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家乡，有清明节与家人

朋友一起爬山的习俗，以求健康

长寿，一生平安。

今年清明，我与好友相约

去虞山登高。我们沿着指示牌一

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们遇到

了一栋把路分成了三条岔道的房

子，房子的最左边是一条伴着潺

潺流水的静谧小道，房子的右边

是直通村庄的柏油马路，绕过柏

油路旁的竹林，还有一条藏在竹

林深处的泥泞小径，该往哪个路

口走？正为取道哪条犯愁时，旁

边走过来两个小姑娘也来问路。

朋友一拍脑门，指着最左边的一

条路说：“走这条就对了！要相

信一个测地兵的直觉！”当小姑

娘还在犹豫不决时，我们一拍即

合径直往最左侧的岔道走去。

约摸走了有20分钟，见俩

小姑娘没有跟上来，我们还想着

这俩小姑娘还真是，连测地兵的

直觉都不信。接着走了10分钟左

右，我看着越走越窄的路，溪流

方向已无下脚之地，只有右手边

的小竹林有一道浅浅的被人走出

来的小路的痕迹，渐渐对我们

的选择产生了怀疑，跟朋友打趣

起所谓的“测地兵的直觉”，也

庆幸小姑娘没跟我们走，免去了

这雨后的一脚“证据”。朋友可

能也觉得不好意思，说由他去前

方探探路，我便顺势用衣袖拍了

拍竹子边上的石头，坐到一边小

憩。

没一会功夫就听见朋友激动

地喊我过去。原来这条小路的尽

头是一个废弃的人工平台，可以

看见虞山脚下的全景，山下熙熙

攘攘的人流也尽收眼底，还不会

被争相登高眺远的游客所干扰，

可谓是一条曲径通幽之道。

本以为是白走了30分钟的冤

枉路的我们，最后却欣赏到了独

一无二的绝美风景。此刻，望着

山下的风景，我豁然开朗，这条

路没有白走。不由感叹，人生的

道路何尝不是如此？

人生好比登山，没有平坦通

途，会面临一个个分岔口。面对

一道道人生道路上的分岔口，选

择很重要，方向更重要。只要永

葆纯心，满怀希望，每一条岔口

的尽头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不一

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收获。

一晃，我已过而立之年，

人生之路已走了近半，对人生的

思考也多了些成熟。人的一生何

其短暂，我们应该用这短暂的时

光来体验更多的精彩，挑战更多

的可能，充盈我们的人生，厚植

生命的宽度，而不是把自己局限

于某一个岔道口、某一个阶段、

某一个站点的得失不断地否定自

己，使心中希望的火焰一次次被

否定熄灭。

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不同的风景，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不一样的境遇，每个人的人

生都不应被随意定义。走好人生

道路上每一步，每一条路都不会

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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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不白走

“大学”怀古

平凡的光芒平凡的光芒

青团“出圈”

□ 青栀□ 青栀

□ 崔庆龙

此“大学”非彼大学，是

公司用于培训的企业大学。大学

内有一幢行政办公楼，两幢教学

楼，一栋招待所，还有几片古早

的宿舍区。有一处平房宿舍虽年

代久远，但房型、配置都较完

善，人力部门便安排了入职的外

地大学生新人住在了这里，我也

是其中一员。

被一圈围墙围起来的大学

更像一座小院，除了低矮的建筑

物以外，还有一小片红豆杉林，

两个小操场，一汪看起来很小，

实则很深的池塘。夏天时，常有

人在池边钓鱼，据说钓上来过10

斤的大鱼。最早入住大学时，人

员不多，很安静。平房一共也就

十几间，成家的员工已经搬去了

自己的爱巢，只剩下入职没几年

的大学生。每天傍晚，都会有附

近的居民吃了晚饭走过来散步，

越过低矮的围墙能看到粉色的晚

霞。

大学也有热闹的时候。在某

些节点，从公司各地门店纷纷赶

来大批店长和店员，集中到教学

楼里展开培训，交流经验做法。

总会有找不到招待所的人跑错到

宿舍门口来问，“这里是店长培

训入住的地方吗？”然后一连几

天，都能听到培训课后一大群女

孩子出去觅食的叽叽喳喳声。她

们都穿着整齐的制服，梳着光溜

的发髻。期间，还有人和大门口

的那“XX大学”前留下标准游客

照。我心想这有啥好拍的？

慢慢的，入住大学的大学生

愈发多起来。每天早上都能听到

此起彼伏的开门、关门声。年轻

人嘛，总要睡懒觉的。因为宿舍

距离公司近，起床闹钟的时间定

得格外晚，早饭也匆匆带过。

但也有老年作息的年轻人。

心血来潮的时候，我也晨跑过一

段时间，加入“青老年人”行

列。清晨的大学格外美丽，抬头

就是湛蓝明朗的天空，被纵横的

天线切割成蓝色的块块，围墙上

是绿意盎然的爬山虎，各种鸟叫

齐鸣。偶能遇到晨跑的其他同

事，还有骑行回来的小伙伴，撞

见过为心仪女同事买早饭的男同

事。

入住渐满后，夜晚的大学

成为了一个小型的体育中心。拜

公司趣味运动会留下的闲置设备

所赐，大家利用这宝贵的业余时

间，打篮球、打羽毛球、打桌

球、打乒乓球，打拳击……有的

人在运动，有的人在起哄，这是

年轻人的夜晚。

有次和年长的同事交流起

来，她说早年也住过公司宿舍。

虽不在大学，但也是在一栋合住

的宿舍楼，隔着天桥，划分两头

的男女同事。每到周末，串门、

玩闹声回荡在楼里，像极了学生

时代。

过了几年，因为地方政府

的用地规划，大学所在的地块被

挪作他用，在住的员工很快搬离

了，入住了崭新的宿舍楼。很

快，大学被铲为平地，在等待规

划的春天里，工地上开出了稀稀

拉拉的油菜花。不知道是由飘落

的油菜籽长起来的，还是被附近

的居民有意种上的。

前几日，散步走到大学门

口，看到原来那四个“XX大学”

大字已经全部剥落，留下墙上的

斑驳印迹，我让同事帮了个忙，

在花白的墙面前，留下了一张标

准游客照。

你有没有在水边看过倒影？当水面波动时，倒

影往往很难成型，只有水面越平静，倒影才会越清

晰。人也是一样，心越静，越有明辨是非、客观思考

问题的能力。

生活高低起伏，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

真正厉害的人，可以在面对问题时稳住情绪，做到临

危不乱，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静下心来，才不会乱了方寸，不为逆境所忧，

不被慌乱所扰。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只有懂得自省，

抛弃自以为是的想法，才能不被假象蒙蔽，看到真实

的世界。

每天睡前问问自己：今天有什么地方做得不

好？哪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改进？有哪些做得好的事情

值得坚持？长期的复盘和自省能够让自己在不知不觉

中每天进步，变成更好的自己。

善于向内归因的人，往往会成长得更快。努力

改变自身问题，是一个人出众的关键。

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不是情商

智商，而是努力的程度。人生是自己的画板，一笔一

画都需要自己勾勒，想要色彩斑斓的人生，就需要付

出日复一日的辛苦、年复一年的坚持。

所有光鲜背后，都是高度的自律。一件微不足

道的日常小事，如果坚持去做，就可能会展现出神奇

的力量。生活终会奖赏一个自律的人。

生活中，有些人习惯拿着放大镜去观察和评价

别人，却很少去认清自己。

人这一生，总会处于不同的阶段。懂得认清自

己的优劣势，才能在取得成绩时不骄不躁，在遇到挫

折时勇于挑战。懂得认清与他人交往的边界，才能给

彼此留出适当的空间，互相尊重、熟不逾矩。

人生之路没有统一标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正如有句话说到：“一个人的人生定位在哪里，

心里装的坐标图就在哪里。”

成长，就是不断认清自己的过程。只有清楚自

己的定位，才能顺势而为，掌握人生的方向盘。

有句话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观望

者，一种是行动者。”

一个人，若是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却不愿去

改变，反而一味逃避，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人

生之路越走越窄。与其抱怨事与愿违，不如提升自

己，每天向前一小步，人生才能迈进一大步。

这世上鲜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那些看似一往无

前的人，不过是在一次次的挑战中，不断跳出固有思

维，获得新的生活体验。

时光漫长，愿你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不断地

提升自己，打开新的知识面，丰富自己的人生。

人生有起有伏，我们无法逃避生活中的坎坷，

却可以选择面对坎坷时的态度。

很多时候，低谷并不可怕，怕的是你就此认

输；成就并不难得，难的是你保持本心。稳住心、沉

住气，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就没有翻不过去的

山、跨不过去的难。

生命的历程，是享受美好，也经历挫折，人生

的丰盈就在于此。遇上麻烦，自乱阵脚，只会迷失航

向，满盘皆输；唯有沉着冷静，从容做事，才能逐浪

而行，挺立潮头。

人生，就是不断成就自己的过程。愿我们都能

掌握好自己的人生节奏，活出精彩人生。

精彩的人生，都是通过不懈努力来得到。往后

余生，愿你我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芒。                        （来源：人民日报）

青团作为江南人家在清明时

节食用的一道传统点心，近年来

被带上了全国人民的餐桌。从数

据上看，今年的青团收获了众多

粉丝，不少电商平台上的店铺日

售数万件。

作为江南人家民间小食，

青团一般是指由糯米粉与青汁等

混合制成外皮，经包馅、蒸制等

工序制成的可直接食用的米粉制

品。如今，青团频频刷屏，各色

各样的青团正在成为更多人的喜

爱。一道传统点心，何以如此出

圈走红？

这与网络的发展不无关系。

网络的发展，自媒体的大量涌现，

再借助时令、季节、习俗的“东

风”，让传播成本更低，速度更

快，区域性、地域性的美食结合

时代的潮流，迅速红遍网络。就

像青团这道走红的传统美食，究

其风行缘由，既有对传统的坚守，

亦有以年轻人视角大胆创新的因

素。现在市面上的青团，在保留传

统口味的同时，也有芝士芋泥、马

兰头香干、小炒黄牛肉、牛油果、

巧克力等各种新口味，还有槐花

味豆沙青团、腌笃鲜青团、青梅青

团、榴莲千层青团等。口味的多样

化，引来网民热捧，也满足着不

同人群的需求。

不由想到儿时，清明到，

地里的各种野菜便躁动起来，荠

菜、艾蒿、嫩笋、马兰头等等，

连根挖的野菜、中部摘的叶片、

枝头掐的尖尖……将它们揉进皮

里，包入馅中，和进米粉……或

蒸或煮或炸或炒，趁着热一吃，

一股山野之气随之游走全身，这

叫“吃春”。家乡有个说法：蒿

儿团不吃，春天不来。

吃蒿儿团是家乡清明节食

俗。一直以为蒿儿团是老家特

产，长大后才知道，“蒿儿团”

各地都有，只是叫法不一，有的

叫青团，有的叫清明粑，还有的

地方叫艾粄等等。因着各地风物

不同，青翠入“团”的也不尽是

艾蒿，有的地方用浆麦草作汁入

团，馅料或甜或咸，不一而足，

但那种鲜做鲜食的味觉记忆，却

永远铭刻在脑海中了。

我们这代人有着浓浓的乡土

情结，缺吃少食让人们爱到大自

然去找吃的，春天气候回暖，我

们便跟着母亲到野地里找野菜，

荠菜连根拔，马兰头掐尖尖，艾

蒿摘嫩头儿……

小时候的乡下，几乎家家户

户都做蒿儿团，我当然最喜欢吃

母亲做的蒿儿团了。清明未到，

母亲便到田埂上或河坡上去摘新

鲜的艾蒿，回家洗净后，在开水

里焯一下，和着汤汁与糯米粉拌

在一起，然后是揉、摁，再揉、

再摁，反反复复，凭的是力气，

靠的是手感，揉成碧盈盈、翠生

生的一大团。艾蒿的青色，完全

融入那块原本粉白的糯米粉中。

加工成团子后上蒸笼蒸煮

时，蒿儿的清香味便随着蒸气冲

破蒸笼，弥漫了整个屋子。孩子们

早已迫不及待，他们围在灶台旁

边，眼巴巴地等待着，盼望着能先

吃为快。蒿儿团一出锅，一个个即

使被烫得龇牙咧嘴，却依然狼吞

虎咽。母亲做的蒿儿团香糯柔软，

年成好的时候，母亲还会在蒿儿

团里包了甜甜的豆沙馅儿，轻轻

地咬一口，香甜如蜜的馅儿会像

流沙一样溢出来，一种暖香便流

遍全身。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

唇齿之间回荡着一股香气。

蒿儿团和元宵节的汤圆、端

午节的粽子一样，有着独特的故

事。相传晋文公在烧毁绵山之后

悔恨不已，便下令在介子推的忌

日禁止用火。为了填饱肚子，人

们选择了这种蒸好的糯米团子作

为冷食首选。后来江南一带就形

成了用蒿儿团在清明节期间祭祀

的风俗，正所谓“相传百五禁烟

厨，红藕青团各祭祀”。

“寒食青团店,春低杨柳枝。

酒香留客在，莺语和人诗。”这

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路过青团

店，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篇。

据宋代温革《琐碎录》中记载：

“蜀人遇寒食日，采阳桐叶，细

冬青染饭，色青而有光。”明代

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

“古人寒食采杨桐叶，染饭青色

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

团子，乃此义也。”清代大美食

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对蒿儿

团这样描述“捣青草为汁，和粉

作团，色如碧玉。”

现在，传统的蒿儿团已转

变成人们春天的时令美食，一些

店家利用顾客心理纷纷推陈出

新，尤其是在蒿儿团馅儿上动足

脑筋，咸蛋黄肉松味、蟹黄鲜肉

味、榴莲味、抹茶味、蓝莓口味

等等，再加上蒿儿团只为春天而

生，清明一过便难寻踪迹。因

此，在一些城市里常能看到排长

队购买蒿儿团的场景。若是不小

心错过了品尝蒿儿团的时机，那

就是辜负了一个春天呢！

□ 小楷□ 小楷

□ 可为□ 可为

寻找向内的秩序寻找向内的秩序

某一刻，你感觉到无聊，什

么都不太想做，但你又无法让自

己什么都不做，于是只能顺手做

一些事，比如看一会手机，逛一

会购物网站，刷一会视频，打打

游戏，找人聊聊天等。当你进入

这个行动序列时，你并没有获得

任何反馈，于是想要切换下一个

目标，仿佛应该存在一个可以让

你摆脱此刻无聊的事情，但就是

找不到它。

由于这种对于无事可做的不

耐受，且你也实在想不到到底干

什么好，于是你只能继续投入在

这些事情中，那是一种非常将就

的体验状态，实际上，你有可能

在这样的行动序列中进一步体验

到无聊、烦躁、焦虑，甚至是其

它更加强烈的不适感受。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体失

去内聚性的时刻，简单来说，并

不是那些事情不再能引发你的兴

趣，而是你缺失了体验任何一件

事的自体状态，比如无法专注，

或者不再感受到有趣。

但也有一些时刻，你可能找

到了那么一个目标，这件事可能

是偶然遇到的，比如你无意点开

了一部电影，你突然发现你又能

够沉浸其中了。或者说，你无意

间刷到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唤

起了你的思索和专注，以及情绪

上的平静。而当你完成这些事情

后，你突然意识到你似乎已经摆

脱了先前那种不耐受任何事情的

状态。

其实并不是那部电影，或者

那篇文章是你感兴趣的事，而是

这些事情重新唤起了你的内聚体

验，让你恢复了专注和趣味的体

验能力。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

过程怎么发生的。也许那部电影

里有一个和你过往经历相似的主

角，又或者它是你曾经看过，带

着过往记忆的经典老片，它一定

有某个东西抓住了你混沌无序内

心中的某个情绪碎片，然后以此

为核心重新将自己的心理秩序组

织了起来。

也就是说，让我们恢复内聚

感的事情，始终关联着一种能够

恢复秩序的体验过程，而秩序的

恢复，也让心理空间有了冗余，

它的解决并不是因为找到了那个

所谓的真正目标，它有效是因为

它让你从被迫找寻目标的状态中

解脱了出来。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情况，

你误打误撞碰到了那个可以重建

内心秩序的事情，而更多时候，

我们可能碰不到这样的事情，我

们会在这种找寻过程里越来越失

序。

无论如何，那个最终结果是

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你想要找

什么，其实此时此刻，你都需要

进入一个不再找寻目标的状态，

因为搜寻的背后，我们迫切需求

的是一种能够调节自体状态的外

部功能，或者说，需要一种自体

客体体验，一种调节和增强心理

功能，获得自体内聚性的体验。

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调节自体

呢？比如有的人因为运动打破了

这种状态，然后对其他人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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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不好的时候就去运动，你一定

会好起来。但这件事可能对你无

效，因为每个人打破它的方式都

是不同的，甚至在不同的时候，

曾经有效的方式也会变得无效。

哪怕你想找寻那样的体验，

而你本身需要具备一定的内聚性

才能去感召它，这像是一个悖

论，但事实就是如此。也许你

很少试过什么都不做，但那一定

是更加难受的，因为你想做些什

么的冲动，就是基于不知道要做

什么好。但盲目的行动，必然意

味着心理效能的持续走低，因为

人的心理水平会被自己的行动等

级所同步，这也意味着，很多时

候，我们试图摆脱的痛苦的方

式，常常会延续我们的痛苦。

如果你在这种情绪下非常凑

合地找一件事来做，这种不耐受

感会一直被维持，因为盲目的行

动会导致混乱的心理体验。但实

际上，一个人在那个时刻，需要

的就是静止，或者说，需要用静

止的稳态（暂时更强烈的焦虑）

来破坏那种焦虑的稳态（好像能

凑合应付一下的焦虑）。

停下来的焦虑是一种带有刹

车性质的焦虑，真正让人失去秩

序的是那种一旦不知所措，就到

处抓寻的状态，因为这种焦虑更

加难以摆脱，所以从这个苗头升

起的那一刻就要有所警觉。

一般来说，当你静止后，

你会处在一种不适的空白中，而

这个空白也在以中断经验连续性

的方式，让你进入新的体验模式

下，这时候你内心会重新升起一

些想要行动的想法，它们可能是

那种看起来近似，却性质完全不

同的东西。比如你在微信上到处

找人聊，变成了你想约个朋友一

起去吃饭。你从刷手机，变成了

想要找一本书读一下。你从逛购

物网站，变成了你想要规划去旅

行。无论它涌现出来的是什么，

却都是以新的体验模式被组织起

来的。甚至有可能你还在做同样

的事情，但感受已经不同。

还有一些时候，当你中断行

动后，在那个空隙之间，才意识

到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而它

在失序的行动下常常被错误地指

向了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

重要的不是目标，而是你体验目

标的自体状态。我们只有在保

持着一种对自体变化的灵敏觉知

时，才能知晓自体是否晃动了

（心理效能降低，失去目标、无

序等），以及因为什么被晃动

（真正影响自己的是什么，以及

相应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当然

是需要为自己做些什么的，但它

不是那种晃动下失控的行动，而

是静止后生发出来的带着觉知和

意志的行动。

冯亦同诗两首
《在宇宙的大街上》

白云呵，

快让出一条大道，

太空呵，

快敞开你的怀抱，

——苏联的英雄

飞上天了！

飞船上，

载着全人类的骄傲，

飞船下，

亿万声赞美和欢笑。

瞧吧，

在宇宙的大街上

走着苏联人民的代表。

朋友们，

笑出来眼泪；

豺狼们

在泪水中嚎啕！

1961.4

《母亲与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遗址之一，江东门纪念馆的万人

坑前，有一座母亲塑像……
伤心的母亲

变成了石头

再也不缩回她

已经伸出的手

四十年了

她还在寻觅自己的孩子

向过路每一个行人呼救

从血泊中站起的岁月

回答她

以大理石纪念墙上

那排醒目的镌刻：

“遇难者300000！”

中、英、日三国文字

弥合不了一位母亲的伤口

我相信

风雨交加的夜晚

这石头母亲会穿过广场的

（雷声隆隆是她沉重的脚步！）

她将来到哭泣的纪念墙下

亲吻大理石上映出的面影

捶打那行惨烈的数目字

又流着眼泪将它抚摸……

198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