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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泼墨小心收拾
姜思远

! ! ! !不少亲友都挺难理解我一个
九零后，怎么就喜欢上竹刻了，在
他们的心目中，二十多岁的年龄更
有可能和电竞游戏挂钩而不是传
统手艺。说起来竹刻艺术在当下渐
渐成为业界比较追捧的主题，但却
少有年轻人问津，因为能在寂寞和
枯燥中坚守确实是不容易的。曾经
看过一部纪录片，介绍很多非遗项
目都面临青黄不接，手工艺厂面临
去留抉择，我的心里突然就
升腾出一种迫切的使命感。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发展上推崇的是师承
二字，所以遇到好的先生极
为重要，我亦深谙此道。我先生竹
刻师承徐孝穆大师，故竹刻以刀代
笔多表现的是书画金石之间的笔
墨气韵，是承周芷岩下独树一帜的
竹刻风格。我与先生结缘在 !""#

年底正值先生壮年，声音样貌俨然
已是老先生做派。我向来对“老先
生”作风的人都特别有好感。初入
先生门道尝谓：刻竹要静得下来、
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将浪费彼此心
血，我一直谨记于心。

同门之中研习之人有天赋异
禀者佼佼，我有幸悟性不差，被先
生慧眼提携。在艺术领域天赋是很
强调的，若想要艺术成就没有天赋
恐怕是艰辛万阻。先生教学则以勤
能补拙为宗旨，天分不好的学生他

也不排斥，还是会慢慢地耐心教
导。那种包容的态度不是普通教育
者能够坚持的。他说为艺为人，实
则人在艺先。人正则艺精，人若淫
邪，其艺定入旁门左道。此时突然
想起海派先驱吴湖帆先生曾教导
其门人谓：欲做大画家大成就者必
先爱吾家邦。道理是一样的，最后
成就的高低就取决于艺德和为人
处世的正确价值观上。

记得前年我与先生游走在浙
江嵊州、新昌等地。起先说是游山
玩水，可之后带我们走进的却是一
片竹林，此地茂林翠竹郁郁葱葱片
刻之间的那种宁静安畅给人的感
觉就是心旷神怡。此时先生说教：
竹刻这门技艺对选材也十分讲究，
竹子必须是三年至五年中冬天砍
下的毛竹方是可用之材，而且还需
要凭借观察得知其大概的长势和
成材率，都得做出准确的判断。说
毕先生便对我轻声细语道：要找竹
皮表面带有白霜的翠竹，把白霜抹
去底下透出翠绿翠绿的竹青，这种
竹子一般质量普遍较高，肉质紧
密，易于雕刻。我从师至此总算亲
眼看到了先生一直对我讲的螺青

色的竹子，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知道了选材还得懂开料，不是

简单地把竹子劈开打磨，而是根据
竹子纹理的走势来区分应该制作
成何种器物。这个也可以叫“因地
制宜”吧。有次我记得我很用心地
区分纹路，也比较有自信地开了一
段料进行打磨，完工后准备画稿奏
刀，临刻前先生一看我手中这块臂
搁料说：两头不齐，水磨功夫不到，

刻得再好也白搭。一盆冷水
浇下来我顿时信心大挫，我
觉得竹刻竹刻不就是刻嘛，
不用这么讲究打磨吧。先生
说一块好的作品从料就得

仔细推敲，然后再推敲画稿，最后
再推敲刻。一步都逾越不了，这样
的作品才会趋于完美。他说这是他
求学过程中前辈的谆谆教导也是
传统，希望到我这里也不要断。这
种老一辈的教学严谨一丝不苟深
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自弱冠始与先生游也已近十
年，其中最大的感受可能就是先
生那种坚持传统的精神和不放弃
任何可能开花的“种子”。这也正
应了国画中的那句话：大胆泼墨
小心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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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苏州美食大家华永根先生在微信晒出吴
江宾馆“春季版江南运河宴”，其中一款名为“瓜姜
螺蛳肉”的春菜别饶风味，我知道做这菜先要把螺
蛳烫一下，再把螺头肉挑出来洗净，扬州酱瓜及嫩
姜切成粒与螺头合炒，华先生说：“核心问题是先要
把螺头处理好，不能有土腥气，合炒时快炒快走，适
用少量糖及调味料”。鲜爽的螺蛳肉与脆嫩的酱瓜
能嚼出江南太湖春水的风味！

吴地俗语“正月螺蛳二月蚬”。早
春二月，太湖边的小镇上最早应市的
美食是青壳螺蛳和黄蚬，上海人春天
喜欢吃酱爆螺蛳，江南水乡向来有
“清明螺，肥似鹅”的说法。其实呢，这
是过去穷人家的说法，鹅太贵买不
起，河滩头摸点螺蛳骗饭下肚，螺蛳
在滴了香油的清水中养几天后剪去
螺尾，放葱姜辣椒加豆瓣酱旺火一
炒，螺青和酱褐双色交融，在红辣椒
的陪衬下，把人的食欲引诱到极致，
浓重的酱香味把螺蛳肉的鲜头吊出
来啦，酱爆螺蛳也是春天里最配上海人胃口的家常
菜之一。

春到江南，想起杜甫的那句：“夜雨剪春韭，新炊
间黄粱。”

记得我家昆山老宅后有块菜地，淅淅沥沥的夜
雨过后，雨露中的韭菜色绿鲜润，我喜欢吃外婆冒着
雨丝剪下的头刀韭菜炒鸡蛋，蛋鲜韭香微带甜，吃光
要把盆子舔。蚬肉炒韭菜，沪上老味道之一，河蚬，
壳棕黄褐色，水烫后剥出蚬肉色白如玉，用来炒韭
菜是绝配，外婆说，蚬肉中那一块黑黄色的膏黄味
道最鲜，有人把它抛弃可惜啦！

春天里的美食“酒香草头”，沪人最爱，美食达
人玫瑰公主说：“到菜场买草头要用手抓一把，感觉
软软有弹性，不扎手的是糯性嫩草头，炒草头，宜旺
火急炒，店家炉火大，草头、作料同白酒一起下锅，
锅口火光一闪，翻两翻装盘，我家炉火小，只好到最
后才喷点一滴香白酒，听说有人用陈年茅台酒烹炒
草头，那是豪华版的啦！”吾师，沪上篆刻名家陈茗
屋喜欢吃上海老饭店的“草头圈子”。他说：“这家草
头圈子做得酥烂软熟味道鲜，入口肥而不腻回味
足。”某日我在饭店吃到草头圈子，那圈子看看卖相

蛮好，油亮肥腴像帅哥，夹一块入口，
奇怪，嚼不烂又吞不下，好像吃到一片
旧轮胎……

青菜油菜苔，色有青有紫，放点素
油一炒，清甜养胃，倘若菜苔抽得太

粗长，唯有叶子可食，长梗只好丢弃，从前，我父亲
想出一个废物利用的吃法：用小刀轻轻削去菜梗外
的老皮，露出翡翠色的嫩芯，洗净，斜切成三厘米
的小段，用细盐腌半天，酱麻油一拌过泡饭，清脆
爽喉，鲜香无比！

春到申城，美食亮相，松鼠桂鱼油爆虾、糖醋黄
鱼响油鳝、红烧塘鳢银鱼丝、清蒸刀鱼白灼鮰、香
椿炒蛋一盘鲜，马兰香干两相宜、油焖山笋腌笃
鲜、冰糖甲鱼香糟螺、豆沙青团子、春笋三丁包、荠
菜豆腐羹、干贝波菜粥、清炒豌豆苗、干烧大明虾、
明前碧螺春、雨后龙井茶……

来来来，让你的舌尖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吧！

婆
婆

山
海
里

! ! ! !柴进陷在了高唐州，丹书铁券救不
了，自然有人去救，宋江就来了，带着大
队的人马，浩浩荡荡，这可是打下祝家庄
的第二次出兵，声气很壮。宋江也颇有信
心，毕竟他也懂点玄女阵法，结果上阵一
溜不顶用，高唐州知府高廉的魔法和神
兵队忒魔性，打得梁山泊好汉狼狈不堪，
急得宋江跳脚。吴用说算了，干脆还是去
寻回家看母亲的公孙胜吧，他可是和李
逵同时下山的，到现在还杳无音
信，得去找他了，兄弟们碰上钉
子啦，只有他能铲得了。其实，之
前宋江也安排神行太保戴宗找
过几回，就是找不到人。看宋同
志多有领导范儿，求贤若渴，早
操心寻过了。那也不行啊，这节
骨眼没他不成，必须把他找来。

于是，戴宗和李逵两人领命
去寻，寻来寻去就是找不到。戴宗那神行
法又不让李逵吃荤腥，老是吃素，黑旋风
咋受得了这待遇，饿得直冒虚汗，不行，
还是歇歇吃点东西再找吧，要不公孙胜
没找着，李逵倒先饿扁了，多不好玩。两
人就走进路旁边的一家素面店，还别说，
客人特别多，没有单桌头了，只好和一老
汉拼桌。可是左等不上面右等也不见，等
到老汉的面也来了，黑旋风还看不到自
己的面，气得拍桌子就骂，弄的老汉溅了
一脸汤汁，面也翻了。老汉上前揪
住李逵，两人差点打起来，幸亏
戴宗说和才了事。巧的是，老汉
和公孙胜是邻居。真是踏破铁鞋
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两人
赶紧问清住处，直奔公孙胜家，出来迎
接的却是位婆婆。

只见这婆婆“苍然古貌，鹤发酡颜。
眼昏似秋月笼烟，眉白如晓翔云鹤，貌
似山中傲雪松”。真个是仙风道骨，任谁
见到都不由升腾起敬重之心！戴宗是连
忙行礼说明来意，婆婆推说公孙胜不在
家出外云游去了，让两人先留下来等
等，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见面。这分

明是打发走人。戴宗就安排李逵上门恐
吓。李逵那气势蛮得狠，瞪着两眼，婆婆
“先有八分怕他”，还说：“我是梁山泊黑
旋风，奉着哥哥将令，教我来请公孙胜。
你教他出来，佛眼相看；若还不肯出来，
放一把鸟火，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婆
婆说这里没有什么公孙胜，只有一清道
人，李逵哐当一斧头砍翻了一堵墙壁。
婆婆上前去拦，李逵道：“你不叫你儿子

出来，我只杀了你！”拿起斧头便
砍，婆婆惊倒在地。公孙胜赶忙
跑出来拦住。正主出来了，但公
孙胜说得问自己的师父罗真人。

罗真人起初不同意，说我这
个弟子既然脱离了火坑，就不能
再回去了，不想公孙胜为寇。李
逵便又闹腾了一番，又是砍又是
杀。罗真人无奈答应了，但留下

了婆婆，对公孙胜说：“你的老母，我自
使人早晚看视，勿得忧念。”金圣叹对此
评道：“独此母不入山泊，为一部书之所
无。”他注意到只有公孙胜母亲不上山，
这呼应了前文王进母亲逃离东京的情
节，也埋下了公孙胜再次离开梁山泊众
人的伏笔，暗示着梁山泊终将败落的结
局。再和李逵就是要接母亲上山对照，他
可是和公孙胜一道下山的，结果他母亲
落个悲摧的下场，人家母亲活得神仙一

般。这就是上山不上山的区别，上
山下场凄凉，不上山逍遥自在。

想至此，啥滋味？铁人也得
垂泪饮泣吧！李逵没有，比铁打
心肠还硬。不是这样的人，可能

还请不出公孙胜。公孙胜不想再入江
湖，只想学道修仙伺候老母，但入了江
湖，结交了同道，想抽身就不是那么简
单了，逃来逃去还是被找到了，只好去
帮宋江破了高廉的妖法。高唐州被破，
高廉被杀，柴进被救。对此，高俅非常恼
火，启奏皇上发兵，于是双鞭呼延灼率
领马步三军进剿梁山。大军压境，宋公
明计将焉出？且听下回分解。

监护室杂记
苏燕子

! ! ! !作为一名重症监
护室的医生，我的心
情会随着病人的病情
而起伏变化，我承认，
这是一个弱点。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是一个常见的心脏瓣膜置
换手术，病人很年轻，不到四十岁，手术顺利，但进入监护
室后仅 $%分钟居然就排出 &""毫升引流。主刀医生立
即在床边为患者开胸，只见血不停地冒，完全止不住，于
是赶紧推去手术室建立体外循环进行止血。因为出血
位置在主动脉根部，出血猛，很难处理。转机'阻断循
环'开放循环，就这样反复做了三次，两名手术医生持
续埋头苦干，不抛弃不放弃，终于成功。再次手术花了
近 (个小时，我的体外循环做了近 #个小时。我想说，
一个好的外科医生真的很不容易，要有自信，能抗压，
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那天晚上，两名外科医生中的一
位突发肾绞痛，估计是站太久且一口水都没喝的缘故。
令人叹服的是病人的生命力也很顽强，每次“开放”，那
颗心脏都能迅速复跳，真了不起。今早查房，见到患者
清醒，出血也不多了，看看窗外，感觉阳光特别明媚。

敬老与爱幼
孙琴安

! ! ! !敬老爱幼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是从成语“敬
老慈幼”转化而来的，但其
尊敬老人、慈爱孩童的原
意不变。在历史上的某些
时期，它还曾被作为国策
来加以施行，有些地方长
官还把它作为治安良
策，效果甚佳。
此语本来尊老在

前，爱幼在后，至少是
并列。但自近几十年
来独生子女家庭猛增普
及，风向转换，爱幼之风日
盛，尊老之风益衰。在我儿
时的记忆中，许多家庭都
非常敬重老人。吃饭时都
是长辈坐上席，小辈坐下
席；长辈未上桌，大家不动
筷，如有好吃的，也都是挟
给老人先吃。最大最好的
房间，都是留给老人住，儿
女们即使再拥挤，也不敢

逾越半分，动此“邪念”。
老人有点不适，全家不
安，嘘寒问暖，立马送医
院。女作家欧阳文彬就曾
对我说：她亲眼看到叶圣
陶蹲着为老母亲剪脚趾
甲。待母极孝。我后来到叶

圣陶家，确见五世同堂，长
幼有序，其乐融融，家风承
传之美，令人羡慕。

现在的家风完全倒
过来了，小孩有个伤风感
冒，咳嗽几下，不得了啦，
全家人急得团团转。小孩
天真，哪里不舒服，实话
实说，弄得父母心急火
燎，以致有虚惊一场的；
老人有个不舒服，生怕影

响大家，多半瞒着忍着，即
使有了症状，也得不到孙
辈那样的关怀和重视。理
由很简单：老人嘛，总有
病，哪个老人没有病？不稀
奇。就这样被轻轻撂过。有
的甚至被冷落一边，无人
问津，待遇和贵重程
度远不如孙辈。过去
是全家人围着老人
转，如今是全家人围
着小孩转；过去是全

家人争着向老人尽孝，如
今是全家人争着向小孩
施宠；过去的全家福是以
老人为中心，现在的全家
福是以小孩为中心；过去
是孙辈向爷爷奶奶施好；
如今是爷爷奶奶为孙辈背
书包，跑腿子，而且忙得不
亦乐乎！他们省吃俭用了
一辈子，如今还在省吃俭
用；他们把第一代拉扯大
了，如今又在拉扯第二代，
而且心甘情愿，忘了自己。

这究竟算是进步，还
是退步？我暂不敢判断，我
敢判断的是：我们现在的
“爱幼”程度，在世界上已
经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
的了，也超过了历史上任
何一个时代。有的已经失
去理智，不计后果，有的甚
至实际上已经在
“害幼”了。难怪我
的老邻居邵家阿婆
曾感叹道：“现在的
家长对小囡宝贝得
不得了哇！不要说打，连碰
都不能碰！”

就连在华工作的老
外也知道中国人宠孩子，
当然，外国人也有敬老爱
幼之说，但他们的观念和
方式与我们不一样。他们
会尊重老人的生活方式，
给老人应有的生活空间
和自由，不轻易去打扰老
人的日常生活和兴趣爱

好。万一遇到照顾小孩方
面的事，除非是紧急情况，
一般都尽量自己解决，不
好意思麻烦老人。

我们这儿呢？不领孙
辈的老人会被认为太自
私，自顾自。如有些老人甘
愿含饴弄孙，以此为乐，那

倒罢了，如有些老
人心力不济，自顾
不暇，或别有爱好，
就麻烦了。我就听
一个老妇犯难叹

苦：“养了三个孩子，再带
三个孙辈，怎么吃得消？带
了这个不带那个，又不行。
干脆一个都不带！”孩子成
年成家以后，父母就应当学
会让他们自食其力了，这不
是养得起养不起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敬老爱
幼，虽有老幼兼顾之意，但
毕竟敬老在前爱幼在后。
这也难怪，老人年迈，来日
无多，应尽量让他享些福；
小孩正萌，来日方长，好日
子多着呢，儿孙自有儿孙
福嘛！着什么急？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为家庭含辛
茹苦，操劳了一辈子，如今
年老力衰，难道还要他们
继续受累？说不过去吧！每
个老人都有一部沧桑史，

没有他们的打拼和创业，
哪来这个家庭？别看他们
白发苍苍，敏感着哪！就像
一个面临退休的老员工，
谁尊重他谁冷落他，清清
楚楚，对老人亏待一点，连
个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后
悔一辈子。我是从来不敢
在父母面前宠儿子的。我
甚至认为：凡耄耋老人，哪
怕有些人以前犯过错，也
都应该尊重他们。因为一
个人一生既要面对各种社
会风浪，又要与各种恶劣的
自然环境和病魔搏斗，不知
有多少人中途夭折，而他们
能活到这把年龄，实在不容
易。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祝
福他们，爱护他们。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
是要返回到父为子纲、父父
子子的时代。只是感到我们
现在的社会风气是爱幼有
余，敬老不足。至少得有个
平衡。一种家庭伦理丧失
之后，就应建立一种新的；
而新的家庭伦理应该比以
往的更合理，也更符合人
性，体现人性。况且我们正
走向老年社会。多给老人一
点温暖一点关怀吧！我们
每个人都会变老的，尊重
老人，就是尊重自己。

小吃货 !油画" 肖牧佳

! ! ! ! 医生要获

得患者的信任#

靠的是 $德%和

$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