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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听钟
戴建石

!辞别旧岁，祈
福来年。岁末之
夜，去龙华听钟成
为沪上迎新的一
种传统习俗。我听
过远近不少寺庙的钟声，韵律相同，意境各异。灵隐寺
的钟声幽古空灵，寒山寺的钟声悠远苍凉，都不及我
对龙华寺情有独“钟”。

龙华寺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年间，有诗曰：“三月十
五春色好，游踪多集古禅关。浪堆载得钟声去，船过龙
华十八湾。”说的就是龙华寺当年的盛况，每年农历三
月十五庙会，远近各方香客载舟来此烧香拜佛，聆听
梵宫钟鼓之声，朝至暮归。满船善男信女齐声诵颂经
文，顶膜礼拜，尤为庄严。龙华寺钟楼内悬挂着一口的
青龙铜钟，铸造于清光绪二十年，高约 !米，重达 "###

斤。此钟震声洪亮，如惊雷行天。“当，当”洪亮浑厚的
钟声在夜色中回荡，顿觉心灵在颤动，伴随着古寺千
余年的时光荏苒，那响遏云天的钟声像一个歌者、又
像一个舞者，在舞动不同的视觉色彩中，钟声变成了
有形有踪的天籁之音。木杵撞击青铜发出的振荡之
声，就像汹涌不息的海浪，一波一波涌来。那一记记的
钟声直上云霄，又从天而降，就像是天上仙乐，飘飘然
然从高处落到了伸展的树冠，落到了沪城的屋檐，然
后才慢慢地消逝在远方。

这钟声之所以梵音回荡，绕梁不绝，是在祷告芸
芸众生，洗涤尘俗，宁息心境，在超凡脱俗的意念中，
摆脱尘世的喧嚣，求得和谐安宁。

难言之疾!!!偏头痛
黄宁静

在一次门诊快结束时，一对中
年夫妇走进了诊室。患者是名妇女，
她满脸愁容，仔细询问了患者病史，
了解到，这位患者近二个多月来，反
复头痛，以左侧为主，偶尔也有双侧
同时疼痛，呈跳痛，严重的时候会有
恶心呕吐。一般，休息半天至一天就
能缓解，严重的情况下要服用
止痛药才能改善。但曾至外院
检查头颅 $%& 提示未见异
常。让患者烦恼的是，这种头
痛，有时与稍微劳累有关，但
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诱因就发作，一
旦发作，她就要卧床休息，才有缓解
可能。由于她还在工作，并且家中有
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一
旦头痛发作，严重影响了
她的日常生活。而且由于
外院检查都没有任何问
题，因此患者这次试着来
求助中医。
这位患者所患的疾病是较为典

型的偏头痛。偏头痛是临床最常见

的原发性头痛类型，临床以发作性
中重度、搏动样头痛为主要表现，
头痛多为偏侧，一般持续 '!(!小
时，可伴有恶心、呕吐，光、声刺激
或日常活动均可加重头痛，安静环
境、休息可缓解头痛。偏头痛是一
种常见的慢性神经血管性疾患，多

起病于儿童和青春期，中青年期达
发病高峰，女性多见，人群中患病
率为 )*!+#*，常有遗传背景。目

前它的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明
确，除了一定的遗传因素，还
可能与内分泌代谢，饮食与
精神因素相关。在临床上发
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这

样的困扰，这与长期长时间使用电
脑或手机有一定关系。
目前偏头痛西医治疗上常使用

西比灵（盐酸氟桂利嗪）。但西比灵
运用于预防偏头痛为主。偏头痛患
者的中医辨证以湿热痰阻及气虚血
瘀两个证型为多见。这个可能与现
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身体素质下
降，气血亏虚，逐渐出现了血瘀及湿
热。气虚血瘀的患者通常面色较晄

白，唇色暗，有齿痕，临床
上运用益气活血辨症处
理，加上钩藤，川芎，白芷，
白芍等辨病用药。湿热痰
阻的患者，通常头痛还伴

有头晕，闷胀的感觉，舌苔厚腻，睡
眠质量差，白天昏昏欲睡，临床上笔
者运用祛湿化痰先驱邪，舌苔厚腻
好转后再配合补气之药调养。文章
开头的那位患者属于湿热痰阻证，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头痛大为改善。
同时告知患者，预防偏头痛，要

做到生活规律，适当运动，少压力，
少饮酒，避免辛辣刺激的饮食，简单
的生活还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作
者为中医医院脑病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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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快乐
张国良

! ! ! ! 我 喜 欢 摄
影，至今买过三
个相机了。我喜
欢用镜头记录身
边有趣的人和事
以及美丽的风景。有空时，我也会带上
儿子出去溜达。在我的影响下，儿子也
对拍照产生了一些兴趣。给他拍照时，
他会摆出酷酷的姿势。有时，我在电脑
上整理相片时，他会煞有介事地
给意见：说哪张拍得不错，哪张
要如何裁剪才好看等。有时，我
竖起拇指夸奖他，他更高兴了。
去年，我“鸟枪换炮”地买了

部单反相机，之前用的卡片机便闲置下

来。儿子见相机
不用，便跟我说：
“爸爸，那小相机
你用不上了，可
以给我吗？”“可

以，以后它就是你的了。”我爽快答应了
他。教了一些简单的使用知识后，儿子
就拿着相机“咔嚓”起来，这里“咔嚓”一
张，那里“咔嚓”一张，一会给爷爷“咔

嚓”一张，一会给奶奶“咔嚓”一
张。出去玩时，我挎我的大相
机，他就带着他的小相机。拍到
有趣的照片，儿子会拿出来给
他的小朋友们欣赏，看着他们

专注的神态，我被逗乐，赶紧抓拍下来。

美轮美奂天际线
叶永烈

我很佩服老祖宗造字
之妙，那个“旦”字形象地
描述了一轮红日喷薄而出
时的情景：上为朝阳，下为
天际线。

所谓天际线，天地相
交之线也。古人创造“旦”字
的时候，放眼一马平川，日
出之际的天际线即地平线。
在新疆罗布泊追寻彭

加木的那些日子里，每当
傍晚遥望四周
无际黄沙，我
的脑海里常会
蹦出唐代诗人
王维《使至塞
上》一诗中的名句：“大漠
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
日落时壮丽的画面，跟
“旦”字相仿，横亘于远处
的是一条笔直的地平线。
我乘坐游轮，在波澜

壮阔的加勒比海航行，这
时候天海交融之处是一根
蓝色的天际线。在甲板的
躺椅上看久了，渐渐陷于
视觉疲劳之中。一旦在这
平直的天际线上见到一个
黑点，我就会无比兴奋起
来，这意味着茫茫前方出
现了陆地。
当我钻出大兴安岭浓

密的原始森林，站在山顶
的防火瞭望亭上俯视四
周，群山逶迤腾细浪，绿色
的天际线从直线变成了起
起伏伏的曲线。当我斜倚
在阳朔江轮的栏杆上，这
时出现在我眼前的天际曲
线变得生动活泼，桂林的

奇峰怪石在天际演绎着无
数神话，或是王母娘娘下
凡，或是孙猴子出世，或是
玉兔捣药，或是嫦娥飞天。

沙漠、大海、森林那黄
褐、湛蓝、翠绿的天际线，
都是“纯天然”的。倘若在
山顶之上，有亭翼然，或古
寺掩映，或层塔矗立，经这
些人工元素点缀之后，天
际线更加动人。在西班牙

高速公路之侧，我看到那
山巅之上不是亭台寺塔，
却是无比壮硕的黑色公牛
的剪影。这黑色公牛高达
+'米。从公牛脚底下露出
铁架可以看出，那是把巨
大的铁皮裁剪成公牛形
象，固定在山顶的铁架上，
再刷上黑漆。一打听，方知
这黑色公牛是西班牙著名
酒业集团的商标。
西班牙原本不许在
高速公路旁竖立商
业广告，然而由于
西班牙人喜爱斗
牛，赞赏公牛的彪悍有力，
破例允许矗立公牛商标，
以为天际线上的黑色公牛
形象具有美学与文化的双
重价值。
当我走进城市，天际

线完全变了，从“纯天然”
转为“人造”。漫步在北京
故宫，高高的城墙和皇宫

的斗拱飞檐，成了天际线
上新的人造元素。在现代
化的城市，则以高低错落
的高楼大厦组成了崭新的
人造天际线。这种城市天
际线在群楼角逐之中，唯
高是从，谁矮谁就淹没在
天际线之下，谁高谁就能
够突兀于天际线之上，即
所谓“鹤立鸡群”，天际线
上只有鹤，没了鸡。

尤其是在
大都市，摩天
大厦成为天际
线的主角。不
论是在上海陆

家嘴，还是在纽约曼哈顿，
摩天大厦相拥而立，像尖
刀，似长矛，刺向苍穹。每
一幢高楼的楼顶，戴着形
形色色的“帽子”，有的细
又尖，有的半球形，有的三
角形，有的长方形，使天际
线丰富多彩。内中，最吸引
眼球的，就是其中最高的
“鹤”，诸如陆家嘴的东方

明珠塔、上海中心、
环球金融中心、金
茂大厦。这些突出
于天际线的顶尖建
筑，往往成为一座

城市的地标式建筑。诸如
迪拜的高达 ,!,米的哈利
法塔、台北的 +#+大楼。
我去法国马赛，那里

凸出于天际线的地标式建
筑，是加尔德圣母院。这座
圣母院并非摩天高楼，但
是在马赛各处都能见到圣
母院顶上的金光闪闪的镀
金圣母雕像。那是因为圣
母院是建造在 +)#米高的
山丘之顶，所以醒目地冒
出了马赛的天际线。
变幻多端的城市天际

线，在蓝天白云映照之下，
才显得楚楚动人。特别是
在红日东升或者夕阳西下
之际，天空变成血红，而逆
光下的天际线变成高楼黑
色轮廓线，红与黑构成庄
重的画面。入夜之后，彩色
灯光勾勒出五光十色的城
市天际线，如同黑丝绒上
一串美轮美奂的夜明珠，
无比绚丽。然而在灰霾满
天的时候，都市天际线遭
到严重侵蚀，变得模糊不
清甚至消失，令天际线黯
然失色。
天际线，一条用线条

描摹的彩虹。不论你行走
在乡间小道，行车于高速
公路，不论你行船于滔滔
大海，行进于大街小巷，不
断变化的天际线一直展现
在你的前方，令你不停地
追逐，不断地前行。

微点赞
杨月琴

小时候，我曾看过一本书，说
是有一老人，那时候老人已经不下
田了，大部分时间在家里打草鞋。
他打草鞋不是为了上集市卖，而是
挑到岭中的凉亭去，挂在那里给过
往的客人和挑夫自由替换。那凉亭
是窑工、柴夫、跑单帮的小贩、过路
的客人途中休息的地方。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草鞋坏了，常常把人
急得一筹莫展。老人知道后，就开
始往那里送草鞋。

前几天，我在我们小
区的休闲亭里也看到有几
双鞋挂在那里，不过不是
草鞋，而是几双放在塑料
袋里的洗得很干净的小孩旅游鞋。
塑料袋里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
这是我家宝宝穿过的几双鞋，现在
宝宝大了，穿不下了，哪家宝宝如
果穿得下，又不嫌弃，就拿回去穿。
鞋，我已经洗干净，并且消过毒了。
过了几天，休闲亭不仅有鞋，还有
衣服、玩具等。有一位居民还在包

装袋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物尽其用，
低碳生活。人们把这个休闲亭称为
“爱心驿站”。我给这种传递爱心的
行为点个赞。

老家在浦东川沙，小时候在农
村见过捡粪的人，他们一手
拿着长柄簸箕，一手拿着粪
勺，抢在社员们出工以前到乡
间道路、广袤田野去捡粪。那
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做“庄稼

一枝花，全靠肥粪当家”。几十年过
去了，再没见到过捡粪的人。一则我
回城了，再有就是农村现在也不用
粪便作肥料了，都用化肥了。
但前几天，我在我们小区的花

园里又见到一个捡粪的人，一个捡狗
屎的老人。他是我们小区小王的父亲
王老师，他自称是“老漂一族”。王老

师为什么会去捡狗屎的呢？
那天，王老师带小孙子到小区

绿地玩。小孙子刚会走路，跌跌撞
撞的，一不小心踩在狗屎上摔倒
了，弄得手上、身上都是狗屎，恨得
王老师把牙齿咬得咯咯响。恨谁
呢？满眼都是遛狗的人。说是遛狗，
其实就是放狗出来方便的。狗狗方
便后，主人又不把“吧吧”处理掉，
干干净净的绿地上，道路旁，狗屎
星星点点。怨无头，恨无主，王老师
只得劳动自己，每次带孙子来小区
绿地玩以前，都一手戴着橡皮手
套，一手拿着蛇皮袋，把广场上、道
路旁的狗屎都捡干净，然后再把孙
子从童车里抱出来，让他自由活动。
王老师的无奈之举，倒是感动了一
些“狗爸、狗妈”，从那以后，见到好
多遛狗的人，在自己的狗狗拉屎以
后，都戴上一次性的手套自行处理
掉，小区绿地、道路旁“星星点点”
少多了。我为王老师的“无奈之举”
点个赞。

洗
澡
的
经
历

俞
昌
基

俗话说：“常洗衣，常
洗澡，常晒被子少生病。”
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大部分石库门里都没有浴
室浴缸，“常洗澡”
是件难事。夏天，
有两间房的人家
还能在内室放个
木澡盆作临时浴
室，家人可待在外
间。可是只有一间
房的居民，如我家
二楼七平方米的
亭子间住着三代
四个人，那就只能
一人洗澡，其他人
都出去乘凉或逛
街。所以许多小屁
孩就在家门口“裸
浴”；也有成年男
子晚上穿着短裤，
光着上身在小弄
堂里冲凉。
到了冬天，家里都没

有空调或加热器，居民只
能花一两毛钱挤到公共浴
室去。那岁月，一星期洗一
次澡算是“奢侈”的。为此
有“创客”发明了一种“神
器”———家用塑料浴罩。浴
罩挂在浴盆上，先倒上几
壶开水或把烧旺的煤炉拎
进去，等热气把浴罩撑得
鼓鼓的再取出炉子进去洗

澡。我妻子常用这玩意儿
为幼女洗浴，深切体会是
煤气呛人，热气不够，只能
速战速决。

鲁迅《祝福》
有言：“旧历的年
底 毕 竟 最 像 年
底”，全民洗澡就
是最像年底的标
志之一。春节前几
天，每家浴室的大
水池里从早到晚
都人头济济挤，油
垢漂漂，浊雾蒙
蒙；每个莲蓬头下
也拥着好几
个人，难免
会 磕 磕 碰
碰。女浴室
就更人满为
患了。我常看到一
些阿姨扶老携幼，
提着装有衣物的

大网线袋在门口排长队，
而洗完澡出来的人头发还
湿漉漉的来不及擦干。可
她们个个满脸红亮，笑逐
颜开———呵呵，洗去了一
年的晦气霉运，可以迎来
新年吉祥喽！
在那个年代，最艰苦

的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我
妻子曾在一个穷乡“修地

球”，烧火的柴禾经常不
够用，有时要烧晚饭就没
柴烧热水洗浴，要洗热水
澡就得饿肚子。有位老三
届把孟老夫子的名句幽
默了一下：饭，我所欲也，
澡，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饭而取热水者
也……那时最令人羡慕
的是大型国企的职工，单
位里每天开放浴室，不但
能洗热水澡还能洗脏衣
服，高福利哟！有的大厂还
发家属劵，我也有几次去
“蹭浴”。

“文革”结束，
我考进了大学。于
是，夏天同学们一
起在小浴室里洗冷
水澡，冬天在大浴

室享受热水和暖气。有几
个歌手还飙高音，《我的太
阳》-.《我们的生活充满
阳光》，歌声水声笑声满堂
回响，真有点爽歪歪了
……
怎么也没想到二三十

年后，我会在风起云涌的
买房热潮中有所斩获。如
今我住的私宅里有两个卫
生间，一间可淋浴，一间可
泡澡，还装了暖风机和排
风扇：沐浴从此由难事变

成了易事，便捷而舒适。与
此同时，巨多的豪华大浴
场也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
起，沐浴与餐饮、健身、娱
乐混搭成一体。我偶尔也
同亲友一起去开眼界，长
知识，领略一下“浴文化”。
说来也巧，那几年还有幸
观赏了濮存昕主演的电影
《洗澡》和金喜善领衔的韩
国电视连续剧《澡堂老板
家的男人们》。看来沐浴这
码事还牵连着事业、家庭
和社会波澜呢。
十多年来，我周游列

国，洗澡洗到了异国他邦
的“温柔之乡”：日本箱根
的温泉浴、芬兰的桑拿、伊
斯坦布尔的土耳其浴、印
尼的 /-0……于是，洗澡
成了一件了解异国风情、
增加人生闲趣的乐事，真
有收获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