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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旅 游

阿姨第一天进门，见厨房里挂
着把葱花剪，便说：“这下好了，老太
太吃菜的问题解决了。”
这把葱花剪还是去年小朋友推

荐我买的。老妈那时的牙齿还剩六
颗，且上下不对称，嚼东西的难度可
想而知。小朋友说她的阿娘也是个
缺牙户，全靠她爸用葱花剪将食物
剪碎后喂给老人家吃。于是上网查
找，买下了这把过去听也没听到过
的葱花剪。
葱花剪顾名思义，用来剪个葱

花蒜叶什么的。阿姨却把它的功能
发挥到了极致，天天用、顿顿用。我
们吃什么，老妈也能吃什么了。我
嘴馋，有时想买点叉烧、烤鸭来换换
口味，又担心老妈咬不动。阿姨要
我只管买，有葱花剪助力，老
妈照样可以打牙祭。
那次聚会，我把葱花剪介

绍给友人，没想到引出了众
人对老年用品开发的畅想。
女友的父母超80岁了，他们的

退休工资不低，也为了让女儿安心，
对自身的健康很在意。有一天他们
在展览会上相中了一款护理床垫：
产品介绍说若是老人失能后大小便
失禁，躺在床上又无法自理，护理床
垫感应后立刻会把排泄物抽吸出
来，与此同时温热的清水还会帮助

冲洗干净再烘干。
护理床垫让老人活得有尊严，

理念也足够新，二老心动了，可一问
价钱要3万多，又打起了退堂鼓。不
是买不起，而是担心后续跟不上？
家里的电视遥控器已经让老两口反
复学了很久才顺手，万一床垫的某
个环节被卡住了，钱不是打水漂了？
说真的，当今数字化社会开发的

智能产品层出不穷，心灵手巧的年轻
人手指动一动啥都能搞定，然而对一
些老人来说就是障碍。朋友说起独
居的老爸出门忘带钥匙是“常态”。

朋友为他安装了指纹锁，老
爸这下再不用为忘带钥匙而
苦恼了。可用了一阵子指纹
锁出问题了，先是要掀好几
次才有反应，后来干脆罢

工。按说明书上留下的电话打过
去，已成空号。请来锁匠一检查，发
现是锁芯里面的弹簧断了。厂家停
产，配件又买不到，无奈只得再买新
锁。钥匙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忘带钥匙的人还不少呢。我一

位退休不久的表亲也常常是出门容
易进门难，但她儿子是个有心人，从

电子门铃的音乐中受到了启发，把门
铃声转换成“老妈，钥匙带了吗？”他
还在门铃里添加了声控芯片，让他妈
走到房门前就听到了提醒。
表亲得意地告诉我们，她儿子

在家忙活了几天，让她在不同的位
置上走步，寻找最佳角度。现在儿
子的爱心牌“提醒神器”让她避免了
进门难的尴尬。在她离房门还有2

米远时，“老妈，钥匙带了吗”的提醒
便响起来了。
其实老年人心目中的适老产品

无需“高大上”，适合就是好。就像
我十几元钱买来的葱花剪，它的利
用价值却是无限的，至少帮助缺牙
老人不再吃得单调，吸收多种营养。
生活水平在提高，老人的生活

观念也在变化着。我周围那些上了
点岁数的朋友已开始享受起花钱买
健康、买青春、买舒适的理念。而朋
友圈里也时常看到老“候鸟”们晒出
“我在??地方很想你”。

行动自如的小老人们行走于天
地之间，而行动不便的老老人当然
也不满足传统的辅助器材和所谓的
益智玩具。老龄化的社会必然会迎
来老年用品产业的升级浪潮。大市
场带来大商机，这个道理谁都懂，关
键是要为老年人着想，走心的产品
才受欢迎。

章慧敏葱花剪

和尚山，又名大和尚山、大黑
山、老虎山。位于大连市金州城区
东约5公里，海拔663米，是辽东半
岛南部地区的最高山。和尚山，东
濒黄海、西濒渤海，与山东半岛遥相
呼应。这里山道蜿蜒，古迹众多，四
时风光，令人神往。
和尚山，上部山势陡峭，多为裸

露岩石，中部坡度稍缓，覆盖灌木，
山下土层较厚，林木茂密，群树波
涌，满眼绿色，间有果园，形成环山
林带。山中有鹞子口、关门寨、舍身
崖、滴水壶、仙人台、仙人桥，以及点
将台、梅花石桩等自然景观。登上
和尚山，金州全貌尽收眼底。放眼
眺望，可饱览大海奔腾不息的雄壮
气派；日出日落时，可领略其美不胜

收的万种风情。
大连八景之一的

“黑山夕阳”即指此处。
相传，当年唐王李世民曾在此安

营扎寨，率兵上山时，山路两侧的玫
瑰树上的刺原本是往上生长的，当追

兵在后面追赶时，玫瑰树上的刺转而
为往下长，将追兵们的衣裤划破，皮
肉刺得伤痕累累，再有天上降下形似
和尚的石头雨，挡住了追兵的去路，
从此躲过一劫，顺利到达山顶安营扎
寨。和尚山也因和尚石而得名。这
虽是传说故事，但直至今天，和尚山
玫瑰树上刺往下长以及山上的石头
形似和尚的自然现象依然是一大奇
观，吸引着四方游客。1987年至
1990年，我任海军某观通团政治处主

任期间，多
次下部队来
到和尚山观通站。该站驻守在和尚
山上，这里白云悠悠，绿树葱葱，环
境幽雅，自然风光秀丽。山中滴水
壶的泉水，天然清纯，味道甘冽，被
当地群众称为“圣水”。民间传说，
喝了这泉水能养身健体少生病。
当年的和尚山，因是军事禁区，

除了山下景区对外开放，山上的设
施是封锁的。今日，这个神秘的禁
区得以开发并对外开放，已是国家
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是滨海
城市登山旅游的经典路线，成为人
们探幽揽胜的好去处。
往事如云如烟。如今，离开部

队已整整30年，对于当年和尚山的
情景和战友的情感，清晰地留在我
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郭树清神奇的和尚山

夏夜，杨建华大酒店，
敞亮的客厅华灯纵博。居
中一张椭圆长桌，簇拥着
靠建材发“横财”的“金
主”，不知谁暗地里包了酒
店这处客厅，偷
偷经营“百家乐”
地下赌场。
“ 买 定 离

手。”“女荷官”细
长的声音刚落，蓦然怔在原
地，脸孔一阵抽搐——门外
闯入几个持枪者。“都把钱
撂在桌上！”领头的一米八
个头，板刷头，厉声唬道。
看场子的保镖不明就

里，台后探出身子，板刷头
抬起枪管：“轰”的一声，台
后墙灰四溅，墙壁留下碗大
的窟窿。霎时，赌徒惊骇，
四下躲避，板刷头跟前一个
“金主”，拽起身旁鼓囊囊皮
包往外跑，板刷头转身跟着
一枪，“金主”一个趔趄，栽
倒在地。枪声“镇”住了乱
哄哄的场面，所有人抱头匍
匐，不再动弹。板刷头一伙
挨着收罗钱财，扬长而去。

1996年沪上这起大案
震惊遐迩。现场死伤各一
人，目击者表述歹徒四人，
东北口音，驾一辆粟米色轿
车，操霰弹枪。辖区公安
局局长对自个放下狠话：
“此案不破，我跳黄浦江！”

全市刑侦队长例会上
通报案情，我乍一听觉得
作案人胆大凶悍，多半惯
犯。按照布置，各区重点
排查东北籍嫌疑对象。

不日，江川警署探长
摸来一条信息：半年前，闵
行东川大酒店突然入住一
群东北人，这伙人驾着林
肯、尼桑等六辆豪华轿车

进进出出，日日
深杯酒满，纸醉
金迷，领头的人
高马大，一袭风
衣，面皮白净，人

称大连臧老板。
臧老板不谈生意，却

厮混声色场所，阔绰挥霍，
自然入我视线。有关臧老
板的讯息隔三岔五被报到
队里，有条线索使我眼睛
一亮：臧老板曾借本地土
方老板一辆轿车，某晚去
浦东谈生意。放着
自己豪车不用，却
费神绕圈，用意何
在？“那车什么颜
色？”“米黄色。”“设
法摸清什么时间？”我感觉
有戏，刻不容缓发令。
时间正是杨建华大酒

店案发傍晚。臧老板一伙
似乎嗅到风声，正欲开溜，
被支队人马堵在酒店。
开审就坐，眼前叫臧

杰的大连人，面色平静，毫
无怯色的眸子刻意与我目
光撞击，回话一板一眼。
询问那六辆豪车来历，岂
料，臧杰未加掩饰，爽快承
认走私而来。捏了把柄，
我把话绕开，寻常问答风平
浪静，我话锋一转：“8月11

日晚，开车去了哪里？”点穴
于猝不及防，臧杰无法回

旋，他凝望墙角，沉默无
语。好半晌，臧杰提请要见
局长，期望得到一份保命承
诺。“你有啥想法，可以同
我讲，我会负责的！”我镇
定自若。臧杰抬眼犹疑望
我：“你说话管不管用？”
此话碰触我隐痛，一

时语塞，勾起多年往事：辖
区有一个小混混出狱返

家，时兴接茬帮教，
我答应帮他谋一份
差事，以促自新，岂
料嫌单位不够体
面，死皮赖脸缠上

我，非国营单位不去。最
恼人公然在派出所撒泼胡
闹——咒我说话不算话。
我气昏了头，施以拳脚，小
混混哭着上局里告我，叫
我吃了严重警告处分。
事后思忖：看似轻诺

惹祸，实是非诚所致。
臧杰呆呆的眸子满是

恐惧，我的承诺，于他是一
根救命稻草。顾全破案，我
大可承诺，可法律不是儿
戏，由不得我做主。强盗原
本不屑于一切规范，同样不
屑这个世界尚存信义，选择
相信一个人，比起常人，他
们的内心更脆弱。倘若我

轻易许诺，无别于一个急功
近利的混球——“不贰过！”
我默念。“公安机关未掌握
确凿证据之前，你对犯罪事
实的陈述，法律规定，属于
自首或立功的情节，法庭当
从轻量刑。”臧杰眨了眨眼
皮，继而端视我。我趁热打
铁道：“我们会把这些如实
记录在你的陈述笔录中，让
法官做出公正判断。”
想了许久，臧杰终于

竹筒倒豆子，一股脑坦白了
所有犯罪事实。下半夜，当
最后一张笔录做完，臧杰松

了一口气对我说，大半年，
本地江湖中人给他的印象：
凡事喜欢掮牌头、掼浪头、
摆噱头，想必公安办案也不
例外，你的那番话，实诚、入
理，我服；如果你随意给我
一个承诺，我反而不信。
臧杰交代的犯罪事实

着实叫我惊讶：由他引来一
帮“东北虎”打劫浦东地下
赌场之前，已结伙在各地
持枪抢劫作案上百起，共
杀七人伤几十人，辽宁警
方依据臧杰的交代，一网打
尽这帮穷凶极恶的犯罪团
伙，央视还做了特别报道。
大连法院后来给我来

电，法庭量刑，臧杰本该判
死刑，但看了笔录，欲来沪
与我沟通。我在刑侦队接
待了大连庭审法官，如实
描述了臧杰到案时的态
度，提议法庭酌情量刑，最
后，臧杰改判死缓。
在我们的想象中，与

恶人承诺太过迂腐，因为他
们贫瘠的灵魂原本就没有
诚实；可是，当一个承诺在
生命的紧要关头，能够唤醒
他们沉睡已久的良知，这个
承诺还是值当的。

戴 民

承 诺

立秋刚过，门诊来看咳嗽的病人就多了起来，不乏久
咳不愈的、一系列检查下来也没特别异常的、吃了各种止
咳药也不见好转的。为什么咳嗽那么难好？在中医看来
其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缺水，另一个是缺阳气。
先讲讲缺水。立秋后，空气干燥了，加上之前夏天炎

热，人们会大量出汗，身体的代谢加快，水分蒸发也快，人
体自然会失水、缺水，因此到秋季人体就更容易缺水了。
而中医讲“肺为娇脏”，这个娇就娇在怕干燥，所以很多人
秋天天气一干，就开始嗓子干、疼，甚至干咳。就是因为

天气干燥了，被燥邪伤到了肺阴。从西医
角度上看，干燥的环境会加重气道黏膜的
缺水，使脆弱的黏膜更易被细菌或病毒入
侵，引起感冒、咳嗽。这些感冒、咳嗽或呼
吸道疾病往往先发生在咽喉。咽喉是呼
吸道的第一道屏障，嗓子不舒服如果控制
不住，就要咳嗽了。所以清咽是避免和减
轻咳嗽的第一环节。医圣张仲景的《伤寒
论》里有个名方桔梗汤，就是专门治疗咽
喉问题的。这个方子就两味药，一是桔
梗，二是甘草。桔梗是这个方子的灵魂，
张仲景后来很多和咽喉有关的疾病都用

到了桔梗，就为了管好咽喉，避免往下走的燎原之火。当
然，仅仅把握住咽喉还不够，整个呼吸道也都需补水。
所以，止咳离不开润燥，咳嗽没痰时，通过润燥就能把痰
咳出来，这样咳嗽也很快就好了。所以像百合、玉竹这
种有补阴清热效果的中药，包括食物中的雪梨，都可增
加呼吸道的湿度，咳嗽也就因为清润咽喉而止住了。
再来说另一个秋季咳嗽难好的原因，就是人体的阳

气不足。临床上我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的咳嗽有
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吹到冷风就咳，有的一吃冷饮就咳，
而呼吸道所有的检查都正常。这是为什么呢？从中医角
度讲，是因为冷饮冰伏了体内的阳气，这是最伤身的。从

西医角度讲，冷饮会导致局部咽喉部的血
管收缩，血管收缩后，血流就慢了。局部
的温度因此下降，温度一降，局部水液的
蒸发也会减少。如果你常吃冷饮，那么呼
吸道的黏膜就会因为没有水可以从里到

外地蒸发而变得干燥、疼痛，直到引起咳嗽。吃冷饮后的
咳嗽一定是干咳，久而久之，全身对水液蒸发的能力也会
下降，由此造成阳虚的体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感
冒好了，但咳嗽可能持续一两个月，有的甚至达到半年。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一大部分是生活方式的错误。对于
这种咳嗽，首先不是去吃什么止咳药，而是尽快戒掉所有
冷饮、冰饮，同时用温热的药才能止咳。
前不久，有个这样的患者来找我治疗咳嗽，半年前感

冒后他就开始咳了，吃了各种清肺化痰的止咳药也不见
好转，肺部检查也没问题。我看了病人后发现他有个特
点，就是一进到空调房或一吃冰的东西咳嗽就加重。针
对这个问题，我给他开了中药方，方子里包含了桂枝、细
辛、干姜等温热的中药。同时进行针灸治疗，再配合温补
阳气的艾灸疗，艾灸中脘、肺俞，关元穴为主。另外还教
给他一个食疗方：花椒蒸雪梨。雪梨去核，然后放15粒
左右花椒，再加点儿冰糖，蒸半小时，之后连汤带梨一起
吃掉。花椒是温性的，梨是滋润的，正好化解他这种虚寒
性的久咳。最后特地嘱咐他不要吃冷饮喝冰水。经过一
段时间的治疗，困扰他半年多的咳嗽终于好了。
咳嗽不一定都是“肺热”引起的，尤其是一些久咳

的患者，不能一味地清肺热，因为病情长的咳嗽，一般
都有虚寒的性质，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吃清热的药，只会
加重咳嗽，使这个咳嗽的时间更长，而且持久不愈。
（作者系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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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 ·礼运》上有一句话：“昔者先
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
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
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
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
亨、以炙，以为醴酪……”
这里的“先王”和“后圣”究竟

指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段话里
提到了炮、燔、亨（同烹）、炙四种
中国古代烹饪方法。我注意到，
其中没有“蒸”。
中国古代烹饪史上有三次革

命性的变化，烤—煮—蒸。从
“蒸”的发明至今，7000年历史。

蒸，即以水蒸气为传热介质的烹饪方
法，是一种最有益健康的烹饪方法。我甚
至推测，中华民族之所以人口众多，繁衍
至今，与“蒸”有极大关系。这个巨大的福
利，得拜老祖宗所赐。不难发现，除大中
华区外，世界大部分地区对于“蒸”，十分
隔膜，而华人玩“蒸”，玩得圆熟，玩得出神
入化。蒸糕大抵是汉代才出现的。汉代文
献，或有对“糕”样点心的描述，或有“糕”字
的异体书写。我们也不必疑心汉代的糕与
21世纪的糕有何不同，因其做法实在简单，
区别只在于口感好坏、蒸制到位与否。
发糕的概念，犹如面包，宽泛得很。

倘以“发”指代“发酵”，那么几乎所有的糕
可称“发糕”（重阳糕有个别名就叫发
糕）；倘以“发”指代“发达”，那么只能囿于
几款。事实上，“发糕”眼下专指那种蓬
松、暄软并且内部孔隙比较大的糕品。
奇怪的是，旧时文献中，“发糕”一词

极为罕见，南宋《武林旧事》录入19种
糕、清乾隆《随园食单》录入11种糕、清
宣统《成都通览》录入27种糕、现代《上
海糕点制法》录入35种糕……均不见发

糕登堂入室。可见，作为独立品种，发糕
既不够“传统”，也不算“创新”，实在太普
通或太通用。糕皆可“发”，乃失自我。
然而，发糕确实晃荡于大众的视野

之内，甚至是约定俗成的：你到有点规模
的餐室，点一客发糕，服务生拿来
的，正是你心目中认定的样子而
绝不会是桂花拉糕。
我记得小时候去新成游泳池

上游泳课，母亲总给我一角钱
——那是游完之后去旁边吉民食
品店买一杯冰冻酸梅汤和一块本
白色发糕的费用。
有趣的是，如今到餐室点一

客发糕，一般总是褐色的红糖发
糕。红糖与糕点无缝对接，好比粢饭糕
一定是油氽的，其中的默契难以言传。
红糖不光作配色之用，其本身的营

养价值远超砂糖；再点缀几颗同色系的
红枣，一块红糖发糕便立体起来了。
传，“发糕”为“福高”之谐音，蕴含

“年年发、步步高”；枣为“早”之谐音。
有福又高且甜更赶早，多好的意头！
发糕有以面粉（小麦）为食材和以米

粉（大米）为食材之别，还有玉米、黄小米
等杂粮做的。个人感觉，面粉发糕口感
最为细腻弹牙，米粉发糕往往失于黏滞，
杂粮发糕则常常流于粗疏。
不过，发糕版图巨大，品质各异，参差

不齐，在所难免。有的地方以大米发糕为
特产，如龙游，上白糯米配上好粳米，不也
照样拿下“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
号？关键在于讲究，食材的和技术的。
左宗棠有一联“发上等愿，结中等缘，

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
行”，最为著名。吃块发糕恐怕没什么特
别的企图，只不过发个愿景而已，至于能
不能得偿所愿，那得看个人造化了。

西

坡

红
糖
发
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