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八样"粥
何鑫渠

! ! ! !腊八粥现在已成腊八的标志。腊八
粥的原料一般有大米、花生、红豆、莲子、
红枣、枸杞、薏米、小米等。此粥可加糖成
甜品，或者加盐，引入了健康饮食的概
念。腊八粥在腊八节当天的微信上被刷
爆了屏。但不放假的节日，往往是今天来
了明天走。每到腊八就想起每天吃的“八
样”粥，乘机推广一下。
我的八样粥是我家

每天吃的早餐，也有八
种食品。它们分别是燕
麦、蜂蜜、鸡蛋、酸奶、枸
杞、黑木耳、西红柿、松花粉。上班族大多
早上的时间不够用，快是必须的。这粥在
工作日是用开水即冲的，说粥有点夸张。

粥的主料是来自国外的即食燕麦
片，松花粉蜂蜜必须提前调好，
黑木耳也需提前炖熟备用。晨起
先洗净蛋，放入煮蛋器开始煮
蛋。然后将洗好枸杞及西红柿
（一剖为二到四片最好）放入锅
加水点火。再拿出空碗放上燕麦片，待水
开冲入碗中。燕麦的口感有点粗，加入松
花粉的蜂蜜在矫味的同时，也增加了早
餐的营养。此时稍稍搅拌，仅仅五六分

钟，一碗八样粥成了！
这时可去洗漱，快者三五分钟，煮蛋

器里的鸡蛋差不多也熟了，将其剥皮放
入八样粥中。粥烧毕，将熟的枸杞、西红
柿放入空碗，随后倒入酸奶，变成枸杞、
西红柿酸奶服用。当然在休息日，还可放
入红枣、米仁慢慢煮出来，完完全全成了

标准的“八样粥”了！
这八样粥中的燕

麦，有能稳定情绪、
安神止痛之功，对痛
经还有治疗作用。西

红柿中的番茄红素能延缓女性衰老，预
防妇科炎症。酸奶可改善肠道环境，补
充钙质，被誉为三种女人不可缺少的食物。

此早餐拥有营养早餐的四大要素：
谷类能量，蛋白营养，碱性奶类，
果蔬精华。特别强调三点：一、虽
说按即食燕麦片说明用 !"度以
上开水就行，但因熟的西红柿对
男性前列腺有帮忙，还是用西红

柿开水冲为好，而且口感较好；二、八样
粥可以用鲜奶，但因部分国人不吸收，还
是用酸奶和豆奶为好；三、煮蛋器煮蛋可
谓节约能源又省时方便，故推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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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 文并图

涂蜜与非礼

! ! ! !且慢得意! 你知道了一句德国成语"仅此而已!

托尼学中文正在兴头上" 视中国文化为初闯入的阿

里巴巴洞穴!是"我国有农历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神的

习俗"是要给灶神爷吃饴糖#汤圆的"让他甜甜嘴"向

玉皇大帝述职时能多为人间说好话! 托尼认为他们

的成语 $在某人嘴

边涂蜂蜜% 源于中

国习俗" 其实并无

可靠的证据!

德国的仨小孩

遮眼#捂嘴#塞耳的雕塑工艺品"倒确实源于$非礼勿

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还有别国猴子遮眼#捂嘴#

塞耳的"也有由鸟类用翅膀做出这三种动作的!可见

&论语'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得到了广

泛认同! 其实三个$非礼勿%之后还有一句$非礼勿

动%! 前三个是第四个的铺垫"作者的落脚点在$动%

上! 很遗憾"因为$动%的形象表达困难而被舍弃了!

这里"我们应当清醒的是形象传播的局限性!

$涂蜜%很可能只是两个民族通感的不谋而合!

假如源于我们的习俗" 你理当学学德国人的善于吸

收! 沾沾自喜是很没出息的!

职校生也有!春天"

徐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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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抄错何其多
葛昆元

! ! ! !做文史期刊编辑，有个好处，就是经
常能读到一些好文章。而且有些好文章，
还是名家写的，史料翔实，叙事生动，说
到要紧处，还常常恰到好处地引上一首
古诗或一副对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文章本身也因此典雅了许多。由于喜欢，
就会去琢磨，一琢磨便会琢磨出问题来。
有一次，我编发一篇怀念王辛笛先生的
文章，看到作者引用了辛笛先生的一首
旧体诗：“一生最忆是
儿时，多少波澜如小
诗。唱罢竹枝无限意，
人间宛转在相识。”

这首诗语颇隽
永，耐人寻味，无疑是一首佳作。我禁不
住朗诵起来，引得同仁都来争相欣赏。不
料，一位同仁突然觉得，此诗的韵脚有些
不对。我们立刻将“时”、“诗”、“识”三个
韵脚进行仔细推敲，果然发现了问题。
“时”与“诗”是平声，韵归平声部；而“识”
呢，在古代不属平声，而是入声，韵归入
声职部。可是，我们认为像辛笛先
生这样旧学根底深厚的诗人，是
不可能不知道近体诗用韵是不能
平入通押的。于是，我们请作者核
对原诗。作者表示有困难。我们就
辗转找到辛笛先生的女儿。她找出了辛
笛先生的诗稿一看，这首诗的最后一字
是“知”，而不是“识”。“知”是平声。同时
还发现，第二句中的“如”字也抄错了，诗
稿中写的是“入”。这符合这句诗的平仄
要求，第五字应该是仄声。看来，这首诗
是传抄时抄错了。若不查对原稿，辛笛先
生不知要被冤枉到什么时候了。
又比如，我们在编发一篇关于笛王

陆春龄的文章时，作者引用了唐朝诗人

韦应物的诗：“立马莲塘吹横笛，微风动
柳生水波。北人听罢泪将多，南朝曲中怨
更多。”这首诗押韵的应当是第二句和第
四句的“波”和“多”，第三句是无需押韵
的，末字应当是仄声，我们认为这个“多”
字是抄错了。于是，就查了韦应物诗集，果
然第三句的末字应是“落”，确实是仄声。

上述两首诗的错讹还是比较容易
发现的。在编稿中，我们也遇到过一些

较难发现的错字。
有一次，我们在

编发一篇有关杏花楼
的文章时，看到国民
党元老于右任书赠杏

花楼“船厅”的一副对联：“诗传画意王摩
诘，船载书声朱舍人。”他在上下联中各
用了一个典故。上联的“王摩诘”，就是唐
代诗人王维，比较好懂。但下联的“朱舍
人”就有些费解了。按格律，“朱”字不合
律，因为此句的第五字应是仄声。几经思
量，我们想到了书画家米芾经常乘舟载

书画游览的故事，况且米芾做过
礼部员外郎，时称“南宫舍人”。
“米”字又是仄声。于是，我们判定
此处应是“米舍人”；后来，在明人
沈应的七律诗《寄邵德昂》中看到

了这一联语，从而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那么，来稿中的诗词对联为何错得

这么多呢？主要原因是多年的抄录流传
错误太多。古谚云：“书三写，鲁成鱼，虚
成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要想
彻底改变抄错诗词对联的现象，恐怕光
靠编辑的“严防死守”还是不够的，更需
要作者在引用有关诗词对联时更严谨
些。唯有如此，才能减少进而杜绝这种
错讹的发生。

老伴的!书卷气"

江更生

! ! ! !小文题目，无意自夸老伴“腹有
诗书气自华”，其实是说她对我无节
制地买书积习的埋怨和生气。
我胡乱买书的习惯，从小就养

成。旧居邻近上海老城隍庙，当时荷
花池畔的环龙桥旁尽是旧书摊，“群
玉楼书场”附近还有一家专卖线装
书的铺子。大人奖励我考进了市立
中学（相当于今天的市重点中学），
恩准每月可领零用钱若干，于是有
了买书、看戏和听书之款。上学路经
福州路后面的昭通路，那是一个旧
书摊林立的“立读”（站着翻阅）购书
的好去处。就这样，陆续买进了一些
新旧书刊，藏在我睡觉的小阁楼肥
皂箱里，几年下来，居然有好几箱。
板箱权且充书柜，阁楼成了读书房，
任性买书，贪婪读书，颇有“躲进小
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感。
参加工作后，袋里的余钱多了，

藏书的数量也就与日俱增，越积越
多。孰料“文革”一来，皆成“四旧”，
只得忍痛处理掉，结果丧失殆尽。想
起梁武帝一句无奈的名言：“自我得

之，自我失之。”不禁让人黯然伤神。
结束光棍生涯，娶了娘子添了

娃。稍后，又换了工作，告别讲台进
了出版单位，滥竽编辑之职。出于工
作需要，给自己买书找到了一个极
好的理由，几年下来，寒舍破书居然
已经数以千计。开始，老伴非常理解
和宽容，认为图书对一个“爬格子”
者和“为人作嫁衣”的“文字裁縫”来

说，是不可或缺的恩物，省衣节食地
助我购书。后来，慢慢发觉不对劲，
图书种类繁多，五花八门，越拖越
多，而且见我放书进屋时小心翼翼，
躲躲闪闪，这才数落起来：“有的书
买了又买（指我买了复本），有的书
买了又不看，放着积灰……”
退休以后，搬了新居，我庆幸有

了一间小书房。照理说，这些书应该
“得其所哉”，有了好去处。然而，因

我贪多务得，欲罢不能，区区斗室，
早已书满为患。结果地上堆积着、壁
橱内挤满着、客厅里摆放着、阳台柜
子中占据着，还时不时地从网上购
书。先是用出版社朋友送的来打掩
护，久而久之还是“穿帮”了，因为我
常常掏钱付书款给快递员。老伴终
于来火了，生气地说：“走进你的小
书房，一股陈宿气，外面天气雾霾，
屋里旧书气味冲鼻，对你身体有害
无益。”我自知理亏，不该让图书“疯
长”，与人抢地。想想老伴对书卷生
气，也是一种真情流露。女儿闻知我
们为了图书产生不快，特地送来一
台新技术的室内空气净化除尘器，
让我放在书房内驱除异味与灰尘。
静下来想想，喜欢任何东西都

得注意个“度”，过之犹不及。我想起
了一幅漫画，画上有位老汉在堆满
书的房间里找书，
题曰：“书到用时方
恨多。”与我何其相
似乃尔，也难怪老
妻要生“书卷气”。

惊
鸿
一
瞥

陆
华
芬

! ! ! !她和他同届不同校。
在那个“史无前例”、毫无
个人理想可言的年代，中
学一毕业，便被统配去了
海滨农场的一个新建连
队。他，根正苗红，去之前
已是学校的骨干领导，当
然顺理成章地出任
连队支部副书记。
前途光明无量。她，
曾经老师眼中的
“秀才女”、同学口
中的“大学生”，却
因挑不动满担而屡
遭排长的白眼，尊
严扫地，一下子成
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他们分属不同的排，
但干活的地，离得不远。她
瞥见他的担子总是压得沉
沉的，那股子身先士卒、吃
苦耐劳的劲儿令她佩服，
亦令她心疼。那年月，会特
多，大凡能在台上发言的，
几乎个个都唱高调：“阶级
斗争、铁杆扎根……”而

他，言辞低调、质朴无华，
显见是个但求事功、不事
张扬的实在人。她，虽说身
板羸弱，心性却也是极要
强的，每回到了插秧、拔秧
的当口，愣是铆足了劲，强
忍着直腰喘息的念头，一

垄接一垄地插啊拔
啊，像是不拔得头
筹不能见江东父老
似的。
他们的宿舍在

同一栋楼，他与一
男生合住楼梯口的
第一间。她是四人
合住，进出宿舍得

经过他的门。那时的少男
少女，一般呒啥隐私，喜和
伙伴们同进同出。尤其是
在下农场前就已知晓，知
青陆续有了“上调”的机
会。而谈恋爱是与“上调”
绝缘的事，谁会那么傻，顶
风作案？可即便是这样，即
便各自身边都有人，也不知
从何时起，于每一次的偶

然擦肩而过，他们的目光
还是会有意、无意、期然、
不期然地对接、交汇，大胆
而含蓄，视旁人如隐形。
呆满三年是回城的首

要条件。两年半后，下来了
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晚上
连里开大会将这事公布
了。此时他已晋级为正书
记，说：“想去上大学的，只
要写个申请，任谁都可以
争取。”回到宿舍，她立马
就写了。闺蜜们问
她：“要不要写？”她
反问：“想不想去？”
“谁会不想？做梦都
想。”她们异口同
声。“那就写呗。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她答。第二天，
她便把这事丢在了脑后，
和几个姐妹起早到镇上购
物去了。甫一回来，就有人
冲着她嚷：“你有好事咧。
这次的名额一定是给你的
咧。”并告诉她：“书记来找
过你几次，还留话了，让你
回来后，去一趟连部。”听
到此，她喜不自禁，而面上
则不露声色道：“哪能啊？
不会的。”她寻思：“我可没
干坏事，找我不是因了坏
事那就一定是因了好事。”
果然，当她一踏进他办公

室的门，刚想问什么事的
时候，他就已打开了抽屉，
拿出一张表格说：“回去把
它填好后交来。”她高兴得
不知说什么好，她只记得，
这是他第一次对她说话，
而目光却没有直视她。彼
时，房间里并无第三人。
她上大学去了。他在

她之后考上了大学。她一
直记着要报恩，抑或她心
里还有些许说不清、道不

明、隐隐约约、模模
糊糊的复杂情愫。
她打听到他的去
向，记下了。大学二
年级时，班里有个

长得不错且有才华的男生
钟情于她，她对那男生也
不无好感，只是她觉得在
这之前，她的心里似乎有
个他。她得先了解他的心
意，才能决定以后的事。凑
巧，学校里有内部电影。她
多要了一张票，她想用电
影票去试他的心意。除此
之外，别无他法。因为那个
年代的姑娘大多都很矜
持，她敢去送电影票，真不
知要鼓多大的勇气。在他
的教室门外，她的心扑通、
扑通，都不敢正眼瞧他。只
轻轻地问了句：“有张《复
活》的电影票，有时间看

吗？”“哦，很忙，没时间。”
他答。她没有再多说一句，
觉得一切已明朗了，此时
快些离去，才是最明智的。
她认定：他对她没有眼缘。
她顿悟，像他这种自

珍清誉的人，凡事三思而
行，是决然不会落人口舌
的。那么不接受她的电影
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站
在他的立场，她不但理解
了他，更对他平添了一份
敬意。她没有落寞惆怅，也
没为自己的鲁莽而懊恼，
因她的初衷是为此生不留
遗憾。她努力过了，可以放
下曾经的那些微妙了。也
唯有这样，她才能无牵无
挂地走向新的未来。

黄俊慧
彼此照张单人照

（三字儿歌二句）
昨日谜面：芳心相允

正直人（二字电讯用词）
谜底：充值（注：芳心

相允，扣“充”字；直人，扣
“值”）

汉堡街头行为艺术

高元兴

! ! ! !一座银灰的雕塑，
在流动色彩，斑斓黄昏
的街头矗立。
矗立夸张、幽默和

奇特，矗立艺术和行为。
单一的色彩涂抹，刀削斧凿似的联想，大块线条勾

勒人性自由和生命意识。
暖风和光的调和中，静默的石雕，沉思的银像———
忽垂忽直，或张或敛，欲呼欲飞。瞬息间，又凝固成

不动的人体造型，沉默风景。
是能操纵自己命运的木偶？是能控制心灵和大脑的

雕像？只有那倏忽一动的瞳仁，透露内心的俏皮与温存。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惊诧和欢笑声不时撒

在繁华且热闹的街头。还有几枚闪闪硬币，在阳光下
的金属罐头里眨着调皮的眼睛。
绝不会为生存而乞讨同情，也不是为生活而贱卖

自尊。那些小小的硬币，买不回人生的真谛和对艺术理
念的大胆向往。
一定有太多的坚忍和毅力，一定有艺术至上的探

索和献身精神。
或者就是———为红尘，为浮世，变幻奇异和欢快。
终于，你卸妆了。你的微微笑容和飘飘长发轻飏生

命世界的美丽与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