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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寒假闷而不闷
丛 歌

    因为一场疫病，今年的寒
假让孩子们非常难忘。用他们
自己的话说，他们正在经历一
个史上最长的寒假。放假本是
最盼望也是最开心的，不过今
年不同，大小朋友都被闷在了
家里，不能出门，不敢出门，
更见不到小伙伴们。大人和小
孩的日子似乎都有点难熬了。

我家有两娃，姐姐有友 9

岁，弟弟小友还不到 3岁，姐
弟俩都在家时，家里总是非常
闹腾。今年寒假正式开始前，
有友曾下定决心，要在一星期
里解决所有的寒假作业，然后
过年好好疯玩一下，甚至憧憬
着过完年再来个短途游。但疫
情让所有的计划成了泡影，她
正在经历一个变长的寒假。

对爹妈来说，这加长型寒

假也成了一大考验：必须把两
只“神兽”好好地关在家里。
按照自己的计划，有友很早就
做完了寒假作业，可大把在家
的时间却让她有点不知所措。
有友不爱看电视，也不玩 iPad

游戏，她的最爱是看书。所以
宅家刚开始时，她把时间几乎
都花在了看书上，以两天看完
三本书的速度一头扎在书堆
里。但她整天端坐着看书，我
开始担心她的视力，也担心她
的体能下降。家里太安静了，
不是件好事。没多久，我就下
令：有友，你必须起来活动！
就这样，弟弟成了她的玩具加
跟屁虫。很快，家里开始变得
闹哄哄了。
没有疫情的时候，弟弟每

天上午的保留节目是出门兜一

圈，如今有姐姐在家，被严禁
出门的小友一点都不恹气。姐
弟俩从扮家家玩到捉迷藏，甚
至还开始在家借助小型“交通
工具”滑滑板车、玩具车，你追
我赶比速度。他俩玩起来疯，

吵起来也厉害。在电脑前工作
的我，经常会听到一声惨叫加
一阵大哭。这时，我必须马上
放下手头的活儿，当老娘舅。
弟弟见我来，立马跳上来让我
抱着，向我讨救兵。有友则噘
着嘴，满脸的不服气不高兴。
这样的大吵小闹，每天都要上
演多次。有的争端调解不成，

只能靠我的“一声吼”平息。
吼声越来越多之后，我开

始反思一个问题：在这个特殊
的假期里，我是不是也该让两
娃发泄发泄？平时在学校，他
们有体育课、有社团活动，有
机会把自己的能量彻底释放，
带着满满的知识回家。但在这
个寒假中，天性活泼的他们活
动受到了很大限制。其实，
“疯”玩是孩子的天性。我们
必须找机会让他们释放自己，
“皮一皮”“疯一疯”“闹一
闹”，这也是一种减压。也许
你会觉得很吵、很烦，但对于
孩子们来说，这就是释放，有
时坏情绪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以前，能在家办公、错峰
上班，绝对是让人羡慕的一件
事。但理想变成现实了，外加

两头“神兽”伴随左右时，大人
休想静心。在这非同寻常的假期
中，办公之余，还要同时负责带
娃、当家庭教师、处理日常家务
等，为父母者只能逼着自己变强
大，还必须学着消化负面情绪。
这次宅家，也让我发现了女儿文
静之外的一面，对我今后的亲子
和教育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启发。
和孩子们一起宅家，我们都

要学会“闷而不闷”。经历了超长
寒假的两娃，如今几乎练就了动
静皆宜的宅家大法，姐姐看了很
多书，还会给弟弟讲故事。在抗疫
生活中，大人和孩子都要保持身

心健康，取得
最终的胜利。
明日请看

《神奇的 “金
刚坐”》。

在京都小住
刘伟馨

    几年前去日本旅游，在京都走马观
花，没有机会深入街巷。电影《在京都
小住》，让我随甜美的女孩，重游了一
回。辞职的佳奈，从东京去京都探望手
指受伤的舅公，小住了五天。舅公绘制
了一张地图，差遣佳奈去店铺选购食
物。佳奈骑着单车，穿行在寂静、有着
传统建筑的街道，寻找具有日本特色的
美食文化。

第一天的几家店铺，就令人垂涎欲
滴。在镰田鳗鱼店，佳奈
买了蒲烧鳗鱼，还有诱人
的八幡卷（星鳗牛蒡卷）。
鳗鱼“滋滋”冒着热气，
被烤得外皮焦黄，呈油亮
的金色，纯粹的关西风。中年店主说：
“关东的鳗鱼先蒸再烤，关西不蒸直接
烤，口感不一样。”这家店开店一百多
年，到店主已是第四代，连包装纸的式
样都用了五十年，百年来盛酱汁的锅，
也一直没有换过。后来舅公说：“在京
都，没有上百年，是不敢自称为老店
的。”佳奈去的豆腐店，创业时间为
1897年。这家店所做的油豆腐，全都
是手工切成，再油炸。胖胖的店主说：
“现在京都这么做的店越来越少了，只
有手工切制的时候，才能根据豆腐质地
的不同，调整每一块的厚度，这是机器
操作做不到的。”在七味粉店，
店主是一位老年人，他爷爷开创
的七味粉调制小秘方，一直流传
至今：七味之外，再加青紫苏，
成为八味。在京都一年四季，除
了吃火锅、乌冬面外，味噌汤、腌菜、
豆腐，都要放调味品———七味粉。看店
主现场将芝麻、亚麻籽、花椒等原料，
混合、舂击和调制，真是令人开眼。

佳奈的舅公，算是一位普通的老
者，但他嘴里常常会说出一些意味深长
的话，比如“晴”和“亵”：“有喜庆的
事或者庙会之类，就是晴，这时人们会
精心打扮；亵就是普通的日子。料理也
有晴和亵之分，高级的、很贵的店是
晴，随随便便进去就能吃的店是亵，但
往往这些平民小店隐藏着意想不到的美
味。”对于佳奈进去的这些店，舅公定
义为：“亵中的晴。”

第二天，当舅公要佳奈去打水，佳

奈有点疑惑：不是有自来水吗？京都被
人称为水都，虽然有鸭川，还有岚山的
桂川———这些都是从人们眼前流过的河
流，可是真正的好水都在地底下。舅公
怀恋小时候的情景：“不管哪条街，都
有一个可以用手按得吱嘎吱嘎响的泵来
打水。”佳奈去神社和麸包子店附近的
井边打水，人们告诉她，这里的水，柔
软、温和，可以煮汤、泡茶、做麸包
子，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京都人都非常

珍惜水。舅公用佳奈取来
的水泡咖啡，并骄傲地告
诉佳奈：京都人去外地，
在当地喝了水之后，总会
用上一句老话：“不行，

水土不服。”
佳奈曾打算在网上搜索日式小点

心，舅公阻止了她：“你自己喜欢的东
西，必须由你自己摸索，放下手机，闻
着味道去寻找。”佳奈开动了灵敏的嗅
觉，果然找到了镰饼———一种细长、薄
薄的豆沙馅精致小点心，用木纸包着。
这木纸也有风味：将木头薄薄地削出一
层，既有木头的香气，又不会粘住食
物。她还找到了酥酥脆脆的葡萄干牛轧
饼、一休饼⋯⋯佳奈遵照舅公的嘱咐，
又去了京都周边，在秋天满是红叶、鸟
鸣、瀑布的自然环境里，品尝着青花鱼

寿司。
事实上，佳奈来京都前，胸

中充满郁闷之气。她对舅公说：
“我辞职了，虽然我想当设计师，
但不是那块料。工作要到很晚，

还要和其他人竞争，吃饭基本靠便利店
解决，我的人生真的非常失败。”舅公
这样回答：“我没有结婚，也没孩子，
按你的标准，我的人生全是败笔。不
过，我觉得可以生活得更简单一些，想
干什么就干什么，干着干着，不就能发
现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吗？就这样越
来越多，兴趣爱好不断增加，这样的生
活难道不快乐吗？”舅公面对美好的事
物，总有一句口头禅：“这明摆的事，
就不用都说出来。”他乐在心里。

舅公不仅给了佳奈一张美食地图，
还给了她一把心灵钥匙，让她学会开启
生活的方法，无怪乎，当佳奈离开时，对
舅公说：“我感觉自己有了一点成长。”

窗外的春天 黄阿忠

    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病
毒的蔓延，驱散了过年祥
和的气氛，谁也不知道，
天空中什么时候会飘过猖
狂肆虐的疫毒。阻击战开
始了，全国人民进入了一
级的防控。
外面的世界喧嚣，那

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比之
炮火纷飞更为凶险；外面
的世界正在忙碌，医疗队
去了武汉，建筑工人去了
武汉，解放军战士去了武
汉；外面的战斗激烈，所
有去一线的人把自己的命
置之度外，去阻击疫毒蔓
延、救治确诊者生命。
为了救人，我们不惜

一切代价。
农历节气的立春、雨

水已经过了，天色还是阴
冷，有时忽而出了太阳，暖
暖的好像已入阳春；然忽
而又降温十摄氏度，飕飕
冷风把春天推的离我们好
远。你说春天还没到，怎
么小区里好多树竟然挂满
了绿叶，我们家门前的无
名小花也有了开花的迹

象。清晨传
来“咕咕”的
布谷鸟叫，
它是来报告
春天的。春

天是不是已经来了？
今年是暖冬，不冷不

热的气温把季节给搞混
了，把我们的心也搞乱
了。想想我们不懂医术，
不会救治病人；我们不懂
护理，不能去火神山、雷
神山医院照顾感染者；我
们不懂药理，当然也研制
不出新药。而只能呆在家
里写写、画画，这是我的
本行。画几张小画，挂牵
前方作战的将士，只是表
达自己的心意；写几行诗
文，以表达对一线所有抗
疫者的敬意。此外只能是
看着窗外，等待春天到
来。
我想起去年十月去新

疆，到安集海大峡谷时的
情景。站在壁仞千丈的峡
石，望谷底蜿蜒流淌的溪
流远去，一直消失到天地
之间；面朝空旷，那五彩
的岩石，心会一下子荡悠
起来。阳光飞泻三千尺，
落在溪水上，闪烁出一个

个光斑；两只老鹰从远处
飞来，一高一低在我面前
滑翔而过，把万般寂寥的
天地浮出生气。我忽然感
到，人在大自然中是多么
的渺小；感到天地间的力
量是多么的强大。
如果有机会去看看浩

瀚的峡谷、绿翠的田野、
一望无际的草原；碧蓝的
海、洁白的雪、连绵不绝的
大山，你一定会感叹。面
对浩瀚、绿翠、碧蓝和洁
白，你会油然而生豪情满
怀；面对无际的草原、连
绵的大山，静听空谷回响，
你也一定会心生敬畏。
天地不言，而分明四

季；天转地运，而创造生

命。敬畏天地，敬畏自然
万物，敬畏生命生灵。千
百年来，人与自然、动
物、飞禽等，形成了一条
共存的生物链。遵守那些
早已在自然中生成的约
定，是我们共同安全生活
在一个地球的保证。敬畏
之心，是我们每个地球人
都必须具备的。
宅家画了一幅窗前的

瓶花。一捧红色的、紫色
的花，叫不出花的名字，
我把它们定为“无名花”。
那些花朵优雅知性，和窗
外的春天相映衬。
我想，有时候名字并

不重要，你看路边的小
草，百花苑中的野花，她

们和万紫千红一起妆点春
天。或许她们都有名字，
然与繁花携手织锦春色，
却并不在乎名字。我又想
起了武汉、想起了火神山
医院、雷神山医院、想起
在实验室研究疫苗的医务
人员、想起了众多的在各
条战线阻击疫毒的战士，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而
此时就像是无名花编织春
天那样，只用了一个共同
的名字———抗疫战士。是
那些无名英雄用生命谱写
了拯救生命的乐章，交响
着时代的风采。
入夜了，满是星星的

天空，预示着明天一定有
灿烂的阳光；望窗外，远
处的枯枝铺上了一层朦朦
胧胧的粉绿，路边无名野
花绽开，小草也已泛绿。
我想，春天是应该到了。

中医，你到底是什么？
朱全弟

    中医，你到
底是什么？
最早，远古

时代，就是有人
生病了，野老村
夫在宅前屋后，篱笆墙
下，拔几棵草，锅里一煮
熬汤，倒出来趁热喝了，
好了。然后，有人发现
了，想用更多的草来治更
多的病。
神农尝百草，是一个

传说。神农先是教会了大
家播种五谷，人吃五谷杂
粮，是要生病的。草能治
病，家门口附近的草不够
用了，再说病也多了，神
农氏就进了深山老林去采

集草药，并且亲口尝试。
传说不可考，但如此

推理下来，就是有了草
药，于是有了专门用草药
为人治病的中医出现了。
中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成书于 2000

年前的秦汉时期。
历史上，班班可考有

文字记载的关于中医的故
事很多。华佗最早用草药
研磨成粉末，叫麻沸散，
可以内服和外用，麻沸散

是用来做手
术 前 麻 醉
的。现在想
起来还是让
人觉得不可
思 议 。 接
着，比他稍
晚没有交集
却是同时代
的张仲景，
写 了 一 本
《伤寒杂病
论》，这个
不得了，学
岐黄术者无
不 奉 为 圭
臬。张仲景

享有“医圣”的
称号。
到了明朝李

时珍，费时近三
十年，收藏药物

1892 种，写下了一部皇
皇大作 《本草纲目》。李
时珍被人誉为“药圣”。
以前，没有西医，中

华民族就是靠中医一路陪
伴过来的。看病，形象一
点的说法就是拔几棵草的
事情。后来，人们去药房
配药，民间还保留着它的
形象的叫法：抓药。老舍
还有一篇小说就是以《抓
药》做标题的。
现在，还有中医可以

印证草药的。
上海浦东周浦镇一对

老中医伉俪方厚贤和杨
容。1967 年被分配到安
徽岳西县，随后下到公
社、乡医院。当时缺医少
药，但是，利用大别山上
的自然条件，中医最擅
长。一根针、一把草就能
给人看病。方厚贤医生学
的是中医内科，他对我
说，山上紫苏叶比较多，
采摘下来，取两片生姜，
治疗感冒，效果非常好。
杨容是杨氏针灸疗法非遗
传承人，她跟从周浦医院
针灸科主任的父亲杨永璇
学会针刺麻醉，随后回到
岳西当地为育龄妇女施行
针刺麻醉生小孩。
方医生和杨医生这对

中医伉俪在大别山一呆十
八年，如今说起那一段艰
苦岁月，夫妇俩无怨无
悔。

拳不离手，曲不离
口。一样，临床更是中医
的生命线。

上海中医张建明，嘉
定区卫校毕业，分到乡卫
生院。张建明擅长治疗疑
难杂症，不是喜欢，因为
大多数人都是医院治不好
或者判了“死刑”才来找
他看的，没办法。对于中
药，他说，随着时代的变
化，中药医典上规定的剂
量许多已经难以看好现在
的病了，尤其是危险重
症。为了掌握中药的剂量
多少为宜，他吃过许多药
甚至包括砒霜，有一次试
服毒药得了中毒性肝炎，
后来还是喝自己的中药解
毒的。

张建明还说，自己除
了断肠草没有试过，其他
几乎都尝遍了。哦！传说
中的神农氏就是误食了断

肠草，无药可救而去世
的。

张仲景开创了伤寒
论，后有温病学，还有近
人提出的寒温统一论。那
么，有没有一个方子治同
一类病的呢？历史上瘟疫
流行不乏一方通治的例
子。

俗话说：发寒热。寒
热起因又分热伤风和冷伤
风。两个不同原因的发
烧，照理应该是两个不同
的方子。张建明自述，因
为平时耗神过度，体质偏
弱，经常感冒，自己给自
己开方子，把几味药捏在
一个方子里，以后不管热
伤风还是冷伤风，一帖药
解决问题。
这一次防控新冠肺炎

再次验证了中医是有效
的。所以，在中医的眼
里，这是无数次瘟疫流行
中的一次，中药可以防
控，可以治疗。
中医是什么？传承几

千年，她是中华民族的贴
身棉袄、护身符。我们没
有理由不珍惜、不爱护。

万众一心 同舟共济 茅子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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