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大板镇，有一
家特色餐厅，一天中只在早上和中午营
业，下午3点以后便关门，不再纳客。食
客们纷纷央求店主，你晚上也开吧，我们
领朋友来你这吃饭。但老板却一口回
绝：我的店我做主，不开就不开。人们都
说这老板真任性！

●结果，每天早上和中午，这家店都
满员，甚至还需要提前一天订位子。

●前段时间，我有幸跟随朋友到那
家店吃了一顿早餐，简单的两个菜，汆羊
肉和爆炒羊杂，却让人终生难忘。鲜美

之味犹如天上来。

●朋友介绍，这家店是个家庭店，就
三个人，老板娘负责前台，老板和儿子负
责后厨。每天只卖两只羊，而且是现杀
现做，所以羊肉非常新鲜。两只羊正好

到中午卖光，其实，再杀一只，晚上照样
能卖光。但老板却说，那样的话，人会很
累，一累，菜就做不好，而且还耽误第二
天起早干活。

●我听后肃然起敬。这哪里是任
性，分明是智慧！不由得想起一个词来
——适度。有多少人因为不懂得适度，
盲目扩大生产最终资不抵债？又有多少
人因不懂得适度，熬夜工作最终积劳成
疾？张弛有度才能收放自如，量力而行
才能游刃有余。

●凡事适度方从容。

□鞠志杰

适度

大家V微语

毋庸讳言，在人世间，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属
于流浪的。体面的说法，叫做闯荡，或曰：行万里路。

体面的流浪者，和被逼无奈去流浪的人的生存状况有
所不同，但心灵的苦楚是一样的。背井离乡，总是让人感
到，自己的灵魂无处安放。于是出现了“落叶归根”这个词
汇。青丝出门，白发归乡，是人生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然
而，如今的白发人，如我者，几人能够归乡？乡又在哪里？
我们有条件归乡吗？现代社会的疾速发展，抹去了归乡人
那条荒草没膝的小路。归乡一说，只属于古人，与我们没
多大关系了。

我十四岁离开家乡，一步一步地走远，迷迷茫茫地走
失。虽然是走出了深山老林，来繁华的都市求知、求学，想
争得更好的生存状况，但心中却是空洞无助的。看不见故
乡那一缕炊烟，便感到凄楚、恐慌。觉得自己已成为一棵无
根之草，四顾茫然，只有随风游荡的份了。但那时，却不知

自己是在——流浪，
因为心中没有流浪
这个词汇和概念。

后来，大概是
1957 年吧，观看印
度影片《流浪者》，
听到电影插曲《拉
兹之歌》之后，才恍
然大悟。为此，伤
感顿生，暗自流泪，
又怕同学们看见，
赶快用衣袖擦去，
装作无事的样子。
后来学唱《拉兹之
歌》，总是“阿巴拉
古，阿巴拉古”地哼
哼，以此来发泄背
井离乡的那一腔离

情别绪。
同学们打趣，叫我阿巴拉古。阿巴拉古系印地语，意

为到处流浪。对这个称呼，我一点也不反感。甚或，把自
己当作了拉兹。这属于青涩年华之人，流浪中的浪漫情
怀，和苦涩中的自乐行为吧。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多少经
济来源，全凭学校提供的助学金维持生活。两双胶鞋穿了
三年，后来鞋帮和鞋底分离，只好用麻绳连接起来接着穿。
刚开始，有些难为情，尤其在女同学面前。后来，心中有了拉
兹，就有了敢于露穷的勇气。甚至，穿着破胶鞋去参加学校组
织的舞会，也不觉得多么寒碜。现在想来，人的一生，的确充
满了戏剧性，那是无法选择的生存方式。

然而，假使一个人，把流浪生活看得太过沉重，无望，
就没有了坚定走完人生全程的勇气。其实，流浪也是一种
改变命运的生存方式，有不少人，会流浪出情趣和精彩
来。譬如，唐代大诗人李白。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流浪加
浪漫的一生。他从蛮荒之地，流浪到了皇城长安。甚至，
醉态中的他，得到高力士为他脱靴，杨玉环为他研墨的待
遇。你说他，狂也不狂？他流浪中的豪放吐纳，的确像杜
甫所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现代诗家余光中，在
他的诗作《寻李白》中，也由衷地赞叹：“酒入豪肠/七分酿
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
唐。”这一赞美，不算太夸张。因为他流浪的过程，就是体
验人生苦乐的过程，就是壮怀山水的过程。我觉得，他的
一腔豪气，一定是来自大山大水的。再者，在漫长的流浪
途中，他总是把信义之地，当作了故乡。譬如他在七绝《客
中行》中就写：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
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是啊，身处一方温馨之地，又可以与挚友同酌而酩酊，
何来流浪之苦？这就是李白，以四海为家的李白。豪饮之
下，竟“不知何处是他乡”了。

而宋代词家苏轼，也曾留下一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
定国侍人寓娘》的词作，与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常羡人间
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
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
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定国乃苏轼的好友，因苏轼之事受到牵连，被贬谪到
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后北归，苏轼在酒席间，带有自
责地问寓娘，岭南之地荒蛮艰涩，日子应该是不好过的吧？
寓娘则微笑答曰：“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使苏轼很是感动，作
此词以赞。这里的点睛之笔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确，
一个人流浪至何处，是由不得自己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如
何，也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生活的现实，必须面对。悲
观对之，会雪上加霜，自我捆绑。乐观对之，则海阔天空，神
安心畅。这一位寓娘，虽是一介柔弱女子，但因心理素质刚
毅坚韧，对事物常能换位思考，引导自己往健朗的方向走，
就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悟性。何况，她身边有心爱的
玉郎陪伴，于是，苦与乐，一样都是好日子了。

与其哀怨，不如欢畅，这便是生存中的辩证法，亦可谓
之：硬道理。人，躯体的流浪不可怕，怕的是灵魂的流浪。
如斯，可不可以说，安顿好自己的灵魂，尽量不叫它去流
浪，便是最佳人生状态？犹如寓娘所说——心安即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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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

心安即吾乡

我生下来的时候有多小，母亲说得
最形象，她说可以装在我父亲的鞋子
里。出生的时候我只有三斤多，最后怎
么活下来了，估计更多是靠的运气——

“此乃天意，天不灭曹”。及长至五岁，
就跟着两个哥哥去上学了。

我觉得那时候我是个最悲催的学
生，说是跟着两个哥哥上学，俩人根本
不管我。其实他们也是各顾各，如果其
中一个人跟人家打架了，另外一个就会
这样撇清：“你们该打只管打，只要不提
名道姓骂父母，我绝对不会管！”没办
法，江湖义气第一桩。

后来到了四五年级，我虽然年龄增
长了，个子倒没怎么长。不管别的同学
因为个子原因怎么换位子，我永远在第
一排。很多人就爱欺负我，虽然不一定
都是出于恶意，也可能是因为我个子小
逗我取乐，但事后我总是哭着回去告
状。母亲看着我可怜兮兮的样子，不但
不安慰我，反而还要把我训一顿，说：

“我不相信你不惹人家，人家会故意欺
负你！既然你惹了人家，就得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唉！跟“老革命”有什么道
理可讲呢？等于在家里又白白受了一
次欺负。于是我就躲在屋子里再哭一
场，边哭边看《红楼梦》。我最喜欢“查
抄大观园”那一段，看看人家探春，那个
胆识！那个作为！那才是女儿啊，那才
是女儿该有的底气和阵仗！莫非我不
是母亲的亲生闺女？

《红楼梦》里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参
与查抄大观园的仆妇王善保家的，仗着
是邢夫人的陪房，王夫人也另眼相待，便
拿腔作势地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
嘻嘻地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
然没有什么。”“一语未了，只听‘啪’的一
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
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
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通读《红楼梦》，探春这一巴掌要多
响亮有多响亮，要多痛快有多痛快。要
是人家欺负我，我也能够来这么一下子，
该是何等地解气！姚燮说她之所以能

“侃侃而谈，既无支离，亦无畏缩”，是因
为探春之怒不为一己之私，而是对贾府
面临危局的先见之明和切肤之痛，借着
冲天一怒，以警醒浑浑噩噩的局中之人。

及至结婚生子，在生活的磨刀石上
翻滚了半辈子，才知道探春这一巴掌有
千钧之力，不是轻易可以打下去的。如
何能善后，也是一桩大事呢！所以等女
儿上了学，受了委屈再向我诉说的时
候，我只有安慰她，真正的力量不在于
巴掌举得有多高，扇得有多痛快，而在
于你对生活的忍耐和适应能力，不盲
从，也不盲动。最后，我总是用罗曼·罗
兰的话安慰她：“别用暴力去挤逼人
生。先过了今天再说，一个人应当做他
能做的事。竭尽所能。”对于我们这些
普通人而言，这未必是苟且，即使是，也
是生活的不二法门。

□邵丽不戴头巾的男子汉

那些年那些事儿

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因为贫穷而惜
物，扔掉一件东西的理由是“不能用”。现
在，我们把物品变成垃圾的理由是“不喜
欢”。惜物节用反而成为小气的代名词。

我们今天当然用得起，从淘宝、京东到
拼多多，物品多如牛毛，只有想不到的，没
有买不到的。对付一个生鸡蛋就有煎蛋
器、煮蛋器、分离器、搅拌器。如果每天都
需要用，当然无可厚非。但许多人买回去，
就是图个新鲜，用一两次，就放在那里，最
后变成垃圾；汗牛充栋的不是书，是小孩子
的玩具和旧衣。买的时候毫不犹豫，扔的
时候斩钉截铁。一进一出，人不但消耗着
资源，还生产垃圾。

白居易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
而人之欲无极。”消费浪潮中被鼓动起来的
欲望让人失去了爱惜之心，敬畏之心。《周
易·系辞上》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
下利。”每一次购物狂欢后，真的物尽其用
了吗？在商家消费的鼓动中，人们头脑发
热，总要买下不必要的物品，囤积在家中。

老年人受不了超市里买二赠一的促销
诱惑；女人常说，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
年的我了；男人们对各种电子产品换代升
级痴迷；孩子的各类童车随着年龄络绎不

绝。因为来得太容易，所以丢弃也就随意。
抢了十卷卫生纸的朋友，觉得怎么用也用不
完，于是，抹布不用了，用卫生纸擦桌子；冰箱
成为垃圾预处理器，装得满满，然后慢慢过
期。产生的垃圾应该怎样分类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对物轻慢的态度。

今天，我们普通人消耗的物品是过去
的6倍，但人们的囤积欲还在膨胀，忍不住
在每一次消费狂潮中清空购物车，恨不能
把家变成阿房宫，穷奢极欲，迷失在物的环
绕中。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曰：“奢则不
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意思是奢
侈使人狂妄，節俭使人寒酸，与其显得寒酸
也不能狂妄。“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
迤”的秦帝国灭亡了。现代人站在垃圾桶
前接受灵魂的拷问：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
如泥沙？至少有这样一个时刻，在思考垃
圾的去处时，我们会反思日子该怎样过。

古人常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曾有报道说，我
们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

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
口粮，真是让人触目惊心。惜物不仅是节
约资源，更是减少污染，爱护环境的需要。

大道至简，把每天的餐盘吃得干净，不
盲目购买物品，简化日常行为。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精打细算不仅是过苦日子，富
裕的生活同样用得着。

古人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
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
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
地参矣。”

人要尽人性，物要尽物性，才能天人合
一、物我共生。惜物就是对万事万物的尊
重，物尽其用能让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垃
圾就少了。敬天惜物，珍惜每一粒粮食、每
一滴水，才能让物和人彼此滋养，这才是垃
圾分类背后人们需要明白的道理。

□佚名

不过是惜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