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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随笔

现在的人都不愿用心
择菜，每天都在匆忙赶路，
因此活得不精致、不从容。

【生活手记】

生活就像择菜

【洛城随想】

千年古刹
昭觉寺

在孟津县横水镇东南的邙山岭
上，有一座千年古寺遗址——昭觉寺。

从昭觉寺遗址出土的经幢得知，
昭觉寺是佛教中净土宗的寺院。这个
昭觉寺建于公元400年前后，与孟津
的龙马负图寺相比，它的地位并不显
赫，以至于不为世人所知，但它见证了
大唐王朝的兴衰。

横水，自古为帝都洛阳的西北重
镇，是拱卫京洛的咽喉重地，古寨地处
高埠，背山临谷，沟深墙固，四周为缓
坡形开阔地，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
争之地。

隋朝末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山
西太原起兵。公元620年，李世民统
率三万人马进逼洛阳，在邙山上与篡
隋立国的王世充展开激战——这就是
历史上著名的李世民决战北邙平定洛
阳的大决战。他亲冒矢石，率军力战
强敌，断粮道，打援军，围困洛阳，逼得
王世充开城投降。此后历时8个多
月，李世民平定了河南。

李世民即位后的贞观三年，为纪
念在北邙激战中阵亡的将士，下诏地
方官府在重要战场为战死的将士建寺
超度。这年12月，他下达了《于行阵
所立七寺昭》，命令山西、河南、河北等
地官府建立了七所佛寺。其中，在河
南“因破王世充于邙山，立昭觉寺”。
由此，横水昭觉寺成为唐王朝重新敕
建的国立寺院。

在寺内一位老人的指引下，我在
大雄宝殿内看到了一座蟠龙缠绕的碑
首，中间有“圣旨碑”三个大字，应该是
当年昭觉寺由虞世南撰文的立寺碑，
遗憾的是碑身已无处寻觅。

见证了大唐王朝兴起的昭觉寺，
到了唐朝天宝年间，再次为唐王朝做
了一次见证——只是，这次是唐朝由
盛转衰的见证。

唐朝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
11月，“安史之乱”爆发。公元762年
10月，唐代宗任命长子李适为天下兵
马大元帅，以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向
回纥借兵，朝廷30余万军队将史朝义
的主力10余万人，包围了孟津横水昭
觉寺前的昭觉原——横水之战成为平
定“安史之乱”、决定唐王朝命运的大
决战。

此战唐朝官兵歼灭叛军6万多
人，俘虏2万人，为“安史之乱”画上了
句号，但大唐王朝从此走上了日薄西
山的衰亡之路——这些都被昭觉寺默
默地收入眼中。

此后，昭觉寺渐渐被历史的尘埃
湮没，大唐王朝的兴衰往事，连同阵
亡将士的遗骨，都被深深地埋在黄土
之中。

如今，重新修建的昭觉寺，尽管规
模没法与当年相比，但总算又为那段
远去的历史找回了逝去的记忆。

□韩建新

□肖友松

这种“生命等于财产”
的价值观，跟我国古代提倡
的“活好每一天”是一样的。

【若有所思】

朋友从瑞典回来，抱着自己在瑞典出
生的儿子，与我们几个好友聚会时，谈起了
关于瑞典人出生牌中“财产”一栏的填写问
题，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朋友说，儿子在瑞典出生后，要填写一
个出生牌，包括姓名、财产等内容。起初他
们不知道“财产”一栏该填什么，是填房产
还是存款？他们咨询接生医生，医生微笑
着说：“你们中国人难道只认金钱、房子、车
子是财产吗？不！你们这样对待孩子就太
小气了。我们瑞典人认为，生命的时光才
是最珍贵的财产……”这名医生接过笔，在
朋友儿子的财产栏里填上了“时光”二字。

朋友的话使大家好一阵沉默，大家都
对瑞典人的生命价值观感到新奇。不过
在我看来，这种“生命等于财产”的价值
观，跟我国古代提倡的“活好每一天”是一
样的。

爷爷在世的时候，经常给我讲这样

一个传说：中国人走遍神州大地，都会看
到酸枣果儿，那是祖先留下的生命启
示。传说黄帝去世前曾告诉子孙，一定
要像他那样，在口袋里装满酸枣果儿，走
到哪里就把枣果儿种到哪里，让我们的
子民生生不息……

爷爷还说，华夏子民那种坚韧不拔的
精神，就是酸枣的脾性所赋予的。酸枣看
起来很不起眼，可是你把它种到哪里，它都
会顽强地活下去。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观。
“活好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就是我们所崇
尚的人生价值。可如今不少人一提到财
产，马上就会想到房子、车子和存款之类的
东西，为什么我们把财物看得比生命还重
要呢？

我们如果都能重视生命的意义，认真
过好每一天，那么我们的生命时光和民族
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生命等于财产
□宋殿儒

为什么一年只写工作
总结，就不能写点儿亲情
之类的总结吗？

【至爱亲情】

到了年底，单位要求每个人都要写一份
年终工作总结。我写着写着就想，为什么一
年只写工作总结，就不能写点儿亲情之类的
总结吗？于是，我写起了年终亲情总结。

辛苦的时候，我总想在父母身边撒
娇。因为我知道不论自己多大年纪，都是
父母眼中的孩子，不论犯了什么错误，都会
得到父母的原谅。所以我每周都会回家两
次，陪母亲说话，为父亲做饭，感觉特别开
心。但是每当我回家的时候，或父母送我
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很难过，因为我一走，
家里就又剩下父母两个人了。

每周我还会去看望公公婆婆两次，不
过我不会在他们面前撒娇，而是认真地做
家务，看着他们哄孙子的样子，我很知足、
很幸福。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随着女儿
渐渐长大，她越来越会照顾我了。

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已经让我们没有浪
漫情怀了，但他每天都会早早地起来给全
家人准备早饭，再轻声地叫我们起床，然后
叮嘱“别忘记带……”就这样直到我们走出
家门，他才去上班。每天下班回家，他都会
做好晚饭等我。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这样的生活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简单
的幸福”吧。

回顾一年来的亲情总结，真是百感交
集。辛苦了一年，仔细想想自己的收获，唯
独对父母很愧疚。每天上班很忙碌，还有自
己的小家需要照顾，不能每天都回家看望父
母。以后要经常回家看看，“哪怕陪妈妈刷
刷筷子洗洗碗”“哪怕给父亲锤锤肩……”

亲情年终总结
□紫雨虹

周末在家做饭，媳妇叫我去择菜。我
搬出小凳子，拿出小筐子，煞有介事地开始
干活。鲜嫩的青菜一棵棵从手里经过，像
排着队等待理发的娃娃们，可爱极了。择
过的菜清爽干净，青翠欲滴。

每每这时，我都有一种时光静好的感
觉，好像能听到时间的脚步声，心跟着钟表
的嘀嗒声有规律地跳动，感受着生活的细
碎和充实。

这时，媳妇的吼声从厨房里传来：你择
个菜怎么那么磨叽啊？还能择出个什么花
样吗？我反驳道：不得一棵一棵地择吗？弄干
净才能吃啊。媳妇又吼：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现在的菜好择，不用费什么劲儿，赶紧拿过来！

也是，现在的菜看上去挺干净的，卖菜
的甚至用水冲过一遍了。不像我们小时候
在农村，菜从地里拔出后，带着泥土，带着虫
眼儿，带着各种枯枝败叶，要慢慢地择。

我至今还记得奶奶择菜时的情景：她
先把装着菜的小竹篮和准备装菜的小竹筐

放在大门口，然后搬个小凳子坐下，开始一
棵一棵择。特别是在傍晚，夕阳柔和的光
辉洒在她脸上，看上去安详幸福，让人顿感
日子的幸福。那情景犹如一幅水墨画，有
着说不出的美好意境。

在择菜的过程中，我看到手与菜的“纠
缠”，看到取与舍的果断，听到菜的欢笑，听
到时钟的嘀嗒，听到生活深处平稳的呼吸
声。这时，我脑子里什么都不想，只有挥动
的手和绿色，清新、简单、幸福满满。

择菜多像生活啊，去掉不好的，留下美
好的；去掉消极的，留下积极的；去掉不快
的，留下愉快的；去掉让人难受的，留下让
人幸福的。把那些坏情绪都择掉吧，把那
些坏习惯都择掉吧，把那些影响你胃口的
人和事都忘掉吧，把那些过多的欲望都删
掉吧，清清爽爽地做人，从从容容地生活，
活得像一棵菜，可以养眼，可以果腹。

遗憾的是，现在的人都不愿用心择菜，每
天都在匆忙赶路，因此活得不精致、不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