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防!考后焦虑症"

张高炜

! ! ! !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很多家

长对孩子的考前心理辅导! 精神解压可

谓高度重视#然而考试一旦结束#就好似

大功告成# 对孩子放之任之! 漠不关心

了" 殊不知#对一些孩子来说#考试之后

等待成绩这一段时间的心理压力# 会比

考前要大得多" 由

于焦躁!烦闷#考试

之后的一个月#也

是考生抑郁症的高

发期" 更为严重的

是#由于孩子考后焦虑#心理压力过重#

再加上家长因为忙于工作# 对此未加重

视#疏于引导#致使一些孩子无法排遣心

底的压力#不堪重负#甚

至走上轻生之路"

每年高考! 中考之

后# 医院心理咨询室都

会接待不少遭受 $考后

焦虑症%之苦的孩子的严峻事实#为我们

的家长敲响了警钟"

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 警惕孩子的

$考后焦虑症%"一方面#家长应平时培养

孩子的受挫能力!抗压能力#让他们意识

到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从

点滴做起# 培养他

们阳光! 自信的性

格&另一方面#家长

应有意分散孩子的

注意力# 在鼓励他

们参加各种有益的文体! 社会活动的同

时#注意引导他们$看轻%考试#$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让他们认识到人的

命运并非由一两场考试决定"此外#一旦

孩子出现$考后焦虑症%的端倪#家长应

立即带其积极就医# 并配合医生做好孩

子的心理疏导工作#切莫掉以轻心#而误

了孩子的美好前程"

养 严国庆

! ! ! !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些因为人
慢慢变旧了，而过生活却想方设法
要过出新的样子。
比如，有的希望捉住眼睛焦距

就要变远的时光，一本接一本地看
书，笑说“这书与我亲着呢，它知我，
我懂它，相通。读书要趁早”。
比如，有的恋上了会呼吸的紫

砂壶，人养壶，壶也养着人。一支音
乐一壶茶，在乐音茶韵里呼吸生活
的冷暖，调养精神。
比如，有的为一串串木珠子做

成的手串、项串着迷，闲下来就时不
时抚摸着这些或叫紫檀或称作黄花
梨的玩意，享受着物的圆滑体贴。
他们中的一位对我说，他是把

自己欢喜的东西也当成了朋友，朋
友之间就是需要相互守护、养护的。
“你看，我这串珠子养得多润多活
啊。”听他说着，人与物的谐和，弥漫

在他的小屋里。
朋友之间互相守护互相养，这

说法十分的新鲜、有味。他说的只是
与具体的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
是不是也这样呢？这引我对平时不
太在意的“养”字打量了很久、很
久———它有滋养、学养、养真、素养、
养德等等丰富的含义。往深里想想
啊，还真蕴含着人与物、人与人相处
美好的样子。
可不是吗，“养”是一种美的情

操。倘若，待自然万物有“养真”之
气，处事为人以“养德”之态，那么人
与自然万物、人与人便不难成为好
朋友———即便彼此不相识。

“养”也是一种正面的情绪。积健
康“养乐”之爱好，为着生命的乐而
乐，为着世界的苦而苦，常养乐观、友
善、热诚之情意，“朋友”冷了问一声，
“朋友”摔了搭把手，力乏之时给养
分，我们便不难拥有优质的友谊。
再朝前一步说，“养”，还是一个

美好的诺言。让人人“养福”，让父辈
“颐养”，让老者“养寿”，让小小少年
在尽情成长中得“滋养”，让我们的伟
大民族不断累积“学养”“素养”“修
养”，则很多的梦想可走进现实。人与
世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友
好亲近，天下太平，则善莫大焉。“环
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人际友好
型”社会，其实也是这么一回事。
今天，无论再怎么熙熙攘攘、真

真假假、匆匆忙忙，我们也万万不能
丢弃珍贵和珍惜、良知和善意。“朋
友”间，哪能忘了相互养一养？

城
市
和
街
道

陈
钰
鹏

! ! ! !城市形态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形状、
街道结构、居民住宅、城市管理、城市供
给……的。从大小和规模分，城市可分为
小城、中城、大城、百万人口大城、千万人
口大城、（欧洲以前的）诸侯城市、国际城
市、大都会；从功能特点来区别，可分为县
级城、城堡城市、海滨城市、工业城、大学
城、山城、附属城、卫星城、体育城、城市群、
桁架建筑城……城市居民数的底线在丹
麦只有 !""人；在德国，!"""人以上的
住宅地才能称为城市；奥地利为 #"""

人，瑞士、意大利、英国 $%"""人，日本则
为 #""""人。从城市历史来看，欧洲中世纪以后，必须
拥有城市权（或开市权）才能称城市，有了城市权也就
有了城市及城市居民的各种其他权利：城市管理权、市
民自由权、诉讼权、海关权、围墙和捍卫权、造币权等。

城市数量在不断增加———通过新建城市或者授予
城市称号（如我国出现的很多县级市）。世界范围有个时
髦的概念叫“城市化”，&'%%年左右，德国已有 (#)的人
住在城市里，!%%#年，城市人口上升到 '#)；在所有发达
国家都有类似现象。
城市形态学在不断完

善。早先的建城是按东
西*南北走向来安排街道
网络的（如中国古代的城
市以及部分美国的老城）；
唐朝的“京师”是在隋朝大
兴城的基础上设立的，改
名长安，后来另建新宫城
“大明宫”，唐玄宗时又加
建兴庆宫，城市的布局、气
势、豪华和繁荣堪称当时
的世界之最；日本的奈良
（原平城京）和京都（原平
安京）都是模仿长安兴建
的。还有一种圆形的建城
模式（如伊拉克首都巴格
达）。以上两种建城理念属
于有规则的建城，除此以
外，尚有不少不规则的建
城理念，往往是为了适应
建城地的特殊情况所致，如古希腊的城市以及德国中
世纪有机形成的城市。

&'世纪以前，中欧地区有四种典型的城市平面布置
图（即街道网络图）：街市型，一个城市从头到底一条长
街（就像中国的古镇一条街），大一点的城市可建第二条
平行的长街。鱼刺型，就像鱼的脊椎那样，主干道上伸出
很多支路。辐射型，从一个中心出发向周围“射出”许多
街道。古典型，如上述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街道网络。
城市建设，主要还是造房子和建筑物，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人民最幸福的一点是解决了住房这一沉重的
历史问题，然而也有遗憾的地方，少数贪官污吏和不法
的房屋开发商蓄意误导群众，不断掀起炒房子和投机
买卖房子的热潮，从中大捞和大发横财，让人们忘记一
个很简单的道理：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在错误理念的指导下，尤其是较
早建造的房屋，存在不少偷工减料、以
假乱真、以次充好、违法施工等问题。
在城市建设和造房中，千万不能忘记
“百年大计”，一定要对子孙后代负责。

七夕会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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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头疼的证件
牧阿珍

! ! ! !但凡在俄罗斯留过学
的人，估计都未被“证件”
这个难题困扰过。
在中国，只要有个身

份证，只要你是法律上自
由人，几乎没人管你去哪
里，可以说，全国各地随你
溜达。对于在华的外国人，
护照的功能与身份证也大
体对等。然而，在俄罗斯却
不是如此，护照只是其中
之一的必备证件。以我所
在的城市莫斯科
为例。当你到达
莫斯科，第一件
事就是务必将一
张小黄条———入
境卡收好，因为根据护照
和入境卡，你所在的单位
会给你开“落地签”。不要
小看了这个你可能都没有
听说过的“落地签”，它相
当重要！没有它，你就无法
入住酒店，尤其在安保工
作相当严格的莫斯科、圣
彼得堡类的大城市，只有
护照、签证是无法定到酒
店的。然而，麻烦的是，落
地签一使用就作废。换句
话说，只要你入住酒店（小
城市的旅馆要求较松），那

么就需要重新办理落地
签，而办理的周期至少一
周以上。因此落地签过期
期间，最好不要出远门，否
则，被警察查到会受到罚
款处罚。更重要的是，如果
你需要延签，那么没有最
新的落地签绝对没戏。
然而，有了这些，还远

远不够。就拿我所在的莫
斯科大学来说，学校的安
保措施也相当严格，外人

入内必须持有本校人员到
学校“出入证办理中心”办
理的临时通行证才可，且
入内时间为上午 +点至晚
上 &&点，不可留宿。那么
本校人员有了出入证就万
事大吉了吗？非也。学校主
楼十分宏伟，主要为学生
宿舍楼，有 ,%%% 多个房
间，一次可容纳上万人住
宿。主楼分为各个区域，!
区为中心区域，分布着校
级行政单位，其余 "、#、$、
%、&等各区域为宿舍区。

进入主楼入口和分区宿舍
入口都要出示宿舍“通行
证”。不仅如此，各系都有
独立的教学楼，进入教学
楼还需要出示院系开出的
“通行证”。如果你只带了
进入系里的通行证，等你
返回宿舍的时候就只能被
困在校外了。可能是在中
国自由惯了，出门连钱包
都不愿带的我经常忘记通
行证。常常我刚出宿舍入

口（入口在二楼，
有两位保安把
守）就发现忘带
通行证，此时即
便你立马出示房

间钥匙也不行，执着的保
安会打电话让专门的管理
人员“护送”你去宿舍，看
着你开房门，直到检查完
你的通行证才离开。
然而，这还不是最麻

烦的，最麻烦的莫过于延
签了。即便我们是国家留
学基金委和莫斯科大学互
换奖学金的公派项目，出
国之前就已经定好十个月
的互换时间，俄方发给我
们的却仍是三个月的一次
性往返签证，到达莫大之
后仍需立即延签。签证只
能延到学期末，暑假期间，
如果还需呆在学校，需要
再次提交所有证件，办理
延签事宜。因此，从到达莫
大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忙
着办理延签，每天匆匆忙
忙地跑各个办公室签字盖
章，但一天下来往往一件
事也没办成。当我真正拿
到新的签证时，原先的签
证已经过期三天了。其实
所有手续都很正规，然而，
在俄罗斯办证就是这么困
难。最大的问题是各个办
公室的工作时间都不一

致，且俄罗斯人上班迟到
早退是家常便饭。比如，我
们系外事办公室负责的老
师中午 &!点才上班，但经
常要 &! 点半甚至 & 点钟
才到，而 &点到 !点为办
公室茶歇时间，不接待访
客，而经常 -点不到她又
下班走人了；负责
落地签的老师每
周只有一三五上
班，工作时间是下
午 & 点到 . 点半
短短两个半小时；宿管科
的老师倒是每天都上班，
但经常门开着，人不知跑
哪儿喝茶聊天去了；校外
事办的老师的工作时间基
本是自己定的，有事需提
前联系；而校长办公室的
工作时间则没人知道，反
正等待校长办公室的签字
就等了足足一个月之久。

我所说的并非特例。
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
城市，除了商场购物中心，
几乎所有博物馆、剧院、行
政大楼、学校、图书馆等机
构都要凭证入内。即便你
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也
不可能凭借一个证件就出

入学校的所有公共场所。
而每办一个证，你就得“享
受”一番官僚味十足的机
关作风、糟糕的服务意识
……如此不近人情，到底
是为了安全必要，还是历
史遗留问题呢？
坐在长凳上等待办证
的那些焦躁钟头
里，我就不免羡慕
生活在祖国的人
们是多么幸福！我
怀念在中国无需

时刻挎着零零碎碎种种证
件的方便、快捷、高效，怀
念我们到处充盈的“微笑
服务”，怀念我们像习惯空
气一样习惯的安全感……
是的，也许不必太急于苛
责我们的祖国，在很多方
面，我们已然做得很好，在
未来的岁月里，我们还会
做得更好。

月星羊肉馆
海 洪

! ! ! !我退休后常回故里，到一老
同学家麻将小聚。午餐就在附近
的“月星羊肉馆”解决。

羊肉馆坐落在北京西路黄河
路口处。店小，仅一开间门面。门
额上方写着“月星羊肉馆”，两旁
楹联，左：月星羊肉面，右：苏州老
风味。进门，前店堂后厨房，木楼
梯上去，还有一阁楼。店虽小而生
意好，上、下两层食客常满。

小店客盈门，靠的是羊肉的
独特风味。风味独特是因为烧制
方法独特。从店堂可以望到厨
房，见灶台上有一圆锥形的木
桶，羊肉就放在这碉堡似的木桶
中烹煮，格外鲜香嫩滑。

小店主
营羊肉面。羊

肉分红烧和白切两种，红烧的盛
在小瓷碗中，白切的是小碟子，
与面条一起端来。桌边有盐、酱
油、醋、甜酱、大葱之类的辅料调
料，供食客自行发挥。

我和“发小”周兄每次相聚
前，必约好到
“月星”吃红烧
羊肉面。羊肉和
面上来，先在面
里撒一把大葱，
其香味便冲鼻间萦绕。然后，一
筷面，一口羊肉，大快朵颐。食
毕，周兄便会用手摩挲鼓鼓的腹
部，嗳气连连：“舒服，舒服。”一
脸酒足饭饱的样子。
打理小店的是一家子。老板

五十多岁，瘦瘦的，少言寡语。见

食客进店，会腼腆一笑，收钱后，伸
手延客入座。忙不过来时，他会帮
儿子、媳妇权充店小二，端面送到
食客面前，道声：“请慢用！”

五月末的一天，老板跟我们
打招呼：“不好意思，下个月小店

息夏。”“为啥？”
周兄问。“夏天
没好的羊，羊肉
味儿不好，要坏
客人口福，所以

宁愿不做。”“那店堂做啥？”“空
关，九月重新开张。”不得不佩服
小店主人的大气。

羊肉馆息夏，定期的聚会并
不息夏。我和周兄只得另找一
家。奇怪的是，同样的红烧羊肉
面，却没了“月星”的那股香嫩味

儿。没办
法，我们
的羊肉面也只能息夏。

好不容易挨到九月，我们重
回“月星”吃羊肉面。老板见了，
依旧笑笑，点点头，算是重逢了。

回老家总要走过黄河路，这
是有名的美食街。走过路过，每
每见沿街酒店外，有小二扯着嗓
子吆喝揽客，但真被吆喝进去的
似乎没几个。

人往往有逆反心理，越吆
喝，恐怕越不买账。我进商场，就
最怕商家“王婆卖瓜”。价廉物美
的好东西，又何须自卖自夸。
“月星”老板从不扯嗓子吆

喝，小店生意照样红红火火。诚
信，就是他的吆喝！

从前的书场
钱 渊

! ! ! !从前老城隍庙（今豫园商场）一带，
书场很多/书场又往往与茶楼连在一起，
像“得意楼”、“群玉楼”、“玉茗楼”、“红月
楼”、“乐圃阆”等等。过去它的楼上都是
茶馆，下面就是书场（譬如像“得意楼”）；
也有的下面是茶馆，上面就是书场（譬如
像“玉茗楼”、“群玉楼”）。生意好的时候，
这些书场还要分早、中、夜三场，可见当
时盛况之空前。

过去的说书先生都
是要跑码头的，而且大
多是跑乡镇（真正的大
码头没有几个人能进得
去）；琵琶、三弦、服装（指长衫、旗袍之类）
都要靠自己背，还要走夜路，因此，从前的
说书先生是很辛苦的。最主要的是没有大
锅饭可吃，完全凭真本事。那时候的先生
也不肯完全卖力地教会你，因此得靠自己
偷学。这也难怪，因为教会了你，他自己就
要歇业，自己砸自己饭碗的事情谁肯做？
真本事要靠千锤百炼，也要靠不断

创新，不能依样画葫芦照搬照抄。尤其是
放噱和临场发挥、随机应变，这是模仿不
来的，完全得靠灵性。因此，过去在激烈
的同行竞争中优胜劣汰，成就了一批大
响档。像“夏调”的创始人夏荷生（&'++!
&+-,），人称“描王”（擅说《描金凤》）。现

在的书坛上，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超越他
的。张如君算是模仿得比较好的，但与夏
先生相比也还是有一段差距。

时下唱“蒋调”的有秦建国，唱“徐
调”的有范林元（据说已转行），唱“张调”
的有黄嘉明、毛新琳；但尽管如此，也仅
是唱功而已；若论说表、放噱，那都还未
达到前辈艺人的水平。唱“夏调”的则更

是凤毛麟角，即便有，也
都没有超过凌文君的。
尤其是《汶祥刺马》一
折，现在书坛上有哪一
个人能比得上他？凌文

君、凌文燕父女档，当年在“广播书场”节
目中播出长篇“太仓奇案”盛极一时，后
来在“文革”中还演出过现代书目《平原
枪声》（当时在“西藏书场”、“西园书
场”），故至今印象颇深。

可惜这些老先生都去世得较早，也
没有留下多少录音和录像的资料。凌文
君还有《汶祥刺马》的录音资料，夏先生
却只活了 -(岁，仅留下《简神童》《托三
桩》等少数录音，没有录像的资料，真是
可惜。当然，那时代还没有摄录像设备，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还没有
达到现今这样的高度，这是历史使然/我
们是不可强求于前人的。

职业病 外国幽默画 '德国(哈尔马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