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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师傅托人送来一
盆君子兰。我小心翼翼放
在桌上，那浓绿厚实的层
层叶片时而幻化出师傅坦
荡憨厚的音容笑貌，时而
浮现出一幕幕带我办案的
情景。

那时我二十出头，刚
进机关时并无固定的师
傅，只是老科长关照说只
要虚心，跟谁都一样。而我
也不分辈分和年龄，凡是
比我早进机关的我都叫师
傅。因为师傅的称呼是那
个年代彼此照面的口头
词，也是新同志对老同志
的普遍尊称。也许这一称
呼有着特殊的意
义，我一叫师傅，
不管是谁对我都
会悉心指教。由此
我不仅很快掌握
了业务技能，而且
也由衷感受到了
同事们之间的真
挚和温情。那些日
子正是反贪肃贿
打击经济犯罪的
关键时期，经常要
通宵加班，我们这些小青
年也不分你我，谁缺人手
就跟谁，谁就是师傅。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办案的连
续性，我便有了固定的师
傅。
我的师傅有个闻名的

绰号叫“阿发毛”。听科长
说“阿发毛”可是上海滩响
当当的人物。不论是与人
打交道，还是办案抓罪犯，
几乎无人可比。果然，有天
去几家单位办案，让我大
开眼界而佩服的是所到之
处根本不用出示证件和介

绍信，也不论对方是领导，
还是职工，他们一见师傅
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朋友
似的喜悦无比。那种热情
和默契反而让我觉得对方
不像是严肃地配合我们执
行任务，倒像是朋友之间
的帮忙了。有位保卫干部
告诉我说，“严打”时，小流
氓们一听说“阿发毛”来
了，就会闻风而逃，但最终
都逃不出我师傅之手。于
是行业里有了“罪犯捉不
到，就找‘阿发毛’”这一
说。有次，跟师傅去外调在
火车站候车，眼看要进站
了，可师傅笃悠悠地朝旁

边的小卖部走去。
我以为他去买香
烟，可定睛细看，只
见一青年朝人家衣
袋伸手的刹那被师
傅一把抓住。师傅
把他拉到一边横眉
怒目地训斥道：“手
痒，想吃铐子啦。”
事后我纳闷，我们
是抓贪官的，怎么
也抓小偷呢？没等

我开口，师傅说：“坏分子
把手伸进人家袋袋里，哪
能不管呢？”看着师傅一脸
严肃，我无语之中顿感钦
佩。
在我心目中，师傅的

秉性和魅力就是疾恶如
仇，伸张正义。尽管那时的
执法环境不如今日，干扰
办案的压力也错综复杂。
可师傅一旦抓住线索就紧
咬不放，如同“拼命三郎”，
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
休。记得在调查某要案中，
师傅对某领导受外界干扰
而犹豫不决的态度大发脾
气予以争论，还瞪眼拍胸
表示：“查错了，我负责。”
当时我想，师傅还是编外
的借用工人，竟敢拍胸担
责也太有气魄了。而后来
的调查证明师傅是对的。
当我们拿到批准逮捕书的
那一刻，师傅一边
为我冲着咖啡，一
边兴致勃勃地哼
起了解放军进行
曲······还说，咱
当过兵的人不管是遇到困
难，还是庆贺胜利，都该唱
唱进行曲。
师傅双目犀利胡子浓

密，看似粗犷，却也高雅有
情调。尤其对花鸟鱼虫琴
棋书画无所不通，还专门
培植不同品种的君子兰，
以送友人。但让我最愉悦
的还是他带我去品咖啡看
演出。而每次他都要打扮
一番，或身着风衣像《追
捕》里的矢村警长，或西装
领带是个“老克勒”。趁着
悠闲，偶尔也顺带抓个小
偷小流氓。随后指教我说

不同场所不同人群都是历
练“火眼金睛”的好目标；
不同行当不同知识都是丰
富“侦查预审”的好材料。
但这种教导的日子并不
长，师傅被调任追捕大队
长后就很难见到他，我几

次想去求教，都因
他在执行追捕任务
而未能如愿。

今天，师傅退
休了。相聚时，他拍

拍我肩膀说：“你也成师
傅了，严字当头就能出高
徒呀。”此刻，静静地端详
着生机勃勃的君子兰，耳
边又响起了师傅的谆谆
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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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2
2016年2月1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裴 璐 编辑邮箱：peil@xmwb.com.cn

非遗在身边

!灶头间"诞生的神奇
李君兰 文 翁承伟 图

! ! ! !以八宝鸭、虾籽大乌参、油爆河虾、糟钵头等为
代表的“上海本帮菜”曾是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饭桌上
的标配，如今其传统烹饪技艺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名录。
上海本帮菜起步于每一位张家妈、王家婆的灶

头间。张家妈、王家婆的家庭经营之道在于：既要让
辛苦上班、学习的家人吃得舒舒服服，也不能有了上
顿没有下顿，能在精打细算与美味佳肴间取得微妙
的平衡，才是能让人跷起大拇指的会过日子的人！为
此，“买汏烧”需化平凡为神奇，在普通、廉价的食材
中挖掘其中珍味，从咸肉、冬笋、百叶结等混搭中觅
得那一锅鲜，从娴熟地切换各种火候中萃取红烧肉
那一碗香……来自五湖四海的“买汏烧”不断摸索、
相互讨教，这样的生活气息渗透进的食物里，便是让
上海人的饭菜里兼具了淮扬、徽、粤、鲁等十六帮别
的风味，最终于 !"世纪中叶形成了“料取鲜活、品种
众多、品味适中”的地方特色，并在全国餐饮行业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如今若要尝一尝上海本帮菜的正
宗味道，上海老饭店、老正兴、德兴馆均是沪上响当
当的老字号，是一饱口福的理想去处。

当年“买汏烧”从灶头间端出冒着热气的小菜，
对家人而言，那虽说不是最“上台面”的，却是最“合
口味”的。被称为“味感上的上海方言”的本帮菜，若
单靠几家店来记录传
承或许有点单薄，应
更多地出现于每家每
户的厨房间。

桑胜月

!二孩"风云

! ! ! !二孩政策一经放开，多少家庭兴奋
憧憬。年轻爸妈编织着一幅幅大宝二宝
嬉戏玩耍健康成长的温馨图景。
但，这“二孩”的放开，却在某些家庭

掀起了轩然大波。还记得前阵子在网上
疯传的一事吗，当一个读幼儿园大班的
女孩儿得知妈妈重又怀孕，自己可能会
有一个弟弟或妹妹时，撒泼大闹，无论爸
妈怎样向她描绘做姐姐的多种乐趣，并
保证她大姐大的地
位永不动摇，这位
“大姐大”不为所
动，几次扬言自杀。
一贯溺爱女儿的妈
妈最后以含泪流产的下策平息了这场本
不该有的闹剧。我思忖，这“二孩”流了也
罢，不然生在这样的一个凡事以娇宠溺
爱为主的家庭里，只会多出一个小霸王
抑或多出个恶公主。
上个月，听广播。青岛某小学高年级

几个学生，天天聚首，策划机密大事。经
老师明察暗访，得知这几个乳臭未干的
孩子，竟成立了个“反弟妹联盟”！原来是
反对“二孩”进家，力保“小皇上”的地位
不动摇啊！

老师们惊诧万分，原来“二孩”的生
杀大权不在年轻的育龄父母手里
啊，我们的小天之骄子，唯我独
尊，哪容得下弟或妹？可不可以这
么说，容不得弟妹者，大了也决计
容不得亲人，更容不得他人！呜
呼，这板子该打在谁的身上呢？
“二孩”的全面放开，却乐坏了一批

爷爷奶奶。想当年，儿媳生了个“孙女”，
嘴上笑说生儿生女都一样，背地里却抹
起了伤心的泪：子嗣不继了# 现如今，二
孩可以进家了！要儿媳再为咱添个大胖
小子那是名正言顺的了！
在$家，婆婆向儿子急切表达了这

个愿望。不承想，儿子带回了媳妇的意
思：三人世界很美满，无需再生。婆婆再
建言，媳妇不予理睬。老人岂肯罢休，反
反复复表达自己的诉求。谁知，某天亲家
上门，那脸上不见了往日的笑容，话也说

得没了温度：“给薇薇添个弟弟，自是应
该，但亲家别忘了，我女儿当初生薇薇
时，心脏病突发，那个险情你没忘了吧？
再……”不等亲家说完，这边的老人接口
了：“别担心，现在的医疗条件更好了，如
果发生危险，我保证叫医生保大人……”
闻者脸色陡变，拂袖而去，摔下一句话：
“叫你儿子自己生去# ”
无独有偶。%家的儿媳是位博士，育有

一女。升到了领导
层面。她才能出众，
孝顺公婆，即便与
丈夫刚一完婚，在
农村的公婆即刻搬

来同住，也毫无怨言。“这样好说话的儿
媳，在城里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得到的了”，
公公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媳。
在婆婆的印象里，儿媳是听话的儿

媳。叫她趁二孩放开的大好时机，再生个
孙子，那是没有二话的。然而，事与愿违，
儿媳偏偏就有了“二话”：她已经有了个
孩子，现在装在心里的是事业。不考虑二
孩。婆婆惊得张大了嘴却一时不知该怎
样回复。一向比闺女还听话的儿媳，今日
吃了豹子胆，胆敢不生二孩？！他把儿子
关到屋里，训了又训：“看看，看看，当初

让你不要找个大学问的，你不
听。现在她反了，居然不肯再生
孩子啦！”儿子说，“她想干事业
也没什么不好，不然，我一人没
能耐把你们二老接到城里来

住。”老太反唇相讥：“没有我养猪供你上
大学，她能找到你这么好的一个老公？”
吵着吵着就跑了题。

%家婆婆在后来的日子里，议论继续
跑题，从谁养活了谁，到该找怎样的媳妇，
到女人是该干事业还是该生孩子，最后放
言：不肯生二孩，就让儿子跟媳妇离婚！

%家的风云越搅越大！
我有点糊涂了，二孩，生与不生，到

底该由谁来主宰！
“二孩”的放开，无疑给了育龄夫妇

一个选择的机会，“一孩”不得插言，祖辈
不能强迫，生与不生，与他人无涉！

冬意杭城
蒯国斌

! 这几天也许是杭州游客最少的时
节，不像几个月前去时到处是车水马
龙，西湖边游人如织，像是在赶庙会。

时值冬季，人少生意自然凋零，大部
分店都歇业，只剩些小贩和茶座；雪后的
空气有些清冷，地面积雪已清，仅见街
角扫起的零星小雪堆。湖上没有出游的
客船，湖风阵阵透着丝丝寒意，三两个
船工还在兜着生意，全没有往常等客上
门的自在。走过柳浪闻莺，在夫
人的提议下，我们在湖边茶座要
了两杯普通西湖龙井绿茶，名字
虽叫普通，但口味却是出乎意料
的不普通，满口“新茶”的清香，
我猛喝了好几杯，夫人嘲我“牛饮”。

事先在网上查了“断桥”的词源，说
是大雪时，整个桥面除了桥拱中央最高

一小段外都会被
雪覆盖，远看桥像
断了一样，因此而
得名；但几次去都
季节不对，这次本
来是最有希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可惜
桥面无雪。我们倒是在桥下见到了蒋经
国先生的故居，青砖黛瓦，它的离西湖一
箭之遥。

那一晚住得不满意，至少夫
人觉得不舒服，女人的视角有时
很独特，她可以本能地察觉到卫
生间没有电吹风插座，床垫不够
厚，房间没有电热水壶，没有一

次性拖鞋等等，对青年旅社的欣喜一下
子被不满和委屈取代，接下来倒霉的自
然是我了。其实坡地上的吴山驿算是不

错的，院落幽静
雅致，房间还算
整洁，招待也算
殷勤；只是房间
隔声差点，电视

机噪声响点，并且没有送免费早餐。
此行最得到夫人认可的是去了位

于高银街的杭州著名饭庄“皇饭儿”，相
传店名是乾隆御赐，一道招牌菜“乾隆
鱼头”名不虚传，酱汁鲜鱼炖豆腐，口味
醇香，适合各路来客；脆豆腐衣包叫化
童子鸡也是酥到了鸡骨，吃得两颊生
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服务员的动作不
够麻利殷勤，缺少江南女子特有的伶俐
和秀气，看得出不少是外来新手，工作
服的设计也有点像宾馆的门童，绚丽灿
烂，就差一顶礼帽。

隔壁的河坊街是杭州的历史文化
街区，整个街坊被原样保留下来，虽然
经过整修，但仔细看你仍能辨出些原
汁原味的东西，沿街一扇扇饱经风雨
的老木门板、店堂内映入眼帘的风干
木柱、脚下磨圆的木门槛；印象最深刻
的是胡庆余堂和方回春堂两个相邻的
国药号，胡庆余堂那几个遒劲有力的
颜体字大过人，强烈地透射出百年前
红顶商人的气派和威严；方回春堂仍
保留着古朴的江南传统医局布置，正
堂高悬的“灵丹济世”匾额金碧辉煌，
侧手开放式的红木斗橱药柜已鲜见。
走出店铺，侧头看见小院门上贴着腊
八节施粥的告示，这似乎只在武侠小
说中才见过的习俗不知不觉地使我感
觉历史不是那么遥远。

换
个
语
境
看
!清
高
"

付
克
义

! 生活中，“清高”总是被当作贬义词来处理，假如有
人告诉我“你有点清高”，我会不自觉地警觉起来，总觉
得“清高”是对我的批评。然而细想，“清高”未必不好，
只是“装清高”才会不好罢了，“故作清高”“自命清高”
“目视清高”才会让人生厌。若是把“清高”置于褒义的
语境下，就会看到“为人”的另一种境界。
《孟子·尽心上》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

下”，前半句论“出世”，讲何以“为人”，关涉人生修养和
人格追求，后半句论“入世”，讲何以
“谋事”，关涉价值实现和事业追求。
“清高”之所以被误读为贬义，乃在于
其被囿于“独善其身”的理解范畴，其
实“清高”是选择以“出世”方式来解
决“入世”问题。假如不“清高”，便是
要与“低俗”同流合污，便是要与“名
利”沆瀣一气，便是要“随大流”。
“清”字向来是与高尚的审美情

趣相搭配的，无论是“清纯”“清秀”
“清交”，还是“清流”“清士”“清官”，
都把美好的寓意交之于“清”。面对物
欲横流的“俗世”，为人当有一定的
“情结”，便是与“清高”相系。正如朋
友所言，“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能
保持适度清高也是一种修养”。

《孔丛子·抗志》有云：“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
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抱朴子·逸
民》亦有云：“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可
见，“清高”讲求立身，讲求德性，讲求智慧。若“清高”，便
是要彰显出轻盈的姿态，敢
于“立身”，绝不退缩，“孤芳
自赏”是“泰然处之”的另一
种诠释，“自认人杰”是“宏
图大志”的另一种弘扬。若
“清高”，便是要展示出深邃
的眼光，实于“立学”，绝不
矢志，在看待问题上不人云
亦云，看得远一些深一些，
善于用智慧与社会沟通。若
“清高”，便是要打造出硬朗
的骨气，行于“立德”，绝不
折腰，立高昂心气、凛然正
气与高雅风气，面对社会流
俗，绝不媚俗和附庸风雅。
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若“清高”，方才真君
子。如今，真当问一问自己
还有多少“清高”？

结缘一棵黄花梨
罗光辉

! ! ! !植一棵树，结一分缘。去年我随“品鉴岭南”作家采风
团走进了广汽传祺。厂区内，鲜花处处，春意盎然，花园般
的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走，咱们植树去！”吴总喊了一声，一听到植树，我

来了精神。树是与天地自然相融合的东西，生命力很顽
强，根往下扎，干往上长，这种状态我喜欢。我自幼生长
在乡野，对根植土里的东西有种莫名的情感。在传祺
园，我挑了一棵
在阳光下吐纳，
在微风中晃动
的黄花梨。兴致
勃勃地挥舞着
铁锹，铲着黄土，喜悦之情，荡漾在脸上。我喜欢黄花
梨，喜欢它金黄、温润、行云流水般的美丽，喜欢它不变
形、不开裂、不动摇的韧性。待土全部遮盖好了树根，我
用激情和热血给黄花梨浇着“定根水”，黄花梨像个口
渴的顽童，汩汩地吞吸着清清的水。黄花梨下我留下了
倩影，留下了微笑，留下了种植希望，种植梦想的永恒。

万物有意，草本含情，每人心中一亩田，种桃种梨
种春风。我不是诗人，但生命的激情激发着我的灵感：
“广汽植棵黄花梨，从此不弃又不离，待到枝繁叶茂时，
天下处处有传祺！”愿这棵黄花梨在传祺这片土地上长
出一片传奇，我祝福，深深地祝福！

学会低头
张 雨

! ! ! !《智慧门》一书，讲的
都是西方智者的故事。其
中有这样一则，有人问古
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
人，你说天与地之间的高
度是多少(”苏格拉底毫不
迟疑地回答：“三尺。”问
的人笑了：“先生，除了婴
儿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有
五六尺高，如果天与地之
间只有三尺，那不是把苍
穹都戳破了？”苏格拉底
也笑了：“是啊，凡是高度
超过三尺的人，如果想立
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
下头来。”

苏格拉底的这个故
事，已经过了 !""" 多年，
但故事所蕴含的哲理，一
直让人们受益匪浅。

懂得低头的人，才知
道抬头，知道抬头的人，
也必须肯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