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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北疆之患

林则徐视野宽广，虽然广州禁烟期
间英国人一直在捣乱，而且他遭贬受罚
也是因为英国人逼迫清廷，嘉庆皇帝不
得已让林则徐当了替罪羊。但林则徐
认为，英国人总体上还算讲信用，值得
警惕的是北疆之患。他有句名言流传
下来：“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今天
看来，此言不虚。

18.小事不小

道光皇帝晚年，有意立皇四子奕詝
为继承人，但未拿定主意。有一次，皇
上率众皇子在南苑围猎，皇六子恭亲王
奕訢获禽最多，而奕詝未发一矢。皇上
问为什么？奕詝对曰：“时方春，鸟兽孳
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春天万物繁衍，
杀生会影响生态平衡）。”道光大悦说：

“此真帝者之言！”遂决定立皇四子奕詝
为储君。奕詝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19.顾命大臣

肃顺深受咸丰皇帝信任，重用汉
人，像曾国籓、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
的发达都与肃顺有关。肃顺身兼内务
府大臣、户部尚书，揽权独断，尤其是削
减八旗俸饷，招致满族大臣众怒。公元
1861年七月，咸丰皇帝驾崩前诏授肃顺
八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同治皇
帝。由于肃顺拒绝慈禧垂帘听政，同年
十月被斩于北京菜市口。

20.海上苏武

面对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态势，两
广总督叶名琛采取“不战、不和、不守，
不死、不降、不走”的拖延战略。其实这
是无奈之举，明知打不过人家，又未得
到皇上授权答应人家的条件，只好拖上
一天是一天。公元1859年第二次鸦片
战争爆发，广州失守，叶名琛被英国人
俘虏，叶以“海上苏武”自许，客死印度
加尔各答。

21.曾氏国藩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
（公元 1838 年）进士，咸丰初年因上疏
皇上谈论治国用人之道被任命为刑部
兼吏部侍郎。曾国藩在奏折中说：“今
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
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曾氏建议裁军
精兵：“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
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随后，曾国藩自己组织民兵培训。

（老白）

最近被朋友圈的一则新闻
刷屏了。

陕西西咸新区世纪大道的
一个小区里，近半个月发生了
一件怪事：大家每天上下班走
进电梯时，都能闻到一股浓烈
刺激的尿骚味。

业主把问题反映到物业，
负责这栋楼的保洁员一脸委
屈。她说，每天早上7点上班，
电梯里就有一摊子尿，她赶紧
打扫；下午两点上班，电梯里又
有一摊子尿，她又得打扫；结果
晚上六七点下班，电梯里又被
尿了一摊……起初，保洁员还
以为是小动物尿的，可后来发
现，电梯壁面上也有尿渍，很明
显，这是有人故意“恶作剧”。
于是，物业查看了电梯的监控
录像——原来是一个10岁左右
的小男孩，进入电梯后，背对电
梯门，站在角落小便。

考虑到孩子年龄小，为了
保护未成年人，物业没有公开
照片。但业主群里顿时炸开了
锅，大家纷纷指责这种没有公
德的不文明行为，各种难听的

谩骂声不绝于耳。
6 月 24 日，一位女士突然

加进了业主群：“各位邻居大家
好，我刚刚加入本群，也是最近
在电梯里小便孩子的妈妈，昨
晚是孩子同学的妈妈提醒，我
才知道孩子的行为的。给大家
带来烦恼，我作为家长，首先为
自己的失职给大家道歉。虽然
平日里口头提醒过孩子要爱护
公共卫生，但他没有听进去，我
们也监督不力。知道此事后，我
们昨晚严厉地批评教育了他，孩
子知道错了，也希望各位叔叔阿
姨爷爷奶奶原谅，并决心打扫一
个月的电梯间，由孩子的爸爸亲
自监督，作为道歉和补偿。”

随后，这位妈妈又在群里
上传了一张孩子亲笔写的检讨
书：“我今天在电梯里小便，所
以我要对大家说‘对不起’。我
做的这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
破坏了小区的环境，也可能让
电梯坏掉，给大家带来危险。
我以后要改掉这些坏习惯，不
随地大小便，不随地扔垃圾，不
破坏公共物品，请大家监督并

原谅我。我决心要打扫一个月
的电梯卫生，作为补偿。”

接下来的这些天，这位妈
妈每天都在业主群内发布孩子
打扫电梯的照片：只见孩子认
认真真地拖地、满头大汗地擦
厢壁，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
的承诺。而邻居们也发现，电
梯里再也没有了尿骚味，每天
上下班，坐着洁净的电梯，心情
格外舒爽。业主群里，满满的
都是赞誉和鼓励的声音。

其实，孩子犯错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犯错后，家长对待此
事的态度。有的父母一味护
短，助长孩子的不良习性，“孩
子小不懂事”成了他们纵容孩
子万能的理由。不错，孩子年
龄小不懂事，可再不懂事的孩
子也应有最起码的是非观，正
是因为孩子年龄小，才更需要
父母教他（她）什么是教养。而
有修养的父母，则会引导孩子
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学会反
思自己，培养孩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我们
为“电梯男孩”知错就改的教养

点赞的同时，更要对孩子父母
以身作则的修养竖起大拇指。

每一个孩子降临到世界
上，就像一张白纸，天真无邪，
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习惯、道德、
气质、品行的养成，都离不开家
庭的教育，而父母的修养则起
着关键和主导作用。一个有修
养的父母，才会浇灌孩子教养
上的丰盈；同理，父母自身修养
的不足，则会造成孩子教养上
的缺失。

唐代诗人白居易说：待人
接物之道，无非“以心度心，以
身观身”。真正的教养，不是你
拥有多少金钱，多高的职位学
历，而是懂得尊重别人、能顾及
别人感受。

是的，教养，既不是富贵家
族的特权，也不是贫穷家庭的
奢望，无论穷养还是富养，让孩
子受益终身的只有教养。良好
的教养，不仅是父母送给孩子
受益终身的珍贵礼物，为孩子
心灵世界打造的一盏明灯，更
是父母留给孩子永恒的不动
产！

在乡间，石香（也有写作
“什香”或“十香”）作为经典的
调味菜品，乃是大自然赐予乡
民的一道美味。石香的别称实
在太多，林林总总，让人惊叹，
譬如，麝香菜、留兰香、绿薄荷、
香花菜、香薄荷、青薄荷、血香
菜、狗肉香、土薄荷、绿薄荷、香
花菜等。不过，石香只是民间
对这种菜蔬的俗称，学名叫香
葇，又名香戎。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石香
是乡间一种富有灵性又极具个
性的调味菜蔬，根在河南，老家
也在河南。河南人爱吃石香的
古老传统依然久盛不衰，在民
间的调味食谱中，石香和大蒜
可谓出尽了风头，挣足了面
子。中医认为，石香性温味辛，
入肺经、肝经，具有健脾消食、
利尿通便、强身健体、醒脑开智
的功效。石香常与新鲜的核桃
仁搭配，成就了一道经典的凉
菜，叫作“石香桃仁”，食之健
脾、健脑、消食。被蚊虫叮咬是

常有的事儿，取新鲜石香揉出
汁液，擦抹在蚊虫叮咬处，立马
就能消肿止痒，其功效胜过花
露水和风油精。

石香生性泼实，生命力顽
强，好栽种易成活，哪怕是房前
屋后巴掌大的一块土地，也能
蓬勃生长。关于石香，乡间流
传着“三不怕”的说法，即一不
怕“砍头”，石香越掐越旺，每次
将其茎秆上鲜嫩的茎叶和嫩芽
掐掉后，过不了三五天，便会重
新长出好几个叶头；二不怕“搬
家”，乡人把移栽蔬菜俗称为

“起”，把石香起走几株，无论安
置在盆中或是墙脚旮旯处，皆
能泼实实地生长，且不断向四
周扩展地盘；三不怕“灭门”，把
一小片石香连根挖出，置于烈
日下暴晒，叶干瘪了，茎枯萎
了，但是一场透雨下过，石香便
起死回生，根部长出新的茎叶，
很快就繁衍成一地新绿。

石香生在民间，长在乡野，
像极了一位清秀质朴的村姑，

浑身散发出质朴醇厚的清香。
在诸多石香的种类中，以红梗
长椭圆叶为最佳，青梗长叶次
之，大椭圆叶再次之。石香和
薄荷实在是太相似了，简直就
像一对孪生姐妹，以至于很多
人都把石香与薄荷混为一谈。
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区分起来
并不难。两者虽都有香味，但
此香非彼香，分别掐下一片叶
子在手心揉搓后放在鼻下闻，
你就会发现，石香的香气比薄
荷浓郁许多，且属于清香型，而
薄荷则是有些刺鼻的清凉味。
无论是大叶石香，还是小叶石
香，普遍比薄荷的叶子小，且形
状也不一样，石香叶四周的锯
齿比薄荷深，前端较尖，没有薄
荷圆润，叶子表面也不像薄荷
平整，有很多凸起。味道也有
细微的差别，薄荷叶放入嘴中
咀嚼，唇齿间会有一种淡淡的
清凉味道，舌尖触及有麻酥酥
的感觉。石香叶入口之前就有
清香扑鼻，咀嚼后的清凉麻感

远没有薄荷叶重，但后味有一
股浓郁的香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河南
人喜欢吃面，炎炎夏日，庄稼人
最爱吃的莫过于一碗清爽可口
的捞面了，而石香蒜汁则是捞面
条的经典调料。夏日从地里劳
作归来，浑身疲惫，心情烦躁胃
口差，清凉爽口的石香蒜汁捞面
条成了农人的最爱。将石香连
同蒜瓣放入蒜臼中一并捣碎，倒
些醋和小磨香油，舀上几勺浇在
过水的凉面条上，筷头高挑噗噗
噜噜往嘴里扒上两大碗，一身的
暑热顿消。

当然，作为农家经典的调
味品，石香蒜汁除了拌捞面条
外，还适合拌各种荤素凉菜，吃
起来有一种独特的草木清香，
为菜肴增色添味。凉拌石香风
味独特，兼有荆芥的麻爽和薄
荷的清凉，入口之始口感略苦，
但反复咀嚼后，便有一种甘香
在唇齿之间蔓延，清新爽口，回
味悠长。

父母的“修养”决定孩子的“教养”

石香拌夏觅清凉
□梁永刚（河南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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