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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健 康

我朋友说我耳朵听力好多了。
我本来没觉得我耳朵有问题，但

有次在地铁里接我女儿电话，当时她
说得很快，我没听清楚。她说：“妈，你
的耳朵也不灵了，去看看医生吧！”因
为她又要出国，马上帮我挂了一个我
怎么也没本事挂上的五官科医院专
家号。谁知道，去医院听力测试一做，
我的听力损失了50%。医生问过我女
儿，知道我曾因生病做过光疗。我问
医生能治吗？医生说吃药没有用的，
只有装助听器。
于是我凭这张听力测试在残疾人

证评估中，顺利拿到了听力四级残疾的
证明，参加了街道残
疾人协会，还买到

了助听器。助听器真好，声音放大了，
噪声却增加不多。

平时这个助听器，我是在办事的时
候怕反应慢才戴一戴。总觉得不方便，
不戴不也能听吗？但
被人告知：长期听不
见，会影响脑神经，容
易痴呆。我害怕了，
买了微型电池，准备
长期使用。
耳朵也真是不灵光了。我有点沮

丧：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有一天，我灵光一现：耳朵听力减

退既然是光疗形成的，从四十一岁到现
在，已经过了三十七八年了，在这三十
七八年中，我是怎么过来的呢？没有明

显感到耳朵有问题哟。我就像那些年
这样过，怎么样？于是，我决定不戴助
听器了，努力用自己仅有的听力听。
祼耳一段时间，我反应快了。我感

觉我的耳朵还是有用
的，没那么不中用。助
听器就不常带在身边
了。我朋友夸我：你耳
朵不是蛮好的吗？

拐杖也是如此。我膝盖关节发过
炎，一度行走困难，坐过几天轮椅，买了
个拐杖。能走后，我扔掉拐杖，自己用
腿部肌肉发力走路，居然也走过来了。
医生与亲戚朋友为你行动设的限，

是有道理的，为安全起见，要设限。
自己信心不足时，也要在“限”里

面，不越雷池
一步，但一旦在
康复路上，一直不敢破“限”，也不行。
自己的能力会萎缩。
限，无非是怕失败。如听不清楚

了，走路有点紧张，小心翼翼是对的，但
一直不敢试一试，你的能耐就在“限”里
面了，怎么康复，怎么恢复呢？
试试破一下限如何？每天进步一

点点。把自己原有的能力调动起来。
老了，有形的与无形的“限”越来越

多。一圈又一圈，把自己捆得死死的，
会越来越衰弱无能。
老了，要有一点点勇气，谨慎破

限，我们的好多老哥老姐不就是这样
的吗？

沈全梅

设限与破限

两排银杏树头接蓝天，映衬白
云，随风摇曳，晚秋的上海人民大道
金黄璀璨，似一幅油画。在此走了
十多年，突然心里冒出个问号：到底
有多少棵银杏呢？问身边的友人，
皆笑而不答。
这才想，对待季节该认真些

了，银杏叶不是一天就黄的。天工
化物，银杏仿佛挂在天空的宣纸，
秋风为笔，几点淡黄，不几日渐渐
洇开、弥散、铺满天。利用中午
闲时，围绕人民大道跑一圈，盯
着银杏树一棵一棵数，甚怕眼
花，又跑一圈，数字对上，才心
安有了答案。在人民大道做一
片银杏叶是何等幸运啊，草素云
淡，日月静好。友人戏言，说我每
日中午享用了最好的运动场。一身
汗水，换一颗澄澈健康之心，可抵岁
月漫长。
银杏叶片片金黄，秋意正浓，顺

手拍些美图，让人眼馋啊。银杏之
美，美在丰盈静谧。自古以来，银杏
就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西汉时期
《上林赋》中“沙棠栎槠，华枫枰栌”
中的枰即为银杏。中国古代造园名
著《长物志》中提到，“银杏株叶扶
疏，新绿时最可爱”。前人曾言“等
闲日月任西东，不管霜风著鬓蓬”
“亭亭最是公孙树，挺立乾坤亿万

年”，银杏为世人呈现的不仅是视觉
之美，更是根植于人心的精神象征。
人间草木，阳光在、岁月在，这

便是最好的世界。在历史长河中，
银杏作为中国的特有树种，是和恐
龙同时代的植物，被誉为植物王国
的“活化石”，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
的树种之一，忠实保留着亿万年前
祖先的模样。其适应能力强，生长
期漫长，寿命可达千年。研究进一

步表明，遍布全球的银杏几乎均源
自以浙江天目山种群为代表的中国
东部种群，被引进到欧美以及日本、
朝鲜等地，广为栽种而享誉世界。
银杏东渡日本约在7世纪至8世纪
中叶，在那里，银杏也被称作“希望
的使者”。
清晨，拉开窗帘，阳光隔着玻璃

倾泻一身，洒落一地，半室温柔、半
室明媚。秋阳清亮纯净，氤氲生命，
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和希望。翻看
《中国树木志》，银杏生于古生代，以
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存活至今，在
提高空气质量、涵养水源、抗辐射等
方面发挥着作用。

银杏在故乡人称白果，金九银
十，何不与银杏来一场美丽邂逅？
一串串白果挂在枝头，不经意间会
跳入行人怀中，散步的老者在树下
慢悠悠捡拾果实，浪费了多可惜。
时光深处，浅了暑热，浓了秋凉。
秋韵清简，让虚浮的心渐趋沉静。
人生的旅程，亦如雨中的草叶，淋
过、湿过、荣过、枯过，从头来过。
起起落落间，定会收获生命赠予的
惊喜。
秋一寸寸渐深，落叶飞舞，

不言离殇。大自然的一树一叶
坦然接受生命的轮回，现在的
再见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

逢。山一程、水一程，人来人往，缘
聚缘散，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相
知。烟火凡世，有些人来了去了，近
了远了，聚了散了；有些人来来回回
错过又擦肩。朝来暮落，都应当怀
一种淡然的心境，如落叶落花般静
美从容。
阑珊秋色染流年，人间最美是

清欢。人民大道两侧伫立的银杏
树，如算上200号花圃里的7棵共有
85棵。它们站在季节的边缘，看秋
深露重，掬一捧光阴，愿你眼里有
光、心里有暖，眉间心上铺满欢喜，
看时光在秋意渐深中辗转，又何惧
风雨寒凉。

管苏清

阑珊秋色染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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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歇时间，公司里的“地铁族”又聚在一
起，交流乘地铁的种种遭遇。吐槽之余，大家
七嘴八舌总结出乘地铁“三忌”。
其一忌“不动”。上了地铁后，应按地铁

广播所说，尽量往中间走。但很多乘客上了
车，看着手机，站在原地就不动了，使靠车门
处形成了一堵“人墙”，成了车厢最挤的地
方。高峰时，列车到站，车内的乘客下不了

车，车外的乘客上不了车，严
重影响了上下客流的畅通，产
生碰撞、推搡等行为，或造成
行车过程的上下车事故。
其二忌“不问”。地铁到站

前，有时挤在车门口的乘客，并不一定会在本
站下。这时你就要主动发问：前面是否下
车？及时与不下车的乘客调整站位。但不少
乘客，以为前面的人都要下车，不闻不问，默不
作声跟在后面。地铁一到站，他发现一堵“厚
厚人墙”挡在前面，情急之下，拼尽全力“扒开”
人群，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挤下车时，或发现背
包却被车门夹住了，极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其三忌“不忍”。上海地铁每天客运量
达上千万人次，上下班时，地铁车厢里人贴
人。在拥挤的车厢里，互相免不了会被碰一
下、踩一下。这时应持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
心态，只要对方不是恶意挑衅，千万不要一碰
就“爆”，要发挥“忍”的功夫，忍一忍就风平浪
静了。如果矛盾激发，不但扰乱乘车环境，甚
至会引发治安案件。这时，即使争来了“你错
我对”的结果，这个“性价比”未免也太低了。
地铁车厢是个小社会，大家要互相谅解，

多动多问多忍，再加上多笑，每天保持一份好
心情，为上海地铁的畅通运行，也为城市文
明，作一份微贡献！

任炽越

乘地铁“三忌”

家乡台州的青蟹闻名遐迩，这世间尤物身负橄榄
绿的铠甲，张牙舞爪，耀武扬威，一对粗壮而锋利的大
螯极其凶猛。古人称青蟹为“蝤蛑”，《酉阳杂俎》有言：
蝤蛑大者，能与虎斗。足见其威猛无比。若一不小心
手指被大钳咬住，轻则一片青紫，重则血肉模糊，所以
市场出售的青蟹总被五花大绑。但蟹中悍将，也有侠
骨柔情时，它按周期蜕壳，一生蜕壳十三次。每一次蜕

壳都是一次新生和成长，体形增大，呈现
一层色彩斑驳的柔嫩肌肤，滑润而瑰
丽。但睡眼惺忪、肢体无力，被称软壳蟹。
软壳蟹温驯而胆怯、迟缓而脆弱，双

螯变得软绵绵，连小海鱼都能欺负它。
但青蟹完全柔软的状态只有半小时，数
小时内逐渐恢复硬壳，软壳是它生命形
态稍纵即逝的存在。
绵长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造就了

我的家乡丰富而壮阔的山海风貌。漫无边际的滩涂、
险峻嶙峋的岩礁群、咸淡水交汇的海湾，衍生出一个小
产业，叫讨小海。潮水滚滚而来，挟裹着珠翠之珍，馈
赠丰富。夏秋时节，家乡男男女女赶上落潮时间，纷纷
奔向海边，有的深一脚浅一脚在滩涂上寻寻觅觅，有的
把诱捕网锚好，用力起网又落网，还有的匍匐在岩礁
间，把“潮池”里的海水用水瓢舀出去，直至竭泽而渔，
惊喜于眼下各种生命组成的繁华。涨潮前背回来的竹
篓里常有泥鱼、泥螺、乌螺、弹涂、蛤蜊和岩头蟹、青蟹、
蟛蜞等鱼虾蟹贝，若是抓到一两只软壳蟹，那是稀罕物。
蹲在水井头清理分类时，大人小孩围过来，对着软壳蟹
大呼小叫，年长者说这是程咬金拜大旗，碰上好运气！
我故乡民间烹制软壳蟹滋补青少年的身体，是一

种沿袭已久的乡俗。青蟹在蜕壳时也蜕去腮、食囊和
内脏，全身无一丝污垢。乡人把软壳蟹放入陶瓷炖钵
里，加黄酒老姜冰糖和两三颗红枣，倒入清水没过蟹
背，隔水炖。隔水炖是我乡民间锁住营养物质的烹制
方法。冰糖在黄酒水中慢慢融化，软壳蟹在炖钵里酒
酣耳热。在袅袅升腾的香甜蒸汽雾里，海味的至尊，鲜
味的巅峰，与奔腾的酒浪一起撞击我们的味蕾。长辈
是舍不得给自己留一口，总是让孩子们各捧一份。在
记忆的蔓藤攀缘了半个世纪的软壳蟹，膏满黄肥，肉质
绵密紧致，肥嘟嘟的肉咀嚼起来沙沙响，每每意犹未
尽，吮手咂嘴，仍历历在目。
城镇里领工资的人家，现在称工薪阶层，上街买菜

遇上讨小海回来的人，有软壳蟹，必定捷足先登，如获
至宝。买回来除古法炖酒外，也与丝瓜一起煮米线吃，
那是难以超越的美食圭臬。也有的人家把一只软壳蟹
卧在家乡的卤水豆腐上，汤水“咕噜咕噜”响，在“千滚
豆腐万滚鱼”后，软壳蟹如霸王醉卧瑶池，再煮一锅番
薯米饭，一家人吃得酣畅淋漓。
讨小海，作为家乡海边人的一种经济补充，装点了

我们成长的岁月，让一代代海的孩子茁壮成长。
秋深蟹肥，我怀想软壳蟹蜕去铠甲神情迷离的温

婉，也念想那一口透骨入髓的鲜。家乡老友说，在海涂
围垦、沧海变迁后，更多的青蟹在内海网箱里生长，蟹
苗在显微镜下如在母体羊
水中的胚胎，晶莹剔透，每
公斤有十几万只，只有千
分之二的存活率。存活下
来的，养殖户都会精心养
护。为了避免未蜕壳的青
蟹吃掉蜕壳后的软壳蟹，
还为它们建立单独“公
寓”，一只一笼，科学掌握
蜕壳规律，可在笼中收获
地道的软壳蟹。
宋代丁公默与苏轼同

为嘉祐进士，两人情投意
合。丁公默送苏轼一只蝤
蛑，苏轼赋诗答谢。诗云：
“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
雪劝加餐。”有学者考证，丁
公默送的是台州软壳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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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
第六届全国美
展漫画展区设
在湖南长沙，
我和辛遥都是
被邀请的漫画作者，那是
我们首次见面。
辛遥是与会者中最

年轻的代表。许多人都
是第一次见面，但因为彼
此的漫画作品很熟悉，所
以大家都不感到陌生。
辛遥举止言谈颇具海派
风味，很活泼，很前卫，和
不同年龄段的人很快融
合到一起。只有短短的

几天，大家就都以小阿弟
称呼他了。
相识后，我每次到上

海都和辛遥相约会面，情
趣相投，我们成为了几十
年的好友。
漫画主要分为两大

类：讽刺画和幽默画。幽
默画虽然没有明确的讽刺
对象，却能深刻地揭示人
性的本质，题材漫无边际，

表现手法可
以 近 乎 荒
诞。它最高
境界是自嘲，
这也是幽默

画吸引人的魅力所在。
辛遥偏爱幽默画，这

和他的性情、审美理想有
关。所以他一直在幽默
画的天地里遨游。他的
作品所涉内容广泛，表现
手法精练。尤其画面的黑
白运用巧妙，简约浪漫中
不失丰富的内涵。他在国
际漫画比赛中的许多获奖
作品正体现了他的郑氏幽
默和世界性语言，被国际
同行认可和喜爱。

1992年，辛遥在新民
晚报副刊开设了专栏《智
慧快餐》，以文配图的形
式，展现自己的世界观。
他用曼妙的笔调，很从容
地把生活中的趣味、哲理，
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画
出了人们的关注和共鸣。
读者在忍俊不禁中享受了
精神和视觉的乐趣。
《智慧快餐》中的文字

都是浓缩而深奥的语言，
一幅画面很难诠释得清
楚，但辛遥将两者结合得
贴切、准确是非常难得的，
辛遥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和
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研究
和总结的。
辛遥的成功，除了个

人的天赋，更多的是他对
自己喜爱的事业的刻苦追
求、全身心的投入和对艺
术的忠诚。所以画了几十
年，仍能生机勃勃，妙思不
竭，成为了漫画界的一棵
常青树。
辛遥是个乐观、潇洒

的人。我一直佩服他享受
生活的那种优雅状态。他
那不紧不慢的言谈节奏，
总是带给人愉悦感。辛遥
善谈，但言之有物，从来不
说无聊的话，听不见他发
牢骚，虽然谦让、随和，但
又不失原则。做事严谨、
讲诚信。说到做到，所以
他的朋友多，口碑好！这
也使得他的事业一帆风
顺，成为漫画界的佼佼
者。衷心祝福辛遥。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漫画艺委会名誉主任）

徐鹏飞

画出自己的天地

现在的家庭因为有了
洗衣机，极少听说有人还
在用搓板的。我家可能是
个例外，不仅自己时而用
一下搓板，而且把它当奖
品送给两个小外孙女。
她们是那年夏天从悉

尼到上海的。天天要沐浴
更衣，女儿再三提醒，让她
们自己动手洗衣服。第二
天，两姐妹照例洗好澡，妹
妹端着盆T恤等衣物来到
洗衣房，谁知外婆不开洗
衣机，而从夹缝里，拿出一
块黄黄的有一道道沟的长
木板，把浸泡在盆里的衣
服捞出，拧了几下，然后在

衣服上搽上肥皂，用力向
下推，接着又把衣服拉回
原处，周而复始，衣服在板
上来回翻飞，发出“嚓嚓”
有节奏的声音。搓完了，
才开着水龙头，在盆里用
手 搓
洗，过
干 净
了 肥
皂水，
不一会儿把面盆里的衣物
拧干晾晒。姐妹俩在悉尼
从未见当地人用木板洗衣
服。她们好奇心上来了，
但不知道这木板叫什么，
她们想学会在木板上洗衣

服，结果手擦得生疼。想
在两个小妞兴趣高涨时，
趁热打铁，我就拉着她们
进书房，在她们的平板电
脑上写下“搓板”。
“谁能读？”姐姐在沪

时学了
四年的
语文，
一般的
汉字都

认识，妹妹走时只读了一
年级，认字不多，“差板”，姐
姐大声。“这是好板，可洗衣
物的，应读‘ce’（上海话），
大家跟我读三遍。”
接着我就科普了一下

“搓板”知识。改革开放
前，没有洗衣机，家中必备
一两块搓板，衣物都靠搓
板洗涤的。“你外婆在小学
五年级时，因为家里弟妹
多，太外婆忙不过来，就用
搓板洗几大盆的床单、被
套、棉衣裤等，特别冬天，
手指常常冻成胡萝卜似
的。”此时，姐妹俩看着边
上的外婆，都跷起大拇指。
“所以外婆至今也舍

不得扔掉搓板，小零小碎
的衣物，就用搓板。搓板
还有教育功能，外公小时
候也蛮调皮，有一次因抓
蟋蟀而逃学，被太奶奶逮
个正着，回家跪搓板，你们
想跪在刀刃一般的搓板上
那是啥滋味？不信，你们
试试。”我告诉她们，“搓板
也起惩诫作用，上海人称
‘跪搓板’，你们和我一起
读三遍。”“yes！”姐妹俩异
口同声喊道。“上海是你们
的根，爱劳动是中国人的
本色。”我强调。
话音未落，姐妹俩缠着

外婆，学用搓板洗衣袜，她
们机灵，一学就会，还说要
比试比试，请外婆做裁判。
姐妹俩吵着要奖品，

最好要搓板。哪买？上网
站打开“搓板”条目，姐妹
俩看得高兴起来，没想到，
网上的搓板比外婆的老古
董好看，而且品种很多。
如今，搓板成了她们

生活中的小帮手。
奖励搓板是意料之

外，也在情理之中。

伦丰和

“搓板”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