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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目 食
郭华悦

戒目食， 出自清代袁枚的 《随园食
单》。

何为 “目食”？ 袁枚赴宴， 主人家
准备了一桌饭菜 ， 数以十计 ， 琳琅满
目。 宾客虽多， 但直至宴会结束， 所食
者不过一二， 其余菜肴多数未曾动过。
未曾口食，仅供目食，无非是出于排场的
考量。一桌菜肴，口食者寡，目食者众，自
然是奢靡至极了。

于是，袁枚才有了“戒目食”的感慨。
食为果腹，这是口食，乃生存之必须；但
如果在口食之外，还有目食，便是浪费。
菜肴不入口，而仅仅过目，这样的奢靡古
往今来数不胜数。而究其根源，不外乎贪
与奢二字。

烹制菜肴得重口食，戒目食。人生，
亦当如此。

人要活出自己，首当其要的是重“口
食”。于众多选项中，不迷不乱，挑选适合
自己的“食材”，烹制成肴，入口下腹，消

化吸收，使之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如此一
来，才能不断于“口食”中，吸收充足的养
分，滋养身心，在人生路上渐走渐稳。

而失败的人生，很多时候是因为“目
食”之病。人云亦云，人有亦有，跟着别人
的脚步，却无视自己的实际需求。明明不
需要， 为排场， 为面子， 宁愿受得一身
剐， 也要在面子上向别人看齐。 结果，
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花在不需要的地方，
而对能令自己人生精彩的选项视而不见。
最后， 因小失大， 结局可想而知。

“目食” 下的人生， 看似精彩 ， 实
则令人生厌。 物以稀为贵， 能令人觉得
有趣的， 往往不在多， 而在于适度。 一
样事物 ， 多到 “目食 ”， 杂乱而贪多 。
身处其中， 不仅难有愉悦可言， 反而令
人腻而生厌。

精彩人生 ， 在于 “口食 ” 中的养
分， 而不在于 “目食” 中的奢靡。 戒目
食， 说的是菜肴之道， 亦是人生之理。

读书与饮茶
孟宪歧

俗话说，好酒不进茶坊，好书不进牌
场。

书，是精神的东西；茶，是物质的东
西。 精神空虚，徒有外表，不过一堆行尸
走肉，物质缺乏，看似萎靡，却可以有精
气神儿。

当然二者不是对立的。可以读书，也
可以喝茶。 最好的是一边读书， 一边饮
茶。

读书人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是做学
问者；一种是消磨时光者。做学问者读书
很精致，也很专业。消磨时光者读书比较
杂，手里有啥书，就读啥，买了啥书，就看
啥，很随性。

不管是做学问的，还是消磨时光的，
都会喜欢喝茶。

茶与书，经常聚集在一起。
喝茶人大概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

是嗜茶如命，品茶很讲究，从水到茶叶到
茶具，工序严谨，一丝一毫也不马虎；一
类是喜欢喝茶，但比较随便，对水到茶叶
到茶具，没有专门的要求。第一类喝茶者
寥，第二类喝茶者众。

读书喝茶者，皆属于大众茶也。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 世界各国的茶

叶，均来自于中国。 《神农本草经》中写
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
解之”；还有“古者民茹草饮水””“民以食
为天”。 茶成为老百姓主要的饮品。

虽然说大众喝茶没啥讲究， 但中国
大部分地区是季风气候，春温、夏热、秋
凉、冬寒，四季极为分明。因此，不同季节
喝茶也有所不同：春饮花茶，夏饮绿茶，

秋饮青茶，冬饮红茶。
其实，究竟喝啥茶为好？这完全取决

于个人的爱好。有人喜欢喝绿茶，有人喜
欢喝红茶，有人喜欢喝黑茶。 兴趣不同，
口味自然不同。

饮茶同读书一样。
有人喜欢读小说，有人喜欢读诗歌，

有人喜欢读散文， 还有人喜欢读哲学读
历史。

读书可谓开卷有益， 饮茶可谓开口
有得。

有人把时间花在酒桌上，划拳行令，
一折腾就是大半夜； 有人把时间消费在
歌厅里，你方唱罢我登场，半夜犹闻歌声
响。

时光不可再生，千金难买青春。莫如
把闲暇时间，用在阅读上，用在品茶上，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读书与饮茶可兼而
有之。

节假日或工作之余，沏一杯茶，捧一
本书，边读边饮，清心寡欲，茶水入心，文
字入脑，心爽，脑宁。

人这一生，可活着，可生活。活着，主
要是物质的，吃穿住行，而生活除了物质
的，还有精神的。 没有物质基础，人活不
下去； 没有精神支撑， 人活得没有滋味
儿。 要让活着变为生活，需要阅读，要让
生活有情趣，还是阅读。

读一本书，不是你生活的全部，但可
以让你的生活充满色彩和梦幻。

饮一杯茶，不是你生活的必须，但可
以让你的生活充满回味和咀嚼。

读书饮茶，人生不可或缺的选择！

秋
牛玉革

不知不觉中，秋天静悄悄地来了，古
城的秋天多了一丝缠绵。

到了中年愈发喜欢秋天。秋，没有春
的多情，夏的酷热，冬的严寒，秋有的是
凉爽、舒适、湛蓝、高远。在古城工作已三
十多年， 粉笔已将我的鬓发染上了些许
白霜， 岁月的皱纹也已经爬上了我的眼
角， 想起这些年我带过的稚气未脱的孩
子们，课堂上专注的眼神，课外他们领着
我感受着四季轮回的美好。小时候，我不
喜欢秋天，感觉秋天过于萧瑟。当我和孩
子们来到秋天里， 色彩斑斓般的秋天犹
如童话世界，孩子们跳跃着闹着，我想与
他们一样，永远生活在童话里。

秋天的一个夜晚， 我带来了班里的
两个调皮大王， 我带着他们在护城河边
数星星，一阵秋风袭来，很是惬意。 对面
的护城河边是蜿蜒的古城墙， 人们在城
墙上面漫步、闲谈，我们在城墙角下聊天
谈心。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小宇宙，充满了
能量，我爱他们胜过爱自己。

今年，又要送别一批孩子们，心中的
不舍也只有秋水懂我。 周末，我一个人漫
步到护城河。 远远望去， 在蔚蓝的天空
下，秋阳在空气中舞蹈，光影在天地间荡
漾。 恍惚一夜之间，秋给枫叶穿上了红色
的衣服，小草也披上了黄色的外套，更别
说眼前的护城河，一会儿一片金黄，一会
儿一片绯红，煞是迷人。 而此时此刻我的
脑海里，孩子们的笑脸比风景更美。 如果
说秋天是一幅画，是彩云，是流霞，是成
熟， 而我的孩子们就是我生命长河里最
大的财富。 我在他们的人生舞台登场片
刻，我传授他们知识，他们教我永葆童真
童趣。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命，我希望
每个孩子都能在书籍中超越自己， 超越
世界。 如果说日月轮回的四季是一幕跌
宕起伏的戏剧， 那么秋天就是戏剧中的
高潮， 而我的孩子们肯定会在成长中更
加辉煌。

一年之中，我独爱秋；一生之中，我
独爱教育。

秋 日 里
周德梅

一进入农历八月，乡村过节的气氛
就逐日地浓郁起来，而中秋节又实在是
个忙节 ，割稻 、担把子 、打场 、晒稻 ，砍
麻、起花生、挖红薯、摘棉桃，再把收割
后的各类秸秆运回家……真真没有半
日闲的。

即便如此，母亲依然在忙中做着过
节的准备。 檐前的柿子都摘下了，有两
种去涩的办法：“风柿子” 放在竹匾中，
置于稻圈顶上， 让它们自己慢慢风熟；
“漤柿子”放在锅里，加上水，小心地生
火加温，不冷不热地泡上一夜，就能去
除涩味了。 我们等不及吃风好的柿子，
就央求母亲来漤， 但母亲总是太累，不
是半夜睡着了忘记添火， 就是睡眼朦
胧中又将水烧得太烫， 所以， 她弄出
来的柿子总有涩味， 可是涩也要吃的，
我们贪恋秋日里那份微带涩味的脆甜。

野塘里的芡实和菱角也成熟在中
秋时节， 大人坐着水缸和簸篮下到水
里， 一窝蜂地把塘翻个底朝天， 芡实、
菱角采回来， 芡实梗割回来。 嫩菱鲜
甜， 可生吃； 老菱角煮熟吃， 面沙沙
的 ， 可以吃饱 。 芡实果放在长凳上 ，
父亲拿着擀面杖， 把芡实米从一个个
刺苞里擀出来。 芡实米煮熟后， 成熟

适中的最好吃 ， 壳好磕 ， 米仁瓷实 ；
老芡实壳硬， 仁容易碎， 味道也差些。
芡实梗弄出来费事， 要把带刺的皮一
点点剥掉， 再切成丝儿， 拿辣椒丝炝
炒， 是道好菜， 一年当中， 唯中秋时
节才能吃两回。

八毛钱一筒的月饼终于买回来了，
包装纸上浸出油渍， 闻起来有一股油
香， 猜想纸中虚虚酥皮包裹着的月饼
里， 应该会有青红丝点缀， 会有冰糖
硌牙， 还会有什么呢？ 唉， 这东西每
天看虽能看， 拆却不能拆， 一筒五块，
非要等到中秋节当天才能分得一块
（父母合吃一块 ）， 实在不能够解馋 ，
所以， 最可巴望的就是炕糖馍馍了。

节前的一两天里， 全村芝麻飘香，
香气就是节气。 奶奶将芝麻放锅里炒
熟， 摊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擀成碎屑，
这一炒一擀之间， 香味炸裂了， 浓郁到
了极致， 满村都氤氲在暖烘烘的香气里
了。 芝麻碎屑拌进红糖里包馍馍， 炕熟
后， 不仅极香甜， 还不会糖浆横流。 而
芝麻拌糖实在太香， 简直等不得馍馍
出锅了， 我们趁着奶奶不注意， 一勺
勺将芝麻糖往嘴里送， 奶奶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 笑着在锅上锅下小跑着 ，

把炕着的馍馍一个个快速地翻着身。
田里的稻子总算都收了， 麻还在

沟里沤着， 父母天天忙着剥麻、 洗麻、
晒麻， 但扎火把的事情也会过问。 别
人家的大孩子把火把扎得又大又长 ，
一溜靠在墙边展览， 惹得我们兄妹也
各自动手， 无奈扎得很不像样。 母亲
就过来帮忙， 家里没有干麻秸， 到五
爷爷家讨了一些， 然后母亲在草堆边
扭出草绳子 ， 根据我们的身高体格 ，
扎出大小不一的火把 ， 以能扛得起 、
舞得动为宜。

中秋节的清早 ， 月饼分下来了 ，
那只留待过节吃的鸭子也早早被奶奶
收拾掉了， 奶奶坐在沟沿边的树下宰
杀鸭子， 一会儿喊我回家拿剪刀， 一
会儿喊我回家取碱面， 一会儿又叫我
回家抓盐粒。 我一边咬着月饼， 一边
小跑着去拿。 一大块冰糖被我咬出来，
我小心地把它放进衣服口袋里， 我要
等到哥哥和妹妹都吃完月饼，再拿出来
细细吮。

鸭子煮进锅里， 锅底架起了劈柴，
肉香从厨房里扑出来，我和妹妹拉着奶
奶坐在厨房门口守着，结果哥哥从后窗
跳进去偷吃， 吃完大摇大摆地出来，奶

奶竟一点不主持公道， 不仅不批评他，
还笑得前俯后仰。 我气得不理她，跑去
看我的火把，一遍遍将火把扛在肩上跑
动，一遍遍举起来挥舞。

好容易熬到晚上，全村的孩子草草
吃完了饭，站在门前，等着天黑透，终于
有火把从村南出来了，后面一个接着一
个， 我们慌忙也把自己的火把点燃，往
大路上跑，外面一片火光，一个个队伍
从一个个村子蜿蜒而出，大家在大路上
相遇 ，开始 “战斗 ”，顷刻之间 ，奔跑追
逐，喊声震天。

终于，火把都烧尽了，喊叫声也渐
渐平歇，亮堂堂的金黄月亮不知什么时
候已经升起来，挂在了天幕上。 它照着
的这个节快过完了， 大家怅然不舍，就
跑到路边田地里偷一点红薯、 花生、毛
豆什么的，弄到路边烤着吃，其实这也
不叫“偷”，这叫作“摸秋”！ 小伙伴们在
一哄而散之前， 还不忘到谁家的菜园
里，摘上几个辣椒揣入兜里，意为这一
年将不会“害眼”。

久婚未孕的妇人， 在众人散尽之
后，孤身潜入中秋的夜色之中，在早已
瞄准的地方摸回一个“喜瓜”，取意“多
子（籽）多福”……

童年的秋天
汪积瑞

记忆中童年的秋天是美丽的、多彩的，也是充满童趣的，值得回忆。
人生就是一本书，合起来是回忆，打开来是故事。 又到了一年一

度的秋天，回首秋风起，低眉思念长，每每想起童年的秋天，一幕幕恍
如就在昨天。

小时候的秋天好美啊！ 多姿多彩，一场秋雨后，树叶开始变黄，高
高的银杏树，金黄的树叶一夜落满地，给大地铺上了黄金甲，令人不
忍扫去。

枫树在这个季节开始变得通红，摘一片枫树叶做书笺，充满童趣。
柳树、白杨树，还有家门口的梧桐、榆树、桑树、槐树，也慢慢褪去

了绿装。 松柏此时变得更加葱绿，低矮的灌木丛中的冬青、黄杨还在
坚守那绿色。 眺望远方，满目霜天，一片斑斓的色彩，层林尽染，美如
油画，这就是秋景。

是日傍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在高高的老槐树下，大人孩子围坐
在一领凉席上，仰观宇宙之大，天仿佛特别高远，天空清澈，像洗过的一
样。 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举目看到的是繁星点点，那星星一闪一亮的仿佛
眨着眼睛。 漫天的星星也数不过来，今天再也看不到那么多的星星了。

一边看着，老人们一边述说着，告诉孩子们，那星星最多的是银
河，两边两颗较大的星星，一颗是牛郎星，一颗是织女星。 看那边，那
是北斗七星，最亮的一颗是启明星。 我们瞪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着、
听着，坠入无限遐思……

不远处，传来阵阵蛙鸣、蝉鸣，撩得我们心动，不一会儿几个伙伴
忍不住了，撒腿跑去捉蟋蟀了。 这蟋蟀可不好捉，在草丛中蹦来蹦去，
好不容易捉到一只，如获至宝，小伙伴们一边拍手观看，一边品头论
足，好不惬意。

秋天的美，最美是丰收季，田野里仿佛书写着金色的诗句。 俯看
大地品类之盛，令人目不暇接：金色的稻谷、红红的高粱、高高的玉
米，还有那沉甸甸的大豆和芝麻、绿豆等一大批农作物，它们都成熟
了。 秋天还是水果成熟的季节，一串串葡萄挂满枝头；红红的苹果、澄
黄的梨子压弯了树枝，又大又红亮的石榴喜煞人了，不远处还有红灯
笼似的柿子，还有那满树的大枣，令人垂涎。

春华秋实，人们又将迎来一个丰收的好年景。
秋天的美景，最美莫过于秋天的月亮。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但愿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露自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一首首古人咏月抒怀的诗句太美了，至今尚能吟诵几首。

我写小时候的月亮，儿时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圆，像一个大大的银
盘挂在空中。 在天空，皎洁的月亮，亮得连月亮中的桂花树、玉兔都清
晰可见，使人心旷神怡，不禁想起那嫦娥奔月的美丽故事。

中秋的月亮令人遐想联翩，风静月正明，我从心底默诵着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 愿我的故乡在奔梦路上越来越好。

秋天童年中最有趣的故事，不能忘记那“摸秋”的情趣中，记忆中
童年的中秋期间可以去“摸秋”，就是可以到附近农村“偷摘”一些瓜
果和农作物。 记得有一天天刚黑， 几个小伙伴结伴来到一处农田去
“摸秋”。 到地点后，小伙伴各取所需，有的摘了柿子、大枣、梨；还有的
摘黄瓜、茄子、辣椒什么的。 还有两个“傻子”在挖山芋和花生，那可又
费劲，收获也不大。 不大功夫，我们就满载而归了，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一个个狼狈不堪，像土猴子似的，禁不住大笑起来。 笑得那样开
心，又那样自在，这就是童年。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们已到暮年。 秋风明月，往事不
悔，岁月留香，让这美好的童年回忆，永远陪伴我们。

清淡滋味长
夏学军

随着年龄渐长，喜欢的东西也在变化。 年
轻时热爱浓烈的饮食、夸张的衣饰、热闹的场
合、轰轰烈烈的相爱。 而今，心归于平静，却独
钟情“清淡”的境界。 何时开始迷恋一碗清汤
面？ 何时就餐时告诉服务员只要一壶白开水？
何时褪去一身前卫而与简约相伴？

清淡真好，我本就寻常女子，布衣棉裙素
雅出行，只着一点红唇，简简单单，安安静静，
却发现比花枝招展更耐人寻味。 喜欢安妮宝
贝的作品，更喜欢她笔下的女子，清丽雅致不
染尘，如盛在白瓷碗中的清粥，难得的清淡怡
人。

清淡滋味长。 和单位里的年轻人出去就
餐，不免一桌麻辣咸鲜，红红的辣椒遮盖了鱼
本身的香气， 忘记了鱼的味道而只记得辣、
麻。而我，只需一碗莼菜汤。不是我矫情，太过
浓烈的东西，是噱头，刺激的只是我们的味蕾
和感官。 绵绵入心的，是清蒸、白灼、水煮，不
张扬，低调着慢慢入侵你，时间越久，越觉得
清淡才是真心对我们好。《红楼梦》五十三回
曰：晴雯此病虽重，幸亏她素昔使力不使心，
再者素昔饮食清淡，饱饥无伤的。 古人早已明
了清淡之味是养生之道。

清淡的感情也美。 君子之交淡如水，说的
是友情，没有世俗的功利掺杂，唯愿绿酒红炉

同醉的惬意; 温暖的亲情如同空气淡淡围绕，
不深吸不感知，此生不可或缺;经历过爱情，生
死相约后，才明白平平淡淡是最真，素朴的日
子里，有适合彼此的温度相依相伴，我愿意安
守一帘清淡的时光，像我的父母那样，老到白
发之际，用一句“我俩过日子合把”道出此生
的无怨无悔。

还有《红楼梦》第五十四回，贾府的元宵
家宴上，贾母笑曰：你等唱什么？ 刚才八出《八
义》闹得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 曲子有喧嚣
平缓， 人生有起伏波澜， 鲜衣怒马的日子过
后，清淡的时光最珍贵。 复杂的心情，琐碎的
日光，掩映在柴米油盐中，素衣黑发，加上光
阴的沉淀，老火靓汤般滋心润肺。

一场大雨， 把夏日的暑气冲刷得所剩无
几，秋天，已到了！ 喜欢浅秋的惬意舒适，阳光
不再耀眼刺目，抬头看天，云淡天高;草木依旧
茂盛，叠加金黄的麦浪，五彩斑斓;飞跑在田野
乡路上，不必再遮阳。

浅浅的秋韵浅浅愁， 我甚至迷恋浅秋的
一丝寂寞与轻愁，像一本线装书的封面，怀揣
一丝心事，在微凉的天气里，心情与心事，仿
佛都有了“清淡”之姿。 带着些许的慵懒与娇
嗔，我着薄薄的秋装，去奔赴一场约会，在凉
风习习的暮色里，与“清淡”畅谈。

看 戏
黄士玉

韩再芬黄梅艺术剧院来到省城合肥在
安徽大剧院公演，吸引了众多戏迷，偌大的
剧院座无虚席，场场爆满。 算不上戏迷的我
幸福地和家人一起坐在富丽堂皇的安徽大
剧院前排观看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青年演员
“江北名丑”丁飞担纲主演的《靠善升官》。平
身第一次走进豪华气派充满现代化气息的
大剧院， 第一次观看一流剧团高水平演出，
第一次和“大腕”“名角”零距离接触，艺术家
的精彩表演与剧场高科技装备相得益彰，令
人大饱眼福耳福。 在饕餮黄梅大餐过程中，
眼球时时被演员牢牢吸引， 情绪跟着剧情
走，与剧中人物一同喜怒哀乐。 这种感觉是
你面对冰冷的屏幕无法想像的，无怪乎人们
乐意花几百块买一张戏票到剧院看戏。

另一个第一次去剧场看戏的经历迫不
及待逃出话匣子，想不说都不行。

那是四十多年前，高中毕业接受贫下中
农再教育年月， 因与下放知青同病相怜，跟
几个知青成了铁哥们， 有事没事聚在一块，
还常常集体行动。 一个大雪放晴的下午，我
和两个知青出宣传栏， 完工时天色尚早，其

中一位提出进城看戏，不用说，一拍即合。我
们收好东西立马出发，踏着厚厚积雪如走平
路，步行二十余里不仅不觉得一丁点儿辛苦
与劳累，反而为开演前赶到乐不可支。 是日
晚演出剧目是京剧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大
名鼎鼎的小城大腕黄羡华老师饰演女一号
党代表柯湘，她扮相俊美，唱功了得，只要她
上台，观众就掌声一片，剧场如同沸腾。戏剧
打动人，氛围感染人，不知不觉大戏落幕，我
们意犹未尽地离开剧场， 披星戴月踏上返
程，一路欢歌笑语。

最后，再说说第一次赶戏（当地把出本
村看戏称为赶戏）历险记。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后包产到户头一年，
农村生活有了改善， 民间推剧戏班开始活

跃。新正月的一天，中午家里有客人，家规不
许小孩子上座， 故懵懵懂懂的我躲在厨房，
吃完母亲准备的食物一抹嘴一溜烟跑了，见
村口聚集许多人，漫无目的地奔过去，听到
人们七嘴八舌议论去一个名叫康店的村子
看戏，喜不自胜，顾不得跟父母报告去向，就
跟在大队人马后面，一路上连走带跑，用尽
全身力气，走过一村又一庄，翻岗越坎十多
里，终于到达目的地，此时已经开演，露天戏
场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只能听见鼓乐声
声，却看不见演员身影，你想，我能不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四处乱窜吗？为看戏，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见缝插针往里钻，好不容易看到
演员花脸却散戏了。 此时此刻，观众宛如退
潮海水，而我犹如潮水中的一粒沙子，完全

没有自主。在人去场空时我怎么也找到带我
来看戏的大人，吓得失声大哭。 所幸在我走
投无路的时候，一位面目慈善的老奶奶来到
我面前问长问短， 一番交流后她告诉我，咱
们是亲戚，并称是我表奶，说着拉我家去。回
到家，老人家一边烧饭做菜，一边安慰我，别
害怕，莫想家，父亲明天就来啦。 说话间，饭
菜上桌， 表奶坐在我身旁专门照顾我吃饭，
她把好吃的菜全部端到我面前，尽我一个人
吃。 饭罢，又带我看戏，使我乐不思蜀。 第二
天，我眼睛一睁，看见表奶一面跟父亲叙话，
一面在火盆上为我烘烤衣服， 一咕噜爬起
来，表奶赶忙帮我穿戴、洗漱，接着把早餐端
到我面前，真是无微不至。早餐完毕，我跟随
父亲与表奶依依不舍地告别。 回家路上，父
亲告诉我表奶昨天收留我的同时托人捎信
回家报平安，约好今天来接我。

以上三次看戏的经历发生在不同的时
间节点，连点成线，正好描绘了我人生轨迹，
可谓芝麻开花节节高， 所以我热爱生活，身
体倍棒，吃嘛嘛香，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这
就叫知足常乐吧。

柿子熟了 孙俪元 摄

老宅里面的欢笑 陈 青 摄

hnrbwcd772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