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饭后的炸酱
魏梦晓

! ! ! !因为我跟先生平时都要上班，
所以请爸爸妈妈从老家来帮我们带
年纪尚幼的女儿。他们俩中午脱不
开身认认真真做饭，总是煮点面就
剩菜吃，———若没有剩菜，就只有阳
春面。我便时常准备一些耐再加热
的菜，有时候是香菇卤肉，有时候是
番茄肉酱，有时候便是炸酱。

这一日，吃了晚饭就给爸妈准
备明天的炸酱。做炸酱倒没什么营
养或是季节的考虑，主要是因为正
好前几天收拾冰箱收出来些六必居
的黄酱和甜面酱。爸妈是南方人，并
不太懂得使用黄酱这样一种来自北
方的酱料，我便趁手用掉它。虽然我
也是南方人，但平时爱吃些南北各
地的东西，又留心从书上和朋友那
里收集做菜的方法，亦不吝于尝试，
便多了些经验。

炸酱是北京人的国民食物，我
向许多人讨教过，似乎家家都有自
己一套秘笈。综合了种种说法与自
己实践的经验，终于整合出一套法
子。因知道晚上要做这个，提前先请
爸爸买了一条很好的五花肉，红白

相间数下来，七层是足足有的。我仔
细把它切成肥肉丁、肥瘦丁和瘦肉
丁。家里还有个圆茄子，本来是给我
烤鸡腿时做配菜的，可我临时改了

做法没用上，剩下来了。茄子是做素
炸酱的好材料，于是也切成丁。
我刀工一般，又考究肉丁从肥

到瘦要切得略有渐小之势，只能慢
慢来。我在厨房的这一头的
料理台上切，爸爸在厨房的
那一头洗碗。我俩斜斜背对
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早
已去世的亲人们的往事。我
重复着他们曾经说过的话与做过的
事情，直到我发现，虽然已经过去十
几年，可他们都还很好地活在我的
心里面。
切好食材，我起了锅先炒肥肉。

火不能太大，否则会焦糊。就这样看
它一点点渗出油脂，变成淡淡的焦

黄色；依次去把肥瘦丁煸到出油，再
下瘦肉丁，为了嫩，火便终于可以开
大，炒到表面粉白色；肉盛出来，就
着猪油把茄丁炒软，再把肉倒回去，
更换火候，加种种酱料，间或给爸妈
尝味道。最后把成品装出来，放在桌
上摊凉。
一步步，急不得。而我也并不想

要着急去做完哪一步。我平日擅长
厨房里的统筹规划，同时利用所有
的加热源，所有流程精细分解开来
互相穿插。可有时候，一旦有机会，
我心里更愿意把一切放缓，每一分

钟只做一个动作，一个晚上，
慢慢地，只做一件事情，就像
今天晚上。

等待它慢慢变作室温，
终于可以收进玻璃盒，放进

冰箱。
回想起来，做菜也罢，人生里别

的事情也罢，缘起往往并非精心筹
谋，更多的出自“顺便”或是“正好”。
而原材料也多非精挑细选、特地采
买，多的是顺手拿来。因缘际会，既
然来到了眼前，便莫要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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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数码时代相对于胶片，最直接的
差别无非拍摄后可以马上看到照片，
不像胶片那样需要等待冲洗这个“漫
长”的过程。而手机摄影，更是将照片
分享发挥得淋漓尽致，拍摄、回放、后
期、发布，简洁明了。

而手机摄影的 !""，已经快让人
挑花了眼。

最近发现一家叫 #$%$&'$()$&的
实验室，开发了一款名为 *+,-.&

/0-)-（一小时成像）的 123 !""，拍成
后需要等待 *小时才能看到照片———
设计的初衷很简单：想让使用者

找回当初使用胶片拍摄的感觉，认真
对待每一个镜头。
试用了几天，其操作页面可以算

是所有摄影类 !""中最简单的———
只有一个释放快门的按键。左右两边
各有一个数字，左边代表拍摄照片的
数量，右边则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拍摄后软件自动从
45分钟开始倒计时。完成 46分钟的等待后照片自动
保存到手机相册内，只有黑白。抛弃彩色的做法也表
明了 *78-.& /0-)-向胶片致敬的意思。
多年前还没有数码的时候，拍完片去冲洗店，等

待的过程五味杂陈，有忐忑、有兴奋、有无以言表的
期待。去得多了，跟店里的接待阿姨也熟起来，跟冲
洗的大哥更是成了好朋友。在那里，成了最初的“朋
友圈”分享，有被“赞”，也被喷。
无论图片好坏，这都是摄影过程中美好的部分。
*+8-.& /0-)-的冲洗过程，实质上还是模拟。这

几天跟朋友聊起，说冲洗可以 91:1);<（数码化），是不
是以后生活中更多的事物也都可以模
拟了。就像《骇客帝国》里那个背叛母
体的家伙，对着鲜美多汁的牛排说，虽
然我明知道这样的美味是假的，可我
还是喜欢。

一个产科医生的自我修养
周 健

! ! ! !所有人都说，再不让
自己的小孩做医生受苦，
我也不愿意。但如果回到
*= 岁，我还是会选择学
医，而且做一个产科医
生。十多年前拒绝选择高
大上的腔镜，原因
很简单，站了十几
个小时，搞出个东
西都不带个响？忒
没劲了！
对，就为听那个“哇

哇”响，简单的快乐。
在我眼中，医生分三

种，男医生、女医生和产
科医生。所以做产科医生
的第一修养，在于模糊自
己的性别。当孕妇来到你
身边，不因为是男医生而
窘迫、不因为是女医生而

担心，那么你就做到了。
所以，从产房里走出来的
女医生不论身形如何，都
可以一秒钟变彪悍，半夜
里声嘶力竭叫“再来再
来 >”憋红了脸拉产钳，

一步就骑上产床压
肩难产……所谓的
住院医生培养，就
是把一个娇滴滴的
女娃娃扔进炼炉，

三年后隆重出炉一个金刚
女汉子。而男医生，则会
慢慢向暖男靠拢，轻柔的
语调、干净的眼神、细致
的观察力，将孕妇的注意
力从性别向专业性转移。
在周围一片雌激素压制
下，男医生很少有火气，
我的老板 ?-(@ 哥再怎么

生气的时候也只会说：再
这样我要骂人了！
还是会碰到尴尬的时

候。有次在急诊间，听一
个产妇哼哼，就知道孩子
马上要钻出来了，可她还
是紧紧拽住裤带子不肯
松，指着医生：他是男
的！这种时候，只能由女
医生来救驾了：他不是男
的！我也不是女的！在孕妇
脑子崩溃时，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消毒、接生、结束
战斗！当然事后，还需郑重
对旁边被说成“不是男的”
的男医生郑重道歉。男医
生是产科的宝，因为有你
们，我们干活不累！

一般人到医院看病
都希望找个水平高、态
度好的医生。啥叫态度
好呢？我一天看门诊百
来号人，前二十个轻声
细语，到四十个嗓门拉
高，下半场病人频繁挨
骂，最末二十个俺已经
气若游丝。不喝水，免
得老上厕所；少吃饭，
免得脑子缺血。所以产
科医生的第二大修养是
要会说话。

怎么个会说话？就
是看一个门诊病人，拉
卡报体重、血压，同时
孕妇上床你解释上次化
验，边量宫高、听胎心，
边宣教数胎动，对不遵
医嘱的人适当讲个小故
事恐吓一下。孕妇起床
整理时，你已经开好下
次检查单，最后冲她背
影再吼一声：少吃点！
这样顺利的话，A分钟可
以打发一个。

产科医生的小故事
往往很短B 从前有个人不
数胎动，后来出事了；
从前有个人海吃胡喝，
后来胰腺炎了；从前有
个人一直躺着，后来肺

血管堵住了……不需要
细节点缀，达到效果就
好。对于十万个为什么
型的，一把拽过她手里
写着密密麻麻问题的纸，
听好：第一：没关系。
第二：对。第三：不要
百度医生，听我们的！
2C？下一个>

做产科医生是个锻炼
人极限能力的岗位，娃娃
们一船船运来时，不会管
你是人手短缺还是晚上；
紧急情况都毫无征兆。所
以第三大修养是要培养体
力、耐力和应急能力。
常有朋友惊讶于我周

医生出去玩可以 D 点起
床，*E 点不睡，还一天
骑行七小时———这就是日
常工作状态嘛，连上 ED、
F4 小时班还不是家常便
饭G！
各种紧急情况都需要

有序的快速反应，所以日
常培训和演习少不了。啥
是演习？就是狼来了呗。
产房只要警铃大作，就提
示是急诊有危急情况，产
房的医生护士立马炮弹般
弹出，换衣服拖鞋，扛起
大产包就跑。一边跑一边
要拨开人群，大叫前面让
开！等电梯是来不及的，
直接一号楼跑到三号楼，

再从三楼下一楼，冲进急
诊室，病人呢……按下秒
表：很好，一分半。

当然，应急多了，
碰到“真狼”就也不怕
了。只是产科医生往往
落下三种病根：应激过
度高亢型，高血压；应
激长久持续型，心脏病；
应激调控紊乱型，甲亢。

做一个产科医生，必
须有爱心，但心慈绝不手
软，对于妈妈们做自我伤
害的事情毫不姑息。这个
自我修养，说起来很大，叫
职业操守，做起来又很难，
一不小心就会被说无良。

比如，一个开了宫口
的妈妈，因为疼痛或没有
信心要求开刀怎么办？她
往往失去理智又哭又闹。
这是每天在产房发生的
故事。直接执行开刀，一
了百了，但并不是最好的
解决方式———因为她离
成功或许只有一步之遥。
给她再做一次充分的评
估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手
术指征，重棒灭了她的念
头，再给根棒棒糖打个麻
醉，等她安静下来再沟通
接下来可能的关卡，告诉
她医生一定会帮她走到
终点。无疑这种方式需要
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风
险，而在终于平安顺产的
那一刻，医生护士也只是
简单地互道一声：业界良
心！自我鼓励。

作为一种稀有物种，
产科医生的自我修养当然
还有很多章节，需要用一
生的时间去学习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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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 海南海口有个

高中生"!""多斤重"常被同学们讥笑"加

上学习成绩不太好"产生了自卑心理#两

年前迷恋上了上网"成绩进一步下降#父

亲反思自己忙于工作"很少陪伴儿子"更

不要说沟通了"于是"从单位辞职"让儿

子休学半年" 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人生旅

行!陪儿子骑自行车游全国"从海口出发

上北京"行程将近 #万公里#

父亲利用一切机会对儿子进行教

育"如刚开始上路时"儿子一个劲往前

冲常走错路"不得不回头重走"父亲就

启发他$遇事要三思而行%&儿子给自行

车打气"把胎打爆了"父亲就借机讲'谦

受益"满招损%的道理((风餐露宿"随

着父亲的耐心引导" 父子俩已无话不

谈"儿子精神状态也好起来#

对染上网瘾的孩子" 或者染上种种

不良习气的孩子怎样进行教育"这对父子给了我们有益

的启示#首先"是要让亲情回归#这些孩子往往有很强的

叛逆性"这与亲情缺失有一定关系"而这往往是家长缺

少教育意识"不懂如何与孩子沟通交流的结果# 其次"是

选择的方法要得当# 尽量要选择孩子愿意干的事情"潜

移默化地改变孩子"简单地用棍棒)看护)送戒网瘾学校

等等方法"往往适得其反*

父子游全国"方式特殊"但背后的意

义"是具有普遍性的* 其实"在这场特殊

的人生旅行中"成长的不只是孩子"还有

父亲*

吴伟忠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三字教育用语）
昨日谜面：撰文思念

妻儿（唐代人名别称）
谜底：章怀太子
（注：文章怀念太太与

儿子）

诱人的苹果
杨 晔

! ! ! !一个小男孩放学回家，看见大
大的红苹果挂在枝头，仿佛对他说，
把我带回家吧。男孩停下脚步，仔细
端详着这个水灵灵的苹果。它在枝
头很不安分，不好好呆在院子里，偏
偏伸出围墙。男孩对这个苹果垂涎
欲滴，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其实
苹果并不是男孩的最爱，如果可以
选择，他宁愿把手伸向巧克力。但此
刻，它似乎散发着不可抗拒的魅力。
男孩没有办法挪开脚步。越看这个
苹果，男孩就越想得到，他咽下口
水，甚至感到了饥饿。

男孩踮起脚尖，尽可能
伸长手臂，努力去够那个冲
他微笑的苹果，可是够不
到。于是男孩把书包放在地
上，像篮球场上触碰篮筐一样，纵身
一跃，刹那间他感觉已经触摸到了
苹果。可是那个家伙还是安然在枝
头，似乎在嘲笑他。
绝对不能放弃，男孩给自己鼓

劲儿。他站在枝头下，认真地思考
着，如果能踩着什么东西把自己垫
高就好了。他环顾四周，期望能看到
石头或砖之类的，哪怕是一根长竿，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有梯子简直就
更完美了。可是周围什么也没有，只
有路边的树和树下的草，还有穿行

在树叶间的风。
男孩轻微地叹了口气。

他抚摸着自己的书包，里面
有笔袋，有饭盒，还有一个今
天瞒着妈妈偷偷带到学校的

游戏机。他摩挲着书本，掂量着它们
的厚度。男孩摇摇头。他想到了能想
到的所有办法，最终定睛看了看那
个大苹果，还是决定离开了。
起初，男孩很沮丧，他狠狠地踢

飞了路边的石子，恨不得这颗石子
飞到树上把苹果砸下来。一想到自
己付出了努力，但还一无所获，他就
更不开心。

然而这个男孩实在是可爱极
了。走着走着，他想到了安慰自己的
好理由，他默默地告诉自己，即使自
己对那个苹果充满了渴望，尽管那
个苹果充满了诱惑，毕竟这个苹果
并不属于自己。再者，得不到苹果已
经无可更改，伤心又有什么用呢？与
其那样不如改变自己的心情，男孩
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事已至此，
不如让自己开心些，他想到了爸爸
买的巧克力还有几块呢。男孩咧着
嘴，蹦跳着回家了。

一个小男孩能想明白的道理，
偏偏有时候成年人就是想不通。因
为得不到的欲望折磨得自己不开
心，或是因为诱惑不择手段。对待欲
望就像我们对待树上的苹果那么简
单就好。

最古老的岩石
黄晨星

! ! ! !地球是在约 D4亿
年前由尘埃云塌缩而
形成的。由于尘埃云聚
集为原始地球的过程
中释放了大量的能量，
地球在最原始的时候，是一个炽热的、熔
融的岩浆球。那么，地球表面是在什么时
候开始冷却并形成岩石的呢？
最近，科学家在澳大利亚西部杰克

山的变质砂岩中，发现
了远古形成的错石晶
体。经过铀—铅法放射
性年代测定，这块锆石
形成于距今 DFHID 亿

年。锆石这种矿物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岩
石开始形成了，也就是说，那时地球表面
已经冷却并出现了固体的岩石。这个时
间比地球最初形成晚了不到 F亿年。

“自然”别解
那秋生

! ! ! !唐司空图《二十四
诗品》之一《自然》：“俯
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
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
开，如瞻岁新。真与不
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
情悟，悠悠天钧。”（译文：在生活中到处
能发现诗，不需要挖空心思追寻，顺应情
理写作，就能着手成春。作品自然如花儿
适时开放，又好像四季岁月更新。生活中
得来的领悟不能被人夺去，勉强搜取材
料就会陷于窘困。高雅的人身居空山，雨
过以后采集野萍。这一切都真切自然，就

如同天体默默地运行。）
这是文学上对“自然”的
解释。
哲学上可以这样来

别解，将“自然”分析：
“自”是鼻子，在母体中最早成形为婴儿；
“然”是样子；意思就是回归那种“无善无
恶”的婴儿样子。如《老子》中所谓“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顶
针式的句子恰好形成了一个回环：“自
然”即老子的“婴儿”之喻，也就是“返璞
归真”。因此说，“自然”是关于人生回归
的一种哲学的最高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