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古语亦有
言：旁观者清。因此，既要勤于省己，又
要明鉴他人，才能在新时代的洪流中傲
立风口浪尖，拨云见日，守得清醒。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
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人
都是独特的个体，正如一棵树，在天地
间屹立久了，便自成一味。无论身处顺
境或逆境，我们都要主动发挥内驱力，
向内审视自己，做自己的啄木鸟，而不
是他人的小跟班。“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人类社会的百
花园里，每一枝红杏想要茁壮成长，甚
至出类拔萃，都要自己汲取养分，克服
风吹雨打，向阳、向上生长，才能脱颖而
出，摆脱命运的泥泞，追逐星光璀璨。

而善于向内审视自己的人，往往能
抵抗前进路上的阻力，以弱胜强，转弱
为强。青年毛泽东初出茅庐之时，无人

知晓他的才华，但他刻苦锻炼自己，扎
根家乡沃土，在纷繁复杂的时代变乱中
稳住阵脚，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
己。“吾生而弱也，或者天将诱我以至于
强，未可知也。”

反观当下，一些青年对自省嗤之以
鼻，反而在和他人的无理比较上趋之若
鹜。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名言警
句断章取义，误将他人作为自己人生的
决定力量。“玉不琢，不成器”，放弃自我
审视、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终将玉石俱
焚，上演新“伤仲永”的悲剧。

所谓倾听他人，是为了从他人的个
性中寻求共性，筑自己的丹山九仞。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优化自己的路绝不限于内省这一条。
若已“当局者迷”，则不应刚愎自用、故
步自封，而应虚怀若谷、海纳百川、为我
所用。“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不失为人生的智慧。王安石正是
这样一位理性的改革家，面对他人无端
指责，他“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
也。”坚守了独立人格，妙用自省；对他
人的误解与建议，他一一有理有据地回
应，妙用倾听，故流芳千古，堪为吾辈典
范。

省己鉴人，是遇到荆棘塞途，可以
在喧嚣中寻沉静，于浮华中持真我的清
醒之道。

省镇江第一中学高一（12）班 冷濛奇

作者开篇就提出了自
己的核心观点，“既要勤于

省己，又要明鉴他人”，文章综合运用了
对比论证、举例论证、引用论证等方法，
条分缕析地探讨了“省己”和“鉴人”的
重要意义，指出这样做的深远意义。

（指导老师：曲兆秋）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每个
人都害怕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悄无声息
地抛弃或遗忘。于是，渴求存在感就变
成了人们的本能需求。

当我们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状态的
时候，别人的回应和评论使我们感受
到，自己被他人关注并且真切地存在于
网络之中，由此我们获得了存在感。所
以，存在感并非我们自己动作与言语的
发出，而是外界给予我们的有效回应。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感对我们来
说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存
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存在感是
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存在感的缺失会
导致无意义感，也会带来价值感的缺
失。这就好像一块独立出来的拼图，存
在感的缺失会无法使我们建立起与外
界的联系，独立出来的拼图也无法知晓
自己的价值所在。因此，在这个瞬息万
变的社会中，存在感让我们真切地感知

到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它对我们的生活
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回望从前，当梭罗选择在瓦尔登湖
旁远离世俗定居时，并非舍弃了自身对
存在感的需求，而是通过长期地思考写
作，著成驰名中外的《瓦尔登湖》，最终
引起世人的关注与赞叹。或许，虚无缥
缈的网络只能给予我们转瞬即逝的存
在感，而想要获得长期的存在感，就得
丰盈充实自己的内在，来获得他人真诚
的赞美与长久的关注。

但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形形色色
的人们利用各种方式刷存在感，更有甚
者，无视网络文明，因渴望得到别人关
注而一味地发表毫无营养的看法或评
论。例如有的人为了刷存在感，在网络
上对别人进行言语攻击，即使评论中有
很多批评和建议的声音，他们也会不屑
一顾，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
关注自己。这样刷出来的存在感又有

什么意义?为了获得认可，抛弃是非，用
智商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存在感，
真的会快乐吗?

在当今社会，作为新时代的青年，
我们不能随波逐流地盲目追求存在感，
而是要学会沉淀自我，丰盈内心，努力
展现更好的自我。这样，他人的关注与
赞美便会不请自来，我们的存在感也会
更加真切且富有意义。

省镇江中学高一（10）班 朱彤天

这篇作文由当下人们
害怕被抛弃和遗忘的心理

开始，论及“存在感”这一核心概念及其
对个人的必要性。然而刻意靠“刷”来
获得他人的关注甚至不惜抛弃是非却
走入歧途，新时代青年要丰盈内心，追
求真切且富有意义的存在感。

（指导老师：省镇江中学 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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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母亲的书架上看到一本书，比
巴掌大一圈，小小的一本，名为《中馈
录》。奶酪底色的封面上只画有一盛着
食物的木勺。因封面的吸引以及对中
华饮食文化的兴趣,我取下了这本小书，
翻开细阅。

小书记录了众多制菜古法，留存有
女性自己掌勺主厨、创制美食的记录。
字里行间，古代餐桌跃然纸上。惊叹于
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翻开一页
又一页。

“梨子带皮入酱缸内，久而不坏。”
梨子制法颇多。看着梨子酱制方

法，截然不同地，一壶小吊梨汤的画面
竟在我脑中浮见。我曾在北京店里喝
过一壶清甜的小吊梨汤，之后我便对它
念念不忘。依稀记得那时游北京，一日
里跑七八处景，玩得尽兴的同时却也疲
惫不堪。我累瘫在椅子上，一动也不肯
动。端来的小吊梨汤却沁人心脾。许
是从未喝过如此清爽的汤，我放下透明
的小杯子，捧起碗“咕嘟咕嘟”直往下

灌。
渐渐年长，读的书愈多，我渐渐了

解到，作为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
分，小吊梨汤既是中国传统的一道日常
甜品，也是清热止咳的一方良药。小吊
梨汤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宫廷饮品

“李氏梨汤”，配方和炖制方法经时代更
迭流至民间。因当时以铜制提吊为称
量梨汤器物，一吊即为一壶，因此“李氏
梨汤”更名为“小吊梨汤”。小吊梨汤以
冰糖和雪梨为主要配料，具有清热、止
咳、润肺等功能。

机缘巧合，六年后我再次来到北
京，寻觅那年的“小吊梨汤”。路侧连成
片的小吃摊仍是热闹非凡，一如当年。
大街小巷，有食客翘首，等一碗炸酱面;
有三五成群，围坐桌边饮茶。不知“小
吊梨汤”是否“安在”？我心下紧张，不
禁放慢了脚步。

拐进一个胡同，撞入眼帘的蓦然是
“小吊梨汤”的牌匾，黑底红字。步入店
内，眼见以木质为主，仍是古色古香，不

多粉饰。一位年轻姑娘端来一壶小吊
梨汤，梨汤从壶嘴泻入杯中，梨香四
溢。我端起精致晶莹的小杯子，抿下一
口，雪梨、冰糖、银耳的甜味交织在口
中，沁入肺腑。

“就是这个味道!”我惊喜地叫道。
闻言，端来小吊梨汤的年轻姑娘也

笑开。在这家老字号与小吊梨汤为伴，
她定然也秉承着某种信念，兴许是对小
吊梨汤的喜爱，兴许是对饮食文化的兴
趣，兴许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责任
……

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新时代，不同于
时过境迁的是，中华传统文化仍以各种
形式得以传承，或以掌勺女性笔下的一
纸食谱，或因街巷食客的饮食习惯，或
因青年人的一腔热爱与传承责任。期
许于千百年后，人们亦合桌欢坐，举杯
共饮小吊梨汤，道古史今承，话文化未
来。

省镇江中学高一（9）班 江怡凝
指导老师：嵇云霞

禅意，
心灵的避雷针

很喜欢“日日是好日，处处莲花
开”这句话，它充满了平和洒脱的禅
意，让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欣赏生活
的美好，感受生命蓬勃的愉悦。

禅意不只是佛家的空灵脱俗，它
更是深藏于每一个人心底的本性，隐
蔽在俗世喧嚣、凡尘琐事的缝隙中
——那里是我们内心最洁净的角落，
是我们心灵释然的归所。

心怀禅意，平淡的生活也能有滋
有味。“好的东西不一定贵，平淡的东
西也自有滋味。”林清玄在《清雅食
谱》中如是写道。是啊！天天忙碌在
城市喧嚣中的人们，味觉早已被山珍
海味所麻痹。他们不懂得清茶和奶
茶、咖啡相比，多一分大自然的清香；
不知馒头和面包、甜点相比，多一分
粗糙的纯朴麦香。他们又怎会明白，
品味苦茗，才更能回味蜜茶的甘甜滋
味。这不仅是品味食物，更是以一颗
满怀禅意的心体味生活。生活中，在
城市的喧嚣里，一点嫩绿，一片阴凉，
便是人疲惫时的安歇之所；霓虹闪烁
的夜晚，一缕星光，一弯银月，浮躁的
心灵便能重回平静。以一颗禅意的
心接受生活的平淡，体会它的与众不
同，索然无味的生活，也能变得饶有
趣味。

禅意让物质生活不再平淡庸俗，
亦让人的精神世界开旷辽阔，宁静平
和。

心怀禅意，即使面对俗世中的诸
多诱惑，仍能自始至终保持恬然自
得。“很少人知道渺小其实是好的，唯
有自觉渺小的人，才能见及世界如此
开阔而广大。”《大佛的避雷针》中有
这样一句话。佛像每日被千万人膜
拜，自己却惧怕雷劈。这不禁令人感
慨万千：佛像需要避雷针，是由于佛
像太巨大了；人的心灵也需要避雷
针，因为生活中的诱惑实在太多了。
给自己的心灵装上避雷针，时刻避免
被利益与权力诱惑的闪电击中。只
有放下自己的私心、贪心、功利心，抛
开一切尘世的累赘，以一颗平常心面
对生活，才能真正体会到生活的真谛
与意义。那些举世瞩目的政治家、科
学家、企业家，掌大权，有名誉，享财
富，仍自觉渺小，不被虚荣、贪婪、欲
望牵绊，这才是体悟禅意出神入化的
境界。精神的安宁需要心如止水的
恬淡，这就是精神的禅意。当胸中保
有“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
身”的情怀，甘于平凡，安心于平淡的
生活中，回归心底的禅意，回归悠然
自得，无拘无束的人之本性，才更能
体会出生活的愉悦！

幸福从不缺席，欣然无处不在，
只需要用心去体会。以禅意的心灵
体味生活，以恬静的心灵欣赏世界，
以欢喜的心灵享受当下，以一颗平常
的心面对人生中的一切，心归处，禅
意浓。

省镇江中学高一（9）班 史彧川
指导教师：嵇云霞

展现优秀的自我，是最好的存在感

那碗小吊梨汤

省己鉴人方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