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的依靠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 ! ! !心灵的依靠，比寄身之处更难找到。
很多人以为找到了，但很快发现自己的
心灵还在漂泊。那依靠如云似雾，只是一
种幻觉和梦魇。找不着，似乎更逼近现实
的面貌。所以，飘浮心身，仿佛也是众生
寂寥。
找不着真依靠，又碰到什么就依靠，

所以心如烟雾弥散飘
摇。在人世晃荡，目亮无
光，也不见方向，终究更
多无边烦恼。
形形色色的依靠里

有多少真挚和久长，这不仅需要眼力，更
有赖于耐力。匆忙乃至在迷失中找到的
所谓依靠，往往具有一时的诱惑，但有时
也决定了某些人的一生所能飞翔的高度
和幸福指数。
心灵需要依靠。而眼睛所能看见的

有形的事物，一定做不了心灵的依靠。即
便暂时可以凭依，也将有声无声地垮掉，
心灵如果完全地依靠，必然失去重心，坠
入危险之境。
心灵的贵贱，往往标识于依靠。许多

心灵表现出了庸俗乃至低贱，你从他或
她对有形物质的膜拜就可知晓。这样的
心灵，找不着真正的安宁、恬适和微笑。
心灵更看重无形的事物，那种被称

为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用眼
睛可以搜索到的，而是需要心灵自身去
感应，去寻找。不是一时半刻，有时一生
都无法找着。
都在自己的心灵之外寻找，这样的

依靠，找不到，必然惶惑，找到了，惶惑依
然。真正的依靠，是在自己的内心，是自

己心灵的感悟，由感悟
而生出、而茁壮的自然
魂魄。
大自然的规律无可

动摇。身心与自然融为
一体，就是心灵的依靠。无论春夏秋冬，
不管活得好活得坏，心灵的脉搏与自然
的内在相合，就找得到支撑自身的源泉。

心灵的依靠，注重的是身、心、灵与
自然的融合，无关乎名利等身外之物。大
凡心灵的彷徨，皆与名利等身外之物有
关。一生一世，也即一草一木，能承载多
少那些世俗的物什。
真善美也是大自然的纯粹，心灵对

此无限的依傍，直至身心灵也由此纯粹，
此乃圣人。追求真善美，融入大自然，便
是成就圣人之途。
不要凄凄惨惨、寻寻觅觅了，请最大

限度地走入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冥思深
悟，心灵会变得更有力量，愈益坚强！

七夕会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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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久闻郭亮村大名，一个隐藏在太行山深处的小山
村，世外桃源式的穷乡僻壤，它有着太多的感人故事，
目前吸引着许多中外游客，是太行旅游胜地。
初夏时节，我们石泉老年摄影协会联袂泗泾摄影

协会一同前往郭亮村，做一次摄影采风活动。第二天，
汽车经过 !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辉县郭亮村。下车
一看，这里山清水秀，峰峦叠嶂，潭深溪长。山村坐落在
高高的悬崖上，石磨、石碾、石头墙，石桌、石凳、石头

炕，质朴的石舍，淳朴的山民，鸟儿在峡
谷中飞翔，远望四周都是巍巍太行山。

亘古以来，郭亮村就贫穷、落后、闭
塞，直到改革开放前，郭亮人出行还是走
羊肠，上下攀天梯，要想跑出山区，需走
一天的山路，饱受路塞之苦，贫穷之困。
怎么办呢？要致富，先修路。对！"#世纪
$#年代村支书申明信带领村上 %&名壮
汉，卖掉村民的一百多只山羊，换来了几
百把铁锤、钢钎，凿石开洞。他们本着艰
苦奋斗、造福郭亮的宗旨，在无电力无机
械的状况下，全凭手力硬是在绝壁上一
锤一锤凿出一条 "公里长的石洞隧道山
路来。他们苦战 '年，打烂了 (###把八

磅铁锤，耗尽了 %"吨六梭形钢钎。他们流过的泪和汗
一样多，在碰到困难的时刻，他们总是用愚公精神和现
代红旗渠精神鼓励自己。郭亮人的心比铁坚，志比钢
硬，铮铮誓言感天动地：山洞一日不
通，奋斗一日不息。工程进行到最困难
的第五个年头，辉县教育局 "'#名教
师在原永同志的带领下，自备粮蔬，自
带行李，与郭亮村民并肩施工，鏖战数
月，终于使郭亮村通往外界的山路于 %)$$年 '月 %日
竣工通车，外国记者称它为世界山路的奇迹。
山路与外界连通了，出山方便了，郭亮村的信息也

多了，山货和土特产与外界的交换贸易也多了，郭亮村
开始富裕了。这里水好，空气好，有些村民办起农家乐
和旅店，中外游客也逐年增多，日子红火了。
听完郭亮村的故事，我们摄影人眼里含着感动的

泪。我们认为这是郭亮人的精神征服自然的印记，我们
用心灵赞叹旷世奇观，用摄影记录郭亮人的历史，向英
雄的太行山人民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人均

*+,还排在世界第 -#位之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我们仍然需要艰苦奋斗，郭亮村给我们树立一个榜
样。我们要大力宣传，提倡郭亮村精神，这就是坚韧不
拔、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要用这种精神，激励人民继
续奋勇向前。

本帮菜的源流
李兴福

! ! ! !有粗鱼大肉、浓油赤酱之称的上
海地方菜（本帮），其代表菜肴有走油
蹄子、红烧肉、走油肉、红烧鸡块、红烧
鸭子、红烧山羊、红烧大黄鱼、红烧鳊
鱼、生煸草头、咸肉水笋、红烧鳗鲡等。
但是，以上这些菜肴仅仅是上海本帮
菜的一角，上海本帮菜也有很多都是
新鲜雅淡的，如蒸扣三鲜、小葱肉皮、
扣三丝、黄芽菜肉丝汤、茭白肉丝汤、
冬笋雪里蕻、咸菜豆瓣汤等。除此之
外，本帮菜的冷盆（冷菜），如白鸡、白
肚、爆鱼、油爆虾、糖醋小排骨、麻香海
蜇头、门腔.猪舌头/、干切咸肉等，也
很经典。
那么，本帮菜的源头在哪里呢？
应当说，它来自于浦东的川沙地

区、高桥地区和浦东的三林镇地区等；
加上浦东周边的
宝山、南汇、松江、

崇明、金山等地区。
浦东位于祖国大陆海岸中部的长江

口，交通非常方便。浦东川沙、高桥、三林
镇地区气候较温和，物产丰富。这里良田
万顷，河道纵横，宝山的鮰鱼、刀鱼，松江
的四鳃鲈鱼，崇明的山羊、毛蟹、大白菜，
南汇的蔬菜瓜果，川沙的三黄鸡、刀脐
面、带鱼、河虾，三林
镇的油发肉皮等，琳
琅满目。川沙、高桥等
地的农家，除了种稻
谷、种小麦、种大豆等
外，还兼养鸡、养鸭、养猪、养羊、养牛、养
兔、养鱼等副业。优越的自然条件，对烹
调制作本地风味菜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
用。特别是这几个地区的农家人，每逢过
年过节、办婚嫁丧事，菜桌上的菜肴必须
丰盛，而这就要取决于是否占有丰富的
食材。在此基础上，厨师巧为运作，烹调

出浓油赤酱、粗鱼大肉、乡土味浓厚的本
帮菜肴，从而深受各地群众的喜爱。

上海另一种土生土长的本帮菜，大
多数形成于一百多年前路边的饭摊头。
这些面积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小饭馆，只
能放三四只小方桌，供应的是半汤半菜
的汤水菜和山头菜、白饭等，以家常菜为

主，热菜有肉皮豆腐
汤、豆腐猪血汤、猪油
渣豆腐、小梅鱼烧粉
皮、咸肉百叶汤等半
汤半菜的下饭菜；还

有几样预先烧熟的山头菜装在盘内，放
在另一只格子上，准备几只六七寸大小
的小盆，有黄豆芽烧油豆腐、芹菜炒豆腐
干、生煸草头、红烧小黄鱼、干切咸猪肉，
都是 &0'分一盘。有些劳动大众要节省，
就来一小盘山头菜、两碗白饭充饥当一
顿中饭，不超过一角钱，因经济实惠，大

受顾客欢迎。
这些小饭馆

都是夫妻老婆店，老板买汏烧，老板娘当
堂官，所有食材如鸡、鸭、鱼、虾、猪肉等
都从本地郊县采购。他们也创出许多新
菜，如八宝辣酱、炒圈子、炒腰花、炒三
鲜、炒时件、炒虾腰鸡骨酱、全家福、大鱼
头烧粉皮、红烧鱼尾、竹笋腌笃鲜等。家
常风味，亲切又好吃，在上海长期风光。
我是浦东人，这样的本帮菜，我从童

年到老年，吃过无数次；%)(-年到市区
做学徒时，也曾经听到很多老厨师讲过。
随着时代发展，全国各地风味菜馆

都到上海来抢地盘开餐馆，特别是苏州、
杭州、无锡、扬州、镇江、宁波等地的人开
设了地方风味特征明显的菜馆，本帮菜
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本帮菜杜老官厨师
不断吸收借鉴外帮菜的特点，使本帮菜
得到了新的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蚕豆!你吃对了吗
赵德强

! ! ! !又到一年蚕豆上市季，尝鲜的朋友
早已开始关注。蚕豆又称罗汉豆、胡豆、
南豆、竖豆、佛豆，营养价值丰富，蛋白质
含量 "'1!"-1，含人体所需的 -种必需
氨基酸。传统医学认为蚕豆味甘、性平，
入脾、胃经；可补中益气，健脾益胃，清热
利湿，止血降压，涩精止带；主治中气不
足，倦怠少食，高血
压，咯血，衄血，妇
女带下等病症。嫩
蚕豆煮稀饭能和
胃、润肠通便，对习
惯性便秘有良效。蚕豆茎止血，止泻；叶
收敛止血；花凉血，止血；种子皮利尿渗
湿；荚壳收入敛止血。
但是，蚕豆，你吃对了吗？前一段时

间，我们在门诊就遇到这样一位患者。张
某，老年女性，-#岁，因“头晕伴全身不
适 %月”至本院心内科就诊，查体：神志
清，气平，精神萎，双肺呼吸音清，未及病
理性杂音，心界向左下扩大，心率：%#%
次2分，房颤心率，双上肢皮下散在大片
瘀斑，测血压：%"#2$#3345，腹软，无压
痛、反跳痛，四肢肌力正常，双侧巴氏征
（0）。初步诊断6心房颤动。
追问患者用药情况：长期
口服华法林钠片 (7'352

天，倍他乐克缓释片
($7'352天；半年余未监测
凝血四项，且近期进食大

量蚕豆，
故予以急
查凝血四
项，心电
图，结果

提示房颤心率，国际标准
化比值（89:）：!7'，即刻予
以收住监护室抢救治疗，
入院后予立即停用华法
林，予维生素 ;% %#35肌
肉注射；血常规提示血红
蛋白 )#52<；余指标均正
常；住院期间多次检测凝
血四项 89:值，至入院后
第九天 89: 降至 %7&，再

次应用华法林 &7#352天；) 天后患者脱
离危险予以出院，医生反复告知家属，出
院后定期复查凝血四项调整华法林用
量，且禁食或慎食蚕豆。
为什么口服华法林要禁用蚕豆？这

是因为蚕豆含一种有毒物质（巢菜碱
甙），特别存在于新鲜的嫩荚蚕豆中，人

体摄入后与体内的
!0磷酸葡萄糖发生
竞争性抑制，可引起
急性溶血性贫血。蚕
豆还富含维生素 ;，

会影响华法林的抗凝作用。此外，蚕豆含
有致敏物质，过敏体质的有极少数人（男
孩较多）吃了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过敏。凡
有蚕豆病过敏史及患痔疮出血、尿毒症、
结肠炎者不宜吃蚕豆。蚕豆不易消化，因
此老人小孩和脾胃虚弱者不宜多食，一般人
也不要吃得过多，以免损伤脾胃，引起消
化不良。营养专家建议不要生吃蚕豆，一
定要煮熟后方可食用；即使是煮熟，蚕豆
也不宜多吃，以免导致腹胀或肠胃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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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于超量用药体会中
的几个要点，我在上期文
章中谈到了两点，还有的
两点是：
一、超量用药后所出

现的常见副作用或极量症
状，都是可以通过应用跟
原用药物性质或功效相反
的药物（我把此称
为反向用药）加以
纠偏克服的。譬如，
方子中用了超量的
黄连、黄芩后导致
患者出现了呕吐、
腹泻，那就可用温
热性质的炮姜或
干姜、吴茱萸等药
加以制约平衡；如
果用了超量的熟附
片后出现了血压升
高、目赤、鼻衄等热
症，则可用黄连、黄
芩等苦寒药和生石
决、代赭石等平肝镇潜药加
以节制。这一用法古已有
之，就是中药学中说明药
物配伍关系的“七情”中的
“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
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
物减轻或消除）”、“相杀

（与相畏同出而异名）”之
说。相辅相成是医生熟知
和常用易用的一个道理和
方法，比如中药配伍中的
“相须（性能功效相类似药
物的配合应用，可增强主
药药效）”、“相使（即以一种
药物为主，配合利用性能

功效有共性的其他
药物辅佐以提高疗
效）”。但比较少知
和少用难用的是相
反相成的原理和方
法，比如“相畏”、
“相杀”。其实后者
的这一方法在临床
上的适用性也是比
较普遍的，只是由
于一些医生不会使
用，就使得不少病
症的治疗缺少了一
个很好的方法。
二、极量与常

用量一样是针对大多数患
者而言的，并不能包括所
有患者。就是说，某一剂量
对大多数患者已达极量，
但对少数患者依然不够。
这就跟大多数患者
都能适用的常用
量，却在少数患者
身上出现了过量反
应的道理是一样
的。因为大同之中总会有
小异，有普遍就会有特殊，
这是由人的个体差异性所
形成的。那这小异又该如
何处理呢？继续加或继续
减，直到只适合其个体差
异所特殊需要或合适的那
个量。

我治一青年男姓患
者，症状是整天精神萎靡，
无力工作，每天至少需睡
%" 小时，毫无性欲，但无
明显畏寒感。我诊其肾阳
式微，主要用了熟附片、肉
桂、补骨脂、仙灵脾等温补
肾阳药。剂量除初诊时用
了常量的倍量外，之后一

直增加，直到熟附片到了
每日的 "##克，肉桂到了
%##克。这个量已经到了
我数十年来使用此药超大
剂量的极限，可病情还是
不见改善。
慎思后，我断定问题

仍在于欠量，于是，就在我
所用此药的历史极限上再
慢慢地递增，最后终于起
效而获成功。最近又遇到
了一例类似者，得顽固性
便秘七年。我据其舌红苔
黄腻而厚，给他下的诊断
是：湿热坚结，灼阴肠燥。
我想治疗此病应有十拿

九稳的把握，就把
以三黄泻心汤为
君药、增液汤为臣
药的药量超常的
经验方给他服用。

结果没用。我就一直增加
黄连、黄芩的剂量，可病一
直不应。

我就继续谨慎增量，
再诊四次，终于成功。上述
案例中所用的剂量，大多
数患者肯定都不能受之，
可天下就有如此吃量的患
者。这说明其实仍是一个
普通的道理：凡人者，必大
同，但大同中又必有小异，
而小异中又必有奇罕者。
何以处之？因人而异也：常
者常量；异者异量；罕者罕
量。至于理法，也是同理。
超量用药时一般会存

在三种情况，一是在君药

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如患
者并不因此而出现副作
用，那就可以不断递增剂
量。二是在超量用药之初，
患者就出现了副作用。对
此，应用与君药药性或功
用相反的佐药予以节制即
可。需要把握的是佐药剂
量与君药间的比例。具体
多少用量总以恰好解除君
药的副作用为标准，按此
所定的比例对大多数患者
都是基本适宜的。三是超
量用药后患者出现了副

作用，在医生用了或常或
异的制约之量后，一个阶
段内副作用控制良好，但
此后副作用又出现了，那
就应该再适当调高制约
药物的剂量。这种情况有
时还会出现制约剂量调高
后，副作用被克制了，但过
了一个阶段后又出现了所
调剂量偏高的症状，那就应
该再适当调回。对于此类变
化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即可，
以平为期：低了调高，高了
调低。

以小见大
叶 辛

! ! ! !何鑫渠编选了一本散文随笔集子，要我写序。我读
了他的这本集子，又看了他的自序，发现，要说的话，他
在自序中都已说得明明白白。
我再写些什么呢？
只能补充一点，何鑫渠的每一篇随笔性的散文，都

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小见大”。
初读他的文字，你会觉得他每一篇文章都很短小

精悍。符合先辈老报人
赵超构对《新民晚报》提
出的要求：短些、短些、
再短些。

如果光是短，短得
无味，短得局促，那也就没必要编选集子了。何鑫渠的
短文，短得直抒胸臆，短得明快，短得颇有意味。比如
他说西湖，就讲应去“三潭印月”，到了“三潭印月”，他
又给情侣介绍“我心相印亭”，为何呢？道理出来了：
“我心相印，何须相锁”，批评了众多景点都能见到的
锈迹斑斑的同心锁现象。又比如“中医药中的诗意”，题
目就妙，妙在哪里？一读，果然有道理。“人事与佛事”，
通过一个小细节，讲的却是大道理。而“冷落也是福”
一篇，在我看来，已经是蕴含着哲理了。特别是最后那
一句：古城如此，人也是。画龙点睛。“人生三条线”，似
是在讲道理，可这道理，不是所有人都读懂了的。大大
小小的纪委书记们，拿去时常给当官的读一读，会起一
点作用的。
何鑫渠的每篇文章都短，不允许我的序写得长，我

就不一一列举他随笔性散文的妙处，由读者诸君自己
欣赏吧。

盛 开 !摄影" 马刚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