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傅勤

! ! ! !近来，临睡前常暗念：不要让我做梦，让我一觉睡
到天亮。
上海人表示不屑时，常说：“侬梦做醒了�？”意思

是，你太开心了，像做梦一样，现在，你好醒醒了。其实，
我做过的梦大都紧张刺激，如果用弗洛伊德的方法释
梦的话，大概可以分析出我是怎样一个人，或者，在我
做这类梦时，我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小时候做的梦至今记得的有两个：一个是，我在前

面跑，有人在后面追，路是西江湾路 !!"弄
边上的几条小弄堂，啥人追我是不记得了，
但他们追不到我也是自然的，结局是，在最
紧张的时候，我突然翻墙进了我家的那个
小后院。梦也在这时候也常常醒了。心里既
安定，又有些得意。还有个梦多少有些莫
名，就是突然从高空坠落，一个紧张的过程后，落地了，
于是，醒了！
读了弗洛伊德的书后，自己做心理分析，觉得可能

是小时候坏事做多了，常常受大人的责骂，有种被迫害
的心理！还或许，我喜欢我们家的那个小后院？

那个后院只约两平方大，露天，中间放一口大缸，
四周就所剩无几了。一次，我去虹口公园玩，钓了四五
只河虾回来，爸爸说，就养在这个缸里吧。不过，没几
天，我就把它们煮了吃了。爸爸晓得后，笑了。
以后的梦，基本不记得了。去年一月七日，爸爸去

世了。之后的一两个月，我很诧异，常想：我怎么不会做
梦见爸爸的梦呢！那段时候，我真的很想他！
五月三十日早晨醒来，我突然记起，我刚才是在梦

里啊！我在一个五斗橱一样柜子里，翻到了几本练习
本，堆放得整整齐齐，封面上写着“东西要随拿随放，堆
整齐”之类的话，原话已经记不得了。我一看就知道是
爸爸的笔记本。正在诧异，我一转身，突然看到爸爸就
在我身后，我扑过去，抱着他大哭，叫着“爸爸爸爸，你
到哪里去了啦？”爸爸的肩膀很瘦，他没有动。———这
时，我一下子醒了。

———爬起来去厕所，
我心里很难过！
后来，我有几次又梦

到了爸爸，醒来，我依旧难
过。于是，就像开头我说
的，现在，临睡前我常暗
念：不要让我做梦。———
我知道，其实我不是怕做
梦，而是怕梦醒。

天珠故乡行
徐梦梅

! ! ! !去年七月去了趟西藏，来到
天珠的故乡。在那里天珠几乎无
处不在，用途多种———
供佛。从唐代文成公主作为

陪嫁带入西藏的那尊释迦牟尼
十二岁等身佛像后，就开始了天
珠供佛的习俗。在大昭寺、桑耶
寺等一些著名寺院里，有许多佛
像的佛冠、额首和胸前都镶嵌了
不同的天珠，以示虔诚之心，希
望得到佛的保佑。
禅修护身。藏民族认为纯正

的老天珠具有强烈的能量，是水
晶的三倍。修持者佩戴天珠入禅，
能促进身心调合，启发定慧，有助
导入“悲智圆满”的境界。人们还
相信日常佩戴至纯老天珠能趋吉
避凶，稳定血压，防止中风，增强
内气，会获得意想不到的福分。
药用。天珠多为玛瑙材质。藏

医认为其可舒经通络#主治中风、
四肢麻木等。在西藏古老的《四部

药典》中提到将天珠磨粉，配以金
银、珍珠等粉末，加入药草制成药
丸，传是治疗险疾的特效药。到拉
萨一家著名藏药公司参观# 在众
多奇异的藏药材中就有绿松石和
天珠，并详细注明了服法。
财富象征。藏

民族认为天珠是
珍贵的。《新唐书》
中记：“珠之好者，
一珠易一马。”在
许多藏民的家财细软中一定会
有老天珠。据说在很长的时期
里，至纯老天珠还可以在藏区的
银行和信用社抵押贷款，在拉萨
八廓街的古玩店铺看到几颗老
天珠开价数万甚至上百万的。
佩饰。天珠自古就作为饰物。

“吐蕃妇人辫发，戴不瑟瑟珠（不
瑟瑟珠即天珠）。”藏族姑娘行成
年礼或出嫁一定佩戴天珠。在一
些重要的礼仪场合佩戴天珠也是

一种地位的象征。在西藏旅游时
见不少藏族妇女颈上挂着的项链
中间有天珠# 粗看似多为新工艺
的。听当地朋友说，有些人不是没
有老天珠，一到逢年过节，穿上盛
装时就全亮出来了。

本以为能有缘
在大昭寺的释迦牟
尼十二岁等身佛像
前近距离观察那些
从唐到清近千年里

陆续镶嵌其上的百余颗天珠，以提
高眼力，无奈我等凡夫俗子只能隔
着沉重的护法铁链作远距离
瞻仰，令人遗憾。但不虚此行
的是，看到并深度认识了三
种不同的天珠。第一种是全
新工艺的。玛瑙质、呈褐色状，上绘
有各种图腾，说是经过火供和开光
的。在日喀则下榻的酒店的商场
里，替同行的外地朋友选购这种天
珠，并专挑视为最珍贵的图腾，如

莲花、宝瓶、九眼和虎牙的买。第二
天导游带去天珠专卖店，同游者请
店员鉴定，都说是真，且与店家的
价格相差悬殊，窃喜。

在拉萨步行街的西藏文物商
店认识了第二种天珠，是用古工艺
做的，玛瑙体上有天然风化纹，圈
子里认可这种东西，收藏家有幸会
遇到。商店还挂了一些港台影视明
星来此购买天珠的照片，这种老天
珠可作为一种参照的标准器。大昭
寺左边有个西藏土特产中心，在一
个售柜前与营业员聊天珠，这时来

了个他熟悉的藏族朋友，就
请他从腕上取下一串天珠
手琏来开开眼界。共九颗，
每颗珠都只有两厘米长，糯

熟的玛瑙玉质，肥厚的包浆，白色
的图案线条，只绘有一两个圆的眼
纹，极为简单。此是很古老、罕见且
大开门的第三种天珠。物主说是传
世的，但也道不出东西的年代。

最馋台中太阳饼
周天柱

! ! ! !你说怪不怪，已经好多年过去
了，第一次在台中品尝太阳饼的滋
味至今仍舌尖生津，回味犹新。
那天主办方考虑与会者连轴开

会的辛苦，下午 $点特别安排了半
小时的茶歇。当会议代表三三两两
走进贵宾室，顿时置身于浓郁的“拿
铁”芳香与悠扬的民乐旋律。每个人
的小圆桌上，有序摆放着一碟碟精
美的茶点，而一只精致的金边白瓷
浅碟内，略带烤黄酥皮、呈品字型叠
放的点心虽素淡寻常，却勾起了我
的好奇心，仔细端详其浑圆略厚的
外形，不免猜测起来，中秋莅临，莫
非这款点心是“台湾苏式月饼”？
三个指头轻轻捏起“月饼”，张

嘴小咬一口，还未及咀嚼，
入口的酥皮就如一片片雪
花慢慢融化，而后便有一种
极为醇厚、美味的面香。这
香味虽不浓烈，却分明刺激
起味蕾的欲望，糯动的肠胃似乎有
了一种平时很少出现的饥饿感。而
最为有趣的是，当从外向内，由表及
里蚕食到由蜂蜜、麦芽、蔗糖搅拌而

成的饼馅时，因酥皮不断融化而略
感干黏的口腔内，突然间如同被注
入了丰厚、滋润的琼液，原先渐渐干
涩的味觉瞬间变得精神起来。此等
感受是我所品尝过的中式、西式点
心中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充分体验

到“比对”与“融合”，“干”（酥皮的
“干”）与“润”（蜜浆的“润”）所产生
的相得益彰的食趣与意境，可谓第
一次真正领略到平淡与平常中所蕴
育的和美与丰润。

一口气尝完不知名的佳
饼，此时心中的疑窦自然聚
焦于此饼的“芳名”。当我轻
轻请教迎面走来的女服务生
时，她以不可思议的惊讶表

情注视着我，而后才直言相告：它，
就是响遍全台的台中太阳饼啊！
从此，中港路成了我逛台中街

景的必由之路。长不见底的名街上，

铺天盖地全是太阳饼的金字招牌。
“太阳堂”自产的袖珍太阳饼堪称一
绝，盒小、量少、价高，浅尝则止，更
显此饼的珍贵；“本铺”自立门户的
特色饼，如磁石般吸引着四方饕餮，
而每年 %&月第三个星期六，人气超
旺的太阳饼文化节更是吸引了各路
嘉宾。近十年，太阳饼年销售额从仅
$&&&万元（新台币、下同）起步，已
逐年突破 '亿元，增幅着实惊人。
太阳饼代表的是台中一种别处

不可替代的美味，是台中的符号、名
片、象征，更是缩影、骄傲与风情，这
些年已成为大陆同胞赴台观光必买
的伴手礼。近年来，为了提高太阳饼
在浦江两岸的知名度，台中市长胡
志强曾多次亲临上海，尽情推介。那
天，$&多摄氏度的气温使体态发福
的胡志强汗流满面，可他头顶白帽，
身系围腰，俨然成了烹饪大师，在不
停的吆喝声中，亲手将一炉炉吱吱
冒着热气的太阳饼送到与会者的手
里。那久盼的热腾腾、甜滋滋、松软
软、香喷喷的美味即在眼前，岂容错
过？我一口气连吃两个仍意犹未尽！

! ! ! ! ! ! ! !陆贞雄
月下之吻

（花名）
昨日谜面：气得说不

出话（二字射击术语）
谜底：哑火（注：火，生

气）

请给老师一点时间
张苏华

! ! ! !读季羡林先生《十年回顾》，说
的是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时读书
的事。文章有句话让我十分震撼，
他说：“在哥廷根的十年，学校从来
不开什么会。”又接着写道，“这种
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我空前
绝后的读书的机会。”
在今天的我辈看来，简直有

点匪夷所思：十年！整整十年，居
然“学校从来不开什么会”，真乃
“咄咄怪事”，“不可思议”！

反观我们今天之学校，大学我
不清楚，但在中小学，一般上午上
课时间除外，到了下午，那就是开
会之天下。曾有不止一位老师告诉
我：周一是全体老师例会；周二是
年级组会；周三是教研会；
周四是报告会；周五是总结
会。要说学校领导不努力、
不尽心，那是瞎话，会议要
策划，要组织，要讲话，要
写材料……所以，其实大家都在
忙。可问题是，效果怎样呢？
在我看来，那些可开可不开的

会、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会，偏要每
次兴师动众开上一下午，好像不这

样不足以体现学校的工作、领导的
水平似的；而且，领导一般爱讲长
话，把会议时间拖得很长；内容呢？
不敢说千篇一律，反正能让人竖起
耳朵来听的很少很少。不参加不行
吗？上级也有办法———签到、点名、

扣工资。有老师怀抱一摞作业，一边
开会一边批改，再不，闭目养神，左
耳进右耳出。一个一个下午，老师们
的时间就这样失去了，或者说，就这
样被无情地夺走了。

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体
会。好几次，因为有事，母亲
打我手机，我的回答都是：
“开会哩。”开会成了我的工
作常态。在教育局，即使我从

事的是教学业务工作，但会议之多，
怕也要占到我工作时间的十分之四
五，更休提其他的行政部门了。
更可叹的是，自己的时间被占，

还要去占别人的时间。我有时听完

课后开些教师会议，总要占些老师
的时间，常常要说上好一阵子，有
时，也免不了说些要老师多读书的
话来，那才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总是责备老师们读书少、
不钻研业务，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
发，要求老师“怎样怎样”；然而仔
细想想，那么多一线教书的老师
仍在一边教书、一边备课，一边还
得硬着头皮应付许多无聊的会，
我就有些心疼：心疼他们的时间，
心疼他们的年华。

读书其实是用不着多说的，因
为每一个老师，原本就是一个读书
人啊！当过教师的我，就有这样的体
会：在自己的内心，在骨子里，多么
盼望有一份属于自己读书的时间和
空间，让心灵自由地驰骋啊！

不要总是喊着“老师，你为什
么不读书了”，少开一点会吧，给老
师们一点时间、一点从容、一点自
由吧！
不知是否对头，我总觉得，要判

断一个学校的领导是否称职，最重
要的一个指标，要看他是否惜
时———珍惜老师们的时间。

王献之之悔
米 舒

! ! ! !王献之，小名官奴，会稽人，是“书
圣”王羲之的第 (个儿子。
他自幼聪捷好学，随父王羲之练习

书法，他 (岁时正在写字，王羲之悄悄至
其身后，突然去抽儿子手中的笔，竟没抽
掉，王羲之夸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

王献之 %&岁那年，他的书法小有
声誉，便有点骄傲，其父却不赞他，对儿
子说：“你的字要站得
稳，有骨架，须把这几
缸水写完。”

王献之又苦练了 )

年，自以为写得很不错
了。他写了一个“大”字让父亲王羲之点
评，王羲之在“大”字下点了一点。王献之
不明其义，便把“太”字让母亲评点，其母
仔细揣摸后说：“唯有这一点似你父亲。”
王献之大为自惭，从此日夜苦练，并认真
学习各种书道艺术，兼收并蓄，终于成为
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与其父合称“二王”。
王献之 !%岁娶了表姐郗道茂，王郗

两家早就指腹为媒，且两人从小青梅竹
马，亲密无间，成婚后更是十分恩爱。美
丽贤淑的郗道茂是有名的才女，她为王
献之生一女儿，名玉润，可惜玉润不到 %

岁就夭折了，郗氏并未再孕。王
献之对此倒不介意，与大他一岁
的妻子整日吟诗唱和，绘画写
字，游山玩水，夫妇感情如胶似
漆，日子过得不亦乐乎！
王献之相貌英俊，举止潇洒，又极富

才情，被当时誉为“风流为一时之冠”，这
样的美男子便引出了平地风波。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女儿新安公主

司马道福，早就倾慕王献之，她因有婚
约，只好嫁给大将军恒温之子恒济。后
来，恒济欲篡兵权被贬，新安公主乘机离
婚，并央求父亲将自己许配给王献之。
简文帝司马昱很为难，因为王献之

是有家室的，自己的女儿又不能嫁给对
方作小妾。但女儿一而再地坚持，非王献
之不嫁。简文帝没办法，便找王献之商
量，说自己的女儿十分爱慕他，自己也想

招他为婿。
王献之闻之蹙眉，他回到家中想了

很久，抗旨不行，他就选择了自残，用艾
草烧伤了自己一只脚，以跛足为由来推
辞这门婚事。
不料新安公主铁定了心，当即表态，

哪怕王献之两条腿都瘸了，自己也非嫁
他不可。在权力的力量下，王献之只得与

日益恩爱的妻子分手。
王献之迎娶了金枝玉
叶、如花似玉的新安公
主。这位刁蛮任性的公
主相貌也很娇丽，婚后

一直很喜欢王献之，但王献之心中却放
不下郗道茂，他知道她离婚后一直未嫁，
不由在《思恋帖》上写道：“思恋，无往不
至。省告，对之悲塞！未知何日复得奉见，
何以喻此心！惟愿尽珍重理。迟此信反，
复知动静。”在另一《奉对帖》亦表达了此
意。总之，王献之一直旧情未忘。
郁郁寡欢的郗道茂死了，王献之心

中十分失落，一次去金陵踏青，偶然买到
一块古砚台，到了三月三，他又捧了砚台
去当地，不料一个 %(岁纯净少女见之
曰：“这是我家砚台呀！”王献之问之，才

知那美少女叫桃叶，因家贫将祖
传砚台出卖，王献之为之题诗：
“三月桃花里外红，黄蜂采蜜在
花中，两人来看池中水，不知何
时再相逢？”又到三月三，王献之

又到金陵赏玩春色，一少女投水，救之，
正是桃叶。桃叶家贫无路可走，王献之纳
其为妾，写了不少诗歌大秀与其恩爱，其
中一首：“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
无所苦，我自迎接汝。”金陵的秦淮河畔
从此有了“桃叶渡”的佳话。
王献之招为驸马后，官运亨通，官至

中书令，新安公主也为他生一个女儿，名
王神爱。王神爱 %$岁时嫁给痴呆皇帝司
马德宗，这也是王献之一生之遗憾。
《世说新语》载，他病重将死时留下

一言：“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可见其心头之悔，亦为其一生之痛也。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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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市"

余仁杰

! ! ! !最近国家发改委等
%%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
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
点工作的通知》，其中“选
择镇区人口 %& 万以上的
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
试点工作”引起关注。“镇
改市”已水到渠成，笔者更
进而想到接下来会面临的
名称问题。
本文标题“市市市”，

是说我国目前不同级别行
政区域都称“市”，乍一看
似乎成了并列关系，看不
出区别。如笔者所在的慈
溪市属于宁波市，慈溪市
属下的观海卫等三大镇是
“镇改市”的首选，今后试
点成功改为市后，按隶属
关系排列是“宁波市慈溪
市观海卫市”，在不知情的
人看来，不免摸不着头脑。
我国现行行政区域称

“市”的分直辖市、省（区）
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三
种，今后又多出一种镇级
市，如何在名称上加以区
别，值得研究。笔者大胆提
一个方案：直辖市用全称，
如“北京直辖市”，可简称
为“市”；省（区）辖市改称
“地市”；县级市改称“县
市”；只有“镇改市”的直接
称“市”。这样前面提到的
就成为“宁波地市慈溪县
市观海卫市”。聊备一说，
不知大家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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