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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在纸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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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夏至面

□寇俊杰

父亲常说：“要想冬天不怕冷，夏天
不怕热，就得‘冬至饺子夏至面’。”

细微之处见人品，细节能表现一个
人的修养，并能创造机会，助其成功。

散落在
河洛大地上的珍珠

与邻居张大姐聊天，谈及彼此的信仰，她
说自己信佛，特别喜欢那句“居善地，心善渊，
与善仁，言善信”。

她解释：“这句话是说，佛祖希望人们在
风气好的地方居住，心里要常存善念，做事要
讲仁爱，说话要讲诚信。”

我听后乐了，这样通俗的解释倒与原文
的意思相差不远，若论出处却有着十万八千
里的距离。我上网搜出《道德经》中的那一段
话，她看后自嘲地笑笑说：“瞧我这记性，不过
反正都是引人向善的话……”

是啊，又不是考大学语文，记那么清楚干
吗？只要她的内心受到了老子思想的熏陶，
就足够了。

突然，我想起几件类似的事来。
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写了一幅“上善若

水，厚德载物”请我欣赏。我问他是否知道
这八个字的出处，他说《易经》里面好像提到
过。那他看的一定是那句“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
是，他把《道德经》里的“上善若水”错归入
《易经》里去了。

我与一位网友聊天，见其QQ签名上写
的是“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我问她，知
道这是谁的原话吗？她说是从别人空间里看
到的，很喜欢，就转为自己的个性签名了。未
待我接话，她很快又打上一行字：“刚才我在
百度上搜过了，原来是老子的话……”

可见，在漫漫岁月中《道德经》也像网上
某些被到处转载的佳作一样，转着转着作者
的名字可能都会被转错甚至被转丢，但那些
文字里透出的思想，却如春雨润物，给河洛大
地带来修身养德的正能量。

不仅有关善的思想对洛阳人影响甚广，
老子“尚阴尊母”的思想，同样影响着洛阳人。

2011年秋，我与师友们结伴去新安县金
斗道观寺采风，见到了金斗道观寺的创建人
司小康和其母刘雪峰。刘雪峰多年来受道教
的影响，乐善好施，2004年突发奇想，准备自
筹资金修缮薄姬庙。司小康顺从母愿，倾其
所有帮助母亲完成了这个心愿。刘雪峰的善
愿，促进了当地道教文化的推广，而司小康

“尚阴尊母”的善行，也直接推动了金斗山地
区孝道文化的传播，对当代的孝道文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的思想和言论虽然古老，却与日月
同辉，影响力是深渊的。《道德经》中的每一句
慧语，都似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珍珠，在老子
生活过的这片河洛大地上，永远闪烁着耀眼
的光芒！

大学毕业后，张明通过一连串艰难的笔试、
面试、综合测试，最终被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录用，
成为办公室文员。

这家企业位于省城北部的高新区，不仅位置
优越，交通发达，环境幽雅，而且效益好，待遇高，
福利好。从上班的第一天，他工作就十分卖力，
任劳任怨，责任心很强，当工作任务紧、人手不够
时，他经常加班加点，从来不计报酬，在重大项目
的参与上也是大手笔、大功劳，受到了公司上下
的一致肯定。工作不到两年，就由一般文员升为
一级文员，接着升为主任文员。

2010年年底，办公室主任升任销售部经理，
空出一个位置。经过人事部的层层筛选，他和人
事部的王建最终成为候选人，在公司进行公示，
并提交领导班子研究任命。

张明和王建是同一批被招进公司的，无论
专业素质还是业绩水平，两人都不相上下。更
重要的是，自从来到公司，张明一直在做办公室
工作，十分熟悉工作流程，而且又是主任文员，
担任办公室主任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最
终，公司宣布由人事部的王建担任办公室主任，
这个结果让他深感意外，很多要好的同事也都
为他抱不平。

张明心情很郁闷，一直想找主管领导说说自

己的想法。一天，他从在外面忙完工作，回到办
公室，来到饮水机前，习惯性地取出一只纸杯子，
倒了一杯冰冷的纯净水，一口气喝完，接着又倒
了一杯，又一口气吃完，这样连喝了三杯，然后习
惯性地把纸杯捏成一团扔进了垃圾篓。

这时，张明看到主管领导张经理正坐在一
旁有意无意地看着他。他走到张经理桌前坐
下，气呼呼地说：“我对这次办公室主任的任用
有意见，我不明白我哪方面不行，想请领导给个
解释。”

张经理不紧不慢地说：“你的确是个不可多
得的人才，从工作角度来说，办公室主任工作更
适合你。但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你输在一个小
小的纸杯上。刚才你喝矿泉水时，我有意看了你
几眼，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小事不小，这反映
了一个人的节约意识和生活习惯。”

这时，张明才想起，近年来，公司一直要求员
工用热水瓶打开水，用自己的杯子喝水，放在办
公室的矿泉水和一次性纸杯是供客人用的。他
没想到自己竟输在一个小小的纸杯上。

在职场上，我们往往看重个人的素质和业
绩，却忽略了工作中的细节，而决定一个人成败
的恰恰是细节。细微之处见人品，细节能表现一
个人的修养，并能创造机会，助其成功。

到了夏至节气，天已经很热了，庄稼人又正
处在“三夏”大忙时期，夏收、夏种、夏管哪一样都
不轻松。尽管这样，我家在夏至这天中午，一定
要吃夏至面。

父亲常说：“要想冬天不怕冷，夏天不怕热，
就得‘冬至饺子夏至面’。夏至这一天，再忙也马
虎不得！”于是，为了这顿夏至面，父母那天下地
特别早，以便中午有充足的吃面时间。

临近中午，别人家还在地里热火朝天地干
活，父母便向家里走去。有人问：“今天咋收工
这么早？”父亲郑重其事地说：“夏至了，要回家
吃面呢！”

到家后，母亲把早上准备好的芹菜切成丁，
黄瓜切成丝，将只有鸡蛋大小的肉块儿剁碎，加
入葱末、姜末放在油锅里爆炒，快熟时倒入勾好
的粉芡，做成炸酱。父亲则忙着和面、擀面条。

说来奇怪，父亲做别的饭不行，擀面条却有
一手，五大三粗的他也许是因为力气大，把面和
得硬，照样能擀动，擀出的面条切得长，煮熟了也
不会断开。

炸酱、面条都准备好了，姐姐也把水烧开
了。这时，母亲端出面条将其下入锅中，煮熟后

捞到水盆里。水是刚从井里打出来的，透着凉气
儿，面条在水里一过，不但清凉爽口，而且更加筯
道，再浇上飘着肉香的炸酱……呀！那滋味，让
人想着就流口水。

我平时是不爱吃炸酱面的，但夏至面是我的
最爱，比过年吃饺子都香。父母这段时间割麦、
点玉米、种花生，起早贪黑地忙，理应吃得好，而
不懂事的我，吃得比父亲还多，母亲笑我贪吃，父
亲却说：“只要孩子想吃，多吃点儿没啥，他正是
长身体的时候。”说着就把碗里剩下的都倒给了
我，自己则拿出蒸馍就着咸菜吃。

我忘不了父亲看我狼吞虎咽吃夏至面时，他
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脸上露出的幸福表情……

后来，农村生活好了，开始机械化种地，“三
夏”也不忙了。夏至还是年年过，夏至面还是年
年吃，虽然菜多了，肉也多了，但再也吃不出小时
候的味道了，不是面不好吃，而是平时也能吃到
那样的面条。

又是一年夏至到，特别是夏至和父亲节离
得很近，这更让我怀念小时候父亲擀的夏至面，
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没吃上了，而且永远也吃不
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