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庸择要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0
2021 年 2月 18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徐婉青 编辑邮箱：xwq@xmwb.com.cn

泉
可
汲
、田
可
耕
、市
可
易

洪
铁
城

    在“一家饭熟三县香”的兰溪、龙游、
建德交界处，有个诸葛村，是诸葛亮的裔
孙大狮（1280年）亲自找的风水宝地。到
明代后半叶，已成为“山可樵、水可渔、岩
可登、泉可汲、寺可游、亭可观、田可耕、
市可易、四时之景备之”的大村庄。

而今大片农田仍然平展展，绿茸茸、
油光光。不远处十多个穿红着绿的男女，
正在给水稻耘田。陪同的村支书阿坤说,

他们是村里自愿加入新组建的股份经济
合作社的村民。

他说，村里的山水田林没变，变的是
人口增到 2860多人，姓氏增到 90多个
了。村民们和睦相处，像一家子人。

诸葛村粉墙黛瓦、波光倒影，特别上
镜，特别入画。十八口池塘，间隔着一处
处村屋，空间虚虚实实、疏密有致。老街
小巷像蛛网有条不紊地伸到各处，走动
极方便。一步一景、步移景异，正是“亲鱼

鸟，乐林草，艺名花修竹，结古欢于篷壶福地。”
村里现存明清古建筑 200 多座，分民居、厅堂、

店铺等数十种类型，为国内现存古建筑数量最多、
类型最多、各朝代遗存最齐全的村庄，被称为半部
立体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96年整个村作为首例被
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去年荣获全球人居环境
范例奖。

玻璃世界似的上、下塘在村中央。这是村的商业
中心，有各种店铺 140多家。家家店面向着上下塘开
启，非常闹猛，“天天夜市到二更”。

走进清代建的信堂路 83 号，是方方正正的“前
厅后堂”型住宅。小天井清水磨砖墙壁严丝合缝，檐
部是精美的砖雕；三间上房底层为敞口厅，明间上方
摆着条案、八仙桌与太师椅。后院高起几步石阶，表
示步步高、一代比一代强。

几十座楼、堂、馆、所全是村人捐建，座座精雕细
刻得不亚于宫殿。走进丞相祠堂，四周廊庑上百根挺
拔的石质方柱齐刷刷地挺立，粗壮的木雕梁架把大
厅高高托举，空间气势恢弘得让人目瞪口呆。

有人问住房为何建得方正而又精美？因为讲究
八卦齐全，一卦不缺为吉。《申鉴·政
体》曰：“天下之本在家”，家是社会细
胞，其功能不仅为繁衍子孙后代，也
是一个传授道德行为规范之处。

祠堂为何建得如此宏伟？因为这
是维护宗法社会制度与礼仪的执行机构。《事物纪原》
载：“堂，明也，言明礼仪之所。”

但是一切都因为诸葛人有钱，做生意发家致富。
而且祖上严格规定外岀的人，一不许携带家眷，二不
许在外纳妾。所以才有诸葛人用赚到的巨资换来故乡
的精美与宏伟。

县志载：“吾兰药业以濲西为著名，而濲西药业又
以诸葛为独占。”写的是诸葛村人在外地开药店，“除
杭州胡氏余庆，叶氏申德外，当屈一指。”为什么？始祖
训曰：“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诸葛裔孙历来认为“读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
一业，便是孝子慈孙。”所以，敢于剑走偏锋，走发展
中医药之路。古籍谓之：“长驾远驭，设祥源庄于沪
上。南则广州香港，北则津沽牛庄。”诸葛村享有“运
输贸易半中国”誉称。

然而诸葛村及“贸易半中国”的成就不是天上掉
下来的，这是重视教育的结果。历来尊师重教，因此村
里岀了进士 7名、举人 11名、各类正途贡生 43名。人
才是智囊团、领航者、掌舵人。

不知世界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能不能
到诸葛村来，找找困惑你一辈子的“人类向何处去”的
答案？

“混菜钵”慰劳志愿者
袁 山

    今年春节，一波疫情，又打乱了大家回
家过年的计划。暂居的江西小城，也同全国
一样，鼓励就地过年，我们小区居民还自发
组织起了志愿者队伍，更积极地配合防疫
工作。

从除夕一直到正月十五，我们老两口子
被安排作为志愿者上岗的时间一共有两
次，除夕和初二。除夕那天是下午四点到
晚上八点，有六人一同执勤，其中还有两
个外地大学生。虽然外头挺冷，看着万家
灯火，心里还是暖暖的。

除夕那天一早，我们老两口就开始忙碌
备菜，把年夜饭的菜一一配齐。下午 4点准
时到岗。到了晚饭时间，发现小区已无人进
出，就同大家商量：“不如我回家做点吃的端
过来，我们一起吃个年夜饭吧。”我和大家说
会尽量做得简单、快速，大家都同意了。
一路，我已胸有成竹，回家直奔厨房。
先把大号砂钵坐上煤气灶，铺上半锅土

豆丁，再铺上一些金针菇黑木耳，放适量水，
盖盖，烧煮。趁这空当，切主料。土豆丁熟了便
把早上备好的腊肉、熏鱼、香肠、板鸭、香菇

丝、冬笋片等码放好，再切些胡萝卜丝、辣椒
丝入锅，继续烧煮。
同时，另起炉灶，煮饺子，备齐碗筷汤勺。
六点多，当我把这一大钵提到小区门卫

室的写字台，打开盖子时，大家欢呼鼓掌，问
我怎么这么快就做出如此一大锅色香味俱全

的大餐，我脱口而出：慰劳志愿者嘛！
其实，这个菜是大有“来头”的，原本是

江西客家人的一个传统年菜，每年除夕，家
家户户必备。将大块肉、大块鸡以及当地的
各种腊味、冬笋香菇木耳混搭在一起，用砂
钵煮或蒸，香气特浓，味道极美，名称“混菜
钵”。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红军从军长到士
兵天天“红薯饭、南瓜汤，稻草铺、睡草房，穿
单衣、受冬寒，一斤盐、吃半年，盼过年，闻肉
香”。过着如此艰苦的日子，还要行军打仗，

当地老表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白匪在所有
大小通道都重兵设卡，想把红军困死在山
上，物资相当匮乏。春节来临，大雪封山，天
寒地冻，老表为让红军也过个好年，做不成
“混菜钵”，就到处寻找食料，将就把红薯或
者土豆装入钵子里，面上再铺上冬笋、香菇、

木耳，用砂钵烧煮好，用“素菜钵”代替
“混菜钵”慰劳红军将士。

如今，日子越来越好，食品越来越
丰富，“混菜钵”里能混搭的食料越来越
多，而且这种烹饪厨艺也越来越受人喜

爱，食料可就地就时而取，荤素比例，肉鱼搭
配，全可按食者的口味、多寡随时而定，可快
煮也可慢炖，可做大菜，也可作便餐。

真希望明年春节时，疫情可以平复，不
用再到门卫室吃年夜饭，大家能和家人围坐
在家里的餐桌，吃一顿安安心心的团圆饭。

新疗梅说
周丹枫

    龚自珍的《病梅馆
记》，又名《疗梅说》。全文
只有二百七十余字，先写
病梅，后写疗梅，寓意深
刻。细读此文，作者之用
心，远不止痛梅、惜梅、疗
梅，而是痛斥封建士大夫
违反自然规律，刻意扭曲
自然生长之梅树，使之
成为畸形之病梅。究其更
深用心，乃是借此抒发反
对封建束缚，提倡个性解
放之思想。本文作于道光
十九年（1839年），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作者有如
此深刻独到见解，实属
难得！

定庵先生乃清代杰
出思想家、文学家。他十
分重视人才，认为国家兴
衰，“皆观其才”（《乙丙之
际箸议第九》）。他的名
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
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
诗（一二五）》），就是渴望
破格选拔优秀人才，开创
充满生机的新局面。他的
《明良论四》就提出了“防
止百官‘擅威福’以扼制
人才和‘救今日束缚之
病’的问题”。他以“病
梅”比作被束缚、被摧残
之御用人才，以自然之梅
比作个性解放的俊杰之
才。可见他对培养人才的
看法与世俗有截然不同
之见解。

我由此想到现在的
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想
及今日之一些家长教育子
女的问题。孩子的成长是
有规律的，每个孩子的个
性、天赋、兴趣、特长也各
有所异。家长要从孩子早
期注意观察分析，因势利
导，以鼓励其所爱所长为
主，绝不能强其不愿为而为

之，强其不能为而为之。
现在不少家长用心

良苦，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千方百计地要子女按
其制定的方案施教，而且
特别喜欢和别人家的孩
子攀比争高低。把孩子从
早到晚的时间排得满满
的，连一个休假日也不放

过，赶场子补这补那，恨
不得把自己的孩子培养
成语、数、外、理、化、琴、
棋、书、画、体样样出类拔
萃之全能冠军。好端端的
一个孩子，童心尽被扼杀
泯灭。如此疲于奔命的孩
子，到学校上正课时，则
往往昏昏欲睡。

我从教数十年，阅人
无数，始终认为除个别情
况特殊的孩子外，孩子基
本上均属“孺子可教”者，
只要按规律教育教学，因
材施教，都可以培养成不
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有用
人才。由于不少家长不从
实际出发，忽视孩子个
性，不尊重孩子的兴趣爱
好，牵着孩子的鼻子走，
最终使其棱角磨尽，性格
扭曲，自信心丧失，甚至
形成强烈的逆反心理，以
致断送了孩子原本可能
成为某一领域、某一层面
有用之才的前程。这就像
龚自珍所购之三百盆梅
树，“皆病者，无一完者。”

我国是拥有十四亿
人口的大国，中华民族是
一个优秀的民族，我国的
经济实力也正在与日俱
增。新中国的孩子从出生

开始，就受到这片幸福国
土的滋养。但是，如果几
亿家长不从自己孩子的
实际出发，都以同一要
求，同一方法，同一尺度，
带着亿万不同的孩子朝着
同一目标拼搏，那么活泼
可爱的孩子们从小就不是
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中接受
愉快教育，健康成长，而是
在家长的恩威并施的压力
下紧张地负重前行。这有
利于培养具有鲜明个性的
创新人才吗？创新思维必
定是在一个自由而包容
的环境里形成的。我们要
创造条件，鼓励孩子们善
于大胆发挥丰富的想象
力，敢于质疑，让他们的
奇思异想以及动脑动手
能力充分地在自由的学
习与生活环境里发挥和
施展。而科学家、发明家
往往是在这样宽松自由
的环境里孕育成长起来
的。我们千万不要去做扭
曲自然生长的梅树而使
之成为畸形梅树的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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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
诚矣。 ”

自此至全书结束，十余章文字皆子思所撰。朱熹说
《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就是说《中庸》一书讲的是
孔门在传授获取学习之心得体会的途径和方法。子思
认为，其主旨、核心是中庸，而要达到则必以“诚”。因
此，子思大谈特谈“诚”。之前，无人这样深究“诚”之意。
“诚”，古人注曰“信也”“纯也，无伪

也，真实也”“真实无妄之谓”，云云。今
人则说诚信、诚实、真诚、真心实意、不
假不虚，等等。诚的第一层含义是表述
人的基本德性和心理状态，属于道德概
念；第二层含义是表述天的客观样貌和
运作规律，属于哲学概念。
“明”，《康熙字典》的解释遍引古

籍，相当繁杂。而与本文意思相关者有
以下几条：“大明晓乎万物终始”“视远
惟明……谓监察是非也”“视曰明……必清审”“明明，
察也”“明者，辩说是非也”“知微之谓明”“昭也，通也”。
现代汉语通常只简单译作明白、懂得。事实上，明可细
分：懂———对一物一事一人都有清楚认知，能够辨别好
坏优劣、是非对错，不迷不惑，这是明的基点；通———将
各种问题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知道人生、社会、世界的
丰富和复杂，明白其中相通的道理，这是明的广度；
透———透过现象找到症结，抓住本质，有终极的判断与
见解，这是明的深度。
诚、明都是针对人的心理状态而言，即心诚、心明。

而且，二者的价值取向十分明确，那就是人们常说的真
善美。
“自诚明，谓之性”，由心诚而心明，这是人的本性

使然。按孟子说法，人心也善，人性也诚。那么，即便不
识字、不读书、不学习，也会对残疾人、受
苦人表示同情，也会对不雅而难言的人与
事表示羞耻，也会对长辈及品行优者、职
位高者表示恭敬，也会对好人坏人、好事
坏事辨别是非。这些都是心明的具体表

现，出乎本性，自然而然。
“自明诚，谓之教”，由心明而心诚，这是人的教化

结果。人自幼儿起即受家教，自少儿起又受师教，学到
许多知识，明白许多道理，而后因知而行，依理而行，在
更高的层次上老实做人，勤恳做事，尽忠于尊长，取信
于朋友，等等。此时之心诚，增加了心明之后的自觉。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就会心明，心明就会

心诚。按子思说法，二者无条件地相互为用。不过有学
者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和绝对，翻译原文要加上限制词
语，即心诚到一定程度才会心明，心明到一定程度才会
心诚。不用进一步详细解说，稍微有一点辩证思想的
人，多少有一些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承认这个说法有道
理。从古至今，诚而不明不在少数，明而不诚更是多见。

十日谈
我家年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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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日里不一定要
浓油赤酱， 准备些清
淡一点的菜， 省时省
力，还更健康。

梵皇渡路 618号大院记趣
苏 秀

    我不记得美术片组是什么时
候也搬到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
618号大院的，只记得他们好像
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搬来上海
的。总之是在上世纪 50年代初
期。他们在大院的老楼里工作。我
们翻译片组除了在三楼阳台上修
建了录音棚，还在院子里新建了
两排平房，和大楼垂直的一排平
房，有我们两厂合用的饭厅，也有
两厂开大会的会议室以及放电影
的放映厅。紧挨着有两间小一点
的房间，一间是录音组的休息室，
另一间是我们演员休息室。我们
那时人少，全厂不过六十几个人。
冬天我们房间还生了一个带烟
囱的煤饼炉子。有时全厂的会也
在我们演员休息室开。有一次开
全厂大会，李梓和潘我源在火炉
上烤了两个包子。李梓坐在火炉

边上，小潘坐在远处。小潘想，包
子该翻个个儿了，就给李梓作手
势，可李梓怎么也看不懂，小潘
只好放弃。李梓却忽然想明白
了，忘情地叫道：“啊哦，包子！”

另外一横排是两间排练间，

也就是我们对口型、作本子和演
员排戏的所在。再过去是我们两
厂共同拥有的医务室。医务室只
有一位医生，她叫查婉澄。她的
姓应该念 zhā，但是没人管这一
套，大家都亲切地叫她“茶碗
儿”。她既是医生，又是护士。我
之所以特别提到她，因为我是个
老病号，不时会感冒，后来又变

哮喘，经常要打静脉针。医院的
护士，有时扎我两三针，还找不
到血管。而她在二十多年时间
里，从没要扎我第二针。我赞扬
她“你真厉害”，她说：“我们当年
都是在兔子耳朵上练的。”

还有一件事，我要澄清一
下。我们的录音机非常陈旧，没
有录回音的功能。要录带回音
的戏，得把一只喇叭放在阳台
上，再把那只喇叭放出的声音
收进来。这样一来，在二楼工作
的美影的同事会听到大喇叭传
出的声音。有一次，台词内容是
“失火了”，美影的人以为真的

失火了，纷纷跑上楼来，才知道
不过是一场误会，这事也就到
此为止了。没想到有人添油加
醋，等传到刘广宁〔她 60年代进
厂〕的时候，已经演变成“救火车
都来了”。

美术片组有两位老专家，万
籁鸣和万古蟾，是一对双胞胎。
两个人简直一模一样，没人分得
清谁是大万老，谁是二万老。

有一次我们的组长陈叙一
到襄阳公园站准备乘 45 路上
班。一摸口袋，竟然没带钱。正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忽然看见
万老也来乘车了，赶快借了 5分
钱。中午，看见万老在买饭，老陈
立刻过去还钱。万老说：“你不是
跟我借的。”吃完饭，又碰到一个
万老，老陈再去还钱。对方说：
“你刚才就是还给我的。”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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