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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萝卜，又被称为莱菔。在《本草纲
目》中称其为“蔬中最有利者”。佛家
食素，萝卜是很重要的一个食材。印光
法师劝人食蔬菜养生，劝人少欲，忌多
食油腻，应当常吃萝卜，认为其散气化
腻，功同人参。太虚法师也认为萝卜、
青菜、豆腐是人生三宝。
我国市场上常见的萝卜主要有白萝

卜、青萝卜、红萝卜。一般入菜
用白萝卜，可生吃或烧汤。青萝
卜含维生素较多，一般生吃，有
“水果萝卜”之称。红萝卜主要
用来腌制做泡菜。我们这里主要
谈的是白萝卜。
萝卜一身都有作用，萝卜的

叶子，可煮水服用有清凉除热的
作用；萝卜子，称为莱菔子，是
一味中药材，小儿腹胀食积、咳
嗽痰液难以咳出时，可用莱菔子
磨末调蜂蜜，或将莱菔子和蜂蜜
同煮服用以通便化痰。

萝卜之所以有辛辣的味道，
主要因为它含有芥子油，有刺激
的作用。以前治疗一些危重病，
患者牙关紧闭，神志不清，有将
萝卜捣汁一碗，加蜜一碗，水一
碗同煎，灌入患者口中以开窍。
萝卜有“生吃去瘴，熟食除

秽”的说法。一般生吃萝卜对于
胃肠道刺激较大，但如果需要其
清热、化痰作用时候，则用生吃的方法
较好，如天气偏干、咽喉疼痛流行时，
生吃嚼服萝卜可起到润燥，清热的作
用。熟的萝卜清热的作用差一点，但也
有一定的功效，且服用安全。
萝卜作为食疗的功效主要可以用于

四个方面：咽喉疼痛、痰多壅阻、饮食
积滞、气机壅塞情况。咽喉疼痛，前面
说了可以服用生的萝卜以清热。萝卜有
化痰的作用，如果痰液在肺内不能吐
出，可采用萝卜汁服用帮助痰液化出，
有促进呼吸道分泌物排出的作用。萝卜
汁的具体做法是，将萝卜汁打碎，用纱
布过滤去萝卜碎末，在汁水中可加入少

许蜂蜜调味，因为单纯的萝卜汁味道比
较刺激，每次服用 !"#$，严重的情况
可以每天服用 %次，一般 &次或 '次，
部分人痰液积聚多，可饮用后即时排出
痰液。萝卜消食的作用为大家所熟知，
饮食过量，或服用补药过多，觉得胸
闷，腹胀，饮食停滞，即不能呕吐、又
不能泻，全身不舒服，可用萝卜汁一

杯，慢慢饮下。以前旧法说萝卜
会解除滋养补益药物的积滞。现
代人往往体内积滞较多，偶尔进
食萝卜，也能养生轻体，起到作
用。
萝卜生吃的方法有一种江浙

地区常用的凉拌萝卜海蜇，海蜇
有清热、化痰、消积、通便的作
用，两者相互配合可增强效力，
也是一道可口的凉菜。
哪些人不适合进食萝卜？萝

卜是一种凉性蔬菜，偏寒体质的
人群，不适合多进食萝卜。有胃
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脾胃功能
较差的人，不适合进食萝卜。有
肾气亏虚，如子宫脱垂等情况的
人群不适合进食，会进一步耗伤
正气。萝卜也不适合同水果同
吃，水果往往偏寒凉，一同服
用可能加重脾胃负担。萝卜尤
其不能同橘子同吃。有研究表
明：萝卜进入人体后，会迅速产

生一种叫硫酸盐的物质，并很快代谢产
生一种抗甲状腺的物质硫氰酸。若这时
进食橘子，橘子中的类黄酮物质会在肠
道被分解，而转化成羟苯甲酸和阿魏酸，
会加强硫氰酸对甲状腺的抑制作用，从
而诱发或导致甲状腺肿。
萝卜一般不同人参同吃，因为两者

药性相反，降低人参在人体中的补益作
用。但当补益药物进食过多时，可服用
萝卜来缓和其药性。服用膏方时，由于
其中有大量的补益药物，医生往往告诫
你不要进食萝卜，尤其是生的萝卜。
（作者为上海市中医医院肿瘤科副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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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下留情!"孔乙己#

张高炜

! ! ! !日前! 去社区图书馆查资

料! 工作人员说! 昨天出的报纸

可能还有! 你要查两三个礼拜前

的! 肯定没了" 我有点不信! 把

专门收藏该报的橱柜翻了个底朝

天! 果不其然! 一份不剩"

社区图书馆一些受读者欢迎

的杂志报纸要么被 #釜底抽薪$

缺页! 要么 #开天窗$ 被挖走!

甚至干脆彻底整本整张地被 #一

锅端$! 据说已是家常便饭% 作

为难言之隐痛的烦心事! 一直未

有合理有效的应对之方! 困扰着

图书馆的正常运转和服务功能的

发挥! 影响着广大读者的权益"

我不解地问管理员 &为啥不

管管$! 他们好似也有满腹的苦

衷'我们人手少啊!再说也不可能

两只眼睛一天到晚地盯着读者

看%这确实有点难!面对众多读者

多样化的服务要求! 管理员没有

人手也没时间去做 &文明阅读监

管$的事!再说也不能把读者预想

为有损毁偷窃企图者来防范呀%

曾有因 &一年偷书两千余

本$ 的现代 &孔乙己$!被判刑三

年! 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万元的案例% 但像这种 &专业

户$ 读者毕竟很少! 更多时候是

&偶尔顺手牵羊一两只$ !这大大

增加了发现的难度% 退一步说!

即便发现有读者蓄意损毁图书(

企图违规带走图书的情况! 图书

馆也往往会因 &事小$ 不好定

性! 难以对应规章去处理% 相

反! 那些 &老吃老做$ 的 &淡定

哥$!反而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倒打

一耙! 弄得管理人

员不得不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以免

引火烧身! 招来投

诉!敲掉奖金%

借助法律手段惩窃算是破冰

之举! 但对于大多数图书馆存在

的 &小打小闹$ 的窃书情况! 法

律法规似乎难以发挥作用% 有效

制止这种不光彩行为! 看来只能

靠个人自律% 图书是否失窃! 本

质上取决于读者的自我约束! 取

决于文化的强大力量! 能否抑制

得住个体的越界冲动% 从这个意

义上讲! 图书本身就是管理员%

嫁!一个曾经无奈的字
李晓愚

! ! ! !对于很多女孩子而
言，“嫁人”的“嫁”是一
个浪漫而幸福的字，它意
味着从此可以和相爱的人
厮守终生。
“嫁”字在古代还有

另一种说法，叫“归”，
“回归”的“归”。《诗经》
里有首特别美的诗，描绘
了女孩子出嫁时的情景：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春天，桃花照眼明，
正是女子出嫁的时节。
“之子于归”，“之子”就是
这个女孩子，“于归”就是
嫁人。“归”这个字颇有深
意。何谓“归”？回家才
是归。古人认为丈夫家才
是女人最终的归宿，只有
嫁了人，才是真正回了
家。出嫁后的女子回门，
娘家人特别热情，好吃好
喝地招待着，为什么？那
是把她当成客人看呢！

我们不妨来看看
“婚”“姻”二字。这两个
字原本都没有“女”字
旁。“昏因”的“昏”就
是“黄昏”的“昏”。古
时候人们在黄昏时迎娶
新娘，这源于古老的抢
婚风俗———要趁着月黑
风高把女人抢走。而
“昏因”的“因”，则有
依赖凭借的意思。“妇人
因夫而成”，“因”的本义
就是女子嫁入可以依赖
凭借的婆家。在封建社
会，女人没有独立地位，
嫁人就被看成寻找一生
依靠的重要机会，必须

好好把握。
对“嫁人”的“嫁”

字，学者历来有不同解
读。“嫁”，左边女，右边
家。有人说，“自家而出谓
之嫁”，就是女孩子离开
自个儿的家，就是嫁。支
持这一说法的人估计都是
嫁女儿的。还有人说“妇
人外成，以出适人为家”，
就是说女子只有找到老公
嫁到他家去，那才算是有
了个家，支持这种说法人
大概都是娶媳妇的。
还有一种说法，女性

朋友们听了恐怕要义愤填
膺拍案而起了。“嫁”这个
字古音并不读 ()*，而是
跟“沽酒”的“沽”、“购买”
的“购”，还有“贾人”的
“贾”读音十分接近（“贾”
字在表示买卖的意思时，
不读 ()*，而读 +,）。如今
宁波方言中，“嫁人”就读

+, 人，还保留着古音。
三点水的“沽”有买卖之
意，比如“沽名钓誉”
“待价而沽”；而“购”和
“贾”都是贝字旁，贝代
表财货。嫁人的“嫁”字
不仅在古音上与这些字相
似，意思也相近，有买卖
的含义。
买卖婚是上古时期的

一种婚姻方式，也就是将
女人看成货物，娶妻纳妾
必须花钱，如果遇到特殊

情况需要解燃眉之急，那
么也可以将妻妾转卖他
人，再把钱财换回来。到
了后来，社会逐渐进步
了，明媒正娶的大老婆一
般不卖，但卖小妾的依然
比比皆是。三国时候，曹
操的儿子曹彰是个英勇的
武将，他看中了一匹骏
马，想买，可主人舍不
得。曹彰便开出条件：“余
有美妾可换，唯君所选。”
我的漂亮小妾你随便挑。
马的主人用手指了一个，
曹彰就豪爽地用这个美眉
换了马。
在现代人看来，如此

行为自然不人道。但古人
却认为这才是风流倜傥的
名士之举。很多文人骚客
像李白、白居易、刘禹
锡、苏轼、陆游纷纷写诗
对“爱妾换马”的行为咏
叹不已，对这份潇洒心生
无限向往。
今天的女孩子轻轻哼

唱着“明天我要嫁给你
啦”，她们或许并不知道
这“嫁”字背后曾有的辛
酸和无奈。如今的婚姻建
立在自由的选择上，就更
应珍惜呵护，从此岁月静
好，与君到老。

卖菜的老头 魏福春

! ! ! !老头卖菜极为潇洒：
“%块 -，好了，不找你这
一毛钱了！”“!块 %，给 !

块行了。”有一下没反应过
来的顾客：“为啥不找零？
这也要计较？&毛钱，又
不是一百块！”老头脸上便
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老头七十左

右的年纪，不到
&./ 米的个，花
白的头发，满脸
皱纹，眼睛始终
没睡醒般睁不开。他精神
倒很好，两只手抓菜、收
钱，还要过秤。老头做生
意有个性，菜不让挑，菜
价还比旁边几个摊位高一
点，奇怪的是，他的菜卖
得极快，总是第一个收摊
回家。这时他还会
哑着嗓子一声吼：
喝酒去喽！
老头不是本地

人，姓什么叫什么
不清楚，大家都叫他老
头，自打菜市场建起就在
这里了，逢年过节从没离
开过摊位，中午吃饭时，
一只手拿着裹着大葱的馒
头，一只手称菜收钱。馒
头是小河南替他买的，大
葱是自家卖的。

小河南也已是 !" 出
头的年纪，和老头一样是
这市场里的“元老”之
一。他家是夫妻档，一个
卖菜、一个收钱，生意做
得轻松自在。夫妻俩对老

头总是相当敬重，还常帮
老头做些事，老头走开
时，顾客来买老头的菜，
他们帮着称重，收钱。
老头有时不领情，还

像找茬似地找小河南夫妇
麻烦。一次一位看上去很
有点修养的中年男子来买

菜，到了老头这里抓起把
菜左看右看，老头发话
了：有什么好看的，要挑
挑拣拣到那里。老头指着
小河南的摊位。你怎么说
话呢？我这菜哪里不好
了？小河南跳了起来。老

头嘿嘿笑着，比我
的好？让他买你
的！但这并没影响
小河南夫妻对老头
的尊重。
老头好像一个人生

活，经常来他这里买菜的
张阿姨问过他，怎么不让
老婆来搭搭手，老头头一
昂：要她帮什么，她在家
弄孩子！这个家应该是老
家。张阿姨是菜市场的熟
客，她只在老头这买蔬
菜。张阿姨说，老头爽
快。其实很多顾客都爱往
老头摊位上来，老头脾气
直、爱较真，他的菜却多
年如一日，新鲜干净、货真
价实。

谁也没料到的是，老
头生意做得好好的，春节
前突然就消失了。那天张
阿姨来到老头的摊位前一
愣，摊位依旧，一个个装
菜的筐和那放钱的小竹篮
等都在，就是空空荡荡无
一根菜。问小河南，小河南

夫妻也是茫然。
老头病了？

大年初六，市场
里还稍稍有些清
淡。张阿姨是隔

三差五要来买菜的，这天
她蓦然发现，小河南夫妇
身旁站着个老头，老头头
皮刮得如一盏亮着的灯，
身上是崭新的藏青色羽绒
服，仔细一看，是那卖菜
的老头。原来老头是来告
别的。她女儿大学毕业工
作几年了，儿子又考上了
研究生，儿子女儿说什么
也不让他卖菜了。这不，
女儿节前专程来到这里，
带着老爸北京转了圈，今
天晚上要乘飞机回家了。

张阿姨忽然眼窝一
热———不知道是因为再见
不到这老头了，还是为老
头终于安享晚年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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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卷卷
正 凯

! ! ! !儿时的记忆，总难以
忘怀。母亲做的卷卷，便
是其中之一。

卷卷，淮阴当地的一
道土菜。说不明白为什么
叫卷卷，土生土长的淮阴
人都这么叫。可能与其做
法与形状有关。将山芋粉

调成稀糊，摊成煎饼样形状，但
比煎饼要厚很多，放上一层由白
菜，豆腐和肉糜等做成的馅，像
卷凉席样卷起来，待其凉冷后切
成块，再油煎后就是一道晶莹剔
透，热气腾腾中透着独特浓香的
美味。 在淮阴农村，几乎每家春
节时都会做卷卷。这与淮阴盛产
山芋有关。淮阴地处平原，以沙
土为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山
芋是每个生产队主要秋季农作物。

做卷卷的主要原料是山芋粉。
记得小时候，到了山芋收获季节，
母亲就特别忙。挑出大的和长相
光鲜的山芋，和父亲起早贪黑，
将山芋切片，忙着晾晒山芋干，
这是一家人整个冬天和来年春天
青黄不接时的主食之一。剩下一
些小的山芋，母亲就张罗着加工
山芋粉。那时，做山芋粉是件辛
苦事。先将几十斤山芋剁成黄豆
粒大小的粒块，然后上拐磨磨成
浆。拐磨，是一种石磨，须两人
前后一起操作，前者，站在石磨
旁，左手扶住磨把，把住方向并
用力，右手一勺一勺地把山芋粒
块舀进磨眼；后者，则站在磨床

后面，双手抓住磨杖把，用力前
推后拉，这样石磨就旋转起来，
进入磨眼的粒块随着磨盘的转动
而变成浆水。几十斤山芋磨下来，
随着母亲父亲额头上的汗珠是装
满几大桶的山芋糊浆水。接下来，
要用细纱布滤去渣。过滤后的浆
水像豆浆，像牛奶，倒入大木桶
或水缸中，经数小时沉淀后，水

与粉自行分离，淘出上面的水，
下面就是厚厚一层的山芋粉。经
过几天晾晒，晒干了的山芋粉可
以长期保存。一部分用来加工成
粉丝，剩下来的就留着做卷卷的。

母亲做的卷卷吃着非常有味
儿。其实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并没有特别好的东西。母亲做的
卷卷皮厚均匀，咬在嘴里感觉有
弹性、有筋道。卷在皮里的馅是
母亲自己做的豆腐，加上一些大
白菜、豆芽等，没有肉，就用猪
油渣替代。做好的卷卷切成块，
上锅一煎，一大盘冒着热气的卷
卷端上桌，在数九寒天的冬季，
几块卷卷一吃，感觉身体发热。

去年，老家来人给我带来些
山芋粉。冬至日前，上海气温降
低，我突然有自己动手做卷卷的
冲动。先将肉糜、豆腐和大白菜
做成馅，再和水拌粉用不粘锅摊

卷卷皮，手忙脚乱两个多小时，
做出来的卷卷吃在嘴里总觉得缺
少点什么，总没有母亲做的卷卷
那么浓香味重。

我在父母身边生活了十八年，
之后入伍参军便聚少离多。&-/%

年 &'月 '& 日早晨，我整理好行
装，准备去县城新兵集中点报到，
我站在堂屋对在房间里偷偷流泪
的母亲说：“妈，我走了”，母亲
“哎”地应了一声，就是没走出房
间，我知道此刻母亲的心里一定
是百感交集。五年后的春节，我
从部队第一次回家探亲，母亲把
内心的喜悦和对我的疼爱凝聚在
为我做可口的饭菜上，其中就有
我喜爱的卷卷，感觉味道比以前
更醇厚可口。从此以后，只要我
回去探家，饭桌上总有卷卷，母
亲把卷卷当成我最喜欢的。

我终于明白，我与母亲做的
卷卷的口味差别是有的，但最根
本的是母亲的卷卷中有母对子的
亲情，有子对母的眷恋。虽然我
做卷卷的原料比母亲那时的东西
要好很多，但是因为母亲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感觉缺失了母亲的
浓郁的舐犊之情，缺失了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热烈氛围，所以我做
出来的卷卷吃起来才觉得
淡而无味。

母爱如水。在许多不
经意间的日常生话的琐事
中，却蕴藏着伟大的母爱，
让你刻骨铭心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