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夕会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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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020 年 12月 12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龚建星 编辑邮箱：gjx@xmwb.com.cn

一柄钥匙
辛旭光

    1951年夏初，一位旧时代过来的新青年，心悦滋
滋，自南京东路铜人码头，登上小火轮，清风轻浪，一小
时已到高桥天灯口码头，二站公交车就到高桥镇。这条
路线正是 1931年，当地闻人私家祠堂落成庆典时拓通
的。下车就是私立四维中学。青年手执信札，直接找校
长室。一栋三层的西式小洋楼，是镇上最高楼宇。满握
在雕栏扶手上，让他记起上海美专的旋转楼梯。施校长
是土木工科学人出身，佛相可掬。青年深蓝衬衫，黑色
西装，窄裤脚，三截鞋，剑眉硕鼻，乌发偏倒，果然美术
人范。一盏绿茶下去，牒证画稿检阅，酬对投缘，立下聘
书，延聘美术教师兼教导处工作。临别请教住宿问题。
施校长爽喝一声，呼一校工，寻看镇上宽余人家。
古镇也是沿岸设街，一条东西向的界浜河，中段接

小浜，浜西称西街，浜东是东街。近晚的街市如此喧哗，
店门都悬了一块巨匾，鎏金雕板，书写认真，店旗相接，

灯火初掌，炊香飘逸。弹
街路中央一长溜石条，
标正了路的中线，鸡公
车叽叽呀呀地穿梭喧
张，顽童闯街串户，左右

隳突，形如穿鞋绑带。演绎着活色生香的大码头样子。
三家看过，心犹不定，感觉无非多见了几个很笨很

丑的人。老校工说，我家附近还有一家，多走几步？好比
说，多一次失恋何妨？东街走尽，越过一条公路，同一条
街，变了路名叫“高沙街”。推开 91号四扇红漆剥落的
宅门，一进天井，屋宇轩敞，然各色农具杂物堆放，显然
杂居。二进天井，恭桶晾天，鸡笼互鸣。三进已是河边，
原来的柴屋灶间被房东翻筑为上下四间的二层。“就这
里，沈家是书香门第，1912年中国公学国文系第一届
毕业生。”校工请出一位六十左右的老姆，自行返家了。
老姆白发整齐，青色夹衽，肤色白润，步稳履健。招

呼进屋，一张硬木八仙桌，四个配套长
凳，“这位工作同志，请坐。”一小碟瓜
子，一盅茶。完全是旧时礼仪。“家里先
生去邮局，马上?来。”青年就请老妇
人指路，先看下二楼空屋。三间方正朝
南屋子，南窗下，就是界浜河，一股潮水正汹涌拍岸，乘
潮进港的竟然有高桅大帆的海船，原来这是条潮汛河。
那么经过黄浦江的趸船，也可驶到。老屋的家具箱笼，
可轻易运到。
“有贵客光临？”楼下的有人喧叫。青年疾步下楼，

一位半老先生，已在门口拱手，齐肩架臂，一派旧学风
范，中式宽体服饰，小量身板，齐平短发，目光如炬。
“老朽沈轶刘。”“啊呀呀，晚学孙璞，多有打扰。”一

老一少，寒暄如仪，矜持周到。
青年觅到桌上的报刊书信中，有一信札字迹熟悉，

问：“可是夏公成焘先生书函？”
“正是，夏先生是我诗词唱和老友也，贤弟可有交

集？”
“不才幼年冥顽不化，家母曾请夏公来家督课二三

年。”
“请用茶，老朽尚在中华书局做些校编，上海、乡下

来?跑，如有见教，请与内人转告。”
原来“错误的房子里，住着聪明美丽的一家”，抑或

理所当然？青年略有些自得。或询房资？先生一粲，取
过台历一张，翻转背面，急笔锋?，蝇头小楷，秀润遒
劲。内容二三，每间贰元，云云。青年大喜。“遵旨，照
办。”约定楼上三间一并定下。先生指点侧院水井，屋后
水桥，街上公厕。毕竟乡下，单独卫浴，不可奢求。
生活的逼促与紊乱，有了定局。家人可来同住，独

子撑家的责任可尽。杭里几位学子仍要随自己备考音
乐，也可同住。不久，风帆舟楫，乌镇老屋家具和一台钢
琴也水运到校。墙上是油画和习作，乐器雁列，唱片充
栋。临海靠江，“天风吹下步虚声”可也。从此孙家在高
桥扎根不离。
月余，青年路过，老夫人唤留步。“沈先生让我特程

转交。”青年挎着一个土布小袋，举轻若重。三念转过，
瞬时明白，启封一看，果然是一柄好看的钥匙，恰是房东
自家的解忧所钥匙。房间平时总是锁着，诸多租家，均
无殊遇，偏偏沈先生将士子自备的便利，给了青年以最
高的礼遇。君不闻“一幢房子里最有用的是厕所”吗？
从此，青年况如西湖“雪隐”庐，“静坐觅诗句，放松

听清泉。”无须频频外出散步。多年以后，在乌镇这个老
青年的美术馆墙上，刻着一段话———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且行且歌的“战友之音”

秦史轶

    军旅歌唱家何世杰，于退役二十多
年后创办“战友之音”，从 2017年初成立
至今，数年内用他优美纯净的男高音讴
歌新时代，用他饱含深情的军歌，奋力弘
扬红色军旅文化。

他南下云南，北上新疆，驾车奔走于
祖国大好河山之间，且行且吟，没有季节
地域之分；且行且唱，一曲军歌尽显各地
现役、退役军人的慷慨激昂。

何世杰的父亲是位上过朝鲜战场、
在火线上荣获军
功的热血军人。
军人卫国天性和
战友间生死相托
的情谊传给了他
的儿子。1989年春，何世杰由朴素的山
村青年变为一名光荣的共和国水兵。在
部队的闲暇里他玩乐器、唱红歌、唱流行
歌曲，逢着搞文娱活动便踊跃给大家演
唱，甚至被推荐去参加驻地政府举办的
歌唱比赛，赢得他平生第一个优秀奖。

离开部队这些年，通过不断打拼，他
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可是
仍觉得缺少些什么，尤其是社会
上出现的浮躁现象让他很反感也
很迷惘。他曾带着妻子去部队探
访老战友，试着洗刷社会上接触
到的种种不适应，但一离开他们又陷入
苦闷和无解。而最近几年逐渐唱响的军
歌让他神情振奋，军歌———军魂，一下子
把他带入火热的军旅生涯。“唱军歌，弘
扬军人捍卫祖国的壮志情义；唱军歌，串
联起各地现退役军人爱国爱军的朴素情
怀。”这一刻起，何世杰定下了把唱响军
歌作为他余生的“主旋律”。

2014年他发起战友联谊会，三十多
名退役战友闻讯后带着家属从各地奔赴
部队基地浙江石浦相聚一堂。2016年 3

月，何世杰在上海打浦桥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举办了个人演唱会，上海武警文工
团副团长、著名歌唱家敖长生和现、退役
战友纷纷赶来相助。演唱会得到当地政

府和部队的赞扬，一些商家和个人也乐
意襄助。这是一个触发点，他不无感慨地
说：“原来只是为了圆自己一个军旅梦，
没想到同时圆了一群人的军旅梦。”从一
个人唱到一群人一起唱军歌。

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歌唱技能，
他拜师上海音乐学院的石林教授。何世
杰唱军歌爱军歌的情愫让石教授感动，
所以得到石林教授更多的照顾和指导。

喜欢军歌的人都熟悉《当兵的人》
《小白杨》激昂的
旋律、深情的歌
词，而何世杰似
乎通过自己的独
特演绎更引起听

者的共鸣。什么原因？他这样说：“每当我
唱军旅歌曲就想起自己的从军经历，想
起新兵连的老班长，想起海边的军营和
舰艇，想起这么多年的心路历程。我唱歌
既是给大家听，也是给自己听。我只想着
抒发真挚的感怀之意。”所以，无论何时
何地，只要他唱响昂扬的军歌，就能感动

上至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下至刚
入校的懵懂学生。2018年 8月，
他去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一个
边防哨所，在那四周白雪茫茫的
哨所里为战士们谈理想，谈守边

保国的意义，也谈自己从军经历，同大家
交朋友做兄弟，至今仍与他们互通信息。
何世杰热衷于公益事业，演唱到哪

里，常常也将公益做到哪里，足迹遍及上
海、浙江、安徽、云南、新疆等。他在云南
洱源县的一所小学做了次个人公益活
动———演唱＋演讲＋捐助。这次活动光赠
送学习用品就花去万余元。他一系列演
艺加公益的活动，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去年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聘请他为
006编号的志愿者。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

关的明月，身披着雨雪风霜……”何世杰
十分喜爱演唱这首军歌，听众则常常被
他饱含深情的歌唱打动。

淮杞炖兔块汤
李兴福

    兔，属畜禽类烹饪原料，繁
殖较快，出生半年后，即能生育，
每只母兔一年可生育 18-24

只。兔肉细嫩、味道鲜美、蛋白
质丰富，能补中益气、凉血解毒；
兔肝能明目补劳、泻肝热、治头
晕眼眩，因此有“飞禽不如鸪，走
兽莫如兔”之称。

兔肉的烹调方法多种多样，
可烧、卤、炒、爆、蒸、煮、炖等，
有生炒兔片、五香卤兔，川菜中
的怪味兔丁、腴兔丝、家常兔块
等。在此介绍一款最有营养的

淮杞炖兔
块汤。

原料：新鲜去皮带骨兔肉
600-700 克，肋条咸肉 250-300

克，毛山药 300-400克，枸杞15克。
调料：葱 50克，姜 30克，料

酒 50克，熟油 50克，精盐、鲜粉、
胡椒粉各适量，
冬笋 150 克，香
菇 4-5只。

制作方法：
新鲜兔肉洗净，
斩成一寸半大小方块；咸猪肉切
成一寸大小方块，同兔肉一起放
进开水锅内煮开 3-4分钟，捞出
放进冷水内冲洗干净；葱姜洗净，
姜切片，葱打结，炒锅洗净上火烧

热；放油 50克，将葱姜煸出香味；
将兔肉咸肉一起下锅煸透，加料
酒 50克；加清水 1000克烧开，盖
上锅盖用小火焖烧一个小时。毛
山药洗净去皮，切一寸半长手指

粗的条；冬笋去
壳去老边，切成
一寸半五分宽五
分厚片；香菇泡
软，去根洗净，每

只香菇切片。见兔肉咸肉内有六
七分成熟时，将这些辅料放进兔
肉内烧，如见汤汁少于 800克，再
加 200-300克烧 20分钟。枸杞
用清水捞一下，放进兔肉内，用旺

火烧透，
加精盐、
鲜粉、胡椒粉，搛去葱姜，尝好口
味，见汤汁白浓即成，装大碗上席。
特点：汤浓味鲜美，兔肉酥软

咸，肥而不腻，营养丰富，山药补
肾，杞子明目，兔肉滋补，是适合
中老年人吃的冬菜。此菜是汤菜，
可供全家 6-8位食用。
友情提示：购兔子肉一定要

新鲜放血的兔子，见兔肉要洁白
无血红色的；一般购兔子一只或
半只，一次用不完可将多余的放
冰箱，下次再煮其他口味菜肴，红
烧、炒片、炒丝都可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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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建
明

    今天接着分析中医的
药学经典———《神农本草
经》是如何认识治疗力度
控制这一问题的。
原文（简称“神农”，后

同）是：“若用毒药疗病，先
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
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
为度。”
常见的译文是：如果

用偏性大的药物治疗疾
病，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使
用如同“黍”或“粟”
般的小剂量，疾病
去除了就停止使
用。如果没有去除，
就再用加倍的剂
量。如果还是没有
去除，就用初始剂
量的十倍，以去除
疾病作为标准。这
样的翻译是否准确
呢？我认为客观上
是基本达意的，但
也有并非个别的学
者基于语境的分析
而将文中的“毒”字
视作药物的毒性而
非偏性理解。尽管
本文讨论的依然是
治疗力度控制方面的问
题，但这里顺便就此“毒”
字加以分析，不仅利于歧
义的明晰，也有利
于本论题的周详。

原文中的黍，
俗称小黄米；粟，即
北方俗称的小米。
二者皆为古代五谷类的草
本植物，形似于小圆颗粒，
因其体积小而被用在文中
比喻初始应用药物治病时
应取像其一样的小量。据
此，如将“毒”字作有毒性
之解，那么所用剂量即使
如同米粒之小也会有中毒

之虞，更何况在小量无效
时竟可成倍乃至十倍地加
量使用。但如视作并非有
毒之义的药物偏性理解，
则初始剂量就不必皆从如
此小量起步。上述两点都
是中药应用上的基本事实
和常识。由此可见，原书作者
在该词的表达上确实是有
失缜密而存有歧义的。

对此歧义如何判析
呢？首先，可以借助语法中

的一个常识：当在
理解一个多义字产
生歧义时，可以借
助该字所处的语境
而作出甄别。语境
有局部（上下文）与
整体（全篇文章）之
分。通过《神农本草
经》的通篇行文可
以看到作者在表示
药物偏性之义时大
多使用了“药”字而
非“毒”字。如果“神
农”文中之义是指
药物偏性而非毒
性，那么自应依然
沿用已多次使用过
的“药”字。该用但

没用，就应属于有意为之
以示药物有毒性及偏性之
区别。按此理解，“神农”文

中的“毒”字在客观
上的表达更多地偏
向于毒性之义。但
是《神农本草经》所
载药物共 365 种，

其中具有毒性的只占少数，
而更多的则是无毒之药，
故“神农”文所指显然是针
对全部药物而言的。因此
而言，其“毒”字作为药物
偏性理解应该更为贴切。
其二，可以借助其他

文献在表达“毒”字时的通

例来作鉴别。就以我在上
两期文章中所引《黄帝内
经》中的两段经文为例：
“五常”文云：“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小毒治病，
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
其九……”这里的“毒”字
显然不可能当作毒性之义
理解。因为原文中将治病
的药物分成了大毒、常毒、
小毒、无毒四个等次，如把
有毒性之药作为治疗疾病
的主要药物，这显然跟临
床实际是不相符合的。有
毒之药固然可以治疗不少
疾病，但不可能成为治疗
众多疾病的主要药物。至
于“六元”文中“妇人重身，
毒之何如”之“毒”字，更是

确指药物偏性无疑。尽管
有毒性之药在病证确实需
要时也可使用，但也不可
能成为治疗孕妇大病的常
用之药。因为孕妇的一些
大病在事实上使用常药即
可，而并不是非用有毒之
药不可的。
其三，可以借助专业

常识作出判断。正如上文
所述，如作毒性解，那么在
毒药剂量递增时，如以成
倍之量加以应用尚还可能
的话，但十倍量（或数倍
量，笔者注）的递增则是没
有可能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
以明确“神农”文中“毒”字
的确切含义应该主要是指
药物的偏性，但也包括了
有毒的药物。宽而言之，不
论“神农”文中之“毒”是指
药物的偏性，还是毒性，仅
就治疗力度控制这一角度
而言，作者是主张应以疾
病完全去除为标准的。
“神农”之文体现了四

个观点：一是治疗时的初
始剂量应该先从小剂量开
始。二是如果小剂量不见
效果，就可以不断增加。三
是增加剂量的方法分为初
始剂量的一倍与数倍两种
（文中所言之“十”，应该并
非实数，主要地更在于对

所用剂量勿惧峻烈的强
调）。四是剂量的应用并没
有定则而可大可小，唯以
去除疾病作为标准。
这段经文与《黄帝内

经》中两段经文意思的不
同点在于：一、明确提出治
疗疾病的力度控制应以疾
病的完全去除为标准。而
《黄帝内经》之意虽然只
是依据药物偏性的强弱
而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治
疗力度把握的标准，并没
有在文字上直接地明确提
出治病应该全部去除的观
点，但在应用性平之药与
结合食疗的前提下，也在
客观上明确提示出了治疗
时应将所病“尽之”，即十
去其十的追求。二、主张治
病时的初始剂量皆应从小
量开始，而《黄帝内经》则
并无此意。据此而可概括
的“神农”文的主张是：剂
量应用的大小以及治疗
力度的控制都不以药物
偏性的强弱而以疾病是否
完全去除作为标准。

（待续）

舌尖上的节约从居家始
杨莹 杨克昌

    邻
居
省
阿
姨
买
菜
，
有
点
斤
斤
计

较
：
蔬
菜
买
一
斤
，蛤
蜊
买
四
只
，虾
买

五
只
，青
椒
一
只
，肉
五
元
，请
摊
主
老
板

将
肉
切
成
肉
丝
，晚
餐
炒
只
青
椒
肉
丝
。

省
阿
姨
说
：
“吃
多
少
买
多
少
，能
省
就

省
，正
合
其
姓
。
舌
尖
上
的

节
约
，
‘光
盘
行
动
’
要
从

居
家
始
。
”省
阿
姨
的
这
句

话
，说
得
真
好
。

如
今
，提
倡
“光
盘
行

动
”
，
着
眼
点
饭
店
餐
厅
，

而
对
居
家
不
重
视
，
忽
视

居
家
小
户
。
其
实
居
家
小

户
的
“光
盘
行
动
”同
样
不

能
小
觑
。
申
城
有
多
少
住

户
，上
千
万
户
。
居
家
小
户

每
天
多
浪
费
数
两
或
一
斤

粮
食
（
或
蔬
菜
）
，
全
上
海

就
是
一
个
惊
人
的
数
字
。

省
阿
姨
从
每
天
买
菜
始
，

吃
多
少
买
多
少
，在
家
里
做

到
“光
盘
行
动
”
，这
实
在
是

件
意
义
深
远
的
事
。

舌
尖
上
的
节
约
从

居
家
始
，言
简
意
赅
。省

阿
姨
文
化
水
平
不
高
，

可
一
语
惊
人
，点
赞。

从前出差归来时 （剪影） 李建国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时潮，有时许是时
尚+?潮。

有的东西不能偷懒，
偷懒会给你带来更大与更
多的麻烦。
有的时候，不厌其烦，才少其烦。
有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人；也有怀

着各自的鬼胎凑合在一起的事。
坚定自己的正确而不畏人说，坚信自己的正确而

不为事折。
勤劳自有劳得，懒惰何来多获。
相遇直言不讳，相见直心真意。
有时手把手教很重要，有时挥手指点更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