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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丽笑了一笑：我不会出错，我
会找个老实人。

乔一成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
早晨接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的，
本地的一所大学，新闻系。

这其间，三丽从纺织中专毕了
业，分到一家纺织厂工作。有一天忽
然对大哥说，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是
她的同学，学机修的，叫王一丁，人很
老实，他们分到同一家厂做同事。

一成想三丽也快十八了，如果她
觉得好，一定还说得过去。三丽心不
高，懂得自己要什么，要不到的，绝不
会去奢望。一成没有反对。

四美毕业后不再升学，成了乔家
唯一的一个待业青年。

乔祖望在听说大儿子还要读三
年书时，气得成天嘟嘟囔囔，指桑骂
槐，一成跟他大吵过两次。

就在一片混乱当中，乔二强跟他
的师傅的感情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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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喜欢漂亮的面孔，看到模样

端正英武的男人，小
脸会放出光来，说话
的声音也变得腻腻
的。

四美决定将来
一定要找个漂亮人物
结婚。这是十六岁的
小姑娘乔四美的至高
理想。

三丽的男朋友
王一丁来过家里了。

三丽说，彼此年
纪都还小，这回王一
丁来家里，也不算是
正式的上门，只做要
好的同学来玩儿。这样，无论怎么样
也都还有个退步。二十一岁之前，她
是不会考虑成家的。

乔一成听了这话，吐出一口长
气，想，三丽这丫头，总算不要自己再
操心了。

一丁真是很老实的人，拎了四色
点心，给乔祖望带了酒，头也不敢抬
起来看人，任由一大家子各色眼光在
他的身上羽毛似的扫来扫去，一味地
将手放在膝上擦着。饭量倒大，饭桌
上埋头一气吞了三碗饭，菜只吃了一
点点，要不是三丽给他夹，怕是要吃
白饭的。

一丁在中专里学的是机修，手很
灵巧，老师特别喜欢他，这一回，是他
们那厂子的厂长亲自把他挑了去
的。刚去没多久，就担任了厂里团支
部的生活委员。

一成觉得这孩子还不错，就只
是，有点儿委屈了三丽了。

三丽并不美，身材还算匀称，因
为年轻，肤色虽暗些，不白嫩，但总还
是有年轻的洁净的女孩子那么一股
子灵秀劲儿。在做哥哥的乔一成的

眼里，觉得妹妹值得找更好的。

一丁吃完了饭听乔祖望说小厨
房的顶坏了，直漏雨，二话不说，拿了
工具，架了木梯爬上去修了起来，发
现是油毡纸烂了，又跑出去买了新的
来换上。干活的时候，他似乎更自在
些，平凡粗笨的面目也生动起来。

乔祖望捧了小茶壶站在院里看
他干活看了足有大半天，末了闲闲地
说：这个男娃还不错。荒年饿不死手
艺人。

乔一成很迷惑，一个不成器的
爹，在看着女儿渐渐长成时会是怎样
的一种心境呢？

乔四美捏着一角一丁带来的奶
油蛋糕小口小口地吃，吊着眼角看着
姐姐的小男友。

王一丁走后，乔一成跟妹妹说：
你们就好好地处吧，可得记住了，不
到二十一不能结婚的。

三丽说：我记得呀大哥，你放心。
一成拍拍妹妹的头，笑笑，亲热

地说：我是放心，不
然，你们这可也算是
早恋了吧，我会什么
话也不说吗？

四美尖尖的嗓子
插进来说：大哥你那
心是偏到胳肢窝里去
的，怎么我以前早恋
你就劈头盖脸地骂，
轮到姐，你一句话也
不说。

一成说：你怎么
跟你姐比？你姐比你
有分寸得多，长着一
双会认人的眼。

四美气得直翻眼睛，故意气姐姐
道：你们这位一丁同志啊，身材还算
及格，腿蛮长，长的嘛，就比较困难，
有点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三丽哼一声：哪个是人民哪个是
党。

我们是人民大哥是党。四美反
应极快，利利落落地答。

乔一成是党员，在学校时入的。
一成喝住小妹妹，叫三丽不要跟

她一般见识。
四美又翻翻眼睛，接着跟姐姐逗

趣：这位一丁同志啊，两片嘴唇切切
够一盘子下酒菜的。

三丽气得飞红了脸：你懂什么？
嘴唇厚的人性子忠厚。

四美拍着巴掌笑道：啊呀啊呀，
那老母猪不是世界上最忠厚的？

三丽气极而笑：你呀，你要知道，
人好看不能当饭吃，长得再好一肚子
花花肠子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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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极高大的北方男

人，有极宽阔的肩，五官很端
正，却留着深重的烟酒的痕迹。 9

孙中山讲过一句话：“我中国近
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之道
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的确，中国人在饮食方面的研究是外
国人难以企及的。仅就煮饭煮粥而
言，就有很大学问。煮饭煮粥，本是
每一个家庭必须面对的工作，不少人
会说，这谁不会啊？米多加点水煮出
来的就是粥，少加点水煮出来的就是
饭。难道真这么简单吗？读读《老老
恒言》，就会发现这里面的学问还真
不少。

首先是用什么米为好？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里主张煮饭用陈米，认
为新米老人吃了容易引发旧病。《老
老恒言》认为新米对胃气虚弱的老人
确实不如陈米好消化，但新米滋润、
香气怡人，所以也不妨酌情食之。如
将新米稍微炒一下，吃起来会更有助
于消化，并具有开胃的作用。有一种
香稻米，炒后香气反而会减弱，可直
接用来煮饭，煮的时间长一些更香。
还有一种被称为“老年之供”的特制
米，这种米必须用水
浸泡，然后使之结冰，
并自然风干，这种米
煮饭会很松软，特别
适合脾胃不调的老年
人。煮粥宜用新米，
新米香甜暖胃，乐天
诗云“粥美尝新米”，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是用什么样
的火。《老老恒言》告
诉我们，凡是用新米
煮饭都要用大火煮，
等 开 锅 了 就 可 以 吃
了；凡是陈米和炒米
都要用小火煮，煮熟后等一会儿，等
湿气收敛了，米饭便开始发松，这时
候里面也熟透了。

再次是煮粥时搭配什么好。粥
为第一大补之物，食粥养生在中国已
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历来被中医养生
家和老百姓所推崇。明代医家李时
珍曾在《本草纲目》中介绍药粥62种，
到清代《粥谱》中已记载了200多种药
粥，现在的书市中更是俯拾皆是有关
药粥的专著。一般来讲，用米配莲子
最好，其次可以配芡实、薏苡仁，这些
搭配有健脾补肾祛湿的作用，比较平
稳。如果身体有小病的话，可以通过
药粥来进行调养，具体应根据病情的
不同搭配不同的原料，如夏天暑湿，
可配荷叶、绿豆；肺阴虚干咳气喘，可
配百合；便秘，可配白芝麻、松子仁；
咽喉干哑，可配鸭梨……药粥种类很
多，但要注意两点：①要搞清楚功效
再用；②不可常用。最后是加多少水
合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专
门有一节讲“饭粥”。他说：“饭之大
病，在内生外熟，非烂即焦。粥之大
病，在上清下淀，如糊如膏……粥水
忌增，饭水忌减。米用几何，则水用
几何，宜有一定之度数……用水不

均，煮粥常患其少，煮饭常苦其多，多
则逼而去之，少则增而入之。不知米
之精液，全在于水，逼去饭汤者，非去
饭汤，去饭之精液也。精液去则饭为
渣滓，食之尚有味乎？粥之既熟，水
米成交，犹米之酿而为酒矣，虑其太
厚而入之以水，非入水于粥，犹入水
于酒也，水入而酒成糟粕，其味尚可
咀乎？”这段文字将煮饭煮粥之要领
讲得太精辟了。简言之，要想饭粥美
味，“煮饭勿以水多而减，煮粥勿以水
少而添”，而应一次将水放合适。我
们现在用的厨具，如电饭锅、量米的
容器等，上面均有刻度，所以操作起
来就更容易了。

上述，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煮粥宜用新米。老人胃不好

的煮饭宜用陈米，如用新米最好先炒
一下有助于消化。

②新米煮饭用大火，陈米煮饭用
小火。

③煮粥可配莲子、芡实、薏苡仁
等。

④煮饭煮粥时
放水要合适，煮饭最
忌水放多了再减，煮
粥最忌水放少了再
添。

午后适当饮酒
有利于疏通血脉

《老 老 恒 言》
云：酒固老年所宜，
但少时伤于酒，老必
戒，既素不病酒，黄
昏后亦不宜饮，惟宜
午后饮之，借以宣导
血脉。古人饮酒，每
在食后……米酒为

佳，曲酒次之，俱取陈窨多年者，烧酒
纯阳，消烁真阴，当戒。

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
发源地，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
一。酒的酿造，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
的历史。饮酒有许多学问，适量饮
酒，有利健康。酒虽然对老年人有好
处，但是如果年轻时饮酒过度，被酒
所伤，到了老年就必须戒酒。即使平
时没有被酒所伤，也不要在黄昏后饮
酒，应该在午后饮用，在吃完午饭后
饮酒，借酒来疏通血脉。

饮酒的时间是有讲究的，一般来
讲，清晨和上午不宜饮酒，尤其是早晨
最不宜饮酒。因为在上午这段时间，
胃分泌的分解酒精的酶——乙醇脱氢
酶浓度最低，在饮用同等量的酒精时，
会更多地被人体吸收，导致血液中的
酒精浓度较高，对人的肝脏、脑等器官
造成较大伤害。现代研究表明，14时
以后饮酒对人体比较安全，此时不仅
人的感觉敏锐，而且由于人在午餐时
摄取了大量的食物，使血液中所含的
糖分增加，对酒精的耐受力也较强，所
以此时饮酒对人体的危害较
小。这与《老老恒言》中提倡
的饮酒时间是一致的。 14

连连 载载

诗人记忆

先生没有走
赵中森

新中国黎明前，以《号角在哭
泣》震撼诗坛的青勃先生，是一位
从不大声说话的人。

见到先生，还是参加十年动
乱结束后省里召开的第一次诗歌
座谈会，和苏金伞老毫无顾忌地
谈论与配合说话有力地挥动手势
或扭动身躯不同，青勃先生和蔼
地坐在那里，安静地倾听别人的
发言。有时会低头轻轻地和邻座
的诗人交谈，不惊动任何人，也记
录些什么。

我对青勃先生了解不多，做
了诗歌编辑后，每次约稿，先生都
拿出力作，这些作品都先后收入
他的诗集。1982 年早春二月，收
到先生赠送给我的第一部诗集是

《绿叶的声音》，扉页上，用标准的
小楷书写着“中森同志正之”，年
月日之后，钤上他的白文印章。
后来还接到先生多次的赠书，细
心的先生每次都用一片宣纸遮在
印章上面，防止印泥染了书页。
最后一次赠书，是先生的《绿色的
梦》，蓝色钢笔字迹已有些颤抖，
印章也换了。这是 1988 年的秋
天，是先生的第九部诗集。三年
后（1991年 11月 4日），70岁的青
勃先生逝世于郑州。

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
左手写了《落叶》，完成了诗人的
绝唱：

果子都摘尽了
葱绿变成金黄
我是秋天的信息
静悄悄地
静悄悄地
轻轻飘坠
明天吗
未来
我有三种命运
或者
被少男少女捡起

珍藏于书页
变成脉络裸露的标本
或者
被勤劳的小姑娘扫进筐篮
填进灶火或田头的火堆
化为灰烬
没有悲伤
不用惋惜
在寒风中旋舞欲唱
在雪花中嬉戏
最后被暴风雪覆盖
变成春泥
1983 年 4 月，以老诗人严辰

领队的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诗人牛
汉、公刘、蔡其矫、郭风、曾卓、青
勃、沈毅等洛阳牡丹诗会后抵达
开封。游览黄河，时遇 8 级狂风
夹雨。年过花甲的青勃先生，俨
然东道主（青勃先生上世纪40年
代加入共产党，曾在开封生活、创
作、战斗）的身份，走在堤坝的边
缘，一次次提醒诗人们注意安全，
全然不顾自己脚下波浊翻滚的大
河与肆虐的风雨。

1981年第四期《梁园》，以“脱
颖集”为名开辟开封诗歌作者（包
括在开封就学的大学生）专栏，集
中发表了16位作者（邬显荣、程光
炜、易殿选、郑纯方、孔令更、康
洁、金聚泰、乔枫、李俊、洋中冰、
李军营、任留柱、邓斌、王虹昭、常
崇光、方明）的29首诗作。青勃先
生看到后十分兴奋，立即撰文：

“我们欢迎这一簇新花的开
放；也赞赏编辑同志的辛勤耕
耘。个别刊物，很少发表诗歌创
作，偏枯了诗这朵花……《梁园》
的编者，则犁松了沃土，使诗的新
芽得以破土，舒展开芬芳的花
瓣。使布袋里的‘锥子’‘脱颖’而
出，显示出诗的才智和光华，这是
对繁荣社会主义新诗创作的可喜
贡献。”青勃先生逐一评论了诗

歌，有赞扬，有鼓励，有提醒，也教
育年轻诗人引以为戒的对“说明
书”一类作品的批评。先生最后
以鲁迅的话作为结束语：“时代是
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
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
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
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得健壮
的新芽。希望正在这一面。”

青勃先生热情洋溢的文章，对
于一位刚刚从事诗歌编辑的我，无
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老诗人、同事李怀发告诉
我，青勃的妻子白珊民曾和他一
起带薪就读于河南省第一工农
中学。白珊民生病时，青勃先生
背着她上下楼；去北京出差，青
勃舍去游览观光，一心跑医院、
转药房为妻子购药。身材不高
的先生，背着老大的盛药袋子挤
公交、攀火车。

我在查阅资料时，看到上世
纪40年代，青勃先生曾在报纸副
刊组织捐献稿费，以支援当时贫
病中的作家老舍。

得知青勃去世，85 岁的苏金
伞老泪纵横，哭道：

青勃一死
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
近两天跌了一跤
额角都碰破了
青勃像一条老蚕
通身透明
抽出的尽是诗丝
洁白强韧，抽出来沾手的丝
青勃先生没有走。
青勃先生，永远是我们心目

中一卷青勃的诗。

随笔

不要忧虑皱纹
柴清玉

步入花甲之年，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脸上的皱
纹多了，深了。

一个人来到世上，为了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
单，就是为了经历生活。生活就是要经历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包括一个人从出生、成长、老去到最后离开
的过程，包括事业的成功、挫折和失败，包括生活的
富足、贫寒和酸甜苦辣，还包括情感上的悲欢离合和
喜怒哀乐……

如同走路，从一个起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向前
走，不断地向前延伸。途中或平坦，或崎岖，甚至会
走错道又返回重新开始。这样的一次又一次出发，
一次又一次交叉印在纸上，就成了一个人的履历，印
在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人的脸上，就是皱纹。

一个人的经历，或简单或复杂，但人的共同特性
是都不太喜欢皱纹。仿佛皱纹会绊住人的脚，皱纹
会捆住人的心，使人面目变丑，失去自信。于是，有
人拼命抹抗皱霜，有人去做各种各样的抗皱保健，还
有人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去整容袪皱。人们总是喜欢
内心丰富多彩，表面却光滑鲜嫩，这无可厚非，毕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世界之事不如愿者十之八
九，况且一张有皱纹甚至布满皱纹的脸还是一种美
呢，关键在自己怎么对待。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加深，脸上出现皱纹是一种
自然现象，是必然的。耄一老人，脸上平展光滑，也
不协调。习惯皱纹，就是习惯阅历，习惯生活；习惯
皱纹，就是对风霜雨雪的相适，是对世态炎凉的看
淡；习惯皱纹，体现的是对人生的宠辱不惊，是对客
观规律的认识遵循。如此，该出现皱纹的时候就让
它皱去吧，在皱纹中成熟，在皱纹中升华。

人们经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如果说眼睛是
源泉，皱纹就是渠道。岁月从中逝去，智慧从中流
入。眼睛又像是湖泊，许多支流顺着条条皱纹流入，
让眼睛从清澈好奇变得沧桑睿智。

当初听人说起有皱纹了，我也曾感到惊愕甚或
焦虑，不愿意承认，遮遮掩掩，但想想还得承认，因为
这是事实，掩饰不了的，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必
须坦然面对。惊愕、焦虑归于淡定，进而就会认为皱
纹倒是一种资格，一种资本，一种丰富的经历和成
功。

皱纹还是心理耐受力的缓冲。有皱纹了，我们
就有了心理上的张力、承受力，所有的压力就不会全
部落在心上。在皱纹密布的那张脸上，你还能看出
压力吗！

有皱纹脸上的那双眼睛是审慎的。人的眼睛被
皱纹环绕才更深邃，那里是思想的深泉。

不要忧虑皱纹，坦然面对皱纹，让皱纹尽情地延
伸吧。生活过程本来就是多彩的，有皱纹的生活也
是丰富美好的。

阅汉堂记

云
纹
瓦
当

张
健
莹

汉瓦当中较早出现的汉画瓦当，汉画瓦当最精
彩的要数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灵每
一个作为单独的图案出现在一个圆形的瓦头上，难
免造型有变化，即写实也夸张，总是要合适置放在瓦
面上。像青龙、白虎的尾巴总要高高翘起，四只腿爪
也要充分的撒开，才能撑满画面。朱雀的翅膀、尾巴
也要有些变形夸张，一般做出飞舞的姿态，一付引吭
高歌优美优雅的样子。有的玄武图案一个瓦头上雕
有两只，两只玄武相互纠缠，画面生动而饱满。

图上的瓦当是云纹，这在汉瓦当中运用最多，最
普遍。这个瓦当中心有圆形的凸起，是设计的中心，
其余是云纹图案，围绕四周，圆形铺开。这种造型设
计很像是玉璧的风格。玉璧既然在当时已经是美的
极致、美的象征，各类艺术之间的融会贯通互相借鉴
就是顺理成章了。不仅是云纹瓦当，就连其他四灵
的图案，瓦当中心也都少不了这样的圆块凸起，组织
在一个图案中也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单是云纹瓦当，有中间雕双鹤的双鹤云纹，有雕
蝉的蝉形云纹，还有树叶做装饰的云叶纹。

这样的瓦当用于一般的百姓房屋，官署和宫殿
所用的瓦当是另有讲究的。

郑州地理

卧龙台寨
马清贤

卧龙台寨，是一座山的名字，
又叫“卧龙台”。在荥阳市环翠峪
景区的中心地段，也是环翠峪景
区的最佳景点之一。之所以山名
叫“寨”，因为这里山高峰险，绝崖
断壁，城堡坚固，绿树成荫，是战
乱时期的兵家必争之地。

卧龙台寨位于海拔 637 米的
高山顶上，峭壁之巅。寨墙用青
石块垒就，周长 2000 余米、高 7
米、宽 2 米，女墙建筑整齐美观。
有东、东南、北三座寨门，寨门上
有门额刻石，曰：“卧龙台寨清咸
丰十一年建。”民国 18年的《汜水
县志》上记载：“卧龙台寨，雒士桀
等，同治元年建。”至于雒士桀等，

何德何能，史书没有记载，民间亦
无传说。1981 年编写的《庙子乡
志》上说，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
豫西支队司令员皮定均曾在卧龙
台寨上设立过临时作战指挥所。
此山下有“八路军后方医院遗址”
一处。

卧龙台，地名由来的故事来
源于民间传说：古时候，浮戏山中
有一个千年蜘蛛精张网害命，吃
的路断人稀，禽兽绝迹。为保一
方平安，玉皇大帝派执法神黄龙
下界为民除害。黄龙与蜘蛛精大
战三天三夜,终于戳杀了害人的
妖精。而黄龙累得大汗淋漓，在
山之东侧的黄龙泉里饮罢清水，

卧在此山顶的大石台上休息后，
抖落了松动的鳞片，升天复命。
龙鳞落在崖石上，生根不去，日久
变成了白色石花。所以，在庞大
的浮戏山中，甚至卧龙台寨山上
山下，唯有被誉为“卧龙台”石附
近的崖石上，才有此形状各异的
美丽石花，大家又叫它“云花石”
或“龙鳞石”。

登卧龙台寨游玩，从东线贤
孝村上，可见的景致有“贤孝古风
亭”、“婆媳让水石”、“乌龟羞水
石”；进东寨门看古炮、觅胜迹、攀
天梯、赏石花、撞古钟；然后出东
南门走云梯、钻山洞、坐滑道下
山。

新书架

《塞林格传》
宋萧

塞林格，当代美国最伟大的
文化隐士，因《麦田里的守望者》
一举成名。

1941 年 7 月，塞林格结识了
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
娜·奥尼尔，并爱上了她。乌娜·
奥尼尔后来嫁给了喜剧大师查
理·卓别林。巴黎解放的时候，
塞林格在巴黎与欧内斯特·海明
威相遇。此后两人一直保持书
信联系，直到海明威自杀身亡。
1946 年，塞林格开始研究佛教的
禅和神秘的天主教教义。1950

年，塞林格与日本禅学大师铃木
大拙相识。把写作当成参禅，加
上二战时的痛苦经历，加重了他
与世隔绝的程度。20 世纪 50 年
代，垮掉派诗人把塞林格奉为精
神偶像，塞林格却把他们当成
了“禅宗的杀手”。20 世纪 60 年
代，塞林格亲自为《麦田里的守
望者》设计封面，这个封面在美
国一直重印了 27 年。1967 年，
得克萨斯大学校长兰塞姆收购
了一批塞林格的手稿，受这件
事影响，塞林格指示经纪人销

毁了 500 多封他的信件。塞林
格对隐私的保护到了不可理喻
的地步，在他身上有太多的谜
无法解开。

本书是全球最权威的塞林格
研究者斯拉文斯基耗时 7 年调
查，呕心沥血之作。作者借助大
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对塞林
格现存往来书信、各种原始档案
的分析，为广大的“塞迷”解开了
大量谜团，是目前公认的可信度
最高、资料最齐全的塞林格传记
作品。

天鹅湖畔 彭 力 摄影

王永彦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