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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对颜色不敏感
的我，却特别喜欢蓝色。
在蓝花楹盛开的季节，我
来到了昆明。
蓝花楹原产于南美，

花色绚烂，被用于观赏，一
年之中能够盛开五个月之
久，在昆明的不少道路上

都有栽种，这两年渐成了网红。
那是五月初的清晨，春城还

有些许凉意，那天已是假期尾声
要离开的日子了，一大早醒来也
没什么事可干，吃完早餐就消磨
时间准备返程。出门在外，我极
少去那些热门打卡地，总觉得太
喧嚣，还多少带着点俗气，但既然
从未见过昆明的蓝花楹，不如趁
着一大早人少清静的时光，去遍
植蓝花楹的教场中路看一眼，就
当作是去认识一种新的植物。
一路骑行，路过老昆明的巷

子和坡道，不少地方都有蓝花楹，
三三两两，耀眼地点缀在不同的
街景和建筑里。或许因为太过显
眼，因而只要有蓝花楹的地方，它
一定能够成为焦点，好在这种抢
镜并不算突兀，反而有一点画龙

点睛的意趣，这可能是如此高调的
蓝花楹依旧被人们接纳和喜欢的缘
故。到了蓝花楹大道，方知自己先
入为主的印象太过浅薄，眼前这样
的“网红”，我也会心甘情愿前来打
卡。教场中路并不长，也不宽阔，两
侧种满了蓝花楹，远远看去，像一片

蓝色的云团，这里是昆明蓝花楹密
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在蓝花楹盛开
的季节，堵车是不可避免的，坐车
的、骑车的、步行的，大家用各种姿
势表达对蓝花楹的热衷和喜好。教
场中路的地势略有起伏，从高处向
下望去，会有一种俯瞰的壮观；而从
低处往上看去，则又会产生一种被
花海裹挟的错觉。
昆明人对蓝花楹的喜爱，是淡

淡的，但又是十分走心的。他们不
会像游客一般涌进花海，疯狂按动
快门，只是在小区的门口、自家窗
台，或者是公共绿地，不经意地种上
几株蓝花楹，可繁可简、丰俭随意，

倒也最能体现蓝花楹的平易近人。
心理学告诉我们，蓝色代表悲

伤、忧郁、冷静，说蓝花楹冷静倒不
为过，因为它们并不张扬，只是浅浅
地开放在城市一隅，知名度也相当
有限，并不会让成千上万的游客如
同观赏樱花、桃花、菊花、梅花般地
趋之若鹜，但倘若说它悲伤忧郁，
那就有点勉强了，忍不住要为这样
颜色的花辩解几句。
昆明街头的蓝花楹，在春天盛

放，如同春日百花丛里一首轻盈的
诗歌，省去了姹紫嫣红，留下了心
平气和。花朵是并不深邃的蓝色，
足以洗去冬日里的寒气，略显明亮
灵动的花海反而会给人带去一种春
日的渴望和希冀，蓝花楹不仅让自
己有了一方立足的天地，还为它们
承载的色彩带来了新的意味。
离开昆明时，天朗气清，比先前

在教场中路看蓝花楹的时候，又更亮
堂了一些，想来这时的蓝花楹
看着会更显绚烂。对于这座
蓝花楹之城而言，无论是长
此相依，还是匆匆过客，只要
亲眼一睹蓝花楹，就不会忘
记那一抹专属昆明的蓝。

贾 赟

一抹昆明蓝

周五的政治学习，学校请了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老师做报告。
张老师娓娓道来，我们屏息凝神地

聆听。
她说到了那个“不变的青春期”，不叛

逆，何以青春期？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张
老师当年教苏轼的《赤壁赋》，A同学梗着
脖子说，这要考吗？不考干吗要学？学，
干嘛非要背？背了能当饭吃？我不背，又
咋样？那“豪壮”，那“桀骜”，那“不可一
世”……张老师不说话，只是微笑。
十年后，那孩子带着女朋友来了，专

门来“背书”了，还用蝇头小楷默写了一遍。那清风明
月，那高山流水，那月夜泛舟、拥抱自然的，仿佛已不是
苏东坡，而是经历岁月磨砺翩然归来的少年。“浩浩乎如
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
仙”“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
长江之无穷”……这是多少人想说又说不出的朴素哲
学。在“少年”的心里，苏轼在被贬的境遇里，“扣舷而
歌”，这种傲然的姿态，着实迷人。当年喝不下去的“汤
药”，在岁月的某个当口，恰到好处地疗愈了生活之痛。
我想起了十年前的“某姓男子”（网名）。我教《岳阳

楼记》《醉翁亭记》这些中考篇目的时候，正值他跟父母、
跟自己“较劲”的时候。我只是好意回了她母亲一条信
息，告知她索要的考试篇目，从此他就暗地里和我“杠上”
了：我就不交作业，我就不背课文，你能拿我怎样？
我知道，他虽然“不做作业”，但练习卷必取；他假

装“心不在焉”，但每一个重要节点，他都知道。
有时，我特意走到他身边，“耐心”地辅导他同桌，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特意说给他听的。为了
便于复习，所有同学都备有“《考试篇目点击》”，我多买
了一本，让他的好友亲手送他，见他“心安理得”地使
用，我放心了。就这样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考进了某
重点中学，中考语文134分。谢天谢地。
一年后，我收到了他的匿名邮件，只有一句话：老师，

我背完了《离骚》！他想要表达什么？意味深长啊。
我不由得思考：倘若当年张老师和那孩子也“杠”

上了，说一就不二；倘若我也和那孩子“杠”上了，“革
命”不是请客吃饭，悉听尊便，结局会怎样？也许难免
“穷途之哭”。

有时候，“放过”不是
软弱，是“静待花开”。
据说有一个美妙的词

叫“松弛感”，我的理解是宽
松、随意、富有美的愉悦。
那么有“松弛感”的教育是
不是这等模样：尊重孩子
的个性差异，顺应孩子的
禀赋，用爱和包容为孩子
修筑适合自己的“跑道”，
助力他的成长和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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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过去，我们迎来了秋天凉
爽舒适的天气。立秋以后，天地的阴气
会逐渐增长，阳气则会逐渐收敛。秋天
是人体阴阳消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
养生不可忽视。
在中医五行养生中，秋季对应的是

人体的肺脏，此时应注意对肺的保健，另
外，在五种情绪中，忧伤肺。秋季万物凋
零，很多人一到萧瑟的秋天就会有感伤
的情绪，所谓“自
古逢秋悲寂寥”，
所以从情志养生
的角度，秋养肺
也是重点。入秋
后，燥令当时。燥邪易伤肺阴。肺为娇
脏，外合皮毛，主呼吸，外邪侵袭，人体不
管从口鼻吸入还是由皮肤侵袭，都容易
犯肺而致病，易发生咳嗽或干咳无痰、咽
干，口舌干燥、皮肤脱屑等症。这其实是
人体津液缺乏的一些表现。所以秋天养
生必以滋阴润燥、补养肺气为先，为冬天
减少呼吸系统的疾病打好基础。
这个季节，从食疗角度如何滋

养我们的肺呢？根据“燥者润之，
滋阴润肺”的补养原则，我们可以
选用一些滋阴润燥、补养肺气的食
物或者药物进行补益，食物上可以适当多
吃一些无花果和白茅根、蜂蜜、芝麻、核
桃、甘蔗、牛奶等滋润的食物。另外，早秋
温度高、湿度低，皮肤、嘴唇、咽喉最易缺
水，喝水是最直接、有效的补水方法。这
里给大家推荐一款滋阴养肺的茶饮方
——清咽润肺茶。这个茶饮方专门针对
秋季口干、咽痒咽干、皮肤干、咳嗽等症
状，这个中药茶饮方由桔梗、甘草、石斛、

麦冬等八味药食同源的上品中药组成，做
法也非常简单：将配好的中药倒入养生壶
中，加水1000—1500毫升，水煮开了放入
适量的雪梨再煮5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
茶饮方不仅好喝，而且喝完以后咽喉部
会感到水润甘甜，全家老少都能喝。
除了食疗养肺，日常生活中一些简

单的方法也能帮助保养我们的肺。方法
一：热水熏鼻。热水除了喝，还能润肺，

用吸入水蒸气的
办法，可使肺脏
得到滋润，将热
水倒入杯子中，
用鼻子对准杯子

吸水蒸气，每次10分钟左右，早晚各1

次。方法二：主动咳嗽。秋日应注意经
常开窗通风换气，每日早晚应选择空气
清新处主动咳嗽，清除呼吸道及肺部的
污染物，减少肺部损害。方法三：深呼
吸。早晨起来后常常做深呼吸，深呼吸的
同时可以张开双臂，一呼一吸的频率尽可

能达到6秒以上。方法四：多艾
灸。现代研究表明，在特定穴位艾
灸，艾灸燃烧释放的近红外热量可
以刺激肺经及肺部穴位，起到行气
活血，直接贯通肺部能量，强固肺

功能的作用，由内而外，主动排除肺部污
染物。根据中医五脏相生理论，当肺部
出了问题，肺脏虚弱，除了养肺，也要兼
顾脾肾的调理，因此，艾灸可以这样取
穴：大椎穴、肺俞穴、肾俞穴、丰隆穴、太
溪穴。每个穴位艾灸10分钟左右。
眼下正值秋季，正是养肺的好时节，

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作者系长宁区
天山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倪欢欢

入秋多养肺 入冬少受罪

到了一定年龄，打开体检报告的心情，很像当年打开
考卷看分数，那箭头就是试卷上老师批的红叉叉。转动
多年的机器，免不了这里磨损一点，那里坏了个零件。老
机器真的会出问题吗？其实这并没有说服力。今年体
检，我的血糖竟突破多年稳定的指标飙
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搅得内心不安，
认真找原因，想来想去，归罪“嘴馋”。
这半年爱上一味甜点：提拉米苏。小

小的锥形玻璃杯，雪白的奶油上覆盖一层
薄薄的巧克力粉，用小勺轻轻搅拌，奶油便
变成赭红色，舀一勺含在嘴，那质感细腻、
微带苦味的甜，便在舌尖慢慢融化，甜得
醇厚，融化得绵长，配上红茶或咖啡，加一
本闲书，堪称一个完美的下午。但这美妙
的享受正在不声不响地损坏我的“零件”。
进入老年，心情会沮丧，已渐渐对一些

乐趣，如旅游、购衣等失去兴致，只剩对美食的喜爱，但聊
天、网帖、讲座等各种渠道三天两头提醒你，少吃油荤，口味
清淡，红烧肉炒猪肝爆腰花？血脂胆固醇会高；海鱼海虾
梭子蟹？尿酸会高；奶油芝士蛋糕曲奇饼？血糖会高……
吃什么对身体好？麦片豆类蔬菜粗粮……令人处于两难
境地，吃还是不吃？是淡而无味地长寿，还是大饱口福
后早死？这是个问题，比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更
难回答。作家蒋勋在一篇文章里说，他进入老年后口味
变了，不喜欢吃甜的，喜欢吃什么呢？苦瓜！真羡慕他
有这么奇怪的口感，他的血脂血糖胆固醇一定不高。
牢骚归牢骚，选择仍是必需的，那就是吃药还是改

变生活方式？比较容易的是前者，但我选后者，出于一
种不甘心，为了证明机器虽老还不需大修，药不仅味道
不好有副作用，更是一种令人不快的自我暗示。我给
自己立规矩，减少甜食，但我不舍得将提拉米苏完全从
名单上划掉，那就半个月吃一次吧。
起先一段时间规矩的落实还顺利，虽想念，却不曾动

过破坏规定的念头。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一个下午，照
例去那家咖啡馆，点了一杯红茶后犹豫着没动脚步，营业
员问：“还需要什么吗？”我想说没有，说出来的却是“提拉
米苏”，话出口，自己也吓了一跳，可已来不及了，那可爱
的、久违的提拉米苏已来到面前。那天，我心情复杂地吃
着提拉米苏，并无之前享受的感觉，我知道，那不是害怕

血糖升高的担忧，那一小杯还不至于有
那么大的威力，而是一种失败的心情。
想起小时候正处困难时期，家里实行

计划分配，妈妈每天发我两粒糖，我总是上
午吃一粒下午吃一粒，从不越轨，因为我知
道，上午全吃了，下午就没了。糖果放在罐
子里，罐子放在妈妈房间的橱里，只有妈妈
能拿到。再说，手里握有一粒糖，这天就还
有一份期待。控制提拉米苏的难度，不仅
在于它美味的吸引力，更在于太容易得到，
它就在柜台里摆着，没有规定限制你，没有
人会阻止你，你只需拿着手机“滴”一下，
就有人把它送到你面前，你违规吃了，也
没有任何人责备你。所以，难就难在决定
吃还是不吃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自己。
大约坚持了两个多月，一天我测血

糖想看看成果怎么样，竟恢复到以前水
平！对这效果我有点怀疑。后来听人
说，血糖也和血压一样，时刻在波动之
中，空腹血糖，与你前一晚吃的东西有
关，吃东西的时间有关，甚至跟晚上睡得
怎么样都有关。我早已记不得体检前的
情况，但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自己订的
规定严格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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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音蛙声嘹亮，每
当听着那一阵阵和谐
欢乐、充满生机的蝉鸣
蛙声，我的思绪一下子
回到了儿时的故乡。
乡村是贫瘠的，也是

宁静的。每个清晨，我都在
一阵阵悦耳的蝉鸣声里醒
来；每一个午后，我都在蝉
的悠扬歌声里玩乐；每一个
夜晚，我都在一曲曲低沉而
悠远的蛙声中进入梦乡。
那时候的乡村，宅院

深处的院子里种满了果树，
桃子羞红了脸，柿子、橘子
挂满了枝头，西瓜、甜瓜和

一串串葡萄吸引着我们馋
馋的目光。傍晚，炊烟从房
上树间缭绕升腾，渐渐散成
白霭，弥漫在村庄，日光斜
照，清风徐来，如在画意里，
如在仙境中。夕阳西下，晚
霞染红了半边天。
夜晚，总是充满着浪

漫和幻想。那时的乡村，
没有电灯和电扇，但有月
光、星星和晚风。当高唱

了一整天的蝉们有
些疲倦，青蛙们便急
切地当起了主角，蛙
声由远及近，此起彼
伏。萤火虫们也纷

纷从草丛里、芦苇荡里钻
出来和人们做伴。
夏夜，不仅是在于它

的炎热和热情，更是在于它
所带来的无限美好与希
望。月光下的人们，时而谈
天说地，悠闲聊天，时而手
指满天闪烁的星星给孩子
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那是
牛郎星，那是织女星，中间
有一条长长的银河……七
夕那浪漫的神话故事，永远
定格在魂牵梦萦的宅院中。
如今，我已到了古稀

之年，与老伴在阳台，彼此
轻摇蒲扇，轻吟唐诗宋词，
笑看“牛郎织女”，此番诗情
画意，尽在不言之中。

郭树清

轻摇蒲扇的夜

灯火阑珊处（摄影）张 寅

中秋节前夕，拜读肖复兴《鲜花馔两
笺》和郁钧剑《月饼 ·鲜花》一过，承教颇
多，捉急不少。
承教自不必说，捉急从何而来？
原来，肖文只是在鲜花入馔和栀子

花做成饼上面兜圈子，甚至为了力捧藤
萝饼而故意“怠慢”玫瑰饼。他说的玫瑰
饼，是不是指云南鲜花
饼，我们无法知道，但肖
先生不肯切入大家所认
知的鲜花饼境域，则毫
无疑问；郁文呢，提到月饼也提到玫瑰
花，可一点儿也不想把两者勾连起来。
真是急煞人！
咳！所有构成鲜花饼的元素齐全

了，好比乐高的零件已摊了一地，但组装
起来的念想丁点全无，结果生生地冷落
了鲜花饼。对此，我很捉急，于是决定
“另起炉灶”，给鲜花饼出出头。原因嘛，
已经好几年了，一位旧雨每逢中秋都要
从云南快递整建制的鲜花饼赐我品尝。
老朋友声华行实、深情厚谊，值得珍视；
鲜花饼桂林一枝、昆山片玉，没齿不忘。
提到鲜花饼，几乎无人不往云南那

边去想。四季如春，鲜花盛开，是云南的
气候特征、物候反应。事实上，用玫瑰花
做成饼馅，绝非滇地专利，然而，鲜花饼
成为云南名片，乃势所必至理所当然，其
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许多东西并非因

为品质不佳而香消玉殒，恰恰失之于
弃。云南鲜花饼的成功有什么绝招？我
看不出。若硬要掰扯掰扯独门秘笈，那
就是——“让玫瑰花放得更猛烈些吧”。
鲜花饼经典款，即大剂量玫瑰馅。南

方人大多吃过“玫瑰腐乳”，我相信很多人
大抵跳入过经营者挖好的红彤彤表皮和
汁水的坑——你只要不被“成分表”中“玫
瑰”两字迷惑，转而压茬推进质疑其“含量

究竟有多少克多少片”，那么，拨云见日、
云散月明，可期；同样，南方人大多吃过标
榜“玫瑰细沙”“玫瑰果仁”的月饼，真正能
够吃出总量为“一朵”的，“锡兹祉福”“额骨
头碰到天花板”之类吉词，该你领纳……
虽然，玫瑰并非多么名贵之卉，但还

不至于与同色系的红曲粉等量齐观，也不
至于跟同类项的赤小豆
相提并论。说起玫瑰的
档次，我们只消看《红楼
梦》第三十四回里一段描

写：“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
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
‘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袭
人笑道：‘好尊贵东西！这么个小瓶子，能
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进上的？你没
看见鹅黄笺子？你好生替他收着，别糟蹋
了。’”这样一想，把玫瑰花掺在腐乳里掺
在月饼里，绝非廉价的证明。掺得少，说
明抠门；掺得多，说明豪奢。那种“纯玩零
购”的玩意儿，你说咱是不是要捧它的场？
鲜花饼正确打开方式，是品得出它

的鲜。
鲜？是的。传说门槛贼精的吃货竟

能吃出鲜玫瑰花是否为头水采摘！不仅
如此，太湿被认为阻止香甜散发，太干被
认为妨碍娇嫩口感；再加酥皮讲究白净、
层次、松脆……难度系数有点高啊。
我算了一下，快递鲜花饼，从出厂到

取件，历时4天；中途辗转再送到家，又
花3天。如此，还有什么“头水”“不干不
湿”可言？
退一步论，鲜花饼保质期25天，七

除八扣，最佳赏味期大概10天，吃货必
须拿出与时间赛跑的劲头才行。须知，
一般的月饼保质期达3个月，就冲这个，
鲜花饼的“鲜”，我想，可以被接受。
玫瑰玫瑰鲜又多（新鲜量多），是小小

鲜花饼的核心竞争力，难怪所向无敌啦！

西 坡鲜花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