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茂业
亲信

（水生动物）
昨日谜面：猜谜高手做情侣

（成语）
谜底：棒打鸳鸯（注：棒，
作形容词“很好”解；打，
打灯谜）

垂钓心情
罗光辉

! ! ! !周末的下午，看着《吃茶去，与星云
大师一起参禅》，想着中国玉文化、茶文
化、传统文化。嘀铃铃，战友来短信了：
“明天是否有空，去钓鱼。”“这么冷的天
能钓到鱼？”我即刻回了一句。“钓不到
鱼钓心情。”钓心情？妙！我答应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驱车直奔
乡村而去。同行的几位战友都是钓鱼高
手，他们在车上眉飞色舞地讲钓鱼的享
受与浪漫，谈论着以往的辉煌战果。我
这个人，属新手，也是个“裸钓者”，无
竿，无篓，无装备。聊着想着，一
会，就到了一大片水区。

秦兄给我找了一根鱼竿，拴
好了鱼钩，打了一个“窝子”。我
选好钓位，挂上蚯蚓，提起鱼竿，
把诱饵抛进了清波之中，口中念念有
词：“蚯蚓引导，鱼儿上钩……”眼睛盯
着那汪碧水，看着涟漪慢慢散去，不觉
想起一首诗来：“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

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
钓一江秋。”好不悠然自在。咕嘟嘟，窝
子旁冒泡了，有鱼。浮漂很有意思，朝我
点了点头，心儿顿时沸腾，迅急提竿，只
见一道红光一闪，一条
一斤多重的红鲤鱼就
被我提出了水面。四周
的朋友都欢呼：“老罗
是开门红，且是红鲤
鱼，象征着红红火火。”我很兴奋，提着
红鲤鱼晃来晃去，神气地过着遛鱼的

瘾，象展示红喜报。“扑通”，可能
是没钩牢，鱼儿掉进了水中。红
鲤鱼尾巴一摆：拜拜！

好玩。我重新穿上蚯蚓，赶
紧下第二竿，如猫守鼠般两眼直

勾勾地望着前方清涟粼粼的水面，静候
那浮漂的动静，守漂待鱼。眼睛看累了，
脚下冷嗖嗖的，红鲤鱼逗我玩了一下，一
个多小时也不见任何动静。我不急不躁，

望着青山绿水，两相辉映，清风拂拂，微
波荡漾，远山如黛，冬水如镜，只有浮漂
在水里前后左右移动，不时荡漾起一圈
圈细细的波纹，钓山钓水是一种超然物

外的意境，品味一份静
谧，一种舒畅，一缕淡
然，自会品味出山水之
间的性情所在。

秦兄走了过来，
他帮我调转方向，面向太阳钓。他又给
我打了个“窝子”!我大致瞄了瞄窝子的
方向，不紧不慢，从从容容下了竿。临近
中午，心生几句顺口溜：“面朝阳，面朝
阳，身上暖洋洋……”咕嘟，咕嘟，好几个
地方在冒泡，有戏！浮漂在上下点动，我
按捺住瞬间传过来的激动，凝神静气，
专注地看着鱼漂，下沉，起来，再下沉，提
竿，一条鲫鱼提起来了，我摘下鱼后，又
不慌不忙穿饵甩竿，一会，又是一条，没
十分钟，又是一条……同去的一位女性

见状，索性放下自己的鱼竿，跑过来帮我
摘鱼来了。白光一闪，心儿一闪，几达忘
我之境，真是逍遥快活。

钓鱼真好，疲劳全被那起竿时一瞬
间沉甸甸的快意冲走了。我本来中午要
午睡的，此时瞌睡虫也不见了，两眼有
精有神地盯着鱼漂。下午的“钓绩”更
丰，比上午有过之而无不及。

渔友们都朝我竖起了大拇指，老王
似有点不服气：这可就怪了，看他那么
随意，根本没有要领，也不管窝子不窝
子，鱼儿就爱上他的钩。

回家的路上，快乐还在心海里激
荡，我也不知鱼儿为啥愿往我身边跑，不
过我坚信：钓鱼，肯定也有钓鱼的道。闲
适，从容，乐在水中央，没有尘俗之思，不
存物欲之念，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
结合，抱元守一，没钓上鱼，心中却有鱼，
钓上了鱼，眼中又无鱼。有就是无，无就
是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钓鱼的道？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A29
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裴 璐 投稿：peil@wxjt.com.cn

永远的怀念
刘向东

! ! ! !初冬，风雨交加，寒气
逼人。当我怀着无比崇敬
的心情随着不断的人流步
入上海中华艺术宫《你是
这样的人———纪念周恩来
诞辰 ""# 周年珍品展》大
厅时，仿佛觉得敬爱的周
总理并没有离开我们。他
还是那么和蔼可亲神采奕
奕地和我们走在一起，他
还是那么日理万机地运筹
着“四化”大业……而那
“海棠花香”的烂漫景致
又像是在静静地等待着
西花厅的主人！
在展厅里，让我沉

思良久的是周总理的卫
士长高振普将军珍藏的总
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几张工
资收支清单。据介绍，总理
逝世后，身边的工作人员
在清理总理和邓大姐的财
产时，发现只有工资和多
余工资存银行的利息，共
计五千多元。总理
和邓大姐的日常支
出有党费、伙食费、
房租、报刊费和补
助亲属与身边工作
人员等项目。其中三千元
由邓大姐在总理去世后用
于交党费。剩余部分在邓
大姐去世后，工作人员按
照大姐遗嘱也全部交了党
费。凝视着这些珍贵的遗
物，我油然感到作为泱泱
大国的总理和几十年党的

高级干部却一生清贫，全
部家产仅有几千元。这种
清贫无论在当时，还是现
在，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领
导人或高级干部而言恐怕
都是绝无仅有的。
这是一张联合国会议

集体为周总理逝世默哀的
照片。当时，总部大厦最中
间的联合国大旗从 "$%&

年 "月 $日起连续七天降
半旗向周总理致哀。除中

国国旗外其他成员国的国
旗却被收起。其间正值召
开会议，有代表质疑道：联
合国大旗自 "$'#年 "(月
)' 日升起后还没有因哪
一国的元首去世降半旗，
各成员国的国旗也没有因

哪一个领导人去
世而被收起。此
时，秘书长瓦尔德
海姆毅然宣布：
“为悼念周总理，

联合国特地降半旗是我的
决定。原因有二，一是中国
是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
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可是
她的总理在国际银行里却
没有一分钱。二是中国有
十亿多人口，占全世界的
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

除了抚养遗孤外却没有一
个孩子。你们任何一个国
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
条，在他逝世时总部照样
为他降半旗。”话音一落，
所有的官员肃然起立为周
总理静默致哀。就连一位
曾对中国有敌意的官员也
敬仰不已并极为庄重地为
周总理致礼默哀。同时，一
位官员当即建议取消原议
程，将会议改为追悼会并
敬佩地说：“周恩来获得
了敌、我、友三方一致的
高度评价，获得了世界
各国的广泛赞誉，这是
一种超越政见、超越时
空的举世悼念。”随后，安
理会各成员国代表在会上
都发表了悼念周总理的悼
词。

“他不仅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这是众多国
家元首对周总理的由衷评
价。而纵观历史，周恩来不
仅呕心沥血地把自己的一
生献给了中国人民，也无私
地献给了世界人民。他的高
尚品质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就像展厅里的那幅“融入山
河，滋润万物”的巍巍群山
永远矗立在中国人民和世
界人民的心中！
“他！就是卸下自己的

降落伞给小扬眉的周爷
爷！”一位年轻的母亲贴近
孩子的耳边细说着那篇著
名的课文……
“思念没有声音，却能

充满乾坤。风吹走浮尘，吹
不灭心的印痕。不是越离越
远，而是越思越近。你照亮
的地方，昭写光明无垠。”一
对情侣挽着手深情地朗读
着这动人的诗句……

“总理您回来了，我们
来看您了！”一位鬓发灰白
热泪盈眶的老人被家人搀
扶着在总理的画像前边鞠
躬边喃喃自语……
画像前的鲜花都是总

理喜爱的。有灿烂的海棠、
菊花和纯洁的百合。那是
永远的怀念和对总理遗愿
的最美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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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华画报"上的灯谜
江更生

! ! ! !《醒华画报》是一
种晚清图文兼备的方
型画报，见其中有灯
谜专页，故而购归收
藏。孰料 "*年前祝融
氏降临旧居，一把火烧去了笔者一半的藏
书。所幸这本载谜的画报命大，稍有熏损，
特烦裱画大师严桂荣的高徒杨惠珍女士
修治，经她整旧如旧地“美容”，宛如昔状。

《醒华画报》于清朝宣统元年（"$($）
在天津出版，油光纸石印蝴蝶装，封面是标
作“滑稽画”的时事漫画，每期 &页左右，内
容有画有文，画如《吴友如画报》风格，图
解当地新闻，另有“古今名媛影”
（画像）、“侦探小说”（连载）、“情痴
小史”（笔记）、戏文唱词、名人字画
及灯谜等，内容很杂。本是随《醒
华》“五日报”附送的活叶，后由读
者自行集帙装订。我手里的这本，就是零星
散页的合订本，并非全豹。
画报几乎每期有谜，标题为《谜语

乙》，由署名“石竹居士”、“砚香斋”、“拙
园”、“刘业邨”、“古柳隐名氏”、“赵绍
颜”、“怕风居士”等轮流拟谜。悬谜征射，
并注明“猜函”截止日期等，以此吸引爱
谜的读者。次期揭出谜底，逐条披露射中
者的芳名，俨然一番以谜会友的做派。刊

中诸谜，多以“会意
法”扣合，如“自卖
自夸”打三国人名
“贾诩”（注：别解为
“商贾自诩”）、“虎

视西秦”打三国人名“顾雍”（注：顾，看；
雍，雍州，古代九州之一，今陕西中部，故
与“西秦”相扣）、“李密陈情”打三国人名
“刘表”（注：将祖母刘氏苦情上表）、“搁
笔”（卷帘格，今作“秋千格”）打三国人名
“管宁”（注：须逆读作“宁管”相扣。管，代
指笔）、“花落水流红”打东汉人名“朱
浮”、“钱是我的”打古代职官“金吾”、“即

早回家”打杜鹃鸟的别名“催
归”、“无计可施”打神话鸟名“毕
方”（见《山海经·西山经》）等，都
是些采用底字别解的正宗“会
意”灯谜，味正醇清。

同时，画报上也有剑走偏锋的面句
别解者，如用唐代韩愈《马说》中的“然后
有千里马”为谜面，打秦腔戏目《火焰驹》。
这里的“然”原为文言虚字，扣谜时须别解
为动词“燃”的本字，作燃烧解，扣“火焰”，
真有出奇制胜之奥妙。又如用《论语·八
佾》中的文句“谓武尽美矣”作题，打曲牌
名《步步娇》。此处的“武”，本意为歌颂周
武王克殷武功的乐曲《武》，今别解为“步

武”（跟前人足迹走）之“武”
（足迹），故扣，更是大有“暗
渡陈仓”之玄机。

鉴于时代的原因，四
书五经题材的灯谜充斥该
刊，但也不乏慧思之作，例
如以星宿名“紫微”为面，
打《论语·先进》文句“赤也
为之小”；以“午后二钟
（点）晤面谈”，打《论语·季
氏》文句“未见颜色而言”
（注：按地支序，“午”后为
“未”）；以“鼠辈”打《诗经·
秦风·无衣》句“与子偕行”
（注：生肖“鼠”与地支“子”
对应，故扣）、以“风潮大
起”打《诗经》篇名《扬之
水》、以“封章入奏”打晋代
李密《陈情表》文句“臣密
言”，等等，皆是颇具匠心
的作品，至今犹有欣赏和
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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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芦穄
! ! ! !寒露到，秋风紧。家家
户户田边地头、宅前屋后
的晚芦穄仿佛一夜之间熟
便透了，黑红色缨穗弯下
了腰，风吹叶子发出“沙
沙”的响声。芦穄成熟的时
节，大快朵颐成为乡人劳
动之余的惬意消遣。手起
刀落，捋去青叶，削去嫩
梢，砍下老根，然后剁成
节，撕开表皮，咬一口，嚼
几下，满嘴甘甜清冽的汁
水一直流淌到心窝。也有
人干脆拽住芦穄梢部的穗
子，将它连根拔起，这叫做
“退芦穄”，看上去有些鲁
莽，却是再也寻常不过动
作。除了自己享用之外，乡
人们还将芦穄斩成一捆捆
作为送人的礼物。假如长
途出行，随身也少不了带
上一扎芦穄解乏止渴。
可是，芦穄一旦成熟，

如果一两天不拔出来，肉
质就会变硬，失去了松脆
的吃口。但收割后的芦穄
最多也只能放三四天，再
放下去，就会外皮发红、发
霉、发干、水分流失。那时

是根本没有
冰箱可以存
放的。于是，
在秋天芦穄
成熟时，乡间
会把来不及吃的芦穄连枝
带叶挖土填藏，使其透气
不透水，等到冬天甚至是
开春的时候再拿出来吃，
这就是崇明很有意思的风
俗———填芦穄。
用来填埋的芦穄是不

能用镰刀割的，正确的就
是前面所说的将芦穄连根
拔起，不去穗，不褪叶，这样
一来保持它的完整性，不
让空气和水分进入，二来
保持芦穄一定的活性，以
保证更长的保鲜期。叶子
起到隔层、保护芦穄表皮
不受碰压及保暖等作用。
每年十月晚芦穄成熟

的时候，爷爷总会在屋前
的自留地把来不及吃的芦
穄填埋下去。他说填芦穄
的地块是很有讲究的，要

选择干燥
与光照好
的地块。
先挖一个
齐膝深的

地穴，这样的深度刚好能
放下六七层的芦穄，地穴
的底部铺上一层干稻草，
捆扎好的芦穄都要连叶子
一起堆放，堆土一般高出
地面成梯字形，这样会保
持填埋部位的干燥。
芦穄是老天赐予的崇

明的甜蜜物种，它并不是
赖以生存的正经农作物，
但深得本地人的钟爱。在
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芦
穄几乎是我们孩提时仅有
的口福滋养。特别是在等
待芦穄“开填”的漫长期待
中，犯馋垂涎之苦真是让
人难耐。
冬日里，家里要是来

了稀客，按规矩，芦穄就可
以“开填”了。爷爷小心翼
翼地扒开严实的泥土，芦

穄露出泥面的瞬间，依然
一身碧绿，一节一节抽出
身来，修长而高洁。在地里
填埋了一个秋冬的芦穄，
味道比新鲜的更甜脆，如
果吃到那种内心泛红的糖
心芦穄，那绝对是让人惊
喜的。还有一种芦穄经过
微弱的发酵，带有一点酒
的味道，这种“醉芦穄”让
人陶醉。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

填埋芦穄的甜留到过年过
节。于是，在暖意融融的冬
日里嚼根冻芦穄，那种琼
浆玉液般的甜蜜和滋润，
也从旧年传递到了新年。

施 敏

尿不湿与沙尘暴
王乃仙

! ! ! ! 市场上有一
种商品叫做“尿不
湿”，因为它是由
高分子吸水材料
制成的，它能吸掉

比自身重量大 #((+",,,倍的水分。穿上这种裤子，宝
宝失禁的尿就会全叫“尿不湿”喝光了。

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气候干燥少雨是土壤变沙
漠的重要原因，凡是年降水量在 "#,毫米以下，蒸发
量大于降水量的地方，土壤很容易变成沙漠。
咱们能不能想法子使降下的雨水不蒸发或少蒸

发呢？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干燥的土壤把雨水留下呢？
科学家想到了“尿不湿”材料，用它来防止土壤干燥。
方法是：将吸水性树脂制成像绿豆大小的颗粒，用泥
土混合拌匀以后，撒在干燥的表层土壤中。这种小颗
粒遇到了水（降水），就能吸收比自身重量大上一千
多倍的水。将这种绿豆大小的颗粒保存在小树苗下
面的土壤中，下雨时就会像高效
海绵那样，吸足水分，而且不易
蒸发，成为树木自备的“小水
库”。有了它，狂风再大，也休想
把土壤中的水分刮走，树木、青
草就再也不会枯萎了。土壤保持
住一定的湿度，大风扬不起沙
尘，我们就用不着天天担心沙尘
暴的侵袭了。
近年，我国北方不少地区就

是用这种方法治理小片沙漠或荒
滩并且已经收到了可喜的成效。
借用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它临时
保持土壤中的水分，借以缓解某
些地区的干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