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地铁站的回望
任炽越

    早晨乘地铁外岀，出站时，见一戴红
领巾女孩，从旁边闸机低头弯腰钻出，从
铁栏后站内一长者手中接过书包， 迅捷
向岀口处奔去。跑出几步后，疑发现身后
紧盯的目光， 又下意识警惕地回望了一
下。与我先后出站的一名乘客，瞧着女孩
已远去的背影，无奈地摇
了摇头。

看女孩穿着校服的
模样， 似正在小学阶段；

看长者衣着打扮，也不像
经济困难者。为了几元钱车资，不惜让孩
子低头弯腰，去做明知不对的事情。长者
虽“神情若定”，但我从孩子警惕回望中感
知，她在做这无奈动作中，心里是“虚”的。

或许是长者忘了带钱， 因上学时间
紧迫，让孩子偶而“出格”一次；或许是长
者有贪“小便宜”习惯，让幼小的孩子承
受着巨大心理压力，以钻闸机的动作，每

天省下几元钱来。 但他不
知，从中付出的代价，是孩子
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的变化。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我们一时了解不到，无法
知晓其中的原由。不过我知道，如真是忘

了带钱， 可以向工作人
员讲明，第二天来补还。

但我实在不愿去想，那
位长者为了满足自己
“贪小”的心理，而让自

己的下一代，在节省这几元钱的过程中，

慢慢改变了对人生与社会的认知。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们
千万不可让一些 “贪小便宜” 等不良习
惯，毁坏了孩子心中的纯洁与美好，让他
们幼小心灵，去接纳不该接纳的东西。在
这方面，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责任
重如山。

那比恐龙还古老的海鱼
来 其

    舟山渔场，有比恐龙
还古老的海鱼。那就是鲎，
舟山人俗称鲎鱼。
鲎是一种古老的海洋

节肢动物，早在四亿多年
前，在恐龙尚未崛起，古代
海洋中的首批鱼类还没出
现之前，它们就已经生活
在海洋里了。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国家野生动物保
护法尚未颁布前，每逢夏
秋之交，在舟山海岛水产
集市上，常常可见到一种
戴盔披甲的怪物———鲎。它
的甲壳，头胸部呈马蹄形，腹
部呈六角形，尾部像把剑。

鲎鱼是暖水性动物。
春夏之交从东海深处游向
近海。这时候雌鲎在下，雄
鲎在上，雄鲎用强壮的步
足夹住雌鲎的腹甲，缓慢
地爬到滩涂，挖穴产囊。于
是，在滩涂捕鲎，便成了海
岛渔民的一项副业。一九
八三年时，舟山岛顺母乡有
位叫杨志文的渔民，用三百
米长的拉钓，一个月内捕
鲎一百八十三对，被当地
民众称为“捕鲎高手”。
舟山渔民捕鲎有着悠

远传统。清朝定海进士陈
庆槐，曾作《舟山竹枝词》
十六首，有一首写道：面条
鱼细墨鱼鲜，鲎酱螺羹上
酒筵。橄榄村中贩虾米，桃
花山下种蛏田。这里列举
了六种海产品：面条鱼、墨
鱼、鲎酱、螺羹、虾米、蛏
子。其中“鲎酱”，即用雌鲎
腹中卵子制作的酱，也就
是鱼子酱。
鲎鱼捕获时，都是一

对对的。雌鲎负雄鲎而行，
爬上滩涂时，虽风浪汹涌
仍难分难解，故古书中有
“鲎媚”之说，现代人则称
它们为“海底鸳鸯”，其标
本是七夕节的珍贵礼物。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
起施行。鲎列入此法保护
名目。此时鲎已相当珍稀。
稀缺的原因，并非因为食
用。鲎酱固然十分鲜美，鲎
肉却是舟山人自古就不太
吃的。尽管那时还不晓得
鲎血中重金属含量高，多
吃易患痛风，并会出现造
血机能障碍，但渔村老人
都说，吃了鲎肉，皮肤常会
红肿和搔痒。

鲎的大量捕捉，是因
为人们发现了鲎血是蓝色
的，这种蓝色血液引起医
学科学家的浓厚兴趣。经
过研究，又发现鲎血中只
含一种变形细胞，不像高
级动物有输送氧气的红血
球，以及抗御细菌进攻的
白血球。因此鲎的变形细
胞也没有高级动物血细胞
的特殊功能。在细菌进攻
面前，鲎的变形细胞只有
一招，即迅速凝固首先侵
入的细菌。然而，它抵抗不
住细菌的猛烈进攻，终于
被各个击破，细胞裂碎萎
缩，血液凝固，以致死亡。
研究人员利用鲎血细胞的
这一特性，制成一种具有
特异性能的可凝蛋白———
鲎试剂。这种试剂能准确
又迅速地测出侵入机体的
细菌，比繁琐、费时、花钱

多的生化实验、细菌培养，
优越得多。因此，鲎试剂在
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国
外一加仑的鲎试剂可以卖
到五万美元。它的经济价
值促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大量高价收购鲎，捉
鲎成了那年代渔村一项高
收益的副业。
我看到过那年代渔村

海滩上的捉鲎。
那一天雨后，村口滩

涂上冒出了一堆堆光溜溜
圆鼓鼓的东西，像是一顶
顶灰褐色的头盔。滩头有
人喊：“捉鲎了！”渔村里顿
时突然跑出一群人，小孩
跟在老人身后，一窝蜂奔
向海滩，去捕捉退潮后歇

伏在那里的鲎。操起鲎的
尾剑，将它翻了身，就算捉
到了。捉到的鲎最小也有
五六斤重，在一个凹下的
沙质水潭里，还捉到了好
几对二三十斤重的大鲎。
鲎喜欢在海底泥沙中潜
埋，靠腿肢和胸肢划动随
潮水游动，上了岸还是不
改这习性。鲎交配时水上
会起泡。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
代，海滩上已难得见到鲎。
但鲎试剂作为药典法定方
法的补充，已在医院用于
“内毒素疾病”临床诊断。
于是有人开始尝试养鲎。
到了二〇〇八年，鲎育苗
终于在舟山获得成功，一
家名叫“兴海”的养殖种苗
选育研究所，购入一批鲎，
育出六万多只稚鲎。只是
稚鲎生长期至少需要十
年，产业化从一开始就面
临经济价值短期难以实现
的困境。
那年十二月，在这家

研究所的孵化池里，我最
后一次见到鲎。这种早在
四亿多年前奥陶纪就有的
节肢动物，安静地趴在池
底。所里人员告诉我，它们
还在冬眠，天气一热，到了
十七摄氏度左右，就会成
双成对地活动了。他还跟
我说，有一次他特意给每
对鲎做了记号，然后将它
们分开，过几天再把所有
鲎放在一起，自由搭配后
黏在一起的竟然都是“原
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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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当年焦麦屑

    焦麦屑是一种粉末状的熟食
品，在崇、启、海一带比较流行，现
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们对此并不
陌生。几十年前，它曾是农家常见
的一种元麦炒制的食品，在物资
十分匮乏的年代，焦麦屑也算得
上是奢侈品，偶然吃上一次焦麦
屑，恨不得连碗都要吞进肚里。记
得十岁那年，母亲炒了一点元麦，
到机坊里磨成焦麦屑给我兄弟俩
解馋。经不住那种香味的诱惑，我
们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把就塞进嘴
里，没想到被噎住了。吐出来舍不
得，吞下去呛住了。不上不下，眼
泪禁不住地流出来，淌进嘴里，焦
麦屑遇上水，滑溜溜地顺进了肚
子里。

焦麦屑这种食品历史悠久，

在我国民间流传盛广。据传，宋代
包拯经常到民间微服私访，行囊
里总要带上足量的焦麦屑，以充
当路粮，随时可食。包夫人心疼包
拯为民日夜操劳，还在焦麦屑里
加进一些芝麻粉，以增加营养。而
这种食品的发明者就是将包拯抚
养 大 的 嫂
子。宋仁宗
尝过包拯的
焦麦屑后，
觉得非常好
吃，从此传入民间，并渐渐为百姓
所喜爱。

小时候从我记事起，每到农
村“三夏双抢”大忙的战斗号角吹
响之时，农户们便紧张而有序地
投入到大忙战斗。因为劳动强度
大，所以，家家户户就用新元麦粒
炒制成焦麦屑作为劳动间隙的食

品，耐饥又不误工。20世纪 60年
代的家乡，焦麦屑是一种充饥、消
闲、改善伙食甚至是馈赠亲友的
时尚食品。吃起来很方便，撮半碗
焦麦屑，加一些糖，或用调羹剜着
干吃，或开水一冲，筷子搅拌成糊
状后吃，焦香扑鼻，香甜味美，唇

齿留香，吃了
一碗还想吃。
吃完后还用舌
尖在碗内清理
一下，吃得干

干净净。
上世纪 60年代末我参军去

了东北，母亲知道我喜欢吃焦麦
屑，临走时就在我的新兵行囊里
放上几瓶罐装的焦麦屑，让我想
起时解解馋。那时新兵连的礼拜
天伙食是两顿饭，就在中间饿肚
子时焦麦屑起到了充饥的作用。

入伍第四年提干后每逢休假探亲
回部队，每次母亲都不忘为我准
备好焦麦屑，让我带回部队，有时
崇明籍的战友来营区我的住处探
访，我就用焦麦屑招待他们，战友
见了十分惊讶，竟然在千里之外
也能吃到家乡喷喷香的焦麦屑。
几十年过去了，有时战友聚会忆
起当年在部队我招待请客的焦麦
屑时，他们一脸正色地表示出感
激之情。

如今，家乡农村早已成为城
市的一部分，父老乡亲都过上了
好日子，这种传统的元麦作物已
被淘汰，焦麦屑也随之消失得无
影无踪，但它，却是我思念故乡的
一个记忆。

电波依旧东流
戴萦袅

    爱情向来是舞
剧青睐的主题，幸
福、悲伤、嫉妒、绝
望……人类最基本
的情感，跨越了文
化和国界。只是敝帚自珍的情愫，搬上舞
台难免单薄，《天鹅湖》有反抗邪恶，牺牲
自我，解放众生的宏大命题，得以力压凄美
的《仙女》，滑稽的《葛蓓丽娅》，长演不衰。

近年推出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
波》，有救国谍战，也有爱情故事，正是民
心所向。李侠和兰芬在组织的安排下假
扮夫妻，日久生情，塑造了经典形象。《白
鹿原》里的鹿兆鹏和白灵，《潜伏》里的余
则成和王翠平，都是自此发展而来。
感情戏的动作是夸张的，要托举、拥

抱、旋转、跳跃，谍战戏却着眼于细微处，
烟盒、火柴盒、蛋糕，甚至《红楼梦》都能
夹带密件。舞剧巧妙地选取了情
报载体，例如裁缝皮尺，隐蔽却也
足够清晰。从小道具到大布景，都
有不俗的设计。上海早晨段落，舞
台被切割成多重空间，刻画里弄
的复杂结构和生活点滴。然而，在
还原时代背景众生相的同时，压缩了女
角的表演空间，这是相当可惜的。
舞剧多以女性为主，女舞者柔韧如

蒲苇，轻盈曼妙，擅长传情达意，引起共
鸣。动作搭配造型，反映女性的心路历
程、身份转换。长辫红装的吴琼花勇敢冲
动，改作短发军装，变得稳重机智。吉赛
尔穿蓝纱裙是少女，穿白纱裙是鬼魂。白
天鹅披上黑衣，便知是冒牌货。

相较于李侠惊心动魄的情绪起伏，
兰芬的形象显得脸谱化，虽然换了好几
套行头，但无关蜕变，始终温柔、勇敢、坚
强，仿佛她才是李侠的精神导师。电影
里，她有一条动人的成长曲线，一出场是
追求进步的纱厂女工，希望在第一线冲
锋报国，不理解地下党的使命。好姐妹代
替她组织抗日义演却被杀害，她的悲愤
到了极点。李侠先于她一步，经历了这些
苦恼困惑，能够理解和开导她，两个人的
革命爱情水到渠成。

舞剧中的感情
戏，别出心裁地使
用插叙的手法，台
上同时出现了四对
兰芬和李侠，代表

回忆与当下。起先李侠打地铺，兰芬睡床
上，很直观，但不够艺术，何不用舞蹈展
示最初的别扭局促和后来的心心相印？
像《舞姬》中，勇士索罗与恋人共舞，浪漫
缠绵；他被迫和公主订婚时，两人姿势或
一致，或对称，但接触少，华美而疏离。真
爱还是应付，一目了然。兰芬和李侠的双
人舞优美而富有激情，但是还看不过
瘾。
女反派通常由首席舞者扮演，有出

彩的片段。比如《吉赛尔》里的鬼魂女王
弥尔达，冷酷无情。还有《斯巴达克斯》里
的交际花埃吉娜，混入起义军，引诱他

们沉湎声色，面对罗马大军不堪
一击。最出色的是演员扎哈罗娃
的演绎，媚得像猫，毒得像蛇，堪称
舞台第一女特务。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里的柳妮娜和同伙与其坐
着找照片里的线索，不如来一段双人

舞，也可编排审讯地下党的舞蹈，让她的狡猾
暴戾，与兰芬的高洁敦厚形成鲜明对照。
设计团队在色彩和灯光上下足了功

夫，赋予了全剧史诗般的震撼。白色代表
纯真高尚，如街巷售卖的白兰花，李侠、
兰芬，以及十五岁的通讯员，服饰都有大
面积的白色。红色代表革命热情和牺牲，
像兰芬给李侠织的红围巾。颜色组合也各
有隐喻，新婚的兰芬穿粉色旗袍，是红白
的结合，柳妮娜的暗红色风衣糅合了红与
黑，突出她擅长伪装身份，难辨正邪。

冷白光模拟汽车、探照灯、手电筒，
让气氛陡然紧张。暖光带来人情味，出现
在新房、车厢，还有里弄的清晨：《渔光
曲》响起，窈窕少妇挥动蒲扇，生起煤炉，
把生活过成了诗。略有遗憾的是，红光的
意义模糊不清：地下党遇害，打的是红
光，特务冲洗照片的暗房也亮起红光。
不妨去掉暗房，让红色的指向更纯粹大
气。

黄
金
膝
盖

彭
瑞
高

    几位爱好运动的老友，见面时问起锻炼之事，都说
自己已经“退出舞台”，连原因都一样，说是“膝盖不行
了”。他们问我：你倒还能参加运动？膝盖撑得住吗？
说实话，我体力也差了，锻炼强度和运动量都大不

如前，但“马放南山”那一步，似还没有到来，长跑还在
跑，球也还在打。我膝盖之所以还能撑住，主要靠一条
“护膝思路”，这里说一说供大家参考。

这思路名为“先虚后实”。“虚”是指膝关节周边的
肌肉群，“实”是指膝关节本身。“先虚后实”的意思，是
要保住膝盖，不妨把膝关节本身放一下，而把它周边的
肌肉群先锻炼好；这部分肌群一加强，“四周增援中
心”，膝关节安全就有了保障。
上海人叫膝关节“脚馒头”，其实馒头是软的，膝关

节却是人体最硬的部位。年轻时我膝盖受伤，老校医一
边针灸一边叮咛：“你们整天训练，膝关节一定要保护
好。这关节硬得像石头，一旦出毛病，服
药效果很差，因为药效很难进入关节深
处。”这番话我至今记得。
膝关节是全身最辛苦的关节：走路

靠它，上楼靠它，承重靠它；负荷最重、吃
劲最大，受伤也最多。有岁数的人，膝关
节大多会发生退行性病变，了解膝盖这
一“宿命”，有利于我们把它照看好。

许多朋友把膝痛或膝无力归因于
“膝关节退化”，却常常忽略另一个更重
要的因素，那就是下肢肌肉萎缩。膝关节承受全身重
量，下肢肌肉群的给力非常重要，这部分肌肉一萎缩，
力量一断供，膝关节就难以支撑，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许多人耽于美食、终日久坐，上身越来越重，下肢越来
越细，这让膝关节怎么撑得住呢？
保住膝关节，“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最好：一条是减

轻它的负担，另一条是增强它的力量。前者宜控制饮
食、降低体重，后者宜抓紧锻炼下肢，总的目标是让膝
关节和周边肌群保持有力状态。
增强下肢肌肉，是保护膝盖最积极的办法。其锻炼

方式很多：“动”的有跑步、走路、骑车等；“静”的有蹲
“马步”、练“桩功”等。在我看来，老年人尤其适合“静
功”，因为静功随时可练，还不易受伤。如我之辈，一头
白发、一身布衣，像一段树桩那样杵在路边练“桩功”，
人家见了也不以为怪。
有人说，你一直在练长跑，就不怕把膝盖跑坏吗？
其实长跑跑得好的人，膝盖往往格外坚韧。为了保

护膝盖，我长跑时十分注重借鉴竞走技术，步子不再像
年轻时那么大、那么有弹性，而是降低重心、缩小步幅、
减少膝盖弯曲度、缩短腾空时间，全程做到“平稳移动、
小步快跑”。这样的跑姿，可有效减缓对膝盖的冲压，大
大降低受伤可能性。
各年龄段的人，有各种跑法。练对了路，就不会损

伤膝关节，反而会铸就一副“黄金膝盖”。拥有这样一副
膝盖，你的人生就会远离脆弱，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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