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内 学
那秋生

    人心即是内在的灵明，
请看这些词语：内境 (内心
境界 )，内意 (内心想法 )，
内谋 (内心谋划)，内慧 (内
心敏慧)，内刚 (内心刚强)，

内敛（内心聚积）等等。我们说，佛是内明，道是内
景，儒是内圣，武术是内功，中医是内经，中国传统
文化归根结底是属于“内学”的范畴。有一种哲学内
在论，坚持人的不假外求，人是万事万物的准绳。内
在学习，是指一个人对学习有兴趣，有毅力，不需要
外在力量的迫使。我们要多读书，潜修自己的内在之
美。跟随内心，让自己坚定前行吧！唯有内在之美，
才会让你永葆青春。

时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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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衣

    我相信“大衣是全世界的
女人冬天最爱的单品”，有充
分的理由：T 恤、卫衣、毛
衫、裙子、旗袍，皆可搭配，
衣身又长又厚，温度与风度并
存，时髦有气质，这就是为什
么在所有的冬装里，女人们穿
着率最高的是大衣。
在字典的解释里，大衣是

指西式的中长款厚外套。从古
代波斯帝国遗址的壁画中，可
以看到西方历史上最早的大
衣。14-15世纪，欧洲普遍流
行穿大衣。女性外出或参加社
交活动所穿的外套，多是“袖
子”似羽翅一样展开的披风，
又称“羽袖大衣”，这是女性

大衣的最初款型。
大约 18 世纪，双排扣大

衣第一次出现在英国皇家海军
见习船员身上。1881 年，双
排扣大衣被美国海军采用。在
此之前，它一直都是官方海军
装备。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
双排扣大衣亮相在冬日的街
头，成为一种时尚外套。

直到 19 世纪初期，翻领
的西式大衣才基本定型。大衣
一开始是用来保暖的，以后用
于显示身份。女式大衣约 19

世纪末出现，是在女式羊毛长
外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衣身
长，大翻领，收腰式，大多以
天鹅绒做面料。
在中国古代，大衣是妇女

的礼服，起于唐代，沿至明

代。根据宋高承的 《事物纪
原 ·衣裘带服 ·大衣》：“商周
之代，内外命妇服诸翟。唐则
裙襦大袖为礼衣。开元中，妇
见舅姑，戴步摇，插翠钗，今
大衣之制，盖起於此”，还有
陶宗仪的 《辍耕录 ·贤孝》：
“国朝妇人礼服， 达靼曰袍，

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
贵贱皆如之”的记录可知，妇女
穿大衣既是常规，也是礼仪要
求。
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着

装规范，这个常识从古到今放

之四海而皆准。综观市场，服
装在风格、款式、用途、色
彩、质地上，分类日益精细。
就拿“淘宝”说吧，输完“大
衣”两个字，下方就会出现 7

种款型可供选择，点了筛选之
后，还能对价位、品牌、分
类、风格、材质、衣门襟这些
个选项打勾，以便最大程度地
贴近自己的需求。

西安的冬季，最冷的时候
只有“小寒”前后的几天。每
到此时，压箱底的棉衣和羽绒
服就派上用场了。平常的日
子，长长短短的大衣才是主
角。在大冬天上班、逛街、聚
餐、约会，都能搞定的外套一
定是大衣，那就应该多备几件。
黑色、红色、棕色、米白

色、姜黄色、墨绿色、藏蓝色，
本人总共有 10件大衣。要不是
两个衣柜都放不下了，我还会
买。怪只怪大衣优点多，怎么
搭配都不会出错。

有次参加一个活动，临出
门前我胡乱从衣柜里拉了两件
衣服出来穿。里面是一条红色
的长旗袍，外面穿一件中长的
黑大衣，两件普普通通的衣服
经我这么随心所欲地一搭配，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感。大衣能
穿出什么效果，是否可以美成
冬日里的一道风景线，取决于
大衣的款式、内外的搭配，更
取决于你的意愿。

蹲坐之间
任炽越

    小区附近的邮局重新装修开业后
焕然一新。

那天， 我前往用邮。 进得门来，

只见色彩和谐、 灯光明亮， 整个环境
让人十分舒适。 特别是一排办业务柜
台， 只有桌子般高低， 一改以往高高
在上的状况， 营造了一份亲和的氛围。

柜前办邮的男女老少， 都笑容满面地
齐声称好。

这时， 一位年轻人要寄快递， 工
作人员让他填写单子， 但因
没可坐椅子， 他只能候着柜
子桌面， 蹲着将单子填写完
毕。 边上一位老人见状说，

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一蹲
下就站不起来了， 那可如何是好！ 众
人纷纷建议， 柜台前应放个椅子， 以
方便用邮人填写单子。 柜台后的营业
员见状笑着回应， 我们一定向领导反
映， 尽快解决椅子问题， 让填单人舒
服填单。

几周后， 我又去邮局用邮， 只见
业务柜台前， 一只漂亮的椅子放在那
儿， 一位老年人坐在上面， 正安然地

在填写单子。 顿时， 我感
到新邮局的环境更温馨了。

这几年， 随着城市的
发展， 上海的各式公共服
务机构环境变得愈加漂
亮， 但在硬件设施越来越 “高大上” 的
同时， 如何让服务更加贴心细心， 则更
能体现服务者用心为民的服务精神。

公共服务机构， 重要的是服务， 再
漂亮的装潢只有通过细致入微的服务，

才能传递给被服务者享用。

我的一位建筑师朋友曾说，

不管何种建筑， 最后硬件
都需依托软件才能发挥作
用， 否则再好的硬件设施，

也只能是零效应。 对公共服务机构来说，

这个软件就是服务。

很难想象， 在宫殿般的服务机构
中， 被服务者面对的是生硬恶劣的服务
态度， 他还能感受到这建筑的环境之美
吗？！

蹲坐之间， 在感受邮局为民服务的
同时， 或许也能察觉到我们城市的软实
力！

一万多个早晨喝了咖啡
丁曦林

    每天一杯咖啡，
是我坚持了三十多年
的日课，刮风下雨也
极少中断。

当天空挣脱夜幕
迎来清亮，当脚步在空荡
的马路发出声响，我心便
如花儿绽放。此时此刻，
我推门进入街头拐角处的
咖啡馆，扫一眼稀稀拉拉
的店客，阔步走向柜台。
明知自己常常只需买一杯
咖啡加一块全麦面包，我
的眼光却还贪婪地搜巡冷
柜里的糕点。
端着热气直冒的咖啡

和加热过的面包，我径直
走向落地窗畔的几只沙
发。有时候座被占满，我
便无奈离去。多数时候，
我都能挨窗而坐，跷着二
郎腿，翻阅散发油墨香的
报刊，或从随身携带的背
包里拿出一本新书。纸质
书刊与手机屏，两者之阅
读感不可同日而语。前者
是经过一群专业人士精心
酿制、盛放于一定容器的
琼浆玉液。后者是无边无

际的信息海洋，捞起什么
读什么，碎片般沉浮的信
息庞杂至极。在我看来，
屏上冲浪谈不上是阅读。
说回咖啡。早晨喝咖

啡的乐趣，是醉心于睡懒
觉艺术者无法体会的。当
我每每端杯啜入第一口新
鲜咖啡，一种舒坦，从舌
腔扩散到头颅，继而又漫
游至全身。其间，苦中溢
香的咖啡因能将我的浑身
细胞统统唤醒。而全麦面
包与新鲜咖啡是早餐绝配。
面包最好是刚刚烘焙出窑
的，一眼看去朴实无华，
咬一口却满嘴溢香，还自
带嚼劲，恰是我所期待的！

早晨悠悠然喝咖啡，
还让我体会到时光是可以
切成一寸一寸的。精细至
寸的时光美好，唯有同道
才会懂。在我的经验里，
迎面东方熹微的咖啡时光

堪称最佳。此时此刻，城
里或乡下的咖啡馆都未营
业，而置身山腰水畔边喝
咖啡边看日出，堪称人间
天堂。往常，我无数次起
早赶上咖啡馆刚刚开门，
登堂入室时的心情犹如裁
缝入手一匹精美布料，脑
海瞬间闪过千百种漂亮服
饰的图景。日复一日的岁
月也似这样，坐拥香气扑
鼻的咖啡的早晨，美妙思
绪像脱缰的野马。它跟夜
晚裹挟疲惫待寝的
滋味不同。夜晚我
时常感叹时间如过
隙白驹，或因岁月
蹉跎而深陷惆怅。
但在清晨，一杯热
咖下肚，每一寸时光便都
有了美妙节奏。
我对咖啡爱之深，恨

之切，并非一个“瘾”字
所能概括。
记得新冠疫情猖獗时

期，我所喜欢的几家咖啡
馆一律挂上了“歇业”
牌。我一天不喝就丢魂似
的。于是戴着两层口罩，
义无反顾地去找。路上只
恨自己，不喝又能怎样？！
还有一次，突遇一件

教人抑郁的糟心事儿，憋
屈无望之下，感到人生一
世，草木一秋，即便贵为
万物之灵，百兽之长，人
的存在感也微不足道，地
球在茫茫宇宙中也不过是

一粒微尘。夜晚，一
句“凡所有相，皆是
虚妄”令我辗转反
侧，心情浑似沼泽。
但翌日睁眼，喝咖啡

的执念载着我去叩开咖啡
馆。说来难以置信，事实却
是如此———咖啡助我咸鱼
翻身！
那天，咖啡馆小哥瞅

我像蔫了的茄子，便善解
人意地热情招呼：“嗨，
这么早来，要出远门吗？”
“嗯嗯。”我胡乱作答。他
旋即说：“我最羡慕说走
就走、经常出远门的人，
不像我们终年守着小店。”
他的纯真微笑跟咖啡一样

有一种温暖的力
量。聊毕三言两语，
我坐到熟悉的座位，
看窗外车水马龙渐
起，似乎咖啡精灵
附体，我重又精神

抖擞，满血复活了。
人，根本是孤独的。

这是喧嚣包围的孤独，不
是绝对孤独。回想我一万
多次独自享受早晨咖啡的
时刻，我知道，咖啡是我
生活的一部分，一如我所
喜欢的绘画、音乐、阅
读。这是别人看不清的另
一个我，一个精神之我。
当喝着咖啡津津有味地读
书看报写作，或双眼迷离
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或山
林云水，我“存在”于无
法言说的咖啡时光。有时
看似无所事事，其实可能
在观摩———别人是一出永
不落幕的戏剧，这也是早
晨喝咖啡的乐趣。

咖啡馆是一个小世
界。早晨上班的高峰时
刻，它骤然脚步声杂沓，
进出面容却多是自信的。
他们多数穿戴整洁，步履
匆匆，排队买毕旋即离
去，走马灯一样。那时
分，咖啡馆绝少有人像喝
下午茶般高谈阔论，多数
人静坐一隅，各怀心思。这
个小世界，是我一天之起点。

世界可能越变越好，
却也未必。不管世事如何
变幻，我们都应当过好每
一天，我也将愉快地坚持
在早晨喝咖啡。这样的日
课，于我不啻是每天的第
一缕阳光！

菁英只是路过
刘笑冰

    朋友订阅了很多读
书公众号，“再不用一
本本书去啃了，指间阅
读，快速又轻松。”颇
有一键读遍古今中外名
著的快意。

鲁迅在其 《选本》
一文中谈到 《文选》 一
书时说：“读者的读选
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
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
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
界。”信然！ 《古文观
止》 就遗珠不少，而先
秦文又太多，奉为圭臬
可不是“被缩小了眼
界”？在微信公众号上读
书比读“选本”差之又
更远了：从原著中萃取
出的固然是菁英，心得
评论也精彩，但不仅不
能取代读原文，还可能
被作者的偏见带跑。前
几年，一位台湾学者的
《红楼梦》讲课音频圈了
很多粉，确也精彩，但
读错字、事件张冠李戴
等，受众也照单全收了。
此外，自身没有一定的
文化素养做土壤，萃取
出的菁英何以存活？营
养怎么被吸收？好转发
心灵鸡汤者，“鸡汤”
大抵营养不到他。自身

没有吸收营养的土壤，
菁英只能是路过。
“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不
读书则无才，无才则无
思想、无辨别能力、无
反驳冲动，丈夫说啥就
是啥，当然有“德”。读

书则不能做“德粉”，
别人说啥是啥。听音
频、看视频、读简介
等“快餐式”阅读，
对增广知识面，筛

选要读的书的确简捷有
益，但不可替代读原著。
有的书必须精读，不然
则不会形成自己的见解
和思想———没有好的土
壤，吸收的要么是打折的
营养，要么根本就吸收不
进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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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声思芦苇
    秋深西风起，郊外公
园的湿地又多了一道风
景：芦花“枝枝摇浪花”
“一派苍茫似雪飞”，这是
深秋郊野最壮观的风景。

江南水乡，湖泊湿
地、荒滩浅水，曾经芦苇
四布，浩浩荡荡。这芦苇
春来从水中探出头，鲜嫩
的苇尖翠绿清新，芦芽似
笋甘脆可食。到夏天芦苇
荡成了青纱帐，这芦苇茂
盛，浓郁，又狂野。此

时，鸟在芦上出没，鱼在
苇下里戏水，其乐融融，
生机勃勃。秋来芦花怒
放，“江上芦花似飞
雪”， 芦花是芦苇最后的
美丽，美丽得温和、柔
软、洒脱，也有点萋苍。

芦苇，芦花入诗入
画，美不胜收，自古至
今，也数不胜数。在文人
墨客赞美的同时，许多人
认为芦苇长在荒芜
地，却很少人惦记
芦苇对生态的贡
献。《沙家浜》里
有一句台词“到阳
澄湖里捕鱼捉蟹”，因为
阳澄湖有广阔的芦苇荡，
芦苇荡里鱼蟹又多又肥。
芦苇能涵养水源，净化水
质，水质好水生物有了丰
富食物链，水族丰衣足
食，自然生长，又促进了
水质的净化。芦苇荡是鸟
类栖息、觅食、繁殖的家
园。 “华亭鹤唳” 的华
亭鹤，是珍贵的鹤类，鹤

声优美动听，白居易从江
南归洛阳时还带了一只华
亭鹤。因为华亭有三泖九
峰，大量的芦苇滩涂和林
地，生态环境好，为迁徙
的鹤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

场所。后来随着芦
苇生长地滩涂的减
少，华亭鹤和许多
鸟类也逐步消失了。
人们惦记着珍贵鸟

类的远去，从不留意芦苇
生长地的缩小，是芦苇的
平凡，还是人们认识的肤
浅。

芦苇的根是甜的，小
时候在芦苇荡里摸鱼捉
蟹，嘴巴干了就挖芦根
吃，爽口得很。乡间还传
流着一句“拼死吃河豚，
连夜挖芦根”，芦根是鱼
毒的良药。芦苇的叶是清

香的，村里有的人家到了
五月端午就采苇芦叶子裹
粽子，新鲜又省钱。冬天
人们割芦苇来编结帘子，
可以用来盖房子，晒棉
花。以前在乡村看到过老
人穿的芦花鞋，是用芦花
编织的，似灰鹅的羽绒，
穿着十分暖和。听村里的
老人说，芦苇还能挡浪固
堤，河滩江岸，只要有芦
苇生长的地方，很少见到
有塌方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要

填饱肚子，只能向自然要
粮。特别是南宋以后江南
人口增长迅速，人们围圩
成田，许多沼泽地、芦苇
荡逐步改造成为水田。
“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
不浅种荷花。”也体现了
古人为了生存的农耕智
慧。 芦苇、荷花、水稻，
无论是夏季，还是秋天，
形成了江南水乡的独特景
观。夏日炎炎，江南的田
野一片碧绿清凉，苇叶是

绿的、荷叶是绿的、稻叶
也是绿的，绿成了江南的
秀色。还有荷花映日，万
绿丛中别样的红。秋风扫
落叶，荷花残了，芦苇枯
黄，稻谷正值飘香，荒寒
之美与丰收之美一起出
现，“秋云漠漠烟苍苍，
芦花初白莲叶黄。钓船尽日
来往处，南村北村秔稻香”，
这般壮丽，只在江南。
近年发展起来的郊野

公园，湿地普遍，芦苇丛
生，很有蒹葭苍苍的意
境。你若有兴致在荒滩浅
水旁逗留，“闲与芦花立
水边”“ 枫叶芦花一片
秋”，停步一望，秋思无
穷。

刘 云

稼 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