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能改過能改，，歸於無歸於無；；
倘揜飾倘揜飾，，增一辜增一辜。。

万影皆因月万影皆因月，，
千声各为秋千声各为秋。。

易解：
知错能改，是勇者的行为，错误

自然慢慢的减少消失，如果为了面
子，死不认错，还要去掩饰，那就是
错上加错了。

【出处】唐·刘万平《秋夜泛舟》
【注释】千声：秋夜野外自然界的各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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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话面条小话面条

我国的面条起源
于汉代。那时面食统
称为饼，因面条要在
“汤”中煮熟，所以又
叫汤饼。

到了魏晋南北朝
时期，面条的种类增
多。《齐民要术》中便
收录有“水引”和“博
饨”。“水引”是将筷子

般粗的面条压成“韭
叶”形状;“博饨”则是
极薄的“滑美殊常”的
面片。

隋唐五代时期，面
条的品种更多。有一
种叫“冷淘”的过水凉
面，风味独特。著名
诗人杜甫对这种面十
分赞赏，称其“经齿冷

于雪”。还有一种面
条 ，制 得 有 韧 劲 ，有
“湿面条可以系鞋带”
的说法，被人称为“健
康七妙”之一。

宋 元 时 期 ，“ 挂
面”出现了，如南宋临
安市上就有猪羊庵生
面 以 及 多 种 素 面 出
售。及至明清，面条

的花色更为繁多。如
清 代 戏 剧 家 李 渔 在
《闲情偶寄》中就收录
了“ 五 香 面 ”、“ 八 珍
面”。

这两种面条分别
将五种和八种动植物
原料的细末掺进面中
制成，称得上是面条
中的上品。

有位养鸡场的主人，向来讨
厌传教士，因为他觉得有大多传
教士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
套。出于“替天行道”的正义感，
养鸡场主人专喜欢信口散布传
教士的坏话。

有一天，有两个传教士上
门，说要买只鸡。

生意上门，总不好往外推，
主人让他们在偌大的养鸡场里
挑了半天。没想到他们却挑中

了一只毛掉得差不多、秃头又跛
脚的公鸡。主人奇怪得很，便问
他们为什么要买这只丑陋难看
的病鸡?

其中一位传教士回答:“我
们想把这只鸡买回去养在修道
院院子里，路过的人看见，如果
问起我们就说这是你的养鸡场
养出来的鸡。”

主人一听，急了，连忙摇手:“不
行不行!你们看看我这养鸡场里面
的鸡，哪一只不是养得漂漂亮亮、
肥肥壮壮的，就这一只不知道怎么
搞的，一天到晚爱打架，才会弄成
这种丑样子，你们拿它对外当代

表，别人会误会我的鸡都这样，对
我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一位传教士笑嘻嘻地
回答:“对呀!少数几个传教士行
为不检点，你却喜欢拿他们来当
代表，对我们来说，也同样太不
公平了吧?”

想想看，在我们日常生活里，
是不是也偶尔或经常像那位养鸡
场的主人一样，掉进主观偏颇的视
野中，却浑然不觉?因为先入为主，
我们降低了沟通了解的意愿；因为
以偏概全，我们更在不知不觉中强
化了原来既有的成见

(作者:朱家贤；推荐者: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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