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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酒杯的爱
金 华

! ! ! !三十多年过去了，她一直
记得那一幕。

那天，家里贵客临门，父亲
多喝了两杯酒，结果酩酊大醉。
也许是年轻气盛，再加上酒精

的刺激，待客人走后，父亲和母亲不知怎么地
就大吵了起来。她呢，那时不过六七岁的孩子
吧，弟弟还刚会走路。面对父母因气愤而扭曲
的脸和一屋子的狼藉，她和弟弟都吓得大哭。
她紧紧地搂着弟弟，缩在堂屋的桌子底下。直
到爷爷奶奶听到吵闹声赶来将父亲们“各打
五十大板”，这场战事才算告歇。她和弟弟早
已哭累了，被母亲抱到了床上。父亲这么一
闹，酒性也退去了大半，默默地回房休息。
小小的她却怎么也睡不着，蜷缩在被窝

里，睁着大大的眼睛，侧耳听堂屋的动静，她
害怕爷爷奶奶走后父母会再次吵起来。夜很
深了，她装着起来解小便，偷偷摸到堂屋，爬
上凳子，将条几上白天招待客人喝剩下的半

瓶白酒倒进了过道的痰盂里。她恨它！因为它
让父母吵架。想必是弄出的声响太大，也或许
是父母根本就没睡着。听见堂屋有声音，父母
都赶紧起了床。看见她手里空着的酒瓶，父亲
惊呆了，一把将她搂在怀里。那一刻，气氛凝
滞，妻子委屈的泪水，她的哭泣的哀求，让父
亲震撼，父亲决定好好爱着怀里的这个小小

的人儿，好好爱这个家。
而今，她父亲已年过六旬，自前年身体突

染重病后，已不再沾染烟酒。但她知道，父亲
依然贪恋它，如果不是这病的话。

端午节那天，父亲和母亲来小城，她特
地烧了几个拿手小菜，还特意喊来了和父亲
投缘的小姨夫一家。席间自然美酒相欢。父

亲静坐一旁，心难免为之所动。大家一阵笑
闹，她的夫婿拿来酒杯，也为岳父满上。因为
父亲的病绝对忌酒，医生也一再强调。端着
明晃晃的酒杯，父亲像是找到了当年驰骋酒
场的感觉，兴奋得像个孩子———今天特殊！
父亲笑着说，她也笑，大家一起笑了起来。仅
此一杯酒，整个席间，都在父亲手里一直端
着，她牢牢盯着酒杯，并偷偷转移了桌子边
上的第二瓶酒，席间的人也自是浅酌淡饮，
默然间心神领会。
当然，这一切小动作都没能逃过父亲的

眼睛，父亲看着她依然是笑。
有人没人在场的时候，父亲都喜欢说，这

丫头，从小就反对我喝酒！她嘴上说着，记仇
的老头！却泪溢眼眶。没错，这么多年过去了，
父亲如她一样，犹记当年的那一幕。父亲始终
细心地呵护着面前的女儿。而她的牵挂和爱，
早已溢出当年的浅浅杯皿，纵横汪洋在流淌
的岁月之河中。

!茱萸"辨识
程超寰

! ! ! !“独在异乡为异
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
茱萸少一人。”唐代诗
人王维的这首诗千百
年来牵动了无数游子离客
的思乡之情。但诗中的“茱
萸”究竟为何物，许多人也
许并不清楚。
茱萸是一种植物。根

据习俗，重阳节时须头插茱
萸花或佩戴内装茱萸果实
的红布囊。晋周处《风土记》
曰：“九月九日……俗尚此
日折茱萸以插头，云避除恶
气，而御初寒。”西汉以前这
种习俗可能只在宫中流传。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
刘邦的爱妾戚夫人被吕后
害死后，戚夫人的侍女贾佩
兰也被驱逐出宫，后嫁给了
扶风人假儒。闲谈时，贾曾
提到她在宫廷时，每年“九
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
菊花酒”，以辟邪延寿。重阳
节的习俗由此流传到民间，
逐渐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

在本草中，以“茱萸”
为名者有三：山茱萸、吴茱
萸和食茱萸，那么，在重阳
节佩插的究竟是哪一种茱
萸呢？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

物，以去核后的果肉入药，
为著名的滋补药，具补益
肝肾、收涩固脱的作用，但
绝无“避除恶气”、“御初
寒”的功能。显然，它并不
是重阳节佩插的那个茱
萸。

吴、食两茱萸都是芸
香科植物。吴茱萸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功能散寒
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
泻。用于厥阴头痛，寒疝腹
痛，脘腹胁痛，呕吐吞酸，
五更泄泻等。《本草纲目》
引《淮南万毕术》云：井上
宜种茱萸，叶落井中，人饮
其水，无瘟疫。悬其子于
屋，辟鬼魅。又引《五行志》
云：舍东种白杨、茱萸，增
年除害。吴茱萸在古人眼
中的驱恶辟邪之力，由此
可见一斑。
食茱萸是樗叶花椒的

果实，它最初的名称并不
叫食茱萸。《礼记》称它为
“藙”，《尔雅》名其为“榝”，
《广雅》谓之“越椒”，《本草
拾遗》呼作“欓子”。它的外
观性状与吴茱萸颇为相
似。《说文解字》：榝，“似茱
萸，出淮南”。《尔雅》郭璞
注：“榝，似茱萸而小，赤
色。”陆德明《经典释文》：
藙，“似茱萸而实赤小”。据
本草记载，本品功能温中，
燥湿，杀虫，止痛；《本草纲
目》谓其“功同吴茱萸，力
少（稍）劣尔”。可见它是一
种重要的调味品。它在古
代饮食中的地位就如今天
的辣椒一样。其入馔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西周。作为
香辛调料，它与花椒、姜并
列为“三香”。概而言之，
其形、性皆似吴茱萸，因得
“茱萸”之名；“食茱萸”者，
因其可作烹饪佐料，故名。
食茱萸也沾“茱萸”之

名。《本草纲目》谓其“功同
吴茱萸”，当然也包含了
“无瘟疫”、“辟鬼魅”、“增
年除害”的功能。但是，食

茱萸之名始见于孙思邈
《千金·食治》，是唐代才
出现的药名，而重阳节
佩插茱萸的习俗滥觞于
西汉初叶，其间相距八

百多年。所以，在重阳节供
佩插的只能是吴茱萸，而
不是其他什么“茱萸”。
自明末清初辣椒传入

我国以后，食茱萸逐渐淡
出了国人的生活。近代，樗
叶花椒的树皮在华东地区
作海桐皮入药，功能祛风
除湿，通络止痛。用于风寒
湿痹、腰膝疼痛、跌打损伤
等证。因产于浙江，故名浙
桐皮。目前在上海地区使
用的“海桐皮”，就是此物。
显赫一时的食茱萸虽然完
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
的家族依然作为中药大家
庭中的一员，发挥着它匡
疾济世的作用。

大家露天泡脚
施云桂图/文

! ! ! !耳闻宜春温
汤镇有富硒温泉，
已成养身休闲的
好去处。在当地文
友夏侯兄的引导
下，我们来到露天泡脚现场———古井花园。
只见紫藤长廊下，几十名来自天南地

北的游客正在泡脚聊天，场面甚为热闹。
一个十余平方米的水池冒着水泡，飘着热
气，这就是温汤古泉，也称明月山温泉。据
传南宋禅师定远云游至此，发现温泉犹如
涌珠，饮之沁人心脾，浴后润体滑肤，于是
募资砌井修池，建寺
诵经，寿至耄耋。
家住温汤镇的高

级地质勘探工欧阳路
政告诉我们，明月山
属武功山系，温汤古
泉“高硒低硫”，无色无
味，低钠偏硅酸，水温
常年保持在 !"#$%!，
是国内唯一可以直接
饮用的温泉，因此引
来如潮的游客沐浴泡
脚。陪同我们的明月
山管委会邹亮先生笑
着说：“可不是，这次中
秋国庆游客爆棚，排

队的游客自驾车
延绵 &公里之多。
来这里泡脚的人
有来自山东、河
南、福建、上海

……东西南北中，皆以泡脚为乐。”
我们俩被这神奇的古泉吸引，每人

花 &元钱租了塑料桶和板凳，打来泉水
泡脚，果然感觉良好。这时虽然已是黄
昏，但见一拨又一拨拎着塑料桶和板凳
的人纷至沓来，排队打水泡脚，谈笑风
生……

茶与少数民族
陈铭华

! ! ! !早在五六千年
前的仰韶文化时代
的母系氏族社会，
我国就发现了野生
茶树，并探知其药
用功能。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饮茶习
俗各具特点，这与地域、民族和生活方式
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族在经济与
文化上的力量始终占有优势，并深深地
影响着少数民族，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
文化上的大融合。汲取汉族文化
是少数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条基本
路径。当饮茶习俗成为汉族社会
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时，少数民
族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中唐时期，回纥灭东突厥之后控制

了盛产马匹的蒙古高原。唐朝政府要求
回纥提供战马，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回
纥“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即赶着大量马
匹来到中原，换购茶叶之后返回，开辟了
茶马互市的先河。宋朝是茶文化盛行时
代，各民族一方面汲取汉族茶文化，一方

面发展茶叶经济。在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
政府规定不许用粮
食换取茶叶；在女真
族建立的金国，政府

规定七品以上才能在家中饮茶，茶叶不
得转让馈赠。金国饮茶习俗的盛行，与金
朝第三代皇帝熙宗“能赋诗、染翰、雅歌、
儒服、分茶、焚香、奕棋、象戏”，极力学习
与推崇汉文化有着重要关系。分茶是宋

代汉人点茶的一种技艺，这一闲
情生活文化也被少数民族在汉化
风气中接受。
在我国少数民族中，除赫哲族

人很少饮茶外，其他少数民族都有
别具一格的饮茶习俗，比如，苗族的打油
茶、傣族的竹筒茶、土家族的擂茶、白族的
三道茶、纳西族的龙虎斗、僳僳族的油盐
茶、回族的罐罐茶等等，民族饮茶习俗有
其历史的传承性和独特性，又有其变异性
和兼容性，使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不断
融合，并显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点。

订报敬老好
曹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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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雅韵”开了花
程 功

! ! ! !那件令“评弹
迷”高兴的事，发生
在五年前的一个秋
天晚上。由上海华
皓会计师事务所、
上海商学院和上海评弹团
联合主办的“吴语雅韵”评
弹艺术欣赏沙龙诞生了。
从当时起，弘扬民族优秀
文化，以“吴语雅韵”陶冶
高尚人格，拉开了序幕。

作为“吴语雅韵”的
出资方上海华皓会计师
事务所，在五年前是个不
起眼的小企业。当时全所
只有 %位注册会计师，'"
名员工。作为掌门人的程
皓敏锐地感到要办好企
业，提升员工素质，营造
企业文化至关重要。于
是，他想起了儿时喜爱的

苏州评弹。被称为江南奇
葩的苏州评弹，以“说、
噱、弹、唱、演”的表演形
式吸引观众，寓教于乐。
这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样
式，特别适合他们提升文
化氛围和员工素质。他把
这个想法告诉了
当时在上海商学
院的兼职老师许
有强。两人一拍即
合，通过协调努
力，由文、教、企三
方合办的这个艺术沙龙
就此呱呱坠地。
五年中，每季度在“乡

音书苑”上演一次的评弹
艺术欣赏会，%(台弹词和
评话节目涵盖了 !) 余个
苏州评弹的精品折子，使
听众们大开眼界。那些从
未接触过弦索叮咚的白领
们也开始慢慢地喜爱上了
评弹，也能说出“蒋调”和
“张调”的区别。初创时，台
上一个噱头引起哄堂大笑
时，但外地来的新上海人
却感到茫然。当邻座的同
伴用普通话“翻译”给他们
听时，他们这才为这精彩
的演出发出会心一笑。

五年后，随着员工素
质和企业文化得以提升，
华皓员工由 ("人变为 !*

人，注册会计师从 %名变
为 +(名。过去默默无闻的
会计师事务所成了第 "届
中国时代十大诚信示范单
位和上海市文明单位，其

所长程皓也荣获
“%)(%年度上海市
青年五四奖章”。通
过“吴语雅韵”这个
平台，商学院把评

弹作为“高雅艺术”引进校
园，还聘请著名评弹演员
给大学生上艺术选修课，
使“吴侬软语”伴随着琅琅
读书声。评弹团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不少人跑码
头说书，成功举办了建团

六 十 周 年 大
庆———评弹新篇
《四大美人》赴京
演出，载誉而归，
前后二期学馆学

员毕业进入评弹团，使评
弹艺术能薪火相承……
“吴语雅韵”在三个单

位开了花。再过五年，他
们会取得哪些可喜的新变
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胡文明
复述

（二字礼貌用语）
昨日谜面：网上罗人

才（字一）
谜底：财（注：网上，为

“冂”，再加“人”“才”，故为
“财”字）

!熊
肉
"的
滋
味

姜
宏
云

! ! ! !当兵卅载，吃过猪
肉、牛肉、羊肉、鸡肉、鸭
肉、蛙肉、蛇肉等各种飞
禽走兽的肉，包括“天上
龙肉，地下驴肉”，军营
中的这些肉与老百姓碗中的肉其实都
是一样的。如今，解甲归田的我却始终
忘不了入营第一晚吃的那个“熊肉”，
那滋味竟陪伴了我整个军旅生涯。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冬天，我

从上海城边上一个火车站上了运新兵
的军列，一路走走停停，走了一天一
夜，晚上九点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
一个军用站台停了下来，昏暗中我们这群无比兴奋却
又十分疲惫的“新兵蛋子”排成一个个方块，然后被各
分队接兵的领走了。($岁的我还是个“豆芽菜”，肩上
背着背包，手上拎着沉重的旅行袋，渐渐就掉队了，这
时候老班长出现了，“快跟上！把包给我！怎么这么重？”
我心头一热就说了句实话：“全是书，准备考军校！”营

区真大啊！走过坦克团，走
过炮团，走过师部，我们走
了近一个小时，两腿发软
汗湿帽圈，终于走进了新
兵营。放下背包，围着水磨
石做的餐桌，没有椅子，一
群又累又饿的新兵站着就
狼吞虎咽开饭了，热气腾
腾的白菜肉丝面，很简单，
很香，可惜肉丝老得像皮
筋。“这个炊事班，烧的什
么熊肉！”突然间，老班长
气哼哼冒出一句话，让我
大惊，心想咱们部队伙食
真不错，竟然还有熊肉吃。
我在家虽然一门心思考大
学，但我也知道，熊是保护
动物，天底下最好吃的可
能就数熊掌了。我一高兴
就忘了饭堂纪律，说起话
来，“班长，我们在家吃猪
肉还要肉票，咱们部队真
好，还有熊肉吃”。话音刚
落，只听噗的一声，面条和
肉从老班长的嘴里喷了出
来。望着笑弯了腰的老班
长，我愣了半天竟没想明
白。“笑什么，保持安静！”
远处传来连长威严的训斥
声。

紧张新奇枯燥，这三个月的新兵营生活，竟深刻影
响了我三十多年军旅生涯。后来，我知道老班长是徐州
人，“熊”不离口，那是他最鲜明的方言特色。每当“熊”
字从他嘴里蹦出来时，总是那么传神。当我们班队列会
操没能如他愿拿到全营第一名时，他气急败坏地训斥
我们“瞧你们那个‘熊样’！”当我们夺了全连内务卫生
评比红旗时，他笑眯眯地直点头，“不错，不错，你们这
群‘熊孩子’！”第一次打靶我因为成绩不及格而垂头丧
气，他把我拽到一边谈心鼓励，“车站分兵那天，我第一
眼见你就断定，这个‘熊孩子’将来会穿‘四个兜’。不
过，像你现在这个‘熊样’可不行。常言道：‘兵熊熊一
个，将熊熊一窝’。你以后考上军校当干部是要带兵的，
要有见红旗就扛，有第一就争的劲头啊！”

老班长姓孙，%(岁，但私底下我们这群“新兵蛋
子”都叫他熊班长。新兵营解散时，他找连长开了后门，
硬是把我带回了老连队他那个班。一年后，熊班长退伍
了，分别那天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泪汪汪弄湿了草绿
色的军装。熊班长走了，熊班长的精气神留下了，我一
直受用，带领我的班、我的排、我的连队、我的部队向
前、向前。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从 "&医院

党委“班长”岗位上脱军装交班了，百感交集，老班长你
在哪里啊，真想向你大声报告：“熊孩子”胜利完成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