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年 $月 !%日

星期日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观浪星期天夜光杯·

笑着思亲
朱 欢

! ! ! !中秋节将临。我有些
怨忿。小说《飘》里有一句
话：“只有你身边有疼爱你
的人，哭才有点意思。”古
诗曰：“每逢佳节倍思亲”，
亲人不在身边，我有一种
连哭都很没意思的寂寞。
最近，老妈时常给我

来这样的短信：“妈妈今天
做了好多好吃的菜，可惜
你不在家。”“舅舅从国外
回来了，给你带了礼物，可
惜你看不到。”……我必须
承认，老妈是故意的，明知
道我不在家还给我发这样
的短信，诱惑我回家！

天边的月色朦胧，而
我隐约出现了一种幻境，
旁边的路灯似乎也像一轮
轮月亮，引得我越发想家。
一个小孩子跑过我的身
边，一边叫着“妈妈”一边
跑着。
其实，我真得是很想

家的，而且想着想着自己
就憋不住笑了起来。晚上
在操场散步，我旁边的几
个同学听到我一个人走路
大笑，回过头望着我。我有
些不好意思，加快脚步走
到了前面
孩子的身影让我想起

了家里的那个小家伙，我
的弟弟。他可真是一个让
人头疼的家伙！每天的三
顿饭端给他还要想法子来
“请”他吃饭。因为，一般他

是不会轻易吃饭的。他总
会这样说：“我就这样吃了
饭啦？”在他的眼中，吃饭
是要有条件的，要么给他
买玩具，要么给他
钱。不过，这个暑假
我发明了一个治我
弟的法子，那便是
向他撒娇———以其
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你都和我一样高了，

你当哥哥算了。当哥哥的
要有榜样作用。快去刷牙！
……”我向坐在电脑旁的
弟弟撒娇道。我不断地对
他唠叨，他终于受不了，忿
然起身，不耐烦地来了句：
“好了好了，你哥哥我
……”
后来，这就成了这位

小朋友的口头禅，“你哥哥
我……”而且，他果真没再

叫我姐了。嗨！
不过，这法子有一次

还是不灵了。
那天我让他写作业，

不停地在他耳边说：“你是
哥哥呀！哥哥要有榜样作
用……”

那天他大概是玩游
戏正起劲，终于爆发了，
他愤怒地瞪着我叫道：
“你叫我爸爸都没用！”

让我想笑的是，后来
我给他打电话时，弟弟的
第一句话便是：“妹妹

啊———”我愣住
了，看来小家伙已
经深信不疑自己
是哥哥这一事实
了。而且我话一

多，他就会毫不客气地跟
我说：“你再吵，信不信你
回来我打你！”

弟弟今年才十岁，比
我小十三岁！
想起自己一个二十三

岁的大女人向一个小孩子
撒娇的情景，就忍不住哈
哈大笑起来。
中秋节，又名“团圆

节”，本是一家团圆的节
日。我就这样情不自禁地
笑着“思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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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不见的 !约我们在某饭店见

面! 这是一家自助餐店"我们各自取来

喜欢的食物边吃边聊!

!装了一大盘荤菜"又取了一大盘

批萨"我惊呼#$侬胃口真好啊% 可以吃

介许多啊& '!笑着回答#(哪里都吃得

下"吃一半扔一半嘛% '我心直口快#(吃

多少拿多少啊"浪费干什么呢& 侬这两

盘放在中间" 大家吃好了" 不要浪费

啊% '!笑笑不答"埋头饕餮!

她只吃批萨上面的部分"下面的那

个面饼卷起来塞进一个杯子算做了(垃

圾'! 我诧异地看着她的行为"隐忍了一

会"直到她吃第三块的时候"我忍无可忍了#(喂喂喂%

侬怎么可以这样吃东西啊% 这样浪费啊% '!(四眼'发

光一脸无辜道#(批萨就是上面的好吃" 那个面饼有啥

吃头&侬做啥啦&大惊小怪)一本正经的"阿拉是付了钞

票的*侬看看"来吃自助餐的"有几个不浪费的& '我很

生气"也不管她是否能够接受"说道#$侬付了钞票是吃

东西"不是出钱就有了浪费的权利"食物是上苍赏赐"

谁都要爱惜珍惜% 浪费就是犯罪% 侬这

样我老看不惯的% '对她的言行"我心里

真是充满了愤怒和厌恶%

像 !这样认为出了钱就可以糟蹋

物力的人并不少* 在大浴场洗浴"尽可

看见让水白白流淌的浴客*你若提醒她们不要浪费水"

回答你的一定是#$关侬啥事体& 阿拉付过钞票了% '

呵呵% 我已见识过多次"被呛过多次了%

人类的进化史" 已经从一味向大自然索取转变为

尝试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的文明提高了*人类变

聪明了"是因为接受了一味向自然索取的惨痛教训*大

自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作为现代人"还不懂得珍惜资

源"不懂得好好保护大自然"是可耻的%

那一曲!入耳入心
王继红

! ! ! !车子不疾不徐地行驶在绿荫环抱的
朱家角生态大道上，小聚过后，几个女友
心里依旧荡漾着喜悦与悠闲。路旁的树
木在月光下清晰而朦胧，一丛一丛向后
退去，很多记忆泛起在脑海里。触发这情
感的，不是树影，不是月光，是一段乐曲，
是回荡在好友欢儿的车子有限空间里无
比丰盈的乐曲。我暗自惊喜，这样一种氛
围，又听到这一支久藏于心的乐曲。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有

那么一首曲子，从第一次听到，就入耳入
心莫名喜欢，但是，你却不知道其曲名，
不知道来历，不知道它甚至源自异域的
某一片土地。你蓦然回首，发现它为你的
某一种心情而存在。我欣喜而问：这是谁
的音乐，如此动听，我却始终不知其名？
答曰：《神秘园之歌》。送我下车，整套专
辑被女友取出慷慨地给我带回去细听。

于是，我知道，我喜欢的那一曲叫
《夜曲》。瞬间想起与此曲相关的种种故
事以及所引发的种种联想。
大约在十年前吧，很久了，正筹划制

作自己的个人主页也就是我网上的小
家。在某网友的个人
主页上，第一次听到
这段音乐，一下子就
震撼，一下子就喜欢
了。尤其是乐曲开
头，女声那犹如天籁的几句，犹如从旷远
的原野上飘渺而来，却直入我心。什么歌
词，听不懂，仿佛也不重要，只觉得是一
声倾诉，一声呼唤，一段衷肠，一段记忆。
后面的旋律是小提琴，婉转、低回，中间
部分有起伏，正如某种情感的发展过程。
从此不能忘怀，后来每每访问那个网站，
却常常与怀念这段乐曲有关。

五六年前，与同事策划了一场专业
活动———一次教师作文大赛的颁奖典
礼。音乐响起，获取一等奖的非雾款款上
台，发表感言。如今我已记不清她具体说
了什么，但当时的场景却不能忘，她对教

育、对语文以及那位
坐在台下的年迈的
师长，执着与感恩，
深沉而令人动容。事
后，我感慨她酣畅淋

漓的现场发挥，她说，并无准备，当那一
段音乐响起，所有的心绪如潮涌来。直到
今天，我才知道，那正是《神秘园之歌》
———我以它做了背景音乐。选曲人不知
其名，听曲人不知出处，却无一不被触动
而沉浸其中，若说神秘，真不为过。
就在这几天，傍晚散步在湖畔，夜风

中传来的竟然就是这首曲子。我驻足，我

细听。并且我也想与拉琴的长者交流。这
神秘的天籁源自挪威的一位帅哥作曲家
和爱尔兰的美丽女提琴家，在遥远神秘
的国度，那一次的天作之合，然后他们的
心声在异国的土地上飘荡。拉小提琴的
长者说：我是在电视上听到刘伟用脚弹
的这一曲。不问出处的演奏者和欣赏者，
或许，好音乐无需询问来处，由耳入心，
仅此而已。
某一个场景，某一种心情，是哪首

歌，哪支曲成为背景，渲染了你的喜悦或
浪漫；某个友人，某个时刻，是否与你分
享过什么歌，什么曲，丰富了你的时空或
思绪。

当歌或曲再次响起，
也许，某一种氛围，为你
重现，某一种情感，让你
重温。

! ! ! ! ! ! !徐凯
稳中求进

（上海地名）
昨日谜面：挨家挨户
（民俗用品）
谜底：门联（注：挨，别

解为“紧挨”。门，门户。）士林夜市下午逛
何鑫渠

! ! ! !参加赴台湾的旅游
团，行程上有士林夜市的
安排。导游说：“士林夜市
名气太响，最初的行程有
不去的，游客无不建议放
入，故现在旅游团体没有
不将其列入行程的。”
士林夜市是台北

最著名、也是最平民
化的夜市。夜市可分
两大部分，一是慈诚
宫对面的市场小吃；
一是以阳明戏院为中心，
包括安平街、大东路、文林
路围成的区域。除南北小
吃外，还有流行服饰、杂货
等商品。不过士林夜市最
著名的是小吃。

!"#$年 %月：原士林
市场改建成地上 !层、地
下 &层的建筑物，饮食类
小吃摊位在地下一层。因
晚上人群拥挤，考虑安全
和环境品质，夜市设置人
数控管电子计数器，将游
客数限制在 $'""人上下。
当人数超过时，采取只出
不进之管控。

不过，我们被安排的
时间很奇怪，是下午 '点
一刻到达市场的，不到正
常的晚餐时间，一个小时
的游程对大家的胃有点
尴尬。

进入市场，我看见市
场采用的是“上海菜场的
格局”，由几百个小吃摊
位组成美食街。我们先兜
了一圈，便记住了不少最
有特色又好记的品种。如

臭豆腐、水煎包、蚵仔煎、
“棺材板”、芒果冰、蚵仔面
线、拌鲨鱼皮、鱿鱼羹、猪
血汤、鹅肉羹、，还有油滋
滋的铁板烧、天妇罗、香喷
喷的油炸花枝球 (即小墨
斗鱼)等等。价格从 $*到

$**多台币不等，十分平
民化。
看得眼花缭乱，一时

不知找“谁”下口。见芒果
冰沙色彩鲜艳、又能解暑，
便点了一份。芒果是最适
合做冰沙的水果之一。它
的果肉绵软细滑，和糖水
混合的果泥即使冻成冰以
后，也能保持绵软的“冰
霜”感。台湾做芒果冰沙的
芒果使用牛奶芒果，牛奶
味香甜浓郁，口感非大陆
的同类产品可比。旅友张
先生说，除了芒果原料好
外，芒果等配料超过三分

之一，口感自然又浓又香。
我和妈吃毕芒果冰沙

走到一楼，那是卖水果、太
阳饼、凤梨酥、乌鱼子、澎
湖鱼干等地方特色食品的
市场。台湾商人十分热情，
但并不强求购物。在一个
摊位前，我嫌整个菠
萝太大，摊主好像看
出我心思，便给我及
母亲尝味，并提出可
切片卖，半个、四分之

一个均可。如此热情，让人
十分舒心。配上大陆少见
的红心火龙果、黑珍珠莲
雾以及价贵的皇帝蕉、芭
乐果、番荔枝一共 $**台
币成交。原来以为台湾特
产水果中只有莲雾还能一
吃，此行才知台湾的香蕉
就有 %*个品种，特别是被
称为凤梨的菠萝做成的凤
梨酥更是让人口馋。
在回程的路上，张先

生对我津津有味地说：
“‘棺材板’最好吃。”可惜
我没品尝这个美味，只能
将期待留给下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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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枣在我国的种植已有 &***多年历史，《诗·豳风·
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酸枣，《诗经》称“棘”。
《诗·魏风·园有桃》：“园有棘，其实之食。”《急就篇》第
三章：“棘，酸枣之树也。”枣和酸枣是亲戚，它们均为鼠
李科植物。枣为落叶灌木或小乔木，酸
枣为落叶灌木，稀为小乔木。
“枣”，古字作“棗”。枣树和酸枣的

枝条上都有粗直的托叶刺，故“棗”字和
“棘”字都由两个“朿”字组成。“朿”，为
“刺”之古字。《说文解字·朿部》：“朿，木
芒也。象形。读若刺。”徐锴《系传》：“从
木形，左右象刺生之形也。”王筠《句读》
谓：“枣高，故重之；棘卑且丛生，故并
之。”意即：枣树高大，故“棗”字由两个“朿”字重叠而
成；酸枣低矮且丛生，故“棘”字由两个“朿”字并立而
成。“棗”和“棘”都为会意字。
枣是著名的美味果品，古代列为五果之一。《素问·

藏气法时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王冰注：“谓桃、
李、杏、栗、枣也。”枣还是一种重要的中药，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名曰大枣，列为上品。功能补脾胃，益气血，
安心神，调营卫。用于脾胃虚弱、气血不足、食少便溏、
倦怠乏力、心悸失眠、妇人脏躁、营卫不和等。如同甘草
的调和百药之性，大枣也具有调和药性的作用。一般方
药中多佐以大枣少许，它因此被称为“百药之引”。
大枣有一位同宗兄弟叫黑枣，是枣的加工品：将鲜

枣置于棉子油、松烟水中煮熟后，再用烟
火熏烤而成。黑枣功能补脾胃，调和诸
药。用于脾虚食少、体倦乏力、失眠、紫癜
等。黑枣含有多量果胶和鞣酸，故一次食
用不宜过多；忌与柿子、海鲜同食。

酸枣，《尔雅·释木》作“樲”。“贰”，次一等之谓也。
《玉篇·贝部》：“贰，副也。”酸枣形小味酸，次于大枣，
故曰“贰”，从“木”而为“樲”。酸枣亦始载于《神农本草
经》，列为上品。入药用它的核仁，药材名为酸枣仁。酸
枣仁功能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
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等，堪为中药中宁心
安神类药物之首选。
广枣为本草药物中又一个以“枣”为名者。但广枣

为漆树科植物，与鼠李科的大枣和酸枣没有亲缘关系。
广枣的枝条上没有托叶刺，因其果实之形似枣且味酸，
故也被称作“酸枣”。鼠李科酸枣产于我国北方省区，

广枣则产于我国南方省
区，因称南酸枣、广酸枣，
简作广枣。广枣的核果椭
圆形或倒卵形，成熟时黄
色，形似楝子，故有山楝
之名。核坚硬，骨质，顶端
有 +个（偶有 '或 ,个）明
显的小孔，因有五眼果、
四眼果、五眼铃子诸称。
广枣是中药，也是蒙古族
的习用药材，功能活血行
气，养心安神。用于气滞
血瘀、胸痹作痛、心悸气
短、心神不安等。根据蒙
古族验方制备的七味广
枣丸、八味清心沉香散等
都是以广枣为主要成分
的蒙成药，用于冠心病心
绞痛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春天的路线
阮文生

! ! ! !枝干伸到墙外，连带了
更多的叶子。春天的路线，从
墙头或空中过来。
有点不拘小节，不分界

线。一团团一簇簇的枝叶，悬
着堆着，天地里的绿，堵住你的思绪。
叶子与叶子之间，有白茫茫的水声，绿的那头有一

条流淌的河。穿过小小的叶隙，茸茸的绿意便沾在了你
的听觉上。

沿河的水泥路上，卡车、摩托撒野般地跑，原野的
气息弥漫在周围，从晚风里四散开来……

求方便
余 静

! ! ! !去新加坡看儿子。很喜
欢儿子租房里的一个内置
阳台，不是在客厅（我一直
不喜欢客厅带阳台，客厅应
该是带大大的落地窗）。阳
台是从厨房的右侧门出去，方方正正的，周旋余地很
大。一边靠墙放洗衣机，上面是晾衣架。尤其好的是右
面墙上嵌入一块 +*!+*厘米的不锈钢活动门，拉开后
生活垃圾袋就可扔下去。

这样的设计，我觉得真是方便。不像上海的高层公
寓，投垃圾口总是在楼道
里，丢垃圾你得出门才行。
虽然仅是几步路的差距，但
不是又“人性化”一些了吗？
人类的文明，就是不

断地在“求方便”中发展
的，否则，我们还在男耕女
织的时代呢。而且，这样的
设计，就算素质再差的人，
也许也不会高空抛物了。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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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创始于 $%,&年 &月 $$日（清同治
二年正月廿二日）的“上海广方言馆”，
是近代培养翻译和承办洋务人员的新
式学校之一。就其培养目标及设立课
程、专业而言，已具有近代“高等教育”
的雏形。当年，“上海广方言馆”是由江
苏巡抚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例，奏设
于上海的。

开始时，仅设“英文”一馆，后加设
“法文馆”、“算学馆”。$%-$年增设“天文
馆”。校址初设于老城厢内旧学宫，即
“敬业书院”西偏屋宇（今梧桐路），由书院山长冯桂芬
总负责。$%.*年（同治八年）迁入高昌庙“江南机器制
造局”（后为江南造船厂，今已划归“世博园区”）内。之
后又设“翻译馆”、“东文馆”、“铁船馆”、“工艺学堂”等。
由制造局总办兼任广方言馆总办，归两江总督及江海
关道管辖。广方言馆招收 #'岁以下（后改 #+岁至 !*

岁）“师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定额 '*人，最多时
达 %*人。分上、下两班，先入下班，一年后择优升入上
班，专习一艺。学生学完后为“附生”，可以参加“科举
考试”，并充任各衙门及海关“翻译官”。

#%-%年，江南制造局炮队营裁并，改名江南制造
局附设“工艺学堂”。#-*+年（光绪 &#年/，总督周馥以
各省已设兼习外国文字的学堂，建议改为“广方言馆”，

并且并入陆军部“兵工学
堂 ”。至此 ，这所创办于
原南市地区的上海第一
所外国语学校“广方言
馆 ”在办了 '!年之后终
于结束。

郑辛遥

小孩心血来潮领宠物! 大人无

可奈何养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