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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作为家常下饭菜的豆腐乳，是不上席面的。然而在
川西平原，家家嗜吃、善做豆腐乳。小时候，住家隔壁是
家酱油铺，每逢吃饭没合口菜时，就拿着一个小瓷碟，到
隔壁花上五分钱，端回一个四四方方用白菜叶子裹着的
豆腐乳。一口白米饭，一口豆腐乳，滋味醇厚，回味悠长。
家里最爱吃豆腐乳的，要数姨妈。工作以后，每逢

周日，我会骑着自行车，到姨妈家坐上大半天，和姨妈
海阔天空地摆龙门阵。最吸引人处是姨
妈摆起年轻时候的往事：新婚不久，姨妈
穿着 !寸高的红皮高跟鞋，携姨父回到
都江堰娘家。乡里亲戚要盛情款待新人，
姨妈说：“啥子都不要，只管将你们家的
豆腐乳拿来吃便是！”
姨妈说，外婆做的豆腐乳最好吃。先

前小时候，乡下人年年要做豆腐乳、粽
子、米花糖、酱肉、香肠。在孩子们看来，

每做一样东西都像过节一样，大人们更是乐在其中。想
象着乡野田间，空气清新，满目新绿，一丛修竹旁，矗立
着大木屋，屋顶上袅袅升起饮烟，母鸡在房前屋后觅食，
孩子们在房里穿来穿去，屋里烧着柴灶，外婆围着灶台
忙乎着，就觉得先前的乡人深谙休闲之道。
姨妈年纪大了，对豆腐乳的向往仅限于与我的神

侃。母亲却更多继承了外婆爱动手的优点。每到秋天，
母亲要买上两箱嫩豆腐，切成小块，放在竹篾烧箕之
中，晾上半个月，待豆腐长出茸茸细毛，就用筷子夹住
发霉的豆腐块在白酒里泡泡，裹上辣椒面、花椒粉和
盐，小心放进瓷坛里，窖上 "#天就可开吃了。
在成都，时常见到推着三轮车的大爷或婆婆，载着

一大坛自家做的家常豆腐乳沿街叫卖。称斤论两地买
回去，味道大致相差不多。近年来超市里卖的海会寺香
酥豆腐乳，滋味香浓，堪称一绝。海会寺豆腐乳，由四
川蒲江县人罗克之于 $%&&年创制，每块腐乳的外层
用特别腌制的白菜叶包裹，不但突出了腌制白菜的鲜
美味道，而且具有独特的辛辣滋味，外观红褐油润，内
心呈杏黄色，以其酥软可口、细腻无渣及麻、辣、鲜、香
五味调和而著称。据蒲江县志记载：早在清朝光绪年
间，蒲江民间就有普遍制作白菜豆腐乳的历史传统，
每年秋天，这项活动成为了许多家庭的“家庭作业”。

其中，尤以罗克之的家乡寿安镇制作
最为精细有名。
五通桥豆腐乳、唐场豆腐乳、夹江

豆腐乳也都是四川地区有名的品牌，
颇受川人推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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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老远到了一趟西安，不去关中平
原看看，难免留下遗憾。记得很多年以
前，我坐火车到过一次西安，那是第一次
西行。一路上，我看见高原崖崖儿边的
窑洞，觉得很新奇：西北人的穴居，真是
一种智慧啊！全泥结构，冬暖夏凉，住
着很舒适。窑洞外面是场院，可以干些
杂活，如掰棒子、晒高粱、洗衣服、碾麦子
……窑洞的外墙上可以晾挂辣椒、棒子、
大蒜……一串又一串。如果窗户上贴着
大喜字，说明这是新婚人家，院子
里刚办完酒宴，高粱酒的香气还
未散尽，真是其喜洋洋者也！
这回再一次西行。飞机进入

陕西，从高空俯瞰，竟是团团云
絮，所谓八百里秦川，云遮雾障，
连依稀可辨也谈不上。只有走出
机舱的那一刻，才感受到陕西的
那种豪爽、粗犷的人气，和着略带
沙尘的西北风扑面而来。古老的、
高高的城墙延绵数里，城楼上旌旗招展，
一扫苍凉之感。暌违多年，钟楼还是那样
沧桑、巍峨，立在市中心，车水马龙，在它
的脚下川流不息……
汽车驶向咸阳，驶向宝鸡，公路两旁

是绿油油的小麦，还有尚未著花的苹果
树，放眼望去，这绿色的“地毯”一直铺
到了天边。这就是我向往已久的关中
平原！风是芳香的，清新的，满眼
的绿，满眼的生机。时值仲春，却
不见半点江南那种蒹葭苍苍，春
昼阴阴的景象。
令我不解的是，一望无边的

绿色平原，却看不到一只羊。西安满城的
羊肉泡馍、肉夹馍，常使我想起羊倌挥着
鞭子，赶着羊群，吼着秦腔，羊群咩咩，洁
白如云，但在这里却找不到踪迹。远处，
耸立着一尊苏武的塑像，头戴棉帽，怀抱
羊鞭，凝眸远视。他是西安人，想起“杜
陵寒食草青青”，我们正是清明之后来
到他家乡，是的，草正青青，而他的忧国
之思，再一次深深打动我，使我倾慕不
已，心向往之。

车往前行，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槐
树，倏忽即过，槐花的香气沁人心脾。
一路上，除了司机是汉中人，还接触

了一些关中平原的汉子，身材魁梧，略圆
的脸膛黑里透红，衣着朴实，有的还身着
好些年前时兴的蓝干部服，干部帽，说话

不绕弯子，但很幽默。在一个景点休息
时，五六辆敞篷游览车载着十来个西装
革履的干部，快速驶过来，一位关中汉子
站起来说：“为人民服务的人来了，咱给
让个道，给他们优先进去参观。”他说话
一本正经，待大家寻思这话里有话，一个
个笑得都流出眼泪。
羊肉泡馍是西北人最爱吃的，他们

自豪地告诉每一个来西北的人，羊肉泡
馍和肉夹馍已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世界名吃。大街小巷，很多
专营泡馍、肉夹馍的百年老店。年
轻人中午的主要食物，也就是肉
夹馍和油煎馅儿饼。
西北的馍，其实就是饼，南方

叫烤饼，烤得焦焦的，从中间剖
开，夹进羊肉、酱料，咬一口，馍的
酥香松脆，羊肉的鲜香热烂，比汉
堡的味道更美，更香。
而羊肉泡馍，吃法上就很有

讲究。店里的姑娘用地道的西北方言告
诉我：进到店里，师傅会给你一个碗，碗
里装有两个圆圆的飥飥馍，要你自己动
手掰（掰成小块）、撕（撕成薄片）、掐（掐
成碎块）、抖（均匀地抖落到碗里），看上
去要像黄豆大小，再交给师傅。过几分
钟，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浇入碗中，由服务
员端到你的桌前，汤面上浮着香菜和葱

花，还有几片羊肉，鲜美无比呀，
顿时香气扑鼻。吃的时候也有讲
究，不能翻搅，要用“蚕食”的吃
法，一口一口，渐渐扩展，这样才
可以品尝到羊肉泡馍的美味。难

怪，世界名吃，有如此独特的吃法！
作家莫伸正在乡下创作反映农业题

材的小说，他问我何时返深，希望能在
一起聚一聚。我说明天就走，他不无遗
憾，说如果能多住几日，他就赶回西安。
我说以后还有机会，眼下就是期待他写
出撼人心弦的作品，因为这是个富庶
的、让人灵感奔涌的地方。西北风永远是
诗的风，文化艺术的风。
记得李娜唱过一首歌：“……我家住

在黄土高坡，四季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
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 我的
歌。”真是豪迈，自信！有这样的土地，这
样的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精神，怎么
能不豪迈自信！的确，我每听到这歌，都
会为之眼含热泪。

叶落梧桐 任向阳

! ! ! !秋凉时节扫落叶，片片梧桐，翩
翩飞动，阿姨身手步法也从容。
秋风起时，气温渐低，光照减

少，叶片的光合作用与梧桐树根的
吸水能力一并减弱；空气干燥，树叶
中的水分随风而悄然蒸发。不知是
由何时何处飞来的风刀所为，还是
由梧桐自身决然绝然的勇气之剑所
作，叶柄和叶颈间的连接或被隔而
致老叶枯死枝干上，或被割而致黄
叶随即脱落成落叶。从叶绿素受到
外侵以致不能发挥作用的那段时
光起，从叶黄素开始活跃的那个时
分起，阿姨好像就附加了一项专扫
梧桐落叶的天职。心形的叶片呈掌
状，阿姨也用心做着她的这一份工。
梧桐片片，枯黄丛丛，扫帚过

处，绛红色的大块地砖又露出了暖
人的本色，砖与砖之间的细黑的直
线又清晰可见了。扫帚划处，阿姨渐
堆起落叶一堆：翠黄、鹅黄、黛黄、金
黄、棕黄、深黄、焦黄。那叶片在扫帚
下翻旋、飘移、曼舞，一座小小的黄
山在阿姨的膝前移动。她一如往常，
缓而坚定地挥洒自如。

阿姨不会责怪昨晚的西风太
烈，今晨的叶片比昨日多；阿姨不会
恼恨梧桐不称意，叶落落天天。她依
然每天在两长排梧桐的队列中工作。
从立秋算起，扫到小雪，历时

'#(天。可梧桐树叶并未因为将要

雪花初起，将要寒气更重而停止落
下。枝头的树叶稀稀拉拉了还不肯
全部离开。那么阿姨还要天天来扫。
不过梧桐也是有底线的，叶绿

叶黄，周而复始：冬至前，梧桐叶一
定会全部落下，落得片叶不
留，落得使梧桐树看起来一
路肃杀。节气是梧桐叶的司
令，大地是梧桐叶的家园。根
在土中生，杆壮缘地气，根
扎大地枝朝天，叶枯梢老仍归去。
树枝长得再高，老叶依然要飘然落
地。梧桐叶知道这叫做规律。它们
要回归大地。
多年来，阿姨从不曾想过让枯

叶少落下来些好让她少做点活；阿
姨更不会挥竿打掉尚在枝头待渐
枯，仍在高处看晨景的黄叶，以毕其
功于一役；阿姨也不会隔三岔五才
来一次，好让她痛痛快快地多清理
一些落叶，多创造一些战果；阿姨一
点也不会因为前脚扫过后脚叶又落
而放弃清扫。扫了还有，有了还要
扫，每天来，每天扫，不怕烦，不怕
累，无怨也无悔。阿姨有自己的底
线：树叶是一天一天落下来的，清扫
也必须是一天一天地去做。她知道
冬至时分那些最顽强的顶天骄叶也
会回到地面，或者严寒早些来时梧
桐树叶就会洒落净尽，那时她就可

以因季消停，可以不再与梧
桐们的各种颜色各样大小
的落叶打交道。
阿姨知道，来年春开时，

梧桐枝头又要爆出嫩蕊。到
那时阿姨可能又不会赶来满心欢喜
地观叶迎春，她肯定又在忙她的事。
不过阿姨知道，来年十月秋深

时，她还会轻轻地来到这里，轻轻地
归拢一地梧桐，满眼金黄。

中医辨!痰"治肺癌
张学俊

! ! ! !痰中带血点是肺癌的症状之
一，辨证治疗肺癌不妨先辨痰热
与痰湿。
很多人都知道，出现脓痰是

肺癌进展后的典型症状，却很少
有人意识到肺癌的另一个常见症
状———血痰。即痰中带血点、血丝
或间断少量咯血。值得一提的是，
即使有些患者只出现一次或两次
血痰，这一症状对诊断仍具有极
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了对肺部疾病的诊断有作

用以外，痰的不同性状也是疾病
治疗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志。

关于肺癌的病因病机，《杂
病源流犀烛》论述得较为中肯：
“邪积胸中，阻塞气逆，气不得

通，为痰……为血，皆邪正相搏，
邪既胜，正不得制之，遂结成形
而有块。”可见痰结是胸中形成
结块的病机。不仅痰结于肺是肺
癌的病理基础，痰结也贯穿于肺
癌由原发到转移的整个病程。
在中医辨

证分型的框
架下，大体可
以把肺癌分
为肺郁痰热、
气虚痰湿、阴虚痰热、气阴两虚 )

个常见的临床证型。其辨证要点
和施治方法分述如下：

第一、肺郁痰热型症，见咳
嗽不畅，痰中带血，胸肋痛或胸
闷气促，唇燥口干，大便秘结，舌

质红或暗红、苔黄，脉弦或弦细。
本症为肺气贲郁，血瘀痰壅。治宜
宣肺理气，化瘀除痰。第二、气虚
痰湿型症，见咳嗽痰多，胸闷短
气，少气懒言，纳呆消瘦，腹胀便
溏。该证属肺气虚弱，子病及母，

脾失健运，痰
湿内阻。治宜
补气健脾，除
痰散结。第
三、阴虚痰热

型症，见咳嗽少痰，或干咳，咽干
不适，或咯痰带血丝，胸满气急，
潮热盗汗，头晕耳鸣，心烦口干，
小便黄，大便干结。本证为肺肾阴
虚、痰热互结，治宜滋肾清肺，除
痰清热。第四、气阴两虚型症，见

干咳痰少，咳声低微，或痰少带
血，消瘦神倦，口干短气，目瞑失
寐。该症属肺脾两虚，肾阴枯竭。
治宜益气养阴，扶正除积。

如今肺癌的治疗已经迈入
“综合模式”的时代。除术前中医
辅助治疗、手术治疗、化疗等各
种方法综合运用外，还可根据肿
瘤的不同阶段，合理利用中医综
合治疗手段，有机地与西医综合
治疗手段相结合而令减毒增效、
防止复发和转移、有效缓解癌痛
等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延长寿命。

*作者为上海

!"" 医院中医肿

瘤科副主任医师!

!生财"岂能!乱道"

吴文元

! ! ! !西安交管部

门把违法被扣车

辆的停车场设在

离市区 #" 公里

之外" 车主在交

完罚款拿到取车通知单后" 必须赶到 #"公里之外去取

车#而且"无论车辆停放几天"一律要交 $"天的停车费#

不知道这个停车场是不是交管部门办的"还是委

托他人办的停车场# 无论什么人办的"都与交管部门

有一定的关联" 或者说交管部门会得到一定的好处#

否则"怎么会把违法车辆拉那么远去停放"而且还公

开向车主敲竹杠"就是停一两天也要交半个月的停车

费# 这等于是给违法驾驶员进行了加倍处罚# 这个停

车场的收费有没有经过物价部门批准"所收费用是上

交了国库还是进了交管部门的$小金库%"监督机关应

该严加追查"并把调查结果公布于众&

政府就是服务"交管部门也属于政府机关序列&虽

然交管部门是执法机关"有对交通违法的处罚权"但仍

然应该把服务放在第一位&车主违法了"该扣车应当扣

车"该罚款应当罚款"但在扣车'罚款的过程中"仍然应

当把服务贯穿全过程" 给被罚者交罚

款' 提车提供方便" 而不是借机敲竹

杠"在罚款之外还要敲其一把"给自己

生财巧取豪夺#(生财必须有道%"千万

不能为(生财%而(乱道%&

在民族歌坛驰骋纵横
李定国

! ! ! !但凡大家，总能在自
己的领域创造一个时代。
因主演《白毛女》《小二黑
结婚》《刘胡兰》等中国原
创歌剧，而开启我们民族歌
剧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郭
兰英，就是这样一位大家。

自幼为学习山
西梆子而受尽磨难
的郭兰英，'( 岁那
年，就投身解放区的
文工团。那时的郭兰
英虽有较好的戏曲功底，
但她没文化，目不识丁，
更谈不上识乐谱。于是，
团领导专门派人教她学
文化，表演、乐理，但更多
的是要她学政治，懂得演
戏是为人民服务。在学习
的这些日子里，郭兰英同
时也参加排演《夫妻识
字》《兄妹开荒》等延安时
代的秧歌剧，就此开始她

崭新的戏剧生涯。
两年后的 '%)+年春，

郭兰英已担纲歌剧《白毛
女》中喜儿的 ,角。她首
场演出是在石家庄市的一
个剧场。当演到由人变
“鬼”的白毛女，在众乡亲

面前控诉黄世仁的累累罪
行时，郭兰英不由得想起
自己悲惨的身世，越唱越
气愤，感情难以抑制，顿时
泪如泉涌，失声痛哭，唱词
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白。
但此时，台下竟没有一人
喝倒彩，观众反而被她真
挚的情感所感染，大家振
臂高呼口号，现场的气氛
达到了鼎沸……
全国解放后，郭兰英

成了中国歌舞剧院的台柱

子后，仍如饥似渴地向声
乐名家学习西洋唱法，使
自己的歌声更加科学、完
善。在名声大噪后，她又拜
山西梆子名家丁果仙为
师，重新回炉。此外，她平
日里还很注重吸取姊妹艺
术的养料来滋润自
己。就这样，郭兰英在
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
程中，先后主演了十
多部中国原创歌剧。

一直视戏大如天的郭兰
英，在每部新作上演前，总
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除
了反复研读剧本，深刻领
会导演、作曲的意图，尤其
对所饰人物音乐形象的
谋篇布局，都要做到成竹
在胸、拿捏自如。因此，她
所塑造的角色，都是有灵
有肉、栩栩如生。
在郭兰英主演

的歌剧中，影响最
广的当数马可和罗
宗贤分别为其量身
定制的《小二黑结婚》和
《刘胡兰》，其中的重要唱
段《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
的天》和《数九寒天下大
雪》至今久唱不衰。
著名词作家乔羽曾告

诉过我，当年长影拍摄的
故事片《上甘岭》，其中主

题歌《我的祖国》曾寻遍众
多女歌唱家试唱，但都不
太理想。后来他建议请郭
兰英唱，果然给影片增添
了浓彩重墨，歌曲也唱响
了大江南北，唱出了中国
人民的自豪。
不久，长影又拍摄了

彩色故事片《咱们村里的
年轻人》，影片的导演、词
曲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想到
请郭兰英演唱主题歌《人
说山西好风光》。此歌后来
也风靡一时。
当年，周总理曾语重
心长地对郭兰英说
过：“你现在还年轻，
能唱。将来老了，不
能唱时，你想要做
什么呢？”当时，郭

兰英不加思索地脱口回
答：“那我就教学生呗。”

郭兰英在离休、告别
舞台后，就兑现了当年的诺
言。她举家离京，南迁广东
番禺，在那里创办了以她
名字命名的艺术学校，培养
了一茬又一茬的学生。

陈 楠
劝君更尽一杯酒

（成语）
昨日谜面：流芳百世
（四字称谓）
谜底：名誉会长（注：

会长，别解为“会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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