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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分享&ldquo;冬日暖阳&rdquo;　　（已发表于《浙江教育报》）　　我有一个情结：对
仅仅是考试成绩突出的老师不甚感兴趣，但对能让孩子感动、被孩子深深爱戴的孩儿王总会忍不住
去&ldquo;追星&rdquo;一番。
因为，孩子的情感不会作假。
　　从论文、作品中认识沈仁红很早，但真真与她有近距离的交往，是怀着对首届&ldquo;感动杭城十
佳教师&rdquo;的敬佩之情，为探索一个优秀教师的职业理想和境界所做的多方采访。
在与沈仁红有了多次交流后，我深深地感到：与她在一起能够让人灵魂净化。
这是一个活得很纯粹的人，对生活之爱溶于工作之内，对工作之爱漾于生活之中，在她的身上很难找
到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有时，有点儿过于理想，但让人不忍心去打搅。
　　我非常赞成她的观点：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但我们必须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一本散文集，记录的就是她的温暖之旅&mdash;&mdash;爱孩子的甜味，尽管春夏秋冬的布景不同。
一个有良知、富情怀的教师，把教育提升到无痕的境界，以漫步的心情，去关注身边的平凡小事，去
品味生活之美、亲情之浓、生命之重。
因为，育人这份职业，就是两个生命的邂逅，在相互陪伴、相互支持、相互温暖中体会自身的存在。
感恩孩子，让我提升人生价值。
这就是沈仁红的虔诚。
　　可以说，这是一本一线教师用心、用情撰写的中国版的《爱的教育》。
虽然没有高深的学术理论，只有还原生活之本身的真实，但教育之&ldquo;道&rdquo;教育之&ldquo;
理&rdquo;，以如数家珍般的叙说和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在娓娓托出。
或许你就是她文中的一名学生一位同事一个邻居，但是，你却不经意中见证了一位老师一个母亲一枚
女人饱满而健康的生命之路，成为了分享的伙伴。
缘分！
　　留住心灵深处那片美好的净土吧，让《冬日暖阳》陪伴我们一起去挖掘人性中最本真、温情、向
善的一面，发现美好，把持美好，创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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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冬日暖阳》是一名优秀教师利用每日早上四点至六点创作的散文的结集，书中有令人牵绊的温
馨的亲情，也有繁忙工作之余记录于心的点滴生活，还有平时徜徉于书海的所见所得，当然，更多的
还是她对教学的热忱、对学生的热爱，以及对教育的思考。
　　本书与《爱与美：夏日风车》是亲子书。
两本书分别为母女二人所写文集。
作者倾十年之力，全力打造中国人自己的《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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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仁红，笔名晨子。
语文的行者，人本化教育的坚守者，杭州名校中学高级教师。
文思敏秀，笔耕不辍，作品散见各大报刊。
首届&ldquo;感动杭城十佳教师&rdquo;。
&ldquo;爱与美&rdquo;是其教学风格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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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酒煮雨老街，待字闺中巧梳妆茶香间我的&ldquo;童工&rdquo;经历我握到了黑帽悬猴的手猫咪的牵
挂羔羊泪那一鼎煮了两千四百年的汤换季时节忆晒霉菊香时节好心情麦冬喝药时光闺蜜天井洗澡堂和
开水房菜场是个好地方丹青，初见印象随手记鼾声之累睡不着的时候雪的七年和大地一起苏醒七零后
的屋檐下鲜花与牛粪新解笋烧肉婆婆的背车轱辘颠簸姐姐的短信亲情满廊话年味生命的萌动给未出世
宝宝的一封信幸福的含义守护童年，守望成长&ldquo;成长路上无捷径&rdquo;三题桃李春秋生如夏花
化在深秋的感动一个老师的考场情怀母亲眼中的那颗星春履秋痕惜别毕业前夕与毕业后琐记办公室搬
迁记天津教育印象记发火窗前有一株腊梅，足矣想起我的老师们写下一位教师的感恩又是一年感恩节
人生ABC：病床上的叮咛教育麦田的守望家校之间，相煎何急这些梦，滑稽得沉重说说下课&ldquo;十
分钟&rdquo;的执行力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不如一头奶牛&ldquo;菩提花式&rdquo;的教育专家回归本真的
深沉求索老师在家长会上说什么永远的家长会书香灯影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邂逅《爱与寂寞》的美
丽山高水长长者林平中犹奇在浮生读书情怀书画之缘润物细无声幸福是一种人生态度给予生命的正音
真实是它的灵魂童年拾趣与创作剪影后记  凡世一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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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一鼎煮了两千四百年的汤　　2010岁末，陕西考古专家在西安北郊发掘一座战国时期秦墓时，
发现一个青铜鼎中竟然留存半鼎骨头汤。
屈指算来，这&ldquo;骨头汤&rdquo;迄今已有 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
　　据报道，&ldquo;汤色浑浊，汤表漂浮铜鼎脱落的绿斑锈，鼎内骨头由于绿锈浸渍，部分已变为绿
色&rdquo;。
同时出土的一个铜鼎内还有半壶神秘液体，疑为当时的酒。
&ldquo;鼎内保留有二分之一容积的液体，液体微浊，无味，半透明，隐约可见器底。
&rdquo;　　有专家指出，&ldquo;两千四百多年前的酒和骨头汤能保存至今堪称奇迹，这得益于墓葬
良好的密闭条件，且没有被盗扰。
其墓道全部用夯土夯实，而且青铜器被放置在墓内的壁龛里，干燥情况远胜坑底&rdquo; 。
　　多家报纸还配了图片，一位大胡子专家小心地用镊子夹起汤内物体，戴着白手套。
看来，又有一个焦点可以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有我这样的业余写作者忙乎一阵啦。
　　马上，有网友&ldquo;百度&rdquo;：请问两千四百年前的骨头汤是啥味？
　　有的随口搭腔：找根两千四百年前的骨头炖来尝尝就知道啦。
　　又有比较专业的跟帖：当时的岩层里好像有盐的，熬出的骨头汤自然是咸的。
　　&hellip;&hellip;　　瞧瞧，高科技快节奏，已使我们的生活平生了多少无端的内容，也不知是乐趣
还是烦恼。
人类啊！
是否该单纯一点？
可不可以不去无休止地挖掘历史，不再&ldquo;大无畏&rdquo;地探究未知？
　　而我说：两千四百年前的骨头汤，就是生活的味道！
　　我最愿意想象的是&mdash;&mdash;暖阳下、劳作回，支起那只或铜制或石凿的鼎，熬上一锅骨头
汤&hellip;&hellip;生活，惬意舒适而满足。
　　或者，我也愿意想象，在那个社会等级严酷的时代，那是一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ldquo;鼎
食&rdquo;之见证。
中秋月圆，约上几户好友，做上一桌美食， 特别是熬上一鼎骨头汤，闲话对酌。
饭毕，一起到庄外查看地势，商议在哪儿为邻里村人架桥铺路。
跋涉半日，傍晚时分饥肠辘辘了，机灵的女仆又已准备好一桌简单的吃食，按生活简朴的主人吩咐，
那鼎骨头汤，炖炖热热也在其中。
或者就是桌上的一个小火锅，在深秋的寒意间热气氤氲。
　　我想，定是主人生前的生活常态如斯，主人喜欢极了这样的生活，才会留愿将这样的生活带到地
底下，伴其长眠。
　　那份骨头汤，装在那只铜鼎中，在地壳的温床中，不急不慢地炖了两千四百年，掀开时似乎还在
滋滋地冒着温热的气息。
　　那份骨头汤的主人为谁已无从知晓，也不是非要知晓，但那一锅熬了两千四百年的汤，让我们看
到了祖先们的慢生活。
虽然铜鼎内已经被土积满，但我们看到煮了两千四百年的汤，还有铜盅中还保留着约五百毫升的酒。
　　酒香，是如此醉人；我们祖先的慢生活，是如此诱人。
　　那一锅煮了两千四百年的汤，在如此纷繁的二十一世纪出土，在提示我们现代人什么呢？
那一锅熬了两千四百年的汤，代表着生活的品位与质量。
继续慢慢炖熬、慢慢品味吧！
　　此刻，我不禁想起了早逝的海子，还有他的那首老诗：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 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hellip;&hellip;　　&ldquo;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
&rdquo;现代人，随意一点，淡定一点，慢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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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　　喝药时光　　小时候很天真，以为一个人生下来没什么病就永远不会生病。
读大学时第一次挂针。
生孩子后约摸孩子五岁时我第一次吃中药。
现在而立已过，因为术后免疫的调理，与药罐子相伴了较长的一程时间。
　　因为根本没有管火煎药的时间，经热心同事推荐，去年网购一个电煎药壶。
这药壶，煎药前浸泡半小时左右然后插上电，人离开也无碍，约摸两小时左右，待煎至剩下一小碗药
的药量时，它就自动跳电停止加热进入保温状态，待主人去服用。
　　不但使用方便，而且那个药壶的外形逗人得很，深褐色的紫砂，鼓得圆正，长得可爱，沉得体贴
，每每从厨房角落的柜子内将它取出，心情也不甚沮丧，特别是药壶外贴心地书刻着&ldquo;养生
壶&rdquo;三个隽秀飘逸的书法字，使我每每赞叹设计者的用心之细腻。
　　寒假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身体还未痊愈就开学了。
按医嘱每天两煎两服的中药，即便像上个学期那样每天凌晨起来煎熬中药，我也不可能完成两次的煎
服，于是，开学的第一天，硬着头皮将中药带到学校去处理。
　　记得那天，先生把我送到校门口，我手捧药壶与大袋小袋的药材急急往里走，却忘了开学第一天
，校长照例在校门口迎接老师们。
见我进入，校长大人颇及时地迎了上来：&ldquo;怎么那么多东西？
&rdquo;并热情地腾出手要帮我拿。
&ldquo;哦，是中药，我时间凑不好，只好带过来试试了。
&rdquo;我挪移着脚步，极难为情地说，声音轻得只有自己听得到。
本来想着悄悄喝药别惹得人尽皆知了，何况这是寒假后刚开学元宵节之际，我又怎好意思让儒雅勤勉
的校长大人见到略有不吉的药材之物。
　　但我也顾不得想那么多了，7：25了，我飞快地冲进教室带早读。
第一节下课后我带着药壶药材迅速跑到食堂将药浸泡，再一节课后，正好跑去插电煎煮，中午又赶在
老师们来到食堂用餐之前悄然喝下。
　　虽不用明火煎药，但怕药味影响同事们的心情，在哪儿插电都不合适，最终还是选择了上班时间
绝无同事光顾的、空间又巨大无比的食堂。
&ldquo;茯苓、熟地、白芍、川芎、地丁、穿心莲&hellip;&hellip;&rdquo;喝那药，味道极苦，心里却不
免感激，感激学校领导们长者般的关怀和学校如家般的温暖。
　　的确，走上工作岗位，在这个学校工作已有十四个年头了，这里的一切我太熟悉了，她也成了我
牵挂我生活我依赖的一个重要空间，她给予我归属感自豪感同时也提供了我一定的生活便利：再贵重
的东西都可以放心地匆匆撂在传达室，业余烦闷时不如到办公室加个班，周末若去西湖边散心自己学
校有宽敞停车的便利&hellip;&hellip;当然也包括这样的煎药问题的解决，我的学校，她是又一次默默地
给我提供了帮助。
　　留着极苦涩之后的那点微微的甜味再回到教室。
此时，望着学生们，我不禁回想起与他们一起阅读过的吴克诚的《熬药》片段，我不甚喜欢作者写药
的苦涩沧桑却独独喜欢他写下的那一段：&ldquo;急火出菜，文火出药。
饱经沧桑之心，除了以文火轻拢慢捻，是断不能把它再打开了&mdash;&mdash;且看文火在药锅下缭绕
，缭绕成花的瓣，那么锅中药就是瓣中蕊了。
&rdquo;　　是啊！
&ldquo;熬着，熬着，蕊心舒开，尘封已久的沧桑便一丝一缕地倾吐出来。
&rdquo;多么深沉舒畅而彻底的释放。
　　待到下午，亦照此跑食堂三趟。
悄悄喝完第二煎药后，将药渣用塑料袋装了处理妥当。
打开食堂的大玻璃窗户散散药气，然后离开，不想给任何人留下视觉甚至嗅觉的不舒适。
　　那种隐秘的喝药的时光，有点辛酸又带着淡淡的幸福。
　　（2012年2月）　　洗澡堂和开水房　　如果不是为了给固执的老人淘旧式的棉布衫，我也许永远
也不会想到，在汽笛呼啸的高架边，在这尘土飞扬的城区交接处还别有一番洞天，我被马路边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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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墙骑楼所吸引，七拐八弯地穿堂而过，差点迷路绕不出来。
　　但我看到了，城市中他们的笑脸。
　　感谢我们的城市，坦然地接纳了他们，没有一惊一乍的夸张，没有伤人自尊的故作姿态，杭州，
永远是学养了得的侯门俊杰，有一种大气到极致的淡定。
　　二十多年前搬家到这里的小学同学热情邀请我去她家坐坐，闲聊间跟我提起这里廿载的变迁：除
了沙泥路修成了水泥路，条条大路都有了路灯，家家都有了独立厕所。
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是&mdash;&mdash;增加了很多的陌生面孔，并且一直在增加。
不，那不仅仅是邻居们年轻的后代，还有来自湖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
对于他们，慷慨的杭州市民是宽容的，虽然不会如土生土长的邻居间那样串门聊天，路上碰面多只是
沉默而过，却在行动上做到了最朴实最安然的接纳。
不但在商场、超市、学校、大厦吸收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而且欣然到他们的早餐店吃馄饨油条，
到他们的水果摊买苹果甘蔗，到他们的开水房打开水，到他们的洗澡房沐浴洗澡&hellip;&hellip;　　这
儿还真有个&ldquo;外来澡堂&rdquo;，是外来务工人员经营的，也主要是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方便的
。
路过这儿，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仔细打量了一阵子：百来平米的&ldquo;城中村&rdquo;出租房，一个中
型锅炉，门口既是接待收费处，又是一家三口的就餐饭堂，内隔一个小巧的厨房，一架单眼煤气灶。
里间分男女浴室，还专设有父子或母女双人间浴室，附近居民尤其是大量的外来务工者便成了这澡堂
的常客。
　　据澡堂主人介绍，澡堂经营五年来，生意一直兴隆并日渐长进，每年除了除夕外都还会有几天通
宵营业。
我在心中思忖，原因绝不只是五块零钱可以让租房户热气腾腾痛痛快快洗一个淋浴那么简单。
我猜测更主要的原因是：小澡堂的整洁干净，男人的和善女人的勤快，这四川人一家三口的平和美满
。
　　澡堂门口的马路上，停着他们家的三轮车，车上整整齐齐堆放着柴火、纸板、包装、木屑，等等
。
夫妇俩告诉我，这些都是夫妻俩轮流到郊外工厂区捡来或低价从丝织厂收购来的，作为烧锅炉的燃料
，对小澡堂降低成本节省开支可管用了。
说这话时，男主人有点不好意思，女主人则在一旁不自然地撸着刘海。
而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他们对生活踏实的姿态。
一切勤勤恳恳的劳动者，都值得我们去尊重，不是吗？
　　我想，这里的顾客，一定每次走进澡堂，心中都携着对这对勤劳夫妇的好感，每次走出澡堂，则
带走一身淡淡的肥皂香，这肥皂香里面，裹挟着一身的轻松与满足，似乎倍添了建设美好生活的新力
量。
　　这澡堂的主人，是一家三口清楚明确的。
而那开水房，却是终日坐着很多小伙妇人，那来来往往的农民顾客们，似乎永远没分清过谁是这开水
房的经营者。
一个长方形的开水锅炉摆在小店门口新搭的石桌子上，一个个热水瓶急切地挤挨成一排又一排。
有时偶尔的空当，没有打开水的来人，那两个包着纱布的水龙头也就那样热气氤氲着，热气带来温暖
的人气。
这个除了饮料零食，就是卖热水瓶和瓶胆的路口小店，似乎也成了店主贵州老乡的聚集地，喝酒海聊
讲笑话。
　　在呵气成冰的冷冬里，小店，生意盎然。
　　但是，澡堂和开水房有一个共同点&mdash;&mdash;主要的经营时段都在冬天。
那么，气温较高的上半年怎么办呢？
主人说他们会到东新果蔬市场批发水果卖。
至于最炎热的三伏天，就是主人们携家带口回老家聚享天伦之乐的季节&mdash;&mdash;没有一丝不得
已暂停挣钱的遗憾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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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会经营生活，那份从容和安乐令人敬佩！
　　为你们的幸福生活而喝彩，咱这个城市的新朋友们！
　　（2010年12月）　　鼾声之累　　在你的臂弯里，在你似水柔情的呵护下，他沉沉地睡去，不久
便传出均匀的鼾声。
那鼾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肆无忌惮。
　　如果说所有女人都有梨花带雨的眼泪，也许所有男人都有如此淋漓畅快的鼾声。
如果说眼泪是女人之伤，那么鼾声则是男人之累。
　　他睡得多么踏实，在你的臂弯里。
他取下他高度的近视眼镜，他的鼻孔那么坦率地大张着，他的胡须在睡梦中依旧蓬蓬勃勃地生长着。
　　一个安排要出门办事的周末，早上拉开落地的窗帘，阳光涌入窗户，你柔柔地催促：&ldquo;嗨，
该起床了！
&rdquo;&ldquo;再睡十分钟！
&rdquo;　　二十分钟过去了，你又忍不住提醒：&ldquo;真的，咱们该出门啦！
&rdquo;&ldquo;再睡一分钟嘛！
&rdquo;这是他的回答。
　　这是我先生常有的状态，也许亦是娇美的你与先生之间常有的情形。
　　上班卖力周末加班才思敏捷，在单位也是中坚力量铮铮一员的他，此时，在你的臂弯中，变得软
弱而喜欢赖床。
　　能理解么？
也只有在此时，他可以毫不设防不掩饰他的软弱与脆弱。
　　这样的情形，常使我想到自己成人后、成为女人后用来勉励自己的一句话&mdash;&mdash;好女人
是一所学校。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最初是大学时代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的，当时就感触颇多。
而多年后，我在现实中结结实实感受这句话，却是我颇不善言辞的爱人对我的&ldquo;宣言&rdquo;
：&ldquo;你这样的好女人，就是一所学校&rdquo;，这样的表扬可不同于简单的&ldquo;漂亮&rdquo;
、&ldquo;能干&rdquo;等等单一的肯定，得到这样的表扬，我当然要急切地在网上找到梁晓声老师的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再次细读：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说：　　亲爱的，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
你，可你未必意识到你对我有多么重要，因此我要在这封信里告诉你这样一条真理：好女人是一所学
校。
一个好男人通过一个好女人走向世界。
一个男人的一百个好朋友也没有一个好女人好，一个男人的一百个男朋友也不能代替一个好女人。
好女人是一种教育，好女人身上散发着一种清丽的春风化雨般的妙不可言的气息，她是好男人寻找自
己，走向自己，然后豪迈地走向人生的百折不挠的力量！
&hellip;&hellip;世界是由男女组成的，当有一个好女人在身边，你的世界才是完整的。
当你走向战壕或类似战地的生活，身后有一位好女人相送&hellip;&hellip;当你感到身心疲惫不堪的时候
，一只温柔的手放在你的额头，一觉醒来，你又变成了朝气蓬勃的人，当你糊涂又懒散，自悲自叹，
挺不起腰杆，好女人温柔的指责，像一鞭子，抽打着你前进。
好女人使人向上。
&hellip;&hellip;男人很疲惫，男人很迷惘，男人很痛苦，男人很狂躁，而好女人更温柔，好女人更冷静
，好女人更有耐心，好女人最肯牺牲，好女人暖化了男人，同时又弥补了男人的不完整和幼稚，于是
男人就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开始走向世界&hellip;&hellip;　　是啊！
他也许冒冒失失粗枝大叶，但你的细心与叮咛可以让他清清爽爽体体面面地出现在人前人后；他也许
出生于农村出身贫困，你亦不是名门望族之后，但你的爱情可以使他非常高贵，你的肯定和鼓励可以
让他以很自信的姿态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是啊！
或许他沉默少言不善言辞，或许他物品乱放丢三落四，或许他总忘记刷牙，或许他粗心他一根筋他逢
着老朋友就禁不住喝醉&hellip;&hellip;但只要他是善良稳重而富有责任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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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原谅他偶尔无伤大雅的错误，只要他心里始终有你有孩子有事业有忠实有踏实，只要你永
远永远是他的第一位。
　　你，聪慧而不刁蛮，善良而又坚韧；你，不是呼风唤雨的女强人，但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追求自
己的执著和情趣，给他鼓励给他呵护给他信任，给他前行的力量。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他的幽默温厚常把你从泪水涟涟间逗笑，而你，则一天天用温柔与智慧包容他震天动地的鼾声。
因为，他，也有脆弱的时候，他也会累！
　　簕笋烧肉　　&ldquo;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rdquo;的季节走来，偶得空闲，浏览家乡的
网站，看到网名为&ldquo;深海孤独&rdquo;的朋友在论坛上连发两帖问一道菜&mdash;&mdash;&ldquo;
笋烧肉&rdquo;的具体做法，内心不禁泛起温柔的莞尔。
　　&ldquo;了笋烧肉&rdquo;？
&ldquo;勒笋烧肉&rdquo;？
&ldquo;笋烧肉&rdquo;？
&ldquo;笠笋烧肉&rdquo;？
从来不曾彻底弄清楚它的名称与写法，却是多少江南杭绍人心中的一道美味啊！
　　而于我，它又不啻是裹挟着香喷喷的童年回忆与浓浓母爱的一道家乡名菜！
　　长大了，拗不过那份美丽的念想，就去网络上搜索，抱着侥幸的心理看看是否会有这道菜的介绍
。
那份心情的微妙急切，颇如互联网时代，许多人可能会这样去搜索自己的初恋，或在人海中使自己怦
然心动的那个人。
它在铺天盖地的美食珍肴中平凡得几乎没有身份，却无疑是我心中的一道名菜。
在城市奢侈的日子里，它永远是万千脂粉美女中最本真清新的那一位纯洁姑娘。
　　搜索间，偶然读到一位萧山作者的博客：　　那年头，里畈人一年到头的忙碌辛苦都是为年三十
的吃和正月初一的穿，因此年夜饭准备得很丰富。
年三十这天也是里畈人最忙碌的一天，主妇们大都在这一天准备好一盃头笋烧肉，一盃头油豆腐烧肉
，一盃头白鲞烧肉，还有一甏&ldquo;虾油鸡鸭&rdquo;，年夜饭就烧出十碗头，桌上除了&ldquo;元宝
鱼&rdquo;和&ldquo;东坡肉&rdquo;外，其余都可以放开肚皮吃&hellip;&hellip;　　读来，忍不住感
慨&ldquo;一方水土养一方人&rdquo;， 除了&ldquo;笋烧肉&rdquo;，博文中&ldquo;头&rdquo;、&ldquo;
十碗头&rdquo;、&ldquo;白鲞烧肉&rdquo;、&ldquo;虾油鸡&rdquo;&hellip;&hellip;都是在咱们萧山人记
忆中冒着滋滋香味的美好童年记忆呵！
　　再次翻开床头抽屉角落里的《爱宅菜谱》。
结婚后，曾经搬过家，许多东西都丢了个干脆，而这本菜谱，我是执意要当宝贝放在身边的，因为它
是我和先生两个年轻人，从童年般的过家家游戏到成年后真实过家家生活的记录。
　　看看2002年的记录：鲞煎毛豆；干菜蒸鳜鱼；蕨菜干炖腊肉排骨；丈母娘笋干汤；丈母娘笋烧肉
；青椒炒冬瓜；丈母娘笋烧肉&hellip;&hellip;以上这一串小夫妻的小菜谱当中，&ldquo;笋烧肉&rdquo;
出现的频率颇高。
　　那通常是冬天的一道菜。
买来笋干片，浸泡、洗水、切成细细的丝，才能下锅与肉块一起炖烧。
以前，这算是萧山沙地家家户户的一道过年主菜。
从腊月廿三送灶以后，主妇们便开始忙着烧制这道菜。
烧好，馋得孩子直流口水，也许是给了那长年缺乏油腻的肠胃无比的满足感。
从小年夜就开始享用的这道菜，有红烧肉诱人的香味与色泽，又有笋干条的爽口解腻。
　　幼时过年时，这个笋烧肉每次一烧就是好几碗，过个夜，凉了结成冻，一倒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
半圆。
然后母亲把一个个&ldquo;半圆&rdquo;都放在一个菜头内，吃时就拿一个&ldquo;半圆&rdquo;出来热一
热&hellip;&hellip;　　出生于七十年代的我，再加上慈母的爱，没有缺衣少穿的童年，更没有大多农村
孩子带一盒霉干菜求学一星期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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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也绝对难以想象，二十多年后，日子奢侈得天天都能吃笋烧肉&mdash;&mdash;只要你想吃又吃
得下。
　　现在的笋烧肉，在母亲的概念中，早已从过年的保留菜转变为女儿回娘家的必备菜。
或许，在一位老母亲的概念中，出嫁女儿可爱孙辈回老家的日子，就无异于她的过年日子。
　　临回杭州时，母亲总烧好了这碗菜，将红彤彤的笋烧肉装进大瓷罐，套上一个保鲜袋，早早将它
们放到我们的汽车上，再检查是否平稳，汤汁是否会渗漏。
　　但多数时候不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这道菜，母亲依然习惯一次性烧上一，过了一夜，照例冻上
，这时红红的笋条和白白的冻油，让如今热衷于健身保养身材的我实在不太有享用的欲望。
　　但是，回到家，煮上一锅清粥，用干净筷子夹取出浅浅一盘，放到微波炉里热上两分钟。
时间到，&ldquo;嘀嘀&mdash;&mdash;&rdquo;，微波炉门一打开，满室的肉香就飘散了开来，更绝的
是，那其中还一定夹着笋干的清香。
　　笋烧肉配稀粥，便是我们每次从萧山娘家回到杭州小家的固定晚餐，用小女的话说是：&ldquo;外
婆家鸡鸭鱼肉吃个饱了，回家清清肠胃。
&rdquo;&ldquo;你吃了还带，配粥的菜也现成的呢？
&rdquo;这时先生就会取笑女儿。
　　也因为一年年这样的情形，先生在我们的《爱宅菜谱》里直接幽了一默，特赐其名为&ldquo;丈母
娘笋烧肉&rdquo;。
　　此道萧山名菜还有一个优点，非常适合满足爱美女士的口欲，因为享用者吃的是笋，享受到的却
是肉的味道。
　　现在，不少杭帮菜、绍兴菜餐馆，还有很多农家乐，也都有了这样一道常备菜。
因之平日便于保存，客人点了又可以快速上菜。
放上几块香喷喷的红烧肉块，非常合适作为饥肠辘辘远行背包客的第一道菜。
餐馆的肉之好坏难以判断，总之笋是往往比较老，切工又不咋样。
　　于此，我始终也想不明白，妈妈做的笋烧肉为什么根根笋都有那么脆嫩，那些根部的老的都去了
哪里？
还是每次购买时，就精心挑了最好最贵的一档笋块？
　　享用了母亲亲手烧制的这道笋烧肉几十年了，却从没有细细地与母亲探询过这一问题，我惭愧呵
！
　　（2010年11月）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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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满眼是善，满心是仁，落笔唯美　　初应为仁红这部大作写几句，是兴之所至。
但当我拜读了这本书，再回头审视作者时，&ldquo;写几句&rdquo;则变成了不由自主。
不是赞美，而是感悟；不仅评书，更在评人。
不为别的，因为&ldquo;仁善美&rdquo;。
　　与作者相识，不是邂逅，应是善缘。
几年前，因为一份需要责任心、需要善心爱心和是非分明的社会工作，我们一批友人时常相聚。
我们谈工作，也谈&ldquo;今天天气哈哈哈&rdquo;；谈社会冷暖，也谈人生酸甜苦辣。
正是在这些言谈中，一个内心充满仁、善和美的女子的形象在我们这群朋友的心目中逐渐高大了起来
。
她爽朗大方，一颦一笑都露出一种真；她少有当今有些泛滥的小资情调，但又不失超越&ldquo;小
资&rdquo;的清雅；她善解人意，总能得体地给友人一种知己式的理解；她有一种深沉、认真和执着，
但又不会让你感到压抑&hellip;&hellip;。
她的名字中有一个&ldquo;仁&rdquo;字，不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似乎就是这个&ldquo;仁&rdquo;字
造就了她的善，仁者善，善者仁，仁善为美，而她这本书中也鲜明地反映出这个主题。
　　读仁红的作品，早于认识她这个人。
早些年，我就常在一些报刊上读到过一些她的散文。
看她的署名，应为女性，但她的作品又与时下风行的女性作品的风格似有不同。
文如其人，她的作品无娇娆造作，总也透出一份清新；不无病呻吟，总有一种健康的情调；有感性成
份，但决无&ldquo;见花流泪、对月伤心&rdquo;的娇情；对生活有一种激情，但激情中透出一种舒缓
和和风细雨，决不浮躁；文辞朴实无华，总也传递着一种真。
用我80后女儿读了这本书后的一句话：&ldquo;感性，善于发现美&rdquo;。
我则用八个字：满眼是善，满心是仁。
在她笔下，树木花草小动物，长幼亲疏陌生人，都似乎是感天地之造化而变得十分友善；一书一画一
艺术，一枝一叶一鲜花，都似乎是得天地之灵气而变得十分美雅；人生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似乎
被她化解成&ldquo;润物细无声&rdquo;的春雨潜入你的心扉。
一句话，她用自己人品的真善美，将世间万物用笔化成真善美，用仁爱打动你，感染你。
　　论仁红这个人，谈仁红的作品，我总感到有一点我等难以企及，这就是境界。
台湾作家林清玄曾讲到过一首偈：&ldquo;白鹭立雪，愚人看鹭，聪者观雪，智者见白！
&rdquo;。
仁红，就是观白的智者。
应该说，她看到了鹭，也见到了雪，但她的境界似乎更广大，她没有被眼前的某一事物所困扰。
在她心中，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她眼里，有一个更加明亮的世界。
我理解，这就是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几乎浸润着她的每篇作品。
不论是儿时的回忆，还是成年后的感悟；不论是写自己，还是论他人；不论是描绘风花雪月，还是谈
论世事人生；不论是说柴米油盐，还是谈琴棋书画；不论是讲教育之道，还是谈个人修养，她似乎总
能脱俗，总能找到至高点，总也能不止于见鹭见雪，而能&ldquo;观白&rdquo;。
我和她同处一个世界，在同样的&ldquo;一个夏日的清晨和大地一起苏醒&rdquo;，但她能&ldquo;忽然
想明白了很多&rdquo;，而我等却苦于有很多想不明白；她能在&ldquo;柴米油盐酱醋茶之间品味出了
生活之美&rdquo;，而我等却更多地看到那些是生活的必需，这大概就是境界的差异。
　　其实，说到境界，似乎总少了点人间烟火味儿，但让人佩服的是，仁红确正是在人间的烟火味儿
中寻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同时又在这种烟火味儿中修炼成&ldquo;正果&rdquo;。
这种修炼，我等之所以难以企及，原因很多，但我理解，更多的是难在心灵的修炼。
而仁红，恰恰在这上头得到了真谛。
这真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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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是一种似乎人人心中有、又大多数人所无的&ldquo;禅&rdquo;。
记得今年初，她告诉我她带女儿去普陀，言辞中的似乎带出点禅意。
我随手发了一条短信给她：&ldquo;去普陀，须带一颗佛心，咫尺天涯，佛在心中&rdquo;，并随机用
她的名凑成一不大工整的联曰：&ldquo;仁心进紫竹林，淡妆素容拜慈航，普渡众生当渡我；红妆登佛
顶山，居心无物只有佛，不念弥陀更念谁！
&rdquo;凭她的聪慧和悟性，她是知道我不是在谈佛教。
我知道，她不信佛，但我总感到，她天生心灵深处有一种&ldquo;禅&rdquo;的根基在，至少她无意中
在用禅的理念看世界，悟世界。
她似有一种清静寂定、身心清明的禅心，有一种安定而止息杂念的禅定，她的书中又似有一种言行中
给人启示、令人触机生解的禅机。
在我们所看到的凡俗世界里，身心若能一片清明，万物在眼中都是一种美好。
有了安定而止息杂念的心境，心灵中就会有更多思考的空间。
有了对禅机的悟性，不会&ldquo;自蔽光明&rdquo;，更能体会世事的其中三昧。
而仁红，不论是有意无意，她的作品告诉我，虽然她还没有达到&ldquo;片石孤峰觅色相，清池明月照
禅心&rdquo;的境界，但她已经&ldquo;修炼&rdquo;有成，并以一颗&ldquo;平常心&rdquo;、一
种&ldquo;悟&rdquo;迈进了&ldquo;禅&rdquo;的大门。
　　庄子说，花开有花开的美，花落有花落的美，能体会到周边各种情况的美好，你就进入了禅的大
门。
其实，禅门是不存在的，禅是无门可入的，未入之前不见门在何处，进入之后，门也并不存在，这扇
门在你的心灵里。
你要找到这扇门，有一个捷径：读读仁红的书，学学仁红的心灵修炼。
　　扯得选了一点，也许我还没读懂这本书，更没读懂仁红这个人，但我相信，仁红的仁善美会让很
多人&ldquo;渐悟&rdquo;或&ldquo;顿悟&rdquo;，也包括我！
　　&mdash;&mdash;李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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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用感恩之恩沃灌爱，用大爱之心发现美　　首届&ldquo;感动杭城十佳教师&rdquo;　　十余年守
望 凝成中国人自己的《爱的教育》　　温馨家庭亲子阅读，看见爱，发现美，把握幸福！
　　这是三尺讲台背后的心路历程　　写满了一位年轻师长的殷殷深情　　这是一座用善意、爱心与
良知建造的花园　　需要你我他用新奇的眼光打量的烂漫人生！
　　学生向语文名师学习素材发掘、独特表达　　母亲品味母亲情怀、育儿点滴　　妻子找寻幸福家
庭的保鲜剂　　白领领悟怎样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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