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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文涵

拥抱玫瑰

尘世间

世人皆爱玫瑰，唯我情有独钟，我爱玫瑰的美丽，也爱
玫瑰的尖锐——一不小心，它的刺会扎进皮肤里，但没关
系，我会拔出来，这是一种痛并快乐的痛。无论刺有多尖
锐，我都依旧想要拥抱玫瑰。

顺着玫瑰花瓣，思绪飘到那年夏天，正值六月，骄阳似
火，那种热是出去站一会儿，什么都不做，都能疯狂抹汗的
那种。就是这样的天气，我还是坚持去上美术课，我想，这
酷热正是玫瑰的刺。

到了上课的地方，我用我汗涔涔的手把工具找出来，将
上次没画完的画先收个尾。这时，老师叫住我说：“试一下
这个河马玩偶的静物组合吧！这个有点难，你要有耐心。”
我应了下来，拿起2B铅笔，对着书起比例。但反复画反复
改，怎么也做不到自己满意的地步，我烦躁地从兜里摸出耳
机戴上，想听听歌缓解下心情。在舒伯特的小夜曲中，我沉
下心来，重新定型，我将玩偶框在几何图形里，跟着玩偶的
走向一笔笔切出来，这才有了玩偶基本的样子，然后我将褶
皱一点点画出来，又将明暗交接线一组一组铺好，再看时，
已然有了玩偶的“生气”。我看了看时间，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突然发现，我内心好像没有那么烦躁了，再看着窗外的太
阳，太阳已经没有那么毒了，但还是留下了余温，不过这余
温是温和的。

在等车的过程中我看向天空，阳光透过云层照在身上，
当丁达尔效应出现的时候，光就有了形状，这束光照进了我
心里，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和痕迹。

这时，我的耳边传来一阵歌声，正是著名歌唱家李谷一
的那首《心中的玫瑰》：“在我心灵的深处，开着一朵玫瑰，我
用生命的泉水，把她灌溉栽培……”

■杨祯柔五味子

红眼小莓

一天，从某公众号上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有不法人员
利用AI换脸技术，制作不雅视频各处传播，致使许多名人形
象与声誉受损。文章还提醒大家，个人证件与图像照片等重
要信息的暴露，要慎重，以免因小失大，深受其扰。

我深知，在广袤的宇宙空间，我微若尘埃，无权无钱，名
气不及芝麻之亿万分之一。我的脸，也稀松平常，对那些不
良之人，没有半点利用价值。但，我是一个胆小鬼！一想到
情不自禁的时候，偶尔也会在朋友圈有感而发，晒一下自己
与家人的照片，就心生后怕。

又不想为了那些违法犯罪和内心龌龊的人，压抑自己
分享的欲望，我能做的，就是清理一下朋友圈。毕竟，朋友
圈已是我受众最广杂的输出端了！

微信，确实是一个便捷实用的丰富载体，朋友圈，也成
了一张活名片。美好或忧伤，温暖或辛酸，顿悟或彷徨，那
些自我感动的瞬间，都历历在目挂于我的朋友圈。有图有
真相，2013年5月15日17：46时，我在朋友圈发布了人生
第一条消息，从此，开启了与它如影随形的相伴之旅。

那头条感悟，来自某个女性魅力提升的主题讲座。我
一向不爱凑热闹，但我爱学习。也许，正是主讲人林熙头上
心理学博士的光环吸引了我吧！

从几张现场图片以及与朋友的文字互动中，我重温了
那次活动。虽然觉得主讲人干货不多，噱头不少，但还是记
录着几句打动人心的话，比如：“女人要学会好好说话。男
人娶女人回家，是用来生活的，所以，女人需要学习通过生
活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优雅、高贵与独特”。

感谢朋友圈，为我留下无穷的客观见证，无论是内在智
识的拓展，还是社会风行的变迁。感谢朋友圈，它联结了无
边的真挚友谊，天南海北，风雨无阻，共振彼此的心动。

印象中，我的朋友圈，总共有一千多位微友，有些，是我
主动加入的，也有不少是他人找上门来加入的。数量日益
庞大，但真正称得朋友的微友，还能在现实中互动的极少
数。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我决定为朋友圈瘦个身。

一共理了三轮，从一千多缩到七百多人，我才基本满意。
第一轮，我将那些徒存其名，但脑海里无有音容的朋友

删了。他们，是我社交圈最外围的人，擦肩而过的缘分，早该
如流星一般滑落。内心，有些小小歉意，但没有主观恶意，只
是能力限制。记忆，扛不动时间的销蚀，我抛弃了他们。

第二轮，我将那些有名有容，但从未私聊或互动过的朋
友删了。他们是我社交圈的鸡肋，可有可无的存在。我常
说，人不负我，我绝不负人。但这一次，我食言了。我的内
心，也有些小愧疚。我多情的手指，是在纠结了半天以后才
动手的。

第三轮，我将那些有名有容有交集，但确凿是过去式了
的朋友删了。这是最挑战我决断与杀伐力的。他们可能是
我上一段工作的服务对象，可能是某次培训的学友伙伴，鲜
活于记忆，但已然翻篇。良久斟酌之后，我还是狠狠心撇下
了他们。无边界的承担，害人害己，一个人的善良，也要有
点锋芒，是我释怀的理由。

我对自己的残忍与冷漠，颇有些微词，但肩头一松如释
重负的感觉好爽。少即是多，删减比增加更有勇气。

真朋友，是走不散的，相聚与离别，乃人生常态。此刻，
我发现初心已变，瘦身朋友圈，不再是为了防范，而是为了减
负。

如果，有朋友早已经或不久后将我请出他的朋友圈，我
也欣然接受，并致以诚挚的祝福：“删繁就简，旅途更鲜”！

■赵雪峰醉花阴

物极必反

■陈冉三棱镜

朋友圈瘦身

这是一个兔子家族。
然而，这个家族里却有一只特别的小兔子——小莓。
小莓，这个名字似乎就预示着它的与众不同。它的

眼睛并非常见的黑色，而是鲜艳的火红色，好似森林深处
熟透的莓果，璀璨夺目，衬着如新雪般纯净无瑕的绒毛，
毫无疑问是兔群中最出挑漂亮的那只。

这双眼睛，是小莓身上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也是它心
中最深的疑惑。为什么只有它的眼睛是红色的呢？这个
问题，从小莓幼时起就一直困扰着它。它试着问过妈妈，
问过姥爷，甚至请教过森林里最受尊敬的智者老松树，但
每一次，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莓
对于自己的独特之处越来越感到好奇和孤独。每当它看
着镜子中的自己，那双红色的眼睛总是让它感到既神秘
又孤独。它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属于这个兔子家族，
是否真的能在这片绿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它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
临行的那天，同龄的小兔子纷纷前来送行，周围的目

光太过炙热，有同情、有钦佩、有嘲讽、有挖苦。小莓并不
在意，一蹦一蹦地开启了它的探寻之旅。

它穿过了森林的每一个角落，攀过了高高的山峰，涉
过了湍急的溪流。在此过程中，小莓见了许许多多的善
与恶，每一次的遭遇，都让小莓更加了解自己，也更加坚
定了寻找自我的信念。

一个平凡的晴日，小莓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遇到了一
只老狐狸。兔狐本为天敌，小莓吓得转身就跑，但老狐狸却
出人意料地没有追赶，而是用平和的语气呼唤小莓停下。
小莓犹豫着，最终决定听从老狐狸的话，慢慢转过身来。

老狐狸看着小莓，眼中平和而富含智慧。它缓缓开
口：“小兔子，我看得出你眼中的疑惑和孤独。你的红色眼
睛，确实让你与众不同，但这并不代表你就不属于这里。”

小莓听了，心中一动，它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不同
而感到孤独，从未有人与它说过这样不一般的见解。

老狐狸继续说道：“每个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这是大自然的恩赐。你的红色眼睛，或许就是让你在这
片绿海中闪耀的光芒。你应该为自己的不同而感到骄
傲，而不是自我摒弃。”

小莓听了老狐狸的话，心中豁然开朗。它突然明白，
自己并不需要特意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如果改
变不了环境，就试着自己改变自己。如果改变自己也无
法适应现状，就尽力去做好现在可以做好的事，要相信万
事皆有转机。

从那天起，小莓开始以更加自律的态度面对生活。
它决定不再回到族群，不再因为自己的不同而感到孤
独。它开始享受这种不同带来的独特体验，用自己的方
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动物，用自己的力量，去守护
这片它热爱的绿海。

时间流逝，小莓的事迹逐渐流传开，它的红色眼睛也
成了它独特的标志。而小莓，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真
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外婆做菜包饺，往往先炒好馅料，搁在一旁慢慢晾凉，
再从容地和面。青花大碗里，堆得冒尖的菜馅散发着阵阵
热气与咸香，我趁外婆不备，悄悄舀走一勺，一面吹气一面
大快朵颐，倍感鲜美。与青团相比，菜包饺更为清爽可口。
一甜一咸，一青一白，两种清明粿将阳春的日子装点得尤为
隽永缱绻。

岁月悠悠，流年暗换，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家庭，我与外
婆见面的次数愈发少了。然而每年清明时节，外婆依然会
包上许多清明粿，一一地为儿女孙辈们送去应节。时间的
长河里，天地不能以一瞬，反倒是这小小的青团和菜包饺，
经年不改旧时滋味。每当我拈起一枚清明粿时，便无比庆
幸春天里的每一缕思念终于有了归处。

无论做什么事，我们的目的都是成功，没有人做事一开
始就奔着失败去的，这是废 话也是大实话。什么是成功
呢？成功的标志就是恰到好处！做过头了和没达到目标都
不是成功。成功前提不偏不倚，切中要害，与适度的对应是
过度，过度就是超过了成功的刻度，事物就向相反的方向发
展。适度与过度的语境中有许多警言，比如“适可而止”“恰
如其分”“ 否极泰来”“ 物极必反”“月盈则亏”“水满则溢”“
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

漫画《讲过了头》表达的就是这个主题。先来看画中这
位先生，他手里捧了本书，正在为一个听者讲述道理。我用
符号来表示这位聆听者，从符号变化这个肢体语言来表示
他内心的思想变化。他来学习，他很谦恭地坐在那里，带着
疑问，带着迷惑，带着解决问题的诚意。这位先生也十分敬
业，以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传道解惑，他一丝不苟，认认真
真地讲着。他的姿态和他的表现很是尽心尽力、尽职尽
责。他讲的可能是哲学，也可能是自然科学，还可能讲的是
生活常识，不管他讲的是什么，在这幅画里都不重要，重要
的是他怎么讲，讲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看，这位听者在静静地听讲，他如此用心如此虔
诚。听着听着，他开窍了，先前还是十足的一个问号已然渐
渐打开，慢慢伸直，继而，变成了一个惊叹号。这时他似乎
听明白了，原来的迷茫、疑惑变成觉醒、顿悟！此时此刻，对
教授者和受学者都是“恰如其分”应该“适可而止”了。可是
这位讲授者，余兴正浓没有半点就此打住的意思，他还喋喋
不休继续着他的“诲人不倦”……接着，剧情发生了反转，那
个已经听明白的问号又被重新讲进了糊涂，刚才打开的问
号又向相反的方向弯了过去，成了一枚反问号。一堂课就
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一幅画也就此产生。

为山止篑不可取！过犹不及要当心。

■陈女

“粿”住春天

老底子

近来路过甜品店，发现临街的橱窗里不知何时已摆上
了青团。青团们个头饱满，泛着明亮油润的深青，挨挨挤挤
地占领着台面。过路人看了，仿佛在不经意间窥见了春天
最柔软鲜活的一角。淡淡的艾草香弥散在空气里，悄悄提
醒着人们阳春已至，清明到了。

江浙一带，青团是清明时分不可或缺的应节糕点。作
为清明粿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它既包裹着对昔人的绵绵
思念，也为日常饮食平添了一抹春色，抚慰着人们渴望一尝
春天的胃口。各地青团的做法大同小异，然而无一例外，都
要用到开春后新鲜柔嫩的青草——或是艾草，或是浆麦草，
或是鼠曲草。葳蕤春草的清香混合着米粉的软糯，轻轻咬
上一口，便觉春天暖融融的清甜滋味荡漾在舌尖。

在我家乡，做青团通常会用到艾草。外婆做的青团讲
究颇多，糯米粉要新磨的，雪白细腻，带着谷物特有的香气；
艾草只挑当年新生的嫩叶，现采现用。小时候，每到要做青
团的日子，外婆都会早早煮起提前泡好的红豆，让我在灶下
帮着烧火，自己再出门采摘艾草。待到外婆挎着盛满嫩艾
叶的竹篮回家时，红豆也刚好熟透。外婆用一只搪瓷罐来
盛滚烫酥软的红豆，撒上绵白糖，麻利地用铲柄捣出豆沙。
紧接着，外婆把嫩艾用滚水烫熟，稍稍晾凉后拧出碧绿的汁
子，再混入糯米粉，略一搅拌后揉成粉团。青绿的小块粉团
在她手中变幻成一只只小碗，裹入豆沙后，“碗边”慢慢收
拢，一道道褶子堆叠着拉长，最后在顶端聚成一个小圈。我
看着外婆有条不紊地包着青团，想象着青团甜香软糯的味
道，等得急了，便偷偷挖一小块甜豆沙送入口中。外婆发现
后微微一笑，并不出声呵斥，只是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青团蒸熟后，外表呈润泽鲜亮的深绿色，不由得令人想
到碧玉，想到河畔湿漉漉的青苔，想到被春雨洗净的旧青石
板。青团入口，清淡柔和的艾草香气与绵润清甜的红豆沙
一同在舌尖化开。清明时节，乍暖还寒，此时吃上一只温热
的青团，香甜如暖流沁入心田，十分熨帖。

在 我的家乡，除了青团外，还有一种白色的清明粿，外
形如同手掌大小的饺子，内里裹着菜馅，俗称菜包饺。菜包
饺的外皮是糯米粉掺着籼米粉做的，绵软中带着一丝韧劲；
馅料则是将冬笋和豆腐干切成细细的丁，羼上切碎的小段
腌芥菜，和着肉末或油渣一起炒熟。这样的馅料本身就是
一道爽口的小菜。

漫画《讲过了头》赵雪峰作

■马浩然

照片岁月

尖尖角

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他从不抱怨，从不解释，只是默
默地付出。

——题记

照片，记录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它们有的记录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有的记录了主人

的惊人成就，有的记录了满桌的美味佳肴……这些照片
的背后多多少少有着一段故事。在我爸爸的手机相册
里，就有着这样的一张照片。

照片里，一个看上去还没满月的小宝宝趴在一辆奥
迪车的引擎盖上。这辆奥迪车通体银白，两个车灯又大
又圆，四个铁环的车标醒目地雕刻在车前端，整辆车如同
一辆越野车，高大威武，十分霸气。这是在我出生之后，
爸爸为了庆祝家里添加新成员而特意买下的车。这张照
片就是在提新车的时候拍的。那个照片里的宝宝自然就
是本人，旁边还站着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的脸上满是
笑容，只有我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

自从买到这辆奥迪车，全家出行就都靠它了。在当
时，这款奥迪Q5可算得上是豪车，发动机一启动，车内
的仪表盘、各种按扭就会发出亮光。夜晚，车内车外一片
漆黑的时候，车内各处的按钮同时发光，如同夜空中闪烁
的星星，安全感倍增。这辆车也一度成了我们家里我最
喜欢的车。小时候去动物园、游乐场，以及长大了一点去
上学，我坐得最多的也是这辆车。所以，这辆“小Q”也承
载了我从小到大的情怀。

现在，我和“小Q”都已经十四岁了。但我是处在人
生中生命力最旺盛的青春期，而它已经步入了一生的中
年期。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各部分零件已渐渐老化，经
常出现打不着火的情况，发动机启动时还会发出嘈杂的
轰鸣声。妈妈还总说车上有一股怪味儿，加上前阵子爸
爸又买了辆新车，家里人除了我和爸爸，也没有谁再愿意
坐这辆奥迪车了。但爸爸仍没有对他的“小Q”失去希
望，前不久带它去维修了，努力地想让它重焕光芒。我也
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坐过它了，就在昨晚，电池修好后，我
又一次坐上了这辆奥迪车。黑色的皮座椅和略窄的车内
空间，又让我回忆起了爸爸开着车带我走南闯北的场景，
不由得感慨万千。

这辆伴我多年的奥迪“小Q”，就像我的爸爸，虽然各
个部件不再像从前一样有力，但仍用尽全力，为我默默地
付出。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到这一切。

（作者系金山初中 703班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