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甜美的代价
潘 真

    和金山工匠的见面会上，姚芳
就坐在我旁边。这个质朴的中年女
子自我介绍说，在上海食品科技学
校当老师，教数学和西点制作。
教数学和……西点制作？我也

算认得一些教书先生的，哪见过所
教学科如此跨界或不搭界的！
姚老师拿出手机，一帧帧翻给

我看珍藏的照片。偏爱西点的我，眼
里只有形制精巧、色泽诱人的巧克
力、蛋糕、马卡龙……姚老师却提醒
说：“看糖艺。”
糖艺？问了“度娘”才知道：糖艺

是一门艺术，指用砂糖、葡萄糖或饴
糖等，经配比、熬制、拉糖、吹糖等造
型方法加工处理，制作出具有观赏
性、可食性和艺术性的食品或食品
装饰插件的加工工艺。在国际大型
西点比赛中，糖艺属于规定动作，最
能检验选手的西点功力和艺术修养。

姚芳原先教小学数学。早在
1995年，24岁的她已是上海市最年
轻的“园丁奖”获得者。从松江师范
毕业后的十年间，她通过业余大专、
本科函授，自我提升。随后是八年初
中数学教师生涯，她带着成绩好的

特色班，又惦着那些成绩差的学生，
“我特别关注考不上高中的孩子今
后的发展。”关注的具体方式是，她
主动要求去了上海食品科技学校，
直接到就业办（联系企业安排三年
?学生顶岗实习）。与此同时，食品
生物工艺专业多了个姚老师。好在，
中师毕业时，她就是“缺什么教什
么”的全科教师；再说，她从小就对
西点感兴趣，还梦想过自己做个蛋
糕给妈妈吃呢。她一边参加西点技

师培训、考?，一边以兼课老师身份
教起食品专业课。
正是在新的岗位上，姚芳第一

次听说了“世界技能大赛”。那是最
高层?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每
两年举办一次，被誉为“世界技能奥
林匹克”。正赶上第 45?世界技能
大赛，学校决定参加上海市的选拔
赛，刚考出西点技师证的她顶替休
产假的同事上了阵。

每一个糖艺作品的制作，都是
一次艺术创作。姚芳用软玻璃与不
锈钢铁皮条结合制作新模具（替代
传统的硅胶条），做出来的糖艺作品
晶莹剔透。她尝试以巧克力的转印
技法（替代传统的吹、塑），令小动物
配件栩栩如生。她创新的两面双色
糖花，精美细腻，为作品画龙点睛。

不知深浅的学生，多半是冲着
美不胜收的成品来的；但见到熬制
温度高达 170°C的糖水，又难免胆
怯。姚老师会温柔地问：“每天十
几个小时你站得住么？”“被高温
糖水、被铁皮条弄伤手指也不在
乎？”有学生知难欲退时，姚老师又
会严厉地说“不”……

学生小金含泪问：“老师，您觉
得我这次做得怎样？”姚老师拉着她
布满伤痕的手，鼻子一酸，“很棒！”
回忆起这一幕，姚芳欣慰不已，

“小金只是众多学生的一个缩影，我
很幸运，其他学生都和小金一样选
择了坚持。

更为幸运的是，一名国家精准
扶贫的云南学生在我的带教下，从
零基础到突飞猛进，目前正代表上

海参加第 46 ?世界技能
大赛的全国选拔集训！”

有一天，被问到工匠
精神，姚芳答不上来。她
说，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全
身心地投入，满脑子都是如

何从合格
到优秀、
从优秀到
卓越。精
神 是 什

么？也许在她开心分享自
己的创意时已经表达了。
人们惊艳于糖艺的甜

美，姚芳却道出背后的艰
辛：“我无法向大家展示
我的双手，就像芭蕾舞演
员无法展示双脚一样———
它们都已忙碌到伤痕累
累，可依然为了最初的匠
心在翩翩起舞。”哦，诗一
般凄美的代价！

七夕会

摄 影

打疫苗 来报到
费 平

 
 
 
 
“新
冠
疫
苗
的
接
种
一
点
不
复
杂
，
观
察
半
小
时
没

事
就
可
以
回
家
了
！
政
府
免
费
为
我
们
打
疫
苗
，这
是
每

个
公
民
享
受
的
福
祉
，我
们
没
理
由
选
择
放
弃
，
这
不
但

为
自
己
好
，也
为
他
人
好
。
”这
是
程
老
伯
接
种
疫
苗
后
的

感
受
。
原
先
他
在
得
知
居
委
会
通
知
接
种
疫
苗
登
记
时
表

示
不
参
加
接
种
，
原
因
是
他
不
大
出
门
，
“
我
不
跟
人
接

触
，别
人
也
很
少
接
触
我
，打
不
打
疫
苗
都
一
样
…
…
”再

说
，程
老
伯
患
有
高
血
压
病
，每
天
都
要
吃

降
压
药
，怕
打
了
疫
苗
会
有
反
应
。

类
似
程
老
伯
这
样
想
法
的
人
并
非

个
案
，他
们
可
能
患
有
各
种
疾
病
，怕
接

种
后
有
不
良
反
应
。
但

有
关
部
门
早
已
公
示
了

几
种
暂
时
不
能
接
种
的

病
状
，
只
要
不
在
这
些

病
状
的
范
围
内
，
就
应

该
积
极
参
加
接
种
。
更

何
况
，
我
们
在
登
记
、
预
检
时
，
医
护
人

员
会
详
细
询
问
你
近
期
情
况
，
就
是
在

接
种
前
，医
生
也
会
再
核
实
验
证
姓
名
、

年
龄
、身
体
状
况
、接
种
后
的
注
意
事
项
…
…

一
系
列
的

流
程
保
障
了
被
接
种
疫
苗
者
的
安
全
。

眼
下
，随
着
国
内
时
有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
发
生
，
侥

幸
心
理
不
可
有
，预
防
是
关
键
，而
接
种
疫
苗
是
最
有
效

的
防
控
措
施
。
符
合
条
件
的
人
都
应
该
接
种
，做
到
“应
接

尽
接
，应
接
早
接
”
。
我
们
每
个
公
民
一
定
要
积
极
配
合
，

按
序
执
行
，早
日
完
成
这
一
利
国
利
民
的
好
事
。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0
2021 年 5月 25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龚建星 编辑邮箱：gjx@xmwb.com.cn

道与欲 刘克定

    游南岳，行至磨镜台，遇雨，
天又将暮，便奔附近的南台寺挂
单。方丈慈眉善目，连称“善哉”，
令知客安排一间洁净的客房，将
我等安顿住下。
一夜风雨，穿林打叶，松涛啸

嗷，叫人辗转难眠，起而挑灯，读
诗待漏。
守安和尚诗云：“南台静坐一

炉香，终日凝然万虑忘。不是息心
除妄想，都缘无事可商量。”正好
道出此夜意境。守安和尚，一千多年
前住持南台寺，此诗是当时写的。

次日，风雨过后，天清气爽，
与僧众共进午餐。
饭是大木甑所蒸，很香；菜有

四五样，全是素菜，寻常瓜豆，清
油烹炒，谓之斋饭。不论僧俗，八
人一桌，一律使用公筷。佛门迎
客，不蹈尘俗，令人心境清爽。席
间不敬菜，不言语，亦不闻瓢勺碰
撞之声，其味甘香，回味无穷。
吃斋是佛教信徒一种生活清

规。久之，流传到民间，被一些人
用作养生之道，形成中国饮食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说梁武帝这个有名的“菩

萨皇帝”，佛门无酒肉是他做开
头的。他是个热心于弘扬佛教的
人，在位时广建寺庙，保护僧众，
提倡僧人过集体生活，他自己也
念经打坐。
他 写 过 一
篇《断酒肉
文》，呼吁全
国的僧众不食酒肉，以维护大乘
戒律的尊严和佛门的清净。自那
以后，佛寺便厉行禁酒肉。之前
小乘经是容许僧众吃肉的，只是
有个原则：不闻杀，不见杀，不为
己杀，谓之“三净肉”，可以吃。但
梁武帝的号召一下，不吃肉的多
了起来，有的僧尼连“三净肉”也
不吃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注重

这个“吃”字的，一方面认为吃很
重要，布帛菽粟，与空气一样，须
臾不可离；所谓“食色性也”（《孟
子·告子上》），即甘食悦色是人
的本性，也就是人的“口福”与

“眼福”；另一方面又认为“吃”字
一旦掌握不好，也是容易坏事
的。好吃加懒做，就是一种恶
名。酒色财气，吃喝嫖赌，都为人
所诟病。“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
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

也”(《四十
二章经》)，
认为口腹之
欲，要很好

把关。至于杀生，奉行仁道者认
为是作孽，是不仁。孟子就说过
“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
忍食其肉”这样的话。但他似乎只
是对杀生不满，“口福”却不能不
享，怎么办？他说“君子远
庖厨”，主张躲起来吃，颇
有点自欺的味道。

看来主张是一回事，
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
但“君子远庖厨”这样的吃

法，实在是有失君子之风。主张的
是什么，做的又是什么。在道与欲
的问题上，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
人闹过这样的笑话：提出口号是

一回事，而实际做的又是一回事。
一千多年前，石头希迁和尚

曾在南台寺东边石头缝隙里坐
禅，他讲到信仰，说正确的信仰，
才谈得上道欲不悖，才能言行一
致，表里一致。否则，即使信誓旦
旦，也不过是个魔外。

鲁迅先生说孙传芳晚年吃
素，却不能使人们忘掉他杀人的
凶暴，就是这个道理。

有的地方风行用公款请客
吃饭而又讳言腐败挥霍，开门纳
贿而又讳言请客送礼，“公事不沾
酒肉”之说，大抵也和“吃肉不仁”
一样，只是挂在嘴上的东西，于是

就有了做假账、说假话、办
假案的把戏。
辞别僧众，踏上归途。

回望南台寺，已经雾失楼
台。一顿斋饭，满足口腹之

欲，也给人深深启发：处处留心皆
学问。要实现一种追求，是不容易
的。就说这个道与欲的问题，两千
多年前的古人未能解决好，在今
天，同样任重而道远。

老街的阳光
杜仁伟

    4月 9日，阳光明媚，春风拂面。中午，
我和爱人趁上班日人少，再次走进召稼楼
古镇游玩。

召稼楼古镇位于闵行区浦江镇，源于
元初，横跨元明清三个朝代，拥有五百年人
文历史，是上海农耕文化的起源，现在是国
家 AAAA?旅游景区。

召稼楼古镇的美食、
美景、美味让人流连忘返。
吃过午饭，走街串巷，买了
些土特产的我们准备回
家，忽然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来了
一群时尚美女，如果没猜错的话，她们应该
是时装模特队的。她们打扮入时、身材修
长、步履轻盈、充满活力，伴随着欢声笑语
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望着她们远去的背
影，我马上拿起随身携带的华为 P30 手
机，想拍一组“古镇丽人行”的照片，稍作构

思，刚想按下快门
时，只见她们转身走

进右侧老街，我赶
紧追过去探个究竟。
果不其然，当我走进老街时眼前一亮：此

时，一缕阳光投射在这群身着款式各异、新颖
别致、色彩缤纷的短袖旗袍的美女们身上，勾
勒出她们美丽的倩影。她们阳光自信、优雅自

如、气质不凡，令老街充满着
春天的气息和活力。正当她
们架好了随身携带的自拍杆
准备玩自拍时，一只小狗跳
入了我的眼帘，它萌萌地窜

到镜头前。美女们不约而同被活泼可爱的小
狗所吸引，顿时喜形于色、神态可掬。说时迟
那时快，我赶紧找好角度，调到人像模式，倚
墙高举手机，略带俯视的一阵抓拍，从中选出
这张我最满意的照片并做了二次构图修饰，
形成了现在的作品。
遗憾的是，因为当天自己没有携带相机，

手机拍摄，清晰度毕竟还不够高，但这一作品
我还是挺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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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过去发表过的和没发表过的旧文摞在一起，发
现多半写的是过去，当下的其次，将来的为零。

作为一个问题思考，察觉这是自己老了———往事
清清楚楚，近事难以记存，拓展将来想都没想，正是老
年人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一生圈子绕得比较大，几年换一地，天南地北，
国内国外，七碰八撞，人生塞满感触。这
就好比鼓着的牙膏，好挤。

回忆过去是一剂安宁药，想啊想，能
平静，助睡眠。拿现在的生活同过去比，
会满足。不忧往后，也不必担心儿孙的生
存与成长，一个不劳心的晚年是人生之
幸。老人的肩膀头吃不了重，担轻就是
福。

一生行多少路大概跟吃多少饭多少
肉结局一样，都有定数。想看高山大川，
却又不敢付诸行动———别说行走，就是
多站一会儿都撑不住，腰像失去了支力，
举步维艰。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年轻时走
那么多路，干那么重的活，没啥事；到中
年，成天坐办公室，屁股都坐扁了，这样的“休养生息”
没啥好，腿脚反而不灵了。

过去简单，你玩啥我玩啥，没太大差距，没太多比
较。现在呢，物资多了，不再均分，反差
越大，人心越受不了。

林子里有猴大王，山里头有虎大
王，非洲大草原上有狮子王，它们吃饱
了整个安静。人类也有王，跟动物不一
样的是吃饱了还想囤。这就不好了，会招惹饥者，故而
囤越多越不安稳。叔本华打过一个比方：财富就像海
水，越喝越渴。

人类在这个世上首先是求生存，然后求发展。
孩子比大人快活，因为只懂生存；一旦开始求发

展，想快活就有点难。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一段一段的，
快活是一阵一阵的。

失去了的反而多想，这是本能。曾经拥有过的东
西，坏的不记，净记好的，拿去比对以后遇见的东西便
会明白。

几位了解我的好友说从不见我抱怨经受的苦难，
乐呵呵对待一生，好像我的过去都挺有意思。我听人
说过这么一句话：“若你笑口常开，那你就是幸福的；
若你常以泪洗面，那你就是不幸的。”所以我只把可
以乐道的过去讲给大家听，一同感受世间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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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整理书橱，发现了二百多张设计风格迥异、色
彩各异的名片，有竖的，也有横的；有胶版印制的，也有
用事先刻好的印章敲上去的；更有名字和联系方式空
白，发名片的人根据对象身份亲自手写的。在书橱里，
我还找到了自己尚未发完的名片。望着这堆尘封已久
的名片，我感觉像面对一个个久违的朋友。
记得自己使用的第一张名片是在我被团区委发展

为《青年报》特约通讯员的时候，那是团区委为了我们
采访方便统一印制的。那个年代，使用名片是一件很有

腔调的事，特别是你从不锈钢的名片盒
里取出名片双手递给对方的那一瞬间，
特别有庄重感和仪式感。然而，这张名片
我发了一张，便调离了原单位，这盒名片
便被当作“文物”留作纪念了。第二家单
位是家报社。因为报社是个财政差额拨
款单位，员工奖金部分要靠创收，因此社
长一拍桌子，“我们办个贸易公司”，并让

我负责。创收重任在肩，所以我跑各个街镇、委办局便
成了常态。那段时间，因为接触的人多，发名片就像发
纸牌，我的“朋友圈”大大扩容，既结交一大批机关里的
朋友，也认识了许多开公司做买卖的生意人。后来因为
工作需要，我又调到了乡镇从事政法工作。单位照例为
我印制了带有官衔的名片，但因工作的特殊性，少有机
会发给人家，一盒 100张装的名片直到换了岗位，才发
出去六七张，只能将这些剩余的名片“封存入库”。
名片的高光时刻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那是一个

全民经商、梦想一夜暴富
的特殊时期。那个时期，我
结识了许多“总经理”、“董
事长”，就连骑着黄鱼车帮
人拉货的邻居小黑皮也用
上了名片。曾有人戏言，在
行色匆匆的大街上，一锤
子下去起码“砸”出九个
“总经理”。那时的名片，掺
杂了过多的水分，已经被
赋予新的注解———名片、
名片，“明”着“骗”侬！名片
被蒙上了暧昧的色彩。
微信的出现可谓颠覆

了名片的使用功效，使得
风行数千年的名片的“生
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朋
友相会，一句“我扫您”、
“你加我”成了社交不可或
缺的“口头禅”。如果此刻
你还拿出名片递给他人，
很有现代剧穿越到古装剧
的“年际代沟”，会让接受
名片的人感受到一种久违
的诧异……
名片逐步“隐退”，并

不是这个社会太绝情，而
恰恰反映了时代的飞速发
展，注定有一些不合时宜
的东西会被无情地淘汰。
翻阅这些略显泛黄的

小纸片，一张张久违却又
熟悉的面容浮现在眼前，
恰似一幕人间活剧：有的
高升了，有的退休了，有的
去世了，还有的锒铛入狱
了……总之，我希望名片
上的所有人一切安好！尽
管名片被束之高阁，但你
们在我心中还是清晰的。

空穴来风
龙聿生

    许多人在用“空穴来风”
这个成语时，脑子里理所当
然地认为它所表达的意思
是：信息的来源毫无根据。是
啊，又是“空”又是“风”的，岂

不是跟“捕风捉影”一样？如，“日前，某某到此地任职的
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其实都是空穴来风，胡说八道。”
若真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这个成语被用反了。
从字面上看，空穴来风一词明确表达了“正因为有

了孔洞，便会有风进来”的意思，等于：那些信息的传
播，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我们再换一种通俗说法：“空
穴来风”与“无风不起浪”，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
宋玉《风赋》中有一句：“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

托者然，则风气殊焉。”可以大致解释为：弯曲的枳树枝
丫上会招来鸟雀做窝，有空穴的地方才会产生风……

可见，“空穴来风”的本义，根本不是“毫无根据”、
“胡说八道”、“凭空想象”之类，而是恰恰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