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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怀一笑

扫院子的男孩阿特莱是法国音乐

家，听说非洲有个部落的

人很有音乐天赋，决定去

那里寻找一个孩子当学生。

到那个部落后，阿特莱很受欢

迎，酋长还安排了一间整洁的草屋

给他住。阿特莱打算在这里住一个

月，细细挑选学生。部落里来报名

的孩子共有20个，他们每天都会带

上自己擅长的乐器来表演，他们的

父母还会让孩子带珍贵的礼物送给

阿特莱，有贝壳、木雕，甚至还有黄

金……

阿特莱从不答话，只是准备了

20只盒子，并在上面写上每个孩子

的名字，把他们送的礼物放在相应的

盒子里。礼物越来越多，不过，阿特

莱发现，一个写着“切斯特”的盒子始

终是空的。阿特莱对切斯特有印象，

他家特别穷，别人几乎每天会变换乐

器，可他每天都是拿着两片树叶吹。

几天后的一个半夜，刮起了大风，

树叶被吹得满天飞，可第二天早上，阿

特莱起床后发现门前的空地已被打扫

得干干净净。阿特莱这才想起来，此前

的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把这里打扫干

净，只不过他没有留意到。

“究竟是谁打扫的呢？”阿特莱问

了很多人，但没人知道。第二天天还

没亮，阿特莱就起床了，没多久，他就

听到外面有人扫地，仔细一看，是切

斯特。阿特莱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扫

地，切斯特回答说：“阿特莱先生，这

是我送给您的礼物！”

“礼物？”阿特莱吃惊地问。

“是的，我妈妈因为我们拿不出

珍贵的礼物送给您而觉得很惭愧，但

我告诉她，我们虽没有礼物，却有一

颗真诚的心，我至少可以付出一些劳

动，所以每天过来把这里打扫干净。”

切斯特说。

一个月很快过去

了，阿特莱宣布最终人

选是切斯特，而且，他还

将收到的所有礼物如数奉还。大

人们听后都质疑说：“我们送给您

这么多东西，他什么东西也没送，

为什么要选他呢？更何况我们的

孩子会很多乐器，可他只会吹树

叶，在我们这个部落里，谁都会用

树叶吹音乐。”

阿特莱笑笑说：“你们每天给我

送礼，其实是想用钱来买这个名额，

只有切斯特，付出了一颗真诚且充满

尊重的心，这对我来说更珍贵。我要

找一个可以培养成音乐家的人，而不

是找一个最精通乐器的人，虽然他现

在只会吹树叶，只要心诚，一样能成

为音乐家。”就这样，切斯特开始跟着

阿特莱学习音乐，多年后，成了一个

了不起的音乐家。

（摘自《生命时报》 陈亦权/

文 2020年7月7日）

南腔北调

满城飞絮一身热，梅子黄时雨

纷纷。每年六七月间，东南季风带

来的太平洋暖湿气流，使得长江中

下游地区出现持续阴雨的天气，又

逢江南梅子的成熟期，故称其为“梅

雨”。顺应时节而生的青梅，甘甜与

酸涩共融，望而生津，不论是作为食

材，还是文化符号，早已渗透生活的

方方面面。

调料，若作和羹惟盐梅

中国是梅的起源地，作为梅雨

季节最佳代言人的青梅，栽种史至

少有3000多年。作为龙脑香科青

梅属乔木，青梅树高约20米，长圆形

的碧绿叶，或纯白或淡黄或浅粉的

花，球形的果，茂密繁实，姿态昂然。

在醋被发明之前，青梅是古人

用来调配酸味的调料。考古学家在

殷墟挖掘出一具精美的食器——铜

鼎，其中盛满了炭化的梅核，经鉴定

距今已有32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

代时我国已开始食用梅子。《尚书·

说命下》记载，商王武丁任命傅说为

相时，“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把傅

说看作调味中的盐和梅，以盐梅喻

相，可见殷商时期对盐梅的重视程

度。

在醋出现后，青梅开始以水果

或者果脯的形式走上人们的餐桌。

在《三国演义》的曹操煮酒论英雄

中，有如下描述：“随至小亭，已设樽

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在这里，

青梅成了下酒的果脯小菜。到了唐

朝，许多地方已经把梅煎（梅制的蜜

饯）作为贡品向君主进献，《新唐书·

地理志五》：“洪州豫章郡，上都督

府。土贡：葛、丝布、梅煎、乳柑。”及

至宋朝，随着小说话本文学题材的

盛行，逐渐诞生了“话梅”。据传当

时说书先生说话本的时间长了，口

干舌燥，便含一颗盐渍梅子在口中，

酸咸的味道刺激味蕾，唾液分泌满

口，就可继续说下去。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写

道:“梅者媒也，媒合众味。”梅子的

“媒合众味”也是一种“良药”，可以

使烹调食物增酸味美。古时没有冰

箱，对于花与果的保鲜，最重要的手

段就是用糖腌。据清人顾仲《养小

录》中提到，用糖腌花果的时候，酸

青梅卤汁至妙，凡糖制各果，入汁少

许，则果不坏，而色鲜不退。

直至今日，南方人仍有将青梅

入菜的习惯。如江南菜“蜜汁火方”

要缀上青梅、樱桃，大理的“翠梅酸

辣鱼”需要青梅的果酸来调和腥气。

冷饮，一瓯冰水和梅汤

冷饮，古代称为“凉饮”，在我

国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古代冷

饮品种丰富，其中最受青睐的是梅

浆、梅汁、梅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酸梅汤”。《周礼》中有“六饮”，汉

朝的郑玄在《周礼注疏》中解释

“醷，梅浆。”虽然很难得出先秦已

经有梅汁制成饮料的结论，但可以

确定最晚在东汉，已经出现梅汁饮

料。

到北宋时，酸梅汤已很常见

了。《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的“饮食果

子”条，便提到了京城汴梁街头出售

“梅汁”等夏令冷饮的情况。南宋

《武林旧事》中所说的“卤梅水”，也

是类似酸梅汤的一种清凉饮料。

明清时期，酸梅汤风靡城乡，贫

富皆饮。清朝的崇彝《道咸以来朝

野杂记》记载，“夏季凉饮，以酸梅汤

为佳品。系以乌梅和冰糖水熬成，

外用冰围之，久而自凉，不伤人，且

祛暑也。”有意思的是，当时卖酸梅

汤小贩供奉的“祖师爷”是明太祖朱

元璋，因为他们认为朱元璋是酸梅

汤的发明者。关于朱元璋贩卖乌梅

的说法，最早见于明代小说《英列

传》，书中写道：朱元璋18岁那年，曾

跟着郭光卿一起贩梅子到金陵，“金

陵地方，遍行瘟疾，乌梅汤服之即

愈，因此梅子大贵，不多时都尽行发

完，已获大利。”后人以讹传讹，就把

朱元璋传成了酸梅汤的发明人，当

行业祖师爷供奉。老北京酸梅汤摊

位前多立一月牙铲，白铜所制，因朱

元璋曾入佛门，月牙铲为佛门器具，

以此来向发明人致敬。即使走街串

巷，亦用两个铜制小碗，称为“冰

盏”，两相击打，招揽顾客。满洲人

历来有饭后食酸之习，以解腥膻，入

关前用玉米面发酵做成酸汤子，入

关后开始饮用酸梅汤。清朝学者郝

懿行在《晒书堂诗钞》里就写道：“底

须曲水引流觞，暑到燕山自然凉。

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

汤。”

爱情，绕床弄青梅

“梅”与“媒”是谐音，古人将梅

视为媒合之果，诗歌中多以梅实寓

意婚姻。《国风·召南·摽有梅》是《诗

经》中的一篇，“摽有梅，其实七兮!求

我庶士，迨其吉兮!”意思是梅子落地

纷纷，树上还留七成。有心求我的

小伙子，请不要耽误良辰。因为

“摽”有坠落或者掷、抛的意思，闻一

多《诗经新义》考证古代有“抛梅求

婚”的习俗，袁梅《诗经译注》认为此

诗是“抛梅求婚”之歌。《摽有梅》作

为春思求爱诗之祖，以花木盛衰比

青春流逝，由感慨青春易逝而追求

婚恋及时。

因为李白的一首《长干行》，“郎

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

里，两小无嫌猜。”“梅子”又诞生了

一个美丽的含义——青梅竹马，后

世常以此意指男女从小亲密无间逐

渐发展而来的爱情。自此，青梅被

注入了爱情的内涵，常被运用在涉

及爱情的作品里。白居易《井底引

银瓶》，“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

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望，一见知

君即断肠。”讲述女子在墙头摘青梅

之时看见垂杨下的白马王子，彼此

一见钟情。宋朝李清照《点绛唇》：

“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

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写出女子

临去之时，嗅着青梅，惊鸿一瞥来

客，少女的害羞和紧张跃然于纸

上。而刘学箕“人问道、因谁瘦，捻

青梅，闲敛黛眉”则蕴满了一腔缠绵

的愁思。

药物，日食一梅保平安

俗话说“梅子除三毒”，民间认

为，青梅可去除食物中的毒、血液中

的毒和水中的毒。因为梅子涩肠，

又能杀虫，防治腹泻、蛔虫、食物中

毒有一套。

古人常常把青梅加工成乌梅、

白梅。《本草纲目》记载“取青梅篮

盛，于突上熏黑”，即成乌梅，“若以

稻灰淋汁润湿蒸过，则肥泽不蠹。”

“取大青梅以盐汁渍之，日晒夜渍”，

十日即成白梅。医圣张仲景在《伤

寒杂病论》记载，青梅具有止渴、止

咳、止泻、止血、止痛五止的功效，他

创制的名方“乌梅丸”，是以去核乌

梅、细辛、干姜、黄连等中药材加工

做成蜜丸，用于治疗蛔虫引起的腹

痛、呕吐等，这个经典药方现在仍在

使用中。我国第一部临床急救医

书、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时

气病起诸劳复方第十四”一条之中，

就有煮乌梅汤治病的方子：“又瘥复

虚烦不得眠。眼中疼懊，豉七合，乌

梅十四枚，水四升，先煮梅取二升

半，纳豉取一升半，分再服”。中医

文献记载乌梅疗病功效，内服可止

渴、止吐、止久咳、止下痢、解鱼毒、

解酒等。

在邻国日本，自从遣唐使把青

梅从中国带到日本以后，梅子在日

本就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本

历史上最早的医学著作《医心方》

里，详细记载了青梅的特性：“味酸，

平，无毒。”日本著名医学家富士川

游在《日本疾病史》里写过：“元禄十

二年，江户出现霍乱大流行，在流行

时，居民煎煮南天果实与梅子服用，

就能够预防霍乱，否则将会因感染

而死亡。”后来很多外出旅行的日本

人都会随身携带用盐腌制而成的梅

干，用它来预防腹泻和肠胃不适，至

今传统日本人还是主要靠梅子来预

防肠道疾病。

除了上述作用外，梅子还有许

多奇特的功效，如保养银器、法医验

尸、染色、口罩防护等，让人不得小

觑。

（摘自《北京日报》 母冰/文

2020年7月10日）

青梅：从自然之物到心绪代表

凡事适度方从容
在内蒙古巴林右旗大板镇，

有一家特色餐厅，一天中只在早

上和中午营业，下午3点以后便关

门，不再纳客。食客们纷纷央求

店主，你晚上也开吧，我们领朋友

来你这吃饭。但老板却一口回

绝：我的店我做主，不开就不开。

人们都说这老板真任性！

结果，每天早上和中午，这家

店都满员，甚至还需要提前一天

订位子。

前段时间，我有幸跟随朋友

到那家店吃了一顿早餐，简单的

两个菜，汆羊肉和爆炒羊杂，却让

人终生难忘。鲜美之味犹如天上

来。

朋友介绍，这家店是个家庭

店，就3个人，老板娘负责前台，老

板和儿子负责后厨。每天只卖两

只羊，而且是现杀现做，所以羊肉

非常新鲜。两只羊正好到中午卖

光，其实，再杀一只，晚上照样能

卖光。但老板却说，那样的话，人

会很累，一累，菜就做不好，而且

还耽误第二天起早干活。

我听后肃然起敬。这哪里是

任性，分明是智慧！不由得想起

一个词来——适度。有多少人因

为不懂得适度，盲目扩大生产最

终资不抵债？又有多少人因不懂

得适度，熬夜工作最终积劳成

疾？张弛有度才能收放自如，量

力而行才能游刃有余。

凡事适度方从容。

（摘自《广州日报》 鞠志杰/

文 2020年6月13日）

寓意
做早餐时打了个双黄蛋，

我激动地对我爸妈说：“你们快

看，这是不是寓意着我今年能

找到对象？”

我爸说：“也有可能寓意你

今年得黄两个。”

规劝
在医院遇到一对父子，儿

子要打针，哭得山崩地裂，怎么

也不让护士给他打针。

父亲心疼儿子，规劝道：

“乖啊，要不然一会儿挨揍比打

针还疼。”

（据笑话集）

△生活中的顺其自然，是

规范内心的疲惫，善待生活的

纷扰，努力去经过的一个过程。

△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

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

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

△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

好走的路，你才能拥有真正的

自己。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打

不起精神，每个成功的人背后

都有苦衷，即便像太阳那样辉

煌，有时也被浮云遮住光芒。

△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

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

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

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给自己找茬是诊断，给

自己找事是磨练，给自己剖析

是知己，给自己嘲笑是激励。

△不要假装很努力，因为

结果不会陪你演戏。成人的世

界必须直面一切。

△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

的话别较真。

△只要你像雏鹰，无数次

张开翅膀，有一次正好刮风，那

是一股上升的气流，你便能迎

风飞翔。如果你蜷缩在巢中，

无论刮过怎样的风，对你来说

都只是寒冷。你需要自己努

力，将困苦变成优势。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日前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网络“扫黄

打非”案件1800余起，取缔非法不良网站1.2万余个，处置淫秽色情等有害

信息840余万条。下一步，将加大力度推进专项行动开展，营造和守护风清

气正的网络空间。 （摘自《经济日报》 刘道伟/作 2020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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