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约夜走成时尚
孙霞琴

! ! ! !晚饭后看完电视新闻，便与邻居相
约，去小区绿地夜走。走一走，肚子松一
松，脚底热一热，浑身一轻松，回到家阅
报看书，心情舒畅，睡眠也特别香。
夜走，步子也很紧，不比早上节奏

差，只有快一点，才能“微微出汗”，达到
锻炼效果。但夜走
是饭后的走路，还
真有点休闲的味
道，天下大事，家长
里短，颇有意思。
夜走，总有一连串的“故事”风景线，

由于我们的步子较快，常会赶上前面一
拨又一拨的人群，偶尔听到他们
的闲聊，也突然会冒出一个个生
活新常态的“故事”，比如两个遛
狗女士，下午遛狗后各奔东西，晚
上又相约一起夜走，边走边聊养
狗经，从狗的养生、卫生讲起，聊到狗通
人性和遛狗文明，似乎天天有关于狗的
内容；两位书友相约夜走，说的是最近热
门书籍，近期思南公馆的文学讲座内容，
每天都有主题；有对母子夜走更有意思，

母亲说“儿子功课做得很辛苦，出来放松
一下提提神，这有助于回家做另外功课
更有劲。”儿子说“夜走真不错，夜风吹一
吹，头脑更清新。”……
夜走的人群在增加，有同事相约，边

走边说单位新鲜事；有夫妻结伴，边走边
谈家务琐事；有爷爷
牵孙子手，边走边说
童话故事；有新上海
人结伴走，手里的半
导体还唱着家乡的戏

曲民歌；有女儿手推轮椅车老人的夜走，
月光下的夜话，说的是真正的“不离不

弃”；也有闺密的相约，边走边说
“致青春”、“励志篇”……我的夜
走大概 !公里路，边走边说，不仅
增进邻里友情，还能获得不少社
区信息。
当告别石库门邻里方式后，新工房

的邻里方式也在不断创新。邻里相约为
主的夜走，不仅是健身的延伸，更是社交
的新方式。走呀走，乐呀乐。不要问我星
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夜走有多乐。

我亦拜石
孙香我

! ! ! ! 案上有一块小石
头，是多年前从敦煌戈
壁上捡回来的。此石平
常无奇，并非奇形怪状，
没有肖形图案，亦说不
上什么瘦皱透漏。当时不过是一时之兴，
随手塞进包里就带回来了。这么多年，我
一直置之案头，朝夕相对，未曾厌弃。
“米颠拜石”的故事一直惹人笑。米

芾在无为州做官，一日见一巨石很是奇
特，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赶忙穿戴
官衣官帽，跪倒拜石，呼之为兄。又一回

路上遇一怪石，马上就
命衙役将它搬到州府衙
内，又是跪拜于地，口
称：“我欲见石兄二十年
矣！”如此疯疯颠颠，大

家只好呼他“米颠”了。
我也要拜拜案头这一块小石头呢。

米芾拜的是奇石怪石，我要拜的却是此
石的平常无奇。米芾拜石，人皆笑其颠，
我拜此石，人要笑我迂。迂就迂吧：今日
之世，奇奇怪怪，有一块小石头平平常常
不奇不怪，不亦“此足以当吾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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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只小翠鸟儿落在木
槿细细的枝头，枝上两朵
紫色的花正得意地开着。
微风中，花枝颤动，鸟儿在
枝上转头瞭望，探头凝视
花蕊，用小而尖的喙低头
梳羽，复扬头鸣叫，这一切
均在颤颤悠悠的花枝上完
成，它随枝而动，从容自
若，无丝毫惊慌、匆忙之
态。我静静欣赏这只
小鸟儿，人的生活
中，如有鸟儿这样的
精气神一定是快活
的心境。

我常常以平视
的姿态观察一种植
物或动物，这在心理
上先存了静气。人与
动植物的生存理由
平等，皆处于生物链
之一节，只是人因有
理性而独立思想。

人愿意了解甚
至与某种动植物生
活在一起，不仅是对
异类的好奇，还有它
们所带来的帮助和安全
感。当人刻意隐藏自己时，
即使近在咫尺，彼此见到
的不过是虚伪。另外，历史
证明，人对人的攻击危害
程度远远大于动植物对人
的危险。
人与自然彼此都是复

杂的，相互的了解极肤浅。
既共处，和平最好，那么彼
此认知便必不可少。我相
信，在草叶和花朵的颜色
与形式之下，潜伏着人类
未知的思想。它们在开放
和凋谢的往复中更新自
己，以此提醒我们对它们

和自然的关注。在一朵花、
一片叶、一只飞鸟的成长、
姿态和繁衍中，仔细观察，
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常有
与其类似之处。
田野里，当我将自己

与一棵棣树或槐树，或者
一株苍耳、马齿苋站在一
起，我就成为它们中的一
棵或一株，伸展着枝叶吸

吮空气，根在泥土中
钻进。蜜蜂从我身边
飞过，扑向牵牛花的
胖脸。风摇曳几下我
的枝干，问候我的健
康。远方，几片云正
翻过山梁走向这里，
如一群无所事事的
游客，太阳的光影使
起伏的山峦分出了
浓浓淡淡的色块，阴
阳之属让同一座山
有了厚薄轻重似的。

我们驾驭不了
自然，但是我们可以
控制自己。从草木秉
性中认识人性，自人

性中理解草木情怀，我们
不断地认识自然，想深入
其中，其实自然也在不断
地了解和适应人类，比如
动植物的驯化、进化，环境
气候的改变、植被的增减
（被动除外）等等。一株草、
一棵树、一只飞鸟或者一
只走兽都是自然完美精致
的作品，真正了解它们中
的任何一个（种）并不比了
解一个人容易。

别轻视对自然的认
识，它是通往我们自己的
必经之地。很多时候，我们
的心只对自然和神开放。

吴伟忠
练字岂能靠蛮劲

（五字俗语）
昨日谜面：花脸反串

刘皇叔（四字环保词语）
谜底：净化装备（注：

净，花脸；备，刘备）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煎药质量如何监管
胡海明

! ! ! !妻子身体不适去一家中医院诊治!

付款结账时收银员问我! 草药是否需要

代煎" 我们都是上班族!平时早出晚归!

所以就请药房代煎# 小袋装的汤剂携带

储存确实方便! 要吃的时候只要将塑料

袋放在热水中烫片刻即可# 然而妻子服

用了一个月的疗

程! 疾病却未有明

显好转! 会诊时那

位满头银发的老中

医也很纳闷# 细心

的他叫我老婆拿一袋汤药给他看看# 不

看不要紧!一看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代

煎的中药汤汁呈淡绿色! 而标准

的汤剂颜色应呈红酱油的颜色!

而且汤汁黏稠# 现在代煎的药没

有将汤汁熬出来! 药性根本没有

充分发挥出来!怎么能有疗效呢"

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 我们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按照老中医指导的煎药步骤!果

然煎出来的汤药浓而黏稠! 妻子服了几

天后病情明显好转%%

医院为了让病家节省煎药时间提供

代煎服务! 本是件值得点赞的便民服务

措施! 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中药煎熬质

量标准!因此&八方神仙!各显神通'!煎

出来的汤药质量就会参差不齐#现在!但

凡一件产品都有一整套严谨科学的工艺

质量标准! 有些工艺标准甚至还与国际

接轨!因此产品质量的好与坏(优与劣都

有标准可参考可对

照# 但在日常生活

中还有一些东西是

没有统一规范的质

量标准的! 不免就

像无轨电车随心所欲!开到哪里算哪里!

凭的全是商家的主观意愿与职业操守!

并没有一个相对细化的产品质量

标准! 这就导致花了同样的钱却

并没有得到称心的商品#

虽然标准的制定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但并不代表不能做(不去

做#而眼下又到了熬膏方的高峰期!相信

对很多病人来说!代煎的质量到底如何!

到底能不能得到保证! 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 那么!怎么监督" 如何监督" 这里

面倒还真有点学问呢! 就看我们的职能

部门怎样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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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如 文并图

余庆余殃
! ! ! !!哈哈哈哈!你

也真够坏的) 只几句

话! 就把他气得脸色

像块臭猪肝! 夹着尾

巴逃跑了#

"哪里!其实我真是为他好#

!还好呢! 你的表情( 腔调我历历在目呢$&行家

呀)你真是精通*周易+的大专家呀)我可是门外汉#*周

易+我只晓得两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

家!必有余殃.#'哈哈哈哈!你这是诅咒他呢!是戳他的

脊梁骨(扇他的耳光呢#

"扇耳光"假如能扇醒他!就像*儒林外史+里扇醒

中邪的胡屠户那样!也算是阿弥陀佛了#然而我还真不

是想赏他巴掌#不是有人说善是精神世界的太阳吗"我

只是提醒他不要错过暖心的阳光# 不是有人说善是人

类的宝中之宝吗" 我只是提醒他不要为捡恶之屎而丢

了善之宝#你看他!一钱障目!什么不善的手段都敢用#

&寻求善需要费尽千辛万苦!而恶不用找就自己来了#'

/德谟克利特0表面上他享受着荣华富贵!实则恶之毒

蛇已缠上他!他的灵魂在地狱里备受煎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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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喜欢看书，难免就被偏见所累。我一
直觉得“书非借不能读”是走极端，所以
从学生时代就热衷淘书买碟，几乎不问
外人借，也几乎不外借。家里的收藏于是
和沪上的房价抱团涨，待到成家，书房渐
满，开始迷茫，有了黄生之叹，买书好似
买面积，一平方几万几。我就是从那时开
始回归图书馆的。但是，陈年恶习难除，
偶尔还在电商下单，选自认为值得一看
再看的书，其余的，就交给图书馆吧。
图书馆培养偏见，也消除偏见。那

天，我只是出于好奇翻了《木心回忆录》，
觉得他谈法国新小说，不偏不倚，幽默犀
利，就借了一本。回程地铁还在读，满眼惊世警句，差点
看瘫了。今天我可以说我不买这套书是正确的，老先生
拒绝在生前出版这套文学讲稿自有道理。这简直就是
《傲慢与偏见》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合订本，我
读到他说契诃夫的短篇写得太通俗，不如莫泊桑，就把
书合上了。可是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感谢图书馆，不然
我看不到书中另一些精彩的论述。
书借得勤了，会想起名家笔下的图书馆，产生某些

不健康的联想。孙甘露的长篇《呼吸》，男一号罗克在图
书馆看贡布里希，倦了，于是勾搭上了项安，后者是馆
里的女工；威廉·特雷弗的短篇《格来利斯的遗产》更
绝，寡妇去世，给她常去的图书馆的管理员留下一大笔
遗产，面对巨款，格来利斯先生慌了，仿佛流言已经四
起，仿佛他真做错了什么，愧对已故的妻子。这都属于
心理现实主义，现实不重要，拷问的是心理：去图书馆
真的是为了书吗？
当下的上海，图书馆已经有了一

些水蒸气。夏冬两季，会看到寂寞的
老者对弈象棋；工作日的下午，会看
到青年男子对着液晶屏研究曲线图；
还有人（少女为主）在开馆的任意时段追连续剧，刷微
信聊天。这些风景无不让我想起以前的混堂，想起现在
的大浴场，洗澡通常只是一个借口，你把自己洗干净，
是为了其他目的。
于是，我开始怀疑，怀疑自己，去各个区的图书馆，

是为了提高写作技巧，还是收集写作素材？
上周遇到几个出版社的朋友，抱怨当下文学著作、

学术书籍的出版现状，印量奇小，主要走图书馆，又或
者被实体书店寄养一阵，然后打回原籍，或酷刑化浆，
或特价清仓。朋友说得真切，做书越来越缺乏成就感，
也容不得什么情怀，而读者并不领情，互不待见。点开
豆瓣，经常看到有人晒书单，都是把心仪的新书存在购
物车，等到电商做活动，然后以极低的折扣一举歼灭。
我何尝不是如此。所以虽然我不问出版社的老友讨样
书，却并不能得到他们的尊重。
亏得还有图书馆。

花山半日
叶 梓

! ! ! !抵达花山，已近中午。
秋阳照在花山隐居门

口的一棵野橡树上，经由
一枚枚绿叶投下的斑驳影
子，让这家小小客栈的隐
逸之气更浓了。这次来花
山，多多少少是奔着这里
来的。朋友葛芳来过，也看
过上海文人潘向黎的文
字，知道此地乃怡心清
修之地。果不其然！精巧
的园林式建筑于花山深
处占尽山水之气，古朴
的书室与雅致的庭院互相
辉映，宜望山，宜静阅，宜
三五朋友低声闲谈。

院子里的两棵芭蕉，
真高。
先在书室喝茶。同行

的朋友正在苏州古玩市场
二楼学习茶艺，来时她备
好了茶具、正山小种。她泡
得有板有眼，我们喝得神
清气爽。毕，穿过回廊，去
食堂用素餐。餐毕，复返书
室，略饮几盏，遂往花山。
最先见到的是赫赫有

名的花山摩崖石刻群。
花山的摩崖石刻数量

之多颇为罕见，逾两百多
处。石刻既保留了名人手
迹，亦把花山的山势妙趣
横生地呈现出来，如“出
尘关”，如“宿坠”，如“凌云
栈”。记忆最深的是“花山
鸟道”，这是明末文学家、
书论家赵宧光的书刻上

品。可惜字迹稍有风化，也
许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吧。
时间，是想把给我们

的重新带回去么？
就像古老的翠岩寺，

在 "#$$ 年那个特
别的年份，一夜之
间于一场大火里
只剩下十根石柱。
如今，这些孤独的
石柱作为遗迹的一部分佐
证着一段伤心往事。相传
始建于东晋的翠岩寺，最
早叫花山寺，是佛教禅宗
临济正宗的道场，寺内的
铜钟、铁佛、石门槛乃其

“三绝”。这就惹得康熙皇
帝南巡时亲自登临，兴之
所致，赐“翠岩寺”匾额。从
此，花山寺易名为翠岩寺。

据《吴郡图经续记》
载，花山“望之如屏，或登
其巅，见有状如莲华，今最
高顶莲花峰是也。”我们沿
路而上，至莲花峰。站在
峰顶，俯看山下，远处高
楼耸立，不知当年的隐
居者举目四望看到的是
什么呢。尽管早就有“吴

西界有花山可以度难”的
记载，但东晋高僧支遁来
到，才算是首开花山名僧
高士隐居之先河。从此，不
少名人雅士都在这里留下

超然物外的身影。
所以说，花山的质
地，是隐逸的，一
如花山隐居之名。

隐隐暮色中，
下山。途中，偶遇几个挑
夫，个个光着臂膀。他们是
从山下往翠岩寺的门口挑
沙子。寺院门口要建一池
塘，他们一担一担地挑，汗
流浃背的样子让人想起少
年时代的乡村生活。我试
挑了几步，一百五十斤的
担子还是可以走几步的。
我的肩头，离开扁担，倏忽
间已经好多年了。
半日的时间就这样消

磨于花山山水间，归程中
突然想起石刻群里的一
枚，上书“且坐坐”三字。是
的，偶尔得闲，应该来花山
小坐片刻，无论林间小道，
还是花山隐居，皆可望峰
息心，以抵归隐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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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打手机，没想到，头发被手机的细缝给夹住了，弄
了半天，以一根头发的代价，才将手机连同头发丝一起
拽下来；

夏天，床上铺凉席，凉席编得精细而缜密，但半夜
翻身，时因汗毛或头发，被凉席的细缝夹住，一阵生疼
而从美梦中惊醒；

坐公交车打盹，头耷拉在椅背上，左右晃荡，忽觉一
阵悸痛，猛然回首，只见一根细发，飘飘然悬挂在椅背上，

又是被几乎看不见的缝隙，给夹住了；
两个如兄弟般的朋友，分道扬镳了，

起因仅仅是因为大大咧咧的他，一次在
不恰当的场合，说了另一个他一句不是，
两人自此生隙，终至义绝。

如胶似漆的他和她，吹了，原因是，
挤牙膏时，她喜欢从尾部往上挤，而他总
是从中间挤，她试图纠正他，无果，一而
再，再而三，她和他都终于忍无可忍，最
终劳燕分飞。

因为看不惯婆婆在给孩子喂食时，
总是先用嘴巴吹气，再用舌尖试温，一气
之下，她干脆把孩子送回了娘家，一直辛

辛苦苦帮他们带孩子的婆婆，也一气之下，索性回到了
乡下自己的家。婆媳关系由此生出间隙，她不肯去乡下
的婆婆家过年，婆婆也不愿意再回到城里儿子的家。

生活中，很多缝隙，正因为太细微，常常被我们忽
视，可是，别忘了，越是细小的缝隙，越容易夹人，轻则
扯断发丝，重则伤感情，毁家庭。可见，再小的缝隙，也
不可小觑，杜隙防微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