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读者来信：                

  
    年 月  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赵 美 编辑邮箱：                 

七夕会

健 康

对于数字，我一直持
有较高的关注度。比如冬
天窗外寒风呼啸，家里穿
一件羊毛衫，室温最好调
在19℃，暖意融融，如坐春
风。大热天空调设定
26℃，湿度45%，树阴照
水，凉爽惬意。又如煮鸡
蛋，想得到一颗蛋白弹软
饱满、蛋黄嫩滑细
腻的金沙蛋，蒸煮
时间需控制在14

分钟。家中厨房里
的计时器、量杯、量
勺、电子秤、食品温
度计等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有朋友
来访时不无疑惑：
你们这是把搞烘
焙、做咖啡的标准
带进生活日常了？
生活是五彩缤

纷、轻灵流动的，在
其中掺入刻板的数
字，按部就班，会不
会带来淤滞的体
验？就说食品加
工，肯德基、麦当劳
是有一套既定程序
的标准化制作，永
远是那个口味，而中式菜
肴则是千变万化，流派纷
呈，而且还是开放式系统，
容纳创新，但酸甜苦麻辣
咸，是有章法的。一个好
厨师，会将食材配置、调料
比例、火候掌握、时辰控制
等烂熟于胸，更有烹饪大
师，眼是尺手是秤，练就了
“一把抓”“一刀切”绝招，
因为稍有偏差便会毁了一
锅菜，就像我有时掌勺，手

略一抖动，多撒了一点盐，
怎么补救都无济于事了。
于是计量器具一手在握，
借助精确，十分便捷地让
日常事务变得顺滑流畅。
有许多事情是量化

的。在标准的大气压下，
水烧到99℃不会冒出蒸
汽。人体温度在37℃是正

常的，但37.5℃就
是低热了。文字中
的踯躅红、暮山紫、
朱颜酡等确实很
美，但制作颜色时
必须有色号，一种
颜色用一组数字表
示，保证了色相、明
度和纯度。我买过
一台智能料理机，
它用时间、温度和
速度三个参数的不
同组合，将切碎、混
合、研磨、搅拌等十
几种功能合而为
一，尤其是它最高
温 度 被 限 定 在
120℃，保证了操作
过程中不会产生油
烟，从而让我们相
信，中式烹饪也有

一方明净健康的空间。
记忆中有一爿中药

店，三面墙全都竖立齐整
的抽屉柜，老药工拉开一
个抽屉，抓上药材，放进戥
子秤盘，稍一拎起，旋即倒
在包装纸上，再返身拉开
另一抽屉……那戥子秤杆
是纯黑色的乌木，用点点
白银镶嵌刻度，秤盘是黄
铜制成，秤砣呈圆柱形，也
是黄铜铸造的。那时还是
16位进制，戥子上的分度
值（最小量程）可达30毫
克（旧制一厘），而今天药
房用的台秤，分度值通常
为0.1克（约旧制三厘），若
论精密，传统称量器具戥
子丝毫不输现在的电子台
秤。戥子是让我敬畏数
字、敬畏标准的最早启蒙。

审美意向有赖于视觉
效果，而视觉是有尺度
的。我国古人对美女的描
绘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
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
白，施朱则太赤”，不偏不
倚、不蔓不枝、不矜不盈、
不皦不昧，生活的精粹在
于一切都恰到好处。柏拉
图说，美是永远不会缺乏
比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
认为，万物按照一定的数
量比例而构成和谐的秩

序，他们提出黄金分割线
0.618，严格的比例性，造
就了无与伦比的艺术性、
和谐性。不说建筑、雕塑
和音乐，即便小至在家中
墙上挂一幅画，照此定位，
也是事半功倍，赏心悦目。
尺寸也可以运筹盘

算，体玄识远。比如要取
得绝对控制权，不必非得
占有51%股份，一些上市
公司董事长或者大股东
持股量很少，只占总股本
的10%、5%，有的甚至更
低，无须占用更多的资
金，就可以牢牢掌控公
司。其中的奥妙就在于
摊薄股份，让尽可能多的
小股东持股，而每个小股
东的对公司的话语权，小
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建
诸侯而少其力”，这也是

古已有之的门径。如果
他人想增持股份，还有举
牌的反制：一旦持股比例
达到5%及以上，需3日内
通告周知。“量多少者不
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

累”，此之谓也。
对于数字的关注，也

是因人而异的。我们掰开
一块巧克力时，谁会在意
那里面究竟含有多少克
糖，而糖尿病患者必定会
关心、要弄清的。有研究
表明，冬季房间里的温度
每降低1℃，人体收缩压升
高约1.14mmHg，舒张压升
高约0.58mmHg，气温骤变
血压波动更大，因此高血
压患者要特别注意保暖。
也有人质疑数字化，主张
对生活含糊一些、感性一
些，一把米有多少粒，非得
去数一数？其实这是两个
课题，享受生活的宽松和
轻松，并不排斥规范和规
矩；况且容量和重量精于

数量，煮饭熬粥即便数米
而炊，也绝不会比量杯、比
电子秤更准确。
今年年初疫情期间，

我买了两个手动洗鼻壶。
家中刻有蓝色线条的玻璃
量杯1000毫升，称上9克
食盐，搅拌均匀，片刻配制
成浓度为0.9%的标准生
理盐水。值得称道的是，
商家还赠送了一张“盐水
液晶温度贴”，蓝色区域水
温太低，红色区域水温太
高，只有当水温在36℃—
38℃居中的绿色区域，才
会显示“OK”。倾水入壶，
涌进鼻腔，细流涓涓，映带
左右，感觉有一种奇妙的
舒适畅快，也算是一次精
准的数字化体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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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西南松阳县的古市镇，
一间面积不大的老店，挤在古街
中显得极为普通。透过木栅窗户
向里张望，可以清晰地看见地上
码放着几十只水桶，墙壁上挂着
灯笼，屋角堆放着扁担、斗笠、吊
桶等物什，它们表面积满了灰尘，
似乎还定格在数十年前的时光
中。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店铺呢？

询问了当地人，他们称它为“水龙
宫”，难道这是供奉龙王的小庙？
他们说不出个道道来。走访了多
位老人后，很快揭开了谜底，原来
这是一座清代的消防铺。
古市镇民居稠密，瓦连栋接，

木构建筑容易着火，一旦扑救不
力，火势会殃及整片街区，防火难
题令古市人头疼不已。清代，古
市镇以户籍为单位，设立三个消
防铺，添置新设备及维修的资金
由街坊、商会、宗族或热心于公益
事业的大户捐赠。这个坐落在下
街64号的“水龙宫”便是其中一
个消防铺。
一旦发生火情，鸣锣为号，散

居在各处的队员听到火警后迅速
奔向消防铺。救火时，统一听从
队长号令，队员各司其职，除了
灭火组和挑水组之外，还有一组
人员利用大小挠钩、锯子、柴刀、
竹竿等工具，在火场上破拆房
屋、切断火路、扒火道、防止火势
蔓延扩大。
火场上，最重要的灭火器械

当数推水龙，在当时属于最先进
的消防器材。它由水管、水枪、压

杆、木桶、支
架组成，其
功能相当于
今天的消防
车。一接到
火警，几个青壮后生便合力抬着
水龙赶到火场，两个体格健硕的
汉子站在水龙两侧，一上一下，猛
压木质手柄，桶里的水受压后形
成水柱，通过水龙头喷射出来。
据参加过灭火的老人回忆，水龙
喷射出的水量比今天的水龙头要
大很多，可以喷射到几十米以外
的地方。与此同时，几十个后生
跑到松阴溪和附近的水井、池塘
去挑水，不断地倒入木桶，为灭火
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

20世纪30年代，古市曹家发
生了一场大火，消防队员在灭火
的过程中，一面高墙轰然倒塌，造
成7人死亡的重大事故，对于古
市的消防队来说这是一次惨烈的
损失。牺牲的消防员事迹被逐级
上报，得到了各种表彰，但是7条
鲜活的生命逝在了火场，再也回
不到亲人身边。
从此，古市的消防制度和措

施更加完善，官府对纵火者施以
更加严厉的刑罚，对失火者造成
他人损失加大了赔偿力度，对在
救火中玩忽职守的官员依法治
罪，对那些英勇救火者予以精神
上的嘉奖以及物质上的犒赏，大
力弘扬和倡导他们的义行。大的
宗族、商会、街坊以及普通居民积
极筹款，对那些在灭火中的受伤
者予以治疗和对牺牲者进行善后

处理。
据 当

地学者杨
致 良 老 师
回忆，每年

农历六月六日，古市有晒水龙习
俗，人们把水龙等消防工具搬到
大街上晾晒，然后进行洗街，通过
晒水龙对消防设施进行保养和维
修。同时，进行一场街坊全民参
与的消防演练，多的时候有上百
人参与，人声鼎沸，井井有条，忙
而不乱，场面非常壮观，如同上演
一场华彩的大戏。这样的场景一
直持续到60年代。

70年代后，随着专职消防队
的成立，下街消防铺被废弃。今
天，消防铺和很多消防物件仍在，
唯独缺少了最为重要的水龙。一
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松阳县消防
大队见到了一只保存完好的水龙

——杉木做的大木桶，呈椭圆形，
外表显得结实而稳重。原来十多
年前，消防员发现了下街消防铺
的水龙，将它搬到了消防队作为
文物保护了起来。再细询问，“水
龙宫”居然是浙西南仅存的专用
消防铺，它不仅保留着完整的建
筑，消防器具也基本完好，它为我
们提供了一则活生生的古代消防
体系实例。
历史上，一场场血与火、水

与火的博弈已经远去，一幢曾在
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消防
铺也已废弃。但是，在科技落后
的时代，下街消防铺将街坊团结
互助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们
没有报酬，却义无反顾地奔向吉
凶未卜的火场，突显了灭火者不
怕牺牲的大义精神，值得后人
学习与发扬光大，因此显得意
义非凡。

鲁晓敏

古市“水龙宫”

春 意 盎
然，百花争艳，
踏青观景赏花
正当时。阿姨
爷叔纷纷结伴
同行，到园林、赴景点，拍照打卡。
然而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让人

咋舌。在景点，或成群结队，你方拍罢
我登场，无“中场休息”，不顾及其他游
客在旁等候多时；或带上道具“行头”，
梳妆打扮，试摆造型，几乎变成拍电
影，使其他摄影爱好者望景兴叹；或有
甚者，搞“圈地运动”，将景点占为“自
留地”。
以上种种现象，不一而足。游玩时，

喜欢某个景
点多拍几张
无可厚非，但
也要顾及在
旁等候的其

他游客。如同伴人多，则先上几位，间歇
一下，让出空当，礼让旁人；要“翻行头”，
可先在“后台”做好上场准备，然后“登
台”亮相；至于划地设点，将公共资源占
为己有，更应禁止。
大自然给人们展现

了美丽的春色，踏青游园
的人们愉悦欢畅、赏花观
景，但拍照打卡也要讲文
明、重礼节。

曹振华

拍照打卡要讲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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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坐一
叶小舟，去海边
的一座小岛上
踏春。岛上只
有一个村庄，村
里只住一个人。村庄里碧草清水，阳光
洒下来，苍翠静穆，我们在村里流连了
一上午。
午后，沿着一条小路往一个叫老鼠

峙的小渡口走。一路荒凉，泥块斑驳，两
边全是井田似的养殖塘。午后的阳光寂
寂寥寥地照在人的身上，拉出老长的影
子，让我们仿佛走在古老的驿道上。岸
边的跳跳鱼见有人来了，扑通扑通地跳
到水里无声无息地游走了。
我们磕磕绊绊地走着，路边长满野

草，开满了花。忽然看到一种草，让我立
刻眼里放光——苜蓿草！整条路上密密
层层，挨挨挤挤长满了苜蓿草，它们相互
簇拥着生长得十分欢快。我又惊又喜，
这是我儿时经常见的草啊，起码有二十
多年没见了。今天看见它，就像意外地
见到久违的老友一样亲切。苜蓿因开
的是黄色的小花，在我的老家叫黄花
草。童年时，冬天的水田里成片成片的，
全是这种草，来年春天开着黄色的小花
非常好看。农民们总是把它翻耕后做肥
料，也可以做牧草，还可以供食用，营养
丰富。
可怜苜蓿草，当年随汉使从西域传

入中国，种于汉家天子的离宫别馆供贵
人观赏，欢迎来使，是何等高贵。宋梅尧
臣有《咏苜蓿》诗：“苜蓿来西或，蒲萄亦
既随。胡人初未惜，汉使始能持。宛马
当求日，离宫旧种时。黄花今自发，撩
乱牧牛陂。”后来种入农田当作肥料，至
今两千多年了。近年随着农田改造，它
们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广大的农村几乎
见不到了，想不到它却默默地生长在海
岛上。

看到长在
路边无人问津
的苜蓿草，开着
寂寞的小黄花，
我久久凝视，神

情落寞，莫名哀伤。好在它们自己还在
相依为命，相与欢乐，长得蓬蓬勃勃，并
不感到孤苦和落寞，要说，这才是最重
要的。
它本来在西域就是路边的野草，

只是汉天子以为它长得好看，把它引
入中原，种在离宫别馆边，供贵人和来
使观赏。然而它并没因为被天子钟爱，
植于离宫别馆旁就自认身份高贵；以
至于后来被贬入农家作了肥料，仍然
高高兴兴，毫无怨言。直至现在农家
也不要了，它就回归自己草的本色，在
这荒岛的路边密密层层地长得欢快！
试问汉家天子、离宫别馆还在吗？早已
化作黄土。只有不记身份的苜蓿草仍
然美丽地长在这小岛上，充满了无限
的生机。

刘从进

长在岛上的苜蓿草

近日与老同事见面，对方见到
我就说：“你胖了，脸色比以前好多
了。”我半开玩笑说：“胃伺候好了，
它就会给你见脸色了。”
说起胃，我可是资深老胃病。

当年农场生活艰苦，经常饥饱不均、
劳逸不当，身体也不注意保暖，落下
胃病的根子。后来顶替回沪工作，
生活条件好点了，精神负担更重
了。饮食无规律，胃病常侵犯。
到一家三甲医院胃镜一检查，

萎缩性胃炎加肠化。病急乱投医，
到各大医院寻医问药，看专家门诊，
钱花了不少，胃痛常态化，中、西药

当饭吃，总也难
见效。忧心忡

忡中，看到报上介绍一老胃病患者
如何坚持揉腹、祛除了病痛，得到了
康复。老父亲也向我谈起“揉腹
经”，给了我启示。
《黄帝内经》

有记载：“腹部按
揉，养生一诀。”
《千金要方》也说
道：“揉腹数百遍，
可以无百病。”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揉腹对胃有良性刺激，促进血液循
环，改进消化吸收功能，能祛除病
痛，促进康复。”立马按照医学书上
说法、参照老父亲的做法，加上自己
的理解，积极实施揉腹健胃法。即
取仰卧位，每晚入睡前或早晨起床

前，先深呼吸8次，放松全身、排除杂
念。然后右手掌心朝下贴于肚脐部
位，以这为中心，朝外围稍稍用力，
顺时针揉按100圈。再逆时针揉按

100圈。后来又
增加到顺、逆时
针各150圈。初
见成效，胃痛缓
解了。

我在揉腹的同时，还听到老父
亲说起喝粥养胃之事。他说，把大
米、糯米、红枣、莲心、桂圆、麦片、黑
芝麻、核桃粉烧成一锅粥，像“腊八
粥”一样。冷却后放冰箱，每天微波
炉转一转，早晚各一碗，吃了既养
胃，又有营养，你胃不好也可试试。

于 是
我也三天两
头烧起“养生粥”，除了父亲所说的
“腊八粥”，我还翻了些花头。有玉
米粉枸杞粥、红枣糯米年糕粥，还有
荠菜和芹菜肉糜等花色粥。当然过
粥的菜，尽量“配胃口”，吃清淡的时
鲜小菜。避免辣、酸、咸、腌重口味
的菜品，对胃黏膜的损害。
揉腹加养生粥的双管齐下、内

外合力作用，“多灾多难”的胃部情
况出现逆转。经多次胃镜检查，报
告单上“萎缩性胃炎”和“肠化”吓人
的字眼已无影无踪，家庭药箱里的
胃药好几年成了摆设。真可谓：揉
腹加喝粥，助胃来康复！

程志忠

我的养胃法

宋代理学大师程颢
曾作《秋日偶成》诗云：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
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
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

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
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一个人既要有颜回退居陋巷、
安贫乐道、自足的精神境界；又要有李白那样追求功名
事业的赤诚——这“两事”皆可提振人的精神。将孔颜
乐处的圣人境界和李白成就功名的鸿鹄之志很好地结
合起来，“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是获致
一种精神的自足与自由。这正是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
宝贵财富。

那秋生

两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