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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
我惊叹于一朵桃花回到村庄
是一种升高
是故土的又一次开合

暮色苍茫
那被雨水打湿的小小花瓣，是一堆颜料里
最清澈的地方

没有一棵树阻挡你
没有一棵树能够收留你

当悬崖出现，我允许自己的唇
有三种桃花的深度

入尘
这么多年过去
我没有学会作恶
我的善良也没有减少

我得到的是沉默
我最喜欢的内心活动，是向山川和河流
也送出祝福

当我未曾真正衰老
当我目送脊背上的花朵

逐渐退回心脏。当
我把打我耳光的人也列入好人

我得到的依旧是沉默
我多么喜欢这种安静，入尘

春天里，听到一个小女孩在楼下高喊一个小男孩

很多年前
肯定也有一个小孩子
站在我家墙后，一遍一遍高声喊我

他是那么小
比书包和一只红颜色的
铅笔还小

他一遍一遍喊我，叫着我上课用的名字
在墙后边。他只是想找我

踢踢沙包，或者
看看我的玻璃糖纸。再或者，什么也不干

一个小人也有孤独
他的孤独多么干净。喊着

一个人的名字，绕开她的父母，不进

她的家

黄昏
小狗在自己的阴影下喝水
发出蛇一般的声音

乌黑发亮的小虫子们开始彻夜鸣叫了

病中杂记
总是在生病的时候想到一朵花
一车净土
和一次灰烬

打湿镜子，从镜子里使劲看
镜子后边有很多折叠，很多图像
直通向一个人隐蔽的暗室

张开嘴巴吐出脏腑之气
咳嗽、流眼泪
身体内的黑色素越来越少，我的脸
绯红，多汁

梦中再次捧起一张男孩子的脸确认
故土。他来的匆忙没有
长到四十岁。他低头
在我脸上嗅啊嗅……他是
一棵长藤植物变成

检视历史，古人的一些观念未必就比现代人落
后，譬如，在丧葬理念上。

三千多年前，西周那会儿，讲究的是“墓而不坟”，《汉
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里说：“殷汤（成汤）无葬处，文（周
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于毕……皆无丘垅之处。”当时
贵为天子、王侯的墓地都不弄坟丘，其他人就更不用说
了，这，既节约了社会的钱财物力，也节约了土地。

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夫人去世了，孔子
埋葬她于榛莽草丛之间，本来埋葬了母亲后，据说孔
先生是不打算弄出个坟丘的，但是，孔子后来解释：

“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弗识也。”——考虑到
自己即将远游，出国进修啊，那时没有飞机火车之类
的，神州跑一小圈回来，可能就胡子眉毛花白了——
到那时，他母亲墓地的小土堆子可能真就啥也没有
了，怎么办呢？迫不得已，孔子只好违背古礼与初愿，
给母亲的墓地弄出了个坟头，“于是封之，崇四
尺。”——估计，这也起到了效果，否则，肯定会有他

“找不到祖坟乱磕头”的相关报道的。
在古代中国，“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

非，古者墓而不坟，盖此道也”，此中“墓而不坟”的
“墓”指的是埋葬死者的穴，“坟”指的是墓穴上的封
土。“墓而不坟”就是埋葬逝者后不作任何标志。死了
就死了。如前所说，殷商时，中原地区的墓葬都没有
坟丘，即便是像殷王、周王那样身份至尊的人也同样
如此。那种不事张扬、节约土地空间的精神实在值得

褒扬啊！
好传统常被丢失，“墓而不坟”也是的。春秋（公

元前770年～前476年）末期，坟丘开始出现，但还未
普及——孔子是实在没办法，才给他母亲的墓地弄出
个坟头的，在情与礼的冲突中自己先找了个理由。到
了战国之后，坟丘式墓葬就很流行了，打着仁义旗号
的贵族有钱人大肆营造坟墓，有的大墓坟丘高达
10～15米啊，早就超过孔子时代的“四尺封土”了，并
且，当时习俗还认为，给先人坟丘造得越高越表示是
孝子贤孙，于是，竞相攀比。提倡节俭薄葬的墨子就
激烈地抨击时人陋俗“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
多，丘垅必巨”（《墨子·节葬下》）。——从这点来看，
人类在东周之时丧葬观念就开始“退步”了。并且，战
国时的坟丘在墓穴表面垒坟，开始是为了辨识墓穴的
位置，方便祭祀，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

位的象征，“丘墓”、“坟墓”到“冢墓”，“丘”和“坟”只是
指高起的土堆，而“冢”的意思是指那墓上的土堆高得
像小山似的，逝者的爵位等级越高，排场也越大，除了
垒坟之外，还要在上面种树。《白虎通·崩薨》中明确记
载了周朝封土的高度和植树的种类：“天子坟高三仞，
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
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由此可见，当时，墓
葬时弄不弄坟头，坟头弄多高，栽什么树，是有明文规
定的，不是完全放开、任由胡来。

时间之水“哗哗”地流，又过了一千多年，到了南
唐，一个高官李建勋，临死前，跟家里人说：“时事如
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听人耕种于其上，免
为他日开发之标。”原来，他不让后代为自己营造高坟
丘与立碑的缘由，是担心时事动荡与盗墓贼啊！——
看来，营造豪华墓葬它也是挑时候的。

近日，据南京媒体报道，在南京市区要找一个稍
微像样的公墓墓位，价位在5万元左右。查了一下，
南京市2010年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780元（且相信这
是确切的），这样算来，一个单位效益不错的工薪阶层
人士一年不吃不喝还难以为逝去的亲人买一个“单元
房”——实在辛酸。欲尽孝乎，亦难！

然而，要我们十三亿讲究孝顺仁义的国人能做到
像三千多年前的古人那样安葬亲人“墓而不坟”，随地
儿找个地方埋了——即便说是节约了土地资源和财力
物力——那，估计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理解”阶段吧！

仲春长夜梦家乡，柳新黄，
草青芳，布谷声声，稼穑早开
场。又是一年清明到，先辈笑，
子孙忙。

迢迢千里会山冈，整衣妆，
举壶觞，日丽风和，鼓乐闹铿
锵。岁月毋忘来叩首，贤惠女，
好儿郎！

1941 年 11 月 28 日，在溧阳
塘马地区爆发了震惊江南的塘
马血战，本小说所涉及历史事件
均发生在“塘马战斗”前。

1941 年夏，新四军十六旅
在六师参谋长兼旅长罗忠毅、政
委廖海涛的率领下转战江苏溧
阳塘马地区，和日、伪、顽展开极
其复杂而又艰苦的斗争。在不
到半年的时间里，他们经历了攻
克茅山敌据点、纪念巫恒通大
会、庆祝新四军建军四周年、整

训、二次转移、罗福佑出逃和血
战塘马等事件。讴歌了他们气
壮山河、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赞扬了他们艰苦缔造苏南抗日
根据地的伟大业绩。罗忠毅、廖
海涛同志为打开苏南抗战的新
局面，率领十六旅将士浴血奋
战，最后在塘马血战中献出宝贵
的生命。他们是我新四军对日
作战牺牲的最高将领，被评为对
共和国建设有杰出贡献的一百
位人物。

几乎每个农历节日，都要吃一些特别的东西。
比如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腊八的粥，而清明
呢？吃一种馍，我的老家四川把它叫“菜扁子”，我
现在生活的重庆万州，人们把它叫“清明粑”，其实
它们的做法一样，用材一样，只是称呼不同罢了。

还是叫清明粑吧，因为更显得亲切和自然。
清明粑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叫清明草的植物，这

清明草又叫野棉花，株小，灰色，有点黏绵，然后和
糯米、大米推出的浆相
合，蒸成馍。如果家境
好，那馍做成空心的，包
上馅，比如瘦腊肉丁、干
豆腐、红糖什么的，这样
的清明粑当然好吃，可
口。但必须是热吃，不
能冷吃，因为冷吃不易消化，容易嗝食。

这是现在的清明粑，我的童年当然没有这样的
美味。我的记忆里，1975年的清明粑特别难忘。

那些年，人哄地，地哄人，生产出的粮食，当然
不够吃。虽然生产队也种了一点糯米，由于产量
低，一个人还分不到两斤，过年时早吃了。到了清
明节，哪还有糯米做清明粑呵？

母亲心痛儿女，总想做点好吃的，但手长衣袖
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哟。

但清明粑还是要做的，没有糯米，也没有钱去买。
母亲就是母亲，她总能想到办法。我的外婆家

在山里，就是后来汶川大地震的一座山的另一面。
那里因为没有田，他们种了一种玉米，叫酒玉米，和

坝子里的糯米一样，可以推汤圆，当然也可以做清
明粑了。母亲回到外婆家，走了六七十里山路呵，
第二天背回十来斤酒玉米，用水泡了好几天，再用
手磨子推。那时，放学回家，姐的任务是扯猪草，家
里喂了四头猪呢。我因为小，主要是放牛，或是玩。

我帮母亲推手磨子，整整一个下午，才磨完了
十来斤酒玉米。

当然，那年吃上了清明粑，因为是酒玉米做的，
没有糯米做得白，也没
有糯米做得软，但更瓷
实，香味也更浓。

那时学生上学，要
带午饭的，我就带上清
明粑去，两个，用竹签标
上自己的姓名，因为学

校要蒸热。
可是到我去领午饭时，只剩一个了，另一个不

知被谁先“领”去了，准确地说是偷去了。那年代发
生这样的事，很多起，都是饥饿惹的祸呵。我眼泪
巴娑的，但还是只有一个清明粑可吃。

后来我到了他乡求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
作，就再没有吃过母亲做的清明粑了。

去年，我的一个文友清明来看我，除了给我带
了一瓶好酒，他知道我是个酒客，还给我捎了七八
个清明粑。

我吃着他带的清明粑，就想起故乡，想起母亲，
想起那个年代的清明粑。它让我更加珍惜今天的
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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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而不坟”
李晓巧

商都钟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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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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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陈布雷在留秘书函中说，床下
新皮箱内，尚有金圆券700元，嘱赠
陶副官300元。陈布雷确实是两袖清
风，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是罕见
的，因为当时米价已合金圆券三百
几十元一石了。

远处传来晨钟声，其声悠悠，宛
如慈溪故乡寺院内的钟声。天已露
白，陈布雷取出两瓶安眠药，吞下了
一瓶，又吞下了大半瓶，喝了一口水，
环顾了一下四周，和衣躺到床上。

最后是给蒋介石的两封遗书，一
封是早已写好的，没有交上去；一封
也是十一、十二日这两天里写的，在
信中一再表明他的忠心，表明他的

“书生无用，负国负公”。
陈布雷给蒋介石和家属、朋友、

属下的信中都一致避免说出真相，这
是因为他知道，不能给家属等留下后
患，所以送交蒋介石亲阅后，蒋介石
认为公诸于世也无妨。这是陈布雷的
绝顶聪明处。所以陈布雷死后，家属
兄 弟 等 均 未 受 到 牵
累。蒋介石明令褒奖
中有的评价如“履道
之坚，谋国之忠，持身
之敬，临财之廉”还是
有事实根据的。
陈布雷死后的荣哀

“ 布 雷 先 生 完
了！”

11月 13日上午 9
点钟光景，陈布雷寓
所 的 电 话 铃 响 了 起
来，陈的秘书蒋君章
拿起听筒一听，是中
央党部催陈布雷去开
会，蒋君章问了陶副官一声：“布雷先
生起床了没有？”

“蒋秘书，陈先生还未起床，昨夜
似乎睡得很迟呢。”陶副官回答。

蒋君章想起昨晚陈布雷曾关照
他不要让客人进来，甚至当天的总理
诞辰纪念会也没有去参加，他很需要
休息，便回答说：“布雷先生身体不
适，需要休息，请一次假吧！”

时钟敲了 10 点钟，楼上还没有
动静，房门也关着，蒋君章感到有点
奇怪了。他想：陈布雷平时8时左右必
定起床，常常起床以后再休息，但不
会关门。就是平常熬夜，也不是常常
关门的，为什么此刻还关门不起？莫
非有何不祥？蒋君章立刻上楼，门扃
如封，他轻轻叩了一下门，不见响动，
便重重地敲起门来，还听不见一丝动
静。蒋君章着急了，便喊道：“陶副
官，你快来，从气窗上看一看里
面。”

陶副官马上搭来了茶几，爬上
茶几站了起来，推开气窗说：“陈
先生床上的帐子放下……”蒋君章
也迫不及待地跳上茶几向房里望
去，一片寂静。蒋君章喊道：“陶

副官，把弹簧门锁弄开来，快！”陶
副官伸进身子弄开了弹簧锁，蒋君
章夺门而入，只见陈布雷一枝常用
的狼毫毛笔没有插入铜笔套，搁在
墨盒上。蒋君章急忙把帐子撩起，
天哪！蜡黄的脸，睁开了的眼，张
大了的嘴，而枕旁却是一封给蒋君
章的信。两只 100 粒装的“巴比妥”
空瓶，一只瓶中剩下的安眠药只有
几粒了。枕旁还有几粒；一支钢笔
没有加套，还在枕边……

蒋君章立刻拉开被窝，抚摸陈
布雷的手，冰冰凉；又抚摸了脚，
已经僵硬了；最后抚摸胸口，还有
一点点温暖，于是立刻想起“送医
院”。但转念一想，又觉不妥，一送
医院，消息会马上传出去，关系太
大。那么还是快请医生吧！

“陶副官，你马上驾车去找常给
布雷先生打针的陈广煜医生来，把
叔同和叔谅先生也接来，要快，越
快越好！”

陶 副 官 一 听 ，
马 上 下 楼 去 了 。 这
时，蒋君章才把信封
打 开 ， 一 看 第 一 句

“我今将不起，与兄
等长别矣”，便泪如
泉涌，怎么也看不下
去了。蒋君章含着眼
泪，又去打电话，先
告诉总统官邸周宏涛
秘书，接着又打电话
给总统府第二局局长
陈方，还有中宣部副
部长陶希圣，行政院
秘书长李惟果。他给

这些大员打罢电话，又想到要给陈
布雷的夫人王允默打电话。陈夫人
在上海，电话一时难接通。他一个
人从楼上奔到楼下，从楼下跑到楼
上。上海长途电话接通了，对面是
王允默的宁波话：“蒋秘书，有什
么急事？”

“陈师母，请你快来，布雷先生完
了！”

“啊！”虽然远在上海，这声“啊”
字还是很凄苦的。

这时候，陶副官陪着陈叔谅、陈
叔同和陈医生先到了。蒋君章已经昏
昏然，只会讲一声“布雷先生完了”，
就再也讲不出话来。他陪了陈氏兄弟
上楼，抽出信来看一两句，又查一查
遗书、文件箱子和存款箱子。一会儿，
陈方来了，周宏涛秘书和熊医官来
了，李惟果带着一个医生来了，陶希
圣来了，行政院院长翁文灏也来
了。大家见了面，也讲不出什么
话，只是眼眶闪着泪光。

三个医生商量了一阵，打了几
针强心针，都摇摇头说：

“服药过量，已无法挽救，
料理后事吧！” 34

我们知道“生病起于过用”，可
是现代人却从不注意这些，拼命加
班工作、拼命使用身体，最后导致
身体因劳所伤，更有甚者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过劳死。

健脾美白当数三白汤
三白汤可以调和身体的气血、

调理五脏的功能，进而起到美白祛
斑的作用，最适合那些由气血虚寒
导致的皮肤粗糙、萎黄的女性朋友
使用。

有些女性朋友总是感觉自己的
脸色有些差，浑身没劲儿，精力也
不如以前集中了，以为是工作太累
造成的，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脾胃功
能差所致。一般来说，脾胃功能好
的人，精神状态良好，肌肤也是比
较白净、津润、丰腴；相反，脾胃
功能不好的人，往往显得没精神，
整个人也显得瘦弱无力，皮肤也没
有光泽。

脾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
源。脾胃功能差的时候，身体出于
保护自己的目的，就会自发进行调
节，少吃东西以减轻
脾胃的负担。而且，
脾胃功能较差时，再
好的东西吃进去也不
能被充分吸收，容易
造成气血生成少，不
能滋养皮肤，所以脸
色看上去很差，显得
没有血色和光泽。

可见，要想使
自己的皮肤富有光
泽、要想皮肤变得白
皙，就得增强脾胃的
功能。这里我们向大
家推荐一款美白中药方——三白汤。

三白汤是由白芍、白术、白茯
苓、甘草四味药材组成的养颜汤。
明代著名儒医李梃在其《医学入
门》中记载的三白汤是这样的——

“白芍、白术、白茯苓各 5 克，甘草
2..5 克，水煎，温服。”这个方子最
初是用来治疗伤寒虚烦的，后来人
们发现它还有补益气血、美白润肤
的功效，于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古
人认为此汤可以调和身体的气血、
调理五脏的功能，进而起到美白祛
斑的作用，最适合那些由气血虚寒
导致的皮肤粗糙、萎黄的女性朋友
使用。

为什么三白汤有如此功效呢？
我们先看看其中的成分。

白芍味甘酸，性凉，归肝、脾
经，有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
收汗之功。《医学启源》中记载：
白芍“安脾经，治腹痛，收胃气，
止泻利，和血，固腠理，泻肝，补
脾胃”。

白术性温，味甘、苦，归脾、
胃经，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的功
效，主治脾虚食少、腹胀泄泻等。

白茯苓味甘、淡，性平，归

脾、肺、肾经，有渗湿利水、健脾和
胃、宁心安神的功效，主治脾虚食
少、泄泻、心悸不安、失眠健忘等。

甘草性平，味甘，归十二经，
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润肤除臭
的效果，主要用于脾胃虚弱所导致
的口臭以及皮肤皲裂等。

我们看这几种药物有一个共同
的特性，就是都归脾经，都有补脾
胃的功效，脾胃好了，肌肤自然就
靓丽了。

如何使用呢？我们可以先到药
店买回这 4 种药，然后用水煎汤喝。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太麻烦，
这时你可以自制泡茶袋。具体做
法：用白术、白芍、白茯苓各 150
克，甘草 75 克，分别研成粗粉末，
并将这四者混合均匀，装入 30 个小
包中，每天拿1 包用开水冲泡，代茶
饮。好了，从现在起，女人的快乐
和美丽便从三白汤开始！

茯苓——慈禧都偏爱的美食
古人称茯苓为“四时神药”，因

为它功效十分广泛，不分四季，将
它与各种药物配伍，
不管寒、温、风、湿
等病症，都能发挥其
独特功效。

说起茯苓大家
可能都不熟悉，但都
知道茯苓饼吧，它可
是老北京的滋补性传
统名点，很多人到了
北京一定要带一些正
宗的茯苓饼回去给家
人尝尝。据说，慈禧
晚年特别爱吃茯苓
饼，因为它有很好的

养生健身之功效。
小小的茯苓饼为什么如此神奇

呢？这还要归功于其中的茯苓。中
医认为，茯苓味甘、淡、性平，具
有利水渗湿、益脾和胃、宁心安神
的功效。善治脾虚、失眠、心悸、
水肿等证，对女性朋友和老年人滋
补最好。古人还称茯苓为“四时神
药”，因为它功效十分广泛，不分四
季，将它与各种药物配伍，不管
寒、温、风、湿等病症，都能发挥
其独特功效。

《神农本草经》将茯苓列为上
品。此后，历代本草专著都沿用

《神农本草经》的提法，认为茯苓
“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

茯苓的吃法有很多，不仅仅局限
于茯苓饼，我向大家推荐几款食疗方：

1.对于慢性胃肠炎、营养不良
性水肿、神经衰弱的人来说，平时
可用茯苓煮粥食之。做法也很简
单，就是用白茯苓粉 15 克，大米
100 克，一同煮粥，吃的时候，再加
入点味精、盐、胡椒粉，拌匀就能
吃了。每天早、晚分两次食
用。有健脾利湿、宁心安神
的作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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