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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心
安
常
三
思

□
陕
西
汉
中
杨
奕
敏

对于老年人来说，心安便是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
心安呢？俗话说，三思而后行。以我的生活阅历，我以
为，要做到心安，要常思贪欲之祸，常戒浮躁之心，常弃非
分之想。

常思贪欲之祸。古人云：“储水万担，用水一瓢；广厦
千间，夜卧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三餐。”伊索亦云：“有些
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把已有的东西都丢
掉了。”这些质朴的道理告诉人们，贪欲无用而有害，当正
心诚意，追求精神的富足。这里暂且不说贪欲如何祸国
殃民，就是对于贪赃枉法者自己来说，亦是心累如斯，时
时担心东窗事发，看到电视上贪官受审的镜头血压升高，
听到警笛声响心惊肉跳，面对山珍海味没有食欲，夜不成
寐，终日里就像抱着一颗定时炸弹，而且还不能向人倾
诉，只能是做贼心虚，自作自受。贪得越多，心律越乱，奢
华的生活又有什么意义？

常戒浮躁之心。古人云；“神静而心和，心和而形全；
神躁则心荡，心荡则形伤。”心浮气躁，则易失心智，使人
难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不能潜心静气地干自己该干的事，
或急功近利，随波逐流。或患得患失，怨天尤人。或迷失
自我，身心疲惫。如此不但于工作事业有害，于自己亦是
苦不堪言。唯有戒浮戒躁，静思干工作图的是什么，做得
是否科学正确，才会不受干扰、不受诱惑，脚踏实地、坚定
不移地干下去，如此必心安。安在尽责尽职地实干事、干
实事、干成事。

常弃非分之想。有的人梦想一鸣惊人，一步登天，总
是恨职位低、恨收入少，就是不知自己几斤几两。非分之
想，表面上看是心态的问题，实际上是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问题，事关人生的根本。一些人或为名所累，或为
利而忧，或享乐至上，或以丑为美，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
这样那样的弯路，关键就是没有将人生的总方向把握
好。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正确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得意
不忘形，落魄不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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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李白《长干行》曾描绘：“低头向暗壁，千唤
不一回。”低眉，恰似一缕古雅的墨香，悄然渗透心扉，勾
勒出一抹淡雅的禅意。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言：“世界上
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
的是人的心灵。”低眉，便是心灵深处那份宁静与宽广的
展现，宛如晨曦初破，露珠轻吻古木新芽，静谧中蕴藏着
生命的勃勃生机。

低眉之际，世界仿佛被一层薄纱轻掩，喧嚣与浮躁渐
行渐远，唯余内心的一片碧波荡漾，清澈见底。美国作家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曾提及：“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
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低眉，正是这样一
种深入生活、简单宁静的姿态，非但体态之转换，实乃灵
魂深处的一场静水深流之旅，让人在尘世的洪流中，觅得
一方灵魂的避风港，静享那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恬淡与自在。

春日融融，桃花笑映人面，低眉的女子漫步于花影婆娑
间，轻纱随风轻扬，每一步都踏着“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
意。英国作家王尔德曾写道：“每个圣人都有过去，每个罪
人都有未来。”低眉的女子，不言不语间，低眉成诗，温婉如
旧，正是对过去与未来的淡然与从容，让满园春色亦为之逊
色三分。此刻，低眉，是心灵的语言，无需赘言，便能与岁月
共鸣，感悟生命的细腻与温婉。

夏日炎炎，蝉鸣阵阵，低眉于浓荫之下，一卷古籍在
手，墨香与绿荫交织，绘就一幅“心静自然凉”的避暑胜
景。外界的酷热，被这低眉的淡然悄然隔绝，心灵在字里
行间悠游，寻觅那份“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清凉与
超然。正如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所言：“人生不是一种享
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低眉，让心灵得以栖息于
文字的桃花源，灵魂得以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升华，让沉
重的人生变得轻盈而美好。

秋风萧瑟，落叶铺金，低眉于这满目金黄之中，心中泛
起层层涟漪。岁月如梭，光阴似箭，唯有低眉之时，方能深
刻体会“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感慨，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豁达。它教会我们珍惜眼前人，也教会
我们适时放手，于纷扰中保持一颗平和而感恩的心，笑对人
生百态。印度诗人泰戈尔诗云：“天空虽无痕迹，鸟儿却已
飞过。”低眉，便是那飞鸟划过天际的宁静与美好。

冬日皑皑，银装素裹，低眉于窗前，凝视窗外雪花纷飞，
思绪万千。这洁白无瑕的世界，宛如心灵深处的一方净土，
洗尽铅华，忘却尘世烦恼。低眉，是对过往的深刻反思，亦
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它让我们在严寒中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孤独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如同唐代诗人柳宗元所描绘：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低眉，虽孤独却坚韧不拔，让我
们在寒冷中寻找到生命的热度与希望。

低眉，非但姿态之美，实乃生活之哲学，心灵之高
地。它引领我们在喧嚣中寻觅宁静，于浮躁中保持清醒，
在纷扰中坚守本真。愿我们皆能习得低眉之艺，以一颗
谦卑而坚韧的心，去拥抱这个世界，感受其间的美好与温
柔，让生命之树常青，心灵之花常开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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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那年的除夕夜，我把父亲分给我的五十
个小鞭炮全部给了弟弟，他非常开心地跑出家
门和小伙伴们放鞭炮，而我溜到父亲身边。

大人们正推杯换盏，面红耳赤、笑语欢颜。
桌上是母亲烹制的一席菜肴，有舅舅从南京寄
来的板鸭、香肚和洋河大曲，有母亲做的十样菜
和其他牛羊猪鸡鱼肉。围坐的有堂哥一家、父
亲单位里不能回老家过年的单身青年，还有几
个与父亲关系较好、夫妻分居两地而只有丈夫
在这里的叔叔们，这样宾朋满座而热闹的氛围
又多了几分戏剧性。父亲来自河南，母亲来自
南京，我同学的父亲来自上海，父亲单位新来的
单身青年里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陕西，还有
一个来自广东，每一个人说出来的话都带着浓
重的乡音。听着来自各地的方言，看着他们脸
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瞬间有五湖四海一家亲
的感觉。而我的心思不在这一桌的美味和方言
上，我的目光一秒也未曾离开过大人们手中的
酒杯，杯盏中是清澈的白酒，在一饮而尽的酒意
中，尘封的话匣也打开，平时从不袒露的真情实
意、恩怨情仇，在酒的神秘催化下流淌，感情因
此拉近。

酒过三巡，个个微醺，那时并非家家有电
视，更别说看春晚了。同学的父亲马叔叔在酒
意的催使下来了段沪剧《白毛女》选段，我一句也
没听懂，大家都笑着鼓掌叫好，他唱罢，父亲竟然
也来了一段豫剧《花木兰》选段。因为在家经常
听父亲放常香玉大师的片段，耳熟能详，我跟着
父亲唱起来：“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
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在一
片叫好嬉笑声里，窗外忽明忽暗的爆竹燃放的光
焰和炸响声，为辞旧迎新增添了不少节日气

氛。每个人都诉说着对远方家人的思念和分在
两地的无奈，说得平淡，听着却柔肠百结。

正在大家都沉浸在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中
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哗，我第一个冲出去
看，借着玻璃窗透出的昏黄光晕，是父亲单位的
同事阿迪江和周边的维吾尔族邻居，他们带着
自家的美食也来过除夕夜，一堆人涌进来，带进
室外零下十几度的寒气，倒也让室内的暖气变
得清新。屋里顿时显得拥挤，母亲和其他几个
女的主动撤离饭桌，又重新摆上碗筷和酒杯，我
留下来充当翻译。父亲悄悄地让我撤了桌上的
猪肉，酒杯里再次斟满了清澈的白酒，带来一大
碗羊肉抓饭的吐尔洪大叔喝完杯中白酒连声称
赞道：“马一阿热克，百科亲亚克西”，意思是说

“这个酒非常好。”在当时能够喝到洋河大曲十
分稀罕，在他心里，能够用白酒招待他们的人就
是他们的贵人。父亲作为老支边人员，在带动
当地经济发展方面也做了一些实事，他们用质
朴的话语祝福父亲和在座的人新年好，桌上再
次迎来酒杯碰撞的高潮声，气氛再次热烈燃烧，
窗外小孩们放鞭炮的欢声笑语也为这个除夕夜
平添了祥和。

夜深杯空，众人才微晃着身子依依不舍地
散去。母亲收拾着一桌的狼藉，我迫不及待地
拿起空酒瓶挨个摇了摇，希望能有残酒留存，想
趁父亲送客出门间隙，亲自品尝一下白酒的滋
味。结果却被母亲嗔怪：“你个丫头喝什么酒，
不学好。”我翻个白眼说：“喝酒就是不学好啊，
那李白不喝酒就能写出那么多诗来？”“你跟李
白学呢，他是大人，你是小孩！”母亲笑着反驳
道，我自知无理，悻悻走开，带着除夕满腹的佳
肴和未能品尝到白酒的怅然入了梦乡。

□
南
京
丁
展

巷
档
里
的
浓
浓
年
味
儿

在家族的微信群里，一张照片瞬间打破了
当日的平静。舅舅发的那张照片里，一道菜引发
了小小的讨论，我瞧着眼熟，却一时叫不出名，父
亲一眼认出，说道：“这是皮拉菜啊。”这熟悉又陌
生的名字，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童年，拉回到那
承载着无数温暖与欢乐的中华路408号。

到中华路408号，必经一条黑漆麻乌的巷
档。在漆黑的夜晚，幼时的我每次穿过这条幽
巷时，都心生怯意。如今想来，那条巷档说不定
藏着无数的故事与珍贵的记忆，如果它没有被
拆除，或许会成为一处充满韵味的网红景点。

中华路 408 号，坐落在被誉为“南京第一
路”的繁华街道旁，是一座承载着无数温暖与欢
乐的四合院，更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太公太
婆育有十个子女，家族枝繁叶茂，人丁兴旺。逢
年过节，尤其是春节，天南海北的家人们如归巢
的候鸟，纷纷踏上归乡的路途，齐聚于此。

在那个交通尚不便捷的年代，归乡的路途
充满艰辛。火车票一票难求，长途跋涉费用不
菲，而且假期时间短暂。即便路途再难，大家都
想尽办法赶回家。因为在每个人心中，家就是
中华路408号，是那萦绕心头的浓浓年味儿，是
血脉相连、割舍不掉的亲情。

年三十那天，太公太婆总是忙前忙后，精心
张罗。老两口会安排外地归来的长辈、晚辈，每
家选派一个代表坐在主桌。那时，五六十人的
家族大聚会，院子里热闹得像开了锅。由于人
数众多，座位略显紧张，有些人或站或蹲在院子
里，却依然捧着碗吃得津津有味。尽管冬日的
院子寒意袭人，可每个人的心中都暖意融融。

大家谈天说地，分享各地的风土人情，欢声
笑语在院子的每一个角落回荡。当夜幕降临，
年夜饭的香气在院子里弥漫开来，鞭炮声也随
之响起。满地红、天地响、二踢脚、大呲花……
各种鞭炮齐鸣，炸响夜空。那声声爆竹仿佛是
对新年最热烈的期盼，在空气中回荡，久久不
散。

说到年味儿，那道皮拉菜是无论如何都绕
不开的。南京话里的“皮拉”，学名苤蓝，那滋
味，至今想起来都让我垂涎。它清甜脆嫩，轻咬
一口，汁水在嘴里四溢，既有白萝卜的清爽，又
比白萝卜多了几分清甜。凉拌皮拉丝，清爽开
胃；皮拉炒肉片，肉香与菜香完美融合；皮拉炖
排骨，排骨的醇厚滋味融入菜中，每一口都让人
陶醉。还有大锅菜，肉、香肠、青菜、粉丝、千张、
豆葱等食材汇聚一锅，各种滋味在锅里碰撞、融
合，满满当当地承载着家的味道。

岁月流转，太公太婆相继离世，家族被哀伤
笼罩，不少人忧心“老人走了，家就散了”。然
而，小舅爷站了出来，他就像一位坚定的守护
者，延续了中华路408号的传统，使得大家在每
年春节仍然能够相聚一堂。每到年三十依旧热
闹非凡，邻里朋友无不羡慕我们这个和睦的大
家庭。

如今，中华路408号或许已成为记忆中的
一个符号，但那份浓浓的亲情、醇厚的年味儿永
远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它宛如一首悠扬的老
歌，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温暖着我的心
房。无论时光如何变迁，那份对家的眷恋、对亲
情的珍视，永远不会褪色。

汉字方言是很有意思的，别的且不说，单一
个“蹭”字，就有很多值得言说的东西。蹭，意为

“不付代价而获得，常指白吃饭、白坐车等；就着
某种机会不出代价而跟着得到好处；揩油”。

生活中可以蹭的东西品类繁多，吃、喝、车、
住所……但凡是食物，都可以蹭来吃吃；但凡是
物件，都可以蹭来用用。蹭的对象中，饭和书最
为常见。

不过，“蹭饭吃”与“蹭书看”虽然都有“蹭”
的意思，但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饭是吃的，书
是看的，如果说饭是基本的生理需求，那么书则
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书与饭不同，一个人的胃口再好，饭量也是
有限的。三碗、五碗、八碗、十碗，总归有一个极

限，但对于书的容纳则不然。读书这件事，就像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只要愿意花时间，只
要被蹭的对象不反对，卷帙浩繁不为多。

蹭书，可以找同学蹭，可以找朋友蹭，可以
找老师蹭，也可以找家中的长辈或小辈蹭，对于
爱书者来说，一切的行为发乎自然，完全不必担
心人家说什么。

当然也可以去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比如书
店，比如图书馆。那里的书琳琅满目，可供选择
的余地也大。不爱看四书五经，可以看唐诗宋
词；不爱看小说散文，那就看戏剧诗歌；对古代
文学不感兴趣，也可以蹭现当代文学看，外国名
著亦无不可。每个爱书的人都有选择的自由，
谁说蹭书看的人就不能挑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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