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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 程应峰
琢磨，是指雕刻和打磨。
《荀子》有云：“人之于文

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好的
文字，往往是反复琢磨得出
的。同样，出类拔萃的人生，
也常常是在生活中不断修炼、
打磨出来的。被生活打磨过
仍脱颖而出的人，会拥有不同
凡俗的精气神。

韩愈曰：“行成于思，毁于
随。”成功需要不断地思考和
琢磨，不仅仅是把前人的知识
装进脑子里，更重要的是善于
反刍，凡事多问一个为什么。
科学家伽利略提出“自由落体
定律”，就是敢于质疑、用心琢

磨的结果。一个善于琢磨的
人，为了做好要做的事，会自
觉地将良好的习惯转化为个
人的需要和准则，并用来支配
自己的行动，融入创造性的工
作之中。

光有琢磨之心是不够的，还
得看有什么样的心灵走向。有
一种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
一种人，光琢磨人，不琢磨事。

有这样一个故事：两个职
场新人同时进入公司，都做销
售工作。一个少说多做，从走
上工作岗位之日起，便极尽所
能收集资料，和客户沟通，和
同事交流销售经验；另一个则
显得八面玲珑，到处巴结吹

捧，就是不干实事。一年后，
前者担当重任，后者原地踏
步。人事经理提醒后者：“职
场新人需要的是多琢磨事，少
琢磨人。”

总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琢
磨人上面，这样的人，往往不
会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地工
作，总想着投机取巧，走“终南
捷径”。这些爱琢磨人的人，
在琢磨事的人的眼里会被认
定为心术不正，并敬而远之。

爱琢磨，要用在正道上。
很多时候，亲情和爱情是需要
多琢磨的。它们不只适合藏
在心里，更需要适时表达。如
何表达？这就需要多花点心

思和时间去琢磨。比如，家人
上班前温柔地叮咛几句，下班
回家后来一声问候或一个拥
抱……细小的暖心举动便可
增加爱的浓度。

人生知己不易，站在他人
的角度反观自己，更容易看出
自己的短板，从而扬长避短。
遇事善于琢磨，能在前进的道
路上不断地修正自己，取得领
先的成效。

正派善良的人，爱琢磨
事；心术不正的人，爱琢磨人。
爱琢磨事的人，是明智的人，
会脚踏实地地进步；爱琢磨人
的人，看似事半功倍，实则一
不留神可能会断送前程。

琢磨之心

□ 刘萌
窗外落着细雨，桌上的白

瓷茶盏里，氤氲数朵茉莉，茶
雨微凉。一旁的水仙抽出了
枝芽，绿木丛中开出一朵朵白
色的小花，沁人心脾，带着丝
丝清雅，素洁挺拔，让人看了
心生欢喜。

不禁想起元朝诗人杨载
的句子来，“花似金杯荐玉盘，
炯然光照一庭寒。世间复有
云梯子，献与嫦娥月里看。”能
令嫦娥都私相探看的花朵，该
是有着怎样的绰约风姿啊。

养水仙的爱好，大概是沿
袭了父亲。他爱花，一年到
头，不论菊花、红掌、绣球还是
栀子、君子兰、水仙花……屋
里的盆盆盏盏从未断过。而

素来懒惰的我，无心太多侍
弄，只取了好养活的水仙，想
给家里带来一丝绿意。

一碟清水，几粒卵石，置
于案头窗台，不消半月，就能
在万花凋零的寒冬腊月里，展
翠吐芳，暗香盈袖。这洁白轻
薄的六瓣小花，虽不耀眼夺
目，却也是清秀典雅，亭亭玉
立，灵动满屋，让人十分舒心。

水仙是中国十大名花之
一。据说是唐代从意大利引
进，为法国多花水仙的变种，
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栽培
历史。后经上千年的选育，已
经在世界水仙花中成为独树
一帜的佳品了。

既然是佳品，也就受到历
代文人墨客的喜爱。“苏门四

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忍不
住为其写诗赞美：“凌波仙子
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
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
绝。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
弟梅是兄……”水仙在诗中被
誉为多愁善感、意态悠然的洛
水仙子所化，一词一句都惟妙
惟肖地勾画出它的无限风雅。

此诗一出，“凌波仙子”的
美名也就落到了水仙的头上，
引得后世纷纷效仿描写。

后来翻书时，偶然发现
《闲情偶寄》的作者、清代著名
戏剧家、作家李渔，也是对水
仙花痴迷得不行。“水仙一花，
予之命也”，他把水仙视为自
己的生命，珍惜对待。后又觉
得水仙花属南京的好，不听劝

阻，任性地把家安在了南京。
暮年后的李渔穷困潦倒，

三餐不饱。但过年时见到家
中无水仙，就又斥责感慨：“难
道你们是要夺去我的性命么？
我宁可少掉一年的寿命，也不
想一个季节没有水仙花的陪
伴。”吓得家人只好典当簪珥
换来水仙摆上，他才肯罢休。
每每读到这段话，我都忍俊不
禁，这让人又爱又怜的李
渔啊！

放下茶盏，我用白瓷接了
杯清水，缓缓倒入水仙盆中，
指尖挥动，撩拨几阵芬芳送入
鼻吸，轻轻几下，便觉精神百
倍。都说这是吉祥之花，那就
愿这盆水仙，伴我度过一个美
好祥和的新年吧。

窗台上的水仙花

冬令“闲趣”

□ 苗连贵
零食小品指“闲趣”之类，

似与大荤大油无关。
冬日里嘴淡，闲来总想咀

嚼些什么。葵花子香，南瓜子
醇，最有嚼头的是西瓜子，西
瓜子分咸的、甜的、五香的、奶
油味的、话梅味的等，口味各
领风骚。妻子是嗑瓜子能手，
瓜子进嘴，“咔”一声裂开，跟
着“噗”一下吐壳，其唇齿动作
之迅捷少有人及。我天生不
会嗑瓜子，笨齿拙舌，也嫌琐
碎，往往连壳带仁嚼烂在一
起，不能下咽而干脆吐掉，结
果什么实惠也没落下。前些
时候，妻子买回一罐瓜子，里
面有一个剥壳器，把瓜子放入
剥壳器，轻轻一夹，壳裂仁出，
方便多了。瓜子仁是吃进嘴
了，瓜子壳上的滋味却未尝到
一丝。妻子笑话我，瓜子不嗑
哪有滋味，岂不是吃了等于没
吃？这话有些道理，世间有些
事情不能省略，享受的就是
过程。

比如吃花生。花生的吃
法很多，佐酒最佳，我常看见
好酒的老爷子，半碟花生米要
对付下一碗白酒呢。我爱吃
炒花生，最好连壳炒，什么佐
料也不要放，为的就是保留它

的原味。妻子也爱吃，买几斤
装在铁盒里，串门时随手抓几
把装进袋子，出去与四邻分
享。吃炒花生犹如我们平时
过日子，没有烈火烹油，简简
单单却有滋有味。

新枣上市大约是在立秋
以后，冬日则成为干枣。枣是
热烈的，给人一种红红火火的
感觉，招人喜欢。但它也有品
级之分。妻子在干果行里工
作过，她说鸡枣最好，甜而香；
灰枣也不错，比鸡枣大，甜度

不减。我最爱吃山西大枣，
《白毛女》里唱的“大红枣儿甜
又香”，指的就是它。这种枣
个大核小，咬一口全是肉，无
论生吃熟食，都甜得像浸
了蜜。

其实“闲趣之王”非板栗
莫属。街上大铁锅里翻炒的
板栗，一粒粒油光放亮地张着
嘴，露出黄灿灿的笑脸。零嘴
中还有核桃、龙眼干和外来的
开心果等等，它们皆是干果中
的上品。

每年冬天，妻子将红枣和
白莲伴以桂圆肉和银耳，用文
火慢炖。不一会儿，闻到枣香
了，又一会儿，莲香也飘逸出
锅了……汤成之后加几勺白
糖，搅匀后盛在白瓷小碗里。
慢啜细品这一碗汤，身子暖和
尚在其次，那份爽滑宜口让人
十分受用。

这些干果在生长中承载了
日晒和雨露，收摄了天地灵气，
积聚成植物精华，人们常常服
食它们，想必也可以颐养天年。

改变未来

□ 王又锋
又是年岁更替，朋友发

来一首诗，其中写道：“如果
遇到十年前的自己，会微微
笑说，你要更努力。”这是时
光沉淀出的心声，背后的意
思是，如果当年更加努力，
现在会更好。

对于朋友的体会，我能
感同身受。时间是一条单
行道，我们每个人都被裹挟
着一路向前。孔老夫子曾
望着东流水感叹：“逝者如
斯夫。”说的就是时光一去
不复返。

现实无法变改，人们只
好寄托于想象，希望可以穿
越时空来改写命运。

然而，时间是单行道，
当下已成事实，好也罢，差
也罢，不管你甘心抑或意难
平，试图通过时空穿越来改
变，原本就是徒劳。我们更
应该着眼的是改变未来。

未来能改变吗？当然
可以。过去的选择和努力，
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同样
的，今天的选择和努力，塑
造着未来的我们。不同是，
过去已无法改变，今天努力
与否，全由自己决定。

昨日已成过去，明日无
法触及，唯一都够把握的就
是今日，就是当下。而我们
每个人，都是时光与主观努
力交互作用的产物。故此，
今日才是最珍贵的，与其叹
惜“昨日复昨日，昨日何其
好”“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
无穷老将至”，不如珍惜今
日，起而行之，用今天的耕
耘，赢得明天的收获。

我们无法逆行改变过
去的轨迹，但可以迈好当下
的脚步，改变未来。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这相当于实现
了时空穿越，与未来的自己
对话，这或许是时光运转的
密码，值得寻味。

我在微信告诉朋友，与
其给从前的自己加油，不如
给现在的自己打气。他很
快回复了一个表情：握手。

想东想西

□ 徐九宁
敏感与焦虑，像是一对

孪生姐妹。敏感的人，太在
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一旦
在乎，就会很容易产生焦
虑。别人无意间的一个眼
神、一句话，都可能让敏感
的人想东想西，焦虑不安。

人活着不易，每个人都
会遇到各种不顺，适度的焦
虑是可以的，但过度焦虑就
会让人心神不宁、心力交
瘁，继而无法聚精会神地学
习、工作。

敏感之人，要记得一句
话：凡事不要想太多，要尽
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不
是将其交由外界来控制。

该睡睡，该吃吃，该努
力努力，其他的，顺其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