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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一句东北话，叫作：别整那

些没用的！它表现东北人那种豁达、直截

了当的脾性。

我的一个朋友住院开刀，他告诉我邻

床的那位二人转演员房某的事情：房某胃

不舒服，在沈阳看过医生不放心，又到上

海这家著名三甲医院复查。刘医生说：开

刀吧，病情不轻，不能拖了。

医院很快安排手术，手术也很成功。

刘医生查病房时，房某问：刘医生，我的胃

病已经到啥程度啦？

这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

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可是，房某不

是良性的。这个当口，医生一般是逐步告

诉病人，有个缓冲，有个心理准备，不要突

如其来。刘医生就说：小伙子，你的胃里

的癌细胞呢，出现……

房某打断说：别整那些没用的，说吧，

我的胃癌咋样了！

这时候，恰恰是最需要医生来“整那些

没用的”，先迂回，再靠近，最后慢慢说出实

情。既然这个姓房的病人着急，刘医生也急

了，说：你胃里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不是局

部，而是全部，所以我们把你的胃全部切除

了。今后，你要多顿少吃，肠子的消化功能

毕竟不能和胃比，所以要特别注意……

房某又打断说：别整那些没用的，说

吧，我还能活几年？

刘医生一愣，心想他和这个病人打交

道怎么一直处于劣势呢？很被动。可是

刘医生怎么敢说“一般能活两三年”呢？

于是，他不为所动，坚持“整那些没用的”，

耐心地说：是这样啊，要看病人的体质，也

要看药物对病灶的作用，更要看你有没有

耐心和病魔相伴，因人而异的……刘医生

就是不明说房某能活几年。

房某叹息：刘医生，你还是整那些没

用的。

别整那些没用的——就是直奔主题，就

是不弯弯绕，就是不兜圈子。东北人表演的

小品里，凡是不想听对方絮絮叨叨，一定会说

“别整那些没用的”，敦促对方直接说，快快说。

我是很欣赏这句话的，人跟人之间不

要“摆花斑”，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虽

然有时候直接说出实情会伤到人，尤其是

触及对方的不幸遭遇，但是我认为还是比

七绕八弯好，还是比说一大堆没用的好。

再说了，对方总归会知道真相的。

每天都到湖畔走走，看了一个冬季的

柳，由绿色变成金色，然后短暂落叶。那绿

色，是柳在一年里的主色调，翠柳生烟，盈

目怡心，迷离朦胧。而那金柳，非常耀眼，

只有几天的辉煌，就烟消云散，在深冬落叶

殆尽。那柳，整个落叶期，在江南很短暂，

不到一个月，它就新芽微出，有了绿意春

动。是呀，柳在立春后，渐吐新叶，生出翠

盈新丝，显现迷人风光。

万物生长，不负春光，那立春，是新一轮

季节轮回的开启，为二十四节气之首，乃斗

转星移，万物起始，一切更生之时。唐代诗

人刘长卿在他的《立春》诗里写道：“谁家二

月煮新丝，一江黄鲫应不识。”诗意是说，在

立春后的二月里，春意渐起，冬雪掩藏下的

柳树绿芽，悄悄探出了头，很快就新丝长成，

垂到了水里，或者倒映水面。那“煮新丝”之

说，是形容二月柳枝新荣，煞是迷人。此句

后半句的意思是说，在立春后，柳映江南的

春天景象，让江水里的黄鲫鱼，在经历了漫

长的冬季后不再认识。是呀，那春之生机盎

然，柳态之美，都是新鲜的，有着异样的风

光，异样的生气，异于寒冬，大不一样。

立春后，日暖烟轻，春与人宜。在《汉

宫春·立春日》里就有记载：“春已归来，看

美人头上，袅袅春幡……却笑东风从此，便

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那诗里的“染柳”，在

我看来就是“二月煮新丝”，那“立春一日，

百草回芽”，大自然万物复苏，柳更欣喜，它

是春发新绿的前奏，春意盎然的新嫁娘。

有人说，“大地和气暖，二月煮新丝”，在正

月节里，立春是冬去春来的气象节点，以柳

叶吐绿为代喻，最恰如其分，符合立春的气

象特点。唐代诗人，写二月春柳者众多，其

中温庭筠有一句：“弱柳千条杏一枝，半含

春雨半垂丝。”那景致含羞，弱柳婆娑起舞，

春雨生烟，春意若隐若现。王之涣写有一

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成千古佳句，妙不可言。贺知章写得更精

彩：“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那二

月春风似剪刀，剪出的柳叶，也似剪刀，形

象生动，让人思绪万千，心驰神往。

唐代另一位诗人聂夷中，在他的《咏田

家》中写有一句：“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

谷。”那诗里的“卖新丝”，不是指新枊吐绿，

撩水轻波，风姿轻盈。此诗是写田家的，那

卖的新丝，是蚕农养殖的蚕丝，那蚕在二月

尚未结茧，蚕丝却早就成了抵债之物。在

此诗后句说：“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那是说，新丝抵债，犹如挖掉心头好肉，来

补眼前烂疮，蚕农永远还不清阎王债，脱离

不了苦海。那诗意里，充满悲情，无法与立

春的景象相比，可是那蚕农在二月里的宿

命，至古弥新，让我痛定思痛。

立春了，白昼渐长了，太阳渐暖了，春

天的序幕揭开了，意味着冬藏结束，万物萌

发，乃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大好时光，终于要

开始了。二十四节气，是中国老祖宗发明

的，数千年间，一年又是一年，我们数着春夏

秋冬，从小到大，从大到老，一代一代，生生

息息，看着冬走尽，春又回。那立春，是春的

开始，一年的希望，有柳的美好，人的愿望，

时光的风情如画，天地的沧桑。记得泰戈尔

说：“我存在着，这便是一个永恒的惊喜，是

人生。”那立春存在着，必然就有“二月煮新

丝”，有世代延续的季节情缘，美好渴望。

那年，我9岁，村里没有通电，春晚虽然

连续举办过三届，但左邻右舍看过春晚的不

多。幸运的是，那天与我最铁的大虎哥，悄

悄喊我到屋后草垛旁，十分神秘地说：“今儿

个俺去乡政府看晚会，就邀你一个，去不？”

“俺要去！”我丝毫没犹豫，满口应允了。因

为大虎“凡尔赛”过，说他姑父来我们这做父

母官了，以后可以经常去乡里看电视。

和大虎约定后，我满心欢喜向母亲炫

耀。没想到忙着包饺子的母亲，一脸严肃：

“除夕跑乡政府闹腾，怪不好哩，况且黑灯

瞎火地走十几里路，多不安全。”我看春晚

的愿望要落空了，顿时对母亲产生了不满，

甚至在心底里怨恨起了她。“俺以为给娃开

开眼界得好，过年讨得是个喜气，拦着，这

个年他咋能过得顺溜？”面对父亲的劝说，

母亲只好默许了，反复嘱咐我注意这注意

那，像是要出远门似的。

我囫囵吞枣地扒了几个热气腾腾的饺子，

按捺不住激动心情，裹着飘落的雪花，与大虎

兴高采烈地出发了。我们满头大汗跑到乡政

府，走进一个宽敞的房间，一台黑白电视机，气

宇轩昂架在两个高高摞起的桌子上，电视机

前早已围满了人，大伙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至今记得，那届春晚，伴着欢快喜庆的

旋律，主持人姜昆满面春风走到一辆驶来的

轿车旁，打开车门，将频频挥手致意的演员

逐个迎了出来。一辆轿车，竟然坐了那么多

人，对我们来说，简直太神奇啦。整

台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有后来

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在那桃花盛开

的地方》《我的中国心》《望星空》等，

也有令人捧腹大笑的相声《虎年谈

虎》《唱歌的姿势》以及陈佩斯、朱时

茂表演的小品《羊肉串》，等等。

室外冰天雪地，我们个个热情高

涨，看得津津有味，唯恐多眨一下眼睛，

会漏掉一个节目。晚会在《拜年歌》和

主持人宣布谜底中结束，可人们依然

长时间地沉浸在无限的回味之中。

我们走出大院，在起此起彼伏

的炮浪声中，抬眼望去，整个世界白

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村庄、哪里

是麦田……

头上鹅毛般的大雪在凛冽的寒

风催促下纷纷扬扬地洒向地面，脚

下踩着厚厚的积雪嘎吱嘎吱地响个

不停。就这样，我们深一脚浅一脚

艰难地往前走……

开始我们还兴奋不已说着春晚，雪下

得实在太起劲了，不知是冻，是累，还是饿，

聆听着呼啸的西北风，我感到了一种从未

有过的恐慌，但我们的脚步没有停歇，摸爬

着继续赶路。不知走了多久，耳畔的鞭炮

声渐渐稀疏了，我们仍没看见村庄，心里随

之变得更加恐惧了。我们感到孤立无援

时，远处影影绰绰好像有灯光和人影晃

动。近了，我发现是父亲提着马灯……

那个正月，不管是走亲戚拜年，还是与

小伙伴们玩耍，他们得知我看了春晚，无不

投来羡慕的目光，催促我赶紧说说。我绘

声绘色讲述精彩的春晚，却没勇气说出风

雪路上的遭遇。

我一直固执地

认为，雪是冬天的标

配，不下雪的冬天不

是真正的冬天。

自 2008 年那场

造成雪灾的大雪后，之后的十多年来上海地

区没正经下过一场雪。那白雪皑皑的世界，

那银装素裹的景象成为人们珍贵的记忆。

记得年轻时的冬天，下雪是寻常的天气

现象，一俟到了三九四九季节，那纷纷扬扬的

鹅毛大雪一下就是三两天，千门万户大雪封

门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虽然寒冷，瑟瑟发

抖，但除雪扫雪、打雪仗、堆雪人、滚雪球的游

戏依然在每个村庄演绎。融雪的日子更是

寒冷，这大概让雪化成水的过程会将空气里

仅有的一点热量被吸收了的缘故。“下雪暖，

化雪寒”，这个乡谚是不会错的。那些日子

里，早晨起来就看到那挂在屋檐下一根根很

粗壮又晶莹剔透的冰柱子，太阳出来后，这些

冰柱子和瓦楞上的积雪就开始融化，滴滴答

答地整日响个不停，庭院里到处都是湿漉漉

的。在暖暖的冬阳朗照下，被封冻的大地也

开始融化。那时的乡下都是土路，那种景象

被乡人称之为“霜炀污烂”，走一步鞋底上就

会占一层烂泥，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入夜

气温骤降，还没来得及融化的积雪和冰柱子

以及开炀的泥路又被封冻，假如翌日依然是

个好天气，那么这化雪融冰的景象又重演。

很多时日，上一场积

雪尚未融尽，下一轮

大雪又飘然而至。

如此周而复始，等到

三四场大雪一下，那

“三九严寒”的景象已是强弩之末。虽还有

“倒春寒”和“春寒料峭”一说，甚至还会下一

场春雪，但立春的脚步已经阻挡不住了。

下雪、霜冻、开炀，虽然给生活带来了

一些不便，且常有透骨的寒冷，但许多人还

是盼望冬天能下一场雪，一场纷纷扬扬的

大雪，让大地呈现白茫茫的一片，但那是人

们的一厢情愿，许多孩子甚至还不知道雪

是何物？他们只能在电视新闻或是在童话

片里见过雪景。电视里偶尔播报说上海下

雪了，雪在哪里？哦，原来是下在“上海中

心”的屋顶上。上海人口密度高，人的活动

也相对频繁，热量不停地向空中辐射，那些

很脆弱的“雪宝宝”还等不及来到大地上安

家落户就在空中被融化了。有时候在电视

的左下角看到雪花的标记，众皆雀跃。然

而盼啊盼，那雪总是不肯下来。有时候气

温很低，天空布满阴霾，于是，一些看云识

天气的老辈人就确定：这天看起来要下雪

了！许多人都希望他们说的话能应验，但

直到天黑也没见一朵雪花，于是就很失望，

于是就盼着今夜里能下场雪，可一觉醒来，

那窗户上已经洒满了阳光，心中若有所失。

别整那些没用的
童孟侯

二月煮新丝
鲍安顺

叶核成 书

顶风冒雪看春晚
马晓炜

盼望落一场雪
景 青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夕，上海市

游泳队队医陈金宝奉命随队出征，分管体

育的副市长交给他一项任务，为上海游泳

队几位有望夺取奥运金牌的运动员保驾护

航。可是，到了北京临上飞机前，两名穿便

衣的人拦住他说：我们接到有关部门通知，

你是国家的特殊人才，不能出国。什么原

因，我们现在不作解释，三个月后，我们会

到上海来找你。

陈金宝当时很纳闷，要知道，他还没有

出过国，更何况是到美国参加奥运会。心

里沮丧可想而知。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住在浦东陆家嘴

吴家厅，一日楼上邻居顾老师打电话给我，

说他的腰椎盘突出一直看不好，结果让一

个叫陈金宝的气功师给推好了。由此，我

认识了陈金宝。下笔之前，我介绍了好多

类似病人过去一试，结果都有效，陈金宝

有本事。

上海举行东亚运动会之前，我在市体

委的《体育导报》做记者。一日，我和副总

编沈恒淑老师带着陈金宝到市体委主任金

永昌的办公室。金永昌高高的个子，戴一

副眼镜，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人称大金。

大金年轻时是手球运动员，右脚踝有老伤，

陈金宝上手后，大金就感到很舒服。做完，

他对我说：“小朱，我这个脚陈敏章（时任国

家卫生部部长）也知道，很多人帮我治疗

过，包括张宝胜，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陈

医生的手法最柔和，推得最好。”

陈金宝其时还在江南造船厂当厂医，

厂里主要领导都听说了他的传奇故事，一

直想亲眼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一天，

有个工人在船上作业时从高处摔到甲板

上，被抬到厂医务室。下面立即报告厂领

导，这一回，他们在现场目睹了陈金宝的推

拿术，一脸痛苦不能动弹的工人师傅被推

拿后，站起来可以走动了，没事了。

再说金永昌，不久把陈金宝推荐给了

时任分管体育的副市长。那天，在瑞金医

院，有好几位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也在，为

了领导背上的一个瘤子，只见陈金宝运气

为其推拿后，那个瘤子就消失了。那位领

导快人快语是沪上出名的，他高兴地“开

骂”了：“什么真气功假气功？这不是真的

来了吗？”此后不久，陈金宝以52岁高龄被

调入上海市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专门为上

海游泳运动员推拿疗伤，有被认为要结束

运动生涯而治愈的运动员康复后再夺金

牌，如国家游泳队乐靖宜和跳水运动员王

天凌等，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源于此，分

管体育的市领导才安排陈金宝随队出征亚

特兰大奥运会，在北京集中出发前，领导特

意关照他：一定要为上海几位有实力夺冠

的游泳运动员做好保驾护航的工作。

上海世博会期间，我的去年 8 月刚去

世的105岁沪上心意六合拳泰斗凌汉兴老

师，那年 95岁，在家里洗浴时不慎摔了一

跤，椎第四第五节滑脱，送到医院又被退了

回来。我的老师以前是不相信气功的，陈

金宝为他发功推拿，他对我说：“小朱，陈医

生是有本事的，我感觉到了。”我亲眼看见

老师蜡黄的脸慢慢变得红润了。好了！

陈金宝在市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一直干

到 68岁，领导才不舍地让他退休。其时，

他只有中专会计的文凭，而那些有高级职

称的推拿同事则无缘享受这个待遇。

现年八旬的陈医生早已不出诊了，他

在松江李塔汇中心村安享晚年。偶尔有人

过来求治，他也施以援手。哦，话说 1996
年那次亚特兰大受阻的事，果然三个月后

有人来找他了，这些人有的是国家安全部

门，也有上海外办包括他所在的市体育学

院的领导，他们向陈金宝解释，并告诉他当

时得到情报境外有人要绑架他，也是想请

他去为一个政要治病。为了安全更为了我

们国家也需要这样好的气功推拿师，所以

没让他出国。

如今陈金宝最欣慰的是，儿子陈宇从

上海中医药大学推拿专业毕业后，进入黄

浦区推拿门诊部，现改名为豫园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不惟子承父业，而且儿子的

诊室每天门庭若市，应接不暇。

移居松江的气功大师
朱全弟

春到人间 李昊天 摄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留

下一点空隙，就像两车之间的距离，一点缓

冲的余地，可以随时调整自己，进退有据。

生活的空间，需借清理挪减而留出；心

灵的空间，则经思考开悟而扩张。人生亦

然，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我们处

理它的态度和方法。假如我们转身面向阳

光，就不可能陷身在阴影里。

阳光使我们看见许多东西，也使我们

看不见许多东西。假如没有黑夜，我们便

看不到闪亮的星辰。因此，即使是曾经一

度使我们难以承受的痛苦磨难，也不会是

完全没有价值的，它使我们的意志更坚定，

思想人格更成熟。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

展它的宽度；你不能改变天生的容貌，但你

可以时时展现笑容；你不能企望控制他人，

但你可以好好把握自己。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

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多是负担，是

另一种失去；少非不足，是另一种有余；

舍弃也不一定是失去，而是另一种更宽

阔的拥有。

给生命留下一点空隙
李肖容

女儿初三去澳大利亚留学，她成长在

国外，接受异国的教育，她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与我们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我们在一起生活往往会因误解而闹别扭，

甚至不快乐。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而立之年

来了缘分，同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小伙结

婚。我们没有赶上参加婚礼，也未与洋女婿

谋面过，放心不下从上海坐了十个小时的飞

机到达墨尔本。女儿女婿到机场接我们后，

去了一家餐厅吃午饭。女儿问我们想吃什

么？我说你看着点几个菜吧。女儿点一份

牛排和一份鱼排。太抠门了吧，我说再点两

个菜吧，女儿一听马上严肃地说：“你们必须

要吃得完的！”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每

次探亲回家，我们总是烧许多菜像对待“小

祖宗”似的，让你喝好吃好，眼下你就这么舍

不得花钱？然而，当牛排和鱼排端到我们面

前时，我们真傻眼了，牛排与鱼排又大又厚，

还有配套素菜和面包等食物，满满的一大盘

子，我们只吃了半块牛排和半块鱼排就撑住

了，这下才明白女儿为什么“抠门”不愿再为

我们点菜了，深感这是我们误解她了。

做母亲的到了女儿家里，就理所当然

地把“她家”当做了自己的家，每天帮着洗、

擦、扫及整理，从厨房忙到客厅，忙得不亦

乐乎。有一天，母亲到女儿女婿主卧室整

理打扫，自以为女儿女婿会很高兴，谁知女

儿女婿见母亲“私自”整理卧室，就叫停了

母亲。夫妻卧室有私密性，洋人不喜欢外

人进入。母亲对他们的叫停不理解，心想

我好心帮着打扫和整理，你们怎么还阻

止？便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千里迢迢来帮

你们做事情，你还不要我做，真是吃力不讨

好，早知这样我们还是回上海算了！女儿

听了这话也很直率地说：那你就回上海

去。晚上小夫妻俩商量后就问她妈打算哪

天走，由女婿购买回上海的飞机票。我听

了懵了，心想你妈说的是气话，你俩怎么能

当真？一点挽留的意思都没有？这也太无

情了吧。我们气得一晚上没有合眼。翌

日，我早早起床忙着烧早饭，女儿也一晚上

没有睡好，她对我说：爸爸，得知你们要来

澳大利亚，我和你女婿不知有多高兴，一个

月前就在做功课精心安排旅游线路，要带

你和妈妈在澳大利亚好好玩玩，还说好开

车去悉尼你女婿父母家，你们大人见见面，

你女婿大姐和他们的亲戚都说要请你们吃

饭；妈妈说要回上海了，我怎么向对方解

释？看得出，女儿说这话时心里很难过。

我听后对女儿解释，这是你妈说的气话，哪

有来到了澳洲两亲家不见面的道理？我们

一家人这次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玩玩噢！

女儿其实已彻底“洋化”了，我们说什么

话她都当真；女婿是洋人，更不会拐弯抹

角。如我们烧的中国菜中，有时也有他喜欢

吃的，我们出于客气，就说这是专门为你烧

的菜，他立马把菜拿到面前一个人独吃。我

们面面相觑，女儿见状说：你们说是专门为

他烧的菜，他就理所当然地一人独吃。真是

可笑又可气，洋人脑子里真是只有一根筋。

一天早上，我们旅游途中经过一家面

包店，女儿叫我一起进去买面包当早餐，

我说你进去随便买两只，我们吃得不多。

女儿果真只给我们买了两只不大的圆面

包，这怎么吃得饱？我只好再去买两只，

女儿见了问我：你不是说买两只吗？我真

是无语，女儿脑子里也只有一根筋了吗？

女儿曾对我们说：爸妈，你们有话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我是实在听不懂。

有一次，女儿带我们参加一个华人朋

友的家庭聚会，我们大人在一起聊到与各

自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奇事时，无不摇头，

我们碰到的事情，他们早就经历过了！

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久了，就会在潜移

默化中入乡随俗，思维直、说话直及想法直，

中国式的“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对他们来说

像是在听天书，根本无法解读其中之意。

在异国和女儿女婿的相处
孙孟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