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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己成物

“成己成物”这一成语的意思是自身有成
就，也要使自身以外的一切有所成就。典故出
自《礼记·中庸》。据《史记》记载，作为儒家经
典的《中庸》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孙子孔伋在当
时的宋国被困中而作，西汉睢阳人戴圣编著
《礼记》时将其收入。

《中庸》曰：“自诚明（由真诚而领悟道理）
谓之性。自明诚（由明达事理而后做到真诚）
谓之教（教化）。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
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
以赞（帮助，促进）天地之化育（变化，生长）；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古同

“叁”。据朱熹注，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矣。
其次（指次于圣人的贤人）致（用心去做）曲（一
端，一个方面）。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
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
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
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妖怪，即不祥的凶
兆）。见（通‘现’，呈现）乎蓍龟（古时用来占卜

的蓍草和龟甲），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
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诚者自成
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自我完
善）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随时施
行）之宜也。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
（验证。一说‘征’应为‘彻’）；征则悠远，悠远
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
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
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这段话的意思是：由真诚达到通晓事理，
这叫天性。由通晓事理达到真诚，这叫教化。
真诚就会通晓事理，通晓事理就会真诚。只有

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天赋的本性。
能发挥天赋的本性，才能发挥所有人的本性。
能发挥所有人的本性，才能充分发挥事物的本
性。能够发挥事物的本性，才能帮助天地养育
万物。可以帮助天地养育万物，才可以与天地
并列。次一等真诚的人从细微处人手。细微
之处也能达到诚的境界，达到真诚就会表现出
来，表现出来就会昭然显著，昭然显著就会光
辉明亮，光辉明亮就会感动万物，感万物就会
发生变革，发生变革就会感化人们。只有天下
最真诚的人才能感化人们。最高境界的真诚
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吉祥的
前兆；国家将要衰败，必定有妖孽作怪。它呈
现在占卜的蓍草、龟甲上，体现在身体仪态
上。祸福要来临时，好事一定会提前知道，不
好的事也一定会提前知道。因此，最高境界的

真诚如同神灵一般。真诚，是自己成全自己。
道，是自己引导自己。真诚贯穿万物的始终，
没有真诚就没有万物。因此，君子把真诚看得
非常珍贵。真诚，并不只是成全自己就完了，
还要成全万物。成全自己是仁义，成全万物是
智慧。这是发自本性的德行，是结合了内外的
道，因此，适合在任何时候实行。所以，最高境
界的真诚是永不休止的。永不休止就会长久，
长久就会有效验，有效验就会深远无穷，深远
无穷就会博大深厚，博大深厚就会高大光明。
博大深厚，能够负载万物；高大光明，可以覆盖
万物；深远无穷，可以生成万物。博大深厚与
地相配，高大光明与天相配，深远长久可以无
穷无尽。这样，不表现也会显著，不行动也有
改变，不做也会成功。天地的法则，可以用一
句话涵盖：作为物它纯一不二，因而它化生万
物就不可测度了。”

由于《中庸》中的“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就有了“成己成物”这一成语。

例句：“一进见之顷，奏琴之间，而没者以
慰，生者以荣，成己成物，道在兹矣。（明代李贽
《初潭集·君臣四·能臣》） （709）

连载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刘秀森

15 京九时评 2020年1月2日
编辑 张 莹 邮箱 zhangyinglwm@sina.com15 新人新作 2021年11月19日
编辑 张莹 邮箱 zhangyinglwm@sina.com

闲情偶记

■董会英

红手套

诗风词韵

她抬头看看墙上摇摆的时钟，
十点了，便起身去拉窗帘，窗外路灯
下雪花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

“叮咚、叮咚”，这个时间谁来敲
门呢？她心里惊疑不定，小心地开
了个门缝。门外一个高大的男人正
在跺着脚拍打身上的雪花。

“哥，你怎么……这时候来
了……”她一脸吃惊地盯着这个本
应在另一个城市的亲人。

“你这堵着门，不准备让哥进家
了。”哥哥“嗨嗨”地笑了一下说。

她慌张地想去叫爱人起床，又
急忙伸手拉鞋柜。“哥，换双棉鞋，暖
和暖和。”

“不换了，到哪里都有暖气，不
冷。孩子和强子睡下了，就别惊动
他们了。”

她慌忙去倒水，竟拿不稳热水
瓶，几次洒了出来。“哥，喝杯热茶暖
暖身子！”

哥哥的眼睛溢出笑意说：“你先
给我端会儿，一会儿我再喝。”

她的泪水蓦地像断了线的珠
子，一颗颗掉落下来。

哥哥揉搓着双手，连忙接过茶
杯，难为情地对妹妹说：“哥这次来
你们这里出差，时间紧，任务重，和
你说会儿话就要走。你别生哥哥的
气。”她不说话，盯着哥的脸。

柔柔的灯光打在兄妹俩的身
上，只有墙上的时钟在“滴答、滴答”
地摆动着。哥哥抬头看看时间，十
点半了，便起身对妹妹说：“哥该走
了。”

哥哥打开门，一阵冷风扑面而
来。“快回屋去，车就在楼下。”哥哥
手一拉，“砰”的一声，妹妹就被哥哥
关在了门里。

妹妹呆呆地站在门里，倾听
着哥哥的脚步声由近及远地消失
了……旁边的鞋柜上不知何时放
了双红色的手套。

是哥哥，一定是哥哥。
那一年也是像这样的天气，天

空里飘着雪花，别家孩子都放学吃
过了晚饭，哥哥还没回来。妹妹走
遍了村里和哥哥同年级的孩子家，
都说没见过哥哥。妹妹急得满头是
汗，缠着爹去学校找。

爹却说：“一个毛小子，除了抓
雪花，打雪仗，还能干啥！这雪下得
好啊！把天都照亮一半。丢不了，
吃你的饭去。”

妹妹噘着嘴，把晚饭收起来，加
了两大瓢水，又放到了锅里，坐到灶
火前添柴加火去了，火光把她冻得
红肿的小手照得透亮。妹妹坐在灶
火前准备添第三次柴的时候，就听
见哥哥在院子里高声喊道：“妹，妹，

我回来了。”妹妹跑出去一看，哥哥
斜挎着大书包，棉帽夹在腋下，头发
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雪花打在他
身上瞬间就消融了。妹妹紧拉哥哥
的衣襟向灶火前走去。“哥你去哪里
疯去了？快把棉衣脱下来烤烤，让
爹看见指不定怎么教训你嘞。”

哥哥顾不得脱衣服，转身去关
门，一屁股坐到灶火前，兴奋地从怀
里掏出一个软塌塌的纸包放到腿
上，又一层一层地慢慢揭开。

是一双红色的手套，炉膛里的
火光把兄妹俩的眼睛点亮了。哥哥
上学一支铅笔爹都是千叮咛万嘱
咐，要节省着用，哥哪来的钱买手
套。

妹妹的喜悦瞬间暗淡了下来。
“哥，手套哪里来的？”哥哥低

下了头不说话了。妹妹急得眼泪
都下来了，一把抢过手套：“你说不
说，再不说我把它扔到灶火里烧
了。”哥哥知道妹妹的脾气，“蹭”地
跳起来拦在了妹妹前面：“我说我
说。”

“放学的时候我在路上碰到一
辆装石子的大卡车，车上有两个人
在上面费力地往车下扒拉。我就站
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石子它不像沙
子，不好铲卸。看着看着我就对他
们说，先铲出一个角，然后顺着角贴
着底部铲，应该会省力些。那两个
人一试还真可行，就对我说，学生，
你也来搭把手吧！卸完石子分你五
块钱。”

妹妹把手套往灶台上一放，就
去拉哥哥的手。哥哥“哎哟”一声缩
了回去。妹妹抹了一把眼睛，起锅
把饭给哥哥端出来，又给哥打了大
半盆热水。“哥，快把棉衣脱了我给
你烤烤，你快烫烫手吃饭。”

哥哥夜里睡得很沉，手都伸到
被窝外面了，妹妹悄悄起来给哥盖
被子，发现哥手上的水泡都破皮了，
贴在红肿的掌心里。那一年妹妹10
岁，哥哥13岁。

后来村里人都夸爹好福气，哥
哥考上了大学，又娶了位好媳妇。
爹最愁的就是他以后有了大孙子没
有奶奶带。谁知道哥找的嫂子是独
生女，啥都不用爹操心，只等着大孙
子把爷爷喊得合不拢嘴。结果哥留
在嫂子的那个城市里生活了。

想到这里，妹妹抓起红手套
向阳台上跑去，哥哥在门口的拐
角处落下车窗停了下来，妹妹看
见哥哥抬头向她这个方向看过
来，双手紧攥着红手套的她向窗
帘后面退了两步。等她再往下看
时，黑色的车已缓缓消失在白茫
茫的大雪中。

你今年五十七，
他今年六十三。
不问年龄看神气，
谁知我们中老年。
来来来，看一看。
老王妙笔著文章，
老张丹青绘梅兰。
名利如流水，
雅兴心自安。
好汉不提当年勇，

良马不死槽枥前。

你会歌舞模特步，
他会空竹麒麟鞭。
来到我们记者团，
方知高手在民间。
来来来，转一转。
你我鼓足精气神，
十里春风自相伴。
夕阳胜晨曦，

为霞尚满天。
花谢花开都是诗，
流年岁月鬓霜染。

心有境，乐趣生。
老有乐，养天年。
老当益壮情未了，
多彩夕阳更璀璨。

每年秋末冬初，做冬菜，在故乡几乎成了一
种习俗。无论多忙，家家户户都要赶入冬前把
冬菜做好。那时候冬天没有菜吃，整个冬天就
靠它调剂人们的生活。

每当这个时候，妈妈都要做两缸菜——一
缸咸菜，一缸酸菜。咸菜就是下口菜，顿顿饭离
不了，可以说是百搭，既开胃又解馋，还可以增
加饭量。

冬菜喜欢冷藏，大多数人家会把刚做成的
冬菜放在院子里，到了三九寒天，怕把缸冻破，
才挪到厨房，因为厨房在阴面比较冷。

麦子割倒后，父母就抢时间在麦茬地里平
一块地，施上肥料，种上大白菜和花盖菜，雨水
足的话九月底就能长成。

赶在霜冻之前要把菜铲回家。妈妈把铲回
来的菜放在地上，利用晚上闲暇时间开始捡
菜。白菜一瓣一瓣掰下来，洗干净，晾干。切成
一公分宽的长丝，再搭配少量的花盖丁、萝卜
条、青红辣椒和芹菜段。把所有菜放上盐搅拌
均匀，腌制十几分钟就装缸，然后倒上提前准备
好的大料调和水。

缸口铺上一层干净的菜叶，压上石头，盖上
草盖，一大缸咸菜就做成了。

紧接着要做酸菜了。妈妈把整棵白菜洗净
控干，一分为二切成两半，放在开水锅里焯下
水，半成熟的时候迅速捞出来，控干水分，凉
冰。装缸开始了，整齐地放一层白菜，撒一层盐
和花椒，再放少许干红辣椒，酸菜味道的好坏就
在此一举。缸满之后，同样铺上新鲜干净的菜
叶子，压上石头，盖上草盖，大功告成。

半个月后，妈妈时不时轻轻揭开草盖，观察
菜的腌制情况。有时候用干净的筷子夹一点放
在嘴里尝一尝。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用急切
的目光看着妈妈。“还没成。”妈妈自言自语地
说，我很是失望。

我一直盼望着菜能早些腌成，期待着妈妈
揭开草盖说“菜成了”的那一天。快一个月了，
中午饭熟了，妈妈说：“咸菜应该能吃了吧。”我
高兴坏了，咽着口水，跑到厨房，揭开草盖，一股
菜香扑面而来，缸边溢出了淡绿色的菜水，我迫
不及待地凑到缸边上闻着，口水直接流出来

了。妈妈小心翼翼地抄了一盘咸菜，还自言自
语：“平时取菜的时候，要齐齐取，不然周围的菜
容易坏掉。”

经过多半个月的腌制，白菜更加丰嫩翠绿
了，萝卜条腌得晶莹剔透，那少许的青红辣椒和
嫩嫩的芹菜段，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了。就是这
样一盘简单朴素的咸菜，成了我们每顿饭必不
可少的佳肴！

有了咸菜和酸菜伴随的日子，它不单刺激
了我们的味蕾，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甚至还美丽
了我们的眼睛。整个冬天我们一家人舌尖上都
是幸福的。

特别是到了深冬，随着菜量的减少，缸里的
菜水越来越多，淡绿的菜水非常清冽，天气过冷
的时候，还结上一层薄薄的冰，这时候的菜是最
香的。

下雪的日子，我和哥哥、姐姐坐在热炕上，
从窗子缝里拉一根绳子，在院子的雪地上撑起
一个大蒲篮，蒲篮下放些粮食引诱麻雀上勾，麻
雀非常狡猾，很难成功，常常是粮食吃完了，麻
雀没抓着。这时，妈妈一声喊：“掠散饭了。”眼
一转，炕桌上已经摆上一盘带着冰花的咸菜和
一盘用葱花爆炒的酸菜，抓麻雀的事丢在脑后，
每人端一碗玉米面散饭，真是香破了头！

酸菜从缸里捞出来是一朵一朵的，抖掉上
面的花椒粒，柔柔软软的，非常漂亮。它的吃法
比较多，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炒着吃，主要用来
炒好调饭吃。到了春节，每家每户杀上一头猪，
酸菜就成了香饽饽。什么猪肉酸菜炖粉条，酸
菜炒肥肠，装暖锅子……顿顿香得不亦乐乎。

过年的时候，吃了炒肉片，心里油心地发
潮，揭开草盖，在缸里捞一朵带着冰花的酸菜，
撕一瓣放在嘴边，一舌头揽进嘴里，风卷残云，
很是过瘾。

这种美味，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养育了一代
又一代人的身体，丰富了百姓的生活。伴随着
童年的记忆，估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妈妈的味
道”。无论你多大年龄，身在何处，每每想起，都
让你满口生津，不吃一口，欲罢不能。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美味就成了乡愁，腌
制在了每个游子的心里，历久弥香。

■焦风光

多彩夕阳更璀璨
——京九晚报中老年记者团团歌

■张晓春

冬 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