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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养 育

去餐厅聚会后，我在朋友圈里
晒得最用心的就是红烧肉了。说
是红烧肉其实并不确切，每家餐厅
都有自己的特色：浓油赤酱的红烧
肉、嫩如豆腐的腐乳肉，酥而不烂
的东坡肉，颜色红亮的酱汁肉……
凡是烧得晶莹剔透、满口滋润的我
都喜欢，充满着浓烈的市井风情。
我小时候吃红烧肉的机会并

不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
乏，去菜场买肉要凭票。我们家人
口少，是小户，吃肉得精打细算。
记得有一年春节前夕，我爸弄来一
块三四斤重的五花肉，决定细水长
流，把它腌制成酱油肉慢慢享用。
那晚，父母忙开了，又是烧煮酱油，
又是注入白酒。没想到那是个阴雨
不息的暖冬，天气又潮又湿，那几条
晾在竹竿上的酱油肉眼见得开出了
朵朵白花。肉虽然霉了，丢弃是不
舍得的，我妈把它们洗干净后又是
蒸又是煮，倒也没吃出什么异味。
那是段大口吃肉的记忆，只

是苦笑多于享受。
当年的肉类虽然需要凭票，

可熟食店的肉制品倒是不需要肉
票的。谁家来客人了，差小孩去
买点肉汁百叶结、猪头肉，喝点零
拷的土烧酒，对上海人家来说也
算撑足门面了。我那时充当的就
是这“跑腿”的角色，买得最多的
是静安寺“鸿运斋”的酱汁肉。
酱汁肉是买给外公吃的。当

年，外公从一个吃定息的资产阶级
变成每月拿生活费的老人，外婆家
的生活质量最先变化的是每日的
伙食。我父母很想让二老来家里
打打牙祭，外婆摇头，因为几个舅
舅成家后与他们同住，她每天要买
汏烧。而外公却欣然答应，他对我
妈的要求是小菜从简，有肉最好。
我喜欢外公来我家，开门时

叫一声“外公”，他用厚实的手掌
拍拍我的肩膀。我更喜欢我妈交
给我一只铝制饭盒和1元钱，这
是我去买酱汁肉的标配。

1元钱是这么分配的：酱汁
肉1角5分1块，长方形的饭盒正
好可以放进6块肉，还多1毛钱是
我坐20路电车的来回车钱，来回
8分钱，还多2分钱回家交公。
记得紧贴“鸿运斋”门口的一

边是报刊门市部，另一边是梅兰
照相馆和钟表店。买熟菜需要排
队，把人家的店门都给堵住了。
队伍里时不时有人伸长脖子盯着
自己想要的熟菜卖光了没有？
我有一次排队买酱汁肉还有

段小插曲：队伍中有个人一直回头
看我，我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不
一会儿轮到他了，我见他买了猪脑
和油炸麻雀，喝小酒的绝配。这时
他走到我面前说：“我是隔壁照相
馆的，等一歇侬过来，我帮你免费
拍几张照片。”我当即就摇头拒绝
了，我想，我的使命是买了熟菜快
回家，要是去蹭照片，也不知啥时

能到家，外公他们还在等着我
呢。回家后我把这事告诉了大人，
我妈说我是死脑筋，拍张照能占多
少时间，说不定还能放进橱窗里
展览。打那以后，我再去买酱汁肉
时会有意识地在队伍里找找有没
有他的身影，自然是再也没见过。
物资匮乏的年代早已沦为往

事，“肉祖宗”们再不用为吃肉而
精打细算了。我自己就经常烧一
锅“章氏红烧肉”：加几只大枣，增
加甜味，放些鸡蛋，卤香味十足，
百叶打结丢进汤汁四溢的砂锅，
让它慢慢浸透肉汁，这是带着亲
人记忆的红烧肉啊。
“鸿运斋”似乎早已从上海熟

食店的版图上抹去了，可我难忘
当年最肥腴的那块肉一定是留给
外公的，浓稠的红粬米酱汁拌饭
的味道至今记忆犹新。似乎是条
件反射，如今只要我路过熟食店
便会买上两块形似的酱汁肉，但
大相径庭的口味又总是令我失
望。我想，必定是溢满亲情的味
道才有如此浓厚的回味吧？

章慧敏溢满亲情的红烧肉

尽管多次听到“让座
风波”的传闻，但我还是深
信“幼吾幼，老吾老”的古
训始终根植在当今社会的
土壤里。
这天上午，我坐地铁

外出办事，刚上车时还有
几个空位，等过了
几站，一位气喘吁
吁的胖老伯上车
时，座位早已客满，
只能握着栏杆站在
车厢里。这时，老伯身边
的一位小伙正低头看着手
机，并未觉察这一情况，隔
座的一位姑娘就已站起身
来：“爷叔，侬来坐。”见老
伯连连摇头，姑娘又说：
“侬不用客气，我几站路就
下车了。”这才促使老伯坐
下。谁知，列车过了大半
路程，姑娘还未下车，老伯
方才醒悟过来：“姑娘，你

刚才是在骗我啊！”姑娘不
禁笑出声来：“爷叔，侬勿
要在意哦，我在家里就经
常这样骗我外公开心的！”
看着眼前这一老一少欢喜
的模样，我不由暗自赞叹。
去年初秋，有家公司

的主管心急火燎地找到我
的一位文友：“我们刚接到
一个任务，要在不久召开
的全国系统工作大会上作
交流发言。这件事情十分
重要，所以我们商量后，专
程请你出山，帮我
们写一份讲话稿
件。”文友听后，有
些兴奋又有些顾
虑：“要说你们对我
这么器重，我理当答应。
不过，我对你们公司的情
况并不熟悉。”“这个你尽
管放心。”那位主管一听有
戏，赶紧补充说明，“我们
这里有不少简报，还会指
派一名干事，随时提供其
他材料。”话说到这个份
上，文友不再纠结：“那行，
我会尽力完成这份稿件。”
文友说到做到，之后

连着加班加点扑在这篇稿
子上，终于如期交到对方
手里。可惜的是，之后会
议因故取消，那份材料打
了水漂，搞得那位主管十
分尴尬，不久又赶到我文
友这里，说明情况，同时送

上一份不菲的稿酬，表示
谢意。按说，这事如此这
般也算惺惺相惜，两不相
欠，偏偏我的那位文友别
具一格：“谢意我领了，但
既然这份材料没派上用
场，稿酬我就不能收下！”

世上没有不透
风的墙，我和其他
朋友很快知道了这
件事，大家一面说
他戆得要死，一面

夸他清高得要命，最终的
结论却相当一致：“这家伙
有情有义，有理有节，很有
一股书生意气！”
平时不喜看电视，原

因一言难尽；但平时又常
坐在电视机前，因
为其中有不少“地
气满满”的影视剧，
比如《人世间》《蜗
居》《父母爱情》。

海军军官江德福和资本家
女儿安杰，居然在上世纪
那个年代邂逅并相爱了，
这要承受多少风险和曲
折；然而，因为爱，他俩无
怨无悔，前程锦绣的现役
军官甚至甘愿解甲归田，
资本家的女儿也下定了跟
他回到乡下的决心。之
后，虽避过了这道风险，但
一路上产生的种种考验，
那些不时冒出的冲突、埋
怨甚至争吵，最终也还是
因为他俩的“事出自愿，事
过无悔”而环环化解。
想不起是从哪本书上

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奶
奶说过，人之所以有两条
胳膊，是为了拥抱心爱的
人。”我想，美好的生活不
也是用两条胳膊拥抱出来
的吗——这两条胳膊，一
条是情出自愿，一条就叫
事过无悔。

赵荣发

情出自愿 事过无悔

秋天到了，吃点什么最应季？很简
单，就吃点根茎类的食物。中医讲“春生
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阳气开始回
收，回收到哪里去了？在人体，这个阳气，
或者说气血，都回收到我们的身体里了。
所以，秋天之后，我们的胃口变好了，消化
能力变强了。而在植物，这个能量就回收
到根茎中了。所以，秋天叶子会脱
落，但根茎一直还活着。秋天吃
根茎类的植物，包括中药中的根
茎类的药物，就是因为它们始终
扎根于土壤，一年四季都最大程
度地吸收养分，是整个植物中营
养最浓缩、能量最高的部分。
比如山药，在秋冬，它的营养

价值是最高的，因为整个植物的
能量都在这个季节被封存了。山
药虽和土豆一样，是摆在超市里
售卖的谷薯类的食材，却是中医
经典补药的常用药，大家熟悉的
补肾经典方“六味地黄丸”中的一
味药就是山药，六味地黄丸的组
方是熟地、山萸肉、山药、丹皮、茯
苓和泽泻，这整个六味药分三补
三泻。熟地、山萸肉、山药就是补
药，就此达成补和泻的阴阳平衡。这个
山药是和熟地、山萸肉这两个补肾重剂
并肩的药，由此可见山药的功效了。
除了著名的六味地黄丸，还有一个

名方叫薯蓣丸。这是医圣张仲景开给虚
劳患者的名方，这个方子被后世医家誉
为“补虚劳之祖方”。这个薯蓣就是山
药，这个方子里面，山药的用量是这里面
当归、地黄、人参、阿胶等补气养血药的
三倍，所以这个方子才会用山药，也就是
薯蓣来命名。还有一个中成药，索性就
叫无比山药丸。治疗的就是脾肾两虚，

这种人吃得少又很瘦，腰
膝酸软，同时伴有耳鸣眼
花的虚弱的状态，这个方
子最早见于千金要方。它
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

减少了泽泻这味泻药而强化了补肾的山
药，所以才叫无比山药丸。由此可见，山
药能在诸多中医补肾的经典方中担当重
任，它的补肾功力可见一斑了。
而在食物的分类中，山药算是谷薯

类的杂粮，因为它不像精米白面那样是
经过食物加工的，它属于一种原食物，这

样除了保持它原有的药效，还保
存了山药自然的纤维素，所以山
药的热量并不高，只有米饭的一
半。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你把
米饭用山药代替，或在你的粥里
加山药，就既能减少精米白面的
摄入，减少由此导致的高血糖，还
能收获山药的补肾功效。因此，
山药是药食同源的食物中出镜率
最高的，它相当于厨房里的“六味
地黄丸”，是可以当零食甚至当甜
品吃的补肾药。
山药开在中医方剂中一般不

超过30克，这是因为山药煮的时
候很容易糊，会影响整个汤药的
质量，但如果作为食物，每天可以
吃到50克甚至更多。因为它是
药食同源的东西，所以在剂量上

没有什么严格苛刻的要求，虽然当食物
吃的时候，山药没有和其他药物配伍，属
于孤军奋战，但中医讲究药单效专，意思
是单独一味药使用时，可以达到目标精
准的效果。所以在秋天之后，甚至在冬
天，我们可以做这样一道滋补美食——
酒酿山药丸。具体做法是：先将100克
左右的山药蒸熟，然后捣成山药泥，加入
适量白糖、牛奶、糯米粉，揉成不粘手的
面团，再搓成一个个小丸子。锅中加水
烧开，将搓好的山药丸子放入开水中煮，
同时可以加入一块红糖，等丸子漂起后
加入少量的红枣、枸杞、酒酿，再煮2分
钟，美食就完成了。这样，在享受美食的
同时，不知不觉中你已在给你的身体“培
元养阴”了。（作者为长宁区天山中医
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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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我在树丛里发现了一

只昆虫，就抓了放在瓶子里想给
外孙女一个惊喜，因为她喜欢昆
虫。没想到她看后却惊叫起来：
“外婆快放掉它，这是臭虫，它会
放臭气的。”我不解地问：“你怎么
知道的？”她回答：“是小朋友告诉
我的。”原来，她班里有一个男生，
从小就喜欢收集各种昆虫。同学
都喜欢玩手机、看电视或动漫片，
唯独他从不玩手机不看电视。他
的父母说，每天放学后他就要家
人带他去公园捉昆虫，小学二年
级时，他已经收集了近千种昆虫
和千余个蝉壳。将来他想当一位

昆虫学家。
这也让我

想起了2020年7月阳台上的花盆里
的七条虫，把橘树叶吃得所剩无几，
我以为是害虫，就拍了几张照后把
它们送上了西天。傍晚，外孙女放
学回家，我把拍的照片给她看，还得
意地说：“今天我发现并把这些害虫
消灭掉啦！”可她却遗憾地大声告诉
我：“这是大彩蝶的幼虫，长大了它
会变成蝴蝶，是一种比较珍贵的大
彩蝶。”我突然很后悔，觉得自己的
无知把七条小生命葬送在我的手
里。为了推广昆虫知识，我将照片
发在朋友圈里，询问有谁知道这是

什么虫子，
千余人的
朋友圈里，竟只有一位初中生回
答：以后会变蝴蝶。自这件事后，
我一直在关注阳台上的花盆里面是
否还会有彩蝶飞来产卵，如果来了
我一定好好伺候它。两年过去了，
我再也没有看到彩蝶归来，我有一
种罪恶感，内心一直在责怪自己。
这两件事让我感到知识积累、

科学普及和教育的重要性。外孙女
每年的假期作业没有题海战，只有一
篇日记、两个课题研究或调查报告、
一幅叙事画或创意手工，还有基本知
识的练习。我和她一起参与了此次
课题调查过程，从中学习、了解了很
多，也为这样的教学模式点赞。

方 韧知识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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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每年8月9日前后就立秋了，可在故乡安庆，
9月前后，秋才犹如刚刚成熟、亭亭玉立、一脸羞涩的
少女，缓缓地向我们走来。
安庆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北边有起伏绵延的大龙

山呵护，南边有蜿蜒而去的长江环绕，加上东西长、南
北短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安庆春秋短冬
夏长，因此人们格外珍惜短暂的春秋。
古人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安

庆城区，等到落叶而知秋，已是9月初。
在没有电器的时代，安庆的人们在夏天
有句口头禅：“扇子是个宝，日日不可少，
你热我也热，扇子借不得，若要向我借，
等到中秋节。”
秋的姗姗来迟，也更突出了江畔的

秋色更具看点。江边的秋韵来得特别
早、特别清、特别润、特别有趣。防汛墙上的亭、台、楼、
阁、轩、榭、廊、舫等，不但是中老年人休闲的好去处，也
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好地方。花好月圆夜，胆子大的少
年，携着自己心爱的女友，经过岸边的栈桥，坐在趸船
船锚的系桩上，相依相偎、窃窃私语，享受月白风清，直
到东方欲晓。
入秋后，江畔的月亮格外圆、格外亮、格外近，月光

如水水如天。岸边树荫下、栏杆边、趸船
上以及伸到江水中的观景台都有恋人的
身影，浣衣女的棒槌声此起彼落，江岸边
不时有三三两两悠闲纳凉的人影。尤其
是江边居住着的大老爷们，仍保持着往
日的那份洒脱。人们喜欢听秋夜江畔渺渺传来的汽笛
声，它把秋夜的宁静、凉爽、祥和、深沉浓缩在这个美妙
的空间，让你乐意沉浸其中。秋水缠绵地吻着堤岸，就
是到了午夜，江边的人也不少。在凉爽的夜风中静静
地伫立江边，临水观月，静听秋声，的确会让人心情奔
放的。这份静凉，让人陡生喜欢，就像一个人想吃一盘
可口的佳肴，顷刻间就心想事成。然而这美好的秋意
是随着水温风情的波动而变化的，你能在恰如其分的
时候感知到它带给你的愉悦，这真的是一种享受。
有人告诉我，大龙山的秋色曾是安庆十大秋景之

一。大龙山的秋来得比较早、比较浓、比较迷人。立秋
后，大龙山的枫叶就红了，漫山遍野的红叶，还有点缀
其间的秋橘、秋菊，在秋阳里如火如血如胭脂。节假
日，在半山腰喝酒、赏秋，不用三杯两盏就醉眼蒙眬、心
猿意马、有倚红偎翠之渴望了。
据说当年郁达夫只要在安庆，是逢秋必游大龙山

的，还写下了不少诗文；与之同期的迎江寺的住持也蹑
足其间，留下了“大龙山秋色图”；还有时任武汉大学校
长的刘文典，他也喜欢大龙山秋色……这些都是安庆
文人茶余饭后的佳话。
也有人说，安庆的秋天只适宜在欧阳修的《秋声

赋》里低回徘徊，我想欧公笔下有七分萧瑟、三分消
沉，有点凝重。我喜欢的还是郁达夫《故都的秋》，没
有悲戚之感，无论是情、景、意、味，都恰到好处，真的让
人“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
零头”。
秋，在任何地方都是美好的。不过只有自己身临

其境的秋，才是最值得歌咏的。
秋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我不见家乡的秋已

有两个年头了，“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
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可能会有人说，我住在江畔，有着得天独厚的专

利，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意境，有一种天高地迥，觉宇宙
之无穷的空间，让人把“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
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愿总是在嘴边，脱
口而出。似乎不需要任何思考、任何语言组合、任何理
由就能抒发心里的情感，就会牵情系恨，低声浅唱：“请
明月代问候，思念的人儿泪长流。”
心有灵犀者是有感应的，因此在“碧云天，黄叶地，

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江畔，你可以放飞一个美丽
而缥缈的梦，与之亲昵而温存的愉悦肯定会潜入梦境。
天凉好个秋！好梦留人睡！新酒又添残酒困，今

秋不减前秋梦。情如水，梦如初。念君遥在江畔月，静
思当年情意长。谁能说在异国他乡的我不是当年放飞
梦想的幸福者之一呢？
故乡的秋，“着人滋味，真个浓似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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