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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剪指甲吗" #问题似乎提得很

幼稚$ 指甲长了%不雅观&不卫生%又碍

生活%就要剪指甲%人人都知道%人人都

会剪$

鄙人习惯随身携带指甲刀%指甲一

长就剪$ 走到哪儿剪到哪儿%习以为常$

但是%最近三年%我不这样剪指甲

了$ 原因是三年前我游了一次欧洲%从

此以后%我剪指甲的习惯变了%我懂得

应该!怎样剪指甲'了$

那是出访瑞士%我在琉森湖边坐上

了旅游大巴$ 大巴上每张座位前%都有

一只纸质垃圾袋%司机倒没有提醒乘客

!生活垃圾入袋'%却要求大家()别在车

上剪指甲$'我有点纳闷(!这是为什么呀"小小指甲屑%

这算什么呀"'低下头%我看看大巴车底%

都铺有猩红地毯%干净得可以用!一尘不

染'来形容它$我茅塞顿开*是的%倘若在

车上剪指甲%指甲屑掉在地毯上%那是绝

对难以清除的$

这次欧洲游% 告诉了我这个生活常识()不可随处

剪指甲* '

那天我坐地铁一号线$在铁路上海站%上来了一对

年轻夫妇%坐在我的对面$ 男士剪开了指甲%只见女友

伸出手掌%小心翼翼地接住了他剪下的所有指甲屑%剪

完以后%她把指甲屑紧握在手心++

车到徐家汇%年轻夫妇下车%我目睹其女友把手掌

里的指甲屑丢进了站台的垃圾袋$

那么%你会剪指甲吗"

我!姨父与新民晚报之缘
朱良镅

! ! ! !我是个地道的新民晚报迷。从小，
傍晚时就在弄堂里听大人们念叨：新民
晚报，夜饭吃饱……可惜在“文革”期间，
晚报被封门了。!"#$年，《新民晚报》终
于复刊了，这可是我精神生活的一大喜
讯！从那年至今 %&

年，每年自费订阅
《新民晚报》成为我
家雷打不动的家规。

每天看晚报是
我辛苦一天下来一道必不可少的精神大
餐。虽然家里人都爱看晚报，但他们会
自觉与我错开时间，提早看完。因为，只
要我一上床，床头灯一开，那晚报必定就
属于我。

晚报述说上海老百姓的家长里短、
甜酸苦辣，都是那么亲切。而有
时出差在外，晚报就成了我的惦
记，只要一回来，我就把拉下的
晚报统统浏览一遍。特别是晚报
“夜光杯”里的小散文，有人生故
事，有生命感悟，有生活知识，是我最喜
欢看的。很多“经典文章”来不及消化，
我或剪报、或复印，留起来有空时或外出
旅游时再细细咀嚼，还常与好友分享。
上世纪 "&年代初，我的姨父周治华

（美籍华人）从美国洛杉矶回国探亲访
友。姨父多次到上海与我母亲畅叙亲情，
聊起几十年前家乡的事，有说不完的话。
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于是与姨父的交往
和信件来往由我承担。我与姨父相差 %$

岁，又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信中说

什么呢？于是，新民晚报成了我的主要
话题。我还经常把晚报的精彩内容剪报
夹在信中寄给他，有时干脆找出一摞，当
印刷品寄过去。当时姨父对大陆还不太
了解，但通过新民晚报这个窗口，他逐渐

对中国、对上海越
来越有亲切感，对
新民晚报也情有独
钟了。

'""( 年 )! 月
"日，新民晚报美国版在美国洛杉矶创
刊，老人家马上来信，高兴地告诉我：新
民晚报在美国也有了，而且他已经订阅
了。我真为他高兴！也为自己在海外为新
民晚报发展了一位忠诚的读者而自豪。

让我高兴的是，姨父对祖国的感情
越来越深，不但基本上每隔一两
年要回来一次，而且在 *"岁高龄
之时，还通过报纸媒介在昆明找
了一位新夫人（我姨妈早已于上
世纪 (+年代因病去世），成就了

一段好姻缘。今年 !!月，年届 ",高龄的
姨父再度来上海探亲，我在他住的宾馆
房间里竟然发现了新民晚报美国版！新
姨妈告诉我，订了 )(年了，天天看，来不
及看就随身带出来看哦！

我太感动了！我感到，新民晚报评
选金牌读者，我和我的姨父应该都可以
算上了吧！

我明年初要去美国探亲旅游，我一
定会把姨父家中收藏的美国版新民晚报
拍了照片发给大家看看！

助老餐纪事
华 翔

! ! ! !三年前的夏天，我们社区的
居委会贴出一张告示：“接街道通
知，本小区 (&岁以上老人，可按
自己需要来居委会订购助老餐，
每客 (元，可在居委会用餐，也可
拿回家用餐。”
我们夫妻虽然退休了，但各

有各的爱好，对“买汏烧”觉得是
负担，看了通知很高兴，立即办理
了订餐。
这以后，我每天就到居委会

去拿助老餐。居委会让出会议室
给老人用餐，为老人订饭、拿饭、
送饭，忙得不亦乐乎。寒冬腊月，
室外北风凛冽，老人走进开着空
调暖呼呼的用餐室，赵主任、刘阿
姨、胡阿姨笑盈盈端上盒饭、送上
菜汤，真是热饭热菜热心肠，顿时
一股暖流就流遍了全身。
助老餐每天供应一荤、二素、

一汤。菜谱每日变化，比如：红烧
大排、烧萝卜、家常豆腐；油煎带
鱼、炒青菜、烧粉丝；面筋塞肉、炒

莴苣笋、烧南瓜……每天有一只
汤，有豆腐汤、青菜汤、紫菜汤、蛋
花汤等。夏令时节，还调换口味，
有时烧咸肉菜饭，有时做冷拌面，
都很可口，很受老人欢迎。每当看
到送餐车送来的是菜饭或冷面
时，大家都很
“踊跃”，有人笑
着说：“啊！今天
吃菜饭，我喜欢
吃！”
我特别喜欢街道食堂烧的红

烧大排和爆鱼，自己家里烧不出
来的。爆鱼食堂是开大油锅，自然
炸得透，好吃。而自家烧大排一次
最多烧七八块，食堂烧大排则要
烧几十上百块，这么多大排一起
在大锅里焖，互相“烘托”，味道自
然更加浓郁鲜美啦！
为了办好助老餐，居委干部

常征求大家的意见。有一次，盒饭
供应猪脚爪，很多老人反映咬不
动。居委干部将意见反映给食堂，

以后就再也没有烧这只菜了。
不久前，来拿饭的人中忽然

出现一位魁梧壮实的男子，看样
子只有 ,&多岁，见人就张了嘴嘻
嘻地笑。在等送餐车时，他蹲在走
道旁边，把大家乱七八糟丢在大

纸箱里的隔天
吃过的空饭盒，
一只只打开，盒
子归盒子，盒盖
归盒盖，分开来

叠在一起，大纸箱顿时变得整齐
有序。有人对他说：“大个子，你做
得好！”他点头笑着说：“好！好！”
开心得意充溢在他憨厚的脸上。

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异样，好
奇地向人打听，才知道他是个弱
智者，而且单身一人。原来他在街
道厂工作，饭也在厂里吃，今年退
休了，回到家里自己烧饭弄得一
塌糊涂，有几次差点酿成火警。居
委干部知道后，专门到他家探望，
特地照顾他来吃助老餐。

自从拿饭时和“大个子”打了
几个照面后，他就把我归成了“同
类项”，在小区路上遇见了，总是
先和我打招呼，兴高采烈地说：
“你好！今天有饭吃的！”如是双休
日，他就对我说：“你好！今天没饭
吃！”并现出很沮丧的表情。有时
我问他：“大个子，助老餐好吃
吗？”他露出由衷的微笑，发自内
心地说：“好吃！好吃！”
有一天，来拿饭的老人走完

了，还有一盒饭多在桌上，等了许
久仍没人来拿。居委干部算来算
去是王阿婆没来拿，她们急忙把
盒饭送到王阿婆家中去。
这一去才发现，王阿婆胃痛

发作，正躺在床上呻吟呢！居委干
部立刻帮王阿婆服了药，一直等
王阿婆胃痛平息，
居委干部才离开。

我们社区的
助老餐味道真是
交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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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罚戏，既非戏种，亦非戏名，而是安徽石台县民间
一种独特的惩罚方式。
石台人对戏的痴狂由来已久。正是有了这种深厚

的土壤和氛围，早在明代，戏剧家、祁门人郑之珍慕名
而来，在石台县剡溪编创了《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
（后人称劝善记）。这部对后世国粹———京剧产生巨大
影响的目连戏，让石台戏班子大显身手，声名远播，名
噪一时。在中国最早而又全面的戏曲理论著作、明万历
年间剧作家王骥德《曲律》（自序谓万历三十八年·

)()&）中有这样的记载：“数十年来，又
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
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苏
州不能与角十之二、三。”

锣鼓响，脚板痒。石台人不仅喜欢
看戏，演剧活动也很多，渐渐地发明创
造了一种禁止或惩罚的手段———罚戏。
即对违反乡约、族规、社规、行规等乡规
民约的人，罚其出资请戏班为大家演

戏。罚戏的效果屡试不爽。因为演戏是一种公众活动，
通过演戏，谁违背了乡规民约就得到最大范围的示众，
比单纯的聚集开会更能吸引村民参加。不过其最好的
效果还在于，村民们得到一次免费观看演剧的享受。
罚戏演的虽然也是传统戏，可罚戏对联大有讲究。

作者往往挖空心思，苦思冥想，最后贴出
来的对联，不仅妙趣横生，还寓意深刻意
味深长。
一则因盗树遭罚戏的对联是这样写

的：“明月清风原有主，高山流水总知
音。”另有一则因违犯乡规民约而遭罚戏的对联：“烛问
灯云，靠汝遮光作门面；鼓对锣曰，亏侬空腹受拳头。”
作者十分巧妙地点明主题。罚戏的对联更多偏向警示
别人。如“遇事强出头，此中大有人在；登台便抽脚，天
下其谓公何？”“尊重神权，看当场赏罚分明，自由运动；
宏施法愿，听彻夜笙歌嘹亮，代表感情。”当然也有一些
替被罚戏者宽心的对联，如“什么人上人，不过人抬人
高，小人爬在大人上；无非戏中戏，何必戏顽戏耍，罚戏
出于把戏中。”将罚戏变为把戏，把被动变为主动，在惩
罚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给对方一些薄面，起到异曲同
工之效。
多数情况下，罚人出资请戏班为大家演戏的同时，

往往还罚人出资请大家吃酒席。
石台县占大镇联盟村长岭组发现的清乾隆五十二

年-!.*./十月二十日刻立的青石质罚戏碑上有这样的
记载：“窝藏交结花子者，查出罚戏两部、酒拾席”，“庙
亭舍宇魆住盘集，该本地人立逐出境，势弱畏逐者，报
众驱处。倘不逐不报，查出罚戏一部、酒拾席”。
罚戏还要罚酒席，经济条件一般的人家难以承受。

但又要杀鸡给猴看，怎么办？当地的族长有时也会采取
自罚的方式。比如封山禁令刀斧不能进林，否则就要受
罚，族长就叫自己儿子或妻子送刀斧进去，然后布置村
中人捉拿。于是，族长背负“管教不力”的责任，按乡规
民约所列，请人吃酒席、唱戏。当然，这种“苦肉计”自始
自终要做到不显山不露水，连自己儿子和老婆都不能
知情。这种近乎残酷之举，可令村民刻骨铭心，一项乡

规民约执行就没有丝毫问
题了。
正因为如此，罚戏在

当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托戏。顾名思义就是托
人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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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大姐今年 "" 岁高
寿，没有孩子，老夫妻俩
住在海门农村。年初，我
特地去探望了她一趟。我
们已有好几年没有见面，
她拉着我的手，左一个
“林弟”右一个“林
弟”。她让我挨在
她身边坐下，因为
患白内障，她看东
西模模糊糊，就举
着放大镜，在我面
孔前左看右看，激
动地嚅嗫着嘴，好
长时间都说不出话
来。

看到这一幕，
谁不说我们是一对
亲姐弟呀！其实她只是我
的一位继姐姐。她叫杨素
贞，长我二十多岁。记得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住在
江苏海门富安镇附近的
农村里。她父亲是方圆几
十里的名中医，她也在镇
里开了个小小中药铺。这
父女俩当时在我们乡下
人眼里，都是大善人。她
父亲治病救人一丝不苟，
夜里有急诊病人，不管路
多远，也要摸黑前去。而
她对前来抓药的人热情

周到，如果贫困没钱，她不
但同意赊账，还百般安慰
你不用愁，待有了钱再来
还就是。那时我妈有个头
疼脑热，就请她父亲诊治，
再到她铺子里抓药。后来

熟悉了，即使不看病
不抓药，只要到镇里
去，也喜欢到她铺子
里坐坐，说说闲话。
就这样，两家越来越
热络。那阵子乡下风
行拜继妈，她见我父
亲是乡村教师，母亲
也知书识礼，人缘又
好，就过继给了我
妈。

老大姐懂礼数，
尽孝心，逢年过节都要来
拜访我母亲，或者接我母
亲去她家小住几天。后来
我们举家搬迁上海，每到
盛夏，她还要邀我妈到乡
下住上一阵避避暑。后来
妈妈老了，上下轮船不便
了（当时到苏北都要乘长
江轮船），每到妈妈生日，
老大姐便特地让她老伴来
上海，送上礼品，给妈妈祝
寿。妈妈去世后，我和她还
保持书信往来。那时通信
不便，如长时间没音讯，她
就会赶到邮局，挂长途电
话过来，问长问短的。
近些年，老大姐渐渐

老了，又生了场病开了刀，
我就更想念她了。她对我
妈如对自己的亲母，我对
她也像对亲姐姐。每逢过
年，我就从邮局寄去千儿
八百的，让她买点喜欢的
东西吃吃。
想不到这一招还遇到

了麻烦：年前寄过去的钱，
年后悉数又给寄了回来。
我再寄，她还是再寄回。有
时如此往返二三次，她就
是不肯收。后来我和妻子
商量了个办法：即当钱寄
回来后，我们不到邮局里

去取，时间一长，邮局以
为“无人领取”，只好如数
退回去。这个办法我们用
了几年，老大姐只好不再
将钱寄回来了。

那年春节前，我们夫
妻俩正暗暗窃喜这招成
功时，老姐夫突然笑嘻嘻
出现在我们家门口，说特
地从苏北赶来还钱的！还
说老大姐在家里天天唠
叨，一定要把钱还到我们
手里，否则就睡不着觉。

我可实在想不通，老
姐为何这样不领情呀！听
老姐夫再三解释才明白：
老大姐是个知恩图报的
人，她没有孩子，自己又
如此高龄了，她认为得了
人家恩惠，再也无法报

答。再说眼下乡村生活也
很好，用不着麻烦别人帮
助……
这番话让我们夫妻俩

十分感动，“仁者长寿，德
者延年”，老大姐一定能健
康长寿更长寿，百岁之后
复延年！

! ! ! ! ! !陈汉臣
时兴侧露

（巴基斯坦地名）
昨日谜面：这幅画中

有玄机
（英超球员）
谜底：斯图里奇（注：

“斯图里奇”是切尔西队
著名前锋）小区里的!小眼镜"

刘雪峰

! ! ! !“露露，你怎么戴眼镜了？”“咦，依依也戴眼镜
了。”不知从何时起，小区里多了许多“小眼镜”，他们
都是我家洋洋的同学，正在幼儿园就读。

记得以前自己上幼儿园时，似乎没有同学戴眼镜
的，我是到了初中因近视而戴眼镜的，算是班里戴眼
镜早的，许多同学是到了高中才戴眼镜呢。时代不同
了，戴眼镜似乎也
提前光临了。
“我们露露因

为看电视和玩 0123

太多了，才会近
视。”露露妈妈一次与我聊天时说。露露从小喜欢看电
视，当时大人也没在意，只要她安静就行，后来发现露
露若没大人陪着玩，就只喜欢看电视。露露爸爸喜欢
玩 0123，露露也跟着玩起来，居然比她妈妈还熟练。
“露露现在自己打开 0123听故事，我都不知道故事在
哪里。”露露妈妈有些无奈地说。

孩子玩电子产品也是屡见不鲜。“徐汇有家幼儿
园，条件很好，给每位学生发了一台 0123，上课时学生
就用 0123”。一天晚上，我带着洋洋在小区里散步，碰
到了一位洋洋同学的妈妈，她告诉大家这则新闻。我
听后不知是喜是忧。

我不是医学专家，不知道使用电子产品是否会对
孩子视力有影响，但孩子这么小就成了电玩族，让我
有些失落。外面的世界丰富多彩，孩子本应尽情探究，
可是现在一个小小的电子产品却已经能让孩子满足
了，孩子们从小便成了宅男宅女。

除了各种电子产品，名目繁多的兴趣班也让越来
越多的孩子们待在了室内。一个周六上午，我带着洋
洋在小区里玩，正值金秋，丹桂飘香，小区内景色怡
人，洋洋在滑滑梯那里玩了许久，居然一个同龄的小
朋友也没有，洋洋的同学大多去“上课”了。

小区里幼儿园小朋友出现了“眼镜族”，小学生那
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个门洞现有 %位小学生，都先
后“光荣”地戴上了眼镜。小区里出现这么多“小眼
镜”，这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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