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感驿站

旧朝岁月杂鱼鲜
■ 夏学军

在奶奶呵护下长大的孩
子，不论身处何方，尝遍多少
珍馐美味，内心深处最渴望
的，依旧是奶奶亲手烹饪的
那份家的味道。

岁月流转，奶奶已离去
甚远，但她的身影时常在我
心海中浮现，那银白的发丝、
温暖的笑容、厚实的大手，都
是我永恒的童年记忆。在那
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奶奶就
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用普
通的食材烹制出美味的佳
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滋味。

去年初中同学聚会，一
位女同学当年和我是闺蜜，
我俩回忆起经年往事，她不
无向往地说道：“小时候去你
家，见奶奶给你们蒸的鸡蛋
糕，里面隐约有海米和葱花，
看着那个嫩啊，我口水都要
流出来了，还记得那次奶奶
焖了鱼，让我也一起吃。小
孩子哪懂得客气，结果我吃
得比你都多，那滋味真是回
味无穷啊，有奶奶真好。”

老同学说的没错，我印
象 最 深 的 ，也 是 奶 奶 做 的
杂鱼。

是杂鱼，而不是“炸”鱼。
顾名思义，杂鱼就是各种各
样的鱼类混杂在一起，有小
青鱼，有小黄花鱼，还有小虾
和小螃蟹等。收拾杂鱼费时
费力，奶奶坐在小板凳上，用
一个大盆盛清水，将杂鱼放
进去。奶奶手法娴熟，去掉
头、内脏和鳞，再一遍遍洗得
干干净净。而那些被剔除的
鱼鳞和鱼头，奶奶更是巧妙
利用，熬成鲜美的鱼冻，何其
美味啊！

那时候小，不懂得用心
学奶奶那精湛的厨艺。如今
回首，惊叹于她老人家是如
何在物质匮乏的日子里，用
有限的油盐，将一锅杂鱼炖

得如此美味。我问过母亲，
她也说做不出所以然，只记
得奶奶说过酱油多放一些，
剩下的只能凭记忆做，结果
味道差太远了。即使现在生
活富裕，可是我居然连母亲
的味道都做不出来，更不用
说奶奶的味道了。

我深深迷恋着某一种食
物，以至于我的味蕾变得极
度挑剔，即便是五星级饭店
的大厨精心烹制的鱼，也似
乎缺少了一丝韵味。究竟少
了什么呢？细细品味，哦，原
来是缺少了奶奶的独特味
道。每当品尝这道菜肴，我
的思绪总会飘向那位慈祥的
老人，想象着她一边洗鱼，一
边轻声细语的模样。她的手
法熟练而温柔，仿佛是在抚
摸一个珍贵的宝贝。那种独

特的味道，是岁月的痕迹，是
家的温馨，是奶奶对我深深
的爱意。

倘若奶奶健在，我必定
怀揣着深深的敬意，向她请
教那绝妙的烹饪技艺——如
何让鱼腥味消失无踪，而鲜
味飘香。我想象着，她老人
家面带微笑，眼中闪烁着慈
祥的光芒，仿佛一切秘密都
在那笑容中流转。她并不会
透露什么高深的秘诀，因为
她所掌握的，早已超越了言
语所能表达的范畴。

或许，奶奶是与烹饪之
道有着某种神秘的契合，如
同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将
每一道菜肴都演绎得如话剧
般精彩。那深厚的烹饪技
艺，就像她脚下坚实的土地，
既踏实又充满地道的风味。

巴尔扎克说：“童年原是一生最
美妙的阶段，那时的孩子是一朵花，
也是一颗果子，是一片朦朦胧胧的
聪明，一种永远不息的活动，一股强
烈的欲望。”童年不仅美好，而且在
人的一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在生命初始阶段，带着好奇心和
探索欲认识世界，所形成的认知和
观念其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可以
说，我们一生兜兜转转，不停奔波，
都是沿着童年指引前行的。

童年是人生的底色。人生滋味
种种，苦有苦的味，甜有甜的味。再
苦涩的童年，也有甜蜜的回忆；再欢
乐的童年，也有泪水的味道。智慧
的人懂得把褴褛的童年，织补成一
件图案丰富精彩的华衣；聪明的人
懂得为美好的童年锦上添花，让生
命散发出更美的光彩。作家萧红的
童年是苦涩的，但她把苦涩的童年
酝酿成一杯酒，让人生有了回甘之
味。冰心的童年是美好的，她在美
好的底子上精描细绣，让人生更加
有光彩、有质地。

有人说，幸运的人一生都被童
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
年。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童

年只是一个生命阶段，即使投下了
一些阴影，也是我们必然要体味的
人生滋味，无需什么治愈。况且，人
生本没有绝对的幸运和不幸。幸与
不幸在天不在人，而觉得幸与不幸
则在自己。再幸运的童年，也不全
都是丽日晴天。人生充满了复杂的
况味，有神奇玄妙的色彩，总会在生
命伊始就让我们领略酸甜苦辣等等
滋味。这样的体会，谁都逃不掉。
没有谁是完全在苦水中泡大的，也
没有谁完全是在蜜罐中长大的。生
而为人，所有的滋味都要品尝。而
童年的记忆，总会被此后的漫漫岁
月晕染成诗意美好的画卷，让人无
限怀恋。

我们总是笑着跟孩子们讲起童
年的苦和甜：“小时候吃了那么多
苦，现在想起来却觉得甜滋滋的。”

“小时候的经历多么美好，真想再回
一次童年啊！”我们两鬓斑白的时
候，回想一生辗转漂泊的经历，恍然
发现童年的故事早已为漫长人生埋
下了伏笔。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骄傲，就是
成年后实现了童年的愿望。童年是
播种梦想的时期，我们萌生了那么

多美丽的心愿。当然，有些心愿走
着走着就消失了。而更多的心愿，
指引着我们人生的方向，决定了我
们命运的走向。你仔细观察就会发
现，很多人现在所做的事，都能在他
们的童年找到源头。人生有迹可
循，童年早已涂上底色。

我小时候是个小书虫，如今终
日与文字打交道。燕子小时候最喜
欢漂亮衣服，本想成为服装设计师，
可未能如愿，如今她以开服装店为
生。燕子的审美能力在线，服装店
的生意一直不错。小梅小时候爱画
画，当年立下壮志，要当画家。虽然
她没有成为有名气的画家，却做了
一份与绘画有关的工作。她是小学
美术教师，每天教孩子们画蓝天白
云、红花绿草，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我小时候那些玩伴，都沿着少年时
梦想的方向，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
的人生路。

快乐是孩子的天性，童年是人
生的底色。我们以童年为桨，摆渡
人生。命运的沉浮，几乎都逃不出
童年的影响。童年最真，童年最
美，愿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依旧是
少年。

落日余晖映晚霞 梁秋琼/摄

生活百味

童年是人生的底色
■ 马亚伟

2024年5月31日·12·
责任编辑：陆 文 本版邮箱：mzyyb8b@126.com凤尾草副刊

本报地址：广西南宁市良庆区秋月路8号 邮编：530201 零售每份1.00元 承印：南宁日报社印刷厂（南宁市青秀区云景路28号）

风流街并非一个街名，而是广
西那坡县的传统民族节庆，每年农
历三月的最后一个圩日举行。历史
悠久的那坡风流街，壮语称“巷旦”，
人们已习惯把“巷旦”翻译为“风流
街”或“歌圩”。

小时候，风流街日有成群结队
的青年男女穿着民族盛装在对山
歌，我听得津津有味。那天，母亲会
做各式各样的小吃，沙糕是每年必
做的。风流街唱山歌、吃沙糕似乎
已成为那坡的一种传统。我每次忆
起沙糕那软糯香甜的味道，总会垂
涎欲滴。

今年的风流街尤其热闹，山歌
对唱、美食琳琅满目、人群熙熙攘
攘。我和母亲走在街上，感受着这
久违的人间烟火，心情难掩激动，这
是我小时候赶风流街的场景啊，只
是现在更加繁荣了。我在小摊旁买
了几块沙糕，口感和母亲做的相差
甚远。于是，我想和母亲一起做沙
糕，找回小时候的味道。

制作沙糕是一项工序复杂且费
时的差事。糯米5千克，筛净，在清水中浸泡12个
小时，取出上蒸笼蒸熟，再将蒸熟的糯米摊开晾
干，把晾干的糯米放到大铁锅里炒，米粒焦黄散发
出炒香味即可。炒香的糯米放凉，再上粉碎机粉
碎。做完这些，母亲去园子里砍了几棵芭蕉，去掉
头和尾，取中间的杆，然后一片片剥下来，洗净后
阴凉处晾干，一字排开，一眼望去如一艘艘小船。
把清香的糯米粉装到芭蕉杆的凹槽里，等待发酵，
需时约6个小时。

母亲说，用芭蕉杆，一是因为它有药用价值，
芭蕉杆性凉，味甘，有清热凉血的作用，可以中和
炒糯米粉的燥热；二是刚砍下来的芭蕉杆水分含
量高，有助于糯米粉的发酵。

这期间需要熬制红糖浆，文火慢慢熬制，糖浆
的粘稠度要适中，把红糖浆和发酵好的糯米粉按
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再倒入正方形的模器中摊平
并压实，随后在其上再淋上薄薄一层红糖浆，再覆
盖上一层糯米粉，压实，静置6小时左右。经过漫
长的等待，沙糕总算做好，按整体大小切割成等比
例的小长方形块，6块沙糕成一份，用芭蕉叶包装
起来，寓意风调雨顺。芭蕉叶包裹沙糕，可锁住水
分，便于长时间存放，也依然软糯可口。这就是小
时候的味道。

我对沙糕的情有独钟，可能源于小时候和母亲
做沙糕的点点滴滴，每次忆起总会心生温暖；也可能
是因为，那一块块工序复杂的沙糕，凝聚着母亲对子
女深深的爱，让在外漂泊的儿女不忘家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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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美食

太阳的光芒映照在波光粼粼的湖面

岸边停留着小船

芦苇随风的方向微微荡漾

几只水鸭在湖里戏水、捉鱼

绿色如墨，大地如纸

瑰丽的色彩在夏日里缤纷

大雁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翱翔

时光缱绻，慢煮流年

携一颗素心面对生活的微澜

初 夏 辞
■ 阙鹏霖

健康卡通

长期的站立使得很多人都患有下肢
静脉曲张，患者常感到下肢沉重、无力、
胀痛，甚至溃疡形成。防治单纯性下肢
静脉曲张可进行仰卧位空蹬自行车练
习。患者仰卧在床上或地上，双脚悬空
做类似骑车蹬踩动作，以改善站立过久
带来的下肢胀痛、沉重等症状。

（陈望阳 图/文）

仰卧空蹬自行车可解腿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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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新
体系，拓展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新
路径，弘扬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新
文化……记者近日从青海省卫
生健康委了解到，青海扎实推动
全省少数民族医药健康有序发
展，少数民族医药服务的可及性
和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带
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整体业务
发展，全省已形成以公立藏（蒙）
医医院为主体、基层藏（蒙）医馆
为基础的少数民族医医疗服务
体系。

据了解，青海省藏医院国家
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竣工投入

使用，黄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
族自治州藏医院国家中医特色
重点医院项目稳步推进。全省
公立藏（蒙）医医院占公立中医
类医院比例 66.67%，病床占比
51.27%。中医馆实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全覆盖，其中藏（蒙）医
馆 198个，占比 45%。同时，鼓
励藏（蒙）医医院发挥特色优势，
推广临床应用少数民族医药非
药物疗法和院内制剂。设置制
剂室的藏（蒙）医医院 21所，占
比 75%，同时允许在全省医联体
内调剂使用制剂，有效补充和基
本满足群众用药需求。建成全

省藏医药浴、外治专科联盟，推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连续三
年实施省级民族医优秀人才研
修项目，培养一批民族医优秀人
才和骨干人才。

在 全 国 率 先 制 定 首 部 藏
（蒙）医医疗机构制剂医保目录，
将 492种藏蒙药制剂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占全省藏（蒙）医疗机
构制剂品种的 71.4%。制定青
海省藏医医疗机构常用中药饮
片通用名称目录、临床应用技术
指南等，为扩大藏医医疗机构用
药范围并规范使用饮片提供依
据。优先将功能疗效明显、患者

广泛接受、特色优势突出、应用
历史悠久的藏（蒙）医医疗服务
项目进行调整，本省藏（蒙）医医
疗服务项目共 368项，其中纳入
医保目录占比达到91%。

颁布实施《青海省藏药材标
准》《青海省藏药材炮制规范》等
多个藏医药标准规范，2023年
正式成立青海省藏医药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对推进青海省藏医
药标准化建设进程和提升标准
运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推进
实施青海省医疗机构制剂质量
提升三年行动，编印《青海省医
疗机构制剂品种规范》，统一规

范全省各藏（蒙）医医疗机构生
产的制剂品种名称、处方组成、
功能主治、使用禁忌等。实施藏
医药文献数字化工程，搜集整理
藏医药古籍文献 3000余部，编
纂完成《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
书》《藏医药大典》等重大藏医药
文献，出版发行期刊《中国藏医
药》。藏医放血疗法等 14个藏
医项目被列入国家和省级非遗
名录。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
作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做出
贡献。

（摘自《青海日报》）

青海扎实推动少数民族医药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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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宣讯（记者吴小红 通
讯员曹哲）5月 23日至 25日，由自
治区中医药局主办、广西国际壮医
医院承办的广西中医药文化进基层
暨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知识宣教活
动在武宣县举行。包括广西名中医
秦祖杰、王小平在内的 33名中医、
民族医以多种形式推动中医药深入
百姓生活。

活动分别在广西武宣县武宣
镇、黄茆镇及金鸡乡三地开展，现场
讲解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发放中
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手册及《民族医
药报》、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知
识问答、举办大型义诊、提供民族医
特色技法体验、教学三气养生操、召
开学术讲座……丰富多彩的活动内
容吸引众多居民参加。

活动现场设有中医药文化知识
竞答区、义诊区和民族医特色技法
展示区，工作人员分组以不同形式
向居民朋友们宣讲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知识，详细介绍中医整体观及
中医饮食、起居、运动、情志、穴位养
生方法等居家养生必备知识。同
时，中医专家们免费提供咨询、问诊
服务，并根据疾病特点，给予壮医水
蛭疗法、壮医针灸疗法、壮医药物竹
罐疗法、壮医滚蛋疗法、壮医锤痧疗
法等特色技法体验，以知识宣教与
亲身体验相结合的方式，帮助武宣
县基层群众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和生
活习惯，提升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水平。

“授人以渔”是广西国际壮医医
院进基层的活动惯例。期间，专家

团队以开展学术讲座及带教查房等
形式，分别向武宣县武宣镇卫生院、
黄茆镇卫生院及金鸡乡卫生院的医
务人员分享学术思想、工作经验，指
导疑难疾病的辨证治疗，提出专业
性建议和合理用药指导意见。

本次活动是广西中医药局在全
区范围开展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知识宣教活动之一，旨在深入挖掘
中医药文化内涵，让广大群众切实
感受到中医药疗法的特色优势和独
特作用，全面提升全区公民中医药
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提升群众中医
药服务获得感。

本报昆明讯（通讯员许
晓锐）近日，由云南省科学技
术协会支持，云南省民族民
间医药学会主办，腾冲市中
医医院承办的“上山下乡讲
健康 名医教授走边疆”科普
义诊活动在腾冲市开展。活
动旨在充分利用云南丰富的
民族民间医药资源，加大民
族民间医药文化宣传、普及
力度，扩大民族医药在基层
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力。

活动内容涉及义诊、带
教查房、学术讲座、特色诊疗
演示与培训、发放药品及科
普宣传资料、识药认药活动
等。活动反响热烈，共服务
400余人。

此次活动是一次成功的
实践，也是一次有益的探索。
不仅为腾冲百姓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健康福利，也展现了
当地医院的社会责任感和对
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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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式推动中医药深入百姓生活

中医药文化进基层

工作人员发放《民族医药报》 曹 哲/摄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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