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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相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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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人很容易没食欲。肠胃
似乎厌烦了这炎夏，急需一丝清凉的慰
藉。母亲每年夏天都会调整餐桌上的饭
食，来满足我们的需求。我记忆中，漫漫
长夏我们的碗底会生出几许清凉来。

我的生日在初夏，母亲会亲手为我
做凉面。我家用一顿凉面拉开了夏日饮
食的序幕，自此凉面就会隔三差五登上
餐桌。母亲做凉面，面条必须要手擀。
手擀面筋道，有嚼劲，特别好吃。不过夏
天擀面条是很考验人的，天太热，相比做
其它饭食来说，擀面条算是体力活，和
面、擀面都需要体力。母亲身材瘦小，和
面、擀面都很吃力，我经常见到她“咬牙
切齿”用力的样子。厨房里闷热，母亲的
肩膀上搭一块儿白毛巾，随时擦汗。面
活好，面片擀好，到了切面的时候，母亲
就自如多了。只见她手起刀落，“嗒嗒
嗒”一阵响，面条就切好了。然后母亲把
面条一拎起，一抖，细长的面条就在她的
手中垂成一条瀑布。母亲的这一番动作
颇有大厨风范。

“冬至馄饨夏至面”，夏天的凉面真
的是让碗底生凉呢！首先把调料、菜码
准备好，油盐酱醋麻酱蒜汁等调料要搭
配好，菜码是黄瓜丝、胡萝卜丝等。面条
煮出来之后，在冷水里淘得凉凉的，放上

菜码，浇上调料拌匀，就可以吃了。夏天
的凉面吃起来清凉，爽口，回味无穷，永
远都吃不够。虽然手擀面做起来费事，
但母亲用她一个人的热，换来一家人碗
底的清凉。

还有一样美食，是夏天的标配——
绿豆汤。熬绿豆汤没什么技术含量，提
前熬出来，放凉了再吃味道最好。餐桌
上有热的饭食，通常要搭配绿豆汤。热
的饭菜吃起来没食欲，但一口绿豆汤喝
下去，立即会觉得非常爽口，随之食欲大
增。绿豆汤解渴消暑，还能清热解毒。
有时候，母亲会在绿豆汤里放点白糖。
这点白糖真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喝起来
甜丝丝，清凉凉，味道好极了。酷热的夏
天，一碗绿豆汤让碗底生出丝丝清凉。
甚至让人心生一种感慨：一碗绿豆汤，足
以慰平生，让人觉得夏天也不是那么令
人厌烦了。

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在小菜园里种上
黄瓜和苦瓜。餐桌上有了这两种菜，夏
天的味道就出来了。黄瓜一般都是凉
拌，洗干净后，在案板上拍几下，切开来，
放入调料即可。凉拌黄瓜清脆爽口，最
适合夏天吃。苦瓜的味道，我最初是接
受不了的。母亲总说：“苦瓜越嚼越有
味，吃到最后，满口的清新爽脆！”母亲把

苦瓜切薄片，用开水焯过，凉拌或者跟其
它菜一起炒。苦瓜是“君子菜”，不会把
苦味传给别的菜。后来，我尝试着吃苦
瓜，渐渐爱上了母亲做的凉拌苦瓜。把
焯过的苦瓜放到白瓷盘里，拌上香油、白
醋等等，最后再用几根红椒丝点缀一
下。这道菜看上去赏心悦目，吃起来味
道绝佳。细细咀嚼，牙齿间发出清脆之
音，口感脆爽，真的能品出苦尽甘来的滋
味呢。苦瓜有降血糖、血脂的功效，而且
清热败火，是夏天不错的美食。

母亲告诉我，夏天清凉的食物虽然
好吃，但不能贪图太多。凡事要有度，切
不可贪凉，不然肠胃会受不了。

酷夏漫长，但智慧的人们用各种方
式的炮制种种清凉，来对抗夏天的炎
热。感谢母亲，给了我一个又一个碗底
生清凉的夏天，也让我学会了那么多生
活的智慧。

碗底生清凉
□马亚伟

六月中旬，和几位朋友去新疆大草原游玩。
大家欣赏着扑面而来的满山绿色，尽情地呼吸着
山野的气息，心旷神怡。这时，一位朋友看到路旁
一棵半人高的植物开的花很漂亮，便兴致勃勃走
近拍照，一不留神被刺了一下，低头一看，才发现
这棵植物的叶子上布满了刺。虽然腿上没发现伤
口，但是只觉得火辣辣的疼，不一会儿有点红肿
了。当地的朋友说，因为这种植物叶上生刺，牛羊
都不吃，所以草原上随处可见，长得也比较高。

回来后查了有关资料，才知道它的中文名称
魁蓟，别称大蓟。药书这样记载，“夏秋采全草，秋
季挖根，晒干，生用，亦用鲜品。可以凉血止血，行
瘀消肿。”它的主要功用是凉血止血，解毒消痈。
据说还有相关典故证明此说：三国时期，庞统在一
次战斗中身中数箭，血流如注，跌于马下。士兵中
有知医识药者，忙从道旁扯来一把草药，揉搓后塞
入他的伤口，很快止住了血，这草药就是大蓟。大
蓟的叶刺把人刺伤，然而还是它的叶子可以止血
消肿，真是令人爱恨交加。

有着“杏乡”美誉的新疆伊宁县盛产各种杏
子，杏子当然很美味。但本地人说，它是寒性之
物，不能多吃，吃多了会拉肚子。外地来的游客不
知缘由而因此中招的也不少。而本地的老人传授
经验说，杏子可以多吃，但吃杏子的同时也要将杏
核咬开把杏仁吃下，这样就不会拉肚子了，这是流

传已久的民间说法。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没找到
相关依据。也许这是民间屡试不爽而总结出来的
土法，据说效果很不错。真是一物降一物，吃杏子
拉肚子的问题，只要同吃杏仁就给解决了，人们又
可以大快朵颐满足口腹之欲了。

大蓟叶子的神奇功效和杏仁的独特作用，不
禁让人们感叹大自然的神奇，这奇特的现象也生
动诠释了事物的相生相克又相伴相生的道理。早
在春秋晚期，道家创始人老子就用哲理的眼光审
视这个世界，以直观的太极图形象而简明地揭示
了物物相融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思想。无下则
无上，无低则无高，无苦则无甜，相生相克充分体
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相生相克的道理给了我们一把体察世事、正
视人生得失的钥匙。人生总是充满了变数，光明
总是和黑暗同在，幸福总是与苦难相伴而生的。
加拿大女作家门罗曾经在《幸福过了头》中指出：
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只有淡看世间嘈杂，保持
内心平静，才能达到生命的最佳平衡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要笑迎苦难，勇对挫
折，努力寻觅到属于自己的心灵栖息地，也要学
会以正确的心态面对成功，不悲不喜，不骄不
躁，正如星云大师所言：“越是风光的时候越要
低调，越是辉煌的时候越要小心，成熟的麦穗总
是低着的。”

“在干嘛呢？”朋友从门口探进脑袋，嘴上还咬
着棒棒糖，“多大的人了，还在折星星呢？”

我把折好的星星丢进一个小罐子里。我看着
又长又宽的玻璃瓶子里花花绿绿的星星，又已经没
半了。我折满一罐便拿去送给家里小孩子，折了
送，送了再折。那些拿星星的孩子并不知道，成千
上万的星星里面，有那么些许，是特别的。

“多大的人都可以折星星，”我站起身来把朋友
推出房间，“打发时间么。”把门关上，我重新抽出一
张折星星的长条纸。这是一张粉色的星星纸，上面
画着大大小小的爱心。我想了想，写道：希望下一
份工作面试顺利。看着自己有些许潦草的字迹，轻
轻叹了口气，动手叠起来。望着那半满的罐子，我
想着那些小小的愿望。小时候会许“希望明天不用
写作业”，“妈妈送给我买一个玩具”，“希望可以和
xxx永远是朋友”的愿望，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
了“希望可以不要孤孤单单的”，“希望考试考得不
错”，“希望来年顺利点”，到现在只很卑微又单纯地
变成“希望找到一份工作”,“不管好的坏的都要拿
得起放得下”。可是不管愿望怎么变，星星是恒定
不变的。

我喜欢做这样的一件事，不很难，不很烦，只是
需要一些耐心，可以自在的放空，带着点美好的愿
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叠星星，那个时候叠的
星星总是丑丑的，有些折的太用力，到最后星星没
办法鼓起来；有些鼓的时候没用好力，星星的形状
便是畸形的。于是我便慢慢发现叠星星这个活也
是需要钻研的，要轻轻的，要慢慢来，就像在呵护童
年时想要一个毛绒玩具的梦一样。

“你折完这罐星星以后可以送给我吗？”我又听
见朋友的声音贴着门框响起，而我正把星星丢进罐
子。我扭过头去。

“行啊，”我抽出一张新的纸，“你要送人吗？”
“想给我小侄女，”朋友感叹道，“这些小孩子怎

么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她忽然意识到哪里不对，赶
忙冲我摆手道，“不是，我没在说你是小孩子。”

我耸耸肩，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折？朋友说她
才没这个耐心，她准备出去逛街去了。

朋友时不时来我房间转悠，关心那渐渐满起来
的星星罐子。她时常拿起罐子看了又看，嘀咕着：

“现在的星星纸真好看。”“星星纸不是一直长这样
吗。”我优哉游哉地叠着。有时候她感慨着这些星
星真好看，有时候也感叹我真有耐心。有一天，她
在我边上坐下，也开始鼓捣星星，叠完一颗丢进罐
子后，若有思索地盯着我看。

“你每天叠多少星星啊？”
“不知道，也没数过，”我说道，“有时候把纸都

叠完了，还得自己撕纸画图案，也有接连十天半月
都一颗不叠的。”我觉得好笑，“不就叠个星星吗，哪
有规定每天叠几颗的？”

“你叠星星在追忆童年啊？真有童心。”她开
始讲起她听过的只要集齐一千颗星星就能许愿的
故事。

“一千颗和一百颗有什么区别，不就看着好看
了点。”

“真没童心，”她撇撇嘴，“一点乐趣都没。”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我可从来没说过叠星

星是在缅怀去而不返的童年，但有那么一瞬间却觉
得朋友说的有道理。童年时的我有过很多爱好，折
纸、剪纸、涂鸦……这些爱好随着年龄增长，和孩子
换下再也穿不下的衣服似的，一层层脱了下去，好
像只有折纸星星像是一条拉链，把我和过去的生活
重新穿在了一起。这些星星里有无人言说的秘密，
有无人听过的声音，有一颗无人见过的心。我手上
一边折着，这样折来叠去的动作仿佛已成为一种肌
肉记忆。我出神地盯着自己的动作，好像那是另一
个人在折。我感觉自己正在缩小，越来越小，变成
比星星纸还小的某种东西，星星纸一层一层在我周
围旋转，将我围了起来。我在昏暗的空间里看到纸
做的墙壁上刻着闪闪发光的东西，像一块块宝石，
散发着淡红、青蓝、瓷白色的幽光。走近一看，上面
写着“希望妈妈能送我一个娃娃”，写着“希望考试
顺利”，希望，希望……

大半个月后，我把装了满满一罐的星星给朋
友。她说侄女特别开心，还把星星每个都串了起
来，像门帘似的挂在门上，每天走路都磕磕绊绊
的。我说：“她喜欢就好。”其实我听到了这些星星
碰撞在一起的声音，就在人走过的时候，在风吹过
的时候。

别看老妈年届九旬，到了享清福
的年纪了，可她依然改不掉爱管闲事
的“毛病”，被我老爸封为家中的“闲
事佬”。

老妈前些年曾做过“楼”长，那时
她就爱管闲事：谁家有个大事小情，
她呼呼地往外跑，前前后后地奔忙，
把自己家的事甩到脑后！因为爱管
闲事，老妈没少受全家人的埋怨，但
老妈却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前
年，我们把老妈接到了我们现在住的
这个小区。好嘛，没住上半个月，老
妈就和小区内的大爷大妈们混熟了，
混熟后她爱管闲事的老毛病又犯了
——小区花坛旁有一堆垃圾土，堆放
好些年了，上面都长草了。老妈一穿
梭，联系了小区内的10多位大爷大
妈，利用周六时间，挖土的挖土，装车
的装车，呼呼啦啦地把垃圾给清运走
了！中午老妈自己掏钱给大家买盒
饭，搭进去200多块钱。为这，老妈
回家又遭老爸一顿埋怨；老妈也不争
辩，返身又与社区联系，成立了小区
里第一支“老年志愿者服务队”，吸收
20多位老年人入队，每天负责在小区
内宣传“爱护环境，共建美好家园”的
重要性，还组织老年人监督居民的各
种不文明之举，见到垃圾更是随见随
清。真别说，有了这支“爱管闲事”的
服务队后，小区真的大变样了，就连
令人头疼的高空抛物现象都杜绝
了！宠物便秘也做到了固定地点、随
便随清……居民们看到这些变化后，
都夸老妈这些老年人“确实管用”！

小区内有两个男孩，辍学在家，
整天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老妈发
现后，先后找到两个孩子的父母，了

解他们辍学的原因，用两周的时间，
动用各种“社会关系”，为两家父母
找到了工作，使他们有了稳定的经
济收入，解决了两个孩子的学费问
题；而后老妈又让我开车拉她到两
个孩子的学校，找校领导和老师说
情 ，重 新 让 两 个 孩 子 回 到 了 课
堂！……看着躺在沙发里累成一垫
摊泥的老妈，全家人又是心疼又是
不解：“非亲非故的，管那闲事干
嘛？”老妈这回可争辩上了：“这怎么
能叫管闲事？两个孩子尚未成年，
现在就辍学在家，不但给社会带来
了隐患，也耽误了两个孩子的一生
呢！……”听老妈一顿解释，家人才
觉得老妈做的对，累的值！

上周老妈过生日，亲朋好友都
来祝贺。老妈的外孙女早早在饭店
订了一大桌菜，大家热热闹闹地边
吃边聊。买单时，老妈再三提醒家
人要打包，要“光盘”！转身的工夫，
老妈看到邻桌剩了半桌子菜就走
了，忙喊住那桌食客，提醒他们“打
包带走”。那桌食客很是诧异：与老
妈非亲非故，从哪儿冒出个爱管闲
事的老太太呀？但是在老妈的一番
劝说下，他们还是愉快地打包拎走
了。在回家的路上，老妈说：“餐桌
浪费惊人啊，我就看不惯这种浪
费！看到了，我就要管管！”外孙女
故意逗老妈：“姥姥，如果人家脾气
不好，骂你几句呢？”“挨骂我也要
管，浪费就不对！农民种地、种菜容
易吗？……”一番话说得全家人心
服口服外带佩服！

看来呀，老妈这个“闲事佬”这
辈子还真就治不好了呢！

瓜田小妹乐呵呵 粤 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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