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19
2016年11月21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杨晓晖 编辑邮箱：yxh@xmwb.com.cn

时 尚

七夕会
肥皂盒里的古典时光

! ! ! !闺蜜最近迷上了手作护肤品。聚
会的时候献宝，拿出来的不是肥肥胖
胖的手工皂，就是一管管口红、润唇
膏，谈及各种配方更是头头是道。要知
道，当初念书的时候她并不是化学课
的爱好者。现在，却差点把闺房改装成
实验室，量杯、温度计、加热器、模具一
应俱全，熟悉硬油软油的分类和各种
精油的用途，说起话来有种女科学家
的知性和爽利。
问起身边朋友，才发现迷上手作

护肤品特别是手工皂的不止一个两
个。原因各异，有的是出于好奇，想了
解自己每天使用的洗面奶、润肤露是
如何做成的，含有哪些有效成分；有的
是因为皮肤过敏，一直没有找到适合
自己的产品；有的是茹素后不想再用
含蜂蜡的唇膏；环保主义者要寻找对
环境更友好的洗护用品。而另一个原
因———省钱，大家都没有提及，我猜

想，由于用
的是真材实

料，且不能大
量生产，省下
的钱可能非常
有限。

说 到 省
钱，英国作家
蕾贝卡·艾许在《省钱过好日子的幸福处
方》一书里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追随大牌
产品，化妆品业市值惊人，各大品牌不惜
花大价钱，借大明星的脸蛋，试图说服我
们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最新的美容科技
上，然而，最早的化妆品玫瑰叶粉是到
!"#!年才被生产出来的，在那之前的好
几世纪里，女性都是使用燕麦、小黄瓜、
油以及自己花园里采下的天竺葵花瓣来
保养皮肤的。
东方的情形同样如此，只须看一眼

《红楼梦》第六十回的标题就会明了———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
霜》。史湘云一觉醒来两腮作痒，疑似得
了杏斑癣，向宝钗讨要蔷薇硝擦。第四十
四回，又写宝玉是制胭脂的高手，曾对平

儿说：“铺子里
卖的胭脂不干
净，颜色又薄，
这是尚好的胭
脂拧出汁子
来，淘澄净了，

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细簪子上挑上一
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
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
宝玉制胭脂时满心欢喜，手工制皂

者们也说，比起手作护肤品的实际效用，
制作过程的愉悦感更让人沉醉。用甜杏
仁油、乳木果油制护手霜，用玫瑰果油制
面霜，用椰子油、棕榈油、橄榄油制肥皂，
液体皂做成时其实是软软的半固体，用
之前加温水调匀再滴入喜欢的精油，一
个人静心静气做这些的时候，闺蜜会关
闭手机，完全沉浸在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里。每次配方不同，加上保质期短，在自
己手中诞生的金盏花润唇膏、牛油果护
发素种种，仿佛都成了有生命有不同性
格的活物。

她也
有个手作
朋友圈，
领头的是位台湾太太，天气好时大家会
聚在一起，特别是做肥皂，因为长时间的
连续搅打需要手劲，她们就接力作战。阳
光正好的下午，古典音乐音量调小些，休
息时喝杯茶，吃块小点心，分享些制作秘
方和读书心得，正是释放压力、补充能量
的好机会。
说到完全天然的护肤品，现在已经

很难得，而且越天然越不容易保存。纯天
然的护肤品和经过现代工艺加工制作的
化学品，很难说孰好孰坏，受诸多因素影
响，手工并不一定代表高品质，化学加工
品也不一定对皮肤有害。
孜孜不倦研究手工皂配方的闺蜜很

明白这个道理，碰到别人赠送大牌明星
护肤品，她还是会欣然收下并认真使用。
对她来说，享受科技进步的成果也好，花
在肥皂盒里的古典时光也好，都是过好
日子的幸福处方。

若 隐

自来水管早包扎
陈日旭

! ! ! !申城市民一定不会忘记今年 !月

下旬的一场大冷!连续几天将近零下七

八摄氏度的低温"冻结了室外的自来水

管"很多人几天无生活用水"只得到楼

下人家#讨水$"抑或提着水壶%水桶到

门卫室排队提水"老弱病残尤其苦不堪

言! 更糟糕的情况是"大量老旧小区连冻几天之后"一

遇气温还暖"小区住宅外墙的水管%室内的龙头和水表

纷纷爆裂"顿时楼上%楼下水漫金山! 这场风波现在回

想起来"确实有点后怕!

痛定思痛"其实"早在这场寒潮来袭的一周前"气

象部门已发布预报"而有关方面却似无应急准备"暴露

出脆弱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的短板! 往深

处一想"更是暴露思想的短板!

近日笔者专门对小区的外墙自来水管 &已经二次

改造'巡视了一番"发现不少管子的外包扎材料早已破

损"黑色包带在风中飘动"内管裸露的情况不止一处(

有鉴于此"我写了一份维修报告交往物业"接待同志回

答"我们已有计划"准备搭脚手架"换更好材质的水管

和包装材料) 这真是福音*

眼下"#立冬$已过)虽说尚未进入真正气象意义上

的冬天"但一场秋雨一场寒"距离一年一度寒冷的冬季

已为期不远)有否#几十年一遇$的寒流+谁也不敢妄下

断言) 不过"世界气象组织,国家气候中心组织机构已

发话-#高冷公主$拉尼娜要来了"预示今年冬天可能更

冷些)

再回过头看物业"关于换水管的事尚无动静)又转

念一想"物业既已有所承诺"一定会付诸实践"但愿我

的忧虑是多余的) 更希望全市所有住宅小区的物业部

门都及时行动" 建立应急力量储备机制" 落实具体措

施"未雨绸缪"造福于民)

秋日碎语
子 溪

! ! ! !霜降早已经过了。上海秋天的雨，
细密频繁，一场一场赶趟。天渐渐冷了。
风过叶落，一叶知深秋，一秋尽残叶。秋
天的梧桐很美。风一吹，金色的叶子飘
摇婀娜，落在脚下身上，路上行人脚步
匆匆，赶往各自的蝴蝶梦。香樟树小小
的叶子四季常青，一丝隐隐香气，依然
袅袅。小区外墙沿街大片大片的爬山虎
红了，秋意更浓。

不禁想起家乡太
原。连下几场雨，清晨
走在路上，已经打籽儿
的老槐树，叶子窸窸窣
窣，叶落满地，饱沾露
水，好像槐树的眼泪。树有眼睛么？一股
小风掠过，寒气让人激灵一颤。太原的
秋雨来得快且猛，灰突突的天，豆大的
雨点噼里啪啦砸一阵，嘿，太阳又出来
了。一低头，落叶灰头土脸爬满一地。阳
光猛烈。正午走在街头，前胸烤得发烫，
后背却阵阵阴冷，领口收收紧，不由得
缩头缩颈。太原的行道树多是银杏，也
有杨树，以前洋槐与柳树也多，现在不
知为什么少了，许是柳絮恼人？在北京
工作那几年，每近深秋，人们对香山枫
叶啧啧不已，其实最美是银杏叶。种植
历史比太原久远，许多地方可见，据说
最早一批种在钓台国宾馆前那地方，现
在已成观赏银杏的一个地标性景点了。
诗人说———秋天最好不要扫落叶，不要

打搅那一地金黄，落叶是无韵的诗，你走
在上面，你也成了诗。

上海的秋天相对北方要湿润的多，
公园里花草依然茂盛，一年四季花开不
败。已是深秋，还能闻得到桂花幽香。中
山公园每年都有菊花展，菊花是太原的
市花。气候跟土壤的原因，太原之秋百花
萎谢，绿色褪尽，只有菊花不畏严寒，它
们迎霜怒放，努力点缀着北方的秋天。太

原也有枫叶可赏，崛围
山的红叶虽不及香山
那么有气势，但也层林
尽染，若是刚好下了点
雨，云雾缭绕，高山浅

溪，淡淡的蓝天。很美。秋天是太原四季
中最美的时节，上海公园里常见的美人
蕉秋海棠，月季花茶花，即便是路边那些
毫不起眼的小小野花，都盛开在温室的
花盆里，可花匠无论怎样精心伺弄，坚持
不了多久，花萎叶落，都死了。

好了，现在菊花开，闻蟹来，佐一壶
黄酒，通脉厚肠胃，润肤养脾肝，上海人
深秋的幸福，有时就是一种诱惑，与秋色
无关。太原人入秋，讲究的要去“清和元”
（百年老字号）喝“头脑”。傅山先生发明
了头脑。用羊肉、羊髓、酒糟、煨面（炒过
的面粉）、藕根、长山药，连同黄芪、良姜
八味配成，所以也叫“八珍汤”。喝头脑一
定要清晨，越早越好。我不禁想问，跟《水
浒》里的“赶碗头脑”有关系么？

六只粽子
! ! ! !转院后，护士长领进
来一位护工$ 我看了很失
望。那是一个黝黑黝黑的，
看上去很老的乡下女人，
最多一米五的身量，只有
眼睛笑眯眯的，闪着和善
的光。护士长像是看穿了
我的不放心，进一步介绍
道：“辛阿姨今年 %"岁，来
上海也有一年了，护工活
做得蛮好的，放心吧。”

%"岁还来打工？又矮
又小能做什么？这不是我
理想的护工，但我还是接
受了她。
以后的日子证实了护

士长所言不虚。辛阿姨手
脚勤快，年轻护工能做的
她没一项落下过。为人朴
实的她，晚饭后趴伏在床
边护栏上像看护孩子般给
我讲她安徽老家的故事，
我常在她的娓娓讲述中安
然入梦。
转眼到了端午，辛阿

姨的小身子轻盈地飘进了

病房：“发
粽子了，
发 粽 子
了！六只，
六只呢，
还有条小毛巾！”她乐得脸
上“菊花”盛开，声调里满
是对护工部的感激。
即刻，辛阿姨就剥了

只肉粽三口两口地下了
肚。其时离中午打饭不足
半小时。
午饭，女儿送来了清

蒸鱼块，我的那份红烧肉，
宫保鸡丁都给了她。她的
荤菜是两个大鸡腿。让我
这个病人羡慕的是辛阿姨
的好胃口，她风卷残云，一
会儿就光盘了。我再次感
叹：健康如她，多好！
午后醒来，睡眼惺忪

里，见小个子的辛阿姨揉
搓着肚子满屋团团转。“你
怎么了？”“肚子胀得难
受。”我问：“吃多了吧？”
她苦笑笑：“在老家吃这

点算啥？
一进城
就娇贵
了。”晚
饭，她一

会儿摸摸那只装粽子的黄
色塑料袋，一会儿看看打
来的饭菜，磨磨蹭蹭，全没
了昨天的兴奋。“怎么还不
吃？”她愁眉苦脸：“不知该
吃哪一样好。”这还不容
易，想吃粽子，就放弃饭
菜，想吃饭菜就不吃粽子。
我说了这层意思。她回说
那是不行的，粽子，她想
吃，饭菜也是属于她的，怎
么能不吃呢？“鱼和熊掌不
可兼得”，这话到了喉咙
口，我硬是咽下去了，我知
道她只读过一年书，现今
只会写个名字。犹豫了半
天，她做出了我认为较好
的抉择：吃医院提供的饭
菜。毕竟粽子是糯米的，难
以消化，尤其对一个年近
六十的女人。

当晚将我安顿停当，
辛阿姨向我嘱咐了一个病
人应注意的各个事项，不
再向我描绘她家乡种的小
扁豆小南瓜的可爱，匆匆
拎着黄色袋子出门———将
粽子送给年轻好胃口的其
他护工去了。好一阵子辛
阿姨回了病房，手里黄袋
子赫然还在：没人要。她喃
喃自语：“谁都有粽子，每

顿还吃着病人送的好菜，
哪个还吃得下粽子？”接着
就抱怨声起：“发什么不
好？要发粽子！”
是夜，好睡眠的辛阿

姨辗转反侧，准是在发愁
她的粽子。第二天，天气又
闷又热。辛阿姨像个陀螺
在屋里转。午睡时我被一
股怪味呛醒，抬身看，辛阿
姨蹲在一个锈迹斑斑的坏
了的小冰箱前，拽出了破
布烂絮及瓶瓶罐罐，屋里
灰尘弥漫。我大叫：“住手！
坏冰箱用不得了，有细菌！
当心触电！”
入夜，大雨倾盆。雨中

夹杂着啪、啪、啪的巨大敲
击声，我喊辛阿姨，她迅疾
开窗，风雨中拽进一个黄
色的袋子，带进了一地雨
水，于是啪啪声顿止。这是
干嘛呢？是用冷雨为粽子
降温吗？
那几天，辛阿姨简直

疯魔了。
她把粽子用面盆盛着

放在水斗里像冰西瓜一样
冰着；她打电话给远在几
个区之外的老乡来取粽
子，人家一口回绝，路费比
粽子还贵呢。她一次次去
配餐室，把粽子放在微波
炉旁希望有人取走，但不
见有贪便宜的人出现。我
想出一计：“辛阿姨，卖给
我吧，我让女儿每天在家

吃一只，可好？”“你骗我，
她说不爱吃粽子的，还有，
我怎么好要你的钱呢？”
我说干脆扔了！辛阿

姨睁大了惊讶的眼睛：“罪
过，罪过！那是粮食啊，里
面还有蛋黄、赤豆呢！”她
又从床下拖出了一只马甲
袋：“你看，我每天把你们
病人不吃的小酱菜包都收
在里面了，到有老乡来时
带回家，怎么能浪费呢？”
最终，她把粽子给了

医院的一位清洁工，一个
结怨了好长一段时间的老
乡。辛阿姨那天脸上又是
“菊花”盛开了，为粽子找
了出路，为解开了一把心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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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外地朋友访新，我总是带他们或建议他们去新
加坡植物园走走。去年它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再
“推销”它的时候，免不了加上一句———它是新加坡唯
一的世遗，也是世界上入选世遗仅有的三个植物园之
一（另两个是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伦敦邱园）。被我这
么一鼓吹，他们都会进园逛逛。遗憾的是南洋游园，天
公不作美，动辄出汗，少了几分悠然舒畅，这没办法。
植物园里挂牌的国家级遗产树有十多棵，其中两

棵是香灰莉木（&'()*+*）。我每次去，都会在这两棵树
前逗留一番。两棵树“一胖一瘦”，先说那棵瘦树，它高
大挺拔，树龄估计超过 ,-.年，腰围（主干周长）大约
/0%米，高约 1.米，是植物园同类树种中最大的并且也
是新加坡最珍贵的一棵香灰莉木。寄生在此树上的巨
大藤蔓———羊角藤，估计也和它的“主
人”一样古老。另一棵胖树则更加出名，
因为新加坡五元钞票上的图案就是它。
这棵树横向发展，枝干平行伸向大地。树
龄超过 !%.年，高约 2.米。我十九年前
刚到新加坡时，这棵“五元树”还可以接
近，横出的树干非常低，估计当年孩子们
一定喜欢爬上去玩耍。后来为了保护它，
四周用铁栏杆围上。
香灰莉木终年常青，树皮布满深深

的裂纹。花期较为固定，每年两次，五六
月盛开一次，十月或十一月会再次开放，
傍晚时分尤为芳香。随着树龄渐长，花朵
由乳白色逐渐转为黄色，香味也逐渐转
淡。如此高大美丽的开花树，实在罕见。
果实为红色小浆果，是鸟类爱吃的食物，结果期，满树
小鸟叽叽喳喳争相啄食，好不热闹。

它木质非常坚硬，不受白蚁侵害，可用来造桥、做
舟、建房。还可用它制作砧板，故也称南洋的砧板树。它
是世上最上等的砧板，菜刀切割后的痕迹很快会弥合
起来，有自然“抚平创伤”的功能，而且据说细菌无法在
它身上存活。可惜现在都用新材料的塑料砧板，失去了
木质砧板的种种天然优点。我的老师王润华教授对香
灰莉木情有独钟，他家的砧板就是香灰莉木，不过师母
淡莹说：“平时切水果蔬菜也不用它了，只有剁排骨剁
鸡时才用。”看来，随着生活方式的改
变，超市食材的方便化处理，它也渐渐
成为一种摆设了。王润华老师根据读
音，自创了译名，称它“登布树”，为它
作文又作诗。他写道：“新马早期大洋
房的后院，都会种几棵登布树，它具有
自然顽强的生命力，不需人工照顾。”不知毛姆的小说
里是否提过香灰莉木，毛姆倒是用“木麻黄树”做了他
一个短篇集的书名。

34 54 64 789:'9在 !#,#至 !#1/年期间担任新加
坡植物园园长助理，他在《;<=+>?' @9''+ 8A B<C<=< 》

（《马来亚的行道树木》）里
写道：“如果被问到新加坡
有什么独特的树，我们会
指向东陵区的香灰莉木，
其他大陆找不到如此上好
的同类树种。”这里所说
“东陵区的香灰莉木”，指
的就是植物园里的香灰莉
木。34 54 64 789:'9是著
名的英国植物学家，他为
新加坡的绿化及热带植物
研究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
献。34 54 64 789:'9住过的
房子现在成了一间高档法式餐
馆，名字就叫789:'9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