
湖。”于谦个性兼具文天祥和范仲淹之长，常
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信念，
他不愿百姓因战争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他重
视百姓民众的安居乐业，他在江山危难关头
勉励意志不够坚定的新皇朱祁钰：“我们完全
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他主张“君
为轻，社稷为重”，不愚忠，不迂腐，重民族大
义，在封建忠君思想为上的士大夫阶层里实
属凤毛麟角。

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
名”何尝不是对于谦一生最好的评价。即便沉
冤得雪，生命可以活得久一些，他也扭转不了一
个封建王朝走向没落的结局。浩荡的历史不会
轻易因一个人的意志就可以改变进程。大明迈
入腐朽的悲剧之根早已深种，这是后来张居正
做再多勤政的事都无法挽回的结果。

“山阴路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顺
着历史的画卷，仰望宇宙，天朗气清，惠风和
畅。于谦无论选择了追随谁，他依旧是他，初
心未改，信念长存，激励后世浩然前行。

郭家嘴写生郭家嘴写生（（油画油画）） 李运江李运江

总有十年了，我跟随学校摄影系师生去
南太行，他们摄影实践课，俩女老师带两班50
多个学生，我去了好替她们照看学生，学生我
都教过，彼此熟悉，平常总热热闹闹、嘻嘻哈
哈一起说笑的。

大巴车进山的时候，绝壁上垂下的丛丛
山菊吸引到了我，那些怒放的生命，如梵高笔
下夜空中的星辰一般璀璨。打开车窗，是沁
人心脾的野菊的清香药香，与周围漫山遍野
的山树花草的气息时而混杂，时而清晰，我就
感觉鼻子不够用了，人也昏沉眩晕，似被这生
猛和原始的芬芳俘虏了，心甘情愿的那种。

那时候我们的城市车轮滚滚狼烟四起，
正在大搞建设，声音和气息粗暴浑浊，日复一
日的把我给淹没了。譬如说，我是眼看着我
住的小区对面和左右的房子一点点长起来
的，最初，我从书房望去，20公里外的龙湖西
泰村山顶浑圆的雷达清晰可见，可数年之间，
我们小区被周围的高楼包成了谷底，从书房
再往外望 ，视线便被马路对面 30 层的房子
斩断了，一进冬天，我住的楼都瑟缩在它的阴
影里。

我们目的地在晋豫犬牙交错的山西地
界，一个叫作锡崖沟的山村，没去之前，听房
东电话里带太行口音的介绍，一直以为是“西
沟”，或者“西下沟”村。村子靠近山顶，前边
万丈深渊，左前方两公里是著名的南太行胜
景：老爷顶。老爷顶三面深渊孤峰突起，上面
庙宇森然，显然有好多年头了。我们在山顶
住过一夜，学生们玩起了篝火晚会，有的跑一
边去看月亮，亮汪汪的月亮，天空湛蓝而透
明。低头看出去，可见三郊口水库波光闪烁，
那是深山峡谷里的水库，风景瑰丽婉约，令人
难忘。每个人都没睡踏实，因为刚迷糊没多
久，他们师生就开始忙活搬三脚架去抢位置，
准备拍日出了。我们睡的小屋、走的栈桥，都
是悬空搭起来的，底下深不可测。

我还曾请学生帮我拍摄秋桃。确切说是
锡崖沟我住的房子边上的秋桃，上到房顶位
置，刚好可以看到红艳的果子在翠绿桃叶的
映衬下，新鲜饱满令人垂涎。我只带了个卡
片机，拍摄效果不好，几个男生拿数码相机咔
咔拍了几张，其中有张应该是佳能拍的，色彩

还原度非常高，我还放到了教学用的 PPT
上。后来那张秋桃摄影还出现在了网络上，
不用付费的那种。

G女士作为摄影老师带学生去教学的时
候，我和另一位老师会出去爬山，或者随便走
走，深涧或峡谷的河滩上有节节草，很有画
意，看上去令人遐思。我想起来小时候在豫
西南老家也有节节草，但没有太行山涧里的
这种好看，它们纤细、柔韧、匍匐在地又挣扎
着起来，那种生命力让人感动。

桃子还红着叶还绿着，峡谷背阴山洞里
却还冻着冰，从公路上就能看到。其实老爷
顶的另一面属于河南，锡崖沟和新乡辉县的
上八里村接壤，山西的旅游和经济一直没有
河南做得好，但是生态环境和山民却更朴实
自然。

有一天按教学安排去拍王莽岭。记得
走了好远好久，越往上走越冷，大家都累坏
了，但是带学生出来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要
达成目标。登到极顶的时候，矗立着几堆乱
石，在乱石的高处，我们刚可以仰望得到的
位置，是一些绽放在石缝里、天空下、秋风里
的太行山菊。它们绝不是寻常的金黄，它们
是洁白、淡紫、浅粉色，花头也都有鸽子蛋大
小，花瓣花盘儿都异常娇嫩，枝干却柔韧结
实，叶子不多细密而厚，似乎叶茎都为花朵
做陪衬呢！这些山菊大多在绽放，还有一些
花苞没完全打开，它们正开得恰到好处、浑
然忘我、如痴如醉！大概它一年到头所有的
努力，都只为了这十天半月的绽放，为了这
短暂的美丽迸发。

我情不自禁地拿出卡片机拍了几帧，带
回来迫不及待看效果，哦，它们迎着秋风顽强
绽放的状态真是美极了，自信、阳光、璀璨、享
受，真是生命最应该的样子。我一度把它作
为我的电脑桌面，开机就能看到它。我有时
候会想，它怎么活下来的，它在南太行极顶的
乱石丛中，营养、水分、信念从哪里来？如果
没有人去看到它，它也竭尽全力尽情绽放
吗？！

这些年学校逐渐把写生和实训地转移到
了别处，去太行次数少了，唉，多少次，我怀想
那山顶上的太行菊，它们一定还好好的吧！

人与自然

♣ 吴志恩

最忆太行菊

荐书架

♣ 李 磊

《寻求意义》：李泽厚对人生的关怀和探索

文化随笔集《寻求意义》，是晚年李泽厚忆
人生、念亲人、怀友朋、说人物、阐思想之作。表
达了李泽厚对人生、社会、世界、人类、未来的某
种关怀和探索，亦表现出李泽厚自然、坦率的个
性，以及坚持“走我自己的路”的坚韧求索精神。

李泽厚是思想家，但是，这位中国当代大哲
的文章，意蕴之深厚，情感之饱满，文辞之清丽，
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称颂。20世纪 80年代，文化
界就有人称李泽厚为“当代梁启超”。一篇《宗
白华〈美学散步〉序》，“曾让我们击节不已”（易
中天），至今仍使许多人津津乐道；在得知好友
傅伟勋患病而写下的文章《怀伟勋》，令学者郭
齐勇赞叹不已：“这篇文章洒脱自如，文情并茂，
脍炙人口，精美至极，不仅活脱脱凸显了傅先生
的性情，也表达了现代士人的存在感受。”而一
些看似闲散的文章，不多修饰，情景中饱含时空

玄思与人生哲理；即便是那些周正的学术类文
章，亦文字凝练，余味深长，有时引用诗句来推
进其论题，全然没有枯燥烦琐之感。李泽厚的
文章之所以能吸引人、能抓住人，在于其深刻而
新颖的思想常常包裹在清新流丽的笔墨之中不
胫而走，这或许也是他的思想、论著，能在青年
学子中被迅速而广泛地接受和喜爱的重要因素
之一。

有人曾问李泽厚：“何谓哲学？”他答：“简单
一句话，我以为就是研究‘命运’：人类的命运、
中国的和个人的命运。”收入这本随笔集里的文
章，其所记、所议，恰与人的存在或本质、人生的
价值和意义、人的命运和诗情纠缠在一起，不正
是在探索“命运”的路途上“寻求意义”吗？从
而，读一读李泽厚的这些文字，或许对“命运”、
对“人生”会有一些更新和更深的认识与感悟。

知味

♣ 梁永刚

爽口丝滑麦仁汤
麦仁，就是脱了皮的麦子，和麦片是两码

事，麦仁只是褪了皮而已，仍保持着麦子原来的
形状，麦片刚好相反，表皮尚在，只是被压扁了。

大麦小麦，都是麦子，皆可碾成麦仁。小
麦磨面，能做百样饭，味道好，营养高，品质远
比大麦面优良，不过，大麦仁熬汤，却比小麦
仁好喝。

在我幼时，因为大麦比小麦早熟半个月，
正好填补了青黄不接的空当，几乎家家都种，
大麦的麦芒长，熟的时候低垂着脑袋，金灿灿
一片。现如今，吾乡都不种大麦了，想喝麦仁
汤，只好用小麦。

没有电磨的年代，脱去麦子的皮，使其变
成麦仁，用的多是碓杵窑儿。麦子还没有收
割，但又想尝鲜喝麦仁汤，那就下地拽些麦
穗，回家放到簸箩里，用棒槌捶捶，再使劲搓
搓，将拾掇干净的麦粒，放入碓杵窑儿里，手
执碓杵反复捣，直至麦皮和麦仁完全分离。

麦仁汤好喝，却难熬难煮。农家熬麦仁
汤，通常都是提前把干麦仁泡到水里。麦仁
下到锅里，大火烧开，小火慢熬，煮至麦仁开
花，绵软黏糊，熄火后，不要急于揭开锅盖，再
捂上三五分钟，汤水更浓，口感更好。腊月初
八早上，各家各户都要喝腊八粥，粥里放上各
色粮食籽儿，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腊八粥
里的食材，都是自家种的五谷杂粮，并不限于
八样，可多，也可少，但麦仁、玉米仁是必须要
有的。小麦和玉米是吾乡主要粮食作物，占
据着农家粮仓的半壁河山，主粮丰收，大头落

地，一家人的殷实日子也有指靠。
幼时，一到夏天，祖母最爱熬麦仁汤，清

早起床后，先将头天晚上泡好的麦仁丢进锅
里，往灶膛里填些耐烧的硬柴，引火点燃后慢
慢熬煮，然后才去忙活其他事，洒扫庭除，喂
猪喂狗。熬麦仁汤费工夫，也费柴火，锅底灶
膛内火不能断，一直往里面续柴，才能保证麦
仁汤软糯清香，光滑绵甜。

农家地锅里熬出来的麦仁汤，是夏日天然
的消暑佳品，里面不添加任何辅料，连面水也
没有，原汁原味，清汤清水，解渴爽口。晌午
头，庄稼人从地里劳作归来，汗水顺着脊梁沟
往下流，胳膊腿又困又累，肚里面又渴又饿，急
匆匆走进家门，三步并作两步，双手捧起家人
盛好放凉的一大碗麦仁汤，一气不歇咕咚咚喝
下去，浑身上下清爽，五脏六腑都舒坦。

若是秋冬季节，有人喜欢在煮麦仁汤时，
丢锅里一把花生米、豌豆、绿豆或豇豆，喝时
有捞头，也有嚼头。或者，往熬麦仁汤的锅里
顺半碗面水，汤汁稠些，喝着恋口，身上暖
和。三伏天，很多人家喜欢熬上一大锅麦仁

汤，再烙上一沓子饼馍，拍个黄瓜，调盘变蛋，
便是一顿开胃适口的晌午饭，一家老小围坐
一起，吃着喝着其乐融融。

风调雨顺光景，麦仁汤是普通百姓的家
常便饭；饥馑灾荒年月，麦仁汤是果腹充饥的
救命食粮。“大麦未救饥，小麦渐擢芒”“前望
麦熟一月期，老稚相劝聊忍饥”的春三月，家
中断炊烟，没有隔夜粮，田间新麦未熟，青黄
不接。穷苦人家只能吃糠咽菜，甚至啃树皮，
度春荒，好不容易熬到麦子灌浆之时，下地拽
些尚未成熟的麦穗，搓出一把泛着青绿的麦
粒，放到蒜臼里捣掉皮，熬上半锅稀得能照出
人影的麦仁汤，大人小孩多少喝些，勉强保全
身家性命。

麦仁汤鲜美好喝，补益脾胃，历来被人称
道，美名口口相传，编进了曲词，写进了戏文，
经久不衰，代代传唱。我曾经看过一出叫《赶
花船》的豫剧，里面有段戏词，专门说到麦仁
汤：“桂香的母亲身得病，一心想喝麦仁汤。桂
香听后不怠慢，后花园里把麦秧。头一声哭得
麦出土，第二声哭得麦梢黄。五声哭得麦熟

了，割打割打上了场。石磙碾，木锨扬，扬哩麦
子像金黄。”戏中提及的麦仁汤，只是一个道
具，为的是表达桂香对患病母亲的孝心。至于
哭上五声，就能让刚种下的麦子，结穗成熟收
获，则是采用了夸张手法，颇有些魔幻现实主
义的意味，增加了这出戏的喜剧效果。

河南乡间，至今仍流传着不少与麦仁汤
有关的民间故事，最有名的当属“刘秀喝麦仁
汤”。刘秀在逃亡过程中，饥渴难耐，时值麦
收时节，遇到一个往田里给丈夫送饭的村妇，
便讨一碗麦仁汤喝。村妇应允，结果刘秀把
整桶的麦仁汤喝了个底朝天。后来刘秀坐朝
廷之后，吃遍珍馐美味觉得腻烦，想起曾经喝
过的麦仁汤，于是差人把那村妇请去，专门给
他熬制麦仁汤，可是再喝这麦仁汤，觉得索然
寡味。问其原因，村妇说道：“当年你落难，肚
中无食，吃啥啥香。如今你是皇上，顿顿都是
山珍海味，咋还能喝出麦仁汤当年的美味？”

王莽撵刘秀，在河南境内留下了一大串
民间故事，仅吾乡一带，就有十几个。刘秀喝
麦仁汤的传说，和朱元璋喝“翡翠白玉汤”的
故事，高度相似，如出一辙，只是故事情节有
些差异，涉及的人物略有不同。我们暂且不
去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
的，早在东汉时期，麦仁汤就成为老百姓的碗
中餐腹中食。至今在吾乡，一些上岁数的老
人斥责不听话的孙辈，还总是说：“我走过的
桥，比你走过的路都长；我吃过的盐，比你吃
过的麦仁都多。”

摘星楼是登封市徐庄镇森林公园的一个山
顶阁楼，因其海拔较高，地势险要，被当地人称为
只有得道成仙的人才能登上山顶摘到星星，故称

“摘星楼”。
站在摘星楼极目远眺，只见晴空万里、白云悠

悠、远山如黛、群峰叠翠、悬崖峭壁、林海清波、清风
拂面、心旷神怡，虽说不能摘到天上的星星，但是却
有一种“一览众山小”“唯我独尊”的豪横之气。

我们穿上专用滑垫，戴上胶质手套，坐上玻
璃旱滑，顶着蓝天白云，贴着山涧巨石，沿着幽静
峡谷，擦着山林古树，从山顶疾速而下，如驾驶F1
赛车急速下行，似顽童玩溜坡一样哧溜下滑，在
惊险之处，还得手脚并用，保持身体稳定，速度掌
握在你手中，一路风景一路欢笑。

云端水滑是一条全透明的玻璃漂流，全长
约3000米，总落差360米，蜿蜒曲折地盘旋在苍
翠茂密的山林之中。我们坐上橡皮艇，穿上一
次性防水雨衣，乘着冰冷水花，迎着透心凉风，
在光滑透明的玻璃滑道上体验“空中飞行”，急
速穿越丛林、掠过云海林涛，滑过多个弯道，心
生多种乐趣，挑战你的澎湃激情和过人胆量。
那刺激惊险的水滑赛道，轻松惬意的空中之旅，
唤醒了盛夏的欢乐，激起了初冬的欢愉。湍急
的水流，猛烈的冲撞，百折的回旋、来回的翻转、
迅捷的下滑，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都将成为
人生之中最美好的记忆。

在幽静寂寥的山谷行走，在枝繁叶茂的树顶
漫步，将是一个多么美妙兴奋的意境啊!既有一段
悬空木质栈道，又有100多米玻璃步道，玻璃与阳
光相互折射、共同生辉，树影与人影相伴，相映成
趣，实力挑战恐高症者的心理极限，这也是一件十
分艰难的事情!行走在高高的树冠之上，从半空俯
视下面的层层密林，领略谷中的鸟语花香，不仅可
以近距离观看双雄石、将军石、仙女石等栩栩如生、
惟妙惟肖的石林，更可欣赏摘星楼的山清水秀和
莺歌燕舞的风景，将会使你经历一段非同寻常的
快乐之行。

在山环水绕、林木森森之中，还有一处猕猴乐
园。这里生活着上百只古怪精灵、活泼好动的野
生猕猴，它们世代在深山密林中栖居生活，繁衍生
息，大猴、小猴与游人欢乐互动，友好相处，其聪明
伶俐、憨态可掬的萌态、令人惊喜，让人开怀，更使
孩子们兴高采烈，欢呼雀跃。

穿过奇石嶙峋、碧波荡漾的山涧小湖，越过
一条流水潺潺、清澈见底的小溪，走进了一处土
墙灰瓦、石板铺路的小山村，村头那棵饱经风霜
的千年老槐树依然生机勃勃，这是一座古香古色
的传统古村落。

在抗日战争时期，皮定均、徐子荣率领的豫
西抗日先遣支队飞渡黄河、挺进豫西，曾在该村
打了一场“南王山突围战”，八路军将士们机智
勇敢，浴血奋战，冲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五层包围
圈，在这块红色热土上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
革命故事。

♣ 陈占超

冬登摘星楼

郑州地理

日暮天寒，小店里买了两种手工汤圆，黑
芝麻馅和花生馅，小小巧巧，糯米色的琉璃珠，
十分精致。

小米粥熬煮得黏糯，浓薄也刚好适宜，再
把小巧的汤圆下锅煮成胖胖的，如一枚枚圆圆
的明月。盛进青花瓷碗中，一片温厚的金黄里
卧着几枚郎朗的圆月，静谧里有诗意，烟火气
里有艺术美，生活的艺术，美无处不在。

这一碗诗意好看，味道也美。小米粥的味
道清淡绵远，糯米粉的皮淡而软糯，磨成糊糊
的黑芝麻和花生香味隽永，又各有千秋，甜而
不腻，每一口都觉得幸福像月光一样在静谧的
窗前轻轻流淌。

起初没有生活的经验，煮汤圆时，把汤圆
和淘干净的小米一起冷水下锅，一段时间的熬
煮，掀开锅盖，呈现的是混沌和芜杂，圆圆的明
月煮破了，没了诗意，味道也复杂。

生活的经验都是在生活里磨炼出来的，
慢慢地琢，慢慢地磨，就磨出了生活的诗意和
美感。

一向偏喜面食的厚朴味道，却喜欢上了汤
圆的黏糯香甜，却不知汤圆如何做的，小店里
做汤圆的大姐告诉我，好的汤圆是磨出来的。
怎么磨？磨要耐心和细心，还要静心。

先要在石磨上把糯米磨成糯米粉，顺时
针，一遍又一遍，至少磨七遍。黑芝麻、花生，
也要细细磨，磨出它们的香味。食材准备好
了，做的时候更不能急躁，要一个个细细地团
团磨磨，磨成圆润灵醒的小小月亮才好。

酒香不怕巷子深。怪不得这大姐的手工
汤圆小店在偏远的胡同深处，也有人赶了远路
来。好味道不怕费周折。

生活里的很多事不也是这样吗？
食物的味美是精心磨出来的；一棵鲜翠的

蔬菜是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在泥土和时光里慢
慢磨出来的；春天繁花似锦的明亮是从长长的
寂冷的冬天一步步磨出来的。

我们常说好事多磨，事缓则圆。这磨中，
这缓里，都在给人心建基石，让人沉稳，让人
冷静。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段——问：静时亦觉
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
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
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
动亦定”。

人在事上磨，磨出优雅从容的心态，花落
花开，云卷云舒，我自闲庭信步，任尔东西南北
风。时光和世事，在不知不觉间磨出一个人的
品性和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