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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一生致力于教育，终身
都在倡导美育，并且身体力行，陶行知的
美育思想着眼于生活实际，将美育与生活
实际相联系的实践尝试，为当代美育的实
施和可操作性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他认为，“乡间的山清水秀，尽您游览”，是
美；烧饭、画画、写字……“如能自慰慰
人”，也是美……美无时无处不在，“美是
生活”。美源于生活，生活之中美也无处
不在，生活美育是一种“大美育”，不只是
学点艺术技能，要从生活之美开始。家庭
教育中，美的传授和学习非常重要。学会
感知美、懂得创造美是人内心成就动机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人的
生活与学习。发现美、感受美是从两种不
同维度和方式对美进行感知，当累计了足
够多对美的感知，创造美才能自然发生。
对美的感知是创造美的“养料”。

孔子对饮食艺术也很讲究，饮食礼
仪是他倡导“礼”的一部分，他提出：“食不
厌精，脍不厌细。”是他对中国饮食文化创
建的一个理论观点，体现了中国古代饮食
文化已经包涵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
现代饮食观念已不仅是满足裹腹饱食,而
且要追求饮食之美，从中得到精神享受。
一顿健康营养的早餐，可以为一天工作生
活提供能量来源；一顿养眼美味的早餐，
可以用仪式感开启美好一天。

在儿子上小学之前，我们全家吃早
餐过于随意，有一天孩子父亲说:“人家说
早餐吃得要像皇帝，为什么我们吃得像乞
丐啊！”我突然意识到，早餐不仅是为了填
饱肚子，还要有营养，以满足一早上的能
量消耗；一顿早餐不仅是味觉享受，还是
心灵的慰藉。作为上班族，需要早起，那
么就从简单不将就的早餐开始吧。于是
在 2016年 7月，我开始了自己做早餐，希
望从早餐开始不敷衍，通过每一顿早餐把
握简单幸福，期待美好生活。每天我会习
惯性地拍上几张照片，每周我还会随手分
享到朋友圈里记录平凡美好。4年间，除
过旅行、出差在外，几乎每天都自己动手
做早餐，至今已经坚持 180余周。

如何吃好早餐其实大有学问，早餐
和午餐间隔四、五个小时，所以要考虑能
量（主食）的满足；为了营养均衡，要考虑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合理搭配；在营
养第一的前提下，还要考虑早餐的颜值，
把美育融入早餐中。

早餐中对孩子进行美
的熏陶，可以让孩子感受自
然界中食物的形、色、味。
在进餐的时候家长
可以引导孩子观察
发现各种食材不同
的颜色和形状，体验

大自然的美。彩椒有红色、绿色、橙色、黄
色等不同颜色；甘蓝、紫薯、蓝莓、茄子秀
出不同的紫；白菜上颜色由白到绿自然过
渡，不同颜色的食材营养不同，也散发出
各自的不同诱惑。食物的形状也各有不
同，圆的、长的；带着各种花纹和棱角的，
带着不同的生长的气息。一顿“五彩缤
纷”的早餐从视觉、嗅觉、味觉上充分吸引
孩子，为不爱吃饭的孩子接受多种食物打
下良好的基础。对美有了认识以后，家长
还可以引导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和
创造美。我们家里的早餐每天都会有水
果拼盘，这也是儿子最期盼的，“草莓雕刻
成舞动的小人；苹果雕刻成一匹小萌马；
木瓜雕刻成一朵立体的玫瑰花；黄瓜雕刻
成一幅泛舟山水图……”

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儿子主动要
求参与其中。“妈妈，让我来拼盘吧！”和孩
子一起创作，这比创作的结果更重要。从
孩子的角度鼓励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细节，
很快会发现，他们越来越有创造力。

餐具的精美也是不可忽略的事情，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美
食盛于美器之中，可以达到美上加美的效
果。中国饮食器具之美，美在质、美在形、
美在饰，美在与食物的和谐。现藏于故宫
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除了欣赏作品
中涉及的丝竹管弦、生活方式，以及服饰
特点等，桌案上那些精美绝伦的瓷器也值
得一看。承载食物的容器，传递的不只是
食物本身，呈现出食物别具一格的形与
美，更是一种生活美学和态度。素雅质朴
的木质餐具、晶莹剔透的玻璃餐具、质地
细腻的陶瓷餐具，花点心思为美食“量体
裁衣”，与美器完美搭配可以更加相得益
彰，体现“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念。

早餐烹制，将食物的色彩进行搭配,
使自然美和艺术美巧妙结合,达到食用和
审美的和谐统一。一顿早晨不仅有食物，
还有故事，有美学，有更多的爱……

记忆中的童年，寒风夹着雪花呼啸而至，预示着美餐一顿的时候到了。屋
外房檐上挂着冰凌，屋内则热气腾腾，一家人以暖锅为中心，围坐在炕上吃着
馒头，嚼着烫嘴的条子肉，讨论一年的收成和明年的打算真是温馨之至。

在老家隆德县，暖锅不光是家庭小聚的标配，更是一种传统礼仪的代表。
寒冬腊月，村里总会唱大戏，十里八乡的人都赶来凑热闹。一场戏下来，

对戏班子最好的犒赏和最大的肯定就是暖锅子。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用盖着
红布的托盘端着热腾腾的暖锅请这些乡村“艺术家”品尝。我的爷爷就是送暖
锅的那位老者，而他手里端着的暖锅则是母亲的杰作。

谁也不能否认，母亲是做暖锅的高手，正是有她的手艺，才让我从小就品
尝着“人间珍馐”。

母亲做暖锅先从“装”暖锅开始。每种菜蔬一层，最下面是土豆块，往上是
洋芋宽粉，再往上是豆芽豆腐，最上面盖的是早已卤得金灿灿的条子肉，叫做
盖面。盖面上铺盖着剪出花来的辣椒丝、红葱丝。火红的木炭烧起来，浇下调
好“密料”汤汁，在炭火的炙烤下，“刺啦”一声，香味瞬间弥漫整个屋子。那种
味道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锅子里蒸腾出的水雾是对人间烟火最好的注解。

后来，我走出家乡在外求学，父母也搬离故土，爷爷早已去世。不管是在
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还是伟大的首都北京，甚至在宁夏首府银川也再没吃过
那么精致好吃的暖锅子。特别是携笔从军之后，基层工作任务繁重，难得休息
更难得回家，心里对暖锅的思念愈加浓厚。

一日，父亲回老家办事，特意把放在老家的老砂锅带来了，那是爷爷留给
我唯一的念想。望着放在阳台上略显古朴笨拙的砂锅，我总在想啥时候能再
吃一顿地道的隆德暖锅子。

今年深秋，因为家事母亲来银川小住一月。“十一”长假轮休时，我向母亲
提出想吃暖锅的想法，母亲爽快应允，欣然下厨。全家开始总动员，买菜的买
菜，卤肉的卤肉，我负责把暖锅烧起来。

这时一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烟熏火燎半天就是烧不起火来，烟雾滚滚，
不远处小区保安也看着我。一是觉得影响他人，二是觉得不好意思，我做贼似
的心虚，一瓢水把火浇灭。对母亲说：“妈，罢了，咱烩菜吃吧！”

母亲不允！一定要让我吃到心心念念的暖锅。
她挽起袖子，不顾阻拦站在院子里烧起火来，由于我把锅子浇湿，火更不

容易烧起来，母亲全然不顾别人异样的目光，苟着腰，拿着硬纸板扇来扇去，不
一会儿居然把火烧起来，浓烟瞬间没了踪迹。

母亲站起来，习惯性地拢了拢头发，隔着窗户玻璃，笑着望向我，那种慈爱
的笑伴着我从小到大，最熟悉不过，也最容易忽略。可那天，我突然看到了母
亲眼角深深地皱纹和头上的丝丝白发，一种莫名的心酸从心底涌出来，眼泪差
点掉下来。

快到三十而立的年龄了，我依然生活在母亲的庇护下，哪怕是一顿小小的
暖锅。

我终于吃上心心念念的“妈妈牌”隆德暖锅了。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问
我好吃不？我嘴上说“差得远呢！”可心底里，早已被母爱充盈，脑海中回想着
母亲慈爱的点点滴滴……

已经是凌晨 2点半了，贺兰山下的这
片土地已经沉睡了许久，静谧的营区被新
月铺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影，而我却没有丝
毫的倦意，新月旁最亮的一颗星星把我的
思绪带回了儿时一个夏季的夜晚。同现
在一样，我静静地躺在爷爷家刚收割的玉
米垛上看着满天的繁星，享受着夏季的清
凉时光。

我指着星光熠熠的夜空问爷爷：“爷
爷，都说向流星许愿，愿望就一定会实现，
那我能看到流星吗？”爷爷欣然一笑，整理
了一下已经缝补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旧军
装，盘起腿坐在玉米垛上摸着我的小脑袋
说到：“穆萨，就算等不到流星，你也可以
试着向月亮许下自己的愿望呀。你看，今
天的月亮是新月，新月代表新生，也代表
着希望，你可以试着和它说说愿望呀，爷
爷当年就是对着它许过愿望，后来呀，真
的实现了。”“真的吗？那我要向它许愿。
爷爷，许的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您不要
听，不要听。”爷爷会心地笑了笑，缓步回
房，留下了令我思念至深的背影。

依稀记得在我参军后，有一次回爷
爷家，我问爷爷：“爷爷，您知道当年在
玉米垛上我许下的愿望是什么吗？”那时
的爷爷身体每况愈下，提到这个事时却
神采奕奕，说：“小兔崽子，你呀肯定是许
下了要参军当兵的愿望，从你小的时候
爷爷就看出来了，你拿着玉米棒子模仿
电视里的手榴弹到处扔的傻样子，爷爷
一直都记得，你呀，像极了年轻时的我，
也是个小军迷。”

两代人的梦想因军旅而碰撞，因同
一轮新月而开启，我注视着天空的新
月，思念着我的爷爷。爷爷离开我已经
7年了，现在想来，对爷爷所有的印象貌
似都抛不开军旅的色彩：老旧的帽徽、
家中盛调料的手榴弹箱、爷爷数年不换
的黄绿色军装、曾经参军获得的奖章和
那虽然因受伤而步履蹒跚却不乏坚毅
的身影。

爷爷有两个哥哥，爷爷说我的大爷

爷和二爷爷在年轻的时候也选择了当
兵，而曾祖父曾祖母对他的期望不是参
军，希望他好好上学，将来成为大学生，
成为家族的骄傲。可是从小性格倔强的
他为了能当兵，离家 4次，偷偷坐火车要
去找两个哥哥，最终曾祖父曾祖母拗不
过倔强的爷爷，让他去兰州参军了。爷爷
说当年的十里八乡欢送他参军入伍的景
象是他这辈子都难以忘却的。参军以后
的爷爷更是性如烈火，为了能在侦察兵比
武中取得名次，跑坏了 5双胶鞋，磨烂了
23双袜子，最终取得了个人第二名，荣立
个人三等功。

往事如烟，童年的一切历历在目，令
我更挥之不去的，是我在小的时候吃了爷
爷的“醋”。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每当生病的
时候，在老家的爷爷就是我唯一的依靠，
那时的爷爷是跛着脚背着我去医院。除
了我，爷爷还经常背着邻里的小孩去看
病。每当有人问起爷爷，一把年纪了，背
人到处走，不累么？爷爷总会很铿锵地
说：“俺这身板，当过兵，没问题。”记忆
中，每当爷爷背着其他小孩去看病的时
候，我总会对爸爸妈妈哭，问他们为什么
爷爷要背其他小孩，爸爸帮我擦掉眼泪
说：“等你长大就懂啦！”

当我身着橄榄绿后，多年的磨练渐
渐地理解了爷爷的“肩膀”，更加理解
了爷爷讲故事时的神采飞扬——那是
老兵军魂的执着，是一名老党员的坚定
信仰。

2014年到 2020年，4年的军旅生活，
爷爷的情怀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一直鞭策
着我——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稳
定，奋战在防控疫情的第二战场，赓续传
承着爷爷的倔强和共产党人的执着。疫
情迟早会过去，春天定会到来，因为在
9000 多万共产党员的面前，任何磨难都
将会烟消云散，因为我们都有共同的志
向和目标：“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
越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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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嘉莹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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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多心影：叶嘉莹讲十家词》是叶
嘉莹先生近几年在北京、天津两地所做
演讲的整理稿，讲述唐五代至清代十位
词作名家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
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辛弃疾、朱彝
尊作品的风格特色及其所传达的感情品
质。作者结合词人生活的历史背景、生
平经历、性格学养、艺术才能，为读者传
达出词中生动、细致的生命与内涵。

作者：李迪
出版社：上作家出版社

《
十
八
洞
村
的
十
八
个
故
事
》

《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中的十
八个故事，均采用第一人称讲述，迅速将
读者带入采访现场，聆听采访对象的声
音，体会十八洞村人在脱贫攻坚道路上
的真实感受。其中的人物、故事和细节，
来自李迪在寨子里挨家挨户、深入细致
的采访调查。初冬湿冷的湘西十八洞
村，李迪一住就是十几天。回到北京后，
他病倒了，十八个故事的书写都是在病床
上完成的。2020 年 6 月 29 日，李迪离世，
在病房里，他签发了出版前的最后改样。

老 赵 为 自 己 定 下 个“ 规
矩”。每到双休日早晨，他都要
让老伴把自己一天中要做的家
务事拉个清单出来，当天晚上再
让她对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给予
奖罚。

只要“领导”大人在清单上
批写个“好”字，他就能饱餐一顿
火锅肉；批个“较好”，则不奖不

罚；什么都不批，他就要被罚在门口的小广场跑上 10
圈。不过总的算来，这些年他获的奖远比受的罚要多，
脖子后的一圈槽头肉便是“殊荣”。

今天又是周末，被窝里的老赵天不亮就催促老伴赶
快拉清单。起床后，他又仔细记了记单子，饭都没顾上
吃，就开车出发了。

他先从 10公里外的镇里购回大米和麻油，结果发
现忘记给小女儿买药，不得已又返到镇上，等回来已是
上午 9点了。

“哎，糟了！校长让我到乡里去拷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名单文件，九点前必须传到指定邮箱。”未等老伴应
声，老赵的车子又不见了踪影。

直到拷完资料，老赵才想起给同事老夏打电话的
事，约他一起到市里为自己爱车做保养。由于路远加上
保养车的人多，他们回来不觉已是下午 4点了。

“老赵，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筛选名单校长还让你赶
快上报呢！”老夏一旁提醒他。

“那咱们就赶快筛查吧！”
刚打开电脑不到 10分钟，老赵的手机响了。是陈

副乡长让他马上到乡政府，去开“锅炉更新改造”听证
会，于是他赶快放下手中的活儿，又奔往乡里。

这开会连同填好电子档案少说也有两小时之久。
当老赵再次赶到老夏家，却碰上村里因电路检修停电，
他们只好坐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来电，才恢复了手中
的工作。当精准筛查完全乡近 3000个家庭时，再看看
时钟，已是夜间 11点多了。

此刻，匆匆回家的老赵赶紧把车停在院子里，家都
没进，便向小广场走去。

“老赵，你回来看看清单吧！”
“不用看，我知道给儿子寄饭钱的事泡汤了，我自

认受罚还不成吗？”
“你倒是看看呀！”
当他打开单子，发现“领导”用红笔批了四个字:“情

况特殊。” （据《羊城晚报》）

情况
特殊

早餐中的美育
王筱婧

赓续爷爷的初心

打翻天印

打翻天印，源自旧时的一部长篇小说《封神演义》。在书中，九仙山桃
源洞仙人广成子在朝歌午门刑场上，将命悬一线的殷郊劫走，带回九仙山
收为徒弟。徒弟学成，奉师命，下山助周灭纣。临行，广成子取出翻天印、
落魂钟、雌雄剑，交与殷郊，以壮行色。不料，殷郊原是商纣王太子，下得山
来，反投商王助纣为虐。后来，广成子直入军中，劝徒儿回心转意。师徒谈
崩，动起武来，师徒二人战不到四五个回合，殷郊使出翻天印向师傅劈头盖
脑打将过来。广成子招架不住，借纵地金光法落荒而逃。广成子法场救殷
郊性命，并教徒弟学艺，还把宝物翻天印交给徒儿，到头来几乎被翻天印收
了性命。

打翻天印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是一句俗语，四川人把这种不讲情义、专把
亲友弄下课的行为，叫作“打翻天印”。

郑浩与吴义是同学。郑浩经过多年打拼，在生意场上杀出一片天地，做得
风生水起。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郑浩事必躬亲，已觉力不从心，急于找一个助
手帮助打理业务，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恰好这时，吴义找到郑浩，想拜在其门
下以求发展。磕睡正好碰到枕头，郑浩二话没说，就把吴义留在了身边。接下
来，郑浩带着吴义，把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一一介绍给了吴义。外出与合作伙
伴谈判生意的大事小情，全部由吴义一手操持。吴义接手后，生意兴隆，利润
不断增加，郑浩什么事情都交由吴义打点，员工有事直接找吴义解决，商家上
门接洽生意指名道姓找吴义，郑浩当起了甩手掌柜。

世事难料，人心不测，郑浩用自己的善心，养肥了一条白眼狼。两年以后，
吴义递上一纸辞职报告，离开了老同学郑浩。郑浩从下属那里听说，吴义自己
开起了公司，而且挖走了自己百分之八十的客户。郑浩马上赶到吴义公司，劝
说吴义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还是回公司上班合伙做生意共同发财，并且愿意
拿出百分之二十的股份送给吴义。吴义一口回绝了郑浩的好意。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恩将仇报的事情自古以来屡见不鲜。因此为人处
事，一定不能忘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千年古训。

（据《华西都市报》）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暖锅则是西北人
“猫冬”的标配，而隆德暖锅大概是其中最富代
表性的吧。从小到大，暖锅早已征服我的味蕾，
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暖锅形制有两种，一种是“兜底式”，一种是
“穿心式”，材质也分铜质和砂质两种，食材则取
自冬日西北最常见的大肉、豆腐、粉条、土豆、豆
芽、白萝卜、辣椒丝和大白菜，铜锅尽管亮丽，但
砂锅煨炖出的暖锅才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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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静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