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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健 康

咸饭，是闽
菜系的创制，芋
头饭、芥菜饭、猪
肉饭都曾是我家
土灶头散发出来
的芳香，但让我
万分迷恋的唯有憨鲨油饭。

20世纪50年代至70

年代初期，海洋资源极其
丰富，一种纺锤形的大鲨
鱼时常出没在家乡玉环披
山洋温暖水域。这种鲨鱼
叫姥鲨，取它的两片鱼肝
熬油做的鲨油饭，能让舌
尖欢快得如浪潮般涌动。
春天，家乡丘陵地带

的向阳山坡和山顶平地
上，缀满紫色和白色的蝶
形花朵，春风拂过，豌豆花
似蝶浪翻涌。这时，鲨鱼家
族中特别厚道的族种——
姥鲨，便从深海处钻了出
来，在海面上逡巡。姥鲨
口大体壮，却被冠以“姥
鲨”之名，有一种说法，是
因为性格温和恬淡像年老
而慈祥的妇女。
大海有四季渔获，大

地有四季食蔬。四月，豌
豆花结出肥绿的嫩荚，春
风放飞的时节，可从山顶
自留地摘下一小篮绿莹莹
的豌豆荚。此时，姥鲨在
阳光明媚的海面上舒展身
体，翻身晒腹，灰背白腹一
览无余。它们逐渐靠近我

家乡的海岸，在十分洁净
的潮间带享用虾虮、海草
和小鱼小虾等生物。
渔民刺网作业开始盛

行，如此逍遥自在的姥鲨
怎逃得过我乡渔人的火眼
金睛。当姥鲨三角状灰色
背鳍列队在浪里优哉游哉
时，它们很快就成为渔人
的猎物。
毫无戒备之心的姥鲨

被我家乡人称为憨鲨。
憨 ，闽 南 语 读 作
g?ng，形容一个人木
讷或过于老实、傻
不愣登的样子，就
叫g?ng人。当憨鲨
被我乡人捕获，憨鲨鱼肚
子里的肝脏带回家，堆放
在水井头。与此同时，颗
颗青翠的豌豆从主妇的手
中滚入粗瓷碗里，豌豆新
绿，珍珠般饱满，蹦跶着土
壤给予的生命活力，那是
准备煮一锅憨鲨油饭。
憨鲨鱼有两片鱼肝，

米黄中带着少许花斑，晶
莹、润泽，豆腐般娇嫩柔
滑。大片的肝可铺满整块
砧板，切成小块后，提起砧

板，将鱼肝放入
铁锅里熬油，先
是一股微微刺
鼻的炙烤气味
散发出来。随
着小火慢炆，锅

里的油慢慢漫出，辛香弥
散。一户人家熬鲨鱼油，
香气似会吹吹打打，传出
很远。它不同于猪油的温
润、菜籽油的青气、山茶油
的纯正，而是一种浓烈得
几近跋扈的辛香。
把熬好的深棕色鲨鱼

油舀出一半，盛在碗中。
另一半则留在热锅里，将
猪肉、豌豆和带鱼肚等料
头烩起来，豌豆的春色在

油锅里被铲得龙飞
凤舞，倒入浸泡好
的粳米，翻炒均匀，
让米受味，再加适
量的水，文火焖

煮。鲨油借食物翻涌之力
把油脂和气味渗入米粒，
米粒借焖煮的时间让自己
饱满得可滴出油。饭熟透
了，揭开锅盖，把舀出来的
一半鲨鱼油倒入锅中翻
拌。这时，鲨鱼油饭已是
异香汹涌。
憨鲨油饭是我家乡

闽南移民的美食创制智
慧。这种刺激性的辛香
似来自大海的厚重，又像
是囊括了大海万千生物

的鲜气，还有山风涧水晨
露夕照的味道。总之，一
吃就上瘾。
鲜明的记忆伴随我生

命的长河。过去虽然生活
艰苦，但我乡人在人情来
往上十分大方，东家蒸煮
点什么好吃的便给西家送
去，如俗语所言，“你有初
一，我有十五。”憨鲨油饭
煮好后，便有李白“五花
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
酒”的慷慨。孩子随着憨
鲨油饭飘出的香气冲出家
门，通知左邻右舍拿上饭
碗，过来尝尝鲜。
五月，浮出海面的滤

食性生物繁盛充沛，家乡
海域的憨鲨鱼越发茁壮，
憨鲨鱼皮也更厚实，它们
真正的汛期来了。渔民把
一些憨鲨鱼带回家，勤快
的渔家妇女打几桶水，倒
入大锡盆，左手取一条鲨
鱼置于砧板，右手操刀，刀
刃在鲨鱼身上“嚓嚓嚓”来
回几下，这是磨刀霍霍向
鲨鱼。鲨鱼皮充当最便利
的磨刀石，可怜的憨鲨真
是要把它杀了，它还帮着
磨刀。
玉环虽地处海隅，岛

屿错杂，但环山皆可稼
黍。海边渔村的男人搏击
风浪，闯海捕鱼，老人、妇
女也相当勤劳，不说山巅
丘土，就连家里房前屋后
方寸之地都种上地鲜瓜
果。
立春时节架起长豇豆

架子，立夏之时麻花辫子
般的豇豆条迎风飘曳，有
翠绿紫红相间，我乡人称
之为饭豆或菜豆。五月的
长豇豆有一尺多长，折掰
成段，发出清脆的声音，肉
质肥厚饱满，带着五月的
明媚，与来自海洋风潮浪
涛间的姥鲨油相遇，长豇
豆鲨油饭又是另一种滋
味。此时，憨鲨鱼肝片浑
厚丰润，油饭香气越发浓
郁，长豇豆又特别能吸油，

这样的憨鲨油饭入口入
魂，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
忘怀，它让渔家人的口腹
之欲上升到精神的傲骄。
我家乡姥鲨鱼流网产

量的峰值顶点是在1969

年，庆幸我已出生，在以后
成长的日子中享尽它的红
利。从春汛到夏汛，差不
多春季的整个学期，我放
学回家，一闻到鲨油饭的
气味，就像离弦的箭一般
飞入家门。
时光踏入20世纪80

年代，无论机帆船如何劈
波斩浪，姥鲨都踪迹难
觅。也许是因为家乡近海
海域受到污染，导致环境
变化，虾虮、鳀鱼也不会浮
游在海面上。憨鲨不憨，
它们找不到滤食之物，绝
尘而去，躲在海洋深处。
即使找到滤食之物，也不
再招摇旗帜般的背鳍。也
许是随着捕捞技术的发
展，滥捕掠杀，姥鲨日渐式
微。
据说从1993年起几

乎见不到三头以上的姥
鲨种群了，人类开启对姥
鲨的保护措施。2000年，
美国将大西洋和东太平
洋姥鲨的种群列为易危
物种。自2004年始，世界
多国禁止在公约海区捕
捞姥鲨，我国也在2000年
把姥鲨列入《中国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
级。
在人类的温柔以待

下，近年，姥鲨家族又人丁
兴旺了。听我乡人说，现
代钢铁捕捞船常与姥鲨不

期而遇，它们再次回来，随
着海洋生态的优化，憨鲨
又向东海沿岸靠近。但不
管它张开大嘴吞食鱼虾，
还是三五成群在海面上袒
胸露背蹭阳光，都可以自
在地在海洋的怀抱里尽显
憨态。
世间再无憨鲨油饭。

叶 青

再无憨鲨油饭
大先生，鲁迅也。《说文解字》：“大，天大，地大，人

亦大。故大象人形。”“大”像人形，但茫茫人海中，有几
人当得起“大”？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者也。”每想到大先生，这几句话就会围着他缭绕，有
“旌旗日暖龙蛇动”之境界。

到鲁迅纪念馆，离上次来已有几年
了。馆前，是先生瘦骨嶙峋但风骨如铁
的雕塑，像一只疾风中的寒雕，头发劲竖
似箭，天地为之久低昂。依然在馆外陪
伴着大先生的，是世界文豪们的铜像
群。旁侧草径小路，有他最喜爱的诗人
裴多菲半身像。
展览设在二楼。上楼的花岗石石

阶，漂亮宽敞大气，几近辉煌，得抬头仰
望，示意我们后人当一步步拜谒。弥漫
展厅的气场，其主题乃大写的“人”。先
生有言：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
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

显然，他思虑的是能跻身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国民，被唤醒的国民。因此在
学医期间，1906年3月，25岁的鲁迅决定
离开仙台，弃医从文。医专的同学为他
举行话别会。看着这张充满年轻朝气的
照片，我被他们的友情感动。终于，在新
文化运动中，鲁迅以他里程碑式的作品，
刻画出了国人的灵魂，为之呐喊。
几十年前读中学，我的语文老师，对鲁迅的评价是

四个字，“傲岸，博大”。很巧，语文老师也是浙江绍兴
人。语文课上到《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黑板
前的绍兴老师沉醉在对故乡的回忆里。他用绍兴官话
缓缓地讲乌篷船，讲周家临水的台阶、黑漆的大门、高
高的门槛；讲曲曲折折的河；讲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
皂荚树；讲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
上；讲三味书屋里鲁迅苦读而刻过“早”字的课桌。我
们听得迷迷醉醉。长大后我特意到绍兴去，在少年鲁
迅的塾师用尺子打学生手掌的小小课堂上，徘徊了许
久许久。语文老师想必也在这里沉思过。
我站定在1936年10月的几幅照片前。一个伟大

灵魂的瘦弱躯体，在向人世间告别；写着“民族魂”的大
布，担负起伟大的落幕。大先生弥留的时刻，他的X光
肺片，百分之八十已是白乎乎一片。见到陈列中的先
生绝笔——他托友人内山完造去请医生的一枚便条。
对着纸条，我哽咽了。还有许广平的悲怆字迹“悲哀的
氛围笼罩了一切……”。要不是隔了玻璃，我想俯身亲
亲那枚珍贵的石膏模型，一个称不上老人的老人面孔
的立体石膏模，那是先生的面容。当时一位日本雕塑
家赶赴鲁宅，恭敬地建议，在现场用石膏取造先生最后
的面容，先生家人接受了这个提议。
再去看看大先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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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居住的县城，拥有屿山公
园、鹅浦公园、乌岩山公园等公园，
其中最令我喜爱的，当数健康主题
公园。
健康主题公园位于县城临城

南路中塘溪畔。步入公园，但见清
澈的中塘溪水绕公园而过，一
条健康步道依偎在公园旁，更
有那健康养生展板、健康生活
宣传栏、中医药文化馆（健康
馆）等点缀其中。难怪这儿不
仅成了市民休闲场所，更是成了大
家学习健康养生知识的好去处。
看，这些是健康生活方面的温

馨提示，如“一日三餐，按时吃饭；
均衡营养，增强体质”“病从口入，
远离野味”“远离烟与酒，健康又长
久”等；这些是如何保持良好心态

方面的温馨提
示，如“与人

沟通，自我调适；科学减压，平衡心
理”“每天一声笑哈哈，健康快乐你
我他”等。除了这些提示语，还有
“夏季预防热射病知识”宣传栏、
“科普预防流感健康知识”教育宣
传展板，让人受益匪浅。

当然，在健康主题公园旁的健
康步道上慢走，也是不错的选择。
在此，还可了解慢走的科学方法。
温馨提示牌说：慢走时，须保持愉
快的心情，要抬头、挺胸、收腹，双
手在身体两侧自由摆动，前摆臂要
摆到超过心脏，与地面平行，后摆
臂也要伸直，尽可能后摆，两臂摆
动的同时带动双腿迈步走。步行

的速度和
距离要量
力而行，在安全的范围内可以从
最初的较慢步速、较短距离循序
渐进逐步增加。原来，慢走也有
这么多学问！

尤其令人点赞的是，在健
康步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就有
一个运动量的提示，如“您已
步行2400步1200米，消耗热
量75.6千卡”。对照这些提

示，对自己慢走时的运动量就能
心中有数，走起来更加张弛有度，
潇洒自如。
闲暇之时，徜徉健康主题公

园，既放飞了心情，又收获了健康
知识。有人夸我“步入花甲之年
了，看起来像五十岁”，不禁想到，
这也许是健康主题公园馈赠我的
健康礼物。

缪士毅

徜徉公园悟健康

绣球花（彩色钢笔画） 陆锡民

五月初的一个清晨，阿舅驾车带着
我和妻子，沿着蜿蜒陡峭的盘山公路缓
缓爬行。山间惠风和畅，云雾缭绕，路旁
不时露出被大山揣入怀抱、错落有致的
古朴村落——白墙黛瓦，林木掩隐，杜鹃
盛开，清雅幽静。
车到达山顶白鹤尖，来到“天籁云

和”观景点，眼前的景象让
人震撼——梯田在连绵群
山的包围之中，像一幅气
象宏阔的巨大水墨画，从
山顶一直延伸到谷底。其
中还有云海、山村、竹林、溪流、瀑布等自
然景观。梯田里灌满了水，一片片银花
花的光芒，十分耀眼。田埂蜿蜒流转，把
田地分割成无数个波浪式的块面，大小
不一，形态各异，像天女梳妆，不慎打破
了镜子，碎纹弯曲有致，形成了自然美妙
的分割线，碎片像春光的明眸，荡
漾着怀春的激情。水田里隐隐约
约地倒映着峰峦、蓝天和白云。
梯田上空飘浮着绵柔的白雾，一
会儿像一块轻盈巨大的纱窗，不
时地拉开又合拢；一会儿又好似大海的
波涛，汹涌翻滚，气势澎湃；一会儿又变
成了无数缕袅袅炊烟，自由自在，随风飘
荡……
我们沿着长满青苔的碎石道下行。

沿途见农民正在疏通渠道，固坝储水，以
备插秧。他们因地制宜，把斜坡改造成
良田，不仅能种植，还创造了一道道别样

的风景。绛红的皮肤显现了他们的勤劳
与艰辛——那是祖先留给他们与天奋斗
的印记。有游客问候：“你们好，你们辛
苦了！”他们总是浅浅地微笑着回答：“勿
辛苦，习惯了。”多么直白淳朴的语言，多
么豁达的人生态度，可谓大音希声、大美
至简的金句。

云和梯田开发于唐
朝，兴于元明，是千百年来
一代又一代云和人栉风沐
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长期开垦拓展的伟大创

举——现有梯田50多平方公里，最高处
有1400多米，最多处达700余层。这是
云和人的精神圣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
重要文化遗产，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又一范例——他们更新理念，扩大
视野，宏观设计，变不可能为可能，从单

一的卖产品走上了“卖风景”、搞科
研、展艺术、晒民俗、开旅馆等多项
发展的金光大道，被评为中国最
美梯田和国家5A级旅游胜地。
中午，我们特意在当地的民

宿品尝第一时间采集现烧的原汁原味：
油焖山笋、清炒塔菜、红烧瓯江鱼、盐水
河虾、草鸭汤等。菜肴醇香四溢、清淳鲜
美，有机米饭更是与众不同，颗粒大，光
亮饱满，香糯而甘甜。
相信云和人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正像他们自己创作的诗句那样：“睡去也
会甜。”

王恩科

云和春水

闲日打开书橱，橱右下角一堆
旧簿册映入眼帘。遂蹲身捡出几
页随意翻看，是当年大学时的课堂
笔记。不料一上手，竟欲罢不能。
久蹲了头昏、眼花、脚麻，于是端来
小矮凳，坐下细细续读。这堆笔记
簿页，自己原已整理过，分门别类
共二十多门学科，计有汉语、古代
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
论、西方文论等，纸页累积起来高
半尺余。还见几本作业练习簿、一
册薄薄的《上海师范学院学生手册》夹在
其中，“文物”真不算少。做学生时，听课
记录都写在活页纸上。毕业后，我用细
绳将活页纸的洞眼一一串起，使其各自
成册，并在每册首页右角标出授课先生
的尊号大名，还附上考试成绩以资纪
念。桑榆暮景之际，今重睹旧物，岂不令
人嘘唏？顺时兴起，我把它们平摊
于地板，将28本笔记薄摆成四列
方阵，面积竟占足一平方米。阳光
普洒纸上，春意煦煦，心意暖暖。
岁月如梭，弹指四十几年。

寒舍迁移多回，家里杂物几经被“断、舍、
离”，这些外似的废纸却不曾离身半步，
它们是我的“财产”。李锡澜先生开了
“古代修辞”这门课，他的“炼字”说精义，
乃在于遣词造句时下笔务须慎重；吴尚
夫先生的“古代汉语”，课堂用语幽默，更
喜他的板书，一手字尽显行书的艺术魅
力。听课时我常常走神，光盯着黑板看
老师写的字，权当书法欣赏了。记得毕
业那天师生告别会上，我捧出纪念册请

先生题字。他直行式的手书“勤
奋”两大字，左下款以小字题“书
赠”；又另起一行大字“吴莉莉同
志”，尾后落款是先生的留名。仅
是品味书写的模式，温良恭俭让
的风度跃然纸上。君子谦谦，老
师视学生为同志，平等待之，足让
我感动不已。陈伯通先生授外国
文学课，我的笔记厚度有一厘米，
为各科笔记页数之最。他是广东
籍人，说一口“粤普”，有时我们听

不懂，就追着问他。先生为人亲和，一点
不恼，会笑着重复。他的“十九世纪俄国
文学概述”，为我钟爱，笔记就做了正、反
共二十一页。
前几日将旧物新照发同学群，跟帖

者一时络绎。线上交流颇为热闹，有晒
毕业时同学们自己编写并油印“出版”的

纪念册，有晒班长陈非君作词、根
宝君谱曲的《班歌》，有晒当年课
程表，有晒学生证和校徽……班
里的小老弟旭光君发帖“当年这
些老师都是学校最好的配置了”，

这句话，更让大家难忘师恩。
捡视旧物，也是检视今日的自己，它

是一股动力，鞭策自我继续学习。细辨
“捡”“检”，二字有别。检视，是检验、查
看之意。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
师矣。”检视旧日笔记，自省今日其身，促
使知新，让学识长进；如秉烛夜行的老而
学者，自我为师，生活不断树有新的学习
目标。检视旧日读书笔记，意义应该在
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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