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做父母
李大伟

! ! ! !与中国父母一样，美国的父母只要
有富余的钱，也是留给子孙，替儿子付学
费、买车子，第一套房子的首付款，甚至
还要替孙子付学费。这次金融危机，找不
到工作的年轻人，待在父母家里。
这是遗产的一部分，不过是不同阶

段的支出而已。没有钱的，只能临终前一
次性付出，比如还完贷款的老房子、旧家
具、破车子，套用会计学的说法，属于一
生残值。有钱的，提前支
付、不断地支付、增值地
支付，美国有许许多多
的百年企业，多多少少
掩藏着父子传承的血缘
痕迹。否则，美国就没有那么多的百年老
店、老企业。
我的美国华裔朋友老徐叹道：天下

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
老徐，美籍华人，俚称“老中”。再细

分，属于“老广”。他是中山人，!"#$年移
居澳门，不久移民美国，没有栖居于唐人
街，而是白人区。他的儿子会说汉语，不
会写汉字，黄种人的皮肤，白种人的文
化，纯粹一“香蕉人”：皮黄瓤白，完全美国
化了。读大学的第一天，就提出搬
出宿舍，嫌那里太杂。要到校外租
公寓，他的大学在阳光海边的度假
胜地———圣地亚哥，租金很贵哦！
不久又嫌合租者通宵不睡打电脑，
夜深人静，嘀嘀嗒嗒，如地下工作
者拍电报，定时炸弹在走时，悬念不断，影
响睡眠，提出买房住，父母一一答应，因
为有钱。一天回家，他对妈咪讲：“读大学
有什么用？我的教授都五十岁了，还在还
房贷呢！如果大学毕业我也像教授那样
还按揭，我现在就退学。”简直是威胁、
敲诈。父母预先答应，哄着他读完大学。

大学毕业后，滑雪、潜水，现在有女
朋友了，父母不得不“分割”遗产、提前支
付一部分：买房。儿子看中一处富人区，
但房价很高，首付款只能父母出资。他的
工资根本无法取得银行信贷，因为没有
能力还贷，所以首付款不得不大幅提高。

老徐总结道：儿子知道父母赚那么多钱，
不给他，给谁呢？老徐用台湾人惯用的形
象修辞语：“他（儿子）吃定了我们！”
都说，美国孩子自立，中国孩子啃老，

四年前美国金融危机，许多年轻人失业
了，搬回父母的家，父母并没有怨声载道。
其实啃老现象，是富家子弟的惯例，

中外一样。自立的是贫寒子弟，站着无所
凭依，只能自立。最近我在国企时的同事

回沪探亲，出国前他是
数学老师，去美国已经
二十年了，一年有四周
假期，估计是个大公司，
做计算机程序管理。老

同事一桌吃饭，不免问起子女，不免谈到
孩子的房子，他脱口而出：哪来的钱给他
买房子？也就是说，他的儿子不得不自立。

据老徐介绍，在美国，富裕家庭，包
括白人父母，不仅替孩子缴学费，而且买
房子、买车子；稍次的中产上层家庭，替
孩子缴首付，甚至带孙子。
自立是第一代创业者的胎记，美国

开国时代，大量移民都是走投无路的欧
洲贫贱者，他们不得不动手劈柴锯木造

房子，现在人工贵，不得不动手剪
草皮、修车子。三十年前，刚刚改
革开放，我们那一代刚刚进大学，
许多人家，三代人一间屋，真的是
“无产阶级”啊！父母怎么可能给我
们买房子？我们不得不奋斗自立。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上海人，商品房都是自
己积蓄买的。不是父母狠心，更不是父母
美国化，而是没有能力。三十年后的今天，
到上海闯荡的外地农家子弟的大学生，你
听说过他们的农村父母给他在上海买房
子的吗？中国民间有句老话：穷人的孩子
早当家。穷了，没有凭借，只能自立。
自立的前提，不是民族的性格，而是

匮乏的结果。
有些上海人的悲哀，没有房子就不

肯结婚、不能结婚。没有给儿子买房子，
就是对儿子最大的负债与内疚，也就是
说，尚未脱贫，已经无法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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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对话
郑菁深

! ! ! !“昨夜雨疏风
骤，浓睡不消残
酒”，连日的梅雨
让人心都郁结了，
倏忽来自夏天的

问候，仿佛云开天晴，心上的愁雾也袅袅散去了。这“来
自夏天的问候”就是俄罗斯著名女大提琴家娜塔莉雅·
古特曼和青年女钢琴家陈萨的亲密对话———前不久在
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举办的一场大提琴与钢琴
音乐会。
古特曼已是年逾古稀的大提琴家，一身黑色衣裙，

雍容华贵；陈萨则是一袭绛紫色紧身长裙，款款欲仙。
两人合作的曲目是勃拉姆斯、舒伯特和普罗科菲耶夫
的大提琴和钢琴二重奏作品。此刻，音乐厅里寂静无
声，静得好像空旷无人，只有聚光灯下的一老一少、一
黑一紫，犹如一朵紫色的小花附丽于苍劲铁骨的老枝
干上，诙趣轻漾。无意间钢琴旋律如涟漪般波动开来，
接着大提琴、钢琴以优雅的应答徐徐推进，忽而交叉忽
而融和，如梦如幻，充溢着谐韵和幽默，令听者潜泳在
优美乐音的水光潋滟之中。这是勃拉姆斯的《%小调大
提琴与钢琴奏鸣曲》。

俄罗斯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乐思深邃、结
构宏大，被认为较难把握和理解，然而作为同胞的古特
曼演奏起来似乎游刃有余。古特曼继承了俄罗斯大提

琴学派的华美精致的风采，音色浑厚
饱满、技巧精湛扎实，演奏流畅练达。
在这首普氏的《&大调大提琴钢琴奏
鸣曲》第二乐章中，钢琴先奏出舞曲风
格的主题，随即大提琴拨奏承接，钢琴

又奏出音域宽广而美妙的旋律，大提琴则以跳弓、拨弦
交替继奏。钢琴家陈萨如影相随，两者配合默契得当、
互为映衬，堪称天衣无缝矣，引人激赏赞叹未已。

!"'$年出生的古特曼出身音乐世家，乃大师罗斯
特洛波维奇的弟子，是当今硕果仅存的保留着大提琴
黄金年代光辉传统的大提琴家，她曾被钢琴大师李赫
特誉为“音乐真理的化身”，这种评介不可不谓精辟和
盛赞。据云，古特曼所用的琴是制作于 !(!!年的名琴
龚菲里大提琴，此琴音色敦厚浑成、色彩丰盈华美，十
分适合深沉情感和幽奥哲理之表现。古特曼这次能在
海上献艺，委实是乐迷的荣幸和耳福。当然，被伦敦古
典调频电台称为“同辈中最耀眼的演奏家之一”的青年
钢琴家陈萨的表演也可圈可点，她与古特曼的音乐对
话，用珠联璧合来赞誉并不为过。

中老年身边的隐形!杀手"###便秘
徐伟祥

! ! ! !便秘已不知不觉地成为潜伏
在人们身边的隐形“杀手”。近年
来，因用力大便导致心脏病猝发
而致死的“马桶事件”连续发生，
原因在于大便干结，临厕努挣，
迫使人从静态中突然发力，瞬间
血压快速蹿高，心脏难以承受骤
增的压力而停跳。便秘是由于大
肠传导失常，排便时间延长，或
遇排便艰涩不畅的一种病症。因
此，患便秘的中老年人应及时治
疗，切勿滥用泻药一泻了之，从而
导致病情加重。
那么，中老年便秘如何治疗呢？
便秘者可进行自我调养：（!）

早睡早起，宜在结肠高动力期（早
晨起床后或早餐后），这样更符合
人体生理，晨起随着人由夜里平
卧转变为起立活动，会发生直立
反射，易出现便意；（$）蹲便时集

中注意力，不看书、读报等，因为
不利于大便时排便反射的持续进
行；（)）有便意就排，不要忽视便
意。不论工作、学习、乘车船、坐飞
机、看电影，有便意时就抽空去厕
所，不让大便返回乙状结肠，久之
形成便秘。
（'）选用富
含粗纤维的
食物，如粗
粮、蔬菜、水
果等。粗纤维可刺激肠壁促进肠
道蠕动，使粪便易于排出；（*）多
吃产气的食物，如豆类、薯类、萝
卜、洋葱、豆芽、韭菜等食物，可刺
激肠蠕动，缩短食物通过肠道的
时间，促进排便；（+）多选用润肠
通便的食物，如蜂蜜、芝麻、核桃、
酸牛奶等食物，使粪便变软，便于
排泄；（(）选用富含维生素 ,的

食物，如谷类、豆类、花生、坚果、
瘦肉等食物，可促进肠蠕动，帮助
排泄；（-）芝麻油、花生油、菜籽
油、玉米油、豆油等植物油，不仅
有润肠的作用，还可以分解产生
脂肪酸，有刺激肠蠕动的作用，利

于排便；（"）
每天要有充
分 的 饮 水
量，至少 -!

./ 杯，晨起
饮一杯淡盐水或冷开水，能刺激
肠蠕动，起到软化粪便的作用；
（!/）忌用强类调味品及饮料。

便秘中医治疗应注重辨证施
治，标本兼治。火燥秘：表现为大
便干结，多日不解，小便黄赤，面
红身热，或兼有腹胀腹痛，口干口
臭，舌红、苔黄，脉滑数，治拟清热
润肠通便，方用麻仁丸加减。气滞

秘：表现为大便秘结，肠鸣，欲便
不得，嗳气频作，胁腹痞满，甚则
腹胀腹痛，胃口不佳，舌苔薄腻，
脉弦，治拟理气导滞通便，方用六
磨汤加减。血虚秘：表现为大便秘
结，面色无华，头晕目眩，心悸，舌
淡苔少，脉细，治拟养血润燥通
便，方用润肠丸加减。阳虚秘：表
现为大便艰涩，排出困难，小便清
长，面色胱白，四肢不温，腰脊酸
冷，舌淡苔白，脉沉迟，治拟温阳
通便，方用济川煎加减。气虚秘：
表现为大便细软，虽有便意，临厕
努挣乏力，挣则汗出气短，神疲体
倦，舌淡苔白，脉细无力，治拟益
气健脾通便，方
用黄芪汤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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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爱美的无奈
郑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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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江南人家烧小菜喜欢
放糖。甜能够吊鲜，浓油赤
酱的小菜里撒点糖，味道
鲜美。糖放得比较多的是
红烧的鱼、肉、鸡、鸭等。上
海本地人家爱吃的红烧羊
肉，放糖之重可谓登峰造
极，甜得能让你一辈子忘
不了，如今，偶尔还能在城
乡接合部或市郊集镇上见
到的。

我从小不喜欢甜食，
但也承继了长辈
的基因，喜欢咸中
带甜的小菜，感觉
特别鲜。

不过糖也不
是包打天下的。就
我所知，除了江南
一带之外，多数地
区的厨房里，糖是
不那么吃香的。即
便在江南，也并非
所有的菜镬里都可以放
糖。我年轻时不知道这一
点，在家请客时，为了吊鲜
味，不管三七二十一，每
一只菜里都放糖。结果可
想而知，满桌皆是甜蜜蜜
的风味。曾经有位
客人对我说，糖是
跟着酱油走的，不
是红烧的菜，尽量
不要放糖。我至今
吃不准这话对不对，但从
此放糖要斟酌一番了。
物以稀为贵。烧菜放

糖的习惯，随着人们美食
“标准”的变化，如今在传
统流行地区也开始淡化，
而对于难以品尝到江南
菜肴的同胞来说，带点
儿甜的小菜，会觉得新

奇无比。
广东人吃的本事有

口皆碑，他们做菜不像江
南人那样离不开料酒，全
凭葱、姜、蒜、豆豉等材料
去腥、调味，也没有放糖的
习惯。
我在南方某高校打工

时，有一次经不住同事的
撺掇，在一位老师的家里，
烧了一些甜咪咪的上海菜，
让广东籍的同事品尝。没想

到居然很受欢迎，
在座者大快朵颐，
连声叫好。尤其那
味放了糖的熏鱼，
转眼间被一扫而
光，还被要求下次
再做。那时候鄙人
光棍一条，部门的头
头抹着油乎乎的嘴
调侃说，就凭你这
一桌菜，在这儿找

个老婆是小菜一碟！哈，看
来咱是沾了糖的光啦。

在“江湖”上跑，为了
品尝家乡味，也曾引起过
笑破肚皮的事。上世纪八
十年代末，因印书业务经

常客居于长沙。那
地方嗜辣出名，这
倒还能适应，但久
而久之我怀念起
家乡的甜味来，想

调调口味。
有一天，在东塘的一

家小饭店里，与老板娘商
量，请他们烧个糖醋鱼，
并特别指出要放糖和醋
的。对方冰雪聪明似的点
点头，然而端上来的菜令
我啼笑皆非：天哪，竟是
一味没放盐和酱油、只放

了糖的甜鱼！还有一次，
是今年春节，在绍兴柯桥
吃早点，几个朋友点了些
芝麻汤圆和小馄饨，并对
安徽口音的女摊主说，汤
圆里放点糖。结果，鲜肉小
馄饨里竟然也放了糖！听
到客人闹哄哄叫唤，那女
摊主也不好意思地捂着嘴
笑开了。我一边努力“品
尝”她的杰作，一边心里嘀
咕：即便是听错的，也该产
生一点疑问呀，世上哪有
甜汤馄饨的？
这些年来，人们越来

越关注膳食健康，往往把
糖与一些慢性疾病联系
了起来，于是，糖在烹调
中的用武之地明显萎缩
了。但我发现，做菜离不
开糖的还大有人在。这
不，我家的一位亲戚就有
这个嗜好，习惯往菜镬里
放糖，且已成了改不了的
习惯性手势，甚至炒蔬菜
也不例外，还从来不问别
人的感受。问题的严重性
还在于，这老兄特别勤
快，到亲友家里也不肯闲
着，上厨房间东蹭西看，
不知怎么地，那锅铲子就
落到了他手上。然后，你
八成能听见他找糖的大嗓
门，或是派小孩到楼下买
糖的指令声。比这更有趣
的是，有位朋友的老妈是
做局长的，儿女们“回家
看看”时，老妈难得地亲
自下厨，但仍是手忙嘴不
停的作派，指挥着小辈们
一个个给她递作料。由于
精盐与绵白糖面目难辨，
又放在同样的容器里，新
进门的儿媳妇慌忙中把
糖当成了盐，结果，做婆
婆的往菜镬里放了两次
绵白糖，尝味时咂嘴瞪
眼，冲媳妇说，原来你家
是开糖厂的哦？

鱼啊蝉啊
赵春华

! ! ! !柳树铺下浓荫，沿河
张开。所以，骄横的太阳，也
软弱无力了———被柳条撕
碎成疲软的光芒。在柳荫下
垂钓，风摇着无形的扇。我
跟着鱼儿玩着生死游戏。

鱼儿把鱼饵含在嘴
边，作吞吃状，我提竿，只
有水滴挂在钩上，还有一
架飞在河中央的飞机……
我被鱼儿欺骗得脸面扫
地，一次又一次。但是我情
愿，我就是跟鱼儿来玩的，
生活中好玩的事不多，好
玩的人更少。
蝉，一声紧似一声，鸣

叫着，声音紧的时候很有
分量，压迫得耳膜生疼。鸣
得轻的时候，轻得像游丝，
从遥远的洪荒传来。还有，
蝉鸣紧的时候，我衣衫上
掉落了一滴又一滴的凉
意，帽子上开了一朵又一
朵蝉鸣的花朵。天空碧蓝，
蓝得水洗过了。云朵洁白，
挤不出一滴水来。
呵呵，我知道，我的衣

衫、我的帽子上落下的是
蝉的屎雨———那里有柳叶
的绿意、阳光的七彩，还有
跌落的蝉叫声。钓鱼的时
候，是跟鱼儿玩耍的时候，
却一不小心，陷入了蝉鸣
的大淖，动弹不得。

郑辛遥

下士养身!中士养气!上士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