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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这位元末明初的
狂士，是个彻底纯粹的梅
痴。他种梅林、画梅花、咏梅
诗、撰《梅谱》，但凡文人隐士
能做的事，哪件也没有落下，
且比其他人多做了一件，那
就是为梅立传。公元1355
年，他在自己创作的《照水古
梅轴》这幅画的右上方自提
一篇《梅先生传》。

王冕把历史上
与梅有关的典故做
了个串烧，亦正亦
谐地说了好几千年
的事。

传记开头先讲
了“梅”这个姓氏的来源。商
周时期，姓与氏是两个体系，
且多以所在封地的名字作为
氏。梅氏先祖采集梅果，酿
制成美味食物，进献给商高
宗武丁。武丁非常高兴，便
将其邑命名为“梅”，并且把
“梅”赐给梅氏先祖为氏。

在王冕心目中，梅不仅
是花是树，还是一位品性高

洁的异人，他借
太史公之口称：
“梅先生，翩翩浊
世之高士也。观
其清标雅韵，有
古君子之风焉。
彼华腴绮丽乌能
辱之哉！以故天
下人士景爱慕

仰，岂虚也耶！”
王冕受教于正统儒学，

是个正义感爆棚的人，正是
由于这个出发点，在串接梅
氏族人的故事时，都向这个
目标靠拢。“望梅止渴”本是
个在兵法中有积极意义的典
故。曹操带兵行军找不到水
源，士兵口渴难耐，眼看军心
就要溃散，恰巧路过一片梅
林。他便让士兵想象着酸梅
的味道，大家顿时口齿生津，
渡过难关。但从封建社会正
统观念来讲，曹操是个被人
唾弃的窃国之贼，王冕对其
也心存鄙意。他借梅氏的角
度将故事做了个翻转。曹操
的军队没有水喝，非常想见
到梅氏族人，解决燃眉之
急。为此，族人聚在一起商
议，大家一致认为曹操是要
篡权谋逆之人，不能给予帮
助，遂避而不见。最终，曹操
的军队没有解决吃水的问
题，只落了个望梅的结局。

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而让梅先生名扬天下的

是唐朝的诗圣杜甫。天宝大
历年间，杜甫出访秦山，途中
遭遇风雪，在屋里躲避之际，
见屋檐下有一株梅树，将其
视为知己，之后逢人便讲：
“仆在远道，不可与人语，得
梅先生，少慰焉。”经他这么
一宣传，梅先生的大名便四
海皆知了。

历代爱梅之人心中，梅
不再是花，而是被赋予人格
的意象，是托物言志的载
体。他“性孤高，不喜混荣
贵，以酸苦自守”。梅先生，
这个被王冕重组的形象，也
是他的理想投射。在这位先
生身上，有王冕的社会立场、
人生态度，更有其画梅时孜
孜以求的境界。

王冕为梅立传
刘悦蕾

要搬新家了，家里有一
张旧电脑桌，我犹豫着是不是
要带上。这张电脑桌质量很
好，是实木的，我用了六年，上
面已经有了一层温润的木质
光泽。可是，这张板栗色的电
脑桌与新家的装修风格实在
不匹配，搬过去在书房里会显
得特别突兀。这张旧电脑桌，
成了我的“鸡肋”，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其实，谁的生活
中没有这样那样的
“鸡肋”呢？一些穿过
的衣服，曾经是最珍
爱的，但因为一些原
因穿不出去了。还有
一些旧物，已经不用
了，丢掉又觉得可惜，
成了“鸡肋”。所谓
“鸡肋”，我觉得不是
完全被我们厌弃的，更重要的
是还有一份不舍在其中。

其实，体验“鸡肋”的滋
味是一种常态。生活中真没
那么多钟爱一生的物、事、
人，因为人的感情是在变化
的。沦为鸡肋，一般是两种
情况：一种是开始的时候喜
欢，后来感情淡去了，不那么
喜欢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一
开始就不怎么喜欢，后来也

喜欢不起来，但又觉得舍弃
可惜。

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
生活中那些触目可见的“鸡
肋”呢？有人说，既然是鸡
肋，就要勇于断舍离，弃之而
后快。我却觉得，应该善待
“鸡肋”。

我说一下那张旧电脑桌
的归宿。我没有把它带到新

家，也没有丢弃，而是
把它送给了我的一位
表姐。表姐的儿子大
学刚毕业，正需要一
张电脑桌。我的电脑
桌到了他那里，他如
获至宝，每天都把电
脑桌擦拭得光亮如
新。他还在微信上发
照片给我，说：“表姨，
我太喜欢这张电脑桌

了。每次在电脑桌上做事，都
觉得思路特别顺畅！”我的“鸡
肋”成了别人的宝贝，它有了
这样好的归宿，我特别欣慰，
觉得对它的那份情感被别人
延续下去，它就永远是有生
命、有灵性的。

人生漫漫，平淡是本味，
“鸡肋”是常态。善待“鸡
肋”，才能让生活越来越合乎
我们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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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每到寒暑假，
常到乡下的姥姥家住上
几日。

那时的农家宅院大
多是土坯房，一日三餐都
是烧灶做饭。灶膛的柴
火一经燃起，屋里屋外便
慢慢弥漫起饭香。灶火
不仅烧熟了饭菜，
也烧热了土炕。
冬日的晚上，躺在
暖暖的土炕上，浑
身格外舒适。

在姥姥家，每
天除了和表哥表
弟玩耍、读书，便是
随 他 们 下 地 拾
柴。表哥用耙子
把垄沟里的柴火搂在一
起，然后用绳子捆扎起来
背回家。有一次，表兄弟
们都有事外出了，我独自
在家，闲得无聊，忽然想自
己去拾柴。那时我还没用
过耙子，便拾起一个小筐，
走过干涸的小河沟，来到
对面的地里。正值冬季农

闲时节，地里很空旷，偶尔
才见远处隐隐有个人影。
垄沟里大把的柴火所剩不
多，零碎的还有一些。没
有多大工夫，小筐就满
了。虽无法和表哥那一大
筐柴相比，但也有了第一
次拾柴的成就感。这时，

远远望见姥姥家
屋上的烟囱冒出
了炊烟，想到在灶
膛里也将有我拾
来的柴火，心里美
滋滋的。

十几年前，随
着新农村的规划，
舅舅和表兄弟们
都迁入新居。我

去过几次，见那里都成了
城市化的小区，水电煤气
一应俱全。告别了农家
小院，告别了炊烟，新生
活正扑面而来。

返程路上，我回望新
村，夕阳下，耳畔仿佛又
响起那曲《又见炊烟》，那
里充满乡愁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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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
如果能从自己
的兴趣出发，
做自己喜欢的
职业，无疑是
一种幸运——岂不知，这也是
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动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
持续数年的研究发现：人生
成功最主要的因素并不是智
商和情商，而是毅力。所谓
毅力，并非咬牙坚持的劲儿，
单纯靠咬牙坚持很难持久，
必须依靠兴趣爱好，才可能
持之以恒。因为兴趣爱好，
一个人可以将其所从事的职
业，变成硕果累累的事业。

不过，大多数人从事某

种职业只是
单纯为了满
足自己的生存
生活需要。当
这些物质层面

的需求得到一定满足后，他们
便没了向更高的职业目标进
发的动力，一个颇具才干的人
就泯然众人了。而从事喜爱
的工作则不同，因为爱好，坚
持已不再痛苦，而是变成一种
享受。所以，那些将爱好、职
业、事业融为一体的人，大都
会脱颖而出。

由此可见，年轻人在选
择职业时，还应该分一些权
重给爱好。它也是助推你成
功的重要砝码。

做自己想做的事
晨 曦

该得到的要付出努力，不该得到的想也不要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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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樱桃，《西游记》里的花
果山就有。话说孙悟空成为猴王
之后，想要下山学习不老长生之
术，猴子猴孙们寻了些果品设筵
宴为他送行，其中就有“金丸珠弹
腊樱桃，色真甘美。”

这么一看，大家还以为孙悟
空是在樱桃成熟的春夏时节出门
学习法术的。可实际上，这次“饯
行大会”上还有：“四瓣黄皮大柿
子……橘蔗柑橙盈案摆……”柿
子通常秋天成熟，而橘蔗柑橙成
熟在秋冬季节。所以，我们不能
确定孙悟空离开花果山的时间，
但四时水果一应俱全的花果山确
实是人间福地。

实际上，在《西游记》故事发
生的唐朝，樱桃曾是“网红”水
果。在唐朝，有个叫李直方的官
员挑选了当时人们最喜欢的五种
水果，再按照科举考试的排名方式划分了等级：“绿
李为首，楞梨为副，樱桃为三，甘子为四，蒲桃为五。”

樱桃看似只排第三，但它在唐朝的热度可是远
超绿李与楞梨，当时长安城的皇家御苑园林中就有
“樱桃园”。樱桃好吃，樱桃花还极具观赏性。在唐
朝，观赏樱桃花可是一件很时尚、很流行的事儿。比
如，诗人白居易的《同诸客携酒早看樱桃花》：“晓报
樱桃发，春携酒客过。”听说樱桃开了花，一大早和伙
伴们前去观赏，还得喝酒助兴。

樱桃还和科举考试有着不解之缘。唐末五代
时，文学家王定保编的《唐摭言》里记录了“樱桃宴”：
唐朝的科举考试一般年初进行，等到放榜的时候，正
是樱桃成熟的时节，加上樱桃颇受唐朝显贵们的青
睐，所以，在庆贺新进士的宴席上一定会有樱桃出
现，这种“升学宴”就被称为樱桃宴。

不过，在《西游记》中，樱桃更常被用作形容词。
比如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一回里，黎山老母
变成母亲，观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变成三个
女儿真真、爱爱、怜怜，试探唐僧师徒禅心是否坚
定。书里形容她们“半含笑处樱桃绽”。此处的“樱
桃”代指的是这几位女孩红润美丽的小嘴。

此外，唐僧母亲殷小姐与女儿国国王，也都有一
张“樱桃小口”。哪怕是描写无底洞的老鼠精，吴承恩
也用了“朱唇一似樱桃滑”来形容。其实，类似的形容
在古典名著中很常见，比如《水浒传》中，孟州守御兵
马张都监为了陷害武松，席间假意把唱曲的玉兰许配
给武松为妻。书中也是以“唇似樱桃”形容玉兰。

其实，人们用樱桃来形容女子的嘴，
最早便出现在唐朝。和白居易同时代的
文人孟棨，编过一本叫《本事诗》的诗论著
作，就提到白居易家有个叫樊素的歌姬，
她的嘴小巧鲜艳，如同樱桃一般。自此，
后世都用“樱桃小嘴”来形容红润而富有
光泽的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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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去成都旅游，我问
他去喝茶了吗？对方回答
说没有。瞬间觉得他这趟
成都白去了。那一刻，我心
中泛起的恨铁不成钢之意，
大有他要这一辈子都白活
了之感。

在成都，早上不必起得
太早，否则对不起这座城市
的节奏。起来后，溜达到街
角随意一家店，要一碗肥肠
粉，再加一个锅盔，早餐足
矣。吃饱后，在一处幽僻的
园子转几圈，脚步也不必
急，急了依然对不起这个城
市的节奏。觉得刚才的饭
食，已经行进到了肠胃合适
的位置上，就该去喝茶了。
就像赴一场约会，却又比任
何约会都浓烈而持久。因
为，这实在是该天长日久进
行下去的一件事。这种感
受是会上瘾的，往竹椅上一

坐，看着茶碗里绿的竹叶青
和白的茉莉，酷暑里，碧潭
飘雪，便自觉是天底下最幸
福的人了。

经常去的，是文殊院的
香园。文殊院是幽静的佛
寺，香园就在佛寺一隅，古
木参天，竹影疏疏，香客翩
翩。香园的院子不大，去晚
了就没地方了，三四人凑一
桌，正好。常喝的茶是“飘
雪”，是苦后甘，是清中爽，
是慢慢浸润，是酣畅透彻。
不时有野鸽子飞落在身边
觅食，它们绝不怕人，蹦蹦
跳跳几近你的脚边，人一旦

心闲下来，就没有了敌意，
人与自然就容易和洽统
一。喝茶中间，可以把最近
种种顺意不顺意唠唠，茶在
五脏六腑间行走，烦恼于周
身的每一个毛孔消散，便觉
这实在是都市人减压的最
好方式。发一个朋友圈，有
人评论说：我真替他们一天
到晚喝啊喝的着急，难道他
们不需要挣钱吗！其实，大
可不必急，成都人好多年都
这么过来了，生活也没为难
过他们啊。相反，这般休闲
的成都，才是肉体和灵魂的
天堂啊。

我们四个人，常常要喝
够五壶才走的。五壶水，四
个盖碗，形象地概括为一个
词叫“五湖四海”。喝到这个
度上，茶才算彻底喝透了，周
身的每一个细胞都熨帖舒
服。当然了，你可以一直喝
下去，一碗茶喝到淡而无味，
喝出禅意，喝出人生至境。
没有人会赶你，这座城市，辣
而绵柔，成全着每一个人的
幸福。

文殊院周边，走几步就
会有一个茶馆，茶馆要比饭
馆多得多。有一次，在杜甫
草堂喝茶，也是在一个小院
里，树顶落下的小虫惊扰了
同行的人，老板赶紧把我们
让进了屋内，撤换了茶具，
重新上茶上水，还连声说
“对不起”。

在这座城市，做个喝茶
人，真幸福。

成都喝茶
马 德

星 期 文 库
题画诗里的梅花之三王冕《墨梅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