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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咪呀"释
李思源

! ! ! !朋友聚会，大家对电视台的《妈
妈咪呀》唱歌选秀节目发表意见，有
人对“妈妈咪呀”几个字不解，特别对
“咪呀”的解释产生歧义。

事实上，“妈妈咪呀”来自 !""#年
美国环球影业公司的同名电影《$%&%

$'%(》的音译，是意大利文。$%&%（妈
妈）的发音几乎全世界都一样，$'%是
阴性物主代词“我的”，意大利语译作

“我的妈呀！”是句很有
名的口头语，也有译成
“我的天哪！”相当于英
语中的“$) *+,( ”
电影《$%&% $'%( 》

叙述在希腊一个岛上的一个即将结
婚的姑娘，想让自己素未谋面的生父
参加自己的婚礼，但母亲（梅里尔·斯
特里普饰）不肯告诉她。她偷看了母

亲的日记后“圈定”三个可能性最大
的人，发信请他们来参加婚礼，闹剧
就此展开。“$%&% $'%( ”是其中一个
来自意大利的大叔在高潮时的感叹
语。

有趣的是，梅里尔·斯特里普因在
此片中卓越的演技获得了英国国家电
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而相衬之下，著
名男演员皮尔斯·布鲁斯南却倒霉地
获得 !""-年金酸梅奖中的最差男配
角奖。

之后，同名音乐剧《$%&% $'%( 》
自 .---年 /月在伦敦上演，在全世界
引起了轰动，去年在中国初演也是好
评如潮。
唱歌选秀《妈妈咪呀》套用这个名

称，节目中许多妈妈们美妙的声音和
动人的故事，也的确不时会引起人们
“我的天哪！”的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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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母亲对笋极有“研究”，长在哪里的笋
嫩，长在哪里的笋鲜，了如指掌。她特别喜
欢老家南山上的笋，每次上山挖来，定会
通知我赶快回老家来，说挖到好笋了，过
了夜，笋的味道就差了。

我味感迟钝，经常辨别不出一棵笋的
好坏。母亲就会嗟叹：“亏你还是个农家子
弟，连笋的好坏也不知道！”有一次，她把
两棵笋放在我面前，一棵采自南山，一棵
采自菜园，让我观察它们的区别。我看了
半天，没发现有什么大的区别。

母亲取过采自南山的笋说：你看它笋
壳的颜色，焦黄色，纹路细密清爽；看它
的形状，像纺锤；再看它的肉质，白嫩而结实。母亲又取
过采自菜园的笋让我看，我发现它的笋壳是粗糙的，纹理
也是粗线条的；形状呈一字形；肉质是粗粗的，而且泛黄。
我第一次发现貌似同样的笋有这样明显的区别。
母亲说，笋的好坏与土质关系很大。南山东西走向，

山坡朝北，日照合适，土壤终年潮湿，加上那里是黄泥土，
黏性强，笋就得在潮湿而韧劲十足的土壤里“挣扎”，要比
其他地方生长得更艰难，结果就导致笋壳、笋肉细密，肉

质鲜嫩，它的形状也是上小下粗，像个大
纺锤。而菜园里的笋，土质松软，笋可以轻
轻松松地生长，所以它的肉质就会松松垮
垮，笋形状也几乎是一根直筒。
这真是行行有门道，万物皆有因。

每年开春，春雷响过后，母亲总会采一些雷笋让我尝
鲜。雷笋是一种小笋，对于雷笋的生长，母亲也了如指掌。
去年春雷过后的第三天，正是双休日，母亲就让我回老
家，因为美味的雷笋全面“出产”了。我当时不信雷笋会这
么早长出来，陪母亲上山，果然发现在小竹林里，一根根、
一簇簇，到处都是。

母亲说：雷笋雷笋，顾名思义，就是打雷后长出来的
笋。那雷笋啊，就像个兵，一听到雷声，就争先恐后地从土
里钻出来了。最好二三天内采下它们，如果与空气、阳光
接触时间长了，口感就差了，最后还会滋生苦味，没法食
用了。
许多厨师对笋的烹饪，大都“束手无策”，他们变不出

什么新菜品。其实烹饪之精义，无非是顺应食材之原味，
追求一个“鲜”字。一份好食材，真的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手
法，简简单单最好。曾在星级酒店或所谓的农家菜馆吃过
笋，但直到如今，我吃到最美味的笋，就是母亲刚刚从山
下挖下来的黄泥笋，放入自家养的腌制土猪肉，用柴火慢
慢煨炖出来的腌肉浓汤笋，吃一次想念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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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谈到公车

私用的问题!指出车轮上的浪费是何等严

重"因而!如何阻止公车私用!减少公车支

出!看来是非想办法不可了"

据报道!有中学生提出建议#为避

免公车私用 ! 使行驶的公车一目了

然! 公车可以单独使用红色的车牌"

这一极好的意见! 不知交管部门能否

采纳$ 我还想补充两点#一%可否实行

出车登记的办法! 谁用车! 即由用车

者签名登记确认& 二% 在公车上能否

装置如同出租车计价器一样的仪器!

打印出起始与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并

在这单子上附写起始地点与到达地

点!交存相关部门!以备查考" 这样!对公车使用的

监管!可能会更有效"

杜绝公车私用!还应遏制'源头("要严格配车制

度!并且严格执行" 目前的公车配置!如按规定!是

正部级以上才能有专车"但实际情况呢$ 有的地区!

专车已配到了县级机关的正副局长) 县级机关的局

只是科级单位吧$ 公车这样膨胀!这样滥用!不狠刹

如何行"

而且!有些地方!假如不用公车!使用私家车上下班

的!一个正科级干部则每月车贴竟有 !"##元之多) 不知

这笔开支是列入哪项预%决算的$

上世纪 "#年代!我有事去苏州市委!在大门内正遇

拟去吴江公干的市委副书记!他没有专车!车子是由市委

办公室临时安排的"而当时的吴县!县委总共只有 $辆小

车" 谁要公出!才派车的"

今非昔比"条件好了!公车多了!但制度不能随意'优

惠(!对于超过规定的!坚决刹车)

罗斯诺森林!蛇事件"

白 兰

! ! ! !初冬六月（南半球季节
相反），我们在澳大利亚悉尼
“罗斯诺”森林的宅院鲜花盛
开，草木繁茂，看不出一丝秋
冬气息。
刚刚吃过午饭，便听到

快要临产的媳妇在后院惊
叫：“蛇、蛇、蛇……”跑过去
一看，果然有一条黄
绿相间的蛇横陈在后
院的路上。这蛇懒洋
洋的，见人不惊不诧，
丝毫没有因为我们大
喊大叫、跺脚、拍手而稍微有
所挪动。年轻时曾在大巴山
区当知青十数载，见过的蛇
不计其数，但却从来没见过
这种不怕人的“淡定”蛇，心
中不由得一阵忐忑：“这是什
么蛇呀？”于是，素有“见蛇不
打三分罪”观念的我竟也临
阵退缩，收起手中已举起的
铁钳。
原指望那蛇在我们宅院

玩好了便自行撤退，谁知两
个小时过去了，它却仍在后
院缓缓游弋，丝毫没有去意。
“万一伤着孕妇、惊着孩子怎
么办？”如是想着，我便鼓足
勇气跑到离它不足一米远的
地方，把木棒敲得咚咚山响，

希冀能把它赶走。眼见那蛇
慢腾腾地爬进靠近栅栏的灌
木丛，我方才舒了口大气：
“这下该万事大吉了！”

然而一小时后，等我欲
去后院厨房做事时，却见那
蛇又从灌木丛中钻出，重新
横陈在后门附近的路中央。

怎么办？见“淡定蛇”一
副“哥今天就是不走，你奈哥
如何”的模样，媳妇彷徨无
计，于是便拨通悉尼市动物
保护机构的电话，以讨教驱
蛇良方。谁知那工作人员一
听我们曾采取“暴力”驱赶行
动，竟急得在电话那端连声
喊“01”：“千万别伤害它！它
自己会走的……”就好像那
蛇是她的亲人。向西人讨教
不成，媳妇又转而给一位华
人邻居打电话：“遇到过这种
情况吗？能打吗？”这位邻居
听罢，竟连声道喜：“我在这
森林里住了七八年，还从来
没遇到过蛇……您快临产
了，这条蛇应是小龙，这是吉

兆呵，千万打不得！”
打也不能打，赶又赶

不走，于是，我们只好对着
“淡定”蛇干瞪眼，任由它
大摇大摆地在花园里“散
步”。如果不是我们防患于
未然，紧闭后门后窗，恐怕
它早已钻进屋来大摆“2”

阵了。
眼见着太阳一寸

一寸地落下林梢，曾
是资深动物专家、深
谙蛇等爬行动物习性

的儿子有点坐不住了：“天
一黑，这懒蛇就会变成快
蛇……”犹豫了片刻，儿子
操起一把铁铲，“叮叮咚
咚”地跑到后院：“你走不
走？你走不走？”边嚷，边一
铲接一铲地狠狠砸地。铁
铲砸得地面碎石飞溅、沙
土激扬，虽没有一铲是砸
到蛇身上的，不过，这也足
以让淡定蛇“淡定”不起来
了：它左躲右闪了片刻，飞
快地穿过栅栏“游”进隔壁
邻居家的花丛中。
儿子喘了口气，正欲

喊邻居警惕，却见那蛇又
杀了个“回马枪”，竟又盘
旋在我家后院的栅栏上，
大有“敌进我退、敌疲我
扰”之势。儿子又是几飞
铲砸去，那蛇终于掉下栅
栏不见了“倩影”。

邻居听到动静从屋
里跑了出来，当听说蛇有
可能在他家院子的某一
角落“避难”时，他不在意
地摆摆手道：“等它玩吧，
玩够了，它自会拜拜！
……去年，有只灰袋鼠在
我家玩了整整三天呢！”

楚山地望之议
徐梦梅

! ! ! !千古名玉“和氏璧”得于何处，
现可参考的重要史料战国《韩非子·
和氏》中只有一句话：“楚人和氏得
玉璞楚山中”。即楚国人卞和得到一
块含玉的原石于楚国的山中。
楚国的山是一个大概念。楚国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辖
地大致为现在湖南、湖北的全部以
及重庆、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市的
一部分。当代一些学者鉴于当时地
理、交通等情况，认为卞和得玉的楚
山有可能是邻近楚国始都丹阳的地
方。“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
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丹阳的
地理位置历史上有多种说法，然而
认同是如今河南淅川一带的比较
多。因此就推测卞和得玉璞的楚山，
也许就是在河南淅川周边的山区。
我国历史上通常楚荆不分。在

江汉流域的山林里有一种丛生的灌
木名“楚”或“荆”，砍来作薪柴。商周
时期楚荆泛指生活在江汉流域及以
南地区。后来在这一带的楚荆部族

中诞生了春秋一霸的楚国，于是楚
荆（或荆楚）也约定俗成专指楚国
了。如春秋《竹书纪年》曰：“昭王十
六年，伐楚荆”。因此在一些史料中
把卞和得玉璞处亦称为荆山。

汉以后和氏璧还以山冠名，谓
“荆玉”或“荆璧”。然而不知何故，唐
代学者张守节在
《史记正义》中引
用韩非子文说：
“卞和得玉璞于
楚之荆山”，就发
生歧义了。楚荆不分，大概念的楚山
等于大概念的荆山。“楚之荆山”的
荆山，虽也属楚山，但却是小概念的
荆山，与大概念的荆山不能等同。张
守节的解读显与韩非子文意有悖，
对这么一个十分清楚的逻辑错误，
千百年来似乎未见有异议。并一直
以讹传讹地对小概念的荆山进行地
望考证，委实令人费解。

现只能沿袭以上说法展开阐
述。我国有四座荆山，分别处于湖
北、陕西、河南和安徽四省。除去陕

西富平县的荆山，其余三座都可纳
入“楚之荆山”的地理范围。历代学
者对湖北荆山考证得最多。其位于
该省西部，武当山东南，江汉平原西
岸，横跨南漳、保康两县。《山海经》
中早有记录：“中次八经荆山之首，
曰景山，其上多金玉”。《湖北通志》

载：“《韩非子》
云卞和得玉楚
荆山，其地在今
南漳县”。《保康
县志》里也有卞

和的家乡在保康，世代为玉匠等记
载。两县相邻，都有历代为纪念卞和
而留下的遗址和文人墨迹。两县为
卞和得玉地之归属争了几十年，至
今仍无定论。就如前几年发生“夜郎
国”、“杏花村”的地望之争一样。有
的研究文章干脆来个合二为一，称
卞和得玉璞于南漳保康的荆山。保
康县建县已有五百年，.--/年出土
了一尊楚国贵族铜鼎，证明其曾是
古时楚国重镇。近年还斥巨资编排
了一出《荆山楚源》的先秦风情歌舞

剧，吸引了众多游客。保康县在对历
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比南漳
县略胜一筹。
保康县地处荆山腹地，山里有

五道峡。在其中二道峡景区的一块
黑褐色巨石上，刻着“抱石岩”三个
大字，传是卞和得玉处。岩下有个天
然大溶洞，传卞和寻玉时曾宿此洞。
那年十月去了此地。秋天的五道峡
掩藏在被满山遍野的枫树、柿树和
各种落叶灌、乔木染成的斑斓色彩
中。秋虫低吟，清泉汩汩，仿佛仙境
一般。夜宿客栈，久不能寐。心里总
是想着楚人卞和终于在一个月夜守
候到飞临五道峡的那只五彩凤凰，
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在其栖身处，抱
得宝玉归的这个美丽传说。推开窗
棂，月光如水，五道峡的夜宁静而又
神秘。“秋间明月夜，望河候宝来”。
是夜得梦，梦到那只
远古的凤凰将在一个
皎洁的月夜，穿越时
空，飞回故地，带来楚
山地望的信息……

! ! ! ! ! ! !苏纳戈
一枝红萼晨曦里

（四字戏曲新词）
昨日谜面：开心日记写

人生
（字一）
谜底：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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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与她一同乘上了末班车。
车厢里人不多，他和她紧紧挨坐在最后边的座椅上。这

儿灯光较暗，窃窃语、悄悄话，说不完，唠不尽，两双手紧紧
地攥握在一块。啧啧，好一对耳鬓厮摩的老夫老妻。其实，非
也。他快六十岁了，是个孤家寡人，妻子在去年患病去世。她
也有五十好几了，丈夫在三年前因车祸去
世，留下一个儿子，从小就是个鬼精灵，如今
是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

由于双方单位邻近，又都是长中班。每
晚到了十点钟的光景，他和她会不约而同地
赶乘这辆末班专线车回家。偶然成必然，一
回陌生，二回熟悉，这次你替我买票，下次我
给你买票，从心照不宣到有唠不完的话……
每天同到一个站下车，分别走向两个楼梯。
久而久之，彼此双方的感情呈螺旋式状升腾。
每晚这个时候，他看见她，一天工作的劳顿会在瞬间消

失。她看见他，周身也会涌起一种温暖。真是心有灵犀，他们
彼此都在暗暗打算要向对方表示点什么，因此在上一个周

末，两人不约而同各为对方购买了一件挺括
得体的呢料时装。此刻不都穿在身上么？

唉，在车厢里短暂的“心电感应”毕竟不
如“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感觉呀？但思来想
去，就是怕她儿子不接受啊！俗话说，知子莫

如母。可如今儿子长大成人了，他的内心世界，做母亲也很
难揣摩到了。这“车中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功德圆满”
呢？但这几天，她儿子不时朝她挤眨着眼睛，扮着鬼脸，天知
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今天不知是怎么搞的，末班专线车还没有驶过来。隆冬

的夜晚真冷啊，他和她不时地搓着手，跺着脚。这时，一辆红
色的出租车在站台旁戛然停下，“要车吗？”司机嗡声嗡气地
问道。两人相觑会意，摇摇头谢绝了。反正等了这么久了，就

再耐心地等一会儿吧，一块
儿等，也是一种幸福。

忽然，司机哈哈大笑了
起来：“上车吧，我请客！”她
忙朝驾驶室里一瞧，啊，原来
是宝贝儿子。惊喜之余，她
又觉得难堪极了。这时，儿
子下了车，拉开车门，手一
扬，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她
脸红了，幸亏是晚上，儿子看
不清楚。“啊哈———我早知
道了。秤不离砣，公不离婆，
还要请一位我未来的爸爸上
车，是么，亲爱的妈妈？”儿
子又开始耍滑头了，边说边
又挤眉弄眼起来。
她拉着他的手一块儿坐

进了出租车。 车外寒风吹，
车内暖如春。坐在这辆突如
其来的“末班车”里好温馨
啊！出租车在宽敞平坦的马
路上欢快地奔驰着……

卖桑叶
杨子明

! ! ! !南宋乾道年间，信州一带的桑叶价钱暴涨。桑叶也值
钱，那是从来没有的事，许多养蚕户闻状又惊又喜。经盘算，
他们发觉卖桑叶比辛辛苦苦养蚕卖丝更有利可图，没心养
蚕了，干脆就把家里的蚕扔掉，把桑叶采下全拿到市场上去
卖。农桑之事，向来盈利低微，这回卖桑叶的收益，比养蚕卖

丝高得多，一时皆大欢喜。
另一些舍不得弃蚕卖桑

的养蚕户，因为桑叶不够，只
得高价买桑叶，把蚕继续养下
去。不久，水涨船高，蚕丝价也

暴涨几倍，他们也等不得留着蚕丝去织造了，提前把蚕丝卖
掉，一盘算，发现卖丝的收益又好过织绸缎卖。丝价暴涨，令
当初卖桑叶的人家捶胸顿足，后悔莫及。
第二年，绸缎带动棉麻布在内的所有织物价格大涨，比

早时桑叶、蚕丝的增幅又猛得多。之前卖掉蚕丝的亦痛心疾
首。情形还远不止后悔那么简单，物产经这么转了一圈之
后，上年卖桑叶赚了钱的已
是买不起蚕来养了，卖蚕丝
赚了钱的更是买不起衣物。
桑农蚕户对着山坡上发着新
叶的桑林呆望：卖桑叶都能
赚钱，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
好事！这只是欲望赐给养蚕
人的陷阱。

他们终于明白，有利可
图的时候，正是吃亏的开始。

泼水节的快乐水花 沈海滨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