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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苏州河道变清后，两
侧堤岸步道贯通，路边种
植树木，便经常有鸟光
顾。人类不出来走动的时
段，成为野生动物休养生
息的季节。麻雀和珠颈斑
鸠已不稀奇，白鹭、乌鸫、
白鹡鸰都变得常见，我见
过一次翠鸟，连小
猛禽红隼偶然也会
展翅从空中掠过。
不能出门的日子
里，从高楼俯瞰，这
些野生动物一改过
去的谨慎，大胆地
在河堤上漫步，在
往昔供人类游玩的
亲水平台聚集。等
聚会散去，留下大
堆斑驳白色鸟粪，
显示它们数量之密
集。有时到了傍晚，光线
黯淡了，远远看下去，河边
总是整齐地有一成排鸟在
聚集。时不时要拍拍翅膀
去河面上盘旋一番的，必
然是别的什么鸟。那久久
蹲着纹丝不动，凝神注视
河面的，总是夜鹭。
夜鹭不像白鹭那么好

看。或许是为了更易在晨
昏的光线里隐蔽，它们的
额头、后颈和肩背都是青
色近乎黑色，它们头部有
几根长带状白色饰羽，像

老先生的须眉，一直下垂
到后背。加上它们总是保
持静态，更显得不如别的
生物活泼，这给这种小鸟
一种垂暮之态。令人联想
起老弄堂的门口，过去也
总是有一群老人家坐着，
他们各自拿着各自的旧圈

椅、老沙发、折叠
凳、塑料椅子列成
一排。有时他们交
谈几句，有时保持
沉默。他们一起安
静地看着路面上来
来往往的人，如看
着正在上映什么故
事的大屏幕。
街上能有什么

故事呢？无非是为
生计奔波劳碌的人
们、乘车赶路的人

们、准备去上班或者回家
的人们，所有的这些生命
的片段，当一个人走到垂
暮之际，想必都已经过。
如今他们只坐在路边，静
静地，成为正在进行的生
活的旁观者，也成为自身
往昔岁月的观察者。这凝
神里就有了思索的味道，
也有了超然的气质。
夜鹭也总是这么看着

河面。它总是日复一日在
黄昏时分伫立在水边的树
枝上或者站在堤岸的围栏

上，观察着水面的动静。
那种心无旁骛的样子，仿
佛哲学家的沉思。它和它
所凝视的流逝的河水，以
及水中一旦被它捕获就会
丧命的鱼虾，动与静，看与
被看，生与死，残酷与慈
悲，都不以人类的意愿为
转移，这幅画面在向城市
里的居民展示一种超越日
常法则的、属于自然世界
的奥秘。
等到河边重新有了散

步的人群，等到堤岸上再
次坐满了乘凉的居民。鸟
的身影就后退一些，它们
自然而然避让去了别处。
但你知道它必然还在别的
什么地方，凝视着人类世
界所有的变化，如观察一
条河流的潮汐。
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参与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的专家们，曾在苏州
河的不同河段打了百余个
样孔，显示了河流底泥从
基底土黄色逐渐变成黝黑
色的过程，污染底泥的厚

度从20厘米至2米多不
等。码头附近的污泥成分
里，多有麻布包、碎煤渣、
塑料袋等等，从这些沉淀
中，可以推断出沿河开过
的工厂、进行过的物流、生
产货品的变化，一捧土
里，也忠实记录着上海发
展的痕迹。
那如今我们所经历的

日与夜，也会被苏州河所
记录吧。与我们共享这座
城市的野生动物，永不会
与人类开口交涉，但我们
的确彼此影响，脚步交叠
在同一空间。我们看夜
鹭，夜鹭观察着河流，而河
流望着整座城市，一如你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
的人在楼上看你。所有的
生命，在这些无字的凝视
里，互为记录，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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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友人闪送去辣椒枝还没几
天，他就从微信里发来了照片：原
来枝繁叶茂的枝条蔫了，叶子掉
得不剩几片，空留下几粒小尖椒
孤零零地挂着。怎么会这样呢？
我可是选了最精神的几株送给他
的啊。难不成从花盆里拔出辣椒
枝条时伤到了根？
送辣椒苗的事，我和友人说了

好几个月了，这是位爱绿植的人，
每年的春季都要上网买各种植
物。用他的话来说：绿，是生命之
色，每天看到绿色不仅养眼且安
心。可是，上海人错过了这个春
天，网购也“短路”了，我于是承诺
一旦清明时节种下的辣椒籽出苗，
便分给他一些。好在辣椒没有辜
负我的期望，它们渐渐成长……
友人在微信中说，他一剪刀

一剪刀地剪去那些枝叶时好心
痛！我赶紧安慰他辣椒很容易成
活，不用担心它会死去，你浇点水
吧。友人回复我白天不能浇水，
晚上再浇吧。我又说盆里的土太
少，营养不够，你加点土吧。友人
又回复我加土容易生虫……我问

他，你哪里来的
这 些 条 条 框
框？他说，每次
上网买绿植时
都会请教客服
种植的学问，客服会一二三不厌
其烦地教授给他，不过他也困惑，
客服每次都留下个“但是”的尾
巴，这个“但是”似是而非，令他找
不准方向。
我暗笑，一个能把文章解析

得头头是道的专家竟然唯客服
“砖家”是从，难怪他那么精心呵
护的宝贝每年的成活率只有30%

不到，教条主义有时也误人啊。
我赶紧补了一句：只要有阳光沐
浴，任其成长，千万别宠着。
说别人容易，我自己不也宠

死过小生命？
前几年，小舅把一对黄蛉连

同它俩住的“房子”送给了我。
小房子隔成黑与白两个空间，有
网状镂空的活动门，小舅戏称它
是立体声音响。果真，黄蛉振翅
时发出的鸣声从这里传出，听起
来悦耳极了。

一双黄蛉
安详地分居两
室，两根长长
的触须上下左
右不停地摆摆

摇摇，听两个小家伙争相齐鸣，爱
怜之情油然而起。都说黄蛉只要
吃浸了水的米粒就行了，可我想
米粒的营养哪够得上黄蛉振翅鸣
叫的运动量？我是今天苹果，明
天猕猴桃，唯一给它们吃的米粒
还是在又浓又稠的白木耳羹里浸
过的，我希望黄蛉也能滋补养身。
天气转凉，我想方设法不让

它们受冻。夜里睡觉，黄
蛉跟我一块儿钻被窝，第
二天早晨被窝里发出一
阵“铃声”，这闹铃好不舒
心；我在电脑前打字，它
们的小房子就便安置在调光灯
上。灯光柔柔的，不一会儿便照
暖了它们，那铃声此起彼伏，和
唱、重唱、独唱、连唱，真不知它们
豆大的躯体里怎蕴含着如此强大
的生命力？
寒潮突降，我禁不住捂紧藏

在衣袋里的黄蛉。衣袋的热量已
经抵御不住外来的寒气，我只想
让小东西们感受到我手的暖意、
心的温存。晚上，我凝视着变得
安宁的黄蛉，真心实意地想帮助
它们度过寒关。我插上电热水
袋，把它们的小房子放在上面，
期待它们暖和后又能发出振翅的
铃声。只几分钟的工夫，当我再
看它们时，两只黄蛉都翻转了身
子，任凭我怎么晃动小房子也摇
不醒它们了。
我和友人都是热爱小生命的

人，可我们是以想当然的爱在
“宠爱”，尽管有良好的愿
望却不一定有美好的结
果。如今，每当我看到那
些过度担心孩子冷了、饿
了、磕了、碰了的家长，我

会想起友人的辣椒和那对黄蛉，
担心家长把握不住宠爱的尺度。
只不过孩子不愿意或不舒服了会
哭闹、会抵抗，而黄蛉不会。我
深深地自责，因为我知道两只黄
蛉在临死前一定很悲哀，为自
己，也为我。

章慧敏

宠爱与悲哀

汪老太今年68岁，平时总是感觉口干舌燥，半夜
尤其明显，睡觉前床边习惯放一杯水，以备口渴之时。
为此她专门去医院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但空腹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都没有问题。
我仔细询问后发现她除了口干明显，整个人也偏

瘦，平时胃口一般，大便偏干，三五天一次，且比较费
劲，舌质偏红，舌面津液也很少，舌苔薄少，摸其脉明显

感觉脉象沉细。综合分析下来，我认为
汪老太属于典型的阴虚津亏，治疗当然
以养阴生津为主，处方中重用天冬，配合
麦冬、石斛、瓜蒌根、牡蛎养阴生津，同时
给予生地、山茱萸直补肾阴，乌梅、焦山
楂、白芍、炙甘草酸甘化阴，双管齐下。
两周后，汪老太感觉夜间口干明显减轻，
胃口渐开，大便也较之前顺畅许多。既
已见效，前方不变，嘱患者减量使用以善
其后，平时少食辛辣厚重之物，多吃百
合、银耳、荸荠等滋润之品，以养阴液。
类似案例临床并不少见，简单一个

口干，或许很多人都不以为意，根本不会
把它当作一种病去认真对待，但一些严
重的口干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也需
要接受药物治疗。对这样一个患者的自
觉症状，西医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
糖尿病等问题，重在寻找口干背后可能
存在的其他疾病，我非常认同这一点。

中医对于口干的认识，我的理解中大致分为两大
类，一类是湿邪阻滞，津不上承。通俗来说，这种人体内
并不缺水，只是水的运输出了问题。因为湿邪太盛，困
阻了脾胃，阻碍了气机的运行，导致津液不能正常地布
散，有些地方得不到润养，所以感觉口干。对这种情况
我们要以化湿健脾为主，只有湿邪祛除了，脾的运化功
能正常，才能将水谷精微上输于肺，津液得以上承，不补
水而水自足，口干自然也就消除了。比较常用的方剂如
藿朴夏苓汤（藿香、厚朴、半夏、茯苓）、香砂六君子汤（木
香、砂仁、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炙甘草、制半夏）、平胃
散（苍术、制半夏、陈皮、厚朴）等。
口干的另一种类型就是前面汪老太这种情况，中医

称之为阴虚津亏，临床比较典型的特点就是口干以夜间
更为明显，舌红少苔或无苔。这种口干是体内真的缺水
了。那么既然缺水，多喝一点水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
要借助药物呢？事实上，人体内的阴液和自然界的水还
是有区别的，饮水有助于补充我们体内的阴液，但阴液
还包括其他一些营养物质，不单单是水，所以光喝水不
能完全解决问题，必须通过药物养阴增液。针对阴液不
足导致的口干，尤其夜间明显的这部分人，我常用增液
汤治疗，该方所用生地、玄参都是味厚质重之品，具有较
强的养阴之功，配以麦冬、天冬、花粉、石斛既补肾阴、也
养胃阴，先后天同治，尤其天冬这味药，乃是治疗夜间口
干的特效药，根据程度的不同，可以用至15到30克，一
般经过2到3周的治疗，口干大都能明显好转。
（作者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治未病中心主任医师）

周

扬

夜
间
口
干
如
何
解

夏日出街，找到长乐路上那条“爱情神
话”弄堂后，一个左转红灯，一台黑色机车驻
我车前，黑色的头盔抬起，一个超大红色蝴
蝶结装饰在盔后，哦，原来是一枚机车少女，
不可混同摩托女郎，前者是自主驾驶，后者
只是假坐兜风。运动型机车多为壮汉设计，
低把高座，而女性的身高、臂长平均低于男
性，显然对女性骑手并不友好。
绿灯亮起，头盔前扑，一个运动跑车

的标准的C形趴骑姿，人机合一。刹那
间，炫耀得让你躲闪不及，可盐可甜的机
车少女。无由地跟随红色花结，驶入淮海
路中雁荡路口，却见一支长板飞出（两头翘

的滑板，才是严格意义
上的运动滑板），载着

一个擎着摇杆照相机的女生，白色T恤上
一尾飞鱼图案，游向路南，脚下的“长板”如
影棚的导轨。
八十年的老店、以前叫“培丽土产公司”

的酱菜柜台前，任由顾客零拷碎挑几十种酱
瓜，包容了沪上饮食男女的甜咸辣酸。独特
的是虾子风味：虾子带鱼、虾子腐乳、虾子鲞
鱼、虾子酱油、鲜贝虾米酱。兼营南北糟货：
平湖糟蛋、香糟鱼、笋脯花生、海会寺腐乳、
黄泥螺、肉松鱼松、糖醋大蒜头、香莴笋。都
是过泡饭的小菜，又好当增鲜辅料炒菜，鲜

得眉毛也落下来。
没有培丽的冷面酱
瓜，摆在弄堂里的小饭桌上，简直是端不出
去的。
再次红灯，巧在“三八妇女商店”的长窗

前，一对俏丽少女，高的一位黛蓝肚兜衫子,

浅绿磨卡其紧身裤，一双马丁高腰靴子。转
睛后背，一朵干脆的四角花结。素腰一束，
不盈一握，云一涡，玉一梭，恰是柳腰身。花
季轮回，风骚各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
拂槛露华浓”，一人成石，万人成海。
绿灯闪起，不甘地起步，颠到了后座的

吉他，一丝轻微嗡响，好似安慰我没有见到
街头那些游吟歌手，我已找了夏日街边的主
旋律。

辛旭光街市素描

最近整理家什，理出
一只白色的搪瓷面盆，盆
底里写有“太浦河工程会
战留念”的红色字样。那
是1991年冬，乡水利指
挥部向参与“太浦河工程
会战”的全体人员发放的
纪念品。当时，我在
乡广播站工作，也随
同乡水利指挥部人员
一起上了工地，现
在，当我看到那只白
色的搪瓷面盆时，总会情
不自禁地想起搪瓷生活的
种种趣事。
小时候，天刚蒙蒙亮，

家里的有线广播总会响起
《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晨
曲。乡亲们纷纷起床洗
漱，儿时的梦呓里，隐隐约
约听到了搪瓷叮叮当当的
声响。那时，一起床会先
拿个搪瓷杯，从灶间水缸
里舀一杯水，一屁股坐在
客堂的门槛上喝。时不
时，将水含在嘴里发出“咕
噜、咕噜”的怪声。母亲则
走到灶间的面盆架前，将

搁放在架上的搪瓷面盆取
下倒进半盆温水。然后，
喊着：“小弟弟过来……”
边喊边将冒着热气的毛巾
轻抚我稚嫩的脸庞。瞬
间，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记得，大哥结婚办喜

事时，我和三哥、妹妹守着
洞房门口，逮着红娘端着
一个印着大红“喜”字的搪
瓷面盆出来给新嫂子打
水。然后，我们追着红娘
讨喜糖，直到她将堆满糖
果和饼干的搪瓷盘端出
来，我急不可待地把口袋
塞满，吃着糖乐滋滋地离
开。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
代，一块饼干、一颗糖果，
足以让幼小的我得到满足
和快乐。
过去，市郊人家的日

常生活几乎离不开搪瓷制
品。刷牙、吃茶是搪瓷杯
子、洗脸是搪瓷面盆，小孩
吃饭是搪瓷碗（俗称洋铅
碗），连老人用来咳嗽吐痰
的也是搪瓷痰盂罐。搪瓷
用品深受人们欢迎，几乎
家家户户都有，搪瓷的背
后浓缩了上世纪整整一个
时代的记忆。搪瓷用品是
当时的家庭图腾：搪瓷盘
子上有漂亮的月季花、孔
雀和荷花的图案；印有白
底红字语录、标语、口号和
厂名的搪瓷杯也是那个年
代的特色；白色搪瓷杯印
上特定的字，作为奖品发
给职工也是司空见惯的。
童年时，我经常看到父亲

坐在家门口，捧着一只印
有“西渡装卸运输公司先
进工作者”的搪瓷杯，边喝
茶边与邻居们聊家常、谈
山海经。
家里原来还有两只大

的白色搪瓷碗，那是我去
奉贤农大参加县里组
织的群师组长培训班
时买的，用它们一只
盛饭、一只放菜。后
来，我进乡广播站参

加工作了，这两只搪瓷碗
也跟随我一起去了单位。
在开挖泰青港、参加太浦
河会战中，我也不忘带上
了这两只搪瓷碗。那时，
正逢青春，身强力壮，开河
挑担时，用搪瓷碗盛的米
饭，每顿吃两碗不在话
下。再后来，不用搪瓷碗
了，放在家里平时用它盛
麦子或稻谷喂鸡鸭。家里
养花了，又把它作为底座
放在花盆下。时间久了，
搪瓷碗斑驳不堪，原本洁
白的碗壁也变得黯淡无光
了，黄褐色的锈迹星星点
点分布在各个地方，碗沿
口的搪瓷也磕掉了不少，
露出黑褐色的铁皮。不知
哪一天，发觉阳台上有水，
水是从搪瓷碗里流出来
的，我依依不舍地把它们
放在了可回收物品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搪瓷制品，也是当时青年
人结婚的标配。搪瓷用品
的唯一缺点就是易坏，磕
磕碰碰后就会缺损一块，
像蚕豆瓣大小的搪瓷掉下
来，没有破的话还可以继
续用。搪瓷品承载着一代
人的记忆，也温暖了我们
的青春。

潘家龙

搪瓷生活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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