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反正是很多年
很多年，有钱和没钱的，有地位和没地
位的，有修养和没修养的，都误解了
他，还欺侮了他。
他非常不善言辞，他的名字一点没

有文化，和阿狗阿猫类别相同，他
是个完全的“劳力士”（体力劳动
者），毫无技术含量。谁都没听他
说起过人生的意义，以致谁都没
有细细想过他存在的价值，而只
是自以为是地从很世俗、很偏狭
的视角，把他定位在一个几乎谁
都可以看不起的角色思维之中。
人人叫他阿王，在他的个人

履历中，看到了他一生一世只做
了一件事情，而且还常常被批评
没做好。对了，阿王只会搡年糕，
还看不到主人满意的眼色。于是
“吃力不讨好，阿王搡年糕”，像历
史典故一样流传下来了。
细细回忆少年时期对“吃力

不讨好，阿王搡年糕”的最初认识，很
有可能是来自父母亲的自责。
有一年春节前，家里掸尘大扫除。

已经收工了，母亲还要锦上添花，在不
完美的生活里追求完美。五斗橱
收音机上有一匹白色的瓷马，母
亲看到瓷马的镂空处有灰垢，拿
一条细布掭进去……世界上总是
有一不小心的结果恭迎着一不小
心的事情：白瓷马滑落到五斗橱上，尾
巴断了。母亲很是自责：我是吃力不讨
好，阿王搡年糕啊……父亲则拿了胶水
为白瓷马“断尾再植”。
五六十年前的孩子，都是做家务出

身。年纪尚小，便会买菜烧饭，却是常
常把事情做错。父母亲也常用“吃力不
讨好，阿王搡年糕”作为批评。这批评
像夹心饼干，夹在批评里的是对孩子爱
劳动的表扬。
我们没有搡年糕的体验，但是我们

有吃年糕买年糕的经验。有些年糕，大
小均匀、有棱有角，是机器轧出来的，
吃口硬而粗。以前宁波亲戚会带来年
糕，条形不匀，弯七弯八，卖相很差；
不过我们识货的，手工年糕，吃口糯而
细滑。现在店里也有买了。
所谓手工的过程，就是搡。一柄

18磅铁锤般的木榔头，已然暗黄且微
微泛红，是上一代传下来的，那就是搡
年糕的工具了。煮熟的饭，不是一小
锅，是上百斤，倒在石臼中；阿王之
类，木榔头一记一记抡下去，这就是搡

了。把饭搡成酱，搡得越稠，年
糕越是细滑。搡年糕要用力气，
是无数次重复的力气活。
搡年糕是后院的苦劳力，而

非前台的营销，更不见大厨的手
艺。阿王搡年糕用了多少力气，
出了多少汗，没人看得见，也是
没人有兴趣看见的。我们吃得出
手工年糕细腻糯滑，恐怕没有人
吃得出阿王的汗水也滴落在年糕
里，更不会想起阿王。
阿王是现在常常被挂在嘴上

的工匠。
把阿王搡年糕这件事，比之

于任何一项伟大的职业甚至崇高
的事业，是一点都不逊色的。宁

波年糕，是因为有阿王而出名的。
只因为阿王是底层的“劳力士”，搡

年糕就被嫁接到了“吃力不讨好”这棵老
树桩头上，怎么会开出艳丽的花？于是

也就没什么人想做阿王了。
许是没人愿意做阿王，以致

这个搡年糕的“劳力士”，是姓
王还是姓黄也说不清了。有个说
法是，搡年糕的是黄胖不是阿

王；黄胖是生了肝病而水肿的人，年糕
没搡好，黄胖先跌倒。
市井这口井，是有地域局限的，也就

是说，市井俗语或许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我比较倾向于是阿王而不是黄胖。
年糕是江南的特产，而江南又是

“阿X”的故乡。阿王，阿什么的，遍
布江南水乡小镇，男男女女的小名很多
是以“阿”做前缀的。阿三，阿龙，阿
珍，阿香，还有阿Q……年糕既是江南
的特色，也就是江南家家户户的阿狗阿
猫来匹配的。
或有人说，阿X之类的小名很普

及。那我们去到北方找找。栓子，嘎子，
冬子，墩子；翠儿，巧儿，秀儿……没有了
阿X。同样以“狗”作小名，江南是阿狗，
苏北是小狗子，北方便是狗儿。
这些事情，阿王自己是不知道的。

马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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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近九十岁的父亲，
爱摆弄花草，局促的窗台
上，挤挤挨挨摆放着各色
花盆。如今，父亲腿脚有
些不利索，身板还算硬朗。
那日，我为他送去一

瓶养生酒，也没多聊几句
话，便像了却了一桩心事，
扭身便走。隔三岔五为老
两口送些蔬菜瓜果，是我
孝敬父母的惯例，否则，总
感到心里不安。
凌晨，我被一阵电话

铃声惊醒。母亲在电话那
头哭哭啼啼说，父亲突然
昏迷不醒。父亲被
送进医院急诊间，
我差不多也赶到
了。医生稍作检
查，断定父亲急性
脑梗，且怀疑在中枢部位，
示意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整个上午，脑电图、核磁共
振、心电图、胸部拍片，一
串检查下来都很正常，但
父亲仍昏睡不醒。无奈，
父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两天过去了，父亲仍昏昏
沉沉，医生也没查出个究
竟。按说，父亲除了高血
压，平常都很正常。那日
给父亲送养生酒，父亲躬
身面对窗台那盆仙人球喃
喃自语，像是老熟人之间
对话，也没见他异样。
我问母亲，那晚他睡

前有何异常？母亲告诉
我，睡前，父亲握住她的
手，说了许多暧昧的话，
然后说头疼，服了一把药
入睡。我拿过药瓶细看，
是氯沙坦和硝苯地平一类
降压片。
第三天，父亲苏醒了，

只是烦躁不安，神志模糊，
“哼哼啊啊”闹得慌，一连
十几天不吃不喝。医生为
他插了鼻管灌食。他的肺

部渐渐感染，
身上起了褥
疮，为了让父
亲尽快康复，
我把他送进一
家离家不远的康复医院。
父亲那间病房有四个

老人瘫在病榻，全凭一个
护工料理。护工是个来城
里打工的高个男人，人称
大刘，目字脸盘黝黑，卧蚕
眉下挂着一双小眼，腮帮
挤出笑颜，像是看出我的
担忧，说了一通安慰我的
话语。同去的小妹与他加

了微信，为他点去
数百元的红包，拜
托他照顾父亲。
大刘满脸堆

笑，说会照料好老
先生，转身抓起一把大号
针筒，将小妹送来尚有余
温的藕粉糊吸附进针筒
内，接上父亲的鼻管，推
注、吸附，再推注，脸上
毫无表情，手势麻利，那
一刻我鼻子酸酸的，扭头
便掉了眼泪。
每次探望父亲，大刘

照例抢在医生前给我们道
喜，说父亲恢复得很快。小
妹告诉我，幸亏她有先见之
明，每日给大刘发红包，人
家才卖力用心照料老爸。
接父亲回家那天，大

刘来病房帮着一道收拾东
西，父亲朝大刘睨一眼，临
别，连招呼也没打。大刘
朝我耸了耸肩，有点尴尬。
回家后，父亲嘱咐

我，快去做一面锦旗。我
问要送那个大刘吗？父亲
没好气道：“我脑子还没坏
脱，我要感谢帮我康复的
小张医生！”
“我们没少给大刘发

红包，人家待你不好吗？”
“你以为钱能买通人

情？人家可没领那个情。
有次，我屎急唤他，他吱声
正在午餐，硬让我撑着，憋
了我两个钟头。倒是你们
没见的那个小张医生，帮
我做康复运动，每次都俯
身同我说话，年纪轻轻的，
很有教养。我要感谢医院
有这样的好医生！”

说 完 ，
父亲转身端
视那盆褐色仙
人球，问我：
“你知道仙人

球最怕什么？”我懵懂语
塞。“怕冷！”父亲没让我思
索，借着话题说眼前，“人
有些像仙人球，环境糟点
没啥，就怕冷漠。”我望着父
亲苍老的脸，蓦然想到多年
后的自己，似乎听出了他
的话外音。
那日，我陪父亲去一

家洗浴中心搓澡，擦背、扦
脚、按摩，父亲像换了个人，
神情矍铄。回家，父子俩聊
了大半日话，回忆从前一起
去郊外捞鱼虫和抓蟋蟀的
情景，父亲像个孩子乐呵
开怀。突然，父亲将视线
移向那盆仙人球，脸色一
阵羞红，口中嗫嚅道：“其
实，我是怕拖累你们，让你
们操心老的，想想也这把
年纪了，所以那晚我换吃
了一把安眠药，想一了百
了。哎，不应该啊，反而给
你们添这么大麻烦！”
那一刻，我没惊讶，却

油然替自己悲悯。老了，
难道本该志趣落寞、神情
颓废？我们在意老人的日
常起居，吃喝拉撒，却忽略
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就像
每个礼拜都要为父母送上
一点生活物资，算是完成
一件工作，就没想同他们
聊几句家常，说几件往事，
在乎老之所爱，事父母，
“不敬，何以别乎？”

回家路上，我总觉得
落下一样东西，蓦地，我
给抢救父亲的唐医生发去
微信：“父亲已经康复，感
谢您和团队的医治，向您
报告，当初父亲的病状系
服了过量安眠药所致，这
也许对您有用，给您添麻
烦了！”须臾，那头回来五
个握手的表情。
疫情封控期间，父亲

钟爱的那盆仙人球突然开
花，父亲说，仙人球一辈子
也许只绽放一天，他让近
在一个小区陪护岳母的妻
子去他那儿赏花，妻子拍
了图片发我，替我送上祝
福，她说，比仙人球花儿更
灿烂的是父亲的笑容。

戴 民

仙人球

手帕，也叫手绢，曾
一度是地位和身份的象
征，使用者非富即贵。
欧洲最初把手帕视

为荣誉的象征，国家法
令不止一次重申：严禁
下层社会把手帕作为礼
物相互赠送。正所谓上
行下效，贵族阶层有模

有样地学了起来。男士用手绢
装饰帽子，太太和小姐不带洒
上香水的手绢，绝对不会现身
社交场所。那时的手帕以绫罗
绸缎为原料，用金银珠玉作装
饰，平头百姓没资格拥有，也着
实买不起。16世纪初，法国的

贵族开始用浸过香水的“维纳斯
手帕”，以区别于平民百姓。
两百年过去了，已是沧海桑

田。18世纪开始，手帕昔日的华
贵荡然无存，转而以低
廉的价格飞入了寻常百
姓家。手帕携带方便，
能擦汗、抹泪，做盖布、
扎头发，包裹小东西，循
环使用，深受人们的喜爱。上世
纪八十年代，我国城乡的男女老
幼人人都有几块手帕。
后来，用植物纤维做成的手

帕纸横空出世，它以芳香、卫生、
文明的压倒性优势受到青睐。从
此，手帕渐渐淡出了市场。我是

个例外，与现代接轨用手帕纸的
同时，也在用手帕，这是幼年养成
的习惯，也算喜新不厌旧。那么，
包里既有手帕纸又有手帕，怎么

个用法呢？手帕擦手上
的水和脸上的汗，手帕
纸擦眼泪、鼻涕、污渍。
至于我为什么要用

手帕擦水和汗，应该是
不想看到恼人的纸屑，也讨厌植
物原料的干硬感，手帕纸的广告
语说得再好都没有手帕柔软、舒
服、吸水性强。那些像丝巾一般
漂亮的手帕，本身就是一种装饰
品，手帕纸没得比。还有，撕开塑
料的包装抽出一张手帕纸再大大

咧咧丢掉的动作，太浪费也太随
便，缺乏一种说不上来的风度。
我可能是个执着细节的人，

暗自定了一个标准，成年人用手
帕是加分项，反之减分。说我没
道理，说我落伍，说我迂腐，不是
不可以，我甚至没打算反驳，但这
里包含着对传统的坚守。
不管手帕纸的质量如何改

进，快消品的潮流如何滚
滚而来，我都不会放弃用
手帕。从另一方面来说，
珍惜自然资源，从一点一
滴的小事做起，除了继续
推行无纸化办公，大家也
可以把手帕用起来。

刘 云

手 帕

炎炎的夏日又到了，
怎么才能祛暑？有人觉得
祛暑就是清热，真的是这
样吗？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
暑热？暑热不同于普通的
热。它的伤身之处也
远大于普通的热，为
什么这么说呢？首先
暑热耗伤阳气，其二
暑热往往伴随着暑
湿。而寒凉之品虽可清
热，但也会折伤阳气，变虚
了的阳气，再加上寒凉之
性，就更会加重湿气，祛暑
时的矛盾也就此产生了。
到底该怎么做才能祛暑
呢？宏观上说，要遵循春
夏养阳的大法，同
时在这个基础上做
战术的微调。
我们先来讲讲

春夏养阳。很多人
不理解夏天已经很热了，
还要补阳气，那不会更上
火吗？的确，补阳补气会
使人易上火，但现在随着
电扇空调的普及，几乎每
个人的夏天都在经历一场
阳气的折损，中医讲“寒凉
直折阳气”。这就更需要
人们在夏天借助温性的药
物，预防人造低温对身体
的损伤。夏天祛暑要用温
性的药物或食物，还因为
夏天潮湿，人的湿气也随

之加重，而湿气是阴性的，
要想祛湿，必须用温性的
药物去蒸化，就像把湿衣
服变干，要么去日晒，要么
去烘烤是一个道理，从中
医外治手段上讲，夏天很
多人热衷于疏通经络、温

阳祛湿的针灸治疗，它就
是春夏养阳的代表。
祖国的针灸分成两个

部分，第一个是针，第二个
是灸，无论是针刺还是艾
灸都是可以祛湿气的。针
刺是通过辨证后选取相应

的穴位进行针刺治
疗，从而疏通经络，
调动气血运行，达
到行气利湿、健脾
利湿的目的，因为

人体的每一个穴位就像每
一味中药，中药有各自的
药性，穴位也有各自的穴
性，针刺祛湿的穴位可以
选取中脘穴、水分穴、天枢
穴、气海穴、足三里、脾俞
穴等。而针刺配合艾灸的
温通作用，那么祛湿的作
用会更强，因为湿气属于
阴邪，艾灸性温，属于纯阳
之物，因此用来补阳气是
最适合不过的了，所以通
过艾灸一些特定的穴位，
比如丰隆穴、中脘穴、大椎
穴、至阳穴、三焦俞等，温
阳祛湿的效果就非常好。
平时生活中为了预防

暑热，我们还可以选同样
能补阳气，温化湿气的轻

量级的药物或者食物。这
也是中国传统的祛暑饮品
——酸梅汤的成方原因。
酸梅汤里会用到乌梅。乌
梅是青梅经炮制而成的，
随着颜色的加深，青梅的
寒凉之性大减，但酸性保

留了，酸味有收涩的作用，
所以乌梅能减少夏天过度
的出汗，同时还能改善寒
邪导致的大便溏薄。比如
说夏天吃了生冷的东西，
很多人会大便溏薄，那么
乌梅在这里就起到了封堵
的作用，这个封堵也就客
观上维护了身体的阳气。
大家如果自己做酸梅

汤的话，还可加入陈皮，陈
皮是温性的，能燥湿健脾，
夏天舌苔容易厚腻，陈皮

化舌苔功效十分了得，此
外，还可配上山楂，因为山
楂是温性的，它可以帮助
脾胃运化食积，有了这三
个食物配合在一起的酸梅
汤才是春夏养阳在夏天解
暑时候的具体体现。

但养阳并不意味
着置补阴于不顾，因
为阴是阳的基础，阴
阳平衡才能身体健
康。中医也曾提出

“三分养阳，七分养阴”，在
夏天养阴同样重要，除了
我们前面提到的乌梅、陈
皮、山楂，大家在做酸梅汤
的时候，还可以加入桑葚
和玫瑰茄，因为桑葚是甘
味的，玫瑰茄是酸味的，它
们联手就产生了酸甘化
阴、生津止渴的效果，能够
更多地补充被炎热损耗的
阴液。（作者为长宁区天
山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
中医师）

倪欢欢

夏季为啥易疲劳、湿气重

如今乘坐地铁，你不用担心出站后
不认识路，只要问一下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就会告知你从几号口出，从而不会走
冤枉路。即使你要去的地方离地铁站较
远，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几号口出来朝
哪个方向过几条马路。
然而，向马路上的执勤人员、协管员

问路有时候就不那么顺利了。那天我出
地铁2号线川沙站问一执勤人员，去新
川路怎么走，回答“不清楚”。之后经一
快递小哥指点方知晓，只过了一个红绿
灯拐进去便是。无独有偶，前几天在西
藏中路人民大道问一执勤人员哪里可乘
49路？他开始回答“不知道”，后见我撑
着伞、拎着包，便说帮我手机上查一下。之后，他手一
指说：“喏，就前面那个车站！”我走过去，目测了一下，
车站离那位执勤人员位置也就20来米远。
可能有人会说，执勤人员或协管员不熟悉路很正

常，他们有些是负责安保问题的。其实我认为，执勤
人员和协管员每天面对的大多数问题可能就是诸如
问路之类的。虽然这可能是他们的分外事，但对群众

来说就多了一份方便。再说，对周边环
境熟悉，在发生一些情况时也会有很大
帮助。因此，衷心希望执勤人员在做好
本职工作时，也能揽上一些为民服务的
分外事，让市民的出行更加方便、畅通。

费

平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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