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赵 美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haom@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12019年8月24日 星期六

/晚晴风景

! 吴翼民

忽然想起了“丝丝入扣”这个词儿，
———夏季餐桌上几乎每天都有

切成丝的菜，这也丝那也丝的，好不
热闹。

似乎最先以身作则“粉身碎骨”的
是春笋。春雨把笋儿育肥实了，笋儿就
慷慨登上砧板，任由宰割。人们把它切
成块切成条，也切成了丝。前者在腌笃
鲜里擅风华，后者与各种荤素的丝丝
搭档，搭出了几多美味、几多风情。记
得还是冬笋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将其
切成丝，与香菇丝肉丝一起炒，作春卷
的馅儿，让“咬春”咬得个生脆、有声有
色———因有笋丝，这春卷焉能不脆？曾
经品尝过北京味儿的春饼，用薄薄的
面饼卷着京酱肉丝或烤鸭片儿、黄瓜
丝儿、大葱丝儿，再蘸着大酱，也是咬
得嘎嘣脆的“咬春”，似不及江南笋丝
肉丝包的、经油汆的春卷那么有味，盖
因笋丝起了关键的作用呢。笋儿落幕
了，但餐桌并不落寞，茭白大踏步来
了，被称作“茭白笋”，成了初夏丝丝们
的主角，而且一直延续到了深秋。

我十分喜爱茭白，喜爱它的平民
化、多样化，素面朝天的它任由主妇和
煮夫们创造发挥。有个关于茭白的谜

语说：“远看一棵草，近看大肚皮阿
嫂”，煞是形象———那“大肚皮”能孕育
出许多美味哩。记得母亲就最喜欢“肚
皮”特别丰盈的“藕塘茭（产于肥沃藕
塘的茭白）”，切丝的“出肉率”好高，又
绝嫩，只一款茭白丝炒肉丝，就足以让
满桌的菜肴臣服。如今我每去饭店点
菜，总是不假思索就开口：“来一盘茭
白丝炒肉丝。”拿着菜单的女侍或老板
娘会朝着我上下打量，肚皮里转念头：
真是个门槛贼精的吃客，这道菜再怎
么也起不得高价，又是啜酒吃饭的好
菜。当然，我真的并非为了“做人家”，
这道荤素搭配的丝丝菜确是江南的经
典小菜呢。

且说这茭白丝炒肉丝也是我家庭
烹调的拿手菜，在家里我经常制作，还
经常兑入百叶丝（或豆腐干丝）、榨菜
丝、香菇丝、青椒丝，再加一把毛豆米。
此菜有色彩、有香味、有鲜味、有咬嚼，
一盘上桌，诸味俱全，可谓“丝丝入
扣”。每食此菜，我总会油然想起母亲
生前治家之道，她就经常切丝做菜成
羹，说是将菜切丝做菜成羹不仅好吃
还耐吃，譬如肉吧，吃大块的，还不如
化整为零切成丝来得实惠，也好吃，
什么菜里，投一撮肉丝，便大为增色，
———最寻常的白菜丝里投一撮肉丝

就成了烂糊肉丝，白菜丝和肉丝相互
辉映，是何等的鲜美啊，居然还能成
为过年的年菜，也不算低端啦；即使
没有肉丝，光茭白丝和百叶丝炒在一
起，苏州人叫作“茭白挂尖”，也是一
道清爽过饭的传统苏州小菜。夏秋季
节，母亲还有一绝，那就是经常拌一
道荤素各丝搭配的“拌酸”。那就是将
精肉焐熟，顺丝络一丝一丝扯成丝，
茭白整个煮熟，一丝一丝切成丝，绿
豆芽焯熟，将鸡蛋摊成蛋皮，再切成
丝，这几样丝加适
度的盐、醋、糖、味
精，再淋上麻油一
拌，咸溏溏、鲜漉
漉、甜津津、酸溜
溜，在热辣辣的夏
天多么清爽多么配
胃口，真是人见人
爱，人尝人喜。

由丝丝入扣的
菜肴联想到为人处
世，其实不必贪大
求全，也可化整为
零，简约些何尝不
好？简约而不失丰
饶，千丝万缕里蕴
着真味啊！

算盘

! 杨建明

程先生夫妻俩近年相继退休，在一
起的日子自然多了，按理说是一

件好事啊，可程先生却高兴不起来，为
什么？因为老夫妻俩的争吵反而比以
前多了，家里的事情不管大小几乎都
要争吵。

夫妻俩相继退休之后，从以前的
每天“一分为二”上下班回到了现在的
整日“合二为一”在家；由过去忙碌的
工作转到了现在的零零碎碎的家庭琐
事；由昔日的每天没有多少时间说话
到眼下得时时刻刻相视着；从以前无
暇顾及对方的个性到现在很计较对方
的个性。再加上人上了年纪，性格变得
就像小孩一样，尤其是退休后，一下子

失去了重心，忽然不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且无所适从，所以很容易产生烦躁……
由于这一系列极大的反差因素，老两
口弄不好就可能要争吵。

夫妻双方都不妨冷静下来，认真
仔细地思考揣摩一下自己和对方的
内心需求，什么是自己和对方最需要
求同存异的？两人昔日的梦想有哪些
还没有实现？夫妻俩的晚年生活该怎
样充实？每天生活该怎样安排才会皆
大欢喜？推心置腹地讨论一番，争取达
成共识，从而把精力从生活琐事转移
到生活乐趣上来。

说实话，老夫老妻几十年了，由于
性格使然，彼此都早已养成了某些习
惯或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再期望对方
作出改变是不可能的。既然这样，就不

妨来个顺水推舟，相
互尊重对方，给对方
一个自由宽松的空
间。比如听到老伴埋
怨自己，不妨幽默地
说一句：夫人，今天
你教育我的时候，声
音格外优美，有女高
音的潜质哦！或者
是：先生，你这样发
火，当心肝肠不安全
……这样聊博一笑，
即使在很生气的情况
下，也会扑哧一笑，双
方心情也释然了，久
而久之这样，争吵
怎会再发生呢？

! 周彭庚

!"

年前，我升小学三年级，增学了一门
功课———珠算。当时，在我们那个小

城镇，高小毕业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会
打算盘甚至可以找到“账房先生”的工作，那
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体面、轻松，还有
一定的说话分量。

每次上课，老师会带着一把硕大的算
盘过来，长一米多，宽半米不到，有多少档
没机会数过，但估计有 !"多档，每档上有
#颗算盘珠，上二下五。它与一般算盘不同
之处，是每根档子上缠绕着细毛，这样，挂
在黑板上演示时，算盘珠会固定在它该在
的位置，不会下滑，只不过拨动时要用些力
气。

学生练习，必须自带算盘，这可难住了
不少人。当时，大部分人家手头窘迫，每一
分钱都要用在吃饭穿衣的“刀口”上。我自
小就有点儿傲气，不想低声下气求人，又开
不了口让家里买算盘。“知儿莫如父”，开学
第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时，夹着一大包东
西。我接过来打开，差点儿要跳起来———竟
然是一把算盘！不过算盘的框架是散开的，
木档和珠子也是散乱的。爸爸说，这是他在
店里仓库的角落里无意间发现的，就向老
板要了回来。我们父子俩顾不得吃晚饭，就
动手拼凑。这倒一点儿也不难，按照横档和
竖档原有的榫口插进去，再将穿上珠子的一
根根档子也依次插入，算盘基本复原了。但少
了 $根档子和 %颗珠子。我灵机一动，用 $根
筷子削细削圆就成了档子。珠子一时无法凑
齐，爸爸说：“就让它空着吧，反正也不影响
使用。”

第二天早晨，我斜挎书包，手拿“伤痕
累累”的算盘，蹦蹦跳跳奔向学校。我上课
时精神饱满，尤其是珠算课。学哥学姐们传
说的十分难背的“口诀”，我一听就懂了，闭
上眼睛，摇头晃脑念了几遍，不但把老师教
的加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连老师没教的
都背得十分流畅，而且搞清了口诀的内在
含义。后来学减法，乘法和除法，我都学得
不错，次次考 &""分。
学好了珠算，虽没当成“账房先生”，却

也让我少吃了很多苦头。下乡插队后，果
然，还真“大有作为”了。整个大队的十多个
小队会计，真正通账理、会打算盘的屈指可
数。每到年底结算，他们总要抓耳挠腮，不
愁眉苦脸二三十天，是拿不出账目的。而
我，拿到账本，三下五除二，一个小队的账
目，一两天就算得清清楚楚，直把他们惊得
张大了嘴巴。现在，我已过古稀，但心算的速
度仍很快，卖菜的还在摁计算器，我已心算
好了。不知这与学过珠算，会背珠算口诀有
没有关系？当然，我的这点“技艺”只是雕虫
小技，比起那些真正的珠算高手，差得远了。

$"年前，儿子也要学珠算了，我把搁
在一边多年的算盘修整了一下。妻子在“农
具厂”工作，车、钳、刨工具齐全，利用工作之
便，补全了缺失的珠子和档子，并用铜皮做
了包角，算盘的面貌焕然一新。框架朴实厚
重，珠子晶莹圆润，档子滑溜纤巧，不仅牢
固、扎实，而且威武、漂亮。儿子爱不释手。

现在，算盘已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但我仍不时拿出来把玩，活动手指。孙女有
时也凑上来拨弄几下。但我知道，要她像我
一样对算盘产生浓厚的兴趣已不可能，因
为有更多、更新的知识、技能、本领吸引着
他们去学习。我们也不必一直沉湎在过去
的快乐中，伸出手，让他们拉着一起学点儿
新知识，新本领，也能获取更多的快乐。

相处的艺术

! 路嘉

此“七龄”非七岁，而是我家那七十
挂零的先生。后缀加个“童”，非

生得后生，也非得了老痴，实为行为举
止，自理能力如孩童一般。

家里长桌、写字台，凡是举手可放
东西之地，能摊则摊'抽纸用完，纸壳留
着不知何用；明明垃圾桶就在脚下或
手边，他却把纸巾放在离它十来厘米
处，仿佛踢足球，就差临门一脚'过敏体
质，不能闻油烟，不能吸灰尘；买菜不
识菜，修缮做不来。所以“七龄童”十指
不沾阳春水，买汰烧只有我一人包圆。
“七龄童”退休后，每天晨起晚寝

的洗漱，得花上 %小时，上轿新娘都比

他快些。晚上睡眠还得保证 (个半小
时，加上三餐 %小时，所剩无几的时间
呢，就像古早的纨绔子弟，托个鸟笼，
盘两核桃，只是鸟笼变成电视遥控器，
核桃换成手机。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
迈，害得我讥讽他：“就是个囚犯，也要
每天放风，有利健康。你怎么做得连囚
犯都不如？！”可他还是他我行我素，每
天雷打不动。

有了孙辈后，我要去儿子家带娃，
每周末还得回来为他烧好六菜一汤。

相处四十多年，很多人不理解，为
何还能维系伉俪关系？我觉得情分的
基石没有动摇。一是“七龄童”自有他
纯真的本性。他虽然入职带长字多年，
却是一身清廉守职，把个国营厂子搞

得绩效和凝聚力俱
佳。二是家里谁生
了病，他都会嘘寒
问暖，伺候在侧，倒
茶送药，关怀备至。有时我切菜伤了手
指，他比我还紧张，替我细心包扎后，
还非要陪我去医院。我爸生病走不动
时，他二话不说，背起就下楼……数十
年来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现在纠正可能晚了些，但我相信
潜移默化、水滴石穿的功力。我常发些
养生健体、恩爱指南的微信给他。现在
他也能在天晴时，出门走一圈；在我劳
作时，搭个手，递个物……毕竟是个
“七龄童”，不能心急，不能发火，我们
要一起互挽互帮走向更老，更“成熟”！

钱荣孝 作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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