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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粥清欢
潘姝苗

天寒地冻，食粥养人。 民
谚说：“碌碡顶了门，光喝红黏
粥。 ”意思是说天渐冷，不串
门，在家喝碗暖乎乎的红薯粥
就美得很。 晨起煮粥，各色豆
米被我投置锅内，白的黄的赤
的紫的，咕嘟咕嘟慢慢熬出满
屋子香气。 一碗稀粥呈上来，
就是一味舒畅调和的滋养品，
润我以肠胃， 汩汩渗入肺腑，
粒粒安于唇齿， 口口甘爽合
宜， 弥散着温暖的烟火气息，
熨帖至极。

刚成家时 ， 早起不知食
何，经常伴着闹铃起身，匆匆
到临街的摊贩那里买些食物

果腹。 无非屡见不鲜的葱油
饼、糯米团、包子、油条、茶叶
蛋……入眼馋人，吃着却并不
副实，若再顾不得斯文边走边
啃，淑女气质全无，这样纯为
充饥讨的一日早餐，所食毫无
美意。

生了孩子之后，再不能由
着惰性过日子， 于是学煮粥。
可别小瞧了熬一锅粥，抓几把
米，舀几碗水，续几道火，都要
拿捏分寸，细致讲究，唯此，锅
里的水米才能彼此融洽，烧透
火候， 煮出的粥才不伤筋骨，
新鲜耐嚼。 起初，我的“粥艺”
不怎么如人意， 水米交战，不
是稀得白汤打浪，就是稠得锅
沿打勺。 日子久了，觉得婚姻
和生活就像煮粥，要想绵软长
久，必须守得平实不喧、朴素
无华， 于留白处游刃有余，分
寸得当，才如一幅得意的水墨
丹青，给人以可餐秀色。

每遇头痛脑热 ， 发烧感
冒， 或是爱人酒醉反胃时，熬
一锅白米粥，趁着微烫徐徐地
喝下， 让身体散出些微汗来，
瞬间便觉神清气爽。

粥煮得好 ， 得下一番功
夫， 坚果之类可隔夜浸泡，凉

水要一次加足 ， 等水开米滚
时，改用小火慢熬 ，执勺顺锅
底划圈搅匀。 当然，现在有高
科技的电饭煲、电压力锅，只须
转到煲粥的档位，一键搞定。平
常煮粥不宜繁杂， 除了大米小
米，再挑两样辅料即可，比如花
生、红豆、薏仁、红枣、莲子、栗
子等。每年腊八，我都会熬一锅
什锦八宝粥。不过诸多口味里，
我还是觉得白米粥最好， 简洁
素淡，清净柔腻。

“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
有味是清欢。”苏轼的“清欢”实
在难得， 它省略了尘世繁琐的
迎来送往， 谢绝了灯红酒绿的
狂欢。想这世间一花一木、一草
一叶皆为浮生，一沙一土、一笑
一念都是尘缘。 若有一处颐养
身心的所在，就像一碗粥，在袅
袅香气中徐徐地喝、慢慢地呷，
与凡尘两不相碍， 于清淡中品
出原味，不亦快哉。

流光碎影·

辞达则止，不贵多言
王丕立

小的时候，父母对我说得
最多的教诲就是“言多必失”。
所以， 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我
一直都不太敢发声，唯恐言多
得咎。 直到大学阶段，我接触
了一些书籍，一句“语言是存
在的家园”在我心里激起了浪
花，让我重新对语言进行了彻
底的审视。

语言不需要如何奢华，更
不需要矫揉造作。如《诗经》的
语言，适宜地写景状物、绘声
绘色地传情达意，所以会流传
至今。

我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

刷存在感，开始了对语言的频
繁使用。 语言是情意的载体，
让人文栖息。 作为老师，我迷

上了语言，对旁人常常滔滔不
绝，喋喋不休，津津乐道。

后来， 我看到一些老师，
上课时给学生传授知识，每一
个知识点， 嚼烂了讲， 掰碎了
讲，炒剩饭一样反复地讲，想把
那些知识像腌菜一样压进学生

的大脑里，结果学生弄晕了，反
胃了， 反复地用语言硬塞的知
识和道理在一些学生那儿水土

不服，收效不明显，甚至还引发
逆反。随着教育经验不断积累，
我渐渐明白， 课堂上应该尽量
少讲无关紧要的话语， 以免削
弱学生对关键词的听取。 可以
适当停顿、可以留点沉默，让学
生有一个理解消化的时间，语
言说在节骨眼儿上才能显示出

期待中的力量。
现在生活节奏特别快，信

息来源广且纷繁芜杂，多少人
还有时间和耐心听别人长篇

累牍地说教呢？
朱熹有句话说得很到位，

“辞达则止，不贵多言”。说话说
到点子上就有效果，不需多言。

生活中，各种碎碎念让我
们的耳朵起了一层又一层厚

厚的茧子，老师在课堂上讲了
无数遍的问题，一些学生没听
到；父母在子女耳旁聒噪了多
少次的叮咛，有些孩子根本没
听进去。

因此 ，话不在多 ，真实地
表达，切中肯綮，言简意赅，才
能让语言回归神奇的效果。

微信好友
李 帆

差不多有两年，我没有出去旅行。 所幸有朋友圈，
也没错过太多。

跟着几位微信好友，我逛遍了小半个地球。 至于国
内，已经不止于浮光掠影地观光，而是极其有品的深度
游。 一位圈友，用了半个月时间，驱车驰行 4000 公里，
纵贯新疆南北。 从她的微信里， 我看到了克孜尔千佛
洞，填补了地理知识的空白；也知道了在喀什，卖葡萄
的摊位上有“葡萄干的爷爷”“葡萄干的奶奶”这样可爱
的名称。 遗憾的是，一直不知道这位好友的真名，甚至
什么时候加上去的，也都忘得干干净净。

微信时代的社交， 可能有一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味
道。 还不太认识一个人， 却能通过朋友圈了解他的全
部。 朋友圈是设置了屏蔽，但很多时候，大家不好意思
马上动手，就在这犹豫的片刻，手快的就已经翻遍了你
的过往，进而觉得你兴许就是他精神上的挚友。

对的，从去年起，我新交的朋友，不少都是微信上
结识的。 有些连照面都没打过，是别人推荐的。 我现在
养成的新习惯，加了一个人之后，马上翻他的朋友圈，
觉得有趣，就打上标记，严加关注，适时互动，聊得开心
就时时互动。

作为一个内向、腼腆的宅男，传统的饭局社交一直
是我的枷锁。但是过了中年以后，智慧大开，不再挥霍大
把的时间和无趣、无益的人打交道。有那功夫，不如多陪
陪自家小孩。 所以，轻便、快捷的微信式社交甚合我意。

新加的微信好友，就像新订阅的报纸，各有擅长。
除了上面提到的旅行达人，还有段子高手、暗黑料理专
家等， 我也懒得一一分组， 但在心里会把他们分门别
类。 有些写得实在太有意思，以至于打开朋友圈，就是
为了看看他们有什么更新。 随着朋友圈的缓缓拓展，我
的视野也在慢慢打开，逐渐地，一个个不同的世界渐次
呈现在我的面前。

有趣的人确实不多，能从圈子里淘出合适的好友，
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你可能一不小心加了个微商，又
比如，一个好友和你三观很合，有一天却突然跳出来问
你要不要买保险。 既然在圈里混，就要对此有个预期，
何况，有些朋友圈营销本身就很有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微信上的陌生友谊，更符
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本义， 免去了各种不必要的社交
负担，乃至可以不用任何交流，只是静静地、单向地看
一个有趣的灵魂为你阐释他的世界。

这个城市大得让人到处能一见钟情，却很难重逢。
———大都市生活感言

懂得爱情的夫妻，讥笑会演化成幽默；不懂爱情
的夫妻，讥笑会演化成暴力。

———夫妻相处定律

不是发际线在后退，而是你的人生在前进。
———换个角度看问题

游荡的人，未必都是迷路了。
———很多情况下，徘徊在选择的迷宫中并不意味

着迷失，那往往是通往正途的必经之路
我要你，我要一点空间，我要我自己。
———一段感情里，往往会有这样的转变
想想有没有人会惯着你。
———每次发脾气前要先这么想想，据说这个方法

可以制怒

20 元起送，30 元满减，第二份半价。
———导致我肥胖的三大原因

（综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