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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夏季的夜晚，人们最讨厌的就是蚊子。许
多文人墨客曾写过不少咏蚊诗。有一文士作过一首

《黄莺儿》词：“名贱身且轻，遇炎凉，起爱憎，尖尖小
口如锋刃。叮能痛人，叮能痒人，娇声夜摆迷魂阵。
好无情，偷精吮血，犹自假惺惺。”用拟人化的写法，
把蚊子夜间袭人时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

晋代文学家博选写过一篇讨伐蚊子的檄文：“众
繁炽而无数，动聚众而成雷，肆惨毒于有生，及餐肤
以疗饥。妨农工于南田，废女工于机杼。”文中历数
蚊子的罪恶，人人都恨不能亲手诛之而后快。范仲

淹有一首咏蚊诗说：“饱似樱桃
重，饥若柳絮轻，但知求旦暮，休
要问前程。”把蚊子的贪得无厌、
醉生梦死的形象写得活灵活现。
蚊子的基本习性是昼伏夜出，它
的疯狂是在夜间，像贼一样得势
便无状，正像清代袁枚《碧纱橱避
蚊诗》中说的：“蚊虻疑贼化，日落

胆尽壮。啸聚声蔽天，一呼竟百唱。如赴圜阓市，商
谋抄掠状。”诗人把蚊子比作借着夜幕壮胆、呼啸而
出的一群贼，是很形象得体的。

杭州诗人叶城深受蚊子之害，他在《谯蚊诗》中
深有体会地说：“三伏凉夜好，清风吹满怀。时方爱
露生，鸣镝一声来。”正在夏夜乘凉，感到舒服的时
候，忽然遭到一只恶蚊的袭击，如同响箭射来，防不
胜防，心中顿生恨意，但又感无奈，难忍也得忍。叶
城还把蚊子夜出对人袭击、叮吸人血、大饱口福的情
形，具体形象地描绘道：“穿衣巧刺绣，中肤惊卓锥。
深入石饮羽，潜侵剑切泥。”蚊子嘴巴尖利，刺人如

锥，深刺人肤恰似汉将李广夜行以利箭射进如虎之
石，浅刺也如剑削泥。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憎恨小小
蚊虫的原因之一，“作闹已可憎，嘴嘬更何况？”（袁枚
诗句）。蚊子还有一个讨厌之处，就是蚊子要叮人，
人们自然要举手拍打，可往往是“误愤自批颊，怅望
空徘徊”。

但是，蚊子毕竟是一个小小的飞虫而已，再凶也
不是人的对手，你只要认真对待，蚊子的下场必然是
可悲的。清道光年间，浙江名士单斗南写了一首

《咏蚊》诗，令人读之颇感痛快：“性命博膏血，人间
尔最愚，噆肤凭利喙，反掌陨微躯。”若要是认真一
点，蚊子岂是人们的对手？一巴掌就要了蚊子的
性命。

不过，不少人对蚊子的袭击并不那么当回事，五
代时，南唐杨銮作诗云：“白日苍蝇满饭盘，夜间蚊子
又成团。每到夜深人静后，定来头上咬杨銮。”反正
每夜蚊子都要来叮咬，习惯了无所谓了，就让它咬去
吧！诗句诙谐幽默，人们读后也一笑了之。

美丽又愚蠢
丈夫对妻子说：“为什么上帝

把女人造得那么美丽又那么愚
蠢呢？”妻子回答道：“上帝把我
们造得美丽，你们才会爱我们，
把我们造得愚蠢，我们才会爱
你们。”

饶你一次
一个男人很怕老婆。一天，

他老婆又当着客人的面和他吵
了起来，并打了他一耳光。为
了面子，男子壮着胆子大吼：

“你敢再打我一下？ ”他老婆毫
不犹豫地又打了一下。男子看
嚇不住老婆，只得说：“既然你这
么听话，我就饶你一次吧。”

有时我们希望毛发
能更加浓密，我们几乎都
相信勤修剪毛发会让它
变得更浓密。有些小男
生偶尔会偷走爸爸的剃
须膏和剃须刀，悄悄溜进
盥洗间，认真剃掉脸上其
实根本就不存在的胡须，
梦想着它能变成浓密的
胡须。

实际上修剪身体任
何部位的毛发并不会加
快它的生长速度、使它变
得更加浓密，当然也不会
改变它的质地。20 世纪
20年代，首次有研究证实
了剪掉毛发不会加速其
生长，其后这方面的研究
结果层出不穷。所有研
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毛发的长度和质地是由
基因和体内的激素水平

决定，而不是由修剪毛发
的频率决定的。但是根
据皮肤科医生的理论，确
实存在一些原因使人们
产生错觉，认为定期修剪
毛发会使新长出的毛发
更快、更浓密。许多人并
未注意到头皮上的头发
已经没有生长能力，剪掉
它并不会影响那些存在
于头皮之下看不见的生
长部分。不管你以何种
频率修剪毛发，它均会以
每月 3.81 厘米的速度生
长。

所以，不管是男人还
是男孩，刮胡子并不会加
速胡须的生长。而女人
们大可不必为刮掉脸上
的小绒毛而忧心忡忡，它
终究不可能形成燎原之
势。

据说：清朝光绪年间，武汉人
黄中陶在京为官御厨，晚年辞官回
到家乡，创制臭干子成功，传给后
人，并有摊贩做起油炸臭豆腐干来
卖，生意火红。距今已有百多年历
史。臭豆腐干，带个“臭”字，听起
来虽有点不雅，但在武汉却很受平
民百姓的欢迎，以至流行和发扬，
并传往外地。

说起油炸臭豆腐干传入郑州
还有一个故事。据住在东三马路
的湖北籍老铁路师傅们说：1930
年，时任平汉铁路管理局驻郑办事
处有一姓谢的处长，是湖北武汉
人，名叫谢钟周。家乡亲朋听说谢
钟周在郑州铁路上做了大官，纷纷
前来想求个铁路上的一官半职。
谢钟周很是为难。但他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便对亲朋们说：“湖北籍
的铁路员工和来郑做生意的都很
多，你们何不做点生意呢？”亲朋们
听后觉得有道理，便纷纷做起了小
买卖。其中有个姓黄的，因在武汉
学过做生臭干，并在江汉码头沿街
叫卖过油炸臭豆腐干这种小吃。
经过家乡人的周旋，在南菜市西对面，租
了一间门面房，摊头挂起幌子，上书“臭中

有奇香的青方”以招徕过往顾客。
湖北籍的老乡们知道了争着来买此
小吃。市人有的出于好奇之心，也
买几块吃，虽感臭字不雅，但觉得味
道尚佳。结果一传十，十传百，顿时
顾客盈门。

油炸臭豆腐干的制作，是将经
过特制加工成的 3分厚、1寸 5分见
方的豆腐干，放入陈年卤水内卤制，
变成青方，捞出清洗晾干或用布擦
干，再放于六成热的油锅里炸，待豆
腐干泡起，外边起泡发青、发黄，捞
出锅装盘。吃油炸豆腐干有讲究，
一是要趁热吃，最好炸出来就吃，味
微臭而有奇香；二是必不可少的调
料有酱油、辣椒油，配上葱花其味更
佳，食之胃口大开。

油炸臭豆腐干在郑州流行许多
年后，断断续续经营到 20 世纪中
期。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断了
档，再不见它的踪影了。近些年，郑
州热闹的集贸市场、背街小巷，还有
店铺都有不少摊贩、门店在卖油炸
臭豆腐干。现炸现卖，蘸上专门熬
制的味汤，配上香菜、榨菜末、辣椒

油。花钱不多，既解馋，又充饥，现在吃家
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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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春天，我新搬到城南的新建小
区。小区依山而建，风景秀丽，是现代
都市里很标准的住宅区。居住在小区
中的住户，大多是这个城市里的文化艺
术人士，开着私家车出出进进，每一个
人的脸上仿佛都写着幸福与快乐。

开始的时候，小区物业不完善，清
洁工时有时无，公共卫生便很糟糕。大
家给管理部门提建
议，希望找一个固定
的清洁工，清洁工的
工资大家分摊。

不久，我们的小
区真有一名农民模样
的清洁工了。他 50
多岁，头发有一半都白了，听口音不是
本地人，我们都叫他老陈。他很尽职，
按规定他扫到每个单元的楼口就可以
了，楼里面的住户自己负责。但他总是
把楼道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他说，大
家都忙，我多干一点没什么。而且，他
不是一天打扫一遍就算完事了，而是每
天早上5点起床打扫第一遍，下午1点打
扫第二遍。如果刮风下雨，他还会多打
扫几遍。总之只要地上脏了，他就打
扫。他总是说，人家花钱雇咱，不是说
规定一天扫几遍，而是要让小区干净整
洁卫生，小区不卫生，那就是咱的不是
了。他的善良和勤快，赢得了人们的信

赖，大家都很自然地把他当成是小区的
一员，碰到他的时候，大家都会停下来
和他聊几句。

随着了解的加深，有关他的情况就
在小区里传开了。他来自鲁西南，有两
个孩子在我们的城市上大学，他通过在
我们这个小区管理部门工作的亲戚找
了这份工作，一个月600元，干完分内的

工作后，他就在小区里拣废品，一个月
下来也可以挣个几百元，这样，加上孩
子做家教的收入，上学的费用就有着落
了。每个月还可以给老家邮回去一些
钱，家里的柴米油盐也就够花了。

他就住在小区外面垃圾楼的底
层 。 因 为 垃 圾 楼 都 是 两 层 的 ，上 面
的 一 层 放 垃 圾 ，下 面 的 一 层 就 是 个
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为了垃圾车
运 垃 圾 的 方 便 ，垃 圾 楼 底 层 的 顶 部
是 倾 斜 的 ，所 以 在 小 房 子 里 有 一 半
地方直不起腰来。但他对这个房子
已 经 非 常 满 意 了 。 他 说 ，在 这 个 城
市里能找到这样不花钱又可以住的

地 方 真 是 太 好 了 ，这 样 他 又 可 以 节
省一笔开支了。

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去倒垃圾
的时候听到小房子里传来欢快的谈
笑 声 。 我 敲 开 了 门 ，原 来 是 他 的 两
个儿子来了。他们是在给人家上完
家 教 之 后 一 起 来 的 ，老 大 还 买 来 了
一 个 大 西 瓜 ，爷 三 个 正 在 一 起 吃 着

西瓜说着开心的
事儿呢。他们见
我 来 ，很 礼 貌 地
让 我 在 床 沿 上
坐。两个孩子一
个 是 学 计 算 机 ，
一 个 是 学 日 语

的 ，他 们 正 各 自 讲 着 自 己 学 校 的 事
情 。 两 个 孩 子 的 穿 着 都 十 分 朴 素 ，
但却丝毫也遮盖不住他们的才华和
聪慧。我看得出，他们目光锐利，自
信乐观。

老陈告诉我，这一夜别想睡个好觉
了，只要两个小家伙来了，他们爷三个
就挤在一张小床上，开心的话一夜都说
不完。

很多天过去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影
子始终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这是多
么幸福快乐的一家人啊。比起住在高
楼里的人们，他们拥有的幸福一分都不
少，他们的日子一样快乐啊。

赵本山给了小沈阳 130元小费，
要他等客人来时为自己兜着点——
点贵的菜时故意说没有。毕福剑终于
来了，小沈阳闹着要和他合影，赵本
山则赶忙让孙女认他做“姥爷”。点菜
时，赵本山一边口口声声“不差钱”，
一边和小沈阳演“双簧”，最后一个菜
都没点着，而是把自己带来的野鸡、
蘑菇全用上了。

毕福剑要毛毛表演才艺。毛毛演
唱了《青藏高原》的开头。正当其高亢
的歌喉让毕福剑认为其“才艺”不错
时，小沈阳站出来了：这样能上的话，
我也能上，要求给毕福剑展示一下。
赵本山生怕他搅了孙女的好事，但被
小沈阳一句不同意“我就把你交代那
事给说出来”，也便允许了。结果，小
沈阳一边“自报家门”，说自己也有个
姓毕的姥爷，一边接连模仿了刘欢、
刀郎和阿宝三位歌手，其惟妙惟肖的
歌声让毕福剑当即决定带他和毛毛
一起上北京的《星光大道》，让他们搞
个组合《不差钱》。因为他就是毕福剑
此次来铁岭真正要找的
人——乡文化站站长赵
铁柱给他推荐的才艺青
年小沈阳！

最 后 ，赵 本 山 也
要 求 跟 着 一 起 上《星
光大道》，并郑重地要
告 诉 毕 福 剑“ 一 个 重
要的秘密”。什么秘密
呢 ？“ 其 实 ，我 姥 爷 也
姓毕”！

故 事 在“ 皆 大 欢
喜”和有意“暗喻”中走
向结局。二十多分钟的
时段里，现场的观众先后鼓掌近百
次，仿佛忘记了时间的流动。而电视
机前，有人称“笑喷了”，有人说“笑翻
了”，还有人“笑得喘不上气来”，纷纷
感叹：正愁没得挑，天上掉下了个大

“逗包”！《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发
生在“大城市”铁岭最贵的酒店“苏格
兰情调”里的一件趣事，竟让十多亿
电视观众“群练”了一把笑肌。在这个
追求个性和差异化的年代，我们显然
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群练”了。

客观地说，《不差钱》的故事并不
完美，甚至漏洞百出。铁岭最贵的餐
厅难道就是这样摆设简单名字看似
洋气实则俗气的“苏格兰情调”？既然
是最贵的餐厅，一个小小的服务员怎
么可能为了 130元小费而“变节”呢？
既然是一个为了130元小费而和顾客
演“双簧”的服务员，又怎么可能说出

“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钱是身外之
物”之类的话呢？既然赵本山、小沈
阳、毛毛在小品里都闹着要认毕福剑
为“姥爷”，怎么可能赵本山不是绕着
弯子让毕福剑喊自己“爹”就是嘲笑
毕福剑为“闭门炮”，不是绕着弯子说
村里的人哭着等他“去了”就是嘲笑
要让毛毛死去的姥爷亲自去找他？就
是最后，毕福剑提议让小沈阳和毛毛

到《星 光 大 道》来 个 组 合《不 差
钱》——他们一个是模仿秀，一个是
女高音，与《不差钱》有哪门子关系？

戏剧评论家魏明伦曾公开炮
轰《不差钱》：不差钱，差道德！其
实 抛 开 道 德 的 质 疑 ，单 人 物 的 环
境、性格和情节的错位现象就非常
严重。对此，编剧徐正超一再表示
小品完全来自现实生活：“我们在
酒店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真实
的事情，情节与《不差钱》差不多，
当时我觉得很搞笑，后来就想到了
把这个情节与以前的想法结合起
来，几天就写出了初稿。”其实，越
是这样的表白，越说明这是个专为
小 沈 阳 而“ 御 制 ”的 作 品 。既 然 要
刻意为彰显人物而去设置故事和
情景，雕琢和拼凑的痕迹也就在所
难免了。

但这些固有的内伤和瑕疵，却
似乎没有影响到小沈阳和《不差钱》
在 2009 年春晚舞台上的爆破威力。
这好比一枚原子弹，也许制作并不

精良，技术和装备也有
着 明 显 需 要 改 进 的 地
方 ，但 它 成 功 爆 破 了
——这就已经成功了！

有人认为这是后娱
乐 经 济 时 代 的“ 悖
论”——越是俗不可耐越
是不合逻辑的东西，越能
刺激老百姓的笑容。其
实，套用那句时髦的话：
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
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
恨。同样，这个世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泪，也没有无

缘无故的笑。
《纽约客》杂志专职作家格拉

德 威 尔 在 其 才 华 横 溢 的《引 爆 流
行》一书中曾指出，社会流行潮就
像一场流行性传染病一样，只要达
到了某个临界点，就会突发性地传
播开来。小沈阳看似滑稽的表演和

《不 差 钱》看 似 混 乱 的 逻 辑 中 ，实
则切中了我们某些积郁已久已到
临界点的“病理”，并成功挑破。对
于一部作品和一个商业演员而言，
这无疑是最核心的爆破力。

小沈阳以男扮女装的形象委
婉地亮相，表面看来这只是以性别
反串刺激观众的眼球而已，实则是
个崭新的人物形象——他既可以
穿红戴绿，甚至把腿穿到一个裤管
里，更可以大胆地说出“我是纯爷
们 ”；他 既 可 以“ 女 里 女 气 ”地 说
话 ，“ 扭 扭 捏 捏 ”地 作 态 ， 更 可 以
唱出刀郎的沧桑，吼出阿宝的高
音。显然，这里的小沈阳既不是

“性变态”，也不是简单的“偏中
性”，而是一个 80 后甚至 90 后的

“新新人类”和“新新现
象”：他们外表的性别差
异越发模糊，但内心的性
别界限依旧分明。

——《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
气》

临床上，我们治疗湿症一般会
采用中药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实用三
仁汤、藿香正气水（胶囊）等药，它
们都具有芳香、化湿、解表的功效。
但这些药我们自己不能乱服，有的人
会问，在家里有什么好方法来预防湿
邪呢？或者说我明显感觉到体内有湿
了，到医院又检查不出什么毛病怎么
办？

如果诊断出病人体内有湿时，
我经常给病人推荐两种“药”，这两
种药既能祛除体内湿邪，还能当水
喝、当饭吃。这两种“药”，一是薏
米，一是赤小豆（红小豆），一起熬
汤喝，是清除体内湿气最好的偏方。

有的人在我的博客中看到过这
个偏方，反馈给我很多信息，并且还
有一些疑问，借此机会，我就大家最
关注的问题，再详细地解答一下。

很多朋友说，红豆加薏米很难
熬，怎么熬它都不黏不稠，能不能放
点大米或别的食物一起
熬？其实如果从治疗的
角度来讲，我建议大家
最好不要用。因为这个
薏米红豆汤的主要功效
就是清热除湿。赤小豆
是红色的，养血，古籍
里 记 载 它 “ 久 服 令 人
瘦”，就是说经常吃红豆
还有减肥的作用。薏米
性 偏 寒 凉 ， 主 要 有 清
热、利湿的作用。夏天
正 好 是 暑 气 连 天 的 时
候，内湿外也湿，用这
两味药正好能起到一个
养血、祛湿的作用。正是这种不黏不
稠的清轻之相，才能达到清热祛湿的
效果。但如果从预防的角度来讲，熬
大米粥的时候，加上一把红豆一把薏
米也未尝不可。

还有朋友问我是不是所有人都
能喝薏米红豆汤，有禁忌吗？其实，
这个汤是养生佳品，没有什么副作
用，但针对不同的人，则可以适当地
做一些加减法。

有的人体质偏寒，里面可以加
一点温补的食物，像桂圆、大枣都可
以；有的人失眠，体内也有明显湿腻
的感觉，那就加一些莲子、百合；如
果女性朋友痛经，可以把薏米去掉，
熬点红豆汤，再加上一些姜片、大
枣、红糖，喝下去暖暖小腹，也可以
缓解疼痛。关节疼痛的，加一些生白
芍、生甘草，酸甘化阴养血除痹。

平日思虑伤神、劳心过度而运
动量少的人，往往脸上没有血色，精
神也不够充沛，甚至心悸、贪睡，感
觉头重如裹，心中空虚。这是体内有
湿加上心气不足的表现，可以在薏米
红豆汤中加一些桂圆同煮。桂圆甘

温，能开胃健脾、安神补血，能振奋
心阳、温补心气，使人精神饱满、中
气十足。而且，单纯的薏米红豆汤味
道很一般，加上桂圆后，就变甜了，
淡淡的甜味，它不仅驱散我们体内的
湿气，而且给我们的心带来生机与温
暖。我们就叫它薏米红豆桂圆粥吧，
它特别适合强劳力劳动者，也很适合
中老年人。

年轻人容易出现烦躁失眠，或
者脸上起红疹、痘痘，这都是上焦心
肺火旺、湿热内扰所致，用薏米红豆
汤洗脸有奇效，或在薏米红豆汤中加
上百合与莲子同煮饮用。百合能润
肺、养颜，又能清心火、安心神。莲
子最能养心、清心火，同时又能健
脾、补肾。当然，如果感觉汤没有什
么味道，还可以加点冰糖。

如果着凉感冒了，或是体内有
寒，胃中寒痛，食欲不佳，可在薏米
红豆汤中加几片生姜。生姜性温，能
温中祛寒，健脾和胃。注意，生姜不
可多放，多放就使粥变得辛辣了。如

果想在汤里加点调味
品，最好放红糖，红糖
是性温的。需要注意的
是，妇女产后保养时，
喝红豆薏米汤要去掉薏
米，可在其中加点大枣，
大枣对温中、健脾、养血
是非常适宜的。

肾虚的人，可在薏
米红豆汤中加一些黑
豆。因为黑色入肾，豆的
形状也跟肾十分相似，
以形补形，是补肾的佳
品。

现在人们常说的
脚气病，是典型的湿热下注。可在薏米
红豆汤中加点碎黄豆，用熬出来的汤
泡脚，这是治脚气的一个小秘方。

如果咳嗽，还可以把生梨去皮去
核切成 1～2厘米见方的小块儿，加入
薏米红豆汤中同煮，可以润肺、化痰、
止咳。

学会薏米红豆汤的加减变化，使
用得当可以对生活中大部分常见病起
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薏米红豆汤的喝法
薏米红豆汤每天应该喝多少呢？

我建议大家从 5 月初开始喝，一直可
以喝到 10 月份。熬了以后可以随意
喝。

每年到天热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家
里不常用的一个暖壶洗净，抓上一把薏
米、一把红豆放到暖壶里，再烧一壶开
水，水开了以后直接灌到暖壶里，最后
把盖盖上。如果你想早晨起来喝，头天
晚上灌进去，第二天早上壶里的豆子全
都泡碎了；如果想晚上下班回来喝，那
早晨临出家门的时候用同样的
方法泡上一壶，下班以后到家
喝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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