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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老编辑刘华庭先生日
前下世，尽管克享遐龄
100岁，堪称人瑞，仍然引
发众多中国现代文学爱好
者的哀惋之声。其中一个
重要缘由，是他主持出版
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
资料”等几套书系，曾经影
响了几代读书界、出版界
人士。
在当时的条件

下，华庭先生1987

年12月和1992年
12月相继推出《雅
舍小品》（以下简称“雅
舍”）和《骂人的艺术》（以
下简称“骂人”），其识力和
魄力，相当不凡。
有关华庭先生的讣

闻，启发我翻箱倒柜，找出
入手三十多年的“骂人”一
书。版权页标着
出版信息——一
九二七年十月初
版，一九二八年三
月再版，一九二九
年三月三版；著者：秋郎；
发行者：新月书店，上海望
平街（初版为上海法界华
龙路）；实价：三角五分。
有意思的是，第三版

粘贴了一页其他版本恐怕
没有的“正误表”。这说明
书店审校差劲，一而再，再
而三，“冥顽不化”啊。

掐指一算，再过几年，
这本小册子就追上了华庭
先生的“享年”。
倘若我结识老先生够

早并且买到“骂人”也够
早，我会建议他优先出版
“骂人”而非“雅舍”。理由
如下：一、两书均为随笔
集，“骂人”1927年10月初

版，“雅舍”1949年11月初
版，一般情况下，“先来后
到”乃文献整理、编辑、出
版过程的基本思路；二、
“骂人”是在存有共识的
“现代文学史”范畴内，而
“雅舍”刚巧划出；三、被读

者称道的“梁氏风
格”并非“雅舍”专
属，“骂人”里业已
形成，应当说，“雅
舍”是“骂人”的流

亚或伸展；还有一点十分
重要——“骂人”出版背景
与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
月系”交集非常直接，故其
研究价值远超“雅舍”。
“骂人”与“雅舍”，不

是西餐里的头盘跟副菜或
副菜跟主菜的关系，我以
为是并列的两道主菜，好

比T骨牛排和黄金大虾。
我们从“骂人”中随便拈出
几篇，如《吃相》《戒烟》《让
座》《挤》《打架》《名片》《招
聘》，放到“雅舍”中去，不
会觉得突兀，倒是可与梁
氏十年、二十年后写的《洋
罪》《谦让》《衣裳》《握手》
《下棋》《写字》等名文互为

补充、互为观照。
我注意到，两书中
题材相关乃至重叠
的现象不在少数，
像理发、旅行、写

信、生病……尽管相隔岁
久，它们在写法、取譬、举
例、理念上面却不重复、不
冲突，足见只有梁实秋那
种腹笥充盈、见识广博的
文章老手才能办到。
《骂人的艺术 ·旅行》

开头：“旅行是一件乐事，
因为除了花钱，受气，吃苦
以外，附带着可以开拓胸
襟，扩张眼界。但是在我们
中国旅行，恐怕除了花钱受
气吃苦以外，所剩下来的
乐趣也就没有多少了。”
《雅舍小品 ·旅行》开

头：“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
行的一个民族。闹饥荒的
时候都不肯轻易逃荒，宁愿
在家乡吃青草啃树皮吞观
音土，生怕离乡背井之后，
在旅行中流为饿莩，失掉最
后的权益——寿终正寝。”
《骂人的艺术 ·剪发》

末尾：“讲到美观一节，与
剪发一事，很少关系，因为
那是先天的事，在后天很
难补救的。不过有一点，
我倒相信，剪发后显着年
纪青了好些，虽然年近三
十，依然可以天真烂熳的
活着。但是，等到你年逾
半百儿孙绕膝的时候，你
想做出一点老成的样子，
那就为难了！”
《雅舍小品 ·理发》末

尾：“刮脸的危险还在其
次，最可恶的是他在刮后
用手毫无忌惮的在你脸

上摸，摸完之后你还得给
他钱！”
“骂人”与“雅舍”无缝

对接了吗？当然不是。总
的来说，前者倾向社会现
象批判，后者倾向日常生
活点评；前者短小精悍，后
者铺张洋溢；前者言简意
赅，后者旁征博引；前者偏
重中式，后者偏重西式；前
者浅显，后者浑厚……不
过，灵敏冷静、细致周到的
观察一仍其旧，嬉笑怒骂、
机智谐趣的文风一以贯之。

新月书店1927年创
办、1930年被查禁、1933
年彻底关门。我的那本
“骂人”是第三版，那么后
来有没有出第四版呢？我
原先以为没有——不是说
新月书店1930年就被封
了嘛——想不到藏书家倪
墨炎先生说：“我藏有的是
1930年4月的第四版。”
每年重印一次，算得

上畅销书了。即便如此，
新月版“骂人”，在当下大
概也没多少人持有吧。

西 坡

秋郎妙文传天下

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自
己是最好的医生。”以我之见，
这句话既对又不对，对也不全
对。自己最了解自己，这当然
是对的，但有时候未必了解清
楚，或了解有误；自己得了病未
必知道是什么病以及病因，知
道病因未必知道怎么治。或
许，应该换一种说法更有意义，
那就是“要成为自己的医生”。
就近涉远，略述二三事，探

讨如何通过增强自我意识和医
学常识，做到在疾病面前，做出
明智的医疗选择。有些疾病不
仅极其复杂，而且难以诊断。
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成为“自己
的医生”显得尤为迫切与重

要。以若干
往事为证。

二十多年前，我六十多岁
的老伴突然视力模糊，无法清
楚看到事物。某个周末，儿子
来看望我们，在弄堂门口，他与
母亲面对面相遇，母亲竟无法
认出他来，她焦急地用脚尖站
立，试图辨认前来的是不是自
己的儿子，还问他：“侬是
毛头（儿子的乳名）吗？”这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全家人
都不知所措。我立即陪同
她前往一家知名医院求
医，眼科高级专家却难以诊断，
只能笼统地归因于老年性眼部
退化，并配了一些口服药物。
在另一家医院，一位著名的眼
科专家也无法确诊病因，只是
采用了药水治疗。再换请一位
全国顶级的眼科主任查看，医

生认真做了眼检后却说：“眼睛
没啥问题啊。”就这样，三年奔
波，还换了很多医生，始终无法
解决问题。
答案最终竟出现在我翻阅

的《大众医学》刊登的一篇小文
章里。我赫然看到，用于治疗

高血压的硝苯地平片所产生的
副作用之一，即是可使病人视
力模糊与障碍。即刻停用这种
药物后，老伴的视力竟奇迹般
地恢复了。真是意外之喜！
如果不是我持之以恒查看

各类医学文章，老伴可能再也

无法清晰看到儿子了。那么为
什么这么多名医专家治不了此
病，而一篇不起眼的短文却起
到神效？或许是因为，医生毕
竟只能囿于检查所见，而不可
能掌握病患所有的生活环境情
况，从而影响诊断。由此看来，

自己不放弃，坚持学习做
好“自己的医生”是多么重
要！
另一个故事还是涉及

我的老爱人。她在一次患
上细菌性感冒后出现了严重的
大吐血症状。初始的医疗建议
是进行气管镜检查。且慢！鄙
人性格有点像啄木鸟，喜欢多
“琢磨”。我们与主治医师共同
详细讨论，终于琢磨出真相：她
的主要症状为非咳嗽吐血，其

鲜红血
色 不
变。由此判断：这种吐血并非
来自肺部系统，而是因为鼻腔
急性发炎和溃疡，血是经咽喉
进入气管再吐出的。最终，针
对鼻腔急性炎症轻松治愈。这
个科学诊断让我老伴避免了不
必要的侵入性检查。看来，与
医生的有效沟通和病人自己对
症状的正确认识多么有必要。
深望，众人可以在自信自

觉的前提下，持续增进医学知
识，“成为自己的医生”。这不
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
——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
护航。千千万万个“自己的医
生”形成庞大的防病队伍，必将
大益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张贻复

成为自己的医生

一个星期后，蒲公英的叶和
花终于晒干了。我抓一把闻闻，
浓郁的香气。我拿给十岁的元宝
让他闻，“太香了！”
将它置于杯底，倒入滚烫的

热水，静等几分钟，看叶子沉入水
底，啜一口，茶香气沁人心脾。平
日我喝绿茶，清淡无味。改为喝
白毫银针，微微的果香气，味道清
冽。常想若是新鲜采摘而得，恐
怕更为美味。
“可遇而不可求”的际遇，近

年我在不断耕耘花园中体验得更
为真切。往往你日夜期盼的番
茄，因为一场大风大雨最后颗粒

无收。然而，可能
在第二天，你会不
经意间发现花园的
某个角落里开出一
朵你所不认识的
花，像是洋甘菊；又或者长出一棵
莫名的小树，发嫩绿的叶子，拿识
花软件一查，竟是枸杞树。过了
没几天，你又发现一棵桑葚树！
它们是怎样长出来的呢？大自

然的奥秘值得我们欢快一整天。
而蒲公英，就是这样毫无征

兆地出现了。一朵明亮的黄花，
鲜艳如小太阳耀眼，我被晃了一
下，蹲下身，看这株开花的草，锯

齿般的叶子，匍匐
在 地 。 是 什 么
呢？我用识花软
件扫它，跳出来显
示是蒲公英。

蒲公英不是毛茸茸的白色圆
球吗？儿时最喜欢吹它，借着春
风的威力，吹散到各处都是。我
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谁想
得到这朵黄花会变成白球呢？然
而，我又如发现新大陆一般兴奋
——好像获得了钟爱的新宝贝。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

电话那头的她呵呵笑，“我都是拿
它来泡茶呢。”母亲教导：“你摘一

些叶子洗净，铺到竹篦上，放到阳
光底下曝晒。晒干后就可以当作
茶叶喝了。”
我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她

是一个自然实践家。春天的田野
是一个百宝箱，野荠菜被她挖来
包饺子，苦菜被她洗净蘸酱吃，还
有那漫山遍野的艾草，割一筐晒
干，用来泡脚……野菜野草经由
她的手，变成了美味佳肴，形成了
养生之道。那么，蒲公英用来泡
茶想必效果很不错！
果真，蒲公英吸收阳光大地

的精华，带着独有的芬芳，满足了
我挑剔的味蕾——香气正好且极

为新鲜。一杯下肚，温热
而甘甜。
《本草纲目》记蒲公

英：“解食物中毒，驱散滞
气，化解热毒。”我渐渐发
现蒲公英更多的价值：它
的根可作为中药，有清热
解毒的功效；而它的花，新
鲜采摘后可直接泡茶，其
馥郁之香会久散不去。
春天的时光短暂得像

是眨了眨眼。静坐桌前，
沏一杯蒲公英茶，热气徐
徐散发，专属这一季的清
香永留心间。

朱莎莎

蒲公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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沱江泛舟 侯伟荣 摄影

家对面的毛衣店眼看要关门了，我妈昨天又送来
一袋她自己织的毛衣。丈夫和我说：是不是和你妈讲，
不用织了啊，这么多来不及穿。我说，我不讲，人到老
了要有个爱好。我心里对他说，你妈炒股票这爱好，我
看你也没讲啥呀。
这个冬天，我妈沉迷织毛线。有时早上和我爸打

电话，问我妈干吗呢？我爸幽怨地说，伊么，饭也不烧，
买了两只熟菜当中饭吃，开始“上班”结绒线了呀。我
妈本来爱跳舞，但自从腰椎骨折以后没法跳了，买了架
电子琴，手机里装了全民K歌，在家吹拉弹唱消磨时
间。日常可以出门的消遣，除了买菜以外，好像没有其
他的了。去年冬天家对面开了家毛衣店，让我妈有了
新去处。她先是买了羊绒毛线，从小物件开始学起，遇
到不会织的地方，就去店里请教老板娘，老板娘手把手
地教，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俨然成了毛衣店的常坐嘉
宾，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店里的一员呢。

我妈拥有了自己的“毛衣社交”，时
不时发店里的款式给我看，让我选喜欢
的样式，她来织。还领放寒假的外孙女
去店里选喜欢的毛线颜色，给她织帽子
围巾。后来我妈的技艺飞升，开始上难
度，织背心、绒线衫、绒线裤，指哪儿打
哪儿，成了全能毛线手。我女儿现在一
身都是home-made，就连上学拎的餐袋
都是我妈织的，再发展下去，估计要给
外孙女织个铅笔盒或者书包出来了。
女儿对于外婆的爱好很捧场。有

一次和好朋友出去玩，一见面就掀开羽
绒外套，指着内里穿的毛衣炫耀：“这是我外婆给我织
的毛衣哦！”好朋友立刻也掀开外套说：“我这件也是我
外婆织的！”一副肝胆相照的样子，十分有趣。女儿和
我说，她还是有点不满足，她羡慕我穿的是亲妈织的妈
妈牌毛衣，而她不是，她穿的只是外婆织的毛衣，不是
亲妈。我说，你想穿我织的毛衣，那要等等啦。
我这双摸键盘的手织得了毛衣吗？我很怀疑。在

我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我妈也没空给我织
毛衣，那个时候她下岗在即，白天东奔西走忙
赚钱，晚上呼呼大睡，从不管我的功课，更别
提什么织毛衣的闲情逸致了。我的外婆和奶
奶从未给我织过一件毛衣，我奶奶的爱好是
纳鞋底、做棉鞋，我外婆的爱好是开着助动车
风风火火地走街串巷。我羡慕那些穿着家人
手打毛衣的同学。那时我的毛衣都是去南京
路上向阳儿童商店买的，毛衣的价格不菲，我
爸大概一年也就是六一儿童节带我去“翻新”
一下。我有一件在向阳儿童商店买的米老鼠
图案的毛衣，样式洋气，很喜欢，穿了许多年，
从小学五年级穿到初中毕业，翻翻照相簿，这
件毛衣出镜率老高了。
我爸反对我妈织毛衣也有点道理，他觉

得一直织毛衣很伤颈椎，久坐不动。不过可
以全神贯注地投入去做一件事，本身就是一
种治愈吧。人年纪大了，无事可做的时候，可
能觉得自己不被社会需要了，但是看到自己织的毛衣
穿在家人身上，就会觉得，果然这个世界还是需要我
的，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作品——莫奈留下了《睡
莲》，我妈留下了毛衣。
所以，我鼓励我妈织下去，我也很期待，我妈又织

了件啥出来。这些毛衣打发了她的时间，也填补了我
家衣帽间的空缺。而且对我而言，洗毛衣曾是件费功
夫的事情，从前我是手洗，洗完绞干很费力气，现在洗
衣机有“羊毛洗”的功能，放在洗衣袋里扔进去，设置好
模式，大概30分钟，就能拿到一款被温柔对待、洗完已
经半干的毛衣了，所以再多也不怕。
冬去春来，眼看毛衣店关门在即，不知道我妈的下

一个爱好是啥。如果能有个毛衣教室就好了，不管冬暖
夏凉，大家想织就聚在一起，喝喝茶，打打毛线，吃块芝
士蛋糕。如果老了能遇上这样的教室，我也会去学的。

陈
睿
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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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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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吓我一跳！吓我
一跳！”一个三年级学生
一边惶恐地低声念叨，
一边用手拍着胸脯自我
安慰道。
“什么把你吓一跳？”一旁经过的我好奇地问道。
“刚才我在执勤时，一个同学向我鞠躬，说大哥哥

好！”他一边解释道，一边模仿着弯腰鞠了一个标准的
90度躬，“把我吓了一跳！”
我扑哧一下笑出声，原来这个小男孩被自己的长

大惊吓到了。
那天，我在路边等红绿灯，一个年轻小伙子向我递

过一个房产宣传单，然后毕恭毕敬地问我：“阿姨，需要
买房子吗？您看看吧！”那一刻，我也吓了一跳。似乎
不久前，类似的场景，那时我听到的还是：姐，需要看房
子吗？这辈分的升级，让我诚惶诚恐，一下接不住了。
记得读书的时候，老师总是戴着眼镜批作业，然后

把眼镜放到鼻梁下，越过眼镜上方和学生说话。这种
视角让我们异常新奇，有时会悄悄和几个调皮的同学
模仿老师戴着眼镜看人的模样。当我成为老师，学生
一茬一茬毕业后，冷不丁开始喜欢把书放远些地看，喜
欢把电脑放远些地用。当年那个被孩子模仿的游戏，
已成为生活的真实。老花眼镜开始证明年龄的到期：
我需要透过眼镜片来阅读近处的字，又需要越过眼镜
片来看远处的人，视力与生活都需要我们重新调焦了。
当初的谜就这样被岁月不解自破，许多当年看不

穿的事仿佛一夜之间也就明了了，许多当年不明白的
人仿佛倏忽间也就理解了，该放下的可以放下，该糊涂
的也可以糊涂了，岁月在给我们惊讶之后，一下催熟了
许多的东西……
倘若说三年级小男孩的惊讶让我们触摸到岁月的

蓬勃、快快长大的美好，那么我的惊讶，不知是否算岁
月的友情提醒：多加珍惜现在的自己！
不管在哪一种惊讶里，不管在哪一段里
程里惊讶，不负当下，享受当下，才是对
岁月最好的交代，而岁月也会在惊讶之
后，留给我们许多成长和成熟的惊喜。

陈 静

吓了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