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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果"归来兮
许传铭

如今!一年四季!超市和街头

水果店里! 各种水果可谓琳琅满

目"

然而多则多矣! 遗憾的是!一

些#历史佳果$却式微了%本人偏爱

水分较多的梨!尤其钟爱皮薄肉嫩

汁多的鸭梨!还有扦皮时果汁滴滴

答答流淌&细腻的果肉入口即化的

莱阳梨!可惜这些梨中极品现在都

徒有虚名!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国传

统的优良果品逐渐被引进的外来

品种取而代之" 拿苹果来说!曾经

的'大国光$&'小国光$!果肉松脆

清口!酸甜适中!是我国多年培育

而成的固有优良果品! 曾被视为

'国家之光$ 的( 可现在到哪里去

了) 还有青蕉苹果&红蕉苹果和黄

蕉苹果!它们芳香扑鼻&香甜可口!

当时倍受人们的喜爱!被业中人称

为 '青元帅$&'红元帅$ 和 '黄元

帅$%可惜呀!如今'元帅$们仿佛一

夜之间人间蒸发!消失了踪迹%

这些曾给我们的生活增加甜

美的佳果!其实是被愚昧和无情抛

弃的( 在外来品种引进之初!因为

其本身优良的品质和新鲜效应!带

来了商业价值% 于是!一些人见钱

眼开就立刻见异思迁了!一窝蜂地

引进外来品种!而把自己的佳果当

作破烂丢掉%

引进外来品种并没什么不好!

但其一!不是本乡本土的物种恐难

以长久保持其原有的优越品质*其

二!引进也不能以排斥&牺牲自己

本土的宝贝为代价(放眼时下的果

品市场!苹果几乎是#红富士$的一

统天下! 而其正在逐渐退化的品

质!与我们当年的#国光$&#元帅$

相差多矣( 经过多年的折腾!果品

品种趋向单一! 品质优汰劣存!好

不叫人心痛(

作为消费者!热望果树培植专

家开展本土优良果品的抢救和改

良行动!使我国传统

的优良物种得以恢

复并发扬光大!造福

于国家人民%

#国果$归来兮(

为孩子拉开幕布
张栋成

! ! ! !那天，去妹妹家聚
餐。饭桌上互叙家常，又
把话题转到孩子的身上。
妹妹望着她的孙子说：
“努努，念几句英语给舅
公听听。”

努努今年 !

岁，读小学三年
级。每天晚上家里
都要检查他的作
业，问这问那。在他复习
英语时，还要求他大声念
出来。努努说：“我就是念
出来，你们也听不懂。”确
实，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都没有学过英语。努努这
样说，是因为对家里老是
“盯”得这么紧有些厌烦。

在孩子面前做“考
官”，我可不愿，他也不自
在。这时，我瞥见沙发上放
着一件乐器，就问努努，他
说是管风琴，学校里统一

买的。上音乐课时，老师已
教过弹奏的指法。我对努
努说：“你给大家表演一
个，好吧？”努努点了点头。
为了营造氛围，我请

努努到阳台上去，待我报
幕后，再进来表演。努努又
点了点头。
待努努走进“后台”，

我用普通话大声报幕：“下
面，由三年级李愉努同学
为大家表演，鼓掌欢迎！”

努努应声走进
房里，但他把吹管
风琴的背带套进脖
子，以致弯着腰，衣
领也扭到一边去
了。看着他这副滑稽的模
样，大家忍不住笑了起来，
努努显得很窘。面对如此
情景，我这个“导演”只能
临场救急。我对努努说：
“幕布还没有拉开，你是不
好出来的。”努努回到阳
台，我给他整了整衣领，对
他说不必紧张。
我重新报幕，用双手

往两边一扯———“拉开幕
布”。努努捧着乐器进来，
向大家鞠躬后，便坐在沙
发上开始表演。他一边吹，
一边弹奏，脸涨得通红。屋
子里琴声荡漾，看得出，
努努表演得很认真很投
入。演奏完毕，掌声响起，
努努又鞠了一个躬。趁热
打铁，我接着问：“下面表
演什么？”努努回答说：
“诗歌朗诵。”说完他又折
回阳台去了。

我再次大声报幕，却
不见他出来。侧身向阳台
望去，见他正急着打手势
提示我：你幕布还没有拉

开呀！我不禁哑然失笑，
真是太疏忽了，竟忘掉
了自己的创意。又赶紧
虚拟一回，把“幕布”拉
开。

努努连着
朗诵了几首古
诗，有声有色，
当朗诵到“欲
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时，他跨步向
前，举手向上一指。引得
大家一个劲鼓掌，说“有
点味道啊”。
努努的表演渐入佳

境，大家也兴犹未尽，我
问努努还有什么节目，
这次回答是“背诵英
语”。努努流利地背诵了
两篇课文。他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都还是第一次
听到努努背英语，虽说

听不懂，却满是
惊喜。他爷爷
说，“真糯”。这
是宁波方言，意
思是很好听。他

妈妈格外兴奋，眼眶里
竟渗出了泪花。
现在，许多孩子都

成了家里的“希望之
星”，全家人都为之倾尽
全力打造“精品”。但我
觉得在对孩子关爱、督
促的同时，也要善于欣
赏孩子的每一点进步。
给他们舞台，让他们充
分展现自己，这不单给
了孩子一个快乐的童
年，也增强了他们的自
信心。是的，别忘了给孩
子拉开幕布。

海鸥翩跹
李京南

! ! ! !悉尼的渔人码头，是个吃海鲜的旅
游去处。密集的小馆子、大排档，摆满了
大龙虾、鲍鱼、青膏蟹、生蚝……应有尽
有，但见不到缸里游盆里爬的活海鲜，
因为澳洲人要吃冰冻后的海鲜，觉得生
杀现吃太残酷不忍心。海鲜的价格并不
怎么贵，想简单一些，每人点个二三十
澳元的海鲜套餐，或另配一杯澳洲葡萄
酒，就可以吃喝得心满意足了。
那天，我们在渔人码头找到了一张

靠水边的餐桌，边吃边赏景。太阳在云
朵里穿行，舟帆在水波中倒映；成群的
海鸥吱吱嘎嘎地翩翩飞舞，就在眼前就
在身边。
这些好像被放大了的海鸥，认准了

人类朋友，会时时扑向餐桌，分享人们
盘子里的美味佳肴。本来，海鸥除了自
捕海里的鱼虾为食外，还爱捡船上港边
被人抛弃的剩羹残饭，故有“海港清洁
工”的美称。而渔人码头的海鸥不同了，
似乎太亲热欠礼貌，总是不请自来，要
与人争食，而大多游客愿意为其供食与

其共乐。如此款待，又成了问题，天天进
食过度的海鸥，长此以住，健康受到损
害。于是，码头上树起了中英文“请勿喂
食”的告示牌子。

面对渔人码头上“养尊处优”的海
鸥翩跹，我突然想起高尔基笔下在闪电
在暴风雨中勇敢飞翔的海燕……
相比之下，犹如人生之顺逆境遇，

有得有失，不禁令人感叹。

辣椒的传入
程超寰

! ! ! !辣椒的原产地在中南美洲，
原产国是墨西哥。它本是印第安
人最重要的一种调味品。"#世纪
末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传入欧洲。
"$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中国。
我国最早关于辣椒的文字记载见
于明高濂的《遵生八笺》》%"&!'(，
曰：“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
辣，色红，甚可观。”因其从海外
传来，又与花椒一样有辣味，故在
书中被称作“番椒”。

那么，辣椒是怎样传入我国
的呢？文献记载表明，辣椒传入
中国的路径可能有三条。

第一条，最先从海路传入浙
江；第二条，由朝鲜从海路传入辽
宁；第三条，从荷兰传入台湾。在
内地的传播路线，最早由浙江传
入湖南、贵州、河北；康熙雍正年
间传至陕西、山东；乾隆年间传至

安徽、福建、广西、广东、四川、江
西、湖北、甘肃诸省（其间由荷兰
传至台湾）；嘉庆年间扩大到江
苏；道光年间扩大到山西、河南和
内蒙古南部。

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曰：
“辣椒处处有
之。”此话不差。
《植物名实图
考》成书于道光
末年（")*)），此
时距辣椒的传入已过去了 +,,多
年，当然已经“处处有之”了。云南
种植辣椒的时间直至光绪年间才
有可信记录，但食辣的时间远早
于此时，早期主要从外省经四川
雅安运入而不是自己种植。
辣椒绿叶红果，鲜艳可人，传

入之初是作为观赏花卉栽培的。
《花镜》云：“初绿后朱红，悬挂可

观。”康熙《杭州府志》：“茄……细
长色纯丹，可为盆几之玩。”随着
时间的推移，辣椒的用途有了新
的变化和发展。康熙十年（"$-"）
浙江《山阴县志》：“辣茄，红色，状
如菱，可以代椒。”（替代南方所产

的胡椒）。康熙
六十一年."-//(

贵州《思州府
志》：“海椒，俗
名辣火，土苗用

以代盐。”至乾隆年间，辣椒作为
一种蔬菜，开始进入中国人的食
谱。嘉庆以后，在黔、湘、川、赣几
省已开始“种以为蔬”，进餐时“无
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
同时，辣椒的药用价值也逐

渐得到了发掘和整理。乾隆二十
三年 ."-&)(《建昌府志》：“茄椒
……味辣，治痰湿。”《南宁府志》：

“辣椒，味辛辣，消
水气，解瘴毒。”
《本草纲目拾遗》
记有一则辣椒治
疟的故事：“癸亥，
予在临安，有小仆于暑月食冷水卧
阴地，至秋疟发，百药罔效，延至初
冬，偶食辣酱，颇适口，每食需此，
又用以煎粥食，未几，疟自愈。”

辣椒传入中国凡 *,,年，大
大改变了国人传统的饮食结构。
以花椒、姜、茱萸为支柱的辛香用
料体系受到冲击，茱萸几乎完全
退出了国人的生活，花椒的食用
基本被挤缩在四川盆地内，姜在
饮食中的地位也大大下降。

辣椒的传入也丰富了本草，
中药大家庭中又增添了一位衣着
俏丽、爱发脾气、满口辛辣、热肠
无比的新成员。

! ! ! ! ! !龚蓓文
抢眼

（三字足球术语）
昨日谜面：团购实

惠（三字新词语）
谜底：拼经济（注：

经济，别解为“实惠合
算”）

尾 牙
陈 益

! ! ! !忙完了一年的经营，确实需要回顾、总结和酬谢。
从元旦到春节的这一段时间里，饭店生意家家火爆，一
时很难订到桌。台湾人把此时的饭局称之为“尾牙”
———年尾的牙祭。如今本地人也沿用了，不少公司以尾
牙的形式犒赏员工、激励士气、期待来年，一摆就是几
十桌，往往还有表演和抽奖。碰巧了，能抽到笔记本电
脑呐。
我发觉，“尾牙”营造的语境是独特的，从喝酒吃饭

开始，即使许多方面都不相同的人，也很容易交融。
那天，我们在一家台湾人开的餐厅里吃饭。酒过三

巡，阿华讲起了他年轻时的经历。他讲得很风趣，居然
把当年在台湾空军当飞行员，如何训练“反攻大陆”的
情形都当成了谈资。那时候他飞的是僚机，突然接到命
令，要执行“王师一号”任
务。上面还发放了联络图
和人民币。大家的心情非
常紧张，有人含泪写了遗
书，有人偷偷地销毁了衣
物。飞机在茫茫海面上低空飞行，谁也搞不清目标究竟
是哪里，都以为这一次肯定是血刃之战，不成功便成仁
了。在忐忑不安中盘旋了一个多小时，突然接到了新的
命令，任务改为“王师二号”。这意味着变成了演习，大
家才深深地舒了口气。
桌上的人都不由笑了。
他来大陆投资的时间并不长，名片背后印着公司

的经营范围，其中之一是“团体包伙”。原来，与无数投
资工业项目的人不同，他经营的是最大众化的职
业———便当。用吴方言说就是盒饭，装在塑料盒里的盖
着一些肉片炒白菜和宫保鸡丁之类的米饭，价格很便
宜，送到厂里不过几块钱一份。不过他依然能赚钱。每
份赚三五毛钱，也够让他笑出声了。批量很大，长流水

不断线，绝对不会亏本。当然，必须确保
食品安全。
记得有一次，一位台湾商人请我去

他家尾牙。他的家，是一幢巴洛克式的洋
房，就建造在所投资的厂区内，装潢得挺

舒适。客厅一侧的桌上摆出了丰盛的饭菜，还有特制的
台湾茶酒。我虽然不擅饮，却也喝了两杯，那酒热辣辣
中又带着几分清凉，别有风味。他很推崇台湾的古逸茗
壶和功夫茶。连品茶所用的树根雕桌子凳子，也是从台
湾运来的。客厅内，电视机正播放卫星转播的东森台，
除了政治竞选的报道，就是社会新闻。那些家长里短的
新闻，诸如轿车找不到车位，停在公交车的位置上，违
章被罚；诸如一个离婚妇女，与前老公竞争开点心连锁
店，居然胜出……都会不嫌琐碎地叙述。

在我们这儿，台湾的报纸，诸如《联合报》《中国时
报》，以及一些生活类时事类的杂志，天天都可以看到。
摆到桌上的时间，仅仅比在台北迟了半天到一天。余光
中先生说“浅浅的海峡”，确实很形象。世界上最有力量
的是什么？不是金钱，不是权位，也不是核武器，而是文
化，蕴涵了深厚历史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资
源都有可能枯竭，惟有文化像江河一样生生不息，渗透
人们的心灵，让一切同根同源的东西，交相融合。

假钱风波
蒋晓峰

! ! ! !我家住在 *,* 室，
他家是 ",*室的。我们
搬来此地已有两年整，
但大人竟然从没照过
面，孩子却成了朋友。

俩孩子同龄，
一段交往后，关系
就变成了“铁哥
们”。如今放假了，
更是整天粘在一
起，一起做假期作业、一
起玩游戏，甚至吃、住也
都一起在我家了。

那天儿子去买作文
书，回家时却空着手，一
脸的沮丧。

我问怎么没买到？
儿子答：“钱是假的。”我
接过钞票一看，果然。不
待我再问，儿子已悄然
落泪，很委屈地说：“我
把他当成朋友，没想到
他耍我，用假钱换走了

我 的 真
钱。”

原
来，是那
个小朋友

在上月急需去学校交饭
钱，临时想起后才在路
上开口问我儿子借的。
直到放假了，儿子要买
书，才催促小朋友归还，
可第二天便发生了此等
事。

我爱人为此很生
气，把怨气发泄在儿子
身上，连连数落孩子交
友不慎，还搬出“农夫与
蛇”的寓言来警告儿子，
说以后不要再与“那种
乡下人”来往，并说只当
是买个教训！

我反对爱人的做
法，觉得事情还没弄清，
这事不能这么武断处

理。
我对儿子说：“你得去

把事情当面说清楚，不管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都
不能哭，更不能去吵。这是

你与小朋友之间的事，我
不会帮你，你自己去处理
吧。”
儿子下楼去了，是怎

么去与小朋友沟通的，我
不得而知。过了一会，俩孩
子一块回来了，有说有笑
的，似乎一点隔阂都没有。
又过了一会，一个中

年女人来敲门，还拎了一
串香蕉。她进门就递给我
一张百元钞票，说：“真的
对不起你们。我儿子问你
儿子借钱的事，我给忘了。
昨天我儿子是去问卖水果

的老乡借了钱来还的。我
那个老乡怕我儿子瞎用
钱，就给孩子一张假钱。要
不是你儿子来说，我还不
知道呢！所以我一听说，
就立即赶了回来。我
们忙着做生意，一直
没时间照看孩子，最
近我儿子吃在你家，
还住在你家，已经很

过意不去了，还生出这么
大一个误会，真的对不住
你们……”
孩子差一点少了一个

朋友，也差一点过早体验
到“人心叵测”的世情。幸
亏我没有另眼相看那些来
都市讨生活的人！其实我
们和他们的心都是善良
的，就算会有误会发生，只
要说出来，什么误会都能
消除。

经过这件事，两个铁
哥们关系更铁了。我们两
家的大人也成了朋友。

!子
长
路
"的
读
法

张
高
炜

! ! ! !上海普陀区的志丹路东面，有一
条与之平行的南北向的小马路———
子长路。人们习惯上都叫它“0!12"34”
路。可不是，路牌上的汉语拼音都明
白无误地这样标注着。那么，如此叫
法对吗？

其实，“子长”，既是人名，也是地
名。说是人名，那是指被毛泽东誉为
“虽死犹生”的“民族英雄”、陕北红军
和苏区创建人的谢子长；说是地名，
是指尔后为纪念谢子长而由其故乡
安定县改名的子长县。

谢子长原名世元，从小立志救国，因仰慕司马
迁忍辱负重、发奋图强、自强不息的人格精神，以司
马迁的字子长为己名。既然“子长”是司马迁的字，
那么，读音就得按规矩来念。

根据古人名与字意义相关联的原理，司马迁的
字子长中的“长”应念
作“02#34”：“02$34”，
动词，为“生长”、“增
进”之意，与“迁”的升
官义吻合；而“12%34”，
形容词，表距离之大或
时间之久，此义与司马
迁的名无关。

一个路名，一段故
事，看似不起眼的路
名，其背后所隐藏的可
歌可泣的厚重的文化
内涵，是不能不引起我
们仔细咀嚼和高度关
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