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遗在身边
文学篇

不
只
土
!更
有
味

李
君
兰

! ! ! !说起崇明话，跳入人们脑海的恐怕多半是那段
来自上海滑稽戏里“吃啥吃蟹”的经典桥段，也因
此留给了人们崇明人说话“土”得令人发笑的印象。

崇明话“土”，这与崇明当地的风土人情有着
密切联系。崇明岛自唐代武德年间在长江口形成以
来，至今已有 !"##多年历史。岛上
居民主要来自江南地区以及因战乱从
北方迁移而来的移民，来自各地的移
民在长期艰苦的垦拓环境中逐渐融
合，江北风、江南情，形成了崇明岛
独特的风俗和独特的崇明方言。在这
个四面环水、交通不便的岛上，崇明
方言成了吴语北部边界地区比较稳
定、古老的、很有特点的一种方言。

事实上，崇明话不只“土”，更有
“味”。千百年来，崇明人积累了许多为
人处世、生产生活及自然规律等方面
的经验智慧，形成了许多具方言色彩和地方特点的
谚语、俗语、歇后语。如看懂了四季变化规律后说的
“白露身不露，寒露头勿露”；看懂了人各有命后说的
“鹅吃砻糠鸭吃谷，各人自有各人福……”这些崇明
话言简意赅、诙谐幽默、富有哲理，既是充满生活智
慧的崇明人对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认识，也是对创造
美好生活总结的珠玑真言，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如今，能说一口流利崇明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能灵活应用崇明谚语、俗语、歇后语的更少。凝结
了千百年民间智慧的崇
明谚语、俗语、歇后语
已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

健 康

七夕会

老太的喟叹
舟自横

! ! ! !一天早晨，散步路
过一所中学对面的人行
道，看到摆着个书摊。摊
主是位慈祥的老太。她
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对
着几个围拢过来的人说：“相中哪本拿哪
本，不要钱。”我很好奇，哪有“卖书”不收
钱的？便蹲下来翻看这些书。老太面前有
!##多本书，八九成新，大多是英语工具
书，还有些是小说和散文等。
我与老太攀谈起来。老太退休前是

个老师，三个儿子都读过大学，家里有很

多工具书。现在儿子用不
上这些书了，家人嫌放在
家碍事，打算当废品卖掉。
她觉得卖了太可惜了，而
且有些知识没有新旧之

分，就有了赠书的想法。早晨，她在邻居
的帮助下，打车把书拉到了这里，趁学生
上学时赠送。听到这，我不由心生敬意。
看我认真翻书的样子，她失望地喟

叹道：“我吆喝了一早晨，有的学生走路
玩手机，有的打闹，却没一个来看一眼。”
她的一句话，又引起了我的深思和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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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春季，往往是痛风的高
发期：春季天气变化无常，
病情未得到控制的痛风病人，此时尿酸在局部沉积
加快，程度加重，容易诱发痛风发作。
痛风是一种病程迁延、病情反复的疾病，患者

吃海鲜、喝啤酒、食用动物内脏甚至
豆类都会引起痛风病的发作。
对痛风患者来说，并不是禁止运

动这么简单。痛风和运动的双重关系
是：剧烈运动会成为痛风发作的诱
因，许多医生都在临床上接触过因运
动量过大而诱发痛风急性发作的病
人，不过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却又可以
降低痛风发作的风险。

痛风病人应合理安排运动类型，
根据身体状况选择合适的项目。想要
通过运动来防治痛风发作，就应更注
重运动的强度，避免剧烈运动和运动
过量，适度运动才能安然渡过健康关。
痛风患者的运动应遵守“循序渐

进、持之以恒、适时调整”的方针，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能够持之以恒的
运动方式。体育锻炼前，最好咨询医师适合何种锻
炼。锻炼应循序渐进，先从小活动量开始，以免体
力消耗过大、体内产生过多乳酸，引起痛风急性发
作。痛风发作时应停止体育锻炼，即使是轻微的关
节炎发作也宜暂时中止锻炼。在间歇缓解期的痛风
病人，建议在空气清新的户外进行有氧运动项目，
如散步、骑行、太极、瑜伽、健身操等等。
中老年人运动量以少量出汗为宜，每次三十至

五十分钟，每周三至五次。运动前要先热身五分
钟，避免拉伤肌肉、韧带。运动之后要适度放松，
牵拉和按摩以减少乳酸堆积带来的酸痛感。运动中
或运动后宜少量多次补水，有利于尿酸排出。

痛风病人对待适量的锻炼不应视为“洪水猛
兽”而闻之色变。当然，有益的有氧运动还应持之
以恒，间断而无规律的体育锻炼很难收到预期的效
果。一些和缓的运动项目较为合适，而竞技性强、

运动剧烈、消耗体力过多的项
目皆不适宜。

王旦之清
米 舒

! ! ! !王旦生于后周显德四年，因
其出生在凌晨，故名旦。王旦是
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天生相貌奇
陋，华山道人见其异相，便断
言：“其人日后大贵。”
王旦从小好学不倦，沉默寡

言，做事却极认真，他 $"岁进士
及第，任大理评事，后赴平江任知
县。因其文才了得，任著作佐郎，
参与编修《文苑英华》。王旦 ""岁
在弘文馆当值，后步步高升。因其
岳父任要职，王旦上奏为避嫌，不
赴吏部任职，改为礼部郎中。
宋真宗即位后，拜王旦为中

书舍人，后任参知政事。王旦为
官，行事坦荡，平时与群僚很少谈
笑自若，常常默坐无言。宋真宗在
朝中遇到难事，众臣意见不一，王
旦会缓缓说出一番话来，令四座
叹服。王旦从朝廷回家，进入静室
独坐，其弟不解，以此问旁人，年
长者曰：“刚议论之国事，王旦会
从长计议，考虑再三，他是深忧国
事也。”
其实，不好言语的王旦，善于

思考，以知人而闻名于世。王旦
一生处世谨慎，洁身自好。他被
宋真宗任命为宰相，为相十一
年，秉公处事，虽家中宾客不绝，
却没有人敢因私情来求王旦。在
北宋朝廷中，王旦以清名自居，
勿与浊流为伍。
王旦知人善

任，位及宰相，大
权在握，但他严
以律己，不好结
党营私，又清廉坦荡，他说话不
多，群僚欲与其亲近，往往难以深
交。王旦考察下属，必亲与其人交
谈，在起用人才之际，又多方征求
意见，对识拔之人，观其人其行，
严加考察，然后荐之。故王旦所保
举之人，皆得重用。当朝奸佞丁渭
几次在宋真宗面前说王旦坏话，
王旦知之，也不辩解。幸亏宋真宗
知王旦为人，不与小人合污。当时
史官修撰《真宗实录》一书，记载
当时才俊，大都为王旦所荐，但王
旦从不张扬，也不对外人言，他死
后，众臣阅《真宗实录》，方知王旦

用人为公，从不因荐举人才而受
人恩惠。
王旦任相时，与寇准同朝为

官，寇准敢说敢做，但刚愎自用，
喜欢找茬儿，王旦对此不卑不亢。
一天宋真宗召见王旦，称赞他处

事井井有条，又
告王旦，寇准常
说王旦的坏话。
王旦也不生气，
说：“我做事公

正，这是应该的，有人议我之恶，
说明我任相日久，必有不足之处。
寇准做事竭心尽力，这是值得我
学习的。”宋真宗听后无语。
寇准后被罢官，他厚着脸皮

去见王旦，请王旦帮忙他
保住宰相头衔的虚职，王
旦断然拒绝，寇准对此恨
之入骨。后来，国家任命下
来，寇准保留了使相头衔
一职，大为感激，他在见到宋真宗
时流泪感激，宋真宗淡淡地说：
“你这个职务，是王旦爱卿推荐
的。”寇准闻之，大为惭愧。

王旦知人之深，对群臣考察
衡量都有一个度，他虽推荐重用
了不少人才，但从不自己告诉升
官者，也不接受任何贿赂与厚谢。
王旦 %!岁病重，宋真宗亲自

和药喂之。并请王旦推荐辅臣，王
旦却不回答，真宗再三询问，王旦
这才勉强说：“以臣愚见，不如用
寇准。”宋真宗说：“寇准刚正狭
窄，您再考虑一个。”王旦回答：
“其他人，臣不知也。”王旦死后一
年，宋真宗任命寇准为相。
王旦请生前好友杨亿撰写遗

表：“原为宰相辅臣，未替宗族亲
戚求一官半职。每天亲自处理各
种重要事务，稍减忧劳之心。”又

告诫子弟：“我家盛名清
德，应致力于俭朴，不许
太奢侈，勿将金银财宝入
棺。”宋真宗为之感叹，赐
银五千两，王旦病中辞

谢：“家中已多财物，请陛下赐平
民。”王旦死后，谥文正。此是北
宋年间对逝者最高的评价，北宋
文臣中第四人也。

与陌生人撞个满怀
孙道荣

! ! ! !春日，在皖南一小镇悠闲游走，不
宽的街道上，行人不多。迎面走来一小
男孩。我看见了他，他抬头也看见了
我。他背着书包，急急地行走，也许是
要赶去上学。我赶紧向右侧让他。没想
到，他也向我的右侧走。看得出，他也
有意要让我。但
两个人都往同一
侧让，岂不要撞
在了一起？见
状，我忙向左侧
让开。可几乎是同步，小男孩可能也意
识到了，也匆忙向我左侧避让。
这孩子，怎么我往哪边让，他也往

哪边让啊。已经让不开了。我和小男孩
撞了个满怀。我笑了，顺势轻轻拍拍小
男孩的肩膀。小男孩憋得满脸通红，结结
巴巴地说，叔叔，对、对不起。
可爱的孩子，这有啥对不起的，我

们是因为互相礼让，才撞在一起
的。因为让路，我与一个陌生的
小男孩撞了个满怀。这是我在这
个陌生的小镇，邂逅的最美的风
景。在一次聚会上，我与朋友们
讲述了这件小事。想象着我这个大胖子
中年男人，与一个陌生小男孩，手忙脚
乱地撞在一起，大家都乐坏了。
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路上，与

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你让我，我让你，
结果撞了个满怀。
一位朋友说，看到过个笑话，一个

大爷在路上走，对面一个小伙子骑着自
行车过来，大爷忙让向一侧，小伙子也
让向了那一侧。大爷见状，赶紧让向另
一侧，小伙子也同时让向了另一侧。结
果，小伙子的自行车不偏不倚地撞到了
大爷。好在大爷早有防备，没有被撞

倒，无碍。有意
思的是大爷对小
伙子说的那句
话：“你这是要瞄
准大爷撞啊。”

小伙子当然不想撞大爷。不但不想撞，
而且想让，一再礼让，这才撞在了一
起。他和大爷，都是好人。
朋友分析说，迎面两个人，一人谦

逊礼让，一人顾自霸道，两人是不会撞
在一起的；一个慢性子与一个急性子，
也不会撞在一起，因为急性子的先让
了，慢性子的一看，会不急不慢从你的

另一边走得了；聪明人一般也不
会与人撞在一起，聪明人看见你
和他让向同一侧，就料定你马上
还会再让向另一侧，于是，他只
要径直走过去，就不会撞了。但

两个都是聪明人，反而更容易相撞，因
为你以为他会再让，他也以为你会再
让，结果，礼让一次后，都径直自信满
满地迎头走过去，于是，又撞成一团。
在行迹匆匆的人生路上，与陌生人

撞个满怀，是一个既有趣，又有爱的事
情。它撞出的，是满满一怀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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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超市周边、十字路
口，常有“菜贩式”的卖
花人。他们把自行车在上
街沿支住，车兜和后架的
筐里，高高低低的塞足花
卉，一把一把事先用玻璃
纸扎好，有百合、玫瑰、
马蹄莲、菊花、扶郎、红
掌、郁金香等等，间以满
天星鱼尾叶之类。顾客多
是大叔大妈，买回
去在花瓶里随意插
插。小贩一面做生
意，一面紧张地察
看有无城管，随时
准备踩车转移。这
花卖得粗放，毫无
情调，带些紧张，
乏味得很。
情人节买玫瑰

的年轻人，将彼时
的买花视为大事，
郑重其事地到花市
左挑右选。不在乎
钱，讲究腔调、派
头。花束里插好卡
片，请店家按时送达。
早在《诗经》里就有

记载花草柔情的有趣故
事。那时的年轻人也爱
花，将持花出游，送花
（甚至送草）达情，做得
十分的潇洒机敏。当然花
草都是自采的。

一个美丽文静的姑
娘，聪明、活泼、可爱、
多情，从远远的郊外，送
给男生一枚嫩茅草叶芽
儿；这枚含义极不一般的
普普通通草芽儿，把个男
生开心得灵魂出窍。（自牧
归荑! 洵美且异" 匪女之

为美! 美人之贻" #诗$邶

风$静女%）
古往今来，鲜花儿除

了观赏，还有就是———赠
人或佩饰。
说到佩饰，上海街头

最海派味的花儿，非栀子
花白兰花莫属。
难忘从前那沿街叫卖

之声，它是谦卑的谋生手
段，双方都能和和
气气地接受；它亦
是草根阶层生存创
业的萌芽。街头小
卖，于我，绝对深
入于心的，就是那
唤卖栀子花白兰花
的优雅。
无论是我家浦

东小镇的街旁，还
是淮海路法国梧桐
树下璀璨华贵的店
铺边，卖栀子花白
兰花者都是衣着朴
素简净、举止素雅
的中年妇女。一只

精致小巧的扁竹篮，铺一
层微湿的深蓝色蜡染方
巾，摆上新鲜芳香宝珠嫩
玉般的栀子花白兰花。她
们像是从老上海的月份牌
里走出来的，温馨得使叫
卖声都一声声化作了柔情
万端的绵软苏白：“栀子
花———白兰花……”时间
定格在了清凉透明的早晨
或美丽的傍晚，再
就是华灯齐放之
时，暗香盈路。大
白天不适宜娇嫩幽
芬的栀子花白兰
花。
画家贺友直对此也情

有独钟，他写道：“每到热
天，都会听到‘栀子
花———白兰花’轻轻软软
的叫卖声……它普通得只
配铺在竹篮子里沿街叫
卖，却受到不同身份的妇
女的喜爱。它令人感觉纯

洁、素雅、有生命。无论
佩在何等人的衣襟上，虽
不耀眼夺目，却显得自然
大方，透出平易脱俗的气

息。”“配饰也是艺
术。栀子花白兰花
这种配饰，则是通
俗的雅气。”“艺术，
若能做到通俗得

雅，雅得通俗，就会使人
永远不厌。”

连带想起，乾隆年
间，诗人黄景仁剑气箫
心，孤身寓宿客栈。清晨
忽闻卖花声，不觉披衣：
“何处来行有脚春，一声
声唤最圆匀。也经古巷何
妨陋，亦上荆钗不厌贫。
过早惯惊眠雨客，听多偏
是惜花人。绝怜儿女深闺
事，轻放犀梳侧耳频。”
“栀子花———白兰花

……”仅此软糯唤卖之声，
上海已足够令人回味。

童年尬事
李仙云

! ! ! !童年是檐下燕子呢喃
嬉戏的欢快，是蛐蛐在草
丛扯着嗓子的肆意狂鸣，
当记忆的碎片如那蔷薇花
瓣在心中绚烂缤纷地飘落
时，我犹如做了场难以醒
觉的梦，忙
不迭地去捡
拾被光阴冲
淡的往事。
一次和

一位优雅知性的湖南妹子
聊童年，原以为她温柔贤
淑。她一阵爽朗的哈哈大
笑后言道，才不是呢，我小
时候调皮捣蛋，假小子一
个，男孩干的我都干过，爬
树、放鞭炮、下河摸鱼捉螃
蟹。最好玩的是拿着玻璃
片给狗屁股扎针，结果狗
“嗷儿”一口，回头给我胳
膊上来了一口，那疤至今
还留着。她的“贼胆大”逗
得大家捧腹弯腰。
童年的太多囧事在心

海漂浮。一次听丈夫聊他
的童年，我刚喝下的一口
水硬生生给笑喷了。在家
乡陕西渭北平原，日子再
拮据，过年也要把孩子装
扮得里外一新。男孩子最
喜欢的就是在燃过的炮竹
皮屑里捡拾“漏网之鱼”：
还没点燃却散落各处的零

星鞭炮。童年的他把捡拾
来的“战利品”喜不自禁
地纳入崭新的裤子口袋
里，结果那些将引而未爆
的鞭炮在他的口袋里“噼
里啪啦”沸腾起来，好一

番手忙脚乱
的抖落加惊
吓，幸好棉
服厚未伤及
皮肤。

十岁那年寒假，我和
姐姐乘车从陕北一路辗转
回家，中途倒车时，饥肠
辘辘地走进了火车站附近
一家小饭馆。寒冬腊月，
一碗羊肉泡馍解馋又暖
胃。之前几顿全是姐姐付
的钱，说好这次由我来
结。一看墙上的价目表，
这价格足足可以买几斤羊

肉，一个邪恶的念头顿时
在心间酝酿……当客人蜂
拥而入时，我趁机拉着姐
姐的手，和她在人缝中窜
了出去，还谎称账已付过。

列车即将进站时，饭
馆老板娘凶神恶煞般地追
了过来，老鹰捉小鸡般地
揪住我的衣襟破口大骂，
望着逐渐聚拢的人群，我

迅速把钱递给她，在姐姐
的斥责声中，我的脸上火
辣辣的，恨不得扒个地缝
钻进去。那如烟往事，戒尺
般敲得我心口生痛，足以
让我一生引以为戒。
临近六一，缠绕心间

的记忆，在脑海跳跃翻
腾，敲打撞击着我对童年
和纯真岁月的流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