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来说，不苟言笑的人，更容易呈现出深沉的力量。

●如果这种不苟言笑是始终如一的，深沉就会变得神秘。因为久看不透，故近之必恭肃庄严，尊重也就产生了。

●相反，若一天到晚噼里啪啦说个不休，首先消失的是神秘感，继而消失的是庄重感。话痨只会让人变得肤浅，别人觉
得你没什么，也就不会把你当一回事。

●在生活中，你不能不说话，也不能多说话。说，是为了告诉别人你在；不说，是为了告诉别人你的每一句话都很珍
贵。前者让人看到力量，后者让人感受到魅力。

●片刻的沉默是没有意义的。长久的沉默，又太过喑哑黯淡。合适的话，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说出来。合适，就是不突兀、不
多余、不应景；需要，就是听起来贴心、可心、入心。这时候的人，是一种被肯定被欣赏的状态，格局在里面，趣味也在里面。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的这句话放在此刻，再恰当不过。

□马德不多说大家V微语
世间万物，人皆喜爱美好，但虽美好却又短暂，会更令人倍

加唏嘘，譬如去日苦多的朝露、华芳馥馥的夕颜。每个人的朋
友圈，估计都有日益壮大的趋势，就连近乎“零社交”的我，几年
时间竟也积累了众多的联络人，只不过其中已有了多位故去
者，回想起来，不禁心生慨叹。

第一位是王医生，他青春洋溢、笑容灿烂，微信头像是一簇
质朴、清新的鸡蛋花。他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城市求学，凭着
优异成绩留在了医疗界打拼。2015年，刚刚和心上人拍了婚纱
照，便被查出罹患恶性肿瘤。转年的1月，朋友圈晒出了他坐在
病床上，被同事们簇拥着过生日的照片，并配有这样的文字：“感
谢大家，太让我感动了，感谢放疗科全体医护人员，谢谢你们的
帮助与惊喜，我会努力，成为强者的。”

可惜，不是所有的医学奇迹都会降临，病痛对于生命极为
残忍。经过一段艰辛而痛苦的抗癌历程，2016年 5月，病魔夺
走了这个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生命。他的父母从老家赶来，为
儿子料理后事。在他离开后的第七天，父母用他的微信在朋友

圈发出信息，替他向亲朋
好友道谢、告别，并对治
病期间给予帮助和捐助
的老师、同学、朋友及单
位，表示衷心的感谢，明
确表示斯人已逝，不再接
受任何馈赠。

有人说，鸡蛋花的花语是孕育希望、复活、新生。也许这就
是他的微信想要留给大家的讯息，生命虽美好短促，但请相信，
一定会以其他的方式获得重生。

第二位已故者年逾六旬，姓万，是一位刚直不阿、性情耿直
的医学专家。他明明有很多头衔，却在微信朋友圈里标注为“万
大夫”，足见这才是他最引以为傲、最在乎的称谓。他的微信头
像，就是自己坐在沙发上的半身照，一如本人，坦荡直率。

他患病时间不短，经历过大手术与若干次放化疗。然而，
即便在此期间，他依旧没有放下肩上的责任、停下手中的工
作。在他身后培养出博士生11人、硕士生37人，足见其教书育
人之勤奋。而在生前的采访中，他说：“我为病人服务的时间不
多了，就更应该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尽量为病人多做点事。”就
像他的微信封面，在一望无际的峡谷上，有数不清的热气球，满
载着梦想在随风飘荡。

可能他给所有人的感觉，都是教学严格、作风严厉、治学严
谨，甚至是工作严苛，而事实上，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却能感受
到他温情、活泼，偶尔孩子气，乃至顽皮的一面。比如，他最喜欢
晒的爱犬和最爱的孙伙计。温馨的图片配上简短的文字，不苟
言笑的老人的朋友圈，那一刻，也变得有了温度。

他的朋友圈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不再更新，因为那时的他
已经病势沉重，最终在 10月 10日病逝，享年 65岁。他的同事
为他写下“救死扶伤懿德长存，攻坚破难风范永驻”的挽联，沉
痛哀悼。万医生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所遵循的医学之道。

第三位已故者是我的亲戚，论起来，我要尊称他叔叔。叔
叔其实不怎么用微信，所以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屈指可数的
几条记录。

第一条是 2014年 6月 21日 18:16，只写了四个阿拉伯数字
“1”，我觉得那应该是叔叔初次发朋友圈的试验。第二条是2018
年5月7日中午，那是一段驱车行驶在公路上的短暂视频，展示的
是乏善可陈的景色，标注的文字则是“蒙古高原”。紧接着的第三
条，是四天后凌晨5点11分发的图片，那是一片无垠的沙漠。

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他发的朋友圈？以世俗的评判，叔叔
是优秀而成功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他的优秀不仅表现在学
习上，他是那个年代少见的全国统招硕士研究生，更表现在工
作上的出类拔萃──南辕北辙，不得志去做临时工时，哪怕只
是洗刷瓶子，他都会做到最好，尽己所能完成好每一件“活计”；
实现梦想，成为人民教师时，绝对是倾尽心血，全心全意教书育
人；时来运转，被命运推到管理岗位时，依旧脚踏实地，精益求
精做好工作。也正因如此，他才能以布衣之身，获得常人难以
企及的事业上的成功。

然而，命运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逆转。2013年，在长时间
的辗转求医后，叔叔被确诊为胰腺癌。应该说，叔叔的手术做
得相当成功。术后，身体重创的他消瘦了几十斤，卧榻期间，他
阅读了大量书籍，下决心再次更改人生坐标。他不仅主动申请
从原来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且开始着手计划陪着婶婶外出旅
行，想借此补偿之前因为忙于其他，而浪费掉的本应属于家人
的时光，那三条朋友圈的信息，便是这段时间留下的印记。

2019年，叔叔的情况再度恶化，当秋风刚刚开始带走枝头的
黄叶时，他安静地离开了。叔叔的微信封面，是一片薰衣草的海
洋，在遥远花丛中，掩映着一栋红顶白墙的小房子，与他朋友圈
显示的风景真是天差地别，而他的微信昵称，则是自由自在。尽
管亲人的去世会令活着的人饱受思念之苦、怅惘之愁，但摆脱了
病痛折磨的叔叔，大概就像终于打破了荒芜沙漠禁锢的远行者，
自由自在地奔向了能让他向往的充满了薰衣草芬芳的天堂。

年岁朝露，浮生过隙。生老病死，似乎应该是自然规律。
人这一生，不管是不是基于爱的孕育，生命总会以懵懂的方式
起始；不管是不是盼着健康长寿，衰老与疾病一定会如影随形；
不管是不是惧怕离去，死亡总会以终结者的姿态降临。据说，
夕颜的花语是“暮光中永不散去的容颜，生命中永不丢失的温
暖”，那么就让我们──笑对生命，乐而不淫；静待死亡，哀而不
伤；珍惜拥有，哪怕只是朝露之清泫、夕颜之绮丽。

朝露·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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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薇
我是个粗心大意的主妇，每隔一段

时间，家里都有食品过期。也自责，但吃
一堑不长一智。也懊恼，出外点餐都有
光盘意识，为什么在家就放任呢？

8月，我看到节约粮食的相关新闻，痛
下决心不再浪费。马上在家翻找食品，果
然搜出许多存货，有的买了自己都忘掉了，
很可能又放到过期。各种零食、调料包、茶
叶、黄豆、黑豆、花生、玉米面、方便面、红枣
等，应有尽有。找出即将过期的，抓紧时间
消化掉。每天定时用红枣泡水、吃核桃，闲
置的保健品也按时服用，甚至还拿出久置
不用的豆浆机，自制营养早餐。

做饭更是细心计划，控制好分量，再
也不敢浪费。以前炒一大盘五花肉，现
在减量，再配上少量的豆角、干竹笋，做
了一小碗红烧肉。再用一块炒菜剩下的
羊肉，做一锅碎肉抓饭。还把不吃的芹
菜叶捋下来当青菜扔到汤锅里，将以前
不要的莴笋叶烫了凉拌吃……这些变
化，不止让家里的餐桌多了新的创意菜
式，还将以前老是吃剩菜、倒剩菜的习惯
改了，现在做的分量刚刚好，饮食健康还
不浪费，家人也认可了我的节俭食谱。

此后，我的节俭兴致更高了：茶叶罐
摆在暖水瓶前，每天不忘泡茶；水果保鲜，
争取不放坏；一盘拌面吃到蒜姜一粒都不
剩；剩米饭和燕麦煮在一起，晚上又是一
锅新鲜的粥；以前熬小米稀饭、玉米糊糊，

我都是拎着锅接净化水，水多水少没标
准。现在我用碗当量杯，每次一人一碗，
绝不多余。总之就是家里的每一项食材
都用上，估算恰好的量，不浪费，也不用吃
剩菜，还保证了餐桌有新菜品与营养餐。

某天，我煮茶叶蛋，还发面蒸了两笼
韭菜鸡蛋包子。爱人惊奇道：“你要做巧
妇了？”我笑了，确实平时懒得做。让他
更惊奇的是，我摊煎饼，将买的杂粮米和
黑米掺进白米里，说是有益于控制血糖，
其实是让闲置的食材都有了用武之地。
把所有存放在家的食品，全部拯救；把所
有闲置的食材，都拿来烹饪，这成了我近
期的一大爱好。

节约粮食，从现在做起。但也要保
证一家人的三餐饮食健康，就得改变原
来固有的思维，多花点心思了。都知道
浪费可耻，很多人在外用餐，能做到光
盘，但在自己的小家里，一些浪费的习惯
还未能杜绝。也许因为是隐秘的角落，
觉得浪费了也没人看见。殊不知无数个
小家组成国家这个大家，所以在家里也
要用实际行动，全方位多层次地向浪费
说“不”！

向浪费说“不”
□李小芬

过去我都是写最熟悉的植物，我高
中后曾经在河南西华县农场园艺场里当
了整整十年农工。老树像我的父辈，小
树就是我的孩子，上上下下打药、修剪、
浇水、施肥等等，朝夕为伴相依为命。人
类不过几百万年历史，植物则有过 30亿
年的沧桑，一本植物字典扉页上写得好：
如果把地球的 46亿年浓缩为一天，植物
大约在晚9点出现，人类在最后3分钟才
登场呢！

今天我要高声称赞还没机会谋面幸
会的高山雪莲，因为她的精神常在脑海
浮现。

她生长在祖国的新疆天山和青藏高
原等地，邻居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也
有分布。我在彩色录像上，看到了她顽
强不屈地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积雪
旁、在堆积的石块中、在岩石缝、在冰磺
砾石的缺氧环境中生长着。在最后的生
长季节，她绽裂开了大朵的雪莲花朵（花
头直径可达三十厘米），含苞待放时犹如
一棵棵包心菜，盛开时有点像荷花独茎
的样子。颜色是浅红紫红或淡黄色等。
她在迎风斗雪中生长孕育着后代的种
子，六到八年后，才能在最后长成的一年
中的七、八月开花结果。经风散布后的
种子找到适合的地方就能在零度发芽，
零下三至五度就能缓缓生长。降生到山
上的稚嫩幼苗竟能抵御零下二十多度的
严寒不屈不挠地成长起来，当登山探险
的旅游者低头看着这些裸露无依无靠却
充满生机的雪莲花时，能不敬畏她艰苦

奋斗的精神和超人的生命能量吗？当地
少数民族把她奉为“百草神花”。

雪莲不靠花容月貌取悦人间，这种
属双子叶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已被清
代《本草纲目拾遗》所补载，显然明朝的
大医学家李时珍未能登上雪山拜访过
她：“大寒之地积雪，春夏不散，雪间有
草，类荷花独茎，婷婷雪间可爱。”此花
草：“性味微苦湿；功能主治清热解毒、祛
风湿、消肿止痛。”制成的膏药能祛雀斑、
黑斑、黄褐斑、冻疮，还能使疤痕复原等
等，因此被医学家赞誉为“百草之王”、

“药中极品”。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艰苦的务农后

最大的娱乐就是在露天影院看电影，其
中一部我们先后看过三遍，是根据一部
小说改编成的黑白电影《昆仑山上一棵
草》。故事大意是：地质学校毕业的中专
生、一位年轻姑娘分配到荒凉严寒的高
原时，经受不住狂风暴雪和几天几夜的
卡车长途颠簸，加上高山反应和强烈紫
外线，使她的理想抱负受到了现实生活
的严峻考验；“还不如打道回府，到内地
找个普通的工作呢！”来迎接她的司机小
刘，看上去大大咧咧，而实际上特别能吃
苦耐劳，边开车边讽刺中又鼓励：“嗬！
您真娇气，还不如我们昆仑山上的一棵
草，您怎么一点奉献精神也没有呢！”后
来经招待站同样热情豪爽、又安心服务
边疆的惠嫂现身说法，深深教育打动了
她。这些长期工作在边疆的无名英雄使
这位新来的姑娘看到了他们的平凡和伟

大，决心向高山上的疾风劲草学习，支边
扎根于高原之上。

故事片中所指的草本植物应该叫昆
仑草，也叫青葙子，是一种耐干旱、耐严
寒、傲风霜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大有“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不屈的生
存劲头。昆仑草不但可以食用，也全草
皆可入药主治人的发热和恶疮，镇肝田
而明目，祛伤寒湿瘴……

真的，我们尊贵而又万能无比的人
类，有时竟不如雪山上的一枝花、高原上
的一棵草呢……

□万伯翱高山上的草本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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