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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林高我爱我家

钱云飞诗品时空

用“心”做菜

社会有分工，家庭也一样。 我在家里的分工是
担任大厨，每每家里来客，都夸我菜做得好，就连经
常吃我做饭菜的妻子和女儿也总是这样说，于是我
家里分工就太明确了，妻子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
和接送孩子上学，我的专职就是家里的“大厨”。

每每女儿放学归来，香喷喷的饭菜也就端上了
桌。女儿今年正读高中二年级，勤学好问，每每吃完
可口的饭菜，不时都要问上一句，“爸，这菜你是咋
做的，为啥这好吃啊，在很多酒店吃的菜还赶不上
我爸做的味呢！ ”我的回答总是四个字：“用‘心’做
菜”。

这颗心，就是爱心，一种对家人无私地、全身
心、发自内心且充满深情的爱。好吃的菜养嘴，营养
的菜养生，充满爱的菜养心。 把对家人的爱心倾注
到一道菜中， 做出的菜就会被自己的好情绪感染，

味道也会别具一格。 因为有了对家人的爱，才会在
做菜过程中，充满责任心，才会喜爱做菜，进而把做
菜当成人生的兴趣爱好。 因为爱，才会每天在做完
上顿饭的时候，就在考虑下顿饭吃什么，哪怕是夜
晚也要准备第二天早上吃什么，需要提前在菜市场
买什么，既要考虑妻子、女儿爱吃什么，还要考虑营
养均衡，不偏食，不重复，再好地饭菜连吃几天都会
吃厌、都会大跌胃口。因为爱，才会放弃手头忙碌的
事务，放弃与朋友许许多多团聚娱乐的机会，专心
做厨房里的“宅男”，全身心当好家里的“大厨”；因
为爱，才会在一天又一天的重复做饭菜中不至于烦
燥，不至于不耐烦，从而耐得住“寂寞”，保持暖烘
烘、乐滋滋、忙得不亦乐乎的心情；因为爱，才会不
怕厨房油烟熏、辣味炝；因为爱，才会在做菜过程
中，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在做菜的每个环节细而又
细、精凿细雕。

这颗心，就是精心，善始善终做到精心备料、精
心烹饪、精心调配，充满精益求精的精神。 只有这
样，才能做菜精心精致，色香味俱全，营养搭配完
美，把每道菜都做成一种境界、一道风景、一份真
情。

这颗心，就是细心，细节决定成败，控制火候要
细心， 菜与盐和各种佐料搭配的比例要细心； 油、

盐、菜及各种佐料放入锅中的先后顺序要细心；烹、

炒、炖、腌的时间长短要细心。有时眼看着就要成功
了，得意、骄傲充斥着你的头脑，没看住火候，菜糊
了，或者加盐多了，太咸了，一个小小的疏忽让一盘
子美食无法下咽。

做菜如此，人生也何尝不是如此。 不管干什么
事都要拿出你的爱心、精心、细心，不管大事小事，

都要和做菜一样，认真细致地把它做好。 用在写
作上，你会激情四溢，四笔下生花；用在学习上，

你会悟出真谛，收获累累；用在工作上，你会干劲十
足，成绩斐然；用在经商上，你会生意兴隆，财源滚
滚。

教养·修养·素养
教养、修养与素养，三个词从字义上

看，是近义词，但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举
止、修身养性的境界上，却是一个梯次的、

渐进的过程。

教养，受过教育、被人养育，表现于行
为方式时，是指一个人受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社会影响和个人自身修炼的外部表
现，侧重于“教”；修养，逐渐养成的高尚品
质和正确待人的处世态度，做人、做事所
表现出的境界，强调的是“修”；素养，是由
教育、内修、实践之后形成的能力、技巧、

品性，包括道德品行、外表形象、知识水
平、处事能力等，是一个人内外素质的综
合反映。

我们的古贤先哲们一向十分看重人
生通过教化、修养，最终具有良好素养的。

《汉书·李寻传》说：“马不伏枥，不可以趋
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宋·李觏》有
“无德而官，则官不足以劝有德”的教诲，

古人推崇备至的人生“三不朽”之“太上有
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左
传》），把“立德”放之首位。 而《淮南子·人
间训》 指出的“人生三危”：“少德而多宠
……才下而位高……身无大功而受厚禄”

则把“少德”列为人生第一危险的事情。

最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当推《庄子》说
的“内圣外王”和《大学》中的“修齐治平”

了。 《大学》开篇就讲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把“修齐治平”当作一个人一生的最
高追求，这种追求成为历朝历代优秀知识
分子毕生奋斗的目标。

高尚的道德品行源自于长期的教养、

修养，即成为素养。 儒家文化作为传统主
导文化， 在中华大地上流淌了两千多年，

经过无情岁月的去伪存真、 除芜存精，形
成了厚德载物、轻荣重义的主流，成为优
秀的民族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
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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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会讲话中对“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遵时守位，知常
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形成的
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给予高度肯
定和赞赏，认为这种道德理念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向上向善的
集中表现。

一个人要具有良好素养，应当慎独慎
微，慎始敬终，恪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
到尊道贵德、轻荣重义。然而，放眼当下社
会，许多人的行为都与传统主流文化背道
而驰，甚至在亵渎这种文化和文明。 君不
见，关于公交车上因争抢一个临时座位而
恶言相加甚至大打出手的“新闻”时有报
道；而一些机关单位为个人升迁的蝇头小
利同室操戈的“官场现形记”更是屡见不
鲜。我们看到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缺
乏教养、 没有修养的人与事越来越多，早
已司空见惯。 诸如：笔者单位为方便公务
员工作生活，设有机关自助餐厅。 作为公
众场所，这是展示公务员教养、修养、素养
很集中的社会窗口，在这一窗口，人们展
示的、看到的本应是文明礼貌、互谦互让、

互敬互爱的和谐形象，但遗憾的是，那些
为了一羹一食甚至一根鸡骨鱼刺而奋臂
出袖、争之抢之的镜头却不时上映……而
在办公楼电梯口，不守序、不排队、目中无
人、横冲直撞者更是不乏其人！要知道，这
些在众目睽睽的厅堂之上手掂饭勺争相
抢菜、上下电梯毫无礼貌的人群中，不仅
有一般公务人员， 不少还是头上挂着处

级、科级官衔的体面人物！说实话，每每遇
有这些场面，笔者就不忍卒睹，为有此类
在同一楼上工作的同事而自惭形秽，羞愧
万分！ 此时此刻，几千年传统文化浸润的
道德修养底线在这些人身上早已土崩瓦
解，古人谦谦君子的绅士遗风更是荡然无
存， 人性的劣根却彰显无遗。 “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境界
早已与他们杳然千里，唯有“临大义畏缩
不前，见小利奋不顾身”才是他们此刻形
象和人生素养最惟妙惟肖的写照！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人们谈
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认为前些年许多
事情荣辱颠倒、是非混淆，形成了“非常
态”社会，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
化、 传统价值观一夜间都被一些人颠覆
了，缺乏修养、教养的现象却成了“常态
化”。 由此可见，弘扬传统优秀民族文化，

让国民在这种优秀文化中得以熏陶浸染，

形成良好的素养已是何等紧迫的当务之
急。

“富润屋，德润身”

(

《礼记》

)

。 “礼之用
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

(

《论语》

)

。 一代女
杰武则天认为：“君子虽殒，美名不灭”。宋
人胡宏说：“有德而富贵者，乘富贵之势以
利物； 无德而富贵者， 乘富贵之势以残
身”。 对照这些富有教化和哲理的圣人名
言，所有素养残缺、见利忘义者都应当为
之汗颜，扪心自责：当人人都在“看不惯”、

“泄私愤”、对社会诸多丑恶现象、不良行
为心怀不满、怨声载道时，是否能在夜深
人静的独处境地， 以道德底线这面镜子，

照一照自己的教养、修养、素养究竟在一
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呢？

阳光是一朵一朵的

冬日的阳光多温暖啊。

阳光穿行于天地间，感觉到它的温暖
明亮，但它是无形的。 因为有房屋，花朵，

树叶，阳光穿不透的地方，于是阳光有了
色彩和形状。堆积成了黄色、紫色、红色的
花朵；堆积成暖色房屋，金色亭台；堆积成
明亮踏实的道路； 堆积成天边无尽的希
望。因为有阳光，这一切才有了轮廓，才有
了生命。有人写阳光是一朵朵的，真的，你

发现花朵承接了阳光，阳光才停留，直到
把花朵堆满，堆得光彩照人。 所以阳光便
可以用这样一些量词来形容，仿佛用一些
容器可以装起来。 一屋子一屋子的阳光，

一走廊一走廊的阳光，一帽子一帽子的阳
光，一捧一捧的阳光，一满脸一满脸的阳
光，一心房一心房的阳光……

我教过一篇小学课文： 奶奶生病了，

终日只能坐在床上，孙女用裙子蔸了一包

阳光，进屋送给奶奶。 打开时，阳光不见
了，孙女急得要哭，奶奶笑着说，阳光都跑
到奶奶心里了。我让我的学生也模仿者去
做，把走廊的阳光包进来，送给另一个同
学。虽然打开衣服，什么也没有，但这个仪
式，让每个孩子都非常快乐，都感受到阳
光的美好，都知道送人阳光是一件美好的
事情。

今天，一个平凡的初冬午后，于安静
的山里，于一扇玻璃窗前，把自己自由的
摊在阳光里，让阳光在身体上堆积很厚很
厚，淹没那些烦恼和欲望。很久很久，才从
厚厚的阳光堆里翘起头，睁开眼，看一看
到了哪一个世纪。

有很多时候，我到市内，到处人头攒
动，摩肩接踵，那么多的人，不知道都从哪
里来，要到那里去，喧嚣、杂乱、盲从。 人
声，汽车声，各种各样的声音里交织成一
片“雾”，阳光成了抛洒下来的“灰尘”，让
人不能好好地呼吸。 喧嚣，使阳光黏稠浑
浊，我感觉自己都成了热辣辣阳光里快呛
死的鱼。

而山里的阳光，是安静的，清澈的。安
静的人，身体的触角才从各个角落里苏醒
张开，才能从心里细致地感受阳光。 才能
看到阳光雨点般落在手臂上，手臂上金色
的柔软的绒毛被压弯了，因为吸收了阳光
的温暖，浅浅的绒毛尖儿，变得饱满有张
力，一次次压弯又弹起，仿佛验证着阳光
的重量。

小虫在阳光里飞，山里的阳光里很少
有灰尘。 飞舞的小虫，让你更清晰的认识
到门里的阳光是一匹一匹的。一匹一匹
的布吗？ 也许一匹一匹的丝绸更合适
一些。

我和那些草木，都喜欢把自己打开
在初冬的暖阳下， 坐成一个感恩的姿势，

坐成一个长久的练习，坐成一次自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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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山上大雾连天，能见度不足十米，阴雨寒冷，这样的天气
要维持一周。行人稀少，一片沉寂，只有学校的铃声， 是早晨的一点
声音。这样的天气，最难熬，愈发怀念阳光，怀念前几天的好天气，愈
是这样的天气，越要用笔写阳光，用心想阳光。

西湖拾缀
亲吻西湖倍觉狂，红桃绿柳水中藏。

江南才女随春夏，织染苏杭甲洛阳。

观洛阳雾淞
玉树琼枝满邑封，披雕花木理冰晶。

冻霜早识吉林景，罕觏中原洛郑惊。

惦尼姑寺今昔
昔日尼姑在寺中，满山遍野少人躬。

愚公挥臂荒芜去，确喜今朝绿浪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