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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我家"光盘#在行动
管洪芬

! ! ! !也不知从哪知
道了新兴的这个“光
盘行动”的，反正我
家婆婆嚯地一下子
像领到了圣旨一般，

拣着在饭桌上，婆婆直接就拦上没
吃完饭想溜走的孙女，问知道什么
叫“光盘行动”吗。我虽然从网上早
知道有这么一个活动，可想着自己
还算是节约一族，便一直也没多在
意，可这会儿听婆婆这么一较真，
不禁也心有所动。

婆婆见我们对她的举措都没
异议，婆婆一下子兴致更高了。婆
婆说，虽然咱家下馆子的机会少，
可是就这饭桌上的事啊，咱家的浪
费也不少。不是挑着孙女的剩饭说
事，事实是长久以来，不光是她，咱
家里的每一个人啊，吃饭的，喝酒

的，对食物浪费都有“卓越贡献”。
婆婆说，平日里她总合着我们

的口味做菜，可即便是做了少份，
却总撞上我们这个说胃口小那个
说什么要减肥，于是每天的剩菜不
少。她是有意把剩菜留着第二天“消
灭”的，可这举措竟常常遭受我们的
阻拦和言语“打击”。有时候家里留
了客，那剩菜
就更多了，看
着 丰 盛 的 菜
肴，虽然大家
嘴上都说菜倒
掉浪费了，可是家里除了婆婆大
人，都对剩菜感冒，于是可想而知，
即使她再不忍，她也只能挑着好的
来吃掉，多数依然力不从心……

听着婆婆的“苦水”，仔细一回
想，深以为是。我虽不是个嘴挑的

人，可这几年，我一直在减肥的边
缘线上苦苦挣扎，于是总是埋没了
婆婆的美意，不光不能当场“光
盘”，而且看着留到第二天的剩菜，
更是让我颇感排斥。不光是我，老
公态度更是差不离。

不由给婆婆支招，要不，今年
咱家新年也时髦地来个“光盘”行

动？婆婆一拍我
的手，爽朗而笑。
婆婆说，这叫“英
雄所见略同”，今
年啊，在招待亲

戚上，我准备多备菜式，少备菜量，
可别像以往那般“超额大盘”了。婆
婆的话让我欣喜，老太太这觉悟可
比我高多了，以往我总追求面子，
感觉亲戚来了，小小的盘少少的
菜，太丢份，却从不考虑新年里大

家走家串户肚里饱着呢，于是乎每
次送走亲戚，家里的剩菜剩饭那是
比比皆是，堆都找不到地方。

婆婆说，这几天她还特意向小
区里的老姐妹们提起了这个“光盘
行动”，应承者可不在少数，好多人
都表示今年也要这么做，争取“我
光盘，我光荣”呢。看着婆婆的兴奋
劲，我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要知道
我的这个时髦婆婆在小区里的影
响力，那可是很不容小觑呢。

就是刚才的晚饭饭桌上，看着
女儿居然无需催促也一下子吃光
了饭，不由颇受鼓舞。虽然知道“光
盘”行动不仅仅是只限这些，可是
不都说吗，要从“小”做起，从“我”
做起，而且看这势头，看来啊，今年
新年，我家，我周围可有场轰轰烈
烈的“光盘”大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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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乡下的院里种有两棵橘树，年龄都过二十了。因怕
伤着它，所以也从未修剪过。每到深秋，枝繁叶茂的橘树
总会挂着黄澄澄的橘子而成为院子里最亮丽的风景。但
美中不足的是长黄的橘子中看不中吃，不仅口感偏酸，且
果肉寡淡粗糙。即使同在一枝上的橘子也有大有小，青黄
不一。因而橘子们的命运多是自生自灭，除了几个能顽强
地守着枝头步入来年外，其余的一到时辰都落在树下化
入泥土。那种壮美和凄婉实在让人伤感。为了改善橘子的
品相和口感而不被浪费，我去请教专家，并在前年初冬修
剪橘子树时，按照专家的说法恋恋不舍地剪去了那些无
拘无束疯长的枝枝梢梢。不到个把小时就把繁茂的橘树
打理得主干清朗俊拔，旁枝稀疏有致。心里还想着来年的
橘树一定会结出又大又甜的橘子呢。

然而，令人纳闷的是去年橘树开花
期，我偶尔发现许多新长出的树枝上并没
有素白玉润、清香四溢的花儿。虽然一些
未被剪去的老枝上零零星星地开着淡雅
的花朵，可没几天也都凋落了。根据开花
结果的规律和以往的观察，花儿落去后就
能清晰看见绿豆般大小的青绿色果胚，尔
后便渐渐长大变成黄澄澄的橘子。而此次
的落花处却寻不见果胚的一点踪影。莫非
不长橘子了？果然等到秋天，纷繁茂盛的树
上仍然不见想象中的橘子。于是再去请教
专家。原来是肥力不足，加上剪枝过度，伤
了橘树的元气。而树枝间隙过大又影响了花儿的授粉，使
一些果胚难以“着床”。为给橘树“补气”和了却内心的愧
疚，我趁橘树冬眠时，专门抽出时间配制了农家肥，认认
真真地给橘树松了土，施上肥。同时还特意剪去了旁边两
棵桂花树的一些枝干，好让橘树享有充足的阳光。
想必橘树也会知恩图报吧。今年的橘子完全不同于

往年，个个都长得丰腴圆润、清香飘逸。有些枝上还成双
成对地长着诱人的橘子，就连一些粗壮遒劲的老枝也承
受不了累累硕果的重量而垂临地面。故而不得不从房后
的竹园里砍些陈年竹子用来支撑，以减轻树枝的负担。
橘子成熟时，我邀请了几位好友赏橘品橘。友人们兴致
勃勃边摘边吃，个个赞不绝口。看着他们的尽兴，我忽然
有种值得自豪的成就感。因为付出的劳动终于有了回
报，并且还让友人和邻居们也分享了丰收的喜悦。

我对橘树的用心和钟情并非纯粹享受其甜蜜的果
实和单一的观赏。重要的是崇尚它四季常青的风格和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品德。就像屈原在《橘颂》里感
慨的那样：橘树的可贵之处就是它“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的高尚情操。其实，无论是屈
原的时代，还是当今的社会，也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官，身

处尘世总会面临种种诱惑。倘若能保持独
立风格而不随波逐流；倘若能像深藏皮中
的橘瓤一样“闭心自慎”而不受外界的不
良干扰，那么一辈子就是“终不失过兮”的
完美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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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东路随想
郭红解

春节前，冒着细雨又
来到金陵东路。

从小居住在金陵路
外滩，就读的中学坐落在
西藏南路淮海东路上。每
天上下学，要从金陵东路
的头走到尾，再从尾回到
头，对路的“肌理”了然于
胸。沿路相交的南
北向大大小小马路
闭着眼睛也依次说
得出名，较大的路
以省为名，如四川、
江西、河南、福建路，小路
则选用县镇为名，如溪
口、紫金、盛泽、崧厦路。
崧厦，是我故乡上虞属下
的古镇，霉千张特别有
名。走到近黄浦公安分局
的崧厦路，会有一股乡情
在涌动。后来不知为什
么，崧厦路改成了松下
路，让我有点失落。离开
金陵东路后的近三十年
里，时常要到这条路上走
走看看。我把金陵东路看
做是“故乡”的路，在这里
可以回味儿时的情趣，寻
访少时的踪迹，生发许多
遐想。

靠近外滩，以前有两
个车船售票处，南来北往
的人从这两个“窗口”结
识了金陵东路。那时坐飞
机是件很稀罕的事，火
车、轮船是出行主要的交
通工具。轮船售票处常常
可见排队买票的“长蛇
阵”，到过年了更是一票
难求。幸好“长蛇阵”上方
有骑楼，可以避雨遮阳。
骑楼是金陵东路的特色，
上面的楼层向外跨出，建
在人行过道之上，楼的临
街部分打通成为行人走
廊。后来在广州、厦门、海
口看到过不少这样的骑
楼街，但上海可能就此一
条。火车售票处称作“三
八售票处”。起初想不明
白售票处与妇女节有何

关系，后来抬头看到门牌号
是 !"号，才恍然大悟。

小时候过年前去汏浴的
东风浴室，如今依然静静守
候在不起眼的弄堂里，还是
#$多年前的老样子，这让我
有点动情。那时候，年前去浴
室汏浴是件很隆重也是很有

年味的事。顶着寒风排队领
取筹子，进入浴室热气扑面
而来。没有储物柜，服务员会
麻利地将你的衣服整成一
包，用长柄丫杈头把衣服往
高悬的扎钩上潇洒地一挂，
叫一声：“好了！”那娴熟的动
作至今还会跃然在我脑海
里。这一带如今集聚了许多
服装辅料店，但门大都关着，
店主回家过年了。路的中段
以前骑楼下大都是仓
库和批发部，走到近
西藏路时，商店多了
起来，还很有特色，比
如上海理发用具商
店、连长记体育用品商店、中
南雨具商店、鹤鸣鞋帽店等。
记忆中金陵东路的商业

业态有过几次大的转换。上
世纪 "$年代，骑楼下的批发
部一个个装潢一新，改换门
庭挂起了“金字招牌”，南京
路上的名店纷纷在这里开设
分店，比如朋街、丽华、王开、
老介福。骑楼下的廊柱上写
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名称和
服务项目，比如培罗蒙的“男
式西服西裤、中短大衣”，吴
良材的“科学验光、定配眼

镜”，语句直白，还没想到用
吸引眼球的广告语来招徕顾
客。那时金陵东路商店毗连，
顾客川流不息，号称第二条
南京路。可惜热闹一阵后，繁
华散去，这些分店相继撤出。
至今还驻守的只剩老介福、
蔡同德、邵万生等几家。那家

国华瓷器商店迁到这
里后，失却了往日风
采，不知为何还垂下
了卷帘门。名店撤出
后，金陵东路一度成

了市中心最大的装潢建材街。
可兴旺一阵子后，又纷纷撤
出，冷冰冰的石材店华丽转身
为优雅的琴行，钢琴、吉他、琵
琶、板鼓，中西乐器应有尽有。
敞亮的玻璃橱窗内静静摆放
着一架架一尘不染的钢琴、提
琴，而琴行门面的上头，却顶
着住户伸出的晾衣架、衣服和
拖把。透过橱窗飞出的乐声，
淹没在各式车辆轮胎碾过地

面时的摩擦声、刹车
声以及刺耳的喇叭声
中。橱窗内外如此巨
大的氛围反差，让人
感到别扭。
由于常回“家”看看，目

睹了金陵东路几次不同业态
由盛而衰的历程。期待这次
乐器街能长久留驻，一个业
态从集聚到发展实属不易。
走到西藏路口，我突发奇想：
能否把金陵东路福建路到西
藏路口这一段辟为不通车辆
的音乐步行街呢？借鉴田子
坊的模式，使高雅和市井和
谐共处，人们在这里不仅能
选购喜爱的乐器，也能学习
演奏乐器，观赏器乐表演，领
略文化风情……

蛇年吉祥!剪纸" 赵澄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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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继
斌

张文元
平生无敌手

（五字新歌曲）
昨日谜面：强中自有强中
手
（四字医疗用语）

谜底：高压过高（注：须读
作“高%压过%高”）

风是怎样消失的
黄小平

! ! ! !记得大学毕业前的最
后一堂课，教授问我们，风
是怎样消失的？同学们有
的从气压的高低来分析，
有的从海潮的变化和山脉
的走势来解读，还有的从太阳光冷热照射
不均来探讨。

教授听完大家的解析，说：“大家说得
都有道理，但你们知道最简单、最直观的答
案是什么吗？那就是，风不动了就消失了。”

教授站起身，看着台下的
学生，继续说，“同学们，
你们即将走上社会，你们
有崇高的理想，有远大的
目标，有丰富的知识，也

有深厚的理论，但如果不去行动，不去实践，
那么，你们的理想、目标、知识和理论，就会
像不动的‘风’一样，消失于无形。”

教授的这一课，让我们醍醐灌顶，受益
匪浅。

与蛇共舞
叶永烈

每当春节到来，我总是用数码照片做成电子贺卡，通
过电子邮件发给朋友们。面对蛇年，选用什么照片呢？哦，
用那张与蛇共舞的照片，最为切题。

那是 &$''年我在印度瓦拉纳西拍摄的。记得当我走
出印度教庙，一位耍蛇的印度老人手持一条巨大的腹蛇向
我招手。在付了小费之后，他把腹蛇像围巾似的围在我的
脖子上，并与我合影。
当时这条大腹蛇给我的
感觉是又凉又滑。

印度人崇敬大象，
形成了特殊的“象文
化”；印度人尊敬牛，形成了不多见的“神牛文化”；印度人
又崇拜蛇，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蛇文化”。
当我在斋浦尔山顶的琥珀堡参观时，忽然闻见一阵嘹

亮的笛声。我走向前去，看见两位耍蛇者正在让最具毒性的
眼镜蛇在笛声中翩翩起舞。一位穿着“()*+”（军队）,恤的
游客大胆地走向前，坐了下来，耍蛇者让眼镜蛇从他的头顶
盘至他的脖子。在印度，这样的耍蛇者在街头比比皆是。

我不由得记起，在 '-./年我曾经专程到江苏南通，采
访著名的“季德胜蛇药”的传承者季德胜。他早先作为一位
街头的耍蛇者，确实有一套捕蛇、耍蛇的本事，而且还能以

祖传蛇药治疗被毒蛇咬伤的
患者。正因为这样，我来到
印度，也就格外关注那些街
头的耍蛇者。在我看来，他
们能够耍剧毒的眼镜蛇于股
掌之间，确实有一套真功夫。
印度的耍蛇者远比中国

多，是因为印度天气炎热，蛇
的繁殖很快，所以印度的蛇
远比中国多。

印度蛇多，还因为印度
人敬重蛇。印度人把蛇看作
是“神”的化身，内中眼镜蛇
特别受到崇敬，被称为“努
拉盘布”，即“善蛇”。印度教
徒以为，蛇是通人性的神。
只要人无伤蛇之心，蛇就没
有害人之意，所以印度人愿

与蛇共舞。
在印度古代，就有关于

“蛇女”那伽的传说。那伽半
人半蛇，下半身是蛇体，上半
身是人形。那伽美丽动人，富
有性感，既是智慧的化身，又
是生殖之神，还是财神的化
身。印度人崇拜“蛇女”那伽，
相信蛇能够给他们带来智
慧，多子多孙，财源广进。

中国有着家喻户晓的神
话《白蛇传》，而印度版的《白
蛇传》也很动人，那就是印度
古代故事集《五卷书》中所写
的《与蛇结婚的女孩子》。不
过蛇王不是化身为美丽的女
子，而是男人。他与被丈夫抛
弃的迦玛什幽会。跟中国《白
蛇传》中的白娘子无比善良
一样，那个作为蛇化身的男
子同样心地善良。

印度不仅有蛇神，有
蛇的神话，还有蛇庙、蛇
村、蛇舞、蛇船赛，每年甚
至还有蛇节。

印度雪拉莱市因与
蛇共舞了数百年，被印度
人视为蛇节的发源地。据
称，每年 "月份当蛇节到
来的时候，雪拉莱的市民
几乎人人手上都揣着一条
蛇，有的人将蛇抱在怀里，
不停地亲吻着；姑娘们甚
至把蛇系缚在肚脐间，当
作美丽的“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