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重温电
影《无问西东》，想起源自清华
大学校歌歌词“立德立言，无问
西东”的片名。影片叙事横跨民
国到上世纪 60 年代，聚焦西南
联大旧事，片中的老师不只是教
书匠，梅贻琦等卓然不凡的艺术
群象，用真诚去感染学生，将芳
华奉献家国，用生命影响生命。
无论从时空跨度还是情感维度
上，大写的师者都是永远值得尊

重的。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学堂

演讲，向莘莘学子倾吐心声：不要
遗忘自己的真性情。台下的学生
吴岭澜正在迷惘中，他是文科状
元，理科却垫底。教授建议他转
文，但彼时流行理工兴国论。他
询问时任清华教务长的梅贻琦：
何为真实？梅贻琦回复：你看到
什么，听到什么……如果有一种
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悔
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那就是

真实。吴岭澜心悦诚服弃理从
文，到了抗战时，他已成为西南联
大的知名教授。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责
任心和使命感，吴岭澜和梅贻琦
的对话，让我们看到师者的坚
持。即使在日机轰炸下的山洞，
吴岭澜也坚持授课，不仅彰显着
何为教育的真谛，更是以行动告
诉学生，遵从独立的人格、尊重那
个内心真实的自己。

又想起岳南先生的力作《南
渡北归》，同样书写西南联大的
真实历史人物，记录像梅贻琦一
样的良师益友，他们以切实行动
温润着、感染着每一个学生，他
们是在用生命影响生命。

向师者致敬！

有人夸
张地说，咱
们的饺子，
可以让全世
界的美食圈
都“沦陷”。

不必说
它底蕴十足
的称呼，如
角子、角儿、
匾食、扁食、
牢丸、粉角、
饺饵、饺儿；
也不必说它
形态各异的
模样，冠顶
饺、蝴蝶饺、
金鱼饺、花

边饺、月牙饺，以及挤捏的木鱼
饺；更不必说它花样繁多的烹饪
方法，如煮、蒸、煎、烤，单是我们
吃饺子的习俗，就足够人咂摸一
番了。

据说宋代就有了冬至日吃饺
子的习俗，明朝以来有了正月初
一吃饺子的习俗。那么，有没有

人知道，娃娃们开学吃饺子，是什
么时候才有的习俗呢？

前阵子去青州游玩，发现街
道有饭店悬挂着横幅或拱门——
热烈祝贺某某某金榜题名。“升学
宴”，铁定是要吃饺子的，寓意孩
子以后成为杰出的骄子，因为饺
子谐音骄子。

我婆婆包的一手好饺子，最
拿手的是茴香馅和白菜馅。我
打小对饺子感情不深。母亲不
喜吃肉，只有逢年过节才包顿肉
饺子，平日里吃得比较多的是素
馅“大菜篓子”。婆婆包饺子的
频率非常高，几乎每周包一次，
娃娃开学都不给我们两口子“撸
袖子”的机会，必是她亲自包。
那饺子，没有什么花样，就是讲
究一个肚圆腹饱、皮薄馅足，徒
手扯出来的小剂子大小一致，老
旧但灵活的擀面杖“所向披靡”，
擀出来的饺子皮也是一般大小
同等厚薄。搅拌馅料的过程中，
她还不停地去“听听”味道的咸
淡，因为不放心，她总是先包两
只下锅煮熟，让我们尝好咸淡

后，才放心地去包……
“出锅喽！”婆婆的吆喝声伴

着飘渺的热气传过来，那一个个
胖胖的滚滚的大肚饺子，像极了
一只只小白鲸在热水里翻滚。
每到这时候，儿子早已端着饭碗

“守株待‘鲸’”了，赶紧夹住一个
“小白鲸”，咬上一口，那吸足了
汤汁儿的白菜馅、茴香馅儿饺
子，又弹又香。每次包饺子，婆
婆都会包几只“花边饺”，其实是
最后馅儿不足了，将饺子沿儿用
手轻轻捏，捏出一圈穗状的花
边，像小姑娘头上戴了一圈花
环。饺子出锅，她总是让我们吃
那些大肚饺，她吃那些没什么馅
料的有花边的……天下的母亲
都会这样“耍花招”，不是吗？

又是一年开学季，儿子照例能
吃到奶奶包的饺子了。记得去年开
学，百忙之中，我“牛刀小试”给儿子
包了一次饺子，韭菜虾仁鸡蛋馅儿
的，儿子很捧场地吃了一大盘，虽然
我知道那味道和他奶奶做的有云泥
之别，想来是这极其懂事的娃娃不
想抹了他妈妈的一番心意吧。

当那一声清脆的啼哭划破产房的宁静，我的
世界瞬间被点亮，一个全新的身份——爷爷，赋予
我的生命。那一刻，心中涌动的情感，是难以言喻
的喜悦与感动。多少年了，我一直沉浸在失去亲
人的痛苦中，孙女的一声啼哭扫清了压抑在我心
头所有的淤结。

初抱孙女在臂弯，那小小的身躯，软软的，带
着新生的气息。看着那张皱巴巴却无比可爱的小
脸，仿佛看到了生命轮回的奇妙和家族延续的希
望。从那一刻起，我知道，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使
命和意义。

孙女的每一个小动作、每一个表情，都能让我
凝视许久。她不经意间的笑，如同春日暖阳，能驱
散我心中所有的阴霾。她哇哇大哭时，我会手忙
脚乱，却又满心焦急地想尽办法哄她开心。她熟
睡时均匀的呼吸，那微微颤动的睫毛，都让我忍不
住轻触那娇嫩的小脸，感受生命的纯净与美好。

陪伴她成长的日子里，我重新找回童年的欢
乐。和她一起在公园的草地上追逐蝴蝶，看她蹒
跚学步时摇摇晃晃的可爱模样，听她咿呀学语时
发出不太清晰的“爷爷”，每一个瞬间都如同一颗
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记忆的宝盒里。

夏日的夜晚，我会抱着她在庭院中乘凉，和她
一起望星空，数星星，给她讲牛郎织女，讲古老而
又美好的故事，看着她在我怀中安静地聆听，眼睛
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我的心被融化了。冬天，我
们一起在雪地里堆雪人，她脸蛋红扑扑的，小手冻
得通红，却依然止不住欢笑，那笑声仿佛是世界上
最动听的乐章。

当爷爷的日子，让我变得更加耐心和温柔。
曾经风风火火的性子，面对孙女的时候，化作了一
池春水。我愿意为她花费时间，陪她一起认识这个
新奇的世界，解答她一个又一个充满童趣的问题。

时光匆匆，孙女在慢慢长大，而我在这岁月的
流淌中，享受着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这份快乐，
无关功名利禄，只是纯粹的亲情相伴。这是上天
赐予我的珍贵礼物，我会用全部的爱去呵护，让这
份温暖永远延续，直到期颐之年……

老年人容易被骗，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话
题。新闻媒体千方百计教给老年人如何防骗，为
什么有的老年人还屡屡被骗呢？不得不承认，有
些骗子的手法实在“高明”，披上形形色色的“外
衣”，让人防不胜防。但我认为，老年人被骗最根
本的原因还是心中的贪念作怪，总幻想天上掉馅
饼，捡大便宜。

我曾参加过几次健康讲座，有的确实让人受
益匪浅。但听归听，听过之后，我总会用头脑分析
一下，会不会被洗脑？一次，老同学约我去听课，
听半个小时课后，发小礼品，动员购物。听了几
次，见我不打算购买，主办方就再也不打电话邀请
我了。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带我去青岛参加投资
理财讲座，主办方演讲得实在精彩，存款利息诱惑
力巨大。但我却没有动心，一年成为百万富翁的

“造富神话”，只会让人血本无归。
说起保健品、保健器械，不少人甚至年轻人

也是“谈虎色变”。其实，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
长，身体机能不断衰退弱化，适当补充点保健品、
加强锻炼是应该的。年轻人关爱自己的亲人，避
免老人贪小便宜吃大亏，正确做法应该是严格把
关，把货真价实、物有所值的保健品、保健器材推
荐给老人。擦亮你的眼睛，只要心中无贪念，守
住自己的思维底线，就永远不会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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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影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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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 ，
晨光熹微，
朝暾初露，
逛热热闹闹
的菜市场。

忽然，前
面一阵骚动，
继而传来激
烈 的 争 吵
声。有人嘀
咕：“人多碰
了一下，至于
吗？”天热地
燥，人的脾气
也见长，我转
了一大圈，拎

着林林总总的“战利品”准备回家
时，却见争吵的双方仍吵兴犹浓。
这吵架的一对和那群围观的似乎
已忘了自己所为何来。

我突然想起“将军赶路，不追
小兔”的故事。

吵架的双方，都想通过冲突
去压制别人、改变对方，这其实很
难做到。每一个人都像是一个容
器，里面装着个人的思维和认知，
有着自己的三观、人生目标和判

断方式。试图通过冲突、强力意
愿去操纵一件事情，明明想往好
的方向发展，但结果可能会变得
更坏，就像菜市场的吵架，没有赢
家，耽误时间，生气上火，各自消
耗能量，实在不划算。

人生在世，遇到冲突和矛盾
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个人的认
知都不一样，立场不同、角度不
同、角色不同，处理问题的思路完
全不同。面对矛盾和冲突，倘若
认为：“为什么他（她）要这样想
呢？为什么他（她）和我想的不一
样呢？”是不是有点想操纵对方的
企图？我们认为别人应该和我想
的一样，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不
现实的。

如何解决矛盾和冲突？古人
早已给出了答案，退一步海阔天
空，此话不虚。

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则要
专注于“将军”的宏观目标，摒
弃 干 扰 宏 观 目 标 实 现 的“ 小
兔”。在思维上要换位思考，不
能唯我独尊；在时空上要给对
方留有容身之地，要有“太平洋
足够大”的胸襟和气度；在利益

上不能好事占尽，要寻求“双
赢”“共赢”和“多赢”。惟其如
此，方能凝聚共识，通达世路，
圆融寰宇，为最终目标的达成
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蓦然悟到，“将军赶路，不追
小兔”，对我事业的发展也是大有
裨益的。

当年刚参加工作时，单位有
一位前辈，曾和我老妈在一个单
位工作过。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学一门专业，做一项工作，尽
量专心聚焦一些。在一个行业里
干久了，即便是前期能力一般，只
要日积月累，也会成为这个行业
的专家。”

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资质
平平的人，能有这样一份工作，自
然不敢懈怠。目标既定，日积月
累，终于取得一些成绩。其实，每
个人都是向着目的地奔赴的将
军，在赶路的过程中，要知道自己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要被鸡
毛蒜皮的事情消耗时光。目标太
多，容易失焦，反而什么事情都做
不好。

正所谓：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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