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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碚城

我很喜欢吃鸡杂，小时候，家里不管是炖鸡还是烧鸡，总会把鸡杂留下
来，凑齐几副，用泡姜、泡海椒、芹菜节炒之。自家泡的姜和海椒，味道极好，
把菜油烧辣一炒，那样霸道的香气，附带着特别的炝锅味，让人至今难忘。

工作后，我和小伙伴喜欢每天中午满大街找地方解决吃饭问题。那家叫
黔江干锅鸡杂的小店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成为了我们的选项。小店在北碚月亮
田路口，店门外是巨大的黄桷树。在当时，中午把饭桌摆出店来是允许的，在
春暖花开之时，小方桌往黄桷树下一摆，阳光通过层层叠叠的黄桷树叶洒下
来，温温柔柔的，好不惬意。因着这份惬意，等待干锅上桌的时间偏长但也不
至于难捱。

锅子是不锈钢的，两侧有两个小耳朵，便于店家端拿。由远及近，霸道的
香气争相而来，促使口腔中的唾液不停分泌。老板把锅子端放在一个小灶
上，小灶里放着一个小小的被点燃的蜡烛。因着加热的缘故，那香味更浓了。

鸡杂被处理得非常干净，油亮亮的。老板很懂食客，虽说是鸡杂干锅，但
也只有两种主要食材——鸡肠和鸡胗。鸡肠很能吸收作料的味道，鸡胗则清
脆可口，是鸡杂中口感最好的两个部分，也是我最爱的两个部分。

锅里还有一些配菜，嫩生生的芹菜节、红通通的泡灯笼椒、粗细一致的酸
萝卜丝、打底的豆芽，令人赏心悦目。食客也可以根据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
配菜加入，我一般会选择莲藕和苕粉。一个脆甜、一个软糯，截然不同的口
感，给味蕾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

其实，他家最最深得我心的，是炒制干锅的作料。除了一些常规的作料，
还有特别多的牛油，以至于它包含了让重庆人爱不释口的火锅的香味。

那牛油多到什么程度呢？冬天的时候夹起一根鸡肠放进碗里，不消一会
儿，那牛油就在碗边凝固了。“三高”的人大抵是不适合吃这个的，只不过因
着这个，我能一顿吃下两三碗饭，早把减肥之事“置之肚外”。

直到最后，一桌人相互搀扶着站起身，大家才惊觉这顿饭自己又没有管
住嘴。起身慢慢悠悠地往公司走，就当饭后消食了。每每到了冬季，这种吃起
来就很暖和的食物是我们约饭的首选。阴沉沉的冬季，吃完这顿锅子，顿时
觉得天气都明媚了，人也从沉郁变得鲜活起来。这大概就是食物的力量——
美食治愈人心。

可惜的是，在某一天约饭时，当我们再次前往，却见小小的店铺大门紧
闭。

我的快乐没有了。
最开始，我天真的以为，老板只是短暂的休假，不久之后就会重新开门。

后来，不死心的我带着我的吃饭小分队再次前往，依旧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后来，我也吃其他家的干锅鸡杂，例如金饭碗、撮一顿等等，它们的味道

各有千秋，有时也会惊艳到我，但我始终觉得，突然关门的那家店早已成为
我心中的白月光，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人生就是这样，太多的遗憾、失去和不舍……我们甚至来不及好好告别。
但作为一个吃货，敬告诸君——
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还有好多美食，等着我们去发掘

呐！

香辣劲爽的干锅鸡杂
■荆 生

诗词春秋

这一桌的学名
叫火锅……
如果加上动作
就叫“烫”火锅
家乡人的
豪气 豪就
豪在这一个

“烫”字上
友朋四方来
一个情
一个“烫”
都同时奔放在
一盆火锅里
当然更少不了
那十足的麻
十足的辣……
又麻又辣又烫的
火锅 就是家乡人的情
就是家乡人的江湖……

友朋四方来
只听吆喝一声

“走——烫火锅！”
只见红汤滚滚
麻辣江湖
情味深长……

如果要给周国平的哲理散文作一个
精炼的诠释，那么“理性思考中又不乏温
润的感性力量”应当算是比较贴切的。读
书如交友，人与书之间关系之微妙，不亚
于人与人之间。邂逅《哲学开始于仰望天
穹》，一段哲思之旅就此开始。

“哲学是从仰望天穹开始的。每个人
在童年时期必定会有一个时刻，也许是在
某个夏夜，抬头仰望，突然发现了广阔无
际的星空。这时候，他的心中会油然生出
一种神秘的敬畏感，一个巨大而朦胧的问
题开始叩击他的头脑：世界是什么？”周国
平用这句话，生动、形象地说明哲学源于
人们在实践中对世界的追问和思考。《哲
学开始于仰望天穹》，周国平经典哲思散
文合集，全书分为“哲学”“阅读”“思考”三
大板块，对应周国平研究者、阅读者、思想
者的三种身份，启示我们用哲学思维观察
世界，找回灵魂的安放之处。

“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杞人是一
位哲学家》一文，周国平为杞人“翻案”。
他说“杞人是一位哲学家”，因为当人们
日复一日地过着日常劳作生活时，杞人
却把目光投向了天空，“思考起了宇宙生
灭的道理”。超脱尘世，思虑宇宙与人生，
这恰恰是哲学家所做的事，“哲学就是从
忧天开始”。《生命的苦恼和创造的欢欣》
中提到:“尼采是个诗人气质的哲学家，
或者说是个哲人气质的艺术家。”细读这
篇文章，我们会发现，与其说周国平是一
个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生命意义的
执着追寻者，一个渴望了解人类本质、解
读生命存在价值的探险者。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
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的深思给

了我们一种开阔的眼光，使我们不致沉
沦于劳作和消费的现代旋涡，仍然保持
住心灵生活的水准。在《精神生活的哲
学》里，周国平借助对鲁道夫·奥伊肯的
《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这本小册子的讨
论，引发读者思考：“我们比任何时代的
人都更加繁忙，也享受着比任何时代更
加丰裕的物质，却仍然感到失落，那就证
明我们身上有着一种东西，它独立于我
们的身体及其外在的活动，是它在寻求、
体验和评价生活的意义，也是它在感到
失落或者充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内在
的精神生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灵魂。”
哲学是一门探寻“灵魂安放之处”的学
问，作为疲于奔命、囿于物质世界的现代
人，我们需要哲学的指引，以智慧和辩
证，充盈自己的精神世界，与这个世界柔
软和谐地相处。

书中，周国平既抛出问题引发思考，
又展开探索寻找答案。他一边置于深厚
的哲学意境写生死、自我、灵魂与超越，
一边不失烟火气地用平白易懂的文字传
递哲思。如何看待生命的意义？周国平认
为：既然个人的生命迟早要失去，你就不
要把它看得太重要。你要站在自己的生
命之上，俯视它，当作一次艺术创造实
验，这样你反而能真正地体验它，享受
它，尽可能过得有意义。生命的伟大不在
于长度，而在于宽度和深度。

写作是周国平的一种存在方式。正
是这种自然存在的写作方式，使得他的
散文在与读者的遇合上产生了成功。“人
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
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较有深度
的内心世界。”周国平习惯用生活化的语

言描述哲学思想，用日常的语汇叙述生
活体验，在质朴的文字中传达深刻的哲
理。周国平的写作，展现了一个思想者的
人生态度：宁静中的追求，淡泊里的绚
烂，凭真性情直抒胸臆，痛快淋漓地感受
生命。诚然，这便是智者的境界了。“当最
热烈的爱受到创伤而返诸自身时，人在
孤独中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
的孤独的心灵和深藏在那些心灵中的深
邃的爱，从而体味到一种超越的幸福。”
享受思考带来的欢愉，渐渐接受并养成
深邃的思维方式和勤于思考的人生习
惯，何尝不是一种超越的幸福？

《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融汇文学与
哲学的美妙，那些跳跃着灵动思想光芒的
文字，带领我们去重新审视那些直面灵魂
的问题，谨慎思考对于人生和生活的态
度。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
得过的。”仰望天穹，我们也会发现，“人生
的意义，就是丰富宇宙的多样性”。

人生边上的智慧
——读周国平《哲学开始于仰望天穹》

■胡胜盼

佳作赏析

秋风踩着纷飞的落叶，摇摇晃晃地走
来；秋雨裹着一丝清冷的凉意，绵绵地飘
落；秋虫绕于林间，寒音惊醒了睡意朦胧
的秋。秋意渐浓，不知不觉，中秋节已临
近。

犹记得去年的中秋之夜，我身处马
来西亚。夜幕下的吉隆坡流光溢彩，人头
攒动，热闹非凡。提着灯笼游行的人们，
脸上洋溢着灿烂而明亮的笑容；花车慢
悠悠地游荡在街道上，分外惹人注目；多
才多艺的青年载歌载舞，陶醉其中。置身
于这看似熟悉的繁闹中，我的心中莫名
地升腾起一丝落寞，一抹乡愁，一种归思
之情。

抬眼遥望，一弯皎洁的明月穿梭在薄
云中，闪烁着迷蒙的清辉，仿佛急切地想
要踏上归途。“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
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唐代诗人王建的这首诗大概最能映
照我彼时的心境。如银的月光静静地洒在
庭院中，地白如雪。鸦雀栖息在树上，早已
安然入梦。秋夜已深，清冷冷的露珠悄然
润湿了庭前的桂花。寂静的夜晚，皓月当
空，人们都在望月思远，但不知那茫茫的
秋思究竟会落在谁的家中？低吟着诗句，
我的思乡愁绪借由诗人婉转的咏叹，早已
与之融为一体。

我不由得从热闹中抽身而出，远离人
群，重归宁静。月华如水，透过枝桠流泻下
来，在地面留下斑驳的光影。月儿忽地躲
进云间，如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少女般娇
羞。它眨巴着双眸，仿佛猜透了我归思的
情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
不知，明月来相照。”诗人王维在凄清的月
夜，独自静坐在幽深的竹林里，弹着古琴，
发出啸声。清静的密林之处，无人知晓。唯

有明月照耀着他，陪伴着他，与他心心相
印。

对“明月”的感知有着类似心绪的，又
如唐代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
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日暮降临，
诗人将小船停靠在烟雾笼罩的小洲边，心
中平添了新的愁绪。旷野辽阔，天幕低垂，
仿佛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沉。天色渐黑，
在清澈的江水辉映下，天上的月亮和人是
那么亲近，仿佛可以感知诗人寂寞的愁
心。

明月知我心，我仿佛穿越时空，从诗
人那里，找到了共鸣。

明月寄归思，思乡之情愈浓，却也只
能徜徉在月光下，躲进古诗词里，聊以慰
藉挥之不去的乡愁。好在，今年的中秋之
夜，我终于可以和亲人在家乡度过，一同
观赏笑意盈盈的圆月。

见月多归思
■贾贤莉

一位哲人说：美无所不在，关键是发
现。而我则认为：美无所不在，关键是要
自己打造，这才是一种生活的境界。

前些年，我听朋友说，市郊有专门出
售假山石料的地方，价格也十分公道。周
末，我驾车前往，十分顺利地找到出售
点。经过与老板的一番交谈，得知这些石
料是一处供水工程建设时，意外从地下
溶洞中开采出来的，质地坚硬，不易风
化，更重要的是透水性、吸水性好，能滋
养假山上的苔藓植物，是制作假山盆景
的绝佳材料。

石料搬回家，接下来就是假山的创
意与制作。创意是智力劳动，融文化美学
等内容；制作是手上活路，即要体力又要

有“石匠”的技能。周末一大早，我泡上一
杯浓茶，点上一支烟，对视一大堆形状各
异的胚料，开始遐想与构思。脑海中不时
跳出一幅幅山水园林画卷，桂林山水、黄
山云海、泰山日出等等，对照脑海中的美
景，对着石料一番砍、劈、挖、锯、雕、刻、
凿，把一块块胚料按构思打造出来，然后
按书中所说的技术要点，拌合特制的“混
凝土”，先后进行基础、中层、上部等结构
的拼装，不到一天功夫，一座奇峰突出、
山峦叠嶂的假山就大功告成了。

剩余的一大堆边角料咋办？这不是
制作盆景的绝佳材料吗？于是，我按部就
班，再次进行“微型山水”的制作，没费多
大功夫，几盆山水盆景就大功告成。

假山与盆景就算制作完成了，但我
总觉得这些人造美景还差点灵气和人
气。“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古诗激发了我的灵感，美景中必须
要有人的活动痕迹。于是，我赶紧前往花
木市场，用于装饰假山盆景的装饰件琳
琅满目，材质不同大小不一的古塔、凉
亭、石拱桥、木帆船、钓鱼翁等等，让人眼
花缭乱。经过一番精心选购，我将这些配
件拿回家安装在假山和盆景上面，顿时
让这些假山和盆景迸发出生机与灵气。
一段时间后，假山与盆景上长出了翠绿
的植物，与古色古香的凉亭、石拱桥、木
帆船等相映成趣，构造出生机勃勃、意趣
盎然的山水美景。

自造山水美景
■陈 利

火锅：家乡的江湖……
■吴传玖

桐荫茶话

田园风雅

《百鹤朝阳》 方凤富/中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