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文明
持证上岗

（三字口语）
昨日谜面：酒友
（四字征婚用语）
谜底：人品要好
（注：品，品酒；要好，

沪语“友善”之意）

让孩子们一起玩
朱生坚

! ! ! !一个朋友连着几天带儿子去游泳池，让
儿子跟小朋友们一起在小池子里玩水，自己
在旁边的大池子里游泳。然后，出人意料的事
情发生了。儿子跑来让爸爸去看：他已经会在
水里游两下子了，而且告诉爸爸，他会在水里
呼气，然后露出头来吸气。
我在他的微信里夸奖：天才！朋友不以为

然：小孩不都是这样学会游泳的吗？
说起来也是，我们小时候还不都是这样：

一帮孩子整个暑假都泡在水里，然后就会游
泳了。无非是游得快一点、慢一点，好看一点、
难看一点———我就属于比较慢、比较难看的
那一种。
除了游泳，别的也大都是这样。打乒乓球

是拿两片木板，甚至硬纸板，在桌子、在水泥
台上开始的。大人下象棋，我们看着看着就摆
开了棋盘，会让“象”迈开方步笃悠悠地跨过
河去；经过一次又一次争吵，才算是弄明白了
怎么“压马腿”。只有黑子白子的围棋就更简
单了，听人讲了讲基本规则，几分钟之后就稀
里糊涂地下了起来。

再往上推想，我们的父辈们、祖父辈们，
小时候大抵也是如此。鲁迅不是有篇文章，就

说“人生识字糊涂始”吗？其实，这个道理再浅
显不过了。
可是，到了我们的孩子这里，怎么就变了

呢？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他们学什么都要去
学习班，甚而至于就连怎么学习也有专门的

学习班。———说来惭愧，儿子五岁多的时候，
我就送他去学游泳，想让他从一开始就能游
得快一点、好看一点。他倒是每次都玩得非常
开心，教练抓着他的手脚都止不住他乱扑腾。
结果，一个教程下来，教练教的是蛙泳，他学
会的近乎狗刨，跟我当年也差不了多少。
不过也确实有很多无奈：小孩子们天天

凑在一起，一边玩一边学，在我们小时候都非
常熟悉的这种场景，好像再也看不到了。
由此可以牵扯出很多问题，不是几句话

就能说得清的。可以肯定的是，那种边玩边学
的方式，会让孩子们更加开心———且慢，就连
这句话也会有点争议，因为有位著名的专家

曾经深有感慨地说，不要过于强调“快乐学
习”，好像也挺有道理的。不过，他说的是课堂
上的学习，那是另一回事；这里说的是课外的
学习，让孩子学会什么固然重要，让他们学得
开心，也很有必要吧。
实际上，有些家长就是抱着让孩子玩一

玩的心情去这些学习班的。有些学习班的广
告就打着“边玩边学”的口号，因为他们知道，
家长也知道，孩子的心里永远是更想着玩，至
于学的东西，很多是在不知不觉中学会的。

可是，学习班毕竟是学习班，况且，也有
很多家长就是希望孩子到那里能够多学一点
呢。他们的想法很现实：既然是送来学习的，
最好还是能看到效果。如果有机会，不用付出
很大的代价，让孩子们在一起玩，又能学到一
些东西，他们也会很乐意的吧。
那么，能不能想想办法，创造更多的机

会，让孩子们在一起玩呢？可以不带有什么明
确的学习目的，就让他们在一
起玩。那会让他们更加开心，或
许也能学到很多在学校里、在
家里、在学习班里都学不到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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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属都岗河流到香格里拉的小村仁安
就找到了归宿，静静栖在山谷，在暮色下
闪烁金光，衬着墨绿色山影，好像是哪里
见过的景象。
在哪里呢？
山谷里有六个小村庄，藏语叫作：

给诺、西亚、组母古、达拉、古古与林
都；分别是：小寺庙、金牦牛、牛皮、
织布、杜鹃鸟与躲藏在山谷之下的意思。
寺庙正是山顶被奉为五佛圣地的大宝寺。
在传说里，在杜鹃开始啼叫的季节，有
金牦牛出现在山腰，于是寺庙在这里建
立，而生活在村庄的藏胞世代以放牛、
织布、种地为生。
我住的那个度假村里所有的客房都

由老旧的传统藏族农居改建，如果你仔
细辨认，会在黑色梁木上发现编号。它们
原来的主人不再需要它们以后，被原址
拆除，然后一梁一木在属都岗河谷里重
现搭建，如同孩子爱玩的积木游戏。费尽

周折，不过是为不可替代的传统藏式生活留下一些纪
念。晚上在酒店的餐厅里，就着炉火吃热腾腾的藏式火
锅，涮着当地山上采摘的松茸和黑毛猪肉，滋味浓郁得
几乎有过年的气氛。
我脱下自北欧穿来的外套，从衣柜取出黑色藏袍

换上，门外是呼啸的风声，吹走了暮色，换一轮圆
月。松鼠在屋顶追一颗松果，嗒嗒嗒嗒嗒。点一支
香，泡一壶茶。
第二天清晨，向导肖龙梯牵着匹马在村口白塔下

等我。作为酒店在当地经济扶持项目的一部分，住店客
人可以在酒店预定藏胞家访项目。

天气晴好，马走得慢悠悠，仿佛云朵飘动的速度。
走过河上的木桥，肖向导回头对马背上的我解释说，他
的名字在藏语中就是过了一座桥的意思。当他尚在襁
褓中时，母亲为保他将来健康成长，曾背着他穿旧衣过
木桥。

藏胞的家白墙木窗，如堡垒般壮阔堂皇，细看时，
发现每扇窗户每道门楣都有手工繁复的木雕装饰。灶
上热着一早备下的饭菜，有土豆、熏肉和酥油茶。
“你是城里的读书人，可过得惯这样的生活？”肖向

导一边给我添茶一边问。
我往炉火里加一根松枝，并不确定要怎样回答。
城市的便利与热闹，衬闪烁霓虹灯，如今想来真是

配得上“红尘”这个词。而这里的天地如此广阔，一切都
是金灿灿的，金色土地与金色阳光之间，是各种层叠的
绿，或明或暗，看得人心里
一片澄明。即便在转身之
后也会如曼妙的梦境，不
断在记忆里重现。

吃完午饭 骑 马 上
山，鼻尖闻到松枝的清
香与酥油茶的浓醇混合
在一起，树林后有溪流
潺潺流淌。我闭上眼睛
寻找溪流的方向，有鸟
从头顶上飞过。

我想起来，这场景就
像《千与千寻》里，找回自
己名字的千寻终于认出了
琥珀川。

属都岗河百转千回，
就是我们寻找本心的旅
程。

点菜的艺术
黄丽珈

! ! !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论
是好友聚餐，同事聚会，或者是客户
饭局甚至是好朋友婚礼，我这个“首
席点菜官”都是要指挥大局的。通常
大家都把菜单朝我面前一放就坐等
其成，喝喝茶，聊聊天，留下我指点
菜单，拼凑出一席美味的食物。朋友
称赞“你总能在一家没吃过或是没
特色的餐厅点出一席让人满意的食
物”，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很多朋
友都很好奇我是不是有什么法宝，
在我眼里，如何能安排好一桌菜真
的是一门艺术，中庸的艺术，或者，
是平衡的艺术。
点菜有一些基本原则如下。
席上有外国人，一定要顾及他

们的饮食习惯，凤爪，鸭舌头这些中
国人喜欢的东西多半没什么市场，
包括鱼头，鱼片还是少点为妙。如果
吃饭的人以男士居多，多些肉菜准
没错；相比之下，女生的口味清淡
些，但胃口却比男生还好些呢。如果
有老人小孩，食物一定要温软、烂

糯，不能太辣，太硬，
不能多刺。不论午餐
或是晚餐，都应该荤
素搭配，最好凉拌、
糟、卤、蒸、煮、油炸、

红烧各种烹饪手法的菜或点心都有
些，鸡鸭鱼肉虾蟹各种都平均些。
麻辣和口味淡的菜平分天下也

是必须的。中午吃饭别点蒜泥白肉
什么的，大家下午都要开会，满口蒜
味怎么弄？晚上吃饭菜要精致些，最

好是可以佐酒的菜，谁都不想吃了
晚饭后用吗丁啉做甜点吧。
说到甜品，外国人总觉得中国

厨师在这方面没有创意想法，但是
仅仅一个拔丝香蕉却让他们回国后
念念不忘。我总认为一顿饭如果没
有甜点来结束，就像是爱情没有一
个完美的结局一样让人沮丧。对酷
爱甜食的朋友来说，不管吃得多撑，
总另外有一个专门吃甜食的胃。
宴请时候，一定要有一两个让

人意犹未尽的大菜，通常费些时候
来烹煮，最好是在大家将饱还未饱
时上来，才更能显出主人的诚意。根
据客人的原籍，备有一些家乡菜也
是成功的关键，四川客人虽然会挑
剔“回锅肉”的正宗与否；湖南客人

必然讨论“小炒肉”的归属，但一道
菜多了很多谈资，多了很多话题，也
是宾客至欢的事吧。
最后说一个小故事。话说很久

以前，有个皇帝喜欢吃东西，每天山
珍海味，可是还不知足，要求天下厨
师一定要做出自己喜欢吃的菜，要不
然就要砍掉他们的脑袋。在杀了好几
个名厨后，没有一个厨师还愿意给皇
上烧菜，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一个厨师自告奋勇，他对皇上说，
皇上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让你满
意。但是因为我做的菜太好吃了，这
三天里面你一定不能吃东西。皇上就
这样乖乖地等了他三天，就在皇上被
饿得不行的时候，厨师终于给皇上端
出了一桌好菜。皇上吃过之后连连称
赞，说是比满汉全席还好吃。厨师谦
虚地说，不是菜好吃，是饥好吃。饥饿
的时候吃什么都好。说这个故事只是
说一定要了解宴请的对象，知道他们
有什么饮食习惯，掌握好时间等这些
基本的条件。
别把点菜当成负担，当成一种

享受，一种搭配的享受，一种猜测的
乐趣。看到所有人感受到你的美意，
享受了美食，心满意足地离开饭桌，
那是一种无法言状的成就感。

我们去听昆曲吧
陶文瑜

! ! ! !我不懂昆曲，
也算不上喜欢。我
生在劳动人民家
庭，成长的年月里
又遇上了“文革”，
有线广播里播放的全是样板戏。少年人
记忆力最强，到现在我还记下来好多段
子，一个时代一瞬间的涂抹，对于一个人
来说，却是一生的耽误。我现在再
努力也无法走得更远，苏州人的
说法是胎里毛病，对于高雅的有
质量的艺术，比如昆曲，也就很难
结上很好的缘分了。
好在苏州昆剧院和拙政园联合纪念

世界文化遗产日，我也去参加了。我就是
混在人堆里的南郭先生吧。坐在一张八
仙桌上，一边欣赏一边发微信：远香堂上
《牡丹亭》，远香堂下剥莲心。香莲碧水动
风凉，不是生活是风景。
放在八仙桌上的莲心，是远香堂前

的荷池中生长的，是导游女孩子一颗一
颗剥出来的，我们粗糙而有点庸俗的生

活，因为那慢条斯
理的生长和温顺委
婉的劳动而细腻丰
富起来。在昆曲一
唱三叹的背影下，

这一个瞬间，我们和古人走近了许多。
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每人领到

一把折扇，我以为折扇空白的一面浪费
可惜，就想画点东西。最初我是想
画戏曲人物画的，就画《牡丹亭》
吧，但我没有人物画的基础，画上
的女子怎么看也不是杜丽娘，我
只好在她身上加一些碎花，再在

她的辫梢上加上红结，手上拿一枝梅花，
再画一个穿着长衫的小伙子。
画面上的女子，不是大家闺秀杜丽

娘，而是市井之中，酱油店老板的女儿。
她心中暗恋在店里做学徒的小伙计，就
主动邀请人家道：我们去听昆曲吧。
我这幅画的主题是，昆曲不仅是大

户人家的闲情逸志，也是平常百姓的茶
余饭后。

六个人的婚姻怎么行
柏万青

! ! ! !现在大都是独生子女
结成姻缘，由于父母的“不
放心”，子女的“不断奶”，
使得他们的婚姻不是两个
人的缔结，而是两个家庭
六个人的婚姻，这样的婚
姻注定会矛盾重重。小马
与小翠的
婚姻就是
这样从开
始的轰轰
烈烈，到
现在的濒临崩溃。
说起这段婚姻，还是

两亲家双方相中而定下
的。小马的母亲在一家鞋
店当营业员，住在不远处
的小翠母亲经常会到店里
与小马母亲唠嗑。两位母
亲也不管子女同不同意便
自作主张地订下了这门

亲。好在小马和小翠一个
是“乖乖男”，一个是“乖乖
女”，两人的婚事也就顺理
成章地订下来了。就是因
为两个小的什么事都做不
了主，什么事都爱与父母
说，因此从订婚后两家的

矛盾就没有断过。
好不容易挨到结了

婚，不管公婆对小翠怎样，
她依然没有从姑娘的角色
转换过来，心情一直不舒
坦。不久小翠怀孕，全家自
然喜出望外，公公更是倍
加关心，三级厨师的他每
天变着样改善伙食，还负

责媳妇上下班接送。怀孕
三个月，小翠回娘家保胎，
虽说婆家有些无奈，也只
能由着她。一次，丈母娘
!"岁生日，小翠没告诉小
马实情，只是让他陪自己
赴宴，路上小马无意中询

问孩子出
生后跟谁
姓，小翠
没好气地
说道：“跟

你家姓倒霉哦！”小马听了
虽然当面没说什么。但心
里很是郁闷。回家就向母
亲“告状”，母亲一听气不
打一处来，声称“跟她家姓
让她家赔 #"万”！理由是
既然是姓他们家，儿子等
于是招女婿，那么全部结
婚费用应该由他们来。对
母亲一贯言听计从的小马
自然把母亲的“圣旨”带到
妻子家，遭到丈人的训斥，
一句“以后不要来了”，把
女婿赶出大门。婆婆一气
之下把小两口的婚房门锁
换了，两家打起了冷战。
望着女儿渐渐隆起的

肚子，亲家想想老是这么
闹下去总不是个事。在女
儿怀孕七个月时，亲家带
着女儿上了婚房，想与女
婿谈谈生小孩的事宜。谁
知门却怎么也打不开，妻
子打电话给小马询问是怎
么回事？接到电话的小马
支支吾吾一时语塞，婆婆
一把接过电话解释道，是
丢了钥匙换了门锁。放下
电话婆婆带着儿子赶到婚
房。只见亲家一见面就责
问换锁为什么不通知媳
妇，一语不合的婆婆生气
地说道：“是故意换的，就

是为了气气你们。”此言一
出马上遭到亲家的怒斥。
婆婆见状马上打电话给丈
夫，命丈夫速来“救驾”。不
一会儿，公公心急火燎地
赶到现场，二话没说左手
一把掐住亲家婆的脖子，
右手撩起来就是三个巴
掌，这场闹剧直到警察到
场才算收场。怒不可遏的
亲家拉着女儿头也不回地
回到家里。

$月初媳妇在
医院待产，亲家打
电话给小马并让他
带上 %万元钱以备
生孩子用。婆婆带上钱与
儿子匆匆赶到医院，迎面
遇上亲家公。“巴掌”风波
至今令亲家耿耿于怀，见
婆婆来，没好气地说：“只
是女儿在待产，不然兜你
几个耳光，拿 &万元钱来，
否则别想见孩子”。婆婆听
此言拉上儿子扭头就走，此
时的儿子还是比较清醒的，
毕竟老婆在生自己的亲骨
肉，他没有随母亲离开，而
是选择了留下来。母亲回到
家里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一
连打了 $个电话催促儿子
回家。母命难违的儿子只得
无奈地回到家中。

当晚妻子产下一男
婴，在医院住了 '天，婆家
竟一次也没有前去探望。
孙子满月，亲家打电话给
女婿让他来吃满月酒，小
马询问母亲是否要去？母

亲让儿子征求亲家意见准
备与儿子同往，遭到亲家
拒绝，母亲责令儿子不许
去，儿子遵命。孙子一百
天，亲家打电话给女婿让
他来吃庆贺酒，小马询问
母亲是否可以同去，又遭
拒绝，母亲责令儿子不许
去，儿子又一次遵命。

眼看孙子快满周岁
了，连个模样也没见着，这

可急坏了身患疾病
的爷爷奶奶。婆婆
公公这才想起来找
电视台调解。听了
他们的叙述，我指

出了他们的不对之处，特
别是“垂帘听政”，无端干
扰儿子儿媳的生活，他们
如梦方醒，表示愿意上亲
家门“负荆请罪”。而后，公
婆和儿子带上 (万元在我
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亲家
家里。起初亲家还在火头
上，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调
解，在公婆的一再认错下，
两冤家终于握手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