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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育

约了牌友打“掼蛋”，原本商定
到了饭点就去楼下餐厅撮一顿，哪
想鏖战正酣，都不愿把时间浪费在
美食上，一致表示冰箱里有什么就
吃什么，对付一顿就行。
我翻看冰箱里的食物，有冰冻的

饺子、包子、粽子，也有八宝饭和汤
圆。东西不少，却都独此一份，不够
四人分的。再看冷藏里有前一天蒸
的一碗糯米饭，本想第二天夹油条、
肉松、绵白糖包只粢饭团当早点的，
还有因为馅子不够而剩下的小半斤
馄饨皮，再就是拌了作料的一小碗肉
糜……也是分不匀的尴尬。
“做烧卖不就分得匀了？”老高

的话立刻提醒了我，我怎么
就没想到呢，糯米饭、肉糜和
馄饨皮都现成放着呢。
当年，烧卖曾是我家“打

牙祭”的食物，虽然一年半载
吃不了几次，但鲜香软糯的妈妈的
味道却永远地留在了舌尖上，每一
口全是满足。我妈做烧卖很上心，
香菇和开洋要隔天泡上，与火腿肉
丁一起炒熟后拌在加了猪油和酱油
的糯米饭里，而一张张烧卖皮子则
是她手擀的，哪像现在可以用饺子
皮或馄饨皮来替代？
那年月，邻里间的融洽不做作，

下雨天帮着不在家的邻居收衣物最

平常，还有就是谁家做了好吃的东西
一定会分送尝味。比如一碗加了排
骨的生日面，或是汤里散发着猪油香
气的菜肉馄饨，有时还能吃到正宗的
宁波汤圆。我妈蒸的第一笼烧卖不
是先给家人吃的，而是由我敲开邻居
家的门，每家分几只尝尝味道。
不久后中国的餐饮市场兴盛起

来，我也自南至北走过不少城市，吃
过各有千秋的烧卖。我发现无论南
北，烧卖的核心都在于馅料。羊肉

加大葱馅的是塞外的厨师对
原汁原味的坚持，黑胡椒加
糯米是武汉人富有激情的创
意，而扬州的翡翠烧卖比较
符合江南人的口味，虽然冠

以“翡翠”二字，它的馅料其实并不
复杂：青菜剁成泥，加上猪油和白糖
一起搅拌，蒸制前还得撒上点火腿
末点缀，那叫一个鲜美。前些年，上
海也有了被列入了浦东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下沙烧卖”，我是追捧
者之一，和友人曾一路追随去川沙
品尝，竟然一口气吃了六七只，可见
好吃的烧卖怎么都吃不腻。
然而，烧卖在海派面点中的江

湖地位并不高。“四大金刚”没它的
份儿也就算了，连大众点心生煎、
小笼、包子、葱油饼等榜上有名的
面点里也时常忽略了烧卖。或许
烧卖的制作方法实在太普通了，简
单到只要一张面皮里加一团米饭就
能“内有乾坤”，不引人注目吧。
我外公对美食是个讲究之人。

记得早年他带我去城隍庙吃小笼时
就把小笼馒头比喻成上海女人旗袍
上绣的花、缝的边，格外地花功夫，
不容易伺候。再看烧卖吧，皮子不
讲究，馅料不讲究，只要皮子里裹足
馅子收个口就行了，但它就是实在，
就是好吃，就是容易被人接受。虽
然烧卖无法与精致的小笼相比，可
你不得不承认烧卖是种心存美好、
包容性强大的食物。
这个发现很有趣，因为包容性

是个可贵的名词，在职场中尤为重
要。你可以不聪明，但要有一颗宽
容待人的心。这种心态会让人在任
何环境中低调做人、低调做事，然后
成就自己。
那天打掼蛋谁输谁赢已不重要

了，我们几人用冰箱里遗留的糯米
饭、肉糜加上火腿肉丁和青豆仁一
共制作了22只烧卖。从开工到全
部消灭不过半小时左右的时间，
“抢”着吃的滋味就是好。

章慧敏烧 卖
大年二十九深夜，老家屋外细雨横

斜，飘在脸上，针蜇似的冷。一排路灯明
晃晃地照着，我们全家在找一只小鹦鹉。
树下、墙角、草丛堆，连花盆底也被掀起来
翻看，仍不见鸟的踪影。这是只很小的宠
物鸟，不足一掌长。品种是牡丹鹦鹉，粉
嘴金头小蓝尾，毛茸茸的像一朵长了尾巴
和翅膀的蒲公英。它祖籍非洲，冬
日严寒，它在室外活不过一晚。
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有

时像小孩。宠物静悄悄，可能在
“作妖”。我们从杭州回到瑞安霞
潭老家，放出关在笼子四小时的小
鸟，给它喂了食。我们终于坐在饭
桌前，突然，女儿放下筷子，说：“这
么安静？小鸟怎么不叫了？”
我们一愣，马上在屋里不停地唤鸟，

却毫无应答。打开每个柜门翻找，也不
见那只会飞的蒲公英。屋里没有，屋外
呢？我曾开过门，屋外路灯通亮，夜盲人
也可以闭眼跑步。难不成小鸟偷摸飞出
去了？在屋外找了半小时，也是
无果，只好回屋再找。
“燕青，燕青！”全家人焦急地

叫小鸟的名字。
“燕青。”一声极微弱的回应

传来。没错，是小鸟的声音！哦，它在家
里。小鹦鹉会叫自己名字，谁叫“燕青”，
它便回答“燕青”。循着声音，我们回到
最早找过的客厅。小鸟从挂在墙上的衣
服口袋里探出头，歪着脸看我，一脸萌
呆，似乎混乱的寻鸟场面与它无关。
夜深到家，“鸟”生地不熟，小鸟要躲

藏，很合理。像是走丢的小孩平安回家，
我们不计较它跟我们捉迷藏。
假期结束，我们回杭州。几天后，父

亲打电话来，说小鸟待过的衣服口袋里有
一颗蛋。父亲穿好衣服，手伸进口袋，碰
到一个圆东西，拿出来一看，是一颗洁白
的蛋，大小如鹌鹑蛋，是燕青生的蛋。
那天全家人兴师动众找小鸟，而小

鸟背地里在做一件大事。它在完全陌生
的环境里，准确地找到了掩蔽的地方生
蛋。我们急促地叫唤，倒是扰它大事了。
燕青是女儿养的宠物。女儿很喜欢

小动物，小时候为死去的金鱼哭了好几
天，眼泪能装满那个空鱼缸。失去宠物她
那般伤心，我们不敢让她再养宠物了。可
女儿先斩后奏，在大学毕业的暑假带回一
只白色小鹦鹉。小鸟飞来飞去，片刻不离
人，常用小嘴贴在人脖颈上，好一派小鸟
依人。某天我有急事，匆匆出门。小鸟以
为我不带它玩，追着冲出来，不料只慢了
一小步，它的细脚被厚重的门夹住。小鸟
被送到宠物医院四天后，死了。早已接受
现实的女儿又断断续续哭了四小时，可怜
的样子与小时候一模一样。
我很自责。

我跟女儿去宠物店，选了一只还没断
奶的蓝灰色牡丹鹦鹉，给它取名燕青，不
给它剪羽毛，希望它像《水浒传》里的燕青
跑得快，有个好结局。女儿工作后，把小
鸟留在家，照看它成了我的任务。为不重
蹈前一只小鹦鹉的悲剧，我把小鸟关在笼
里。然而燕青性格非常刚烈，被关进笼可

以骂骂咧咧整一个白天，或是大声
喊叫，叫得撕心裂肺，还用头撞笼
子，砸水槽。水被燕青泼洒得到处
都是。我拿它没办法，只得将它放
出来，训练它在固定地方大小便。
燕青如今三岁了，也只有一

颗鸡蛋的重量。燕青，鸟如其名，
它“文武双全”，还“多才多艺”。
早上，院子里的鸟一叫，燕青

便开始唱歌，一直唱到楼下所有鸟不再
叫。它还变换着各种腔调，一只鸟唱歌，
宛若整座森林群鸟合唱。燕青精力充沛，
斜飞、直升、俯冲、滑翔，从后阳台飞到前
阳台，精准地歇在我肩膀上。有时，我会

出现错觉，那不是燕青在飞，是我
在飞。燕青喜欢站在高高的书架
顶、窗帘顶、门框顶，从上面俯视
我，仿佛这个家是它的，我只是暂
住的房客。起初，我不习惯燕青斜

着眼睛看我，后来才知，鸟的眼睛长在脸
颊两旁，它要专注地看人，只得歪着头看。
我在阳台洗衣服，发觉背上有重量，

是燕青悄无声息地立在后背，或走来走
去，我像背了一个孩子。“燕青，你要吓死
我呀？”我一吼，它一溜烟飞走了。晚上，
我不睡，燕青也不去窝里睡，站在我翻开
的电脑盖顶部打瞌睡，又像在思考它的鸟
生，头一垂一抬，一抬一垂，像极了通宵熬
夜后在课堂上连连瞌睡的学生。好好地，
一只鹦鹉变成了猫头鹰，成了夜猫子。
傍晚我下班回家，按密码锁数字时，

我听到屋内的燕青发出声音，一打开门，
燕青就在门口候着。翅膀一扇，垂直上
升，停在我的肩膀上，在我耳边叫个不停。
“燕青，我耳朵被你吵聋了。”我笑

着大叫，燕青以为我与它对话，更起劲
地叽里呱啦。哎呀，我要是有一支能听
懂动物语言的翻译笔，该多好。
若是出门两天以上，我就没这“待

遇”了。清明节，我从老家回来，打开门，
我叫燕青燕青燕小青，它充耳不闻不作
声，小鸟“记仇”了，在责怪我把它独自留
家里。我继续叫它。好久，躲在按摩椅
下的燕青勉为其难地应了一声。大约一
小时后，它才出来，在我周围晃来晃去。
我伸出手，它扭捏地飞过来，小爪子轻轻
地握住我的手指，歪着脸看我。这是给
我发抚摸它的信号，它要跟我和解。
哎，这么小的鸟也有脾气，也有想法。
小鸟都如此，何况是人呢。诸事诸

物，还是莫强求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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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颈肩问题是各
年龄层多数人的“标配”，
孩子坐姿不正确，年轻人
久坐办公室，老年人长期
劳作，加之身体机能的退
化、血管
老化、血
液循环变
差，“肩颈
一堵，全
身受苦”，足见肩颈对于我
们生命质量、生命长度的
重要性。
肩颈很重要，从结构

上来讲，颈椎有七节，是脊
柱中最易受伤、最没安全感
的地方，且颈部有
两条大动脉，即椎
动脉，椎动脉直接
影响脑部的供血，
肩颈就像人体的十
字路口，是气血供应头部的
主要通道。因此，肩颈部是
连接头部与躯干的桥梁，承
担着人体头部血管、神经、
经络与全身的沟通，它的健
康直接影响全身的健康。
肩颈堵塞会直接影响

面部的气血循环，导致面
部晦暗、没有光泽、肤色不
均、皮肤松弛与实际年龄
不符，脸部还会有倦容、抵
抗力差、易过敏、易留色素

印。虽做
了面部专
业护理，
却没多大
效果。肩

颈堵塞也会造成头部供血
不足，导致头晕、偏头痛、
记忆力减退、健忘、睡眠质
量差（多梦、易醒、入睡
难）。肩颈阻塞后，手按上
去就会有痛、酸胀感，有的

还有肩胛骨缝痛、
经常四肢发麻，手
脚冰凉，做事韧性
差，易在短时间出
现疲劳。肩颈堵塞

还会导致激素分泌失调、
交感神经敏感，出现易怒、
不自信、多疑的情况。
肩颈是否健康其实可

以自查：是否脖子僵硬、疼
痛，活动范围受限；转头时
能否听到嘎嘣嘎嘣的声

音；脑袋是否经常
不自觉地前倾；是
否经常落枕；是否
常觉头昏沉、头晕、
头痛；是否肩膀沉
重、僵硬，胸部憋
闷，后背不适；是否
有手指、胳膊麻木；
是否鼻塞常年难
愈；是否颈后大椎
穴附近有鼓包（富

贵包）；是否有脖子变粗、
肉变厚。很多人认为颈椎
不好不是很要紧的病，休
息休息就好了，其实拖延
下去，会越来越难好，最后
只能去医院。
中医讲，调节人体最

好的良方就是打通气血，若
气血不畅，血液中的代谢废
物就会堆积在肩颈，造成肩
颈硬化。所以我们可以通

过一些简单的中医技术保
养肩颈。推拿肩背部。用
指、掌、肘等部位着力，紧贴
体表，在背部从下往上推，
缓慢运动，力量均匀、渗
透。推拿具有消积导滞、解
痉镇痛、消瘀散结、通经理
筋的功能，可提高肌肉兴奋
性，促进血液循环。
按摩后颈部。用双手

微微分开，沿着后颈部脊
柱左右，轻按风府穴。中
医认为，督脉之气在风府
穴，刺激这个穴位有散热、
祛风除湿的功能。如果后
脑勺疼痛、麻木，按摩这里
可有效缓解。
艾灸大椎穴。作为祛

风除湿、温经活络的“一把
手”，艾草是在我国民间一
直被广泛使用的药草。艾
灸有很好的活血化瘀、祛
风散寒的作用，能疏通经
脉、缓解肩颈僵硬、肌肉疲
劳、肩周炎和颈椎病。还
可改善头晕、大脑供氧不
足、睡眠质量下降等，可以
很好地疏通身体瘀堵。艾

灸时，要及时感受热度变
化，随时调整艾灸的高度，
以防烫伤。灸20分钟左
右。先推拿或按摩后艾
灸，效果更好。
肩颈部刮痧。刮痧

时，结合植物中提取的药
油和精油，起到活血化瘀、
祛风散寒、打通经络、净化
血液、排除毒素的作用。
肩颈部拔罐。通过拔

罐疗法可以有效地活血止
痛，舒筋活络。拔罐时，找
准穴位后在穴位上拔上火
罐，留罐 10分钟，一周
1—2次，5次为1个疗程。

以上方法操作简便，
在家就能操作。当然，随
着肩颈问题的年轻化，平
时我们也要注意姿势的调
整。我们要避免经常瘫在
沙发上、长时间低头玩手
机、长期伏案工作、经常跷
“二郎腿”、长期趴着午睡、
弯腰搬重物。
（作者系长宁区天山

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中
医师）

倪欢欢

你的肩颈还好吗

临近初夏，又是一年槐花飘香时，走
在小区附近的街心花园，那久违的槐花香
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我当兵的年代，我们
的部队就在槐花之乡——大连旅顺。
暮春时节，槐花随着几场春雨和暖

暖的春风，悄悄地发芽、开花、飘香。槐
花是春的使者，带给人们的是春的畅想
和希望。转眼初夏，层层叠叠的槐花宛
如一串串玛瑙，带着甜味儿，像云霞似的
漫天铺开。轻风吹来，花朵摇曳，仿佛大
海掀起的波浪，甚是壮观，让人神怡心
醉。槐花品种不同，开花时间也不同，从
春到夏，一茬接一茬，持续数月。初开

时，花蕾娇小而柔嫩，绿苞中带白，犹如繁星一般；盛开
时，那满树洁白丰硕的花，争相吐艳。行走在槐树下，
仿佛被淹没在空气中堆叠的清香里，袭袭诱人。
槐花是取之不尽的特产和财富。刚开花时，把它

当作水果吃，甜香可口。还能炒槐花、做蜜槐花、醋槐
花或蒸槐花，以及槐花馅饼、槐花水饺等。在南方，有
的用鲜槐花和糯米粉调和，在油锅里煎炸至熟，饼上撒
一点白糖，又脆又香又甜。采下盛开后的槐花并晾干，
同茶叶一起泡茶喝，则唇齿留香。晒干后的槐花，可做
枕头、床垫的芯，柔软舒适，据说对头痛脑热或腰酸背
痛等有一定的效果。槐树一身都是宝，树干也是非常
好的材质，用它制成的家具，既美观，又结实耐用。
“满树槐花遮望眼，接天香气荡天来”。随着时间

的流逝，有许多记忆渐渐淡忘了，而我的第二故乡——
旅顺的槐花却一直藏在我的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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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秀才之称的父亲，也是
一位做谜语的高手。我们很小
的时候，父亲就用这种“俗文学”
来启迪我们的智慧。
我读高小时，我的毛笔字在

班上是首屈一指的，这当然离不
开老师的教诲与父亲的点拨。
有一天，我在家中练字，几个小
伙伴围着我看，这时父亲刚好出
工回家，见了我们，就嚷嚷着要
做一个谜语让大伙猜一猜。我
收住笔，听父亲细细道来：“活着
时，在山上吃草；死去后，在竹里
藏身；口干了，到石上喝水；走路
时，却步步生根。”
初次猜谜，不懂套路，我们

几位面面相觑，拍着脑袋不知
所以然，还是父亲亮出“文化用

品”这个谜
底的属性，

大伙才恍然大悟：毛笔。
父亲做谜，总是有的放矢。一

次，我去溪畔看放筏，那用竹子编
制的竹筏，首尾相接，绵延几百米，
只见领头的撑篙一点，那筏就悠悠
地向前挪动了。父
亲也蓑衣斗笠，竹
篙撑竿，一起舞着
“长龙阵”，在优哉
游哉中，口出一谜，
让在场的同伴猜：“在娘家时青枝
绿叶，到婆家后面黄肌瘦；不提起
倒也罢了，一提起泪洒江河。”这批
撑船的本身文化就少，哪懂父亲四
句八对的个中奥妙？直到父亲将
手中的撑竿横在大伙的面前，大家
才轰的一声大笑：像，像，确实像！
待我们稍稍读了些书，懂了些

道理后，父亲就有意识地用字谜来
激活我们的思维了。他从“一点一

画，两只小鸡吃麦”这种简单的字
谜开始，后来从深层次上开动我们
这架脑筋机器：“双月并排挨，不当
朋字猜，若当朋字猜，锯子分开
来。”我们猜来猜去是“朋”字。你

想想，既然是双月
并排挨，除了“朋”，
还会是哪个字？父
亲启示我们，像这
种谜语，要在后面

几句上多动些脑筋，要在“锯子分
开来”上做文章。后来我在纸上画
了一下，果然画出了谜底。
待我们再长大一些，父亲就让

我们自己“加工”谜语。如“一点一
横长，一撇到东阳，东阳一个人，只
有一寸长”中的那个“府”字，他会
举一反三，或以谜底“席”字出题，
或拿谜底“座”字出镜，让我们在
“一点一横长”中构筑合乎逻辑又

合乎美学
的谜面。
父亲的熏陶，使我在做谜与猜

谜中，学到了不少知识，尤其是在
谜语的制作上，动了不少脑筋，“出
品”了几个还过得去的谜语。如以
《西厢记》为题的一个字谜，我是这
样制作的：“小鸟放飞崔莺莺，一书
退敌是张生。红娘无奈去养猪，单
单瞒着老夫人。”在这个谜语中，我
将《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都糅合
进去了：莺字中的鸟儿飞走，便剩
了上半部分，第二句单取一个“一”
字，第三句套用猪的另一种称呼
“豕”，末一句取“瞒”的意思，这样
一个“蒙”字便活脱脱地出来了。
斗转星移，父亲离开人世十多

个年头了，但他那音容笑貌，他那
别具一格传授知识、开发智力的方
法，却依然根植在我的心中。

杨菊三

父亲与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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