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色芒果
龚伟明

! ! ! !从厦门带回来的几只青色芒果，十
来天后已经柔软能吃了。

!月底的厦门，沿街叫卖的水果品
种真多，尤其在景点路口。导游小刘，一路
上除了介绍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还谈到
吃的，她讲厦门产的芒
果，果皮一般都是青色
的，即使柔软到熟了，果
皮还是青色。本地人喜欢
把芒果一片片切了蘸着
酱油吃。这一说法，让我们十分诧异。不过，
我们还是相信她，因为接团时，她的和善
礼貌让我们产生了好感。

那晚落地厦门，车来后，载着我们往
市区开去。可是司机居然一时找不到我们下
榻的宾馆，导游小刘跟他解释在什么路，应
该怎么拐，但司机一下扯开了嗓门大声埋
怨，导游小刘显出委屈的神
情，却不争论，真是好脾气。

第二天我们去胡里
山炮台，快要到达时，司
机说停就停在了十字路
旁，导游小刘坚持要他往
前再开一段路，僵持了几
分钟，我们当中有人厉声
指责司机，“我们出去旅
游，看见司机和导游合作
得都蛮好的，还没见过这
样急躁的司机。”有人埋
怨。导游小刘只淡淡一笑
说：“司机大概还要赶载
另外一拨客人，急着想拐
弯，但该在哪里停，就哪里
停，这是规定。我要对自己

接的团负责。”我们当中一位年轻人，禁不
住叫起来：“你是我们一路上见到的最美
导游。”这句话，让导游小刘低头羞涩地笑
了。
几天后我们将返回上海，出于信任，

询问导游小刘带什么
水果好？她建议我们
带点芒果，因为相比
其他水果，芒果个大
好带，而且刚买的生

硬不易碰坏烂掉。我们请她帮忙采购。
再次来到高崎机场，已有人推着一

辆手推车等候了，十余箱芒果整齐地叠
放在一起。导游小刘帮大家装好芒果，把
空纸箱重新叠放在手推车上，才微笑着
与我们道别。厦门之行，留给我们的印象
是景美物美导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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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日
秦绿枝

! ! ! !好像刚刚过了中秋节，转眼之
间，又逢国庆节，紧接着又是重阳
节。更不用说是还在进行着的本地
特产上海旅游节，真个是佳日连翩
而至，令人应“节”（接）不暇，一派盛
世景象！
无奈的是我老了，只能在一旁

看看热闹了，玩既玩不动，吃也吃不
多，日子只好还是像平常一样地在
过。啊，请不要小看这“平常”二字，
凡是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
期，整个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前
半期的人，都会感到这“平常日子”
来之不易。往事最好不提，难免时有
回忆，前后对比，我觉得现在过日子
最大的愉快就是精神上没有负担，
思想上没有压力。更不用说大环境
没有风波，没有折腾，这难道不值得
分外珍惜吗？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国庆还是春

节，居委会召开座谈会，要
我参加，还要我发言。我一
时也没有多想，就说：“我以
前还在工作的时候，自信还
能做到奉公守法，现在退休
了，也一定能做到安分守己，请放心
好了……”在座的有人听了发笑，我
忽然省悟，我这是怎么了，还是老观
念，拿现在以服务社区为宗旨的居
委会看成是早先要抓“动向”的大姐
大妈们了。
这倒不是吹。我这人自以为处

在任何环境之下，头脑还是能保持
清醒，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的。记得 "#$%年至 "#&'年，我在南
京梅山劳动，逢年过节，岗位上的外
地人还乡的还乡，当地人回家休息
的休息，岗位上常常是我一个人值
班，有时还做“大夜班”，一做就是一
个礼拜，照样太平无事。当时上面不
好怎么奖励我，但是车间头头在口
头上还是要对我表扬几句的。

蹉跎至今，什么又是一个老年
人的本分，自以为还是能够大致把
握的，简单说来，就是不要倚老卖
老。说到底，我这人也没有什么老货
可卖。也许正是有这么一点自知之
明，现在年轻朋友遇到我，还愿意同
我接近，不觉得我老而可厌，乃至老

而可憎。
最近一次到医院开药，

出租车叫不到，只好乘公交
车。上了车，去刷敬老卡，不
想机器里传出声音，已经到

期，不好使用了。身上又没有带硬
币，怎么办？也好办，马上掏出一张
(元的钞票就朝箱子里塞。司机说
不要塞，就放在旁边等一歇看有找
的没有。我说不找也没有关系。坐着
坐着，忽然想起身上还有一张交通
卡，乘了几次出租车已经用去大半，
估计还有一些余额，拿出来一试，果
然行，(元钞票又拿了回来。我说这

事无非想表达一个意思，老年人决
不要怕花小铜钱而受窘受累。譬如
赶到一个老远的地方排了好长的队
去买一样什么东西，其实也便宜不
了几个钱，却消耗了不少的精力体
力，对老人来说是不划算的。尤其把
老年人才能拥有的一种“闲适之乐”
给牺牲了。
唐朝诗人白居易一次被免职或

是辞官以后，做过一首七律，前面六
句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两句：
“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
沙。”也许说这话有点不得已，故作
旷达之态。但就字面看，对于我们老
人生活何妨自由自在这一点来说，
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目是

“老人需要自由”。大意是说人到老
年，可以不受拘束地表明自己的爱
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然是正
当的爱好，正当的事情。但注意不要
妨碍他人的自由。想想，话说得还不
全面，现在要补充的就是不要因此
而背思想包袱，做不动了，做不下去
了，就不要做了，从此彻底地放松自
己，人生难得是平常，只须尽量管好
你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去麻烦人家，
或者尽可能少地麻烦人家。值此重
阳敬老之时，我分享一下自己的心
得，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当然，实在
到了不得不麻烦人家的时候，自己
也做不了主，念在我平日还算自爱、
识趣，人家大概也不会怎么嫌弃我
吧。

情迷!国标"舞
屈 象

! ! ! !记得年轻时曾去南市区工
人俱乐部跳过几次交谊舞。那
时能跳好“国标”舞的真属凤毛
麟角，因此只要遇到舞池里有
人跳“国标”舞，大家立即就会

主动腾出足够大的地盘驻足观看她与他的精
彩表演，真是“上档次”的免费演出！
现在我已退休，早晨去公园逛逛。嗨！会

跳“国标”舞的多得是！心里痒痒地好生羡慕。
问了好几位老年朋友哪里学的，他们告诉我
说在浦东的一个社区中心里学的。顿时我心
萌动，马上开始行动，按图索骥找了去，正好
挤进了 #月初开办的秋冬初级班，为期四个
月，每周一次。
崭新的圆形舞厅有数百平方米大，底下

是宽条的木地板，四周镶嵌着大大的镜子，光

亮亮的、干净而整洁。空调吹着习习冷风，让
人感到一阵阵的惬意和清爽。
让人感动的是有关领导特地亲自致上贺

词，为咱们四五十位老人学员鼓励打气；接
着，一对在市级“国标”舞比赛中获奖的舞蹈
老师特地换上舞妆为我们学员即兴表演。那

美妙的舞姿和动听的音乐唤醒了我心中曾有
过的青春之梦，我仿佛觉得自己的心灵变得
年轻了许多。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伴着乐声开
始走步训练，“一二三、二二三”（前进），“一

二三、二二三”（后退）；“一二三……”我额
头冒汗，穿着中跟防滑舞鞋的小腿开始酸
胀……十几分钟后音乐声停下，老师宣布
休息，我的坚持获得了老师的表扬，从学友
那里知道，管音响的原来是位社区的志愿
者，默默服务了三年的“老班长”。

我过去练的体操，力量型的成分多些，
舞蹈动作只是起到配合和连贯的作用；而现
在学的“国标”舞则是以柔韧美观为主的舞
蹈项目，相比之下，各有特色，不尽相同。

我打算用年轻时学体操的心态，在老
年时学好“国标”舞，争取初级班合格“毕
业”后，再进中级班继续深造。像公园里见
到的老姐老哥们那样，取悦自己也和大家
同乐，让老年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使人生
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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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乔迁新居，厨房里添
置了新刀具。但纳闷的是
明明是崭新的菜刀，就是
不好使。切的肉丝要么“藕
断丝连”，要么乱成一团。
请教母亲，母亲说新的菜
刀是要开锋的，还是去找
找磨刀师傅吧。
休息日，我带上包着

的菜刀，骑着自行车四处
寻找磨刀师傅。当
我失去信心绕道
返回时，偏巧路遇
一居委会正在组织
摆摊开展“情暖夕
阳，爱满吴淞”便民
服务活动。项目有
磨刀、修伞、理发
的，也有修钟表和
配钥匙的……看
着佩戴志愿者胸
卡的韩师傅为我
磨刀的情形，耳边
仿佛又响起了“磨
剪子咧———抢菜
刀———”的那声吆喝，兴奋
的思绪顿然浮出曾经相识
的一位吴师傅。

上世纪七十年代，商
店里许多东西需要凭票供
应，而唯独镇上的修配店
不要任何票证。店里不仅
可修收音机、钟表、钢笔
等，还可配钥匙、磨剪刀、
加工白铁皮炊具，并兼营
小五金和扫帚、畚箕、锄
头、煤炉等用具。印象深刻
的是，店里有位眉间有一
黑痣，整天穿着胸口有“安
全生产”红字的蓝布工作
服的吴师傅。有次，我用菜
刀砍木头做陀螺玩具砍锩
了刀刃，因怕母亲责骂，就
赶紧带上菜刀去找吴师
傅。当时，他在埋头修着收
音机，见我着急的神情便
放下手上的电烙铁，拿起
菜刀一看就转身开动旁边
的砂轮机，并将刀刃贴着
转动的砂轮。一阵沙沙的
响声，只见一缕缕耀眼的
火星喷溅而出。顷刻，锩口
消失，刀刃锃亮如新。接
着，吴师傅又将菜刀抹上
清水贴着砖形磨刀石来回
磨了几下再用拇指轻试了
下刀锋说：“好了，付五分
钱。”看着和气的吴师傅，
我心里一阵钦佩。

吴师傅的口碑就像他
的手艺一样家喻户晓令人
称好。有天中午，腿脚不
便、子女在外的王阿婆拄
着拐棍拎着饭盒让我领她
去找吴师傅。原来，吴师傅
连夜帮阿婆修好了电表，
还趁休息又补好了断裂的
煤球炉子。阿婆要付钱，可
吴师傅说：“又不是上班，

哪能好收钱呢。”阿
婆过意不去，就包
了馄饨想让吴师傅
尝尝。阿婆还说吴
师傅常去看她，不
是修修补补，就是
帮忙跑腿买些生活
用品，就像儿子似
的。同样，周围的人
家需要修修补补
的，吴师傅都会有
求必应。除了上班
以外，他分文不收，
有时还自己贴钱买
些材料为民

服务。那时，“向阳
院”的黑板报上还
经常有表扬他的名
字。
弄堂口的场地是我们

抽陀螺、打弹子等玩耍的
乐园，也是各种手艺人施
展手艺的地方。若是星期
天，这块不大的场地经常
会被修棕绷床、补锅碗或
磨刀修伞的“占领”。即使
不被“占领”，也会时不时
地回荡着“修棕绷———有
棕绷修哇———”或“磨剪
刀———抢菜刀———”等高
亢悠扬的吆喝声……

一个冬阳温暖的午
后，我与伙伴们在弄堂口

玩耍，随着“磨剪刀———抢
菜刀———”的吆喝，一位像
《红灯记》里磨刀师傅的
人缓步走来。我定睛一
看，不就是吴师傅吗！而
多日不见的他却是头发
灰白、胡子拉碴、眼窝凹
陷、颧骨凸出，一副弱不
禁风的样子。这时，邻居
沈阿姨拿来两把剪刀递
给吴师傅。吴师傅拨拨刀
刃微微笑着说：“还是张
小泉的牌子呢，就是太钝
了，一会儿就磨好。”说
着，吴师傅坐上板凳，掏
出挂在板凳一头袋子里

的磨刀石再蘸上
水，用那青筋凸暴
的双手稳稳地按着
剪刀来回地磨着
……事后，听说吴

师傅退休不久生了一场
病，邻居们还去卫生院看
过他。最近有了好转，这
才又听见了他的吆喝！

如今，时代的变迁，
“磨剪刀———抢菜刀———”
的吆喝已渐渐远去。尽管
志愿者在努力地传承着民
间手艺，欣慰之余依然会
眷恋曾经的那声吆喝。这
或许是磨刀、修伞之类的
手艺与平民百姓永远有着
难舍的情结和抹不去的印
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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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刘茂业
表率

（三字沪语）
昨日谜面：当今楷模

（冬奥运动员）
谜底：范可新（注：范，模范）

蝇蛆的药用
王乃仙

! ! ! !这里说的蝇蛆，是
指实验室、医院或相关
药厂培养的、医用、干
净、卫生的蝇蛆。

科学家在一份报
告中说：已成功地进行了以家蝇幼虫
（蝇蛆）为原材料制备甲壳素、壳聚糖研
究及测试过程的研究。

甲壳素和壳聚糖是一种功能性天
然高分子化合物，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效
果。例如，它们可用于制作医用过滤膜、
骨钉、手术线和人造皮肤等等。它们还
是抗癌药物及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压
等保健品的原材料。此外，它们还可制

作具有保健作用的化
妆品。

报告还说，除提取
甲壳素和壳聚糖以外，
他们还从蝇蛆体内的

蛆浆蛋白中成功分离出一系列抗菌肽。
这些抗菌肽可以高效杀灭多种病原菌，
不但对正常细胞无毒性，而且不会产生
抗药性。在抑制细菌方面，具有目前广
泛使用的抗生素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因
而，它有可能成为抗生素的替代品。
在外科，大面积的化脓性创伤，处

理起来比较麻烦，这时，可以让蝇蛆来
帮忙。将实验室培养的蝇蛆倒在伤口，
任凭蝇蛆吮吸，脓液吸光以后，把伤口

清洗干净，撒上生肌粉，
包扎停当，过几天，就能
长出新肉。
任何一种生物，只要它

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它们
就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和价
值，人类不应该以自己的
好恶来对它们进行判断和
取舍，而那种因为觉得某
些物种讨厌或有害就欲
加以剿灭的做法，更是危
险和愚蠢透顶的。只要可

能，我们就
要 加 以 利
用，使之化
害为利，为
人类服务。

蹼鼠的哲学

隽秀

! ! ! !如果你选择在旱季
去澳大利亚荒漠旅行，
肯定会有人跟你说起那
里的动物。而最不能不
看的不是袋鼠也不是野
牛，而是一种名不见经传的小动物澳大利亚蹼鼠。
在澳大利亚的西北部，人烟稀少。此时，桉树的

叶子已经落尽，都只有桉树的种子漫山遍野。你可能
会说，澳大利亚的动物有福了，这么多粮食等着它们
来吃呢。可是，这些食物却是不能立即食用的，在旱
季，如果动物们不早点抑制进食的欲望，不久便会
因缺水而死。

只有一种动物能够靠这些种子生存下来+那
就是澳大利亚蹼鼠。这种小动物有一个习惯，它
们从不立即食用那些种子。它们会将种子搬到
洞里后，还要等上一段时间，等到种子吸饱了水
分，蹼鼠才会慢慢享用。蹼鼠就是这样通过植物
的种子得到了水分。很多人就是冲着蹼鼠来到澳
大利亚的。因为蹼鼠有一种能力，那就是让欲望冷
却。与其他动物相比，蹼鼠的力量极其弱小，为何
它们就能够做到让种子吸饱水分后再去食用呢,

其实蹼鼠也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它不过是比其他
动物少了一点贪欲罢了。

生活中许多人都知道
贪欲的可怕+ 可是在面对
诱惑的时候又总是不够冷
静+ 做出了一些失去理智
的事情+ 等回过头来清醒
了又后悔不迭。其实+人生
处处都有诱惑+ 学会冷静
地面对诱惑+ 人生之路才
能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