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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梨花落晚风
□储劲松

必须警惕的几种蔬菜
□楚些

人与自然

聊斋闲品

不快乐的“快生活”
□魏剑美

风水学而今很显然是被妖魔化了。古称
堪舆术的风水学，关乎阳光、空气、水源、土
壤、山脉、地势、气候、环境等因素，原是蕴含
着最朴素的科学道理的，可以说是地理学、气
象学、气候学、环境学之类学科的起始。在此
意义上，我上班的这个大院所在地是一块风
水宝地，还极有可能是全城最好的地，理由是
许多年来一直有无数鸟儿在此结群而居。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鸟儿是地球上最
聪慧的动物之一，它们在选择建设家园的栖
息地方面，比那些据说通天地交鬼神的阴阳
师和风水先生不知要高明多少。鸟儿们居
住的地方，大多是草木丰茂、水源充足、空气
清新、阳光普照、宜室宜家的美地。所以我
建议那些正准备选择宅基地盖房子的人，大
可不必花钱请风水先生，他们看的也不一定
准，只需问问鸟儿们就知道了，如果不懂鸟
语，那就跟它们走吧。

我所说的这块风水宝地，坐落在一座小
山的山腰上。这里生长着百十来棵树龄起
码四五十年的参天大树，春夏之季，满目郁
郁苍苍，葳蕤可喜。我每每从闹市里染一身
喧嚣和风尘之后，再一脚踏进来，立即感到
饱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直往肺腑里灌，身
心顿时轻松舒爽。同时，必然有缤纷的鸟语
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抬头一望，树上全是鸟
影。唱歌的鸟，翻飞的鸟，打盹的鸟，发呆的
鸟，喂食的鸟，伫立枝头东张西望的鸟，整个
一鸟的王国。这个王国的绝大多数公民是

白鹭，当然还有喜鹊、麻雀、画眉、黄鹂、百
灵、啄木鸟，以及其他我叫不出名字的。

重点还是说说白鹭吧，毕竟它们是这片
树林当仁不让的主宰者。

“鸟是树的花朵。”白鹭有着雪白丰盈的
羽毛，秀美伶仃的脚，青玉一样的尖嘴，落在
树上，是一朵硕大的梨花，飞在天空中，是一
朵怒放的白玉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其鸣
声颇有些喑哑，不动听，夜晚听来，更有些抑
郁，让人联想到那些容貌闭月羞花却不幸嗓
音粗糙的女人。但即便如此，谁又能不承认
它们的美丽呢？

白鹭把麦草帽一样的巢建在枝丫上，在
树叶繁茂的夏天，很难发现。但在草木萧瑟
的冬天，当树叶几乎落尽，那些巢就全部裸
露出来，像冷兵器时代大片空空的兵营。这
个时候，鹭鸶已经南飞过冬去了，我每每从
树下走过，望着那些毫无生机的巢以及枯涩
向天的树，常常怅然若失，羡慕白鹭们的潇
洒，内心巴望着春天。一片既无树叶也无白
鹭的林子是落寞的。

白鹭在巢里恩恩爱爱生儿育女，这些年
它们的家族逐年繁盛。它们的取食之地是
护城河，离这片林子不过一箭之遥。我在护
城河边闲走，每次总看见它们在捕鱼虾，捕
到之后就往林子里飞，估计是去喂养它们的
儿女吧。那些小白鹭我见过的，风雨大作之
夜，总会有几只不幸的小白鹭摔到地面上，
有的当场就摔死了，有的还活着，被过路的

小孩子捉去玩弄，它们的父母在枝头上扑拉
着叫得很惨烈。可怜天下父母心，人与鸟其
实并无二致。

鸟儿多的地方，鸟粪也多，白鹭这种食鲜
活鱼虾的鸟儿粪便尤其多，石灰白夹着苍青。
人从树下过，常常中了它们的招儿，落在头发
上、肩膀上、衣服上，像摸中奖率很高的彩票，
我也多次中过。因为这个缘故，有些人不喜欢
甚至憎恨白鹭，有几棵鹭巢密集的树就被人以
此名义砍倒了，当然，巢里的小白鹭也因此遭
殃了。这完全是行凶。其实落一点鸟粪在身
上有什么关系呢，在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当
下，活在一个经常有鸟粪落在身上的地方，矫
情点说，难道不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吗？

我很热爱这片林子，因而也很热爱这片
土地，一直想在此地结庐而居。几年前得着
一个机会，有个安家此地的朋友想把他们家
的小别墅卖了，我也去咨询过，很满意，只可
惜囊中羞涩买不起。所幸单位在这里，上班
的环境清幽无比，这或许也是我这么多年留
恋此地从不挪窝的原因之一吧。

“雪衣雪发青玉嘴，群捕鱼儿溪影中。
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是杜牧
写白鹭的诗句，写得极妙，尤其是那个“一树
梨花落晚风”。向晚我从林子里穿过，夕阳
的光把绿林染得嫣红，白鹭在树林间和树冠
上方啊啊叽叽地飞翔，这算得上是小城一
景。我常常向它们致注目礼，在心里念叨
着：“白鹭兄，你们好安逸哦！”

今日的食品安全问题，套用一句流行用
语，叫只有更坏，没有最坏。肉、蛋、奶、蔬菜
等制品，几乎所有的阵地皆面临全面沦陷的
危险。

就蔬菜层面来说，据说还有两块阵地尚
未被造假者和施毒者攻破。其一是特供蔬
菜，关于这个问题，传言与流言甚嚣尘上，虽
然就我个人的资源来说，做不到目测与直击，
但想想无风不起浪这句古话，想想今日中国
社会结构的分裂，想想特权阶层凌驾一切之
上的极端姿态，故而采取姑且信之的态度；其
二是自种蔬菜，这个方面我还是有不少经验
的，不仅来源我自身的乡村生活经历，也来源
于我自身的种菜经历。进入城市后，以我十
余年的买菜经历，也练就了一双辨别真伪的
火眼金睛，从另一些城市网友的发言来看，极
个别人氏早已认清了摊位上蔬菜的真相，宁
愿选择在逼仄的阳台种菜，也不囫囵吞枣地
随大流。

选择阳台种菜，在我看来，所表达的主要
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反抗现实，保护个体安全
的无奈之举，但对于解决问题来说，可谓杯水
车薪。对于绝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城市居
民来说，特供不沾边，下乡种菜有个成本问
题，阳台种菜亦非长久之计，怎
么才能吃上安全放心的蔬菜似
乎是个无解的问题，作为权宜
之计，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具体操作来看，需要分别对待，
一是要认识到危害性最严重的
几种蔬菜，二是在买菜的时候
要练就一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厉害眼睛，还要把这种眼光养
成习惯，贯穿到自我的生活方
式之中。

对于我来说，虽然既不是
蔬菜批发商或零售商，也不是
种菜的老农，但以我所掌握到
的资料和信息来看，最应该警
惕的蔬菜，依次排列如下：豆芽，西红柿，
黄瓜，土豆，韭菜，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蔬菜
种类，杀伤力也相应最大。先说豆芽，只有
一个意见，即坚决不买，也坚决不吃，在我
小时候，曾亲眼见到母亲发豆芽的过程，吃
起来清香脆嫩，而到了现在，无论绿豆芽还
是黄豆芽，一概无视，哪怕是在饭店聚餐，
也是如此。曾几何时，我们家的小闺女最喜
欢的就是我做的韭菜炒绿豆芽这道菜，但最
近几年，这道菜已经在我家餐桌上绝迹。再
说西红柿，这种蔬菜在我所在的城市里是道
万能菜，哪怕是青椒炒肉丝里也会见到它的
身影，至于夏天吃捞面条，鸡蛋西红柿则是
最常见的卤料了，对于西红柿，我的意见
是，只在其自然成熟的六至八月份才会采
购，其他时间一概拒绝，当然，这三个月采
购的时候，还是要讲究策略，颜色以黄红
为主，底部若有开裂最好，没有开裂的
话，则选择从大的原则，凡是光滑鲜艳的
则扭头就走。再说说黄瓜，同西红柿一
样，只吃自然成长季节所出产的，挑选的
时候，凡是带黄花且水嫩修长的，那就无
视，颜色上以浅黄、背面部分泛白（因为
与泥土紧挨之故）为上，这比较少见，退
而求其次，则为大而弯曲，俗称老黄瓜
者。最后是土豆和韭菜，土豆也是我家小女
儿的最爱，现在认识到危害之后，尽量少吃
吧，如果要买，那就拣外观丑而小的，至于
韭菜，这可是我的钟爱之一，因为我们家只
吃素饺子，而且是韭菜鸡蛋馅的，我在买的
时候，凡是肥大的皆不下手，选择细小而
短，而且末梢稍微泛黄者为最佳。

总而言之，所有蔬菜在采购的时候，秉持
一个原则，或许能够将伤害尽可能降低，这个
原则就是选取歪瓜裂枣者。另外，还有个必须
遵守的原则，即尽量不采购反季节蔬菜，遵守
自然的规律，此原理也可推广到瓜果类。作为
最后的补充，采购回来的蔬菜瓜果，在入口之
前，最好放于清水中浸泡一段时间，以消除残
留的药物或药水，如此，方策应病从口入的预
防措施。

毫无疑义，这已经是个速度时代：出差是飞机
高铁，上网是“极速体验”，上班要“末路狂奔”，吃
饭要争分夺秒，就连刚刚蹒跚学步的孩童都让父母
心急如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快节奏、高效率
成为现代人的人生关键词，每个人都像开足了马力

的机器，向着所谓的“事业”一路狂奔。迫于生计的上班族、蜗居蚁
民和摆摊设点的“城市边缘人”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功成名就的所
谓成功人士也陷入一种速度惶恐之中，分众传媒的总裁江南春说

“每天我内心不断发出的声音就是快跑，快跑，跑到你的竞争者消
失掉。不用回头，你只管往前跑”。

正是因为有江南春这样的领跑者，越来越多的人跟在后面，既
疲于奔命又锲而不舍。就好像阿甘身后那些络绎不绝的追随者，他
们头脑中没有奔跑的目标，心目中没有奔跑的意义，有的只是对不
奔跑的惶恐——一种落伍和失群的担忧与茫然。

我们甚至不敢反问一句：慢下来又如何？掉队了又怎样？
我常常感到困惑：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个时代的“速度崇拜”？是

科技的推力，还是内心的物欲？抑或只是我们失去了判断力的盲从？
我喜欢韩少功的一个书名：《进步的回退》。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科技的进步确实让我们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没有人味，越来越
退化和回缩，也越来越失去本真的快乐和忧伤。就好像高铁的快速
与便捷可以将我们迅速送到目的地，却因此而减弱甚至完全泯灭了
旅行所必然包含的风景观赏、人际交流以及“他乡遇故知”的愉悦和
欣喜，当然，历经风雨、艰苦跋涉之后终于抵达的释然感和成就感更
无从谈起。

“速度崇拜”本质上是“效率崇拜”，原本复杂多元的人生过程被
删枝去节，只留下一个简明直白的目的。据说有狂人在致力于研制

“营养药丸”，届时每个人只需日服数丸，就可以省却那费时耗力的一
日三餐，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奔跑”。如果再有人研制出“睡眠药丸”
那就更完美了，放眼望去，现代社会都是忙忙碌碌奔波在金色大道上
的“快男快女”。唯一的问题或许来自我们的竞争者也在服用这种药
丸，所以，我们还得像江南春先生那样“不用回头，只管往前跑”。

我的好友小黑算得上是这个速度时代的异数，他公然以懒人自居，
并且还振振有词：懒其实是一种道德，这个世界的绝大多数罪恶都是勤
快人造成的，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懒人争权夺利、钩心斗角、迫害环境、
损人利己甚至草菅人命？人太过“积极进取”就必然带来资源的残酷争
夺和利益的刺刀见红，而对自身同样也是一种伤害，所以高达84%的现
代人自感“压力很大”乃至于“疲于奔命”。全球每年190万“过劳死”者
和中国3000万名抑郁症患者更是在诠释快生活之下的自我伤害。

其实小黑并不是个慵懒无为的消极分子，他有着自己所喜欢的
教育培训事业，只是在别人握紧拳头狂喊“我要成功我要成功”的时
候，他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进行罢了。我方始明白，这
样的“慢”也好，“懒”也好，其实正是一种智慧者的从容。“快”或许代
表着效率和果敢，但“慢”其实也体现着选择和掌控。

古老的印第安谚语说“跑得太快灵魂就跟不上来”，是的，无论
技术跑多快，人的灵魂都用着自己的节奏。所以，我们不妨慢一点，
以与灵魂同步。

世说新语

1998年，杜淳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笔试时，他顺利过了关，可到了面
试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主考官看了他表演后，说，小伙子，你真的不太
适合做演员，因为你的性格太过内向，行为方式也与演艺圈格格不入……

仅凭一次表演，就断定杜淳不适合表演，准吗？
1999年，杜淳顺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2003年毕业前夕，他应

邀拍摄了胡玫导演的大戏《汉武大帝》，并获成功，此后，他又先后拍
摄了《51号兵站》、《爱无悔》、《敌营十八年》、《虎胆雄心》、《走西口》、
《南下》、《租个女友回家过年》、《锄奸》、《青春期撞上更年期》、《古今
大战秦俑情》等热播电视剧。如今，演艺之路越走越宽的杜淳，获得
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认可和青睐，并成为了新生代演员的代表人物。

杜淳确实有才，可那位面试老师却错过了一次当“伯乐”的机
会。其实，指望一眼识人出差错的远不止那位老师一个。早在数百
年前，宋仁宗也曾经与那位面试官一样，作过类似的判断。

群臣都夸王安石是能臣，宋仁宗听多了，就有意要考查一下。一
天，宋仁宗请大家去钓鱼，王安石也随大流，跟大家来到皇家后花园。
只是他有点另类，不知道是对逸豫亡身忧劳兴国的圣人之训保持着警
惕，还是万家忧乐装在心里放不下，总之，他一个人独自闷在一边，一
手支颐，一手抓碟，把摆在碟子里的皇家玉豆一颗接一颗地往嘴里送，
送豆进一颗，嘎嘣咬一颗，心不在焉，把满碟豆子都吃完了。

远处，宋仁宗看着王安石吃完这一碟豆子，作出了一个几乎可以
断送其前程的判断：王安石是百分之百的奸臣。

碟子里的豆子，其实只是鱼饵。宋仁宗觉得，一个人沉浸在自己
的心事里，误吃一粒，可以理解；错嚼两粒三粒，也情有可原，但这一
碟鱼饵都被吃了，这不是故作深沉吗？

事实上，嗑瓜子，吃豆子，只是王安石的一个习惯，这与他的才能
和人品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那次垂钓后，宋仁宗还是将王安石晾
到了一边。王安石从地方上带来的万言改革书，被宋仁宗高高挂起。

很显然，宋仁宗与那位主考官一样，在选用人才上走入了一个误
区——以为从一个细节就可以识别一个人的好与坏、忠与奸。白居
易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等七年期。世界上最复杂的可能就是
人了。指望一眼把人看准，哪有那么容易？

想起一个故事：丢勒和奈斯丁是一对好朋友，也是一对奋斗中的
画家。但由于贫穷，他们必须半工半读才能继续学业。后来，两个人
决定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一个人工作来维持彼此的生活，另一个则全
心全意学习艺术。

后来，丢勒赢了。丢勒说，自己成功后，一定全力支持奈斯丁学
习艺术。但丢勒发现，奈斯丁因为辛勤工作，以致手指都已僵硬扭
曲。他那原来敏感的双手已不能灵敏地操持画笔了。

有一天，丢勒在未预先告知的情况下去拜访奈斯丁。奈斯丁正
合起多瘤节的手，跪在地上，安静地为朋友的成功祷告。丢勒赶快描
绘了这位忠心朋友的双手，这就是后来成为世界名画的《祷告双手》。

当时，许多人都对丢勒和奈斯丁的协议持怀疑态度，而数年的时
间证明，丢勒和奈斯丁之间的友谊是真诚的。是的，人不是化学物
品，用一剂试剂一测，就可以确定性质。人也不是物理物品，截其一
面，就可以确定其形态。卢梭也说，别指望一眼识人，指望一眼就把
人看准、看透，在很多时候，都是行不通的。

别指望一眼识人
□董建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