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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成功的病例，充分证明了
中医把人体以一个整体的范畴来看
待并辨证施治的正确性。所以肺上
的病不见得是肺上的原因，完全有
可能是其他的脏器不协调，影响到
肺，症状在肺上反应出来了而已。
如果仅仅在肺上下工夫，恐怕无法
真正见效。如果把它的病因找出
来，针对造成症状的几个脏腑同时
调整，就一定能够不辱使命！

如何爱护肺
前面讲了很多肺上的疾病，我

们也知道了肺在各个器官中的重要
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养
护肺呢？怎样才能不让肺得病，健
健康康呢？

肺在五行中属金，在情智上属
忧，忧伤肺。在五方中肺是西，太
阳从西边降，肺是主消降的。在食
物中以白色食物为主，白色是养肺
的。口味里头是辣，辣养肺，但过
辣伤肺。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多吃些白萝
卜、银耳、芸豆等白
色的食品。但是呢，
您也不能光吃这些，
一定得要均衡!

讲这些的目的，
主要是希望大家在面
对各种各样的养生理
论时，能够自己结合
实际情况，对养生有
一个正确的认识。

另外，肺是一个
呼吸器官，跟环境肯
定有很大的关系。随
着我们现代化程度越
来越高，电脑、装修、汽车尾气、
环境污染等造成空气质量下降的因
素越来越多。

我们应该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
呢？总不能不去上班吧？遇到这种
情况，我建议大家白天经常吃一些
润肺的食物，比如说萝卜、银耳、
百合。水果方面，请大家多吃一些
梨。这些白色的食物，有条件的时
候就尽量多吃、经常吃，去调理养
护您的肺！

还有，大家要养成良好的习
惯，让办公室，或者您的居室经常
通风，尽量降低这种因环境因素而
导致发病的风险。要养成良好的饮
食习惯，不要等得了病再去找对策。

从情智上讲，大家一定要调整
自己，尽力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把肺给气
炸了”，有这句话吧？一旦发脾气，
尽管气是从上头出来的，实际上人
生气伤的是肝；肝火犯肺，肺就受
影响。所以人生气的时候，大家看
是不是呼呼地喘气？有人气到一定
程度，一下子就吐血了！血哪儿来
的？不正是把肺里的血管给气炸了

吗？还有一种人忧伤过度，突然间
晕倒了。我们怎么办？敲敲这儿，
打打那儿，打一个嗝就醒来了！

所以遇到事儿不要过喜、过
忧，一定要有平和的心态。我们很
难奢望自己一生什么烦心的事都遇
不到，只有改变考虑问题的角度和
应对的方式，提高涵养，遇到事儿
之后不急、不慌、不燥，少让自己
忧、伤、怒，冷静去处理。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把肺保养好、把身体
保养好。

对于抽烟的人，我劝你们最好
还是少抽！但如果实在戒不掉，那
该怎么办呢？每星期睡觉前吃几次
生拌白萝卜，没必要天天吃，一个
星期吃一两次，去养护您的肺就可
以了。对于肺不好的人，大家一定
要注意，千万不要再吃辣椒了。

有的朋友又要问了，不同的季
节对肺的养护是一样的吗？刚才我
反复谈到，造成肺部问题最常见的
原因是肝火犯肺。春天是万物复

苏 ， 秋 收 是 万 物 收
获，春秋两季，是肺
病的高发季节。所以
在这两个季节，大家
尤其要重视肺的养护。

肾乃先天之本
中 医 认 为 肾 藏

精，主生长发育。肾
在五色里归类于黑，
黑 色 食 物 ， 比 如 黑
豆，就是入肾精的。
在五味里头是咸，咸
是养肾的。但凡事都
是辩证的，中医最讲

究这个了！我在头篇讲到了这个问
题，咸养肾，过咸就会伤肾。

在季节上，肾主冬。大家都知
道，冬天是最冷的季节，咱们穿衣
服的目的一个是保暖，还有一个是
保护咱们的气，别都发出去。您的
气养足了，血液循环好，才能维持
住咱们的体温。如果咱们没有足够
的保暖措施，热都散出去了，气就
得不断地补充，就会过度地劳气、
过度地伤血；人就会感冒、发烧，
好多病症就出来了。

那么在情智上，肾归哪儿啊？
归“恐”，恐伤肾。举一个例子，大
家在影视作品中经常能够看到，在
受到惊吓或者特别害怕的时候，人
往往会尿裤子，对吧？恐伤肾，肾
气不足，水就没固住，出来了！

在一天的十二个时辰中，酉
时，也就是下午 5 点到 7 点这段时
间，肾经当令。在酉时值班的是
肾，这时肾“说话最算数”，别的像
心、肺等就都成了副手。

“ 酉 ” 字 怎 么 讲 ？
“酉”是成就的意思，代表
谷物成熟了。 31

我觉得，找不到球门的李毅，眼
神儿和判断力一样没个准儿！深圳
足球的天怎么亮了？

李毅的话有点儿像半夜鸡叫：在
深圳足球一个漆黑的夜晚，《高玉宝》
里的周扒皮跑到鸡窝旁，捏着鼻子学
公鸡打鸣，顷刻间雄鸡高唱，周扒皮
跑到民工棚子边大喊：天亮了！天亮
了！赶快下地干活儿！

深圳足球，“来夜方长”呢！要解
放深圳足球，不是解雇一个教练、搞
臭两个大佬就能实现的。我觉得，现
在摆在深足面前的有两条活路：一是
靠“黑吃黑”，一是靠“红吃黑”！

“黑吃黑”很简单，那就是张海涉
嫌操纵比赛一事，经过司法机关调查
取证属实的话，他供出深圳健力宝队
涉嫌赌球的证据，从而对深足产生颠
覆性影响！尽管这种局面的产生也
依赖于司法，但在客观上，是“邪恶”
的张海本着坦白从宽的原则，把深足
内部某些邪恶的东西抖搂出来了！
从这个角度上说，深圳
足球获得新生，完全是
黑吃黑的结果！

另一条活路呢？
杨塞新因为 60万挺身
而出时，司法介入已经
完全成为可能了！此
时，三个方面完全有可
能成为这场“红吃黑”
正剧的主角：一是司法
机关的主动出击，会树
立中国司法的果断与
公正形象；二是足协能
摒弃一己之利，积极配
合取证，也会摘掉“帮
凶”的帽子；三是杨塞新如果立场坚
定，不怕恐吓威胁，不被“封口费”所
收买，他会以一个时代英雄的身份，
成为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

解放深圳足球，也是给整个中国
足球一个机会！我觉得，足协官员会
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可
能不是来自于杨塞新所谓的 60 万！
因为类似的丑闻俯拾即是，而足协大
多是以文过饰非来画上句号的。足
协的压力来自于张海！这个不知怀
揣着多少带毒暗器的家伙，不论他的

“毒镖”掷中深足的哪位，中国足球丑
恶的多米诺骨牌都会应声倒下。在
2008北京奥运之前，足球真出这么大
的丑闻，足协乃至总局的某些领导可
能吃不了兜着走了！

足协的机会也在于杨塞新站出
来后，足协能积极主动出击，在一次
可预测的大地震里，至少把自己的损
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什么是“防震救
灾”？对足协来说，应该是勇敢地奔

“震中”的方向跑去，而不是穿上兔子
鞋背道而驰！

司法机关也一样。当成都站前
派出所几十名民警涉嫌“警匪勾结”

被审查时，人们只能继续对执法机关
欷歔不已。但面对丑闻不断的足坛
来说，执法部门曾背靠“民不举官不
究”的大树乘凉。时下，各种线索扑
面而来，如果“民举官亦不究”，中国
司法还要让人持续悲哀下去吗？我
想，杨塞新既然扯起了扫黑的大旗，
我们的公安机关就该像抓“卖淫嫖
娼”一样，紧急出动，雷厉风行！

深圳足球，不尽的浑水，摸不到
底儿的泥潭，千万别等待张海在大牢
里去“拯救”它！黑吃黑，是对法律的
嘲讽，也是对社会公德的亵渎。在这
场特殊的战役里，相关各方联起手
来，把 60万元人民币当成 60吨炸药，
用红吃黑的方式解放深足，岂不更壮
美哉！

事实证明，没人能拯救深圳足球
了，它堕落了，衰败了，像个鸡一样，
被拔掉毛，赤条条地站着，等着被人
吞噬！深圳足球在一些宵小之徒手
里，怎能天亮？如果天亮，也只能是

李毅之流一个响屁崩
亮的。

杨塞新一夜之间
就变成了“哑巴”，并
慢慢地淡出了足球圈
儿 。 直 到 2007 年 4
月，人们在西安发现
了杨塞新。当时，他
要拿出5000万元将陕
西东盛俱乐部变成深
圳 威 尼 斯 人 俱 乐 部
……当然，人们更加
疑惑，他经营深圳足
球 时 频 现“ 经 济 危
机”，眼下的杨塞新怎

么又变成了富翁？
阎世铎 2000 年 4 月正式入主中

国足协，2005年 2月狼狈下课。阎世
铎在任期间，赶上2002年中国足球冲
进世界杯，但他这种“瞎猫碰上死耗
子”的经历，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他在
中国足坛那种高谈阔论、华而不实的
印象。

阎世铎在任期间，正经历了“渝
沈之战”和“龚建平事件”。客观上
说，“渝沈之战”是中国足坛第一个影
响最大的假球，刚上任的阎世铎最后
以停赛和罚款的方式处理了当事
人，实际上等于为中国足球的混乱
无序埋下了祸根，最后导致了十年
后的假球和赌球泛滥。

如果说“渝沈之战”给刚刚上
任的阎世铎一个措手不及，那么
2001 年由宋卫平等人发起的打假扫
黑风暴，又让阎世铎错过了一次拯
救中国足球的机会。当年，时任浙
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把涉嫌受
贿的裁判名单以及相关证据递交给
阎世铎。阎也表示要严加惩
治，但最后只有龚建平一人
落网。 18

连连 载载

母亲74岁生日临近了。给老人一
份什么样的生日礼物，真得好好皱皱
眉头。弄不好，钱花了，心尽了，反倒
惹母亲生气。这样的事，在我们家发
生过好多次了。

我想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是在
院子里新打一口能下潜心泵的电动饮
水井，代替耗费父母气力的人力压水
井。我的这一心愿，如果不采取“曲线
送达”，母亲肯定还会断然拒绝，我若
硬要塞给她这份孝心，她心里拐不过
弯，血压骤升，结果很可能是再往医院
里扔一把钱。

母亲自感来日不多，凡是她认为
什么东西的使用寿命会长于她预期的
生命长度，她不但自己不再置买，而且
阻止父亲和儿女们为她添置。母亲出
身寒门，在穷日子里扑腾久了，见不得
奢侈，容不得铺张。在她的观念里，吃
金贵的东西等于败家，穿金贵的衣裳
是“烧躁”作孽。

母亲不让给乡下老家里再添置东
西，理由是那样超脱，又那么令儿女们
哀伤：“我没准再活三天两上午，一挤
上眼儿，连一根柴火棒都带不到墓门
里。”出于尊重母亲的意愿，我们挖空
心思使她心里平静，常以善意的谎言，
使母亲心海安澜。

她和爸爸偶来郑州小住，我们自
然要买些稀罕的食品孝敬老人。怕母
亲嫌贵，往往把价钱往便宜里说。但

“谎报军情”的次数多了，也难免有不
好收场的时候，比如五年前的初冬，我
给母亲买了件绵羊皮袄。明知违背了

母亲的“置业原则”，便可劲儿说谎，说
是只花了 35元买的，跟白捡的差不离
儿。母亲起初说我哄她，后经不住我
说得有根有秧，她就信以为真了。母
亲虽然照样埋怨“没把钱花到正地
方”，倒也没惹她动真气。皮袄加身
后，母亲在乡邻中猛劲夸我会买便宜
货，并要我以同样的皮毛，同样的价
钱，给我姨买一件……

母亲是资深高血压患者，二十多
年来不断服药，稍有不顺心的事就失
眠，一失眠就血压猛升。儿女们为母
亲做事，格外费思量，深恐逆了她的
意，酿出后患。不管家里的大事小事，
都以母亲是否乐意为纲，当然，我们还
不时在蒙哄住母亲的前提下，“艺术”
地干一些母亲反对的事。

父亲要美化庭院，在房前的泡桐
下栽了两丛冬青，打算在冬青坐下根、
摇开枝梢长起来，再把桐树除掉，给冬青腾
出生长空间。等父亲对桐树下手时，母亲
挡着不让。说桐树长大了能卖钱，冬青只
是看物。把长钱的树毁了去宠“闲物什
子”，母亲万不答应。怕招惹着母亲的
血压，父亲虽然忿忿，也只得伸伸脖
子，咽下那口怨气。

我回乡时，父亲说起此事，我也倾
向于院子里蓬勃着四季不衰的冬青，
便与父亲合谋，对桐树实施“暗杀”。
乘母亲出去串门之机，我将泡桐根部
伐开，把主根砍断，再埋进一洗脸盆大
粒食盐。完成对桐树的“暗害”之后，把伐
开的新土平好踩实，再一浇水。好像我也
偏爱桐树，跟母亲站在一派了。

母亲回来后见我“厚待”她的爱物

自然高兴。
砍断主根又坐在盐坨上的桐树等

于判了“死缓”，没撑过伏天便干枯
了。秋后放倒那株死树，母亲信是天
意，就没上火，没升血压。

给家里打口电动饮水井，这个念
头几年前就有。因为母亲极力反对，
又找不到足以说服母亲的理由，这个
心愿一直在心里搁着。今年春节回乡
过年，请了几个知近的乡邻爷们儿，到
家里聚饮，聊表大伙对我病迈的父母
多年的照顾。酒到酣处，一位乡侄红
头涨脸数落起我：“老叔，论辈分，我不
敢嘴狂，今个借着好酒给我壮了胆，我
就说几句不中听的话。东邻西舍，谁
家没有电机井？我爷我奶都七老八十
的人了，还在一桶一桶压水吃。我看

了就替你脸红……”
我难堪又愧疚地辩解：“要不是你

奶挡着，这井至少三年前就打了。”
乡侄不客气地反驳我：“你连有影

没影的事儿都会编成小说，叫人看了
流泪，难道就不会编出个理由，让我奶
笑眯眯同意打井。”

春节过后回到郑州，打井的事一
直缠绕着我。累死了不少脑细胞后，
我终于想出个好计谋。

母亲生日前夕，我回了老家。进
门我就张扬说是回来报喜的。母亲问
我哪门子喜，我说我参加了《郑州日
报》搞的以母亲为题的有奖征文。我
得了二等奖，这个奖很特别，不发奖
金，只许可在 1至 2000元这个幅度内，
给母亲买一件礼物，或办一件实事。
事后，凭发票到报社实报实销。尽管
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一听就会耸肩
膀，而这恰恰是母亲的“盲点”。

我先框住她的思路：妈，您是愿花
十块八块买条头巾呢？还是花千儿八
百，打眼电动水井？这篇征文本来就
是写的母亲，获奖后人家报社又让办
一件使母亲高兴的事，怎样选择，这回
绝对由你一锤定音。

见母亲有点犹豫，我适时敲起边
鼓：“要是您决定打眼水井，我得先谢
谢老娘了。这可是福荫后世的大好
事，将来我退休了，回乡住住，也不愁
没水吃了。”

母亲毫不勉强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三天后，她看到一推电闸甘甜的

清流如泉灞涌，乐得眉开眼笑。

又“骗”母亲
郑景业

碓臼峪之秋（国画） 张世杰

青
山
（
油
画
）

苏
鹤
宇

当一个美好的意象突然闯
入，我要“偶记”的，“偶记”是瞬
间的风景；当一盘香脆的藕片
吃进嘴里，我要“藕记”的，“藕
记”是纸上的饮食。“偶记”需倚
马可就之才，因为思绪的飘忽，
把握不定即如流水逃离脑海。藕
记要慢条斯理之势，毕竟美食有内
涵，细嚼慢咽方知个中滋味。

我近来发现，美食总让人
惆怅。因为转瞬即逝，因为不
可复制，即便写成文字，也是书
空。

傍晚时分，太阳斜挂在西
边圆顶建筑的顶上，余晖尚未
褪尽，像一枚钻戒插在土中，灿
烂夺目。我一边切藕，一边胡
思乱想，一边看着窗外的树。
那是一棵槐树，前年秋天被清
洁工放火清理垃圾时烧了一
次，我以为过不了冬的，谁知它
还是活过来了，而且长势更好，

分开的枝丫活脱脱一对梅花鹿
的角，短短的叶芽是鹿茸？以
至好几次忍不住想攀爬上去挥
鞭而去，离开城市，直到藕花深
处……

争渡争渡，不会惊起一滩
鸥鹭，它们成了盘中餐、腹中
食。不过兴许能在浅水处挖几
块莲藕吧。

我喜欢藕的，喜欢外形的
清新，更喜欢藕断丝连之美。
存有一幅友人寄来的水墨小
品，宣纸上有淡墨绘制的几节
莲藕，即便秋冬时节看来，也隐
隐浮现着春天的鲜灵。

砧板上的藕被我切成一圈
又一圈，像拆迁老屋时散落在
地的漏窗，我一一捡起，反正你
们不要了，我就把它调成凉菜
蘸糖吃，斯时，一嘴湿漉漉的地
气恣意缥缈。

我吃藕时喜欢蘸糖，并常
常要配上苦瓜，让那一苦一甜
在嘴里相互冲撞。糖藕的香甜
衬着苦瓜的清苦，苦瓜的清苦
陪着糖藕的香甜，甜得淋漓尽
致，苦得大放光彩，口感无比美
妙。另外苦中夹甜，甜中带苦，
也几乎可谓世俗生活，我辈人
生了。

那年在皖南的一家饭店，
吃过很好的糯米糖藕。糖藕切
成厚片，浇上香甜的桂花汁，邪
歪在纯白的细瓷盘里，真有视

觉的雅趣。我至今还记得那藕
片脆而甜，糯米软且香，吃在嘴
里，一腔春色关不住，鸟语花香
出唇来。

后来还见人往藕心里塞红
豆，塞绿豆，塞肉末，塞香菇木
耳，塞枣泥莲蓉，像填鸭式教育
一样，塞得满满的。可惜我口
味变了，对蒸藕做法失去兴趣，
纵然塞进山珍海味，尝试的念
头亦无从生起。

我一直认为，在爱情上一
心一意，方为情圣；在饮食上三
心二意，才能精深。因为爱情是你
好我好，而饮食要千变万化。

所以我近来对藕炖排骨大
发幽情，好在做起来不难，倒也
时常吃得。取上好的肋骨，剁
成寸，藕切滚刀块（就是将原料
滚起来切成块，比片、丁、丝大，
适于做烧菜和煨汤）。将排骨
翻炒，加葱花、姜片、红枣等调
料若干，装入砂锅内，加满水，
用大火烧开，改用小火炖至八
分熟再放入藕块，熟透后即可
食之。

1923 年初秋时节，荷花早
谢，绿叶微枯，正是鲜藕应市之
际，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叶
圣陶先生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
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

藕是怀乡之物。
记得我老家地头还有种野

生的地藕，表皮光洁，无孔，个
大体匀，质脆味香，可以佐肉红
烧，或用辣椒爆炒，腌制亦可，
口感绝佳。美食是遁迹的白
龙，美食是久远的往事，我不见
地藕很多年，其味遥不可寻，仿
佛从未吃过一般，成了唇齿间
诗意的传说。

藕 记
胡竹峰

今年是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年。著
名作家何建明以其特有的大手笔、大
视觉、大情感融为一体的“国家叙
述”方式，在继推出央视开年大戏

《奠基者》之后，最近再度推出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的 70 余万字的《炫风
——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这是中
国作家首部向上海世博会的献礼书，
一展中国当代发展速度最快的九个明
星城市——苏州、昆山、重庆、三

亚 、 东
莞 、 义
乌、张家
港等的伟
大 变 迁
史。专家称，《炫风》代表了中国风
格的城市文学史诗性作品，读后会令
国人激动，让世界惊叹。

《炫风》凝结了作家何建明十年
的心血，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采访与

写 作 历
程。作者
以宏大却
又细腻的
笔触一一

道出了在改革开放中苏州、昆山等城
市是怎样攫取发展先机，走 上 翻 天
覆 地 的 腾 飞 之 路 的 。 从 中 我 们 看
到 激 动 人 心 的 决 策 现 场 ， 峰 回 路
转 的 紧 张 谈 判 ， 历 史 关 键 时 刻 的

重要抉择，城市历史与现状的巨大
对比；从中我们看到这些具有中国特
色现代城市的独有风貌：“苏南模
式”之摇篮的苏州，国色天香的重
庆，超音速发展的东莞，最宜居的城
市中山，“长江第一港”张家港……
精英决策者高瞻远瞩的胆识与气魄，
早期创业者筚路蓝缕的辛勤劳作，城
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发展让读者荡气
回肠、感慨万千。

已故著名文学家沈从文，一生中创作
了 5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国际上享有
很高的声誉。美国汉学家张充和在他墓碑
的后面，挥笔题写了这样一段碑文：“不折
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把
题词每句最后一个字连起来读，就是——

“从文让人”。
人，要有一点让人精神，以豁达大度的

态度去处理日常琐事，不仅不是软弱的表
现，反而会显示出良好的思想修养和高尚
的道德情操，理所当然会受到正直的人们
的尊敬和赞扬。战国时期，蔺相如有功不
居，在故意寻衅的廉颇面前一再忍让，结果
感动了廉颇，与蔺相如结刎颈之交，共御强
秦，传下一段千古佳话；数学家陈景润，当
初住的仅是6平方米的小屋，没有桌子和椅
子，只有“专政队”的棍棒和同伍者恶意的
扭曲、无知的嘲讽。在这样的逆境中，靠

“忍让”的倔劲，自强不息，终于创立了“陈
氏定理”。由此不难看出，忍让是团结的

“黏合剂”，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使一触即发

的冲突烟消云散，产生巨
大的感化力量，促人猛
醒，痛改前非。

让人，宽以待人，于
今仍必不可缺。因为日
常生活中当忍、当让之事

委实不少。同志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
间、夫妻之间，难免不发生一些分歧和矛
盾，一般来说，这些分歧和矛盾都不属于大
是大非问题，只要以大局为重，忍让待人，
都是不难解决的。相反，如果彼此之间产
生误解和误伤，就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寸
步不让，吵得脸红脖子粗，既坏了个人情
绪，伤了相互和气，又污染了社会风气。

其实，宽以让人，是一个人觉悟程度和
道德修养的综合反映，它是和博大宽广的
眼界连在一起的。站得高才能望得远，胸
怀开阔，才能宽以让人。“见贤不让不可与
大位”，明明自己在业务上、能力上都不如
人，还要人服从你，错了不认错，甚至不惜
散布流言蜚语、脚下使绊子，嫉贤妒能伤害
人，这是绝对要不得的。这样说，是不是在
任何情况下都去让才好呢？当然不是。应
该看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从是否有利
于事业出发。如果不分是非，搞无原则的
让，搞阿Q式的逆来顺受，这样的让，便完
全成了邪恶的奴仆和帮凶。

小景
春日胜景山中寻，桃杏喜雨无纤尘。
斜插鬓间还带露，村姑含笑飞红云。

陌上
陌上迎春香未尽，桃红柳绿日日新。
一花一叶一世界，三月乡村春正深。

写意
梨园香雪飞琼花，山榆撒钱到农家。
香椿始下春头菜，汜河流暖凫野鸭。

开犁
梁燕呢喃衔新泥，铁牛奔忙开春犁。
挂树暖和恋乡土，更催新苗绿田畦。

学会宽以让人
李承志

《炫风》
金石开

村野新韵（四首）

王琳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