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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022年12月5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王瑜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七夕会

旅 游

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可这段日子我并没有想起大理的山
水人情，怎么就梦见了苍山洱海，还
津津有味地听着当地友人讲述“风
花雪月”的故事？
醒来后竟无法入眠：云南这块

土地我至少去过六七次，而每一次
到访云之南，大理是我必去的地
方。那里存放着我热忱的友情，更
有让我眷恋的人文景观和美食。自
然，我心底深处还时常会牵挂一个
小东西，那是一条鱼，学名叫弓鱼。
此刻在这万籁俱寂中，弓鱼在我的
脑海中越来越鲜活而生动起来了。
记得那次去大理是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来接我的小李问想不
想去洱海网鱼？这个建议太诱人
了，洱海是个能生出浪漫和爱情的
地方，波光粼粼，湖光与苍山的积雪
相映，妩媚迷人。还用问吗，别说网
鱼，就是在洱海里荡漾双桨也是种
享受，我连声称好。
时近中午，洱海里的渔船只有

几条，我们这只尖尖窄窄的小船仍
在沉网、起网。我发现洱海的水质
比我多年前到大理时已有了很大的
提升，网上来的鱼儿特别肥硕，半斤
一条的河鲫鱼，我当稀罕物，可小李
却一个劲儿地嫌小。白族人吃鱼讲
究一个新鲜，小李说一会儿上岸，餐

馆老板娘会用我们网上来的每尾5

斤左右的大鲤鱼做一道“活水煮活
鱼”。这道菜可是鲜到掉眉毛的美
味啊，真正的原生态：洱海的水煮洱
海的鱼，加上自制的老豆腐一锅烧，
最后洒上辣子、蒜叶和香菜盛在搪
瓷大脸盆里端出，不喝酒也醉了。
突然，小李一声惊呼：“弓鱼，是

弓鱼！”我凑近渔网，看到网上来的
几条鱼中有一条最多重2两，嘴尖、
细鳞，全身闪着银白的小
鱼，比起那些大鱼来它根本
不起眼。只见小李双手托
着弓鱼，满脸崇仰之情，轻
轻地把它放回洱海。他说，
白族人非常敬佩弓鱼的性格，因为
小个子的弓鱼喜欢逆水而上，游不
动了就用嘴衔着尾巴，弓着身子弹
向前方，决不回头。小李指着苍山
说：“你看，苍山有多高，可弓鱼就能
沿着苍山的十八溪弹跃到山顶，小
身体里拥有多大的能量和毅力！”
在大理当地有一个弓鱼的美丽

传说：每年的春季月圆之际，弓鱼会
成群结队地跃出水面，鱼身弯曲成

弓形，形成“弓鱼奔月”的盛景。然
而，自上世纪70年代后弓鱼一度竟
濒临灭绝，肉嫩味美的弓鱼渐渐成
为洱海沿岸百姓留在舌根的味道，
记忆中的乡愁。近年来，当地政府
下决心拨巨款保护洱海，弓鱼这才
得以渐渐繁衍。
原来，小李对弓鱼如此“膜拜”是

有原因的，他有位堂兄当年是个民办
教师，和一名去插队的昆明女知青恋
爱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堂堂正正
的恋爱却被扣上了一顶破坏知青上
山下乡的帽子，堂兄被隔离起来，还
要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他又气又
怨，只想以死解脱。有一天夜里，同

情他的看管从窗洞里丢进一
只手绢包，他认出手绢是恋人
的，解开一看，里面没有只字
片语，只有一条晒成干的弓
鱼！他自然明白恋人的良苦

用意，泪水瞬间溢出了眼眶……
小船仍在洱海上飘浮。一条小

小的弓鱼让我俩心潮起伏，一时间谁
也没说话。或许从我看到、听到弓鱼
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它百折不回的性
格深深地感动，因为弓鱼的性格就是
人们追求和向往的一种精神境界。
我想，在今后的日子里，虽然

“日无所思”，依旧会梦见那些扎根
在心底的人和事，记忆是隽永的啊。

章慧敏

弓鱼的性格
几年前，时年88岁的

老妈向我们诉说，操持家
务力不从心了，第N次，我
和弟弟一起劝她：“请个保
姆或钟点工吧。”老妈照例
摇头：“找不到称心的。”我
们问：“怎样才算称心？”答
曰：“要把这里当
成自己的家。”弟
弟当即笑她：“您
老人家是把房子
传给人家，还是
让人家继承您的存款？人
家是来赚钞票的。”
出生于1932年的老

妈，心中理想的保姆还是
戏文里的义仆、回忆录里
的忠仆。比如把东家的小
女儿带回老家抚养的保
姆；比如《三娘教子》中的
老薛保。母亲对保姆的要
求，令我想起了林语堂笔
下的书童阿芳和杨绛写的
林奶奶。
阿芳是林语堂的书

僮，18岁——“他很干练；
我几乎不能没有他”“在他
来我家之前，那些修理电铃
电灯保险丝、整理抽水马桶
的机件、悬挂画镜等事务都

要我亲自动手的。自他来
了以后，我都让他去弄了”
“在我的仆役中他却是一个
最捣乱，最易健忘，而最不
认真的人，在一星期中他打
碎了全体仆役半年内打碎
的碗、茶杯、酒杯的数目”

“我要他去买一罐擦铜油,

他去了一个钟头，回来时
替自己买了一双新鞋，给
我孩子带来了一只蚱蜢，
没有擦铜油”。为钱家洗
衣服的林奶奶，人品过硬，
倒是真的把钱家当成了自
己家，积攒多年的存款也
请杨绛先生代为保管。
刊发过一篇稿

件，作者是截瘫病
人，多年来由妻子
照顾。妻子积劳成
疾后，他家请了住
家保姆。从此有福同享，吃
的，东家和保姆一样，敞开
供应；电视机的遥控器，不
再由东家掌握。将心比
心，保姆对东家也不错，她
回乡过年，返沪时带来一
堆土产。
老妈还抱怨，小区里

张阿姨家请了保姆，一碗红
烧肉，主人吃两块，保姆吃
了五块；老同事某某，丈夫
半身不遂，保姆换了几十
个，远超《田教授家的二十
八个保姆》，后来终于觅着
一个满意的。我和弟弟听
罢，哑然失笑。人家保姆比
东家年轻很多，吃得下，有
什么不好？等她肚子里油
水足了，胃口就会小的。再
说，寻一个好保姆，比找一
个好老婆好老公还要难。
就算保姆样样都好，也要和
东家磨合的。弟弟说：“我
家以前的保姆，菜做得不好

吃，油煎馄饨做得烂糟糟
的，我从来不说她。有现
成饭吃，蛮好了。”我道：
“家务，就是亲生子女为您
做，您也看不入眼的，跟您
分开住几十年了。您不能
一点也不将就。”但望着态

度坚决的老妈，
我们词穷，闭嘴，
甘拜下风。
日前与朋友

通话，讲到好保
姆难觅，朋友笑我不领市
面：“如今的住家保姆，要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每
周一天的休假，薪金还不
菲。”聊了一通，我们一致
认为，一周一天的休假很
合理。但保姆的作息通常
跟东家一致，硬性的八小
时规定就比较吓人了。不

禁感叹，我们到底
不是“大人家”出
身，见识不够。“大
人家”的“大”，在此
要用沪语念，与“大

老倌、大肚皮”的“大”同音。
我一向认为工作没有

贵贱之分，凡是凭合法的劳
动谋生，任何职业都值得尊
重。况且，劳动力价值的提
升，也反映了文明程度的提
高。“八小时”之限，也是文
明进步的标志吧。
说回做家务。一家之

中，无论人口多寡，家务活
都是琐碎繁重的。好在如
今，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家
用电器也越来越多。最可
喜的是，科技达人马斯克
已推出家务机器人。待到
这一成果走进家庭，置办
一台，好过开启一轮又一
轮“寻觅、磨合、容忍、崩
溃、解雇”的轮回。如今，
莫说忠仆，即便是合格的
保姆，也不容易请到。至
于老妈的烦恼，用她的话
来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总
有办法化解的。

孔 曦

家有保姆之理想与现实

冬天到了，天气又冷又干燥，也就到了感冒高发的季
节。怎么才能防治感冒呢？中医有个办法，就是“冬吃萝
卜夏吃姜”。之所以冬天要吃萝卜，因为冬天，人们的饮
食相对厚重油腻、热量更高，胃肠负担比其他季节重，很
多问题就是在这基础上发生的。最典型的就是感冒——
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情况下，都是饮食失节在先，感冒、
上呼吸道感染在后，特别是孩子，一般都是先吃多吃撑
了，过几天就不爱吃饭，然后开始咳嗽，之后就发烧，感

冒、肺炎。对成年人，这个反应虽没这么
快，但呼吸道感染确实可以在胃肠消化不
好、生湿的前提下发生，更何况现代人最
常见的如血糖、血脂、血尿酸、血压高这种
“四高症”，也是痰湿的另一种表现，萝卜
恰能帮到这两方面，一防感冒，二化痰湿。
中医有个名方，叫三子养亲汤，这是

当时的一位名医为孝敬父亲创立的。方
子就三个“子”：莱菔子，就是我们说的萝
卜子；芥菜子，就是我们现在冬天腌芥菜
的菜子；还有就是苏子，我们吃韩国烤肉
的时候包的那个苏叶，结的籽就叫苏子。

用这三个子，煎汤服用。这三个子有个特点：都是温性
的。能帮助阳气日渐不足的老人化痰湿。冬天吃萝卜的
原理和这个近似。中医经典《食疗本草》这本书对萝卜的
记载是这样的，可“利五脏，轻身，令人白净肌细”，且萝卜
的生熟不同，治疗的侧重点也不同，如果是生吃萝卜，它
的作用主要局限在上焦，也就是呼吸系统。因天气干燥
引起的感冒初期或呼吸道感染的早期，比如嗓子疼，干
咳，口干且大便干，明显的又干又热的这种状态，最好是生

吃萝卜。这里的萝卜是白萝卜，胡萝卜不
在此列，因为胡萝卜不是萝卜。用白萝卜
和梨一起打成汁，稍微加一点冰糖调味就
可以了，这个配方清肺火的作用很好，可缓
解嗓子疼；此外，其中丰富的纤维素也可以

帮助你排便，而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呼吸道感染、感
冒时，只有保证大便的通畅，感冒、发烧才能尽快消退。
萝卜熟吃的侧重点在中焦，中焦就是胃肠消化系

统。如果因为吃多了或吃得太油腻了，胃肠负荷过重时
就会产生食积、痰多等消化不良的状态。熟萝卜的作用
能消食去痰，因为煮熟了，萝卜的凉性也降低了。如果本
身脾胃虚弱，时常有胃肠消化不良的问题，熟吃萝卜才更
有针对性。对这类人群在冬天感冒初期，嗓子发干发疼，
眼看就要成燎原之势，我推荐一个食疗方：萝卜豆腐汤。
做法很简单：首先，将白萝卜和生姜切片，豆腐切成块。
然后把切好的白萝卜和生姜，加入水中煮沸，待水沸后转
小火。等白萝卜基本煮软后，加入豆腐，继续炖煮5到10

分钟，加入少许食盐调味，撒上葱花，即可出锅。吃的时
候要记得把煮出来的汤一起喝掉，再好好睡上一觉。一
觉醒来，各种感冒症状会明显好转，很多人照此方法做了
之后都大呼神奇。其实这没什么神奇的，之所以加入豆
腐，是因为豆腐是中医名方：白虎汤的草根版，白虎汤是
东汉医圣张仲景《伤寒论》里的名方。他治疗的是寒气闭
塞，内热壅滞，其中关键的一味药就是石膏。石膏可清内
热，而现在人的感冒基本上都是寒包火的。着凉的同时，
体内早就有热的蓄积了，所以必须用清热的药物清热、散
热。石膏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因此，做萝卜豆腐汤的豆腐
一定要用石膏豆腐，且煮出来的汤一定要喝掉，因为那里
含有石膏，现在市面上的石膏豆腐占了大多数，从质地上
看，石膏豆腐比卤水豆腐要绵软，且没有明显的豆腥味。
现在是冬天，正是萝卜大量上市的时候，为了预防和

缓解你的感冒，巧吃萝卜恰恰就能帮到你。
（作者为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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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我
还在虹桥中学上学时，就听说
过福建田螺坑土楼群。我总想
目睹土楼究竟是啥模样？前几
年，妻子工作单位天原厂的陈
厂长，回了趟福建云霄家乡过
年，顺便带我们踏上土楼之旅，
了却我的心愿。
福建土楼，星罗棋布，迁徙

足迹遍布闽西、赣南、粤东等一
带。我们选择了素有乡村文化
大观园的“土楼王国”南靖县，这
里拥有形状各异的土楼计一万
五千座。在通往南靖的路途上，
我抬头远望，俯瞰四方，处处绚
丽多彩，幽长的古道、崎岖的峡
谷、千年的榕树，特别是那神奇

的土楼，或
融 入 于 山

岙，或散落于村间，或
突兀于溪畔，或隐没于
林间，疏密错落。
出发前，我做了

点功课，有幸的是，
陈厂长虽说“嫁”到沪上几十年，
依旧一口闽南“土味”十足的普通
话，娓娓讲述土楼文化，充满着诗
与远方的魅力。如建在沼泽地上
堪称“天下第一奇”的和贵楼；建
有别致双环圆“最精美”的怀远
楼；酷似“北斗七星”的河坑土楼
群等等。福建土楼标志性建筑，
“四菜一汤”的田螺坑土楼群，掩
藏在深山密林间，似一座座硕大
无朋的圆形建筑物，像地下冒出
来的“蘑菇”，又如同自天而降的
“飞碟”，这座按“金木水火土”五
行次序，建造的一方四圆土楼，是

独具特色的建筑形
体组成的经典，创造
性地用生土、当地甘
蔗熬糖的废汁水、石
灰浆、糯米浆等黏

合、夯实，具有节约、坚固、防御等
特点，是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
术成就和杰作。在群山环抱下，
层层土楼与层层梯田遥相呼应，
灵动超脱，珠联璧合。
土楼风雅千古颂，引得诗情

山水间，但仍留下许多难以破解
之谜，如高达21.5米，当今最高的
和贵楼，却建在沼泽地上，固若金
汤，稳如泰山；楼中两口水井，相
距8米，水质竟一浑一清，被称为
阴阳井；长教官村的土楼古时被
火灾烧毁，留下残墙断壁，几百年
风吹雨打，千疮百孔，而今依然屹

立。我来
到 建 于
1308年的裕昌楼，最大的特点是柱
子东倒西歪，不少柱子倾斜度在10

度左右，登上了三楼，有根柱子最
大倾斜度为15度，我好奇地摸了
摸，感慨也许是圆楼建筑，几何形
相互支撑的原理，看起来摇摇欲
坠，但经受七百多年风雨侵蚀和
无数次地震考验，至今安然无恙！
我们还去了高山上的太极水

乡塔下村，一条长约一公里的蜿
蜒山溪，从峡谷中穿越，溪流上有
八座风格各异的石拱桥，沿溪两
岸有42座土楼，是中国十大景观
村落。这里浸透着神秘与苍茫，
承载着梦想与渴望，我感受着世
界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领略着
土楼文化的内涵情趣，引人遐想！

王士雄

土楼遐想

毕业离校老大回。前
些天，母校大同初级中学
为即将到来的60周年校庆
举行“甲子新征程”茶话
会。大家相聚座谈。回到
母校，我感受着“出走
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母校原名“求是

中学”，曾参与创建的
陈铭云老师回忆了当
年情景。当年，恰逢南市
师范学校调整停办，22岁
的陈铭云与20名教职员工
直接转到求是中学。1962

年7月，当南市老城厢的瞿
溪路还叫“瞿真人路”时，
新创办的求是中学亮相。
当时正值与新中国一起诞

生的孩子们进入中学的第
一波高峰，周边多所中学
几乎同时新建。说是新建
的中学，校舍就是原来一
所小学的两栋平房。办学

一年后，拆除其中一栋平
房，新建起4层的教学楼。
我中学时的课堂，就在这
教学楼里。
刚进中学，我在报上

发表了一篇习作，受到老师
和同学称赞，我也自鸣得
意。为我们上语文课的是
班主任方林娣老师。她见
我作文中将“测验”写成“测
念”后，就在一次课堂练习
时，让我和其他三位同学一
起上黑板听写。方老师问
谁写得对？班上同学齐声

说我对。方老师说：“不要
盲目迷信优秀同学，再仔细
看看？”这看似让我当众“出
洋相”，实则是老师用心良
苦。中学时“测念”那一幕，
让我形成了以后写稿
编辑时“咬文嚼字”的
严谨作风。
我这些年有幸为

母校“反哺”出点力。
座谈会上每人桌前的《花
开有声》是张雷鸣校长主
编的教师论文集，我也参
与了编辑出版工作。2006

年，求是中学冠名“大同初
级中学”。张雷鸣校长、章
国芳副校长与师生们一
起，通过整理建校以来的
档案，梳理校史和校园文
化，将“崇真、求是、创新”
凝聚成校训，并以此命名
学校三幢楼，其中“求是
楼”正是我读书时的教学
楼。已82岁的陈铭云老

师兴奋地拉着我在“求是
楼”前合影。身后是他当
年所处的校行政办公室；
在隔壁学生社团办公室
里，我课余曾多少次伏案
刻蜡纸，编印《青春之火》

校刊。此时仿佛仍有油墨
香袅袅飘来……
座谈会临结束，每位

与会者都说了一句感言，
我由衷感慨：感恩母校，让
我们归来仍是少年。

沈惠民

归来仍是少年

晚上十点多，从母亲家出来，拎
着些杂物走向垃圾桶，昏暗的灯光
下，有人在大桶内翻拣，见我过来，
说，先放外边吧。回到自家小区，一
个中年男子系着围裙，也在专心“淘
宝”，心不由得一动，都这个点了……到家，我发了条朋友
圈，想起来了：清运车次日天蒙蒙亮开始运送垃圾，还是
当天晚上“淘宝”更合适，虽然忙完已是半夜，但又有什
么办法？突然记起一次传统文化学习班上，老师曾说，
待扔的塑料瓶易拉罐废纸壳，可单独放在垃圾桶外。很
多人的做法是攒攒卖了，包括我。想想，也值不了几个
钱，与其耗费工夫，不如送给需要的人。别人得到了，自
己也得到了——表面上是失去，却得到了境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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