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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书法生态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
好时代，各种展事、培训、研讨、讲座层出
不穷。然而，热闹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审
美诉求的争议。

不少老百姓和书法爱好者埋怨，现
在书法越来越看不懂了，甚至很多书法
家也说，书法越学越糊涂了———学书伊
始，按古训中锋用笔的铁律临习古帖，日
复一日，自然长进不少，欣喜不已，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自信却逐渐淡化，
代之而来的却是疑惑和迷惘。他们目睹
不少书法家抛弃传统古则，故意用偏锋、
散锋、绞锋涂抹。他们看到不少作品，尤
其是现代书法展的作品，并不像古帖那样

稳健、清丽、流便、典雅，而是歪斜、松散、怪异、丑陋。于是
他们感叹：是自己没有眼光，还是那些作品有问题？
我不否认，这些人中可能存在审美能力的局限，或

缺乏多质性的审美观。然而，值得人们反思的是，这个
群体并不是少数，而是绝大多数，其中也包括大多数的
书法家。我们反对泥古不化，赞成出新，问题是我们要
不要搞清楚书写的目的是什么，欣赏主体是谁？要不要
以人民为中心，呼应大众的审美诉求？要不要文以载
道，立精神支柱？如果大众都不喜欢，
连什么字都认不出，如何为人民服务？
其实这个问题，古人早有定论，如

魏源《默觚》中就提出“技进乎道”，认
为艺术不能停留在技的层面上，要提
升到道的层面上。他还说：“独得之见，不如众议参同。”
即个人见解要符合大众的口味，要得到大众的认同。中
国书协原主席沈鹏也曾强调：“书法作品不能没有接受
者，失去了接受者，书法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书法完整地讲，应为“中国汉字书法”，书法产生的

初心是让汉字更完美。我们不否认现今汉字以表意为
主，书法以审美为主，但书法附丽于汉字的血肉关系是
分不开的。结构适当歪斜、参差、错落；线条适当粗细、
枯润、浓淡；布局适当疏密、虚实、妙趣，未尝不可，但不
能改变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的本质，因为失去了本质，
就失去了自身。
为什么说创新变化要适当呢？因为适当就是恰到

好处，因为适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观———中庸之
道、中和为美。失去了这个“中”，就失去了大众的审美
诉求。现在有些创新书法，特别是一些现代书法，已经
概念化模式化，沉溺于外观的新奇和变形而忽视了书
法的和谐、气韵和内涵，展现出的是粗野的墨团、毛涩
的线条、怪异的架构，根本无法辨识，还美其名曰“继承
传统，回望传统”，自然激不起大众的审美共鸣。人们对
一些现代书法也颇有异议，几乎一边倒地吐槽。展厅中
观众与作者当场争辩起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作为长期致力于书法教育的我，并不反对书法创

新，也很佩服现代书法的探索者，但我始终认为：如果
破坏经典，丑化汉字，那就背叛了书法让汉字更美好的
初衷，那不是好书法；如果游离出汉字之外的形象，那

就不应该叫书法，应该叫
“现代艺术”或“墨线艺
术”，以免造成书法概念的
混蒙和书法审美诉求的争
议，甚或造成对青少年书
法学习的误导。

城市小街亭
陈钰鹏

    城市和街道讲究清洁、美丽、有内
涵，比如说除了建筑物和交通工具外，城
市应有各种公用设施、服务机构、便民
点、行道树、街亭⋯⋯中国自古流行在街
上建凉亭（街亭），供路人歇脚或临时聊
天，如位于浙闽边界地金乡卫的街上有
一座相当有名的街亭———丰乐亭（原名
消夏亭），很受老百姓欢迎，1985年由热
衷公益的人士捐款重建一新。

事物的隐失有时让人感到很矛盾，
不过人们终于摆脱无奈，将一些报亭和
电话亭转型为具有一定
纪念意义和文化传承作
用的迷你建筑物。

人有一种怀旧情
结，根据人的性格，有的
人深重一点，有的人淡泊一些。也许北欧
地区的国家离大陆中心较远，人们对传
统较为怀念，在开发时尚和现代化规划
的同时，也会念念不忘传统的城市和道
路。芬兰从十年前开始推广“健康之亭”，
旨在帮助卫生部门解决公民对
普通疾病的诊治和对医卫知识
的需求问题。光顾这种“报亭式”
医卫机构无需预约，随到随看，
亭内的工作人员以护士、退休医
生及专家为主，常有志愿者及具有各种
技能和知识的人来参与。芬兰人提倡“正
常的”的生活节奏，不紧不慢，珍惜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他们做事不是为了赶时
髦，而是首先奉行安静和安定的生活，很
多人希望在健康之亭能听取一些“经验
之谈”，因为有些知识在医院也未必能得

到。有一位公民曾来咨询一个问题：为什
么有的“节食”减肥者有时候身上有一种
奇怪的气味———醋酸和果味混合的气
味。当时亭内没有人能回答，于是请这位
“顾客”留下电话号码；当他第二次光顾
的时候，如愿以偿，问题得到了解决：减
肥者开始节食时，不仅放弃碳水化合物，
而且往往也放弃蛋白质和脂肪；为了维
持身体的功能，就不得不消耗肝脏和肌
肉中储藏着的、对生命极为重要的糖（葡
萄糖）⋯⋯以后，等到开始“燃烧”脂肪

时，肝脏也开始活跃起来，
将身体中的脂肪酸转化为
丙酮、双醋酸盐和 茁-羟基
丁酸盐，丙酮的作用是“告
诉”大脑：只需少量葡萄

糖。丙酮进入血液，最后通过出汗和呼吸
排出体外，于是产生一种说不清的醋
酸+水果的气味。

2017年秋，德国大城市汉堡的两个
城区分别效法芬兰，开了两间“健康之

亭”，这里的团队是多元化的，用德
语和多种外语提供医药咨询，并得
到“伙伴医生网”的支持，两年来完
成了 3000多种咨询服务，较多的
“顾客”是为了接受关于减肥、戒烟

以及社交心理学方面的指导。健康之亭
也定期举行体育讲座和营养讲座，帮助
糖尿病人、哮喘病人制定治疗程序。联邦
政府的一个革新基金会负责对两个健康
之亭提供头三年的资金。

小街亭，消失了一批旧的，出现了一
波新的，可喜。

歌 者 汤朔梅

    区作协所在的春及庐，坐落
于贤园内。那是一个闹中取静的
公园。草树、河流且不必说，所在
皆是。值得称道的是，不在节假日
游人寥寥，有市声而不喧，虽少人
却不寂。此地宜乎展读属文。我往
往就此喝茶、枯坐。
忽有一天，闻庐外歌声阵阵。

思绪因之受干扰。自窗户觑之，则
见一老头正引吭高歌。在这个公
共的地方，他有他的自由，我不能
因之而干涉他。如是者再三。有
时，听到还有一个女声对唱，视
之，一人耳。原来他在放随身听。
再从窗户细窥，他七十开外，五短
身材，大光头，广额，俨然京剧名
家袁世海，呈老迈相。
他唱的歌曲还不少，那些歌

跨越的年代也大，有《松花江上》
《故乡的云》《真心英雄》《九月九
的酒》，还有《星星索》《邮递马车》
《歌声与微笑》；花样也百出，有时
哼旋律，有时独唱，有时站起来边打
着节拍边唱；临了，还用口琴吹《夏
天最后的玫瑰》，旋律回环往复。
那韵味，使我联想到《阿信》中的

俊作哥哥在雪地里吹奏那首歌的
画面：苍茫的雪山，肃穆的林原，
简陋的茅草棚。旋律流淌着的六
分怀旧、三分向往，还有一丝宿命
。我能听得出，在所有的歌曲中，这
首他吹奏得最入心。因了这旋律，
我想就过去，但又不忍打断他。
阳光朗照在湖面，残荷少许。

偶或有鱼儿“泼刺”出水，更有秋
鹜时至戏水。毕
竟是深秋了，八九
点钟尚有寒意。
他朝向着舍湖，把
牛仔帽摘下后放边上，继而脱下
外罩。听他的歌声，我猜想，那一
定是一个有着不平凡故事的人。
我们曾打过照面，前几回我

曾远远地给他跷大拇指。有了之
前这铺垫，今天趁他在唱《九月九
的酒》时，走到他侧畔。他完全沉
浸在歌的境界里，半闭着眼睛全
然不顾我的存在。舍湖反射的秋
光聚焦在他肉肉的头上。歌唱激
起的情绪，使他额头红亮，还微微
冒着热气，闪着幸福的油腻感。
我说看你唱得累了，想请你

喝茶。他似乎早已感觉到我的存
在，遂举起边上的杯子示意有。我
夸他唱得不赖，他说那是一生的
爱好。我们就此搭腔。 他说自己
不是本地人，是甘肃的。我诧异：那
你怎么能说一口地道的本地话？
原来他是奉贤一个小镇上的

人。当年怀揣梦想，不甘平庸，以
初中的文化去了甘肃，进了一家

属于“大三线”的
仪器仪表厂。这
一待就是二十七
年，娶了甘肃的

老婆，生儿育女。至上世纪末，才
携家带口退休返乡。此刻，我理解
了他说自己不是本地人。因为他
的青春年华，人生的奋斗献给了
甘肃。而甘肃的女人又为他育有
儿女。奉贤这片故土只属于他生
命的两端———起始与终结。他说
当年甘肃很穷，一入秋天则飞沙
走石，一派“出塞入塞寒，处处黄
芦草”的景象。随着他的描述，我
眼前仿佛出现一个敦实的青少
年，坐在荒凉的山坡上，用口琴吹
奏《夏天最后的玫瑰》。他说，唱歌

与乐器就是在那
时学的；他还说
当年学会了跳
舞，只是现在老
了，体力不支。我
说那试试吧！他就戴上牛仔帽，套
上夹克，跳起了慢三、快四和恰
恰。舞姿优美奔放，完全不像七十
多岁的老者。他旋起的却是古朴、
苍凉的塞外之风。我感觉，他的舞
与他的歌一样有魂在。

舞罢，他有些气喘。他说每年
还去甘肃两三回。他太太想，他也
想。那里不仅有同事朋友，更有着
他的青春年华。他说退休工资三
千多一点，但够了。儿孙绕膝，天伦
之乐，冒汗的脑袋上全是幸福感。

他一定有故事！但我从不喜
欢打探别人的隐私，除非他自己
倾诉。他说中午了，还得回去做
饭。我们就此别过。

春及庐秋色苍然，秋禽和鸣。
萧萧落叶满坡的小径上，是他微
微佝偻的背影。我耳边似乎还萦
绕着《夏天最后的玫瑰》口琴的旋
律⋯⋯

清炖狮子头
李兴福

    狮子头是扬州名菜，可随时
根据季节变化而变化，如春季可
配笋芽，夏季可配文蛤或河蚌，秋
季可配蟹黄，冬季可配鸡肉，一年
四季，各具特色。

扬州狮子头传入上海已有
100多年历史，上海的川扬菜馆
均有清炖狮子头供应。去年笔者
到“绿杨邨”用餐，就点了该店名
菜清炖狮子头，吃时感觉滋味不
错，一打听，原来是由擅长刀技的
沈立冰和大厨沈振贤共同完成
的。他俩还制作了竹荪狮子头、瑶
柱生鱼狮子头等。据他们介绍，现
在的清炖狮子头在肉的用料上有

所改进，由
四成肥六成

瘦的肉拌匀制成，深受食客好评。
原料可取肥瘦均匀的猪五花

肉 800克、青菜芯或大白菜芯 600

至 700 克、鸡蛋清一个、干生粉 15

克，葱姜料酒、熟油、鲜粉、白胡椒
粉各适量。

怎么制法呢？步骤是：葱白切成
细末，姜去皮切成细末，菜芯洗净备
用；猪肉切成赤豆大小的粒，装入碗
中加上葱白末、姜末、白胡椒粉拌
匀；加冷水 60 克，调匀上劲；加蛋
清、精盐、鲜粉；再加冷水 20克，调

匀后加少许
干 生 粉 上
劲，备用；炒锅烧热，放熟油，青菜
芯下锅，旺火煸炒几下装入砂锅；
加冷水 800毫升，中火烧开后转小
火。拌好的猪肉捏成大丸状，依次放
在砂锅菜芯上，旺火烧开转中火烧
两三分钟，盖上盖，小火焖炖三小时
即可。

这款清炖狮子头的特点是，汤
清菜酥软，肉嫩如豆腐，用匙舀食，
肥而不腻，为扬州炖菜之代表。
最后，我要作个友情提示：砂锅

要烧开，再下肉丸，这时动作要快，4
至 5个肉丸，全部放入砂锅内中火
烧 2至 3分钟，见肉丸外表面凝结
成形时，转小火炖。

———中医与肿瘤（五十四）

张建明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十六）

    今天讨论的是癌症初
愈患者需要长期维持治疗
的最后一个，即第九个理
由：不少临床实验已经证
实了比短期维持治疗疗效
更好的中期维持治疗（我
把疗程上介于短期与长期
之间的疗法姑以名此）的
优良性。
目前大多数Ⅱ期以上

的患者在根治术后再应用
辅助化疗已是常
规，也常常需要
和其他辅助疗法
联合应用。比如
直肠癌术后可能
要与放化疗同步进行，乳
腺癌淋巴结阳性者化疗后
需要放疗，有一些还需要
联合靶向等疗法。
有研究收集了达两万

多位乳腺癌患者的资料分
析（长期追踪 15年），发现
术后没有接受辅助性化疗
的患者，有 42%的患者死
于复发，而接受者，只有
32%的死于复发，减少了
10%。大肠癌Ⅱ期、Ⅲ期术
后的辅助性化疗（追踪 5

年），发现可以减少 22%

的患者复发。超过一千位

大肠癌的患者中，术后接
受辅助性化疗，没有复发
的比例比较高（66%），而
没做化疗的，没有复发的
比例则明显低（44%）（可
见，做比不做好；长做比短
做好。笔者注）。

JMEN研究评估了含
铂双药化疗后未进展的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换用培美
曲塞进行维持治疗，结果

显示培美曲塞维持组的中
位生存期优于安慰剂组
（13.4个月与 10.6个月），死
亡风险下降 21%，其中非鳞
癌患者生存期获益更明显
（15.5个月与 10.3个月），死
亡风险下降 30%，因此认
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一线
化疗获益后采用培美曲塞
维持治疗是一种新的治疗
模式，尤其是对于非鳞癌
患者。此项研究成果，美国
及欧盟已在 NCCN指南中
作了推荐。
有研究显示：Ⅰ期直

肠癌根治术后联合放化疗
对存活的益处明显优于单
纯手术或术后放疗。术后
辅助放疗，5 年生存率
33%－61%；术后辅助放化
疗，则 5年生存率可提高
至 42%－81%（说明现有的
单一疗法的作用都有限，
而联合疗法则能清除更多
的肿瘤细胞，杀得越多越
好。笔者注）。另有报道：伊
马替尼辅助治疗高复发风
险的胃肠间质瘤，可以改
善术后无复发生存率。但
二项大型Ⅲ期临床研究结

果均出现了类似现象，即
停止该药的辅助治疗后，
肿瘤复发率再次升高，这
种现象提示现有的辅助治
疗时间可能不足。再如，传
统用三苯氧胺对乳腺癌术
后进行辅助治疗所推荐的
标准治疗时间为 5 年，而
现在对雌激素受体阳性的
患者，更新的指南已经要
求服用内分泌药物至 10

年。还有研究认
为，抗血管生成
疗法获益大小
的关键在于足
周期与长疗程。

北京广安门医院刘瑞教授
在发表于 2018年 12月的
《北京中医药》中的论文中
引述：一项关于结直肠癌
Ⅱ期和Ⅲ期接受根治性手
术患者的研究，纳入病例
312 名（随访时间5年以
上）。结果表明，中药使用
时间越长，Ⅱ期和Ⅲ期患
者的生存率就越高（可见，
维持治疗的时间越长，则
远期疗效越好。笔者注）。

以往西医认为胰腺癌
对放化疗不敏感而少做，
多以手术为主。其结果是，
即使可做根治性手术患者
的 5年生存率仍不足 20%。
鉴于胰腺癌的高度侵袭
性、转移性及术后的高复
发率，胰腺癌应由以往的
局部性治疗而转变为系统
性治疗的观点渐成共识，
因此系统治疗的地位也逐
渐得到了强化。以往的根
治性切除病灶仅能实现对
肿瘤的局部控制，而系统
治疗则针对循环肿瘤细胞
及微转移灶，可实现对肿
瘤的全身控制，其内容则
包括术前的新辅助化疗及

术后的辅助化疗（就癌症
的特性和相应的治疗原则
而言，所有的实体肿瘤都
应转变为全身性的系统治
疗。笔者注）。

对于 IB 期非小细胞
肺癌术后是否需要辅助化
疗现在仍存在争议。我国
大多数学者不建议进行辅
助化疗，只主张定期随访。
而国外尤其是影响
较大的美国癌症网
络 NCCN 指南，则
认为 IB 期术后是
否采用辅助治疗需
要考虑有无高危因素。尽
管有了高危因素也并不一
定需要做，但做也是可以
的（可见，即使做的危害也
是有限和可控的，而获益的
可能也是存在的。笔者注）。
由上可知，一方面短

期维持治疗已成常规，说
明这种理论得到了临床广
泛的坚实支持；另一方面，
对有些癌种尽管还存在着
争议，但有争议的本身就

是既往的规范已经出现松
动的一个证明。更重要的
是，长周期疗法的更好效
果正不断获得临床的有力
支持。这些方面全都昭示
了展开长期维持治疗的合
理性、必要性和可能性。
事实证明：虽然短期

辅助治疗是确定有效的，
但因为疗程的依然有限而

仍不能杀净所有残
存的肿瘤细胞。那
么在短期辅助治疗
后患者的隐患与医
疗期望都还依然存

在的情况下，既然已经突
破了固有规范而走出并走
好了第一步，那为什么不
能继续迈出第二第三步以
获取更好更久的疗效呢？
同样可喜的是，现在

西医的研究模式已由既往
只重实验室而转变为实验
室与临床结合。这一重大
转变，必将更加有利于科
研速度的加快和临床疗效
的显著提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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