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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趣忆旧
周 建

! ! !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郊
区的一所小学就读，马路对面有
几个战争年代留下的炸弹坑，坑
里始终保持齐腰深的水，这就成
了我们初学游泳的最佳去处。

午饭后，男生三五成群涌向
弹坑。那里荒无人烟，大伙脱去
衣裤，“扑通扑通”跳入坑。起初
只是嬉水、打水仗，不久，个个都
自学起了游泳。先练习在水中憋
气，腿蜷起来双手抱膝，使整个
人浮在水面，不久许多人都能浮
在水面了。由于无人教游泳，大
家泳姿千姿百态，自由发挥，最
多的当属“狗刨式”。
“狗刨式”费体力，水花大、

游速慢，我很不喜欢。为此，我曾
专门抓了一只青蛙，放在澡盆
里，反复仔细观察泳姿。只见青
蛙前肢划水充分，后肢蹬腿有
力，游行时身体成流线型，速度
极快。我将蛙泳要领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每当游泳时，极力模
仿青蛙的泳姿，逐步掌握了要

领。只是学游
泳难免呛水，

现在回忆起来，那水有多脏啊！
平时在家，与小伙伴各自用

脸盆盛上大半盆水，放在凳子
上，深呼吸后，同时憋气将脸浸
没水中，设一裁判作记录，憋气
时间长者为胜。小伙伴好胜心极
强，为了取胜个个竭尽全力，脸
在水里涨得通红，直至实在憋不
住了，就往水里吐气，随着盆里
冒出一串串水
泡，就知憋气即
将结束。久而久
之，憋气时间不
断延长。

时间推移，我的游泳水平有
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一年后，大
学校园新建了个 !"!#! 米的标
准露天游泳池，亦对我们家属开
放，游泳条件大为改善。记得每
场时间为 $小时，票价 !分。尽
管只有 !分钱的票价，爸妈也只
允许我每周游 %次。那时没有游
泳培训班，大伙的游泳都是互帮
互学、无师自通，由于我游泳已
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泳池练习，
条件大大改善，如鱼得水，极力

发挥。游着游着少年顽皮捣蛋的
天性就显露无遗，不时潜泳拉拽
同伴的腿、相互打着水仗、将伙
伴的头揿入水中……引来救生
员阵阵呵斥。

随着游泳水平的日益提高，
耐力不断增强，我每场从跃入泳
池的那刻起，整整 $小时采用蛙
泳姿势，围着泳池四周，用较快

速度持续不断地
转圈游至终场铃
响，仍意犹未尽，
每次都是恋恋不
舍地离开泳池。

最爽、最刺激的要数大暴雨中游
泳，游者稀少、气温凉爽、空气清
新，我尽力施展游技，十八般武
艺都用上了，真可谓：任凭暴雨
肆意冲击，胜似浪里白条腾跃。

游泳练出来了，开始学习跳
水。起初站在泳池边，战战兢兢，
几次三番看着泳池的水，就是不
敢头朝下跳入水中。此时顽皮的
伙伴背后推我一把，我摇摇晃晃
伸展双臂不停转圈，挣扎着保持
身体平衡，但最终还是身不由

己，身体
直 挺 挺
地双脚先入水中，我们将其称之
为“插蜡烛”。有了这些铺垫与尝
试，终于有一天横下心头朝下跳
入水中。结果因入水角度太小，
头与胸脯几乎同时入水，“啪”地
一声，整个胸脯皮肤顿时红成一
片，阵阵疼痛不说，还引得众人
哈哈大笑，这是典型的“吃大板”
了。

有了第一次，胆子大了许
多，渐渐地就能自如地跳入水
中。有时感到池边跳水不够刺
激，趁救生员离开救生座椅瞬
间，偷偷站上救生座椅往下跳，
一不留神被救生员看到，招来劈
头盖脸痛斥……

多年后从插队落户的黑龙
江回沪，遇到低我一届的玩伴，
提及往昔游泳，得知我离沪后，
有关部门曾组织 %次横渡、畅游
黄浦江的活动，他均获得成功。
当时就想：他行，我也一定能行！
如今，未能在黄浦江中畅游，却
是我终生的遗憾了。

!升"字诠释
徐梦嘉 文!图

! ! ! !作为皈依三宝多年的佛学居士，我在“梦笔寻踪”
过程中有必要进行“升”字的诠释。
殊胜吉祥的今年 &月 '&日，佛教圣地九华山举行

了原肉身殿主持释圣富大和尚，升座为九华山方丈的
盛大庆典仪式。现场佛旗飘扬，梵音悠婉，香火缭绕。巨
型庆典横幅与展板全部用传统正体字呈现，不过委实
遗憾的是，横幅 ($字中应 $&字归繁，归了 $)个，唯独
最关键一个“升”字竟没有返到几乎是佛教“专用字”的
“陞”；同样，展板上硕大醒目的“方丈升座慶典”)字，
庆归为慶，“陞”则同样任由别字“升”堂而皇之亮相。
升，此款本是独立的一字，在传统正体汉字队伍中

系斗升的“升”，甲
文（图一）字形系
“斗”与斗旁数点组
成。斗字是盛物容
器（甲文，图二），即
有柄的勺子形状，是升的母体。此“斗”无繁形，争鬥之
鬥简化形亦作“斗”。有学者认为斗是盛五谷（下用“米”
代）用的，升是挹酒用的。我认为，斗升在民间历来用提
打酒米水及酱油等共同的勺状盛器，斗是空勺，升是满
勺。斗升还是计量的容器，中国古代计量方法极为精确，
各朝代都不尽相同。然一斗为十升量制没有变过。
那么“升”字的斗旁数点是什么呢？斗升的升旧时

就借作升起义用字，原因是升的构形描绘了人持斗舀
盛了满满的酒、水、米等后，从酒坛米桶水缸中往上提
升这个动作，斗旁数点即溢出下掉的酒滴、米粒、水珠
等。如果斗装满东西不提升，就不会有掉下物。为了让
升的升起义更清楚，先人请冉冉上升的
旭日提携升造出“昇”，如此，字的形义
理阳光明晰，上升“力度”无与伦比。
任持自性，轨生物解。再谈升的归

繁字“陞”，学界普遍认为，陞是字义为
帝王宫殿台阶“陛”的省形加升。我识定：先有陞后有
陛。金文“陞”（图三），初义拾级而上。《尔雅》陞：“上
也，登也。”佛教传到中国后，“陞”被赋予新的内涵，藉
之组成“陞座”法语。“陞”从 阝（阜），甲文阜指山崖边
石磴。从阜字与山有关，大山的庄严幽玄，也喻示佛地
庄严，梵境幽玄。自古以来寺院往往建在山中，“不知香
积寺，数里入云峰”（王维）；“深山藏古寺”（赵佶）。“陞”
又从土，土（甲文，图四）有两解：$*地上立着的土块。'*

土地上的五谷芽苗。我之陬见倾向后者，立于地面的锥
形不可能是土块，萌芽形态昭示字的下横即象征土地。
我进行佛学因果轮回的理解：苗，喻示万物并作，各复
归其根的芸芸众生；土，喻示无限美妙的阿弥陀佛净
土。有义符声符双重功能的“升”与山峦、土地、芽苗所
缘起组合的“陞”妥帖圆融，蕴藏富厚的哲理与禅意。千
百年来“陞”是寺院重大庆典法会，方丈“陞座”之陞的
独一无二用字。
上世纪 !"年代汉字简化后，昇、陞包括阩、竔、陹、

“足坒”等字都被斗升的“升”取代。此“升”虽兼任上述
字的简体，但几十年来实际运用简化字时，佛教术语陞
座的陞，佛道中人还是少用“升”，青睐据形构义芥子须
弥的“陞”。我们在电脑键盘上以繁体敲出其他已被简
化的字，条目中会跳出对应的简体字。敲出“陞座”，赫
然可见陞与周遭简化字协调共存地组成许多条目。一
如“雨蒙蒙”的蒙，人们仍习惯用“濛”那样。
考订诠释了“升”。扣寂在渊思，搜奇通禅智，收尾

写就带“升”字的现代微
禅诗：

影象

池水里

一缕烟尘

已升腾到深空

乘着夜凉去报到
戚树人

! ! ! !又到新生入学时，我想起
了年少时去高中报到的情景。

$+)(年夏天，刚满 $!岁
的我，收到了诸暨中学的高中
录取通知。那时候，高中招生的
数量很少，像我们这个有着七八十
万人口的大县，每年仅招 )个班共
%""名新生。村里人说，考上了高中
就等于大半个身子进了大学，何况
这是一所省内的名牌学校。
薄薄的一纸通知，给我们这个

贫苦的农家带来了希望，母亲也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我知道，自八年前
父亲去世后，母亲从来没有这样高
兴过。但接下来 %,元的报名费却是
一道难迈的坎。

这笔报名费，其中的 $(元是膳
食费，一学期 (个多月，其实每天仅
$角钱的菜金，条件的艰苦也可想而
知。为了凑齐这笔钱，母亲先是果断
地卖掉了每月都能剪一次毛的三只
白兔，再分拆了半个谷仓，算算钱还
不够，又把上代传下来的几块樟木板
卖掉，三五天时间，备齐了费用。捧着
这笔有笑有泪的巨款，直至今天，我
还深深地怀有一种败家的歉疚。
从家去学校 %"里，门前有一条

直通县城的公路，母亲决意要坐车

陪我去。我一算，单程 %角 ,分，再
加上她的一个来回，也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无论如何不答应。正当我们
争执不下的时候，对面村子里考上
同一学校的伟达来约我同行。
伟达说，他打算乘着夜凉去。他

父亲会拉一辆双轮车，行李可以全部
放在车上。有老同学相伴，我拍手称
好。伟达是我小学同班同学，
考初中时没考好，录取在一所
半工半读的水利学校，这次全
校仅他一人考上了高中。
当一弯月牙从东山露头

的时候，我们上路了。淡淡的月色，
灿烂的星斗，映着这条灰白的沙石
公路。伟达父亲在前面拉，我们跟在
车后面，大声而忘乎所以地说笑着。
乡村的后半夜，暑气渐消，凉风

微微，四周竟是那样的宁静和美妙。
没有车辆，没有灯光，没有行人，连狗
叫都很少听到，整个世界仿佛只跳动
着我们这两颗青涩而兴奋的心。
刚出门的时候，我还穿着一双

布鞋，走着走着，就感到不习
惯，索性把它扔到车上，赤脚走
了起来。当年的农家孩子，几乎
没有不赤脚的，牧牛，挑担，甚
至连上山砍柴都是这样。此后

三年，这条上学之路，我们都是这样
赤脚走过来的。回家带一根扁担，返
校挑一担大米，脚下生风，撒下一路
汗水和欢笑！这自是后话。

不知是说累了还是走倦了，两
人渐渐地安静下来。吱吱的车轮伴
着沙沙的脚步，在黎明时分愈显得
单调。沉寂中想到这是去高中读书，

我们便又兴奋起来，唱起了
当时最流行的校园歌曲：
“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
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
门前开红花……”

到了校门口，天还没大亮。看看
时间还早，我们就绕到一座小山上。
这时，太阳刚好露脸，染着朝霞的校
园，果然风姿不凡。而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两座浅灰色的教学大楼，壮
观，典雅，气派，想到自己马上就能
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并能从这里
走进大学走向世界，一股豪迈之气
顿时涌上了心头。这时的我，忍不住
真想大喊一声：“我们报到来了！”

吃 药
王 勉

一

生老病死，是人生不
可避免的规律。有病就得
治，治疗就得吃药，这也是
不可避免的。人活在世，没
有人不吃药的。
人有百病，药有千万。

世上万物，总是相生相克
的。水来土淹，兵来将挡，
有什么样的病，就会有什
么样的药。有的药过去就
有，有的药现在才出来，有
的药要过很久的将来方能
问世。许多药都是用来吃
的，千百年来，人们靠不断
吃药，维持着生命的延续。
发现和制作药物的人，历
来为人们所敬重和信奉。
隐居陕西终南山的孙思
邈，一生致力于草药采集
和药物研究，记录了 ,""

多种药物和 !%"" 多条药
方，完成了《千金药方》和
《千金翼方》药学著
作，并于公元 )!+

年推出了世界上第
一部国家药典《唐
新本草》。自号濒湖
山人的李时珍，自 $!)!年
起，足迹遍及神州的崇山
峻岭和江湖海河，考古证
今，历时 '&个寒暑，收集
药 物 $,+' 种 和 药 方
$$"+)个，于 $!+"年完成
了共 !' 卷 $+' 万字的煌
煌巨著《本草纲目》，是中
国古典医学的集大成者。
研究药物是为了制成

药物，制成药物是为了治

病，为了让人吃药。吃药是
对生病的相克，对生命的
相信。

二

病是人类的不祥之
物，药是人类的智慧结晶。
吃药是人类常见的生态，是
痛苦而幸福的复杂过程。
药不能随便吃，一定

要遵照医嘱。什么样的病，
吃什么样的药。吃少了，不

起作用，于病无益；吃过量
了，适得其反，不但于病无
益，还会更伤害躯体。有的
药味甘，很好入口；有的药
苦涩，难以吞咽。无论甘
苦，药的功效不在于味，而
在于内在的药性。良药苦

口，是强调吃药的
良性作用，让吃药
者有个心理准备。
只要能把病吃好
的，都是好药。有的

人吃药上了瘾，一天不吃，
总感到缺了点什么，药不
离身，更不离口，成了“药
罐头”，不但夸张，还很可
怕，实不可取。是药三分
毒，能不吃药尽量不吃，尽
量远离。不要把药当饭吃，
也不要把药当洪水猛兽避。
毛泽东晚年拒绝吃药，不是
药不灵，而是伟人已不信
药。普京不喜欢吃药，不是

药不好，而是他更迷恋按
摩、运动等方式的治疗。
药到病除，是医家的

承诺，也是病人的期待。但
药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何
况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些
病，根本就没药治。

三

如果仅止于生病人吃
药，吃药只是个医学用语。
可不知什么时候，在上海
人嘴里，吃药的含义又被
丰富了。
扬州有盐商求郑板桥

画，郑板桥闻其名声不好
而拒。郑板桥喜欢音乐更
爱吃狗肉，一次在城外听
得竹林旁有美妙琴声传
出，他循声而至来到一处
院宅内，见一老者悠然弹
琴，旁有童子正用碗盛锅
中热狗肉。郑板桥双眼发
直，老者笑邀他一起吃狗
肉。嗜狗肉如命的郑板桥
斯文全无，毫不推辞坐定
和老者一起享用起来。席
间，郑板桥见屋内摆设雅
致，就是四壁空白。不禁纳
闷问老者何故没有字画，
老者告知，只爱郑板桥书
画，其余都不入眼。郑板桥
大笑告老者自己就是，欲
帮老者作书画装点。老者
大喜，叫童子取来纸墨笔
砚。郑板桥泼墨挥毫，不多
时为老者完成了几幅书画
作品。过几天，有盐商宴请
郑板桥，到府上厅堂，郑板
桥发现墙上全是自己字
画，再看盐商，就是那日的
老者，才知自己钻了套。但
已无奈，只能哑巴吃黄连
了。明星范冰冰在朋友怂
恿下，花巨资购置了一套
所谓的高档家具，说是外
国进口上等木料，保证不
变形不褪色。谁知用了不
到一月，问题一大堆，不但
变了色，桌子都放不平。退
也退不掉，她知道吃药了，
只得自认倒霉。
“只赤佬拔我吃药，我

认得侬。”吃药是被人利用
而上当受骗，利用者没事
而得便宜，被利用者吃亏
了还有苦难言。

让
阅
览
室
随
心
所
!阅
"

钱
红
春

! ! ! !我们小区阅览室虽
说不大，但明亮整洁，桌
椅齐全。阅览室里主要
是杂志与书籍，只可惜
可能是经费有限，不怎
么丰富，前来阅览的似乎不多，远不及会
所大厅报架上每天“新鲜出笼”的十多种
报纸受人青睐。
有一次，我见到张贴在小区宣传栏

里居委干部走访居民家庭的照片，茶几
上一本杂志清晰可见。我突发奇想，自己
读过的杂志是不是可以贡献给阅览室，
让更多的人阅读呢？我家里也有好几种
期刊，其中有些是关于老人文化娱乐、养
生健身、观光旅游，大多是我参加某些活
动，组织单位作为奖励赠阅的。无奈我老
眼昏花，家里好几份报纸已够我忙了，哪
再有精力去细读这么多的杂志？对胃口

的就稍稍瞄瞄，不感兴趣的就像数钱一般匆匆一翻。记
得去年有本获赠的铜版纸周刊画报，印刷倒是极为精
美，但都是些时尚名品或现代潮流的介绍，我与老伴都
不怎么感兴趣，每周厚厚一本，成了我的负担。有时我
都懒得拆封。家里的杂志一多，弄得角角落落到处都
是，等到了年底大扫除，就当垃圾处理了。
将自家读过的杂志贡献给小区阅览室，既可充分

发挥这些期刊的作用，也为居民自我教育提供点方便，
又能让自己家里整洁点。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前
些天，我在会所遇见居委的两位头头，便将这打算说
了。我以为她俩会说“研究研究”或“商量商量”，孰料我
话音刚落，她俩竟异口同声地说“好啊”，并出乎意外双
双朝我敬了个礼，以示感谢。说句实话，我做过被人感
谢的事不多，退休以后就更少，所以有点受宠若惊，回
家以后就赶紧整理，将当年的期刊悉数送去。
希望大家都来，小小阅览室就一定能随心所“阅”，

书香社会，也一定会建设得更加顺利。风景线!!"疯#景线 董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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