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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趣方寸中
朱莎莎

! ! ! !喜欢押花。
押花并不复杂。采

摘新鲜的花朵、草叶，修
剪成形，夹在两页干燥
纸之间。过三四天后，花

草的水分基本就可吸附掉。此时，干燥
的花草就可用作他用，比如做钥匙扣、
书签等。我比较喜欢的是制成书签。用
专用胶水把花草粘在书签上，盖上印
章，再到相馆覆膜，可使得花草的色泽
保持长久一些。
印章可谓是押花

的“点睛之笔”。花朵
有其柔和清丽之美，
草木枝条有其纤细摇
曳之姿，用静态方式把它凝固，呈现在
空白书页上，若无印章，也不失它的雅
致秀美。但有了印章，“雅”便多了一分，
“美”便增了一色。获得印章不是件容易
的事，我不会篆刻，有幸某人上大学时
选修过篆刻的课程，闲暇之时也会刻几
枚印章。我向他讨要了两枚以我的名字
为篆刻的印章，有时也会让他把别人送
我们的印章印于书签。有名家印章的衬
托，书签看上去便显得厚重珍贵了些。
并不是所有的花都适合做书签的，

花色极为重要。梅花，白的、粉的花瓣依
托红褐色的花萼，在黑色枝桠上映着苍
茫辽阔的天空，原是很美的。但我几次
尝试，几乎都失败了，四五片花瓣分离
开来，不能成形。倒是偶然押了一次樱
花，可能是剪了一段叶柄作了支撑，押
出来的效果十分之好，连花蕊都清晰可
见。粉红色的海棠花开似锦，我特意采
摘了几片带叶条的花瓣，初始押出来的
颜色未变，过了一周左右，有的便染上
霉色，锈黄般的晕渐渐显露出来。不久
颜色即褪了，委实可惜。

黄色是我最为喜欢的花色。像三四
月开得繁盛的迎春花，颜色鲜丽，六片
花瓣厚薄适中，在绿色小叶的映衬下显
得俊俏极了。去年押过一批，颜色一直
没变。今年又采摘了很多，用它押了各
式各样的书签。黄灿灿的油菜花也很招
人爱，枝条上升出密麻的黄色花瓣，油
菜花的模样便初露端倪。最好选用那些
已开完全的花，种籽不要太多，否则到
相馆覆膜时会有明显的凹凸感。

原以为草叶不太
适合押制，因为茎枝
粗大，覆膜时往往会
盖不平匀，有明显的
白色气膜充在其中。

但若选取纤瘦细长的叶柄，紫色小花夹
在卵状椭圆形翠叶里，或者如豆米粒还
未开的花序密集在一起，押出来的样子
也极为别致，草木的轮廓可以寻得见。
枝节粗大些的花草，我尝试着押在

纸质相片框中。紫藤花干燥之后，紫色
光晕渐渐褪去，灰白色的底露出来；反
倒是小区内不知名的紫色小花，颜色经
久未褪。分出五六个小枝，浅淡的紫色
吟着冷冷的调子，白色花蕊明晰了然，
凛然有出世之意。
押花，可以是一种生活态度。万物有

灵，把花草之美凝固，让它留驻世间，散
发清香，在纷扰杂芜的世界里，便仿佛寻
求到了一种使内心澄净和欣悦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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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一族
俞昌基

! ! ! !国门大开，神州大地涌现了一波又一波留学潮。若
干年后，有的子女学业有成“海归”了，在国内打拼发展。
有的找到了工作，安居异国他乡，还把双亲接去颐养天
年。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国人的传统理念：阖家团团圆圆，
共享天伦之乐。还有的儿女在海外定居了，但是父辈不
能或不愿移民去生活或养老，于是就出现了留守一族。

有位同事的独生女在 !国生了小宝宝，小妈咪请
她去照顾坐月子，带萌娃。谁都知道，带娃两个字好辛
苦———当然，一份辛苦能换得几分喜感。可是签证只有
半年，同事带娃半年以后只能下岗回国，亲家母前去接
班上岗。于是乎，同事每天只能等着看女儿发来的微
信，过把“思孙之瘾”。
有位老友的儿子

留学 " 国以后定居
了，把未满周岁的小
贝贝送回上海，让爷
爷奶奶带宝宝。老两口尽管都有慢性病，但瞒着儿子，
整天含饴弄孙，忙得废寝忘食，还常乐呵呵地带娃去上
早教课。爷爷早已修炼成“食指族”了，不时在微信上晒
娃秀娃，荣获了巨多的点赞和美评，勿要太扎劲噢！可
是五六年后，儿子媳妇把小贝贝接回 "国去读书了。
留守的二老很失落，有时见了邻家的孩子还会发呆，甚
至泪奔。如今，老两口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在手机上
刷屏看美照，同小贝贝开启话痨模式。

想想这些极具牺牲精神的中国式父母也够伟大，
当年是省吃俭用花大把的银子送子女出国留学，现在
是花无穷大的力气和无穷多的心思，尽心尽职地抚养
第三代，临了还要饱尝相思之苦。哎，留守一族可谓是
幸福满满，无奈多多！

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留守
一族就更离不开老伴了。但不管你是
长寿的欧吉桑或欧巴桑，走到最后总
是独身一人。我有位年届耄期的老姨，
一双子女和孙辈都在欧美，事业辉煌学业有成。可是几
年前姨夫猝死，留下她孤身一人，过上了“出门一把锁，
进门一盏灯”的空巢生活。都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然
而留守的孤老很寂寞。子女还是孝顺的，每年都来探
亲，还给老妈请了住家保姆。上次老姨动小手术住院，
我去探望时开玩笑地问：您把子女都送出国后悔吗？老
太太笑笑说：“只要儿孙过得好，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
我再不行就进养老院嘛，决不能成为儿孙的包袱！”我
感动，也感慨：难道“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正如马尔克
斯所说的，是“与孤寂签订一个体面的协定”？

但也有一位老哥的女儿，早年留学 #国，后来成
家立业定居了。老哥夫妇俩多年来经常飞来飞去，既探
望儿孙，也游山玩水。如今老哥垂垂老矣，去年他女儿
回沪开了家公司，一边经商一边照顾父母，当然还要兼
顾外国的家室。老夫妻膝下有女，老来有靠，被朋友圈
戏称为“五 #级幸福老人”。

生活方式多种多样，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进步。但有
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对感情的渴求与对家庭的责任。如
何好好处理这个问题，值得所有身处其间的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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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期，多地发生洪涝，
令人揪心。居家在湖荡水
乡，长大后又长期在这儿
工作，故对防汛排涝感触
特别深，也特别真切。

在儿时的记忆里，每
年春去不久，往往便阴雨
绵绵，有时雨还倾盆似的
倒个不停。常常一夜一过，
河水即满了，田里庄稼不
少大半身子埋下了水，只
探出些些叶片在“招手”呼
救，整个村庄也像
一叶扁舟，岌岌可
危地飘在水面上。
大人都去排涝了，
我们小孩子闷在
家，望着雨，听爷爷
奶奶讲发大水的故
事。最忘不了，说是
民国 $%年（&'(&），
运河堤缺口，到处
“漫野白茫茫，撑船
不问庄，门口可洗
脚，锅门口捉鱼虾”，庄稼
绝收，百姓遭殃……
我记事于新中国成立

之初，开始排涝顶先进的
工具只有脚踏水车、风车、
大泼车，没条件的只好用
水桶兜、脸盆刮，以后逐步
用上了抽水机、电排站。

大纵湖乡是有名的
“锅底洼”，而这里的陈大
村，又是“锅底洼”的“锅底
洼”，就是“锅脐子”，几乎
年年遇大涝，有句流传语
叫做：陈大沟，十年九不
收。旧社会，庄稼淹了，家
家泥门闭户去苏南逃荒。
但到了新中国，还是那片
“锅脐子”，可陈大沟年年
大丰收。原因何在？集体力
量大，政府帮助多。早些
年，全乡以至全县来支援

排涝抗灾的水车能有上百
辆、抽水机上百台，以后，
政府又新建了一座当时苏
北功率最大的电排站（&
秒钟可排水 (个立方米），
加上不断加强的农田水利
建设，“水牢地”欣喜变成
了“粮棉仓”、“金银荡”。
说到排涝抢险，那可

是场殊死战斗啊！日前翻
阅旧手稿，见一篇登在乡
黑板报上的通讯，题为《团

结战斗的凯歌》，不
妨择其片段：

!"#$年 %月 $

日深夜! 地势低洼

的大纵湖畔! 灯光

闪闪!机声隆隆"排

涝战斗正在紧张有

序地进行着" 凌晨

一点钟! 一个意外

的事情发生了" 由

于湖堤内外水位差

过大! 又一阵狂风

恶浪! 横子河东坝已闭实

的涵洞一下冲破了! 咆哮

的湖水直向内河涌来#$

负责看守圩堤的北宋大队

女社员张金女发现情况!

立即边敲锣边放声呼救%

&噹噹噹'(()刚开完晚会

回宿舍不久的公社所有干

部都一骨碌地起了身!有

的冲到了现场! 有的下到

村上组织群众% 北

宋*北中*北西三个

大队的抢险突击队

员几乎同时紧急集

合!带上工具!冒雨

摸黑!赶了过来% 决口处顿

时汇集了上千人的抢险大

军%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

紧张战斗!决口终于堵住了!

欢笑声震醒了东方晨曦%

为排涝，许多人受了
伤，惹下终身疾患，都无怨
无悔，有人还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我工作的义丰乡
水利站水利员高来林，那
年汛期，连续 )%多个日日
夜夜奋战在排涝第一线，
因过度劳累，体力不支，一
次查看水情，被卷进了滔
滔洪水，年仅 (*岁。
防汛排涝，事关人民

生命财产。各级政府非常
重视。到时，县、乡都要成
立专门指挥部，村设领导

小组。“一把手”为总指挥
或组长，水利部门设办公
室，日夜有人值班。并提前
检修闸站，加固圩堤，备足
排涝物资，组织培训好抢
险队员，明确目标责任，其
间还不停检查验收。我在
乡政府工作的那些年，领
导都让我负责办一份《排
涝战报》，传达上级号令，
介绍汛情动态，宣传好人

好事，不停鼓舞打
气。譬如，“人在圩
在，水涨圩高”、不
丢一株棉，不淹一
颗秧”等誓言警

语，每期登几条；动人心
扉的唱词编几段，让甜姐
亮嗓在扩音机里吼几吼；
有一篇题目叫《干》的十
六字令，我至今记忆犹
新：干，唤起工农千百万，
战雨涝，团结斗“敌顽”。
干，社员都是英雄汉，斗天
地，何惧苦、死、难。干，一
块泥垡一颗弹，夺丰收，埋
葬帝修反……我没有做读
者调查，但相信战报在当时
恐怕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风风雨雨、平平安安

几十年过去了。而今人们
防汛排涝的条件自然比那
时好多了。放眼望去，乡村
处处，圩堤固若金汤，电排
站星罗棋布。不过，愚想，
天有不测风云，有些自然
灾害人类尚不能完全把
握。因而，从严从难做好抗
击各种自然灾害的弦仍要
时时绷紧；至于那种不怕
苦的精神、团结协作的胸
怀以及信心勇气，是今天仍
在发挥作用的宝贵财富！

夏季!下肢溃疡更需及时治疗
王小平 张宇

! ! ! !下肢溃疡分为动脉性溃疡和静
脉性溃疡，动脉性溃疡通常发生在
足趾，而静脉性溃疡通常发生在小
腿的内侧及外侧，尤其是踝关节的
周围，前者中医称之为“脱疽病”，后
者中医称之为“臁疮病”。这次我们
主要说的就是静脉性溃
疡，也就是“臁疮病”。
发生于小腿中下段

的慢性皮肤溃疡，就是
臁疮病。起病初期，病人
常常感到下肢酸胀、疲乏，有的足背
或踝关节发生水肿，也就是下肢静
脉曲张的表现，如不加以治疗，病情
进一步发展，小腿下段及踝部皮肤
容易发生溃疡。溃疡越烂越
大，越烂越深，最终将皮肤
全层烂坏，溃疡严重的甚至
会发生癌变。小腿中下段前
方，皮下就是骨头，一旦发
生溃疡，骨头就露出来，表面随之发
生感染，形成慢性骨髓炎。
中医认为，是由于患者先天禀

赋不足，脉道薄弱，加之久立、久行、
久蹲、久坐、过度劳累、或受风寒、湿

痹侵袭，以致下肢脉络失于通畅，局
部气血运行失常，加之湿热之邪下
迫，气滞血凝，蕴酿成疮。局部皮肤
搔抓、碰伤、虫咬、烫伤、湿疮等可为
本病的诱发因毒。西医认为静脉壁
软弱，静脉瓣膜缺陷以及浅静脉内

压力升高，是引起浅静脉曲张的主
要原因，与遗传因素有关。
治疗本病理想有效的方法是：注

重预防，早期干预，综合治疗。微创血
管腔内治疗术结合中医治疗
下肢静脉性溃疡是一种新的
微创治疗方法，对于由于种种
原因难以耐受传统开刀之苦
的患者，此疗法也很适用。
患有下肢静脉性溃疡以及下肢

静脉曲张的患者，日常生活中应重
视避免久站、久行、久坐，重视腿部
运动，尽量发挥小腿肌肉泵作用，促
进静脉回流。坚持适当的运动，以改

善小血管痉挛，提高血管壁弹性；适
当缓慢运动，既能改善动脉缺血、静
脉瘀血，又能建立侧枝循环代偿功
能。同时保持良好的饮食与生活习
惯，在饮食方面应多吃高纤低脂食
物及加强维生素 +、"的补充。

最后，专家告诫患有
下肢静脉性溃疡的患者，
切勿因为早期疾病症状不
明显而忽视治疗，亦不要
因为晚期出现各种并发症

而灰心失望、畏惧治疗。可以通过专
科医师、科普文献，去了解疾病的病
因、症状特点以及预防和治疗，在不
同阶段采取不同的防治措施来应
对。在尚未出现明显色素沉着、皮下
硬结、湿疹、慢性溃疡等后期症状时
及时就医治疗，这样，可以减轻痛
苦，保持下肢美观，尽早获得疾病治
愈。已经出现明显色素沉着、皮下硬
结、湿疹、慢性溃疡等后期症状的患
者，更应该抓紧时间请专家诊治，以
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和避免留下后遗
症。+王小平,上海市中医医院外二

科科主任 张宇,外二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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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蒸蒸日上的事业，也
有些许平淡附在背后。

刚刚过去的辉煌，没
能把它们掩盖，而现在的
内心是平静的。

兴旺总是从平淡开
始，最后又回到平淡。
我经常被这种平淡所

吸引，静坐而思，思而不
眠。这个过程和这样的思
绪，仿佛就是一座无名石
的浮雕。
在这些内涵里，色彩

与目标都是最简单的，又
是很难有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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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谷人是我的老友，我们认识已经有四十二年了。平
时往来不多，只是几乎相同的经历，让我们都记挂着对
方。退休前他在地方广播电台工作，所以许多人都熟悉
他的浦东口音。他很能干，会做电工，会装无线电收音
机，会做木匠，会摄影，还开过摄影展，会写文章，还有
兴趣吟七律赠送友人，人缘很好。
他退休后用祖传的街面房子开设了小茶楼。小茶

楼没有店名，却在小镇上独领风骚。门面装修古色古香，
讲究雕刻设计。门虽设而常关，只挂着一
块小牌子“营业中”。室内柜子里陈列着各
种紫砂茶壶。有限的墙壁空间还挂着几幅
书法作品。茶楼最多容纳四五个人来坐
坐，喝茶，不收分文。他说，我开这个小茶
楼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臭气相投”
者来坐坐，聊聊天，打发打发时间。
一座小茶楼，一群小老头。我们聚在

一起聊乡土文化，话题大多是谷人提出
来的，诸如浦东说书，民间故事，昂昂调
（滩簧），浦东竹枝词，书法篆刻家命运、
当地大族、本地出身的官宦之士，古树、
古建筑，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且都与浦东
有关。他如数家珍说，你现在住的地方是
黄炎培家的老家基，那里有棵一百多年

的桂花树，原来长在黄家院子里，现在旧房子拆掉了，
留下桂花树，被有关方面作为古木保护起来。黄炎培的
祖上就是从高行南镇黄家发宅到川沙内史第的。

有一次我闯进他的小茶楼，他请出读五年级的孙子
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十分流利。然后又让他演唱
了一段沪剧《芦荡火种》。谷人说，本地人要知道本地，要
有乡土文化的积淀，否则难免数典忘祖，失去生气。
我们聊了将近半天，没有一个客户上门买茶叶。临

近散场时，总算有个人来买茶叶，顾客自己动手拿了一
包茶叶，扔下十元钱，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个眼色也
没有。我想这一个应该也是常客。

最近谷人心里有点
烦，据说要动拆迁，如果成
为事实，他的小茶楼就开
不成了，即使分套底楼，可
是小区里不让开茶楼，我
们这群聊客就会“树倒猢
狲散”，所以他不希望马上
动迁。我说：“开不成茶楼
就改成出租房，钱可能比
卖茶叶还要多些。”他说：
“夫子，差兮，人活到一定
的时候还要钱干什么呢？
看着钱发呆与面对朋友神
侃，孰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