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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的年底，着
了风寒，感冒了。感冒不
要紧，转成咳嗽了。日常
小病中，我最怕咳嗽，因为
一咳就会旷日持久，咳得

人都要散架了，更苦的是，咳嗽总会在晚
上加剧，会让你寝食俱废，有气无力。
岂敢轻敌？喉咙像洞开的城门，各

种止咳药水、消炎药片，列队兵勇般地
冲进城中。怎奈城中守敌颇为强大且一
味顽抗，厮杀一个多星期之后局势还是
混沌，进入 !%&'年了，我还是咳个不
停，晚上几乎不能睡一个安稳觉。

老妈照例传授她的穴位按摩：天
突，鱼际，太渊，列缺。（天突就在喉
头，力度很难掌握，其他的穴位按啊揉
啊，效果也是林中微光似的难以捕捉。）

忍不住在微信朋友圈里诉起苦来。
这下子可热闹了！朋友们纷纷关心慰问，
收获的，除了表情符的“鲜花”和
“拥抱”，还有各种止咳验方。

传统经典的有：冰糖雪梨
水，雪梨炖川贝。（试过了，温
良恭俭让，没有效果。）
改良型的：葡萄干加冰糖炖

水喝。（所有的方子里，这个最
清甜可口，至于效果嘛，估计和
《红楼梦》里的“疗妒汤”差不
多，甜丝丝的，喝又喝不坏，一
直喝下去，横竖总有一天———
呃，会好的。）
改良型加强版的有：盐炖橙

子，号称“秒杀一切止咳药！”
制法：&(彻底洗净橙子。!(将橙
子切去顶，就像橙盅那样的做
法。)(将少许盐均匀撒在橙肉
上，用筷子戳几下，便于盐分渗
入。$(装在碗中，上锅蒸，水开后再蒸
大约十分钟左右。'(取出后去皮，取果
肉连同蒸出来的水一起吃。（实在不习
惯往水果里加盐，这个没有尝试。）
除了炖橙子，还有烤橘子。就是将

橘子放在火上烤，直至皮发黑，橘皮有
油滴下，放凉，将皮剥干净，把烤好的
橘子瓣搅成汁，饮汁。（感觉操作有难
度，也没尝试。）
也有“中国功夫”派的，“拍打止

咳法”：&(左手伸直，手心朝上，右手拍
左手上臂 !%下，再拍下臂 !%下；!(换
右手伸直，手心朝上，同样拍；)(双手拍
大腿后侧 !%下；$( 双手拍小腿后側 !%

下；'( 双手拍膝盖 !%下。每天早晚各
做一次。据说一般感冒两天可愈，久年
咳嗽也可明显改善。（认真拍了两天，
手酸腰酸之外，并无别事。）
朋友中的“无照医生”虽多，但我

苦盼的止咳验方在哪里？

忍不住想念起二姨来。因为是二姨
让我体会到什么叫“药到病除”。十多
年前，二姨从泉州来沪，正巧见证了我
的一场久咳。到了两个月，她有一天突
然说，炖点高丽参喝。什么？那么热补
的东西，咳嗽时喝，岂不火上浇油？二
姨却说：你咳得这么久，人已经虚了，
可以喝。她用四片高丽参加两片里脊
肉，炖了近一小时，炖好后为了味道
好，还给我加了一点盐花。我就那样连
汤带渣热热地吃下去，当时觉得喉咙有
轻微的刺激感，然后就平复了，十分钟
后就几乎不再咳一声，就此风平浪静。
二姨真是无照神医！
可是这回，我似乎已经从风寒转为

风热，又尚未久咳成虚，如果贸然用这
个险招，十有八九会“闭门留寇”、适
得其反。（虽然这次我不敢用这个方子，
但是它确实奇验，所以还是写出来，希

望能救人于久咳之水火。）
终于，一位被我的咳嗽打扰

的同事，忍不住也来“无照行
医”了，她说每天睡前一颗“顺
尔宁”，保证能入睡。去药房买，
说要登记，感觉颇严肃的样子，
看说明书是治疗哮喘和过敏的
药，睡前略有迟疑，但一阵剧咳
掠过，顿时不管不顾地吃了一片
下去，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这宝
贵的几个小时的睡眠，使持续那
么多日日夜夜的咳嗽有了中场休
息，明显有助于精力的恢复，到
这时，其他药的药力似乎才真正
发动总攻。我忍不住封那位同事
为“无照良医”。
另一位“无照良医”走的是

心理路线：多睡觉，多晒太阳。
（点赞。体能和心情双管齐下，对绝大
多数病症都是稳妥的辅助治疗。）

最昂贵也最别出心裁的一个方子
是：去国外。哪个国家？新西兰啊瑞士
啊澳大利亚什么的，你懂的，那些空气
洁净的地方。
可不是！这个冬天连续的雾霾真是

害人不浅。本来元旦我已经好些了，结
果两天重度污染，咳嗽马上杀个回马
枪。后来略好些了，又被随后赶到的中
度污染弄得再次严重起来。好空气，肯
定是所有呼吸道病人最需要的一味药。
可是去国外，哪能说走就走？何况去了
之后，还不是得回来？怎么拔着自己的
头发离开这片土地？
只盼着新的一年里，朗朗晴空和清

新空气多一些，可怕又可恶的雾霾少一
些，再少一些。别让人把众药吃尽，诸
方试遍，更别让人飞过重洋，只为将异
国的好空气当成一剂止咳的良药。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王闻娇

! ! ! !我是一名司法矫正专职干
部，有人戏称我的工作是“没
权没钱跑断腿，不吃不喝为他
人”的苦差事，但我从事社区
矫正这个工作，虽然在物质方
面是清贫的，但在精神方面却
是富有的，这富有是用金钱买
不到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
品出其中的甘甜。

去年 *月 !+日中午，正
值酷暑，我带着一名社工冒着
高温走访探望了本社区刑释解
教对象吴某和他的孙子小吴同
学，本次走访活动是我们华新
司法所在新学期来临前，为了
在刑释解教人员心中筑起爱的
桥梁，帮助特殊对象未成年子

女顺利开学而开展的“社区矫正
爱心助学公益活动”。
吴家生活环境相对较差，一

家几口人挤在弄堂深处一间很不
起眼的小屋里，面积不到 !%平

方，屋里的摆设也很简单，除了
生活烧饭的炉灶和一张用来吃饭
的桌椅外，就只有一张残破不堪
的旧床，家里连个像样的电器也
没有，每次来到这里看到这种场
景都很让我心酸。我们坐在床前
与他们攀谈起来，详细询问了小
吴同学的生活近况和学业情况，

临别时我们送上了 '%%元的爱心
助学金及一些阅读书籍，并鼓励
小吴同学要好好学习，不管学习
中还是生活中碰到什么困难，要
及时和我们联系。经过近半个多

小时的交流，小吴同学感触颇
多，在听到我们对他的鼓励和关
爱时，当场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
学习，要以更优异的成绩来报答
爷爷奶奶对他的养育之恩。矫正
对象吴某对我们经常地走访探望
表示感谢，嘴里一直不断地说：
“感谢党、感谢你们一直长期以

来对我们的关心，今后我一定改
过自新，用实际行动来报答这个
社会。”
离开吴家，我们又马不停蹄

地走访了华新其他几家有未成年
子女的特殊对象的家庭，对于这
些家庭在生活、工作上存在的困
难，我们也都做了详细的询问和
关心，并鼓励其子女一定要好好
学习，在一次次的走访中，帮助
特殊人群的子女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让他们感
受到党和社会的关怀，我的心里

都是满满的。
鼓励对于

孩子来说是多

么的重要。

由余秀华想到 陆加梅

! ! ! !最近看到篇写诗人余
秀华的文章。不知道她，
便从网络上翻看她的诗，
看关于她的评论。关键词
是：诗、残疾、女性。这
残的不是手脚，是听起来
很恐怖的脑瘫。脑瘫全称
“脑性瘫痪”，是自受孕开
始至婴儿期非进行性脑损
伤和发育缺陷所导致的综
合征，主要表现为运动障
碍及姿势异常，有些脑瘫
可能合并智力障碍和行为
异常。
余秀华的病患是很典

型的那一类，只是运动障
碍和姿势异常。
她走路会摔跤，常常

摔得头破血流，也摔出了
带血的文字，鲜红、触目、
惊心。她倒在沟坎、庄稼
地，她试图爬起，有时很徒
劳，她的肌肉远没有她的
思维那么好控制，匍匐在
地时，她的视角成了独特
的一种，看到了不一样的
大地、天空、树木和人。
但是，她用仅有的一

根可控制的手指敲击键

盘，把思绪化成文字，再
把文字集合成锦绣篇章。
这时候的她是指挥，是将
领。指挥棒再锈迹斑斑，
也同样组合出华丽的篇
章；首领再老衰病残，手
下的兵们却是生动鲜活。
我们的灵魂住在一个

躯壳里。这个躯壳可能美
丽也可能丑陋，可能灵活
也可能笨拙。那么灵魂
呢，也同样有美丑、灵
拙。同时具有美丽躯壳和
美好灵魂，是古今之人都
努力追求的。春秋时代以
前，天子、国君之选一定
是得仪表堂堂、德才兼
备。三国时，匈奴来朝，
乱世枭雄如曹操者也自鄙
形陋，请俊美崔琰假扮魏
王接见来使。屈原赋《离
骚》，处处可见对华裳丽
服、香草美人的向往。
然而躯壳的美丑已是

天定。我们也到达一个宽

容的社会。
余秀华的诗是打动人

的。她的灵魂真实而自由，
她的细腻、粗犷、躁动、安
静、爱恨情仇，都付诸文
字。好比小孩，每一个都
是天才画家，一张白纸就
可以涂抹出神奇的童话世
界；好比盲人，把丢失的
那部分视觉分配给了触觉
和听觉。人，常人，也在

某个时期会敏感，在某个
时刻会感动，而成长了，
世俗了，就迟钝了，精明
了，不再无谓付出，也不
会继续“吃亏”。
疾病给余秀华带来不

便与痛苦。生活把她压
低，她就弓着腰看世界。
保持疼痛与清醒，保持爱
和敏锐，她的生活或许苍
白，她的思维是饱满的，
滋润和磨砺了她的文字与
诗。她对世界充满爱意，
哪怕是在咒骂着。疼痛和
爱都是诗歌的源泉。敏锐

是最好的捕捉器。人生这
个过程，是在缺憾中寻找
缺憾后面的一些。
余秀华不是天才的诗

人，她的文字经过不断打
磨，她在自己的文字中长
成。文字是她的药和粮
食。在某种意义上，文字
也是我们大家的粮食。
文字为何有如此大的

魅力？“文字既成，天雨粟，
鬼夜哭，龙为潜藏。”文字
泄露了天机，使人在天地
之间站立起来，高大起
來，主宰了自己的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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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代书画家沈宗骞云：“华之外观者，博浮誉一
时；质之中藏者，得赏音于千古”。吾友陶君经新就
是一位喜沉静，甘寂寞，不苟名于时，不取媚于世，
以游戏三昧精神涵泳于艺术海洋中的智者。
陶经新，号远斋，即以取“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静无以致远”之意而得。他业余之暇，雅好笔翰，
喜弄丹青，尤以篆刻见长，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驰
名海上印坛，为海上印学大师、著名书法篆刻家方去
疾先生入室弟子。近五十年来，沉酣于
方寸之间，醉心于墨池之内，从而书法
篆刻风格日趋成熟，且超然于功利之
上，实令人钦佩。
其篆刻崇秦追汉广涉流派，以工而

不板，奇而不怪，韵致清雅见长。镌刻
时大胆落刀，细心收拾，把书法笔意融
入刀法，方寸之内气象万千，金石气与
书卷气融为一炉，底蕴深厚极富内涵；
他的印风，厚在其神，秀在其骨，格奇
而品淡。玩其印蜕，初看平平，在咀嚼
中渐觉韵味，尤其对虚实、黑白、疏密
的安排，十分熨帖，具有天成之妙，彰
显儒雅之风。
他深知如以篆刻为当家，必欲旁通篆隶，当刀法

与笔意融合时，才能相得益彰。于是他一头扎进书法
领域，于先秦刻石、两汉碑版，用功尤甚。特别是对
汉隶，更是情有独钟，先后从《张迁》《礼器》《衡方
碑》《石门颂》诸碑中含英咀华，博取所长。尤为甚
者，数十年又沉浸于简帛残纸，从民间书法中汲取营
养，《武威医简》《居延汉简》《马王堆简帛》中古质
挺劲、灵动苍腴的笔意使他似痴如醉。而汉简书中时
隶成行，时简成草，出于自然的章草书，又让他找到
了一块可以为之耕耘的天地。史游《急就章》、宋无
名氏《草诀歌》、宋克《急就章》等曲高和寡的章草，
成了他潜心夜课的必修之书。尤为可贵的是他以刀法
透入书法，以笔意透入刀意，以简意透入隶书，以草
意透入简书，于是相交辉映，融为一体。这种化裁能
力，更能反映出他在艺术创作中的执着追求，独立不
阿的创新精神，极具见地和个性，更富有一种靠内涵
的质的滋养来驾驭书法线条张弛之美的能力，这在当
今书坛中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经新君为人，十分谦逊诚笃且为人低调，不事张

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较为深厚的理论知识
和创作经验。但他始终认为艺术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需要艺术家以整体素质、内在修养和创作能力来
进行综合展现，艺术家的作品不但要经得起行家的评
析，更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是故，他一直以“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作激励自己不断攀
登艺术高峰的座右铭。
甲午岁末，上海文化出版社将经新君历年来的书

法篆刻作品以“书印合璧”和“朱迹留痕”结集出
版，其表现形式亦令人耳目一新，应该
说这是他艺术探索和人生旅途中的又一
个里程碑。欣喜之余，故乐为之序。
甲午岁末于海上一瓢斋
（《陶经新书法篆刻作品选》序）

心与云俱闲 （中国画） 苏春生

这是一杯葡萄酒 任海杰

! ! ! !俄罗斯的乐团，在乐
界还是颇具特色的。我们
欣赏过特米卡诺夫的圣彼
得堡爱乐乐团、杰杰耶夫
的马林斯基、科岗（著名
小提琴大师列奥尼德·科
岗的儿子）的莫斯科广播
交响乐团，那都是很典型
的俄罗斯乐团，热烈、粗
犷、奔放、浓郁，就像喝
了伏特加，有时达到巅峰
状态时，会有一种醉醺醺
毛刺刺的感觉。
普雷特涅夫是俄罗斯

人中的异类，当年
他的钢琴以冷静、
理性、细腻、节制
著称，现在当起了
指挥，同样如此。
前几年，他指挥上海交响
乐团的新年音乐会，即给
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最
近由他执棒的、#++% 年
由他一手创建的俄罗斯国
家交响乐团，到上海演出
新年音乐会，其独树一帜
的指挥风格更是体现得淋
漓尽致。

我坐在东艺的 , 区，
对指挥的表现一览无遗。
上半场开篇是里姆斯基-

科萨科夫的《俄罗斯复活
节序曲》，慢速的引子一
开始，木管组奏出庄严的
主题，声部的精致细腻即

夺人耳目，尤其是长笛的
音色，非常漂亮。接着长
号、大号等铜管乐器的加
入，分寸感佳。普雷特涅
夫如雕塑般地稳立在指挥
台上，动作幅度很小，主
要靠双手的十指发出细致
微妙的指令，既处处点
到，又点到为止，就好像
音乐中的“半音”，靠乐

手们去发挥出“全
音”。不过，有时
候因为细致理性而
带来的微小休止，
是否会影响音乐气

息的连贯性和一气呵成？
普罗科菲耶夫的《罗

密欧与朱丽叶》组曲是他
管弦乐作品的代表作，上
演率高，唱片也多。因为
曲与曲之间有停顿的间
隙，就更加便于普雷特涅
夫的步步为营、精雕细
琢，事实证明，这个曲目
他指挥得最为成功。

下半场柴可夫斯基
《第五交响曲》，是乐迷们
耳熟能详的，对普雷特涅
夫也是如此———上半场他
是备谱指挥，“柴五”他
是背谱指挥。尽管他上半

场的表现已经给人心理准
备，但他指挥的“柴五”
之另类，仍然超乎人们的
想象———更加的理性，更
加的西洋化。仔细想想，
似乎也有道理。与俄罗斯
“强力集团”相比，柴可
夫斯基的风格其实更趋向
西欧化，他是俄罗斯人中
的欧洲人，现在普雷特涅
夫也许在还他本来的面
目。
返场曲也是老柴的曲

目：《天鹅湖》中的双人
舞、《胡桃夹子》中的欢
庆舞曲，一静一动，相得
益彰。尤其是《天鹅湖》，
普雷特涅夫在发出竖琴
独奏的指令后，双臂抱
胸，收起指挥棒，尽情享
受乐手的演奏———小提琴
独奏，又转到大提琴独
奏，极尽美妙之韵。全场
陶醉……
普雷特涅夫指挥的俄

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与其
说是属于俄罗斯，不如说
是一个更趋国际化的乐
团。它不是喝伏特加，而
是品葡萄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