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国吃什么!

汪卫平

! ! ! !中国人外出旅游除了
语言障碍外，有一个最大
的障碍就是饮食不适应。
尤其是北方人习惯吃馒
头、饺子等面食，就更难
适应西式的甜点和面包，
更甭说乳酪了。我随
团去南欧意大利就碰
上这么一家子。
他们是从山西来

的一家人，老夫妇俩
外加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
女。因这家外孙女在德国
留学，所以一大家子去德
国探亲旅游，再由外孙女
陪着随旅行团去其他各国
游玩。在我们整个团队
中，他们特别抢眼：一是
人多，二是行李多。我发
现他们把米、面粉，还有
各种杂七杂八的调味品带

来了一大堆，更令人称奇
的是居然还带了一个很大
的电饭锅。之前经常听说
有人外出旅游带着锅碗瓢
盆，这次亲眼所见，真有
意思！

在饮食方面我还算吃
得惯，入乡随俗，面包、
蛋糕、三明治都可以管
饱，还特别喜欢吃他们的
各色乳酪。早餐我也习惯
用冷牛奶或冰牛奶，泡上
五谷杂粮（燕麦片、玉米
片等经过烘焙加工
的小小颗粒物），
松脆可口。我一般
都在服务区快速解
决，所以到了住地
就赶紧在酒店周围转悠，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欣赏
欣赏周围的美景。

再说山西那一大家
子，到了酒店就开始忙活
起来：和粉的和粉，揉面
的揉面，擀面的擀面。有

时做刀削面，有时用水汆
面疙瘩，有时切面条，有
时还摊出一个个小饼夹着
午餐肉吃。到了有些景点
碰上有超市的，就会去买
些鸡蛋、绿叶菜什么的，
或煮菜饭，或焖一锅
白米饭，反正翻着花
样吃，花色品种还挺
丰富，忙得不亦乐
乎！有时她们还邀请

我晚上一起去吃鸡蛋面
条，我婉言谢过。
如此钟情于自身的饮

食文化，就凭着这电饭
锅，竟能翻出花色繁多的
面食，同团的北京驴友惊
呼：哎哟喂！啧啧！瞧他

们这一大家子，
背着锅子满世界
跑。我便轻轻地
告诉她：他们不
完全是为了节省，

而更主要的是饮食不习
惯。其实，他们一路上背
着那么多东西还是挺辛苦
的。就拿跟我同住的朋友
来说，她来自于秦皇岛，
我们第一天一起去吃了酒
店提供的自助早餐，她看
来看去觉得没什么好选，
后来几天索性就不去吃早
餐了，干脆在房间里把自
带的方便面用开水泡了泡
应付着吃。你说为省钱
吧，其实不然。

说真的，去欧洲旅
行，就应该吃他们当地的
饮食，价钱也不贵，维生
素、卡路里也不缺失，尝

尝各地不同的风味，实乃
一件乐事。然而，一些同
行的驴友所到一处，经常
追着导游要带他们找中餐
馆用餐，既费时又费钱，
而且每每吃过中餐还说不
好吃。
嗨！饮食习惯成了出

国旅行中的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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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听说书
王汝刚

! ! ! !中国曲艺家协会在上
海召开工作会议，我遇到
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叶
锦文。老叶告诉我，今年
是陕北说书艺术家韩起祥
诞辰 !""周年，有关
单位正在筹办纪念活
动。他还为我说起了
毛主席听韩起祥说书
的往事。

!#$% 年，毛主席驻
兵延安杨家岭，运筹帷
幄。老人家日理万机，经
常熬夜。一天下午，毛主
席起床不久，听见岭下传
来三弦声，警卫员向他报
告：“盲艺人韩起祥正在说
书。”毛主席吩咐办公厅
李树怀牵着白龙马去请说
书先生。
当时，韩起祥已经出

名，人称“小书圣”。初
次见毛主席，他十分拘
束，进屋一直站
着，毛主席几次请
他坐，他就是不敢
坐。毛主席笑着
说：“莫要客气，坐
下嘛，立客难当哩。”韩
起祥这才坐下，问道：
“您要听什么书？”毛主席
话锋一转：“你是说书先
生，应当称为韩先生，平
时都说些什么书？”韩起
祥回答：“主要说 《包公》
和 《隋唐》，有时也唱些
乡俚小曲，高高山上一泉
水，四个女人洗大腿
……”说着，韩起祥脸也
红了。毛主席说：“这种唱
段当然不好，但是，你有
群众基础，可以编些新
书，宣传我们的政策。你
不仅要做三弦艺人，更要
成为我们的三弦战士嘛。”
韩起祥不安地说：“我愿意
说新书，但是，我没文化

不会编书。”毛主席和颜
悦色地说：“我让鲁艺的秀
才为你编唱本好不好？”
韩起祥高兴得直点头。
几天后，鲁艺的教师

把新编的唱本读给韩起祥
听。韩起祥听后直言不
讳：“你们读书人写得太文
绉绉，能不能让我用老百
姓的言语来唱？”于是，
他拨动三弦，敲响檀板，
用大白话说唱起来，不仅
唱词朗朗上口，而且主题
突出，观点鲜明。从此，
韩起祥开始创作大量的新
曲目，如歌颂毛主席在重
庆谈判中大智大勇的《时
事传》，宣传人民当家做

主的 《选举会》
等，深受群众的好
评和欢迎。

!#&' 年，第
一届全国文代会在

北京开幕，毛主席、周恩
来、朱德总司令出席了会
议。毛主席热情地招呼韩
起祥：“韩先生，您来啦。”
韩起祥感动得热泪盈眶：
“您老人家还记得我？”毛
主席风趣地说：“怎么会不
记得呢，我还答应你，要
送你一把最好的三弦哩。”
韩起祥真诚地说：“毛主
席呀，延安人民想念您
呀！”毛主席充满感情回
答：“我也想念延安人民，
请代我向父老乡亲问好。”
第二天，中央办公厅

干部送给韩起祥一把新三
弦：“这是毛主席送给你的
礼物。”韩起祥接过三弦，
心潮澎湃：“感谢毛主席，

这是说书人的传家宝呀。”
虽然韩起祥先生已经

逝世多年，但是人们没有
忘记他。可以告慰韩先生
的是，陕北说书的艺术根
基己经牢牢扎在民
间，政府把它列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落实传承
保护的措施，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好现象，艺人
一年四季演出，非常受欢
迎。有些艺人挣了钱，兴
奋地说：“感谢政府好政
策，说书能挣五百万。”
有些艺人买了汽车，自己
开车赶场子，自傲地说：
“开车赶场不稀罕，学习前
辈韩起祥，当年主席听说
书，白龙骏马请上山。”

一个人的沸反盈天
谢小嘤

! ! ! !巴黎近郊，小镇奥维尔 ()*!

+,-. /*- 01.,2，游人不多。一望无
际的绿色田野，样子乖张的大树，
石头搭起的矮矮的房子，纯粹不含
杂质的蓝天团云。一切都安静、平
和，仿若未曾被名利、争斗等等现
世污染。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墓园，不收

门票，任何人都能够随意漫步进
入，没有戒备森严也没有金光璀
璨，没有铁丝网络也没有雕像伫
立，可是在生命与生命的标记之
间，仔细看，你却能找到一个如雷
贯耳的名字———梵·高。
一块样子几乎比此地所有同类

都要平凡朴实的墓碑，简简单单地
写了“这里躺着文森特·梵·高，
!3&'4!3#"” （565 7890/8 :5;!

68;< :); =0=>———!3&' 4

!3#"），前方是一些不知名的藤蔓与
野花，边上是小他四岁、真正知交于
心的亲弟弟提奥·梵·高，这震古烁
今的名字，就在其中，泯然众人。
梵·高为奥维尔留下了 3"幅画

作，他在这里得到宁静，他也在这

里走向灭亡。不，应该说，不是灭
亡，而是真正的、永恒的宁静。

所有生前寂寂，所有身后喧
喧，尽藏于这一块墓碑、一抹新
绿。
静静地站在墓前，凭吊一个绝

世的天才与疯子。遥想他生命中最
后 ?"天在此度过的光景：“奥维
尔的景色很美，这里有一些古旧的
茅草屋顶，是巴黎郊外的真正乡
村，还有许多别墅及各样住宅，充
满阳光，铺满了花朵……我现在完
全被衬着群山的广大麦田吸引住
了。平原辽阔如海，美妙的黄色，
我的心情非常平静，我要画下这种
颜色。”

便 在 此 刻 ， @AB

CDE,FB 的 《:1BD,BG》 清晰
响起在耳际，毫无疑问，这
是献给梵·高最美的情歌，

“现在，我终于了解，你想对我说
些什么，以及，你怎样地承受着清
醒的苦痛，以及，你怎样地努力让
这苦痛得到解脱。”

不禁沉吟，生命亦有时运乖
悖，亦有顺风顺水，但归根到底，
寥寥数十年，不过是一场一个人的
沸反盈天，任你如何在欲望与挫折
里风雨欲摧城，他者照样花好桃好
春日景和。歌里说世界不会对如此
美好的人如此刻薄……但美好这事
儿委实指不上也靠不住，生活是自
己活，心情是自己选。向死而生，
活下去，大概是靠着我们的坚强，
不是指着命运的仁慈。
另一个疯子顾城说：“人时已

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
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
人说树枝在长。”

我们因为思想而疯狂，也许，
我们也能因为思想而宁和。
把这沸反盈天收拢于心，万
千气象尽归在胸中丘壑，这
起伏日子，不过是静静地
想，静静地过。

被宠着的老伯
周珂银

! ! ! !几年前，有一段时期，因
与一家私企有业务来往，我常
去那家公司。那家公司有一扇
灰漆色大门平时总是紧闭着
的，除非有车辆进出，只有一
角边门虚掩着，供人员出入。
看门的是一个壮实的中年男
子，按理说他完全能够胜任这
份并不复杂的保安工作。然
而，却很奇怪，又补充了一个
年过古稀的瘦老头在一旁担任
“协管员”。而且据来客反映，
中年人大多笃悠悠地坐在里
边，一有个风吹草动什么动
静，瘦老头立马跑出来一探究
竟，他最起劲。
若有访客来，是熟人，老

伯欠身笑眯眯地打个招呼，见
陌生面孔，他一定要问清楚找
啥人？有啥事情？然后填会客
单，一丝不苟。他还“关照”
中年男子：阿远，这些事我都
能干，你就甭管了，我是来工
作的，不要让子女们觉得我是
来添麻烦凑热闹的。只有车辆

进出时，阿远才出来，下锁拔
栓，拉开实沉的铁门。老伯又
连忙迎上去，指挥泊车或是卸
货。如此，员工们都说阿远是
养着不干活的。阿远委屈，找
老板诉苦道：老板，你说让我
照顾好你老爸，现在倒好，本
末倒置，他竟像来竞争岗位似
的，这算哪门子事啊。老板微
微一笑说：管人家怎么说，我
知道就行，你只要陪他说说
话，不要让他累着了，他爱干
啥就干啥，只要老爷子高兴就
行。
老板是家里的长女，弟妹

几个以及儿子侄子都在她公司
工作，母亲走得早，父亲唯恐
孩子们受委屈，一直没有续
弦，靠着一个鱼摊头做海鲜生
意硬是将五个子女拉扯成人。
而今，父亲老了，身子骨还算
硬朗，总抱怨在家寂寞，想和
子女们在一起。她是个孝顺女
儿，为了不让父亲寂寞，每天
上下班，车上总带着他。一边

干事情一边兼顾老父，居然可
以做到“忠孝”两全。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弟妹都

赞成她这么做的，有一次，她
弟弟就提出：阿爸快 3"岁的
人了，又爱管闲事，在公司影
响不好，还是让他回去吧。她

听了轻描淡写地说：不过是个
小公司，又都是些家里人，不
碍事，阿爸和我们在一起有安
全感，他开心就好了。她在家
是大姐，在公司是老板，不看
大姐的面子也得看老板的脸
色，于是，子女们在公司总是
阿爸长阿爸短地叫着，员工们
也是老伯长老伯短地敬着。有
老板撑腰，老伯的日子过得充
实而滋润。
一天中午，大家围坐在一

起吃饭，突然，老伯身子一

歪，从凳子上一头栽倒在地，儿
女们一阵惊呼，连忙将他扶起，
发现老父咿里哇啦的口齿不清
了，再一看，不得了，嘴巴歪到
了腮帮子，直淌口水。赶紧送医
院，诊断为老年性中风。于是，
老伯终于在家休养了。有一次，
我与老板在说事，她二妹进来
汇报道：阿爸这两天恢复得蛮
好，又要闹着来上班了。老板笑
对我说：你看，我那老父就像个
老小孩，二妹眼下的工作就是带
着两个保姆在家伺候着他，老爷
子现在可是“高干”待遇哦。

过了一阵子，我去那家公
司，见老伯又来上班了，只是换
了岗位，成了老板的“秘书”。
那天，大概是他们公司的结账
日，好几个供应商在等着老板签
字拿支票，见老板来了，大家伙
争先恐后要涌进办公室，一时秩
序大乱。此时，老伯出来管事
了。他说：我一直坐在这里，最
清楚哪个先来哪个后到，你们得
听我的。然后，老伯把他们一个

一个地重新编排，
你第一他第二，大
家也都服服帖帖，
须臾，便井然有序
了。老伯得意洋洋
指挥着，又回头对我说，你先坐
会儿，一会我安排你和老板见
面。老伯煞有介事的模样挺逗，
大家瞧着都挤眉弄眼地偷着乐，
那天的老伯气色不错，还是那么
起劲。
转眼数年，前不久，在一个

酒会上又偶遇那位女老板。细语
寒暄，方知，老伯离世已两年有
余。她告诉我，她父亲走得很安
详，弥留之际，对他们说，他这
一辈子过得很踏实，有儿女们的
陪伴，他从没感到过孤独。
老有所依，从不孤独，是人

生终老的美好愿景。多少达官富
贾显赫一时，晚景也难免孤独寂
寥，郁郁寡欢。而辛苦了大半辈
子的老伯却能在儿女的厚爱中其
乐无穷地走完了余生。有儿女宠
着的老人，最幸福！

铭记那一榔头
赵全国

! ! ! !在敬业中学读初一
时，苏惠民老师教我们语
文。他相当欣赏我的作
文，经常让我当众朗读自
己的文章。这是件很光彩
的事，一时间我心里真有
点晕乎乎的。
一次苏老师要我们学

写诗。我虽未写过诗，却
信心十足，因为我读过郭
沫若的诗集《百花齐放》，
每首诗都像大白话，好学
得很。讲评课上，见苏老
师拿着作文本走到我座位
前，以为又让我朗读，我心
中暗喜。
不料他把本子重重一

撂，板着脸说：“你写得哪
像诗？没有一丁点诗意。重
写！”我恨不得找个地洞
钻。随即他又热情地读起
一位女生的诗，可这位刘
同学的作文水平在全班仅
列中流。
苏老师的批评对我就

像榔头和尚那当头的一
击，打击了我的骄气。从
此我作文时少了点轻浮，
多了份谨慎。半个世纪过
去了，犹难忘师恩啊！

袁先寿
忆旧

（成语）
昨日谜面：孩子哭闹，

家长训教（西洋乐器二）
谜底：小号、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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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岁的小男孩吴明旭! 是连云港

师专一附小五年级的学生" 日前上学时

在途中一个斜坡上玩起了 #滑滑梯$!

由于下滑过程中身体失去平衡! 本能地

拉住一辆停在路边的奔驰车的车标! 可

是惯性太大! 竟将车标拉断了% 当时他

很害拍! 也想过悄悄走掉" 但与同学商

量后觉得不能走! 要主动承认这个错

误" 因为车主不在! 又要赶到学校上

课! 于是就在车窗上留下一张字条&

#车主! 对不起! 我的调皮给你带来了

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 小学生& 吴明旭%$

事后! 车主觉得这孩子不简单! 没有责怪孩子%

具体赔偿事宜! 与家长进行沟通% 吴明旭的母亲对

儿子则是赏罚分明& 买了一包薯条! 奖励儿子的诚

实' 又打了孩子一个屁股! 惩罚儿子调皮做错事%

学校也对吴明旭的诚实予以肯定! 在全校进行了通报

表扬%

孩子是在不断犯错和改正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诚实的品德十分重要% 只有诚实! 才会

知道自己错了' 只有诚实! 才会改正自己的错! 找到

努力的方向% 诚实的品德也需要激励和培养! 在各种

磨炼中养成%

现在有一些家长和老师! 在孩子犯了错主动承认

错误后! 不是肯定其诚实的品格! 而是劈头盖脸一顿

批评!那必然会使孩子#吸取教训$!下次

犯了错!再也不承认了% 时间一长!孩子

就会养成不说实话的不良品德%因此!在

教育孩子时! 应该先用是否有利诚实品

德的培养这把尺子量一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