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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豁达
隽 秀

    豁达，说来容易，但真要做到，
靠的是时间的沉淀、阅历的积累。豁
达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是一种对人待
事宽容大度。中老年人在遇到疾病侵
袭后，尤其要学会豁达，试着拥有平
稳而又从容的心态。

人到中老年，人们对生活有了更
多的感悟和理解，他们
开始明白，安稳生活也
是一生的事业。面对疾
病的侵袭，过度的忧虑
是没必要的 ,有病治病
无病预防：配合检查、配合医生进行
治疗，往往能找回从前的健康。

人到中老年，“戒之在得”很重
要。放下得失心，让心胸更开阔、让
自己更从容放松，享受生活的乐趣，
这些对于身心的健康都大有裨益。很
多人到了中年开始明白，要善待真实
的人生，冷静地去看待婚姻和家庭。

世界上没有完全
合乎心境的伴
侣，最理想的状

态是懂得宽慰自
己、包容家人，
并且学会为自己
点一盏希望的灯。
中老年人常爱回忆往事，这时，就

更应生出一份豁达和开明。怀着乐观的
态度面对生活，生活会给你以宽慰的微

笑。该放下的是烦恼，该
记住的是欢乐。不妨在晚
年热衷于一些雅好，让时
间慢下来，体会“从前
慢”的悠闲感觉：种一些

花草、唱一曲昆曲、烹一壶好茶，让自
己的日子变得闲适自然，拥有“久在樊
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而不是被
失望、沮丧打击了乐观主义。
中老年人，需要自我调节身心，让

家人开心，让自己舒心，让每个余年时
光都值得纪念和回味。利用时间来调节
身心，不浪费那宝贵的金色晚年，珍惜
与自己独处的时光，让宅在家的时光变
得温润而又自在，拥有悠长而又健康的
晚年。

朱祐樘之难
米 舒

    朱祐樘一生应了一个“难”
字，他一出生就历经磨难，当上太
子屡涉险境，即位后又遭遇一连串
棘手的难事。
其父明宪宗朱见深从小有恋母

情结，宠爱长他 17岁、抱他长大的
宫女万贞儿，朱见深即位后封其为万
贵妃，并将新婚的吴皇后废去。万贵
妃生一子，1岁夭折。阴暗的心理让
万贵妃见宫妃怀孕，就强令其服药
堕胎。朱见深一日在内库偶见瑶族
美女纪氏，当晚留宿，纪氏怀孕。万
贵妃即让宫女令纪氏堕胎，幸得纪
氏人缘好，宫女谎称纪氏非怀孕而
是腹中生瘤，逃过一劫。万贵妃获悉
纪氏生下一子，命太监张敏去溺死
婴儿，张敏冒死秘密收养，被废的吴
皇后与宪宗母亲周太后暗中相助。
朱祐樘东躲西藏六年，胎毛也未剪。
明宪宗一日感叹无子，张敏跪

下奏告内情，朱见深一见瘦弱的朱
祐樘大喜过望：“此子似朕。”立为
太子，封纪氏为淑妃。一月后，纪
氏与张敏莫名自尽。周太后知万贵
妃心狠手辣，将孙儿祐樘接入内宫
抚养。万贵妃一日热情邀请 6岁的
太子朱祐樘，拿出许多美味食品让
他吃，朱祐樘忍住口水说：“已饱”；
万贵妃又和颜悦色骗他喝汤，朱祐
樘憋红了脸，蹦出一句：“我怕有
毒。”万贵妃当场大愕。

明宪宗后来又生诸多儿子，在
万贵妃“枕头风”中，几次欲废太子，
掌印太监怀恩宁死不从，朱祐樘处

境危在旦夕。朱见深没杀怀恩，贬
他去凤阳守灵。这时泰山突发地
震，朱见深在惊恐中收回成命。公
元 1487年，万贵妃死，明宪宗卒。朱
祐樘即位，为明孝宗。他深知是谁逼
死了亲生母亲与恩人，也明白任太
子时几次险遭不测，但他宽厚仁慈，
当时朝臣上书要严惩已死的万贵妃

及其党羽，大权在握的朱祐樘并未
报复，反而取宽恕措施，只将万贵妃
之弟锦衣卫都指挥使万喜、指挥佥
事万通赶走，说：“到此为止！”
软弱无能的明宪宗留下一副烂

摊子，朝中是“纸糊三阁老”“泥塑六
尚书”。朱祐樘为了扭转朝政腐败状
况，决心勤于政事从己做
起，他每日除早朝外，另设
午朝，一天两次接受百官面
陈国事，并在文华殿开设议
政论坛，晚上则批阅奏章。
他将朝中四品以上官员名单贴在墙
上，对任用官吏的优劣调查得一清
二楚。朱祐樘经过考察，将内阁首辅
万安、太监头目梁芳、侍郎李孜省以
及刘吉等一千余名奸人庸官全部革
职，朱祐樘未开杀戒，但他不让这些
佞人在朝廷有立足之地。
朱祐樘知恩报恩，把贬去凤阳

的怀恩请回来，将被废的吴皇后当

母亲侍候。为了不受蒙蔽，他不许
太监代批奏章。朱祐樘广开言路，
让大臣们痛陈时弊，广进良策。他
把敢于直言的王恕请来当吏部尚
书，又任命能力很强的马文升当兵
部尚书，继而请刘健、李东阳、谢
迁三人进入内阁，一时人才济济。
朱祐樘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取消
上贡、重视百姓疾苦。他在位 18

年，是明朝历史上经济繁荣、百姓
安居乐业的盛世，史称“弘治中兴”。

从小尝尽世间悲苦的朱祐樘，
一生躬行节俭，禁止大兴土木。尤其
难得的是，明孝宗朱祐樘一生只有
一个妻子，即张皇后。两人婚后同起
同卧，同甘共苦。朱祐樘亦是中国
古代皇帝中唯一没有嫔妃的天子。

体弱多病的朱祐樘在位期间，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政事上。
这样密集的日程，他的工作强度在

历代皇帝生活中极为罕见。
由于明孝宗是勤于政事

的楷模，他手下大臣也不敢
偷懒，王恕、刘大夏、戴珊、刘
健、李东阳、谢迁都成为明孝

宗的得力干将。但过大的工作量终
于累垮了朱祐樘，他于 36岁驾崩，
临终时对顾命大臣刘健、李东阳、谢
迁叮嘱：“太子聪明，但年龄尚小，又
好逸乐，诸卿要好好辅佑他，使他担
当起大任，朕死也瞑目了。”
万历首辅朱国桢评曰：“三代以

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
我明之孝宗皇帝。”

拆
盲
盒

林

紫

    女儿小圆子，八岁开
始迷上了拆盲盒。每次带
她去书店，我还没站稳脚
跟、她已把一个个神秘的
小盒子捧到了我的面前，
每个盒子上面都印着萌萌
哒的卡通形象。

我故意问她：
“为什么喜欢盲盒？
如果你喜欢里面的
玩偶，我们就直接
买一个呗？”

圆子说：“不
好，直接买就没有
惊喜了！”

我又说：“可
是，如果没有拆到
你想要的怎么办
呢？”
圆子想也不想就回答

我：“没关系，虽然没拆
到，但是我‘拆’过了呀，
‘拆过’和‘拆到’一样好
玩！”
我心里暗暗地竖起大

拇指，嘴上却穷追不舍继
续问：“那你会不会
失望呢？”
圆子像个哲学

家似的说：“也会、
也不会。这是你自
己要拆的，反正不管拆到
什么，都是你自己选的
嘛。”
圆子的话，让我想起

了日本的“福袋文化”
———每逢新年，商家们就
纷纷将不同的商品加以组
合、装入布袋或纸盒中封
好，进行搭配销售。虽然
顾客付款的时候，并不确
定自己究竟会买到什么，

但人们对这样的“不确
定”不但不反感和排斥，
反而还总是趋之若鹜、摩
拳擦掌，甚至不惜通宵排
队抢购。或许，拆福袋的
大人就像拆盲盒的孩子一

样，即使结果没有
满愿、也不妨碍对
下一个“不确定”
的期待。

同样是不确
定，当被装进生活
的“盲盒”里时，
人们的心情似乎就
没 有 这 么 轻 松
了———
一早起来，本

来下决心要母慈子
孝的妈妈，拆开孩

子递过来的“盲盒”，却
发现里面装着顽皮、拖
延、顶嘴、耍赖……于
是，又一次鸡飞狗跳地度
过一天。
进入职场，本来下决

心要大施拳脚的新人，拆
开老板递过来的
“盲盒”，却发现
里面装着打印、
接线、端茶送水
……于是，又一

次怀疑起人生来。
新婚燕尔，本来下决

心要幸福一生的夫妻，拆
开伴侣递过来的“盲盒”，
却发现里面装着争吵、谎
言、移情别恋……于是，
从此再也不相信爱情……
不仅如此，生活似乎

还总爱捉弄人：总在我们
以为拆到幸福的时候，冷
不防搭配一堆的意外；在

我们以为拆到了真理的时
候，又双叒叕搭配一堆的
打脸事件。

于是，焦虑、恐惧、
抑郁，一堆堆的心理问题
接踵而来。怎么“破”？
用圆子的话来说：“盲盒是

自己选的，它不‘香’吗？
不香就自己做一个嘛！”

于是，有了野餐盲
盒、文具盲盒、诗词盲
盒，就连困难，都可以做
成盲盒———拆到哪个解决
哪个，解决不了就接纳
它。如此一来，困难也不
那么可怕了，反正都是自
己的选择，甚至还会变成
小确幸：幸好没有拆到那
个更困难的呢！
进一步来想，既然生

活充满不确定，与其被不
确定的盲盒击垮，不如将
它们定义成一个个“福
袋”：虽然“人生哪能多
如意”，但可以教会我们
调整预期、练习“万事只
求半称心”；虽然“而今
识尽愁滋味”，但可以教
会我们升华情绪、练习

“却道天凉好个秋”；虽然
处处“穿林打叶声”，但
可以教会我们正念减压、
练习“何妨吟啸且徐行”。
所以，反正都是福袋，拆
到什么是什么，不确定又
怎样呢？———“竹杖芒鞋
轻胜马，谁怕？”

长长的一生，想要收
获稳稳的幸福，我们不妨
像个孩子那样：把确定的
日常琐碎装入盲盒，让无
聊变成惊喜；把不确定的
困难挑战装入福袋，让恐
惧变成好奇；然后，所有
生活的搭配和组合，就都
可以用来修炼心性，让我
们慢慢地、稳稳地接近幸
福的目的地。

目的地里，说到底，
没有别人、只有一个你。

后
天
亲
人

李
云
杰

   “老人住院期间， 同病室的人都以
为她有四个孩子： 两儿两女……” 那两
个 “女儿” 其实是媳妇， 这是其中的一
个媳妇在一次公开课中讲到的。 她说，

当时知道被误以为是母女关系了， 但是
她和婆婆谁都没有说出真相， 只是满怀
喜悦， 笑纳了这份甜蜜的误会。 听到这
里， 我不由眼眶湿润， 感觉到她们都在
安享这份彼此间亲密的融入， 又懂得照
顾听者的感受， 怕对方得知真相除了羡
慕和感叹， 还可能为自己没有这样的福
分而心生失落， 甚至酸楚。

没有血缘关系而胜似亲人， 常被称
为 “后天亲人”。

血缘关系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建立的最初的人际
关系， 无论亲密还是生疏、 近在咫尺抑或远隔天涯，

都是无法选择且不能改变的。 随着历事的增多， 从同
学、 老师、 同事、 朋友、 爱人的家族……中筛选出来
的与我们心灵有链接、 曾经一起流过
泪、 共患难的那部分人， 会成为我们今
生难以割舍甚至无法替代的后天亲人。

理想中的爱人、 理想中的朋友都是。

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 和后天可遇
不可求的互相懂得， 有时候难分孰轻孰重。 有血缘，

未必无间， 但每一个后天亲人， 都是由陌生到熟悉，

再到相知。 前者， 因为血浓于水， 多了些责任； 后
者， 因为情义无价， 更值得倾尽余生去珍惜， 如同珍
惜另一个自己。

每一份人间大爱里， 都可以照见后天亲人的影
子， 那份感同身受的关切与付出， 并不喧哗， 甚至静
默无声， 影响却如黄钟大吕， 震撼心灵； 又如巍巍泰
山， 演绎着人间绝美的风景， 值得我们仰视终生……

冰 砖
西 坡

    太太兴冲冲地网购了一箱百
香果，不承想，到手一尝，顿时
凝目蹙眉：太酸了！
怎么办？她关照我：“下班

后顺路到超市里买几块中冰砖
吧。”她盘算着：倘若百香果与
中冰砖搅和在一起，说不定能够
催生出令人愉快的味道。
我虽然对她的奇思妙想真心

有点儿服帖，不过好几个疑问奔
涌心头：现在还有冰砖吗？超市
里的员工要么新上海人，要么年
纪不大，他们知道冰砖是什么东
西吗？冰砖的模样变了吗？
说实在的，我至少二三十年

没碰过冰砖了。
幸运的是，走进寒舍附近的

一家超市，中冰砖居然有（只有
两枚），而且完全老包装，光明
牌冰砖的标准色（蓝色），只不
过缩在角落，几只角瘪了，不够
挺括，与和路雪、八喜、雀巢等
并陈冷柜之中，寒碜得很———想
不到过了几十年，这款冰砖“少
年壮志不言愁”，啥都没变，变的
只是价格，翻了正好十倍，4元。
既然叫冰砖，那得有砖块的

模样。一点不错，四五十年前，
真有一块像砌墙的砖头大小的
“冰淇淋”———大冰砖，其“光
辉形象”家喻户晓，想必如今的
小年轻根本没见识过吧。

有大冰砖，必定有小冰砖。
那么中冰砖算什么级别？正是介

于大小之间。
当年，小冰砖，2角；中冰

砖 4角；大冰砖 7角。小冰砖的
体积是中冰砖的一半；中冰砖的
体积是大冰砖的一半。照理说，
既然大冰砖比中冰砖大了一倍，
定价 8角才对，须
知那时一般家庭舍
得买大冰砖的极
少，商家显然鼓励
买大的，少一角
钱，饶大不饶小。一旦隔壁邻居
看到你用一条毛巾包着一块大冰
砖匆匆踏入客堂间，就能猜到你
家来了客人，而且不止一个。是
啊，如果不是因为客人到访，绝
大多数人想方设法去买 1角 9分
的简装小冰砖还来不及
哩！为了节省区区 1分钱，
他们跟烟纸店的营业员要
套好多近乎才能得逞。
我怀疑“冰砖”的称

呼，从前仅限于上海流行。像这
样带着浓郁奶油芬芳且体量那么
大的冷饮，在外地很难吃到。上
世纪七十年代初我随父母到杭州
游玩，吃过 3分钱的冰棒（外地
习惯的称法）、5 分钱的雪糕，
生出一肚子怨气：那个冰棒啊，
就是一块冰；那个雪糕啊，比冰
棒稍软，纯粹是掺了一点点奶油
香精的冰屑粒凝结体。八十年代
初我到兰州，吃到标榜“冰淇
淋”的冷饮，实在没有什么奶油

味，只相当于上海的冰霜而已。
那么，是不是冰砖站在了鄙

视链的最顶端了？倒不尽然。七
十年代的上海，咖啡馆并没有被
“赶尽杀绝”，冰淇淋蛋筒、咖啡
加冰淇淋球都有售，但一般人不

会去吃那些价格不
亲民的冷饮，冰砖
才是最佳选项。

改革开放之
后，各色冰淇淋逐

渐被人接受，冰砖似乎不再让人
惦记，淘汰了。奇怪的是，作为
典型的甜品，冰淇淋并没有成为
大部分餐馆宴请的压轴节目———
可能顾客以为中餐不该配置这样
的冷饮，或者以为如此安排让饭

局过多地平添邮轮上自助
餐的意味而跌分。
大概四五年前，淮海

路一带上点档次的餐馆都
在推一种叫冰糕的甜品，

其大小相当于一块臭豆腐干，厚
度是两块臭豆腐干的叠加；体量
约等于小冰砖的一半。在许多人
看来，它不就是冰淇淋吗？其实
是有点区别的：冰淇淋的含水比
例要低于冰糕，才能有又滑爽又
柔软又细腻的口感，而冰糕相对
比较粗硬。也许有人要问：为何
不把冰糕的含水量也降低些呢？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几乎所有
冰淇淋都用蛋筒或杯子盛放，而
冰糕塑形容易，故只需一只托碟

即可———主要是含水量的作用。
事实上，冰糕更接近于雪

糕，但它们最大的差异在于，冰
糕不能边走边尝，而雪糕没有这
个问题；冰糕大多为餐馆自己制
作，在配料及工艺上明显带有个
性色彩，雪糕则完全是标准作业
的产物；冰糕的含水量小于雪
糕。因此，开发出兼容两者优点
的产品来满足嘴巴刁钻的吃货，
成为冷饮制造商想象力的比拼。
以鲜奶小方为傲的“红宝石”，推
出鲜奶小方的冰淇淋版“乳贝”，
号称稀奶油的含量与鲜奶小方等
量齐观。其中最吸人眼球的
是———不加水。不加水，意味着
达到相当级别的冰淇淋了；而且
还能像雪糕那样在行走时吃；再
加上冰糕的个性化表达，那就有
意思了。多种元素的交叉、融合，
必然造就一种新体验，这是吃货
们所乐见的。须知“红宝石”店
堂内就有卖各色高级冰淇淋，力
推“乳贝”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嘛！
可见他们对此有足够的自信。
虽然“小冰砖”“大冰砖”似

乎被时代的潮流冲刷得不留痕
迹，但中冰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
台，因为喜欢做冰淇淋草莓、冰
淇淋番茄的人不会指望 DQ、哈
根达斯、爱茜茜里或者梦龙、可
爱多、东北大板，中冰砖还有它
的不可替代性———假如家庭冰淇
淋机未来几年内还未普及的话。

灼
灼
荷
花
瑞
︵
摄
影
︶

方
关
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