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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陈猛猛
那年中秋节，家里就我一个人，母亲

在养鸡场不回来，弟弟在外地打工，父亲
在城里照顾上了年纪的爷爷和奶奶。奶奶
上午打来电话，说姑姑昨天来看她，拿了
几斤好月饼，我可以到她那一块过中秋。

简单收拾了一下家，准备妥当，我骑着
自行车出发了。到地方时，奶奶正和小区门
口看门的大爷说着话，看到我从自行车上下
来，奶奶吃惊得叫出声来：“我的天，你怎
么骑着自行车来了，这么长的路，腿一定
会疼。”我说不累，然后一块和奶奶回到四
楼的房间，洗了洗手，坐在沙发上跟爷爷奶
奶说着自己在老家的日常以及村子里面的人

和事，奶奶拿出几块月饼让我吃，自己则开
始择菜，准备做中饭。那天中午，我和爸
爸、爷爷一块吃了奶奶做的青菜肉丝面，吃
完饭后又说了两个多小时的话。

想到奶奶住的房子不很大，晚上睡觉
会很拥挤，下午五点多时，我便对奶奶说
今晚上不在这住，还要骑车回去。奶奶劝
不住我，只好送我下楼，还给我装了几块
月饼，我就骑着车往家的方向出发了。时
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月亮已高高挂在天
上，皎洁的月光将路面照得亮堂堂，一辆
又一辆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终于到家了，在自家门前柿子树下，
我舒展了下身子，月光给柿子树披上银白

色的盖头，多得数不清的柿子在月光中显
得好看而且诱人。进屋洗了洗脸，看了看
客厅上的钟表，都快八点了，我突然想起
了大一那年的中秋，我们没回家的十多个
同学一块在学校餐厅里看中秋晚会的情
景，恍若隔世。

打开电视后，我看着电视掏出手机一
看，一下子怔住了，上面显示竟有二十八
个未接电话！这些未接来电，都是奶奶和
爸爸打的，我只顾着赶路，忘了向家里人
打电话报平安，而在路上骑车的时候，手
机偏偏又是静音状态。听着亲人的嗔怪，
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透过窗户，我看
到月光竟那么亮堂、那么圆满……

中秋月儿圆

■一人
在人体自身的平衡和修复能力上，我一

直固执地坚持两个观点：健康方面，自身感
觉到的器官就是有毛病的，比如，平时我们
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脑袋七八十斤重，
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如果哪天觉得脑袋
发沉了，那就说明脑袋出毛病了。饮食方
面，自己喜欢吃的就是身体需要的，比如，
平时喜欢吃肥肉，那么说明身体需要脂肪的
补充，据此，几乎每顿饭食都是无肉不欢、
大快朵颐。

我拿这两个观点去医生朋友那里求证，
朋友的回答有味而暧昧：前者有道理，后者
嘛，呵呵。

无肉不欢、大快朵颐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回想三十年前，我们看
一个人的外表，最高的也是最羡慕人的评价
就是两个字：富态。很文雅也很阳光，其实
说穿了就是肥胖。想必这个词应该出在以胖
为美的大唐时代，那时候生活富足，安居乐
业，胖成为一个朝代的审美标准。自清代末
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是天灾，
就是人祸，对于平民百姓来说，能吃饱饭都是
奢望，因为营养过剩而产生的大胖子少之又
少，成为社会的稀罕物，人们心向往之，给予
一个文雅的称呼：富态，富贵的体态。

二十多年前，有位朋友推荐给我一本
书，是位美国的医学专家所写。他在谈到人
体健康时说：健康是管理出来的。要想身体
健康，离不开八个方面，即八个中心词：
（均衡的） 营养、（适量的） 运动、（纯净
的） 水、（和煦的） 阳光、（欲望的） 节制、
（清新的） 空气、（充分的） 休息、（坚定
的）信仰。这八个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起来
刚好是 NEW START，翻译过来就是新起
点，因此，这一理论被称作“新起点健康理

论”。意思是，只要你按照这个标准坚持下
去，你的身体健康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起点。
可惜的是，当时我只是觉得该书的文笔挺流
利，角度挺新颖，至于健康，好像和我没有
什么关系，毕竟，年轻就是健康的资本，我
还要朝着富态的目标努力，至少要在追求富
态的路上迅跑。

哪承想，富态竟然如此亲民，转眼之
间，我不但实现了富态的目标，而且在富态
的路上继续一路前行，真应了民间说的那句
话：喝口凉水都上膘。直到有一天，体重突
破一百公斤！富态从奋斗的愿望成为眼前的

“敌人”，以至于每次体检，医生都拿我的富
态说事：你体重又增加了，该减肥了。

富态后的各种“副产品”开始源源不断
地出现：春天买的衣服到了秋天怎么套也套
不到身上，快走几步就开始大喘气；肚子一天
比一天突出，与人握手、手没到肚子先到，低
头看不到脚尖、典型的“中部崛起”；体检结
果多项指标箭头上窜，不是已经超过警戒线，
就是在逼近警戒线的路上，大有“万箭齐发、
争争（蒸蒸）日上”之势。朋友调侃：再胖，
就成李林甫了。据说，唐朝奸相李林甫即便在
那个以胖为美的时代也胖到了新高度：人坐下
后，因为肚子太大，没地方放，需要有臣子趴
到他脚前躬身为他扛着。搁现在，人人平等
了，李林甫找不到给他扛肚子的人，就只能
在肚子底下装个发动机了。

原来所谓的富态有如此多的不堪！
但要减肥，又何止那么简单。外焦里嫩

的烤串、肥而不腻的红烧肉，鲜活诱人的海
鲜、肥瘦相间的扒羊排，赏心悦目的造型刺
激着你的视觉器官，香气四溢的芬芳挑战着
你的味觉器官，要抵挡住口腹之欲，没有一
定的定力绝非易事。每每至此，我们在权衡
美食与减肥之间的取舍时，都会毫不犹豫地

做出选择：吃了这顿，明天减肥！于是，每
次减肥都变成了专“拣”肥的吃。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去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偶然碰到一位一

年未见的朋友，朋友的体态让我大吃一惊。
此前他的体型虽然比我不上，但也不算苗
条，这次见面，其清瘦健硕让我几乎不敢相
认。寒暄过后他道出原因：刚刚在万安医院
参加过健康管理，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还说
出几位我认识的减肥成功的朋友。最后，他
一再动员我去体验体验。

今年五月，我下定决心与医院相约，去
参加健康管理！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看过的那
本书，作为心理上的暗示，我把儿童节这天
作为我的“新起点”。

到医院，做过简单的前期体检，开始正
式的健康管理：每天早上将采集到的体重、
脂肪、水分、肌肉、骨骼、热量、血压等空
腹指标上传到管理群，早餐在医生的指导下
自主解决，中午、晚上在医院就餐，由营养
师根据个人健康数据提供餐谱，每顿饭前和
上午、下午半晌喝一袋营养素作为代餐。每
天在群里边晒业绩，每天听医生定方案，一
日如是，日日如是。

一个星期过去，体重由天天向上开始迟
滞不前，然后又掉头往下，之后一路走低。

体重在持续下降，但由于在锻炼、饮
食、作息等方面还没有完全遵医嘱，成果虽
说小有进步，但距离医生的要求还是有距
离，至于和同一时期进行健康管理的同学们
相比，更是让人汗颜。一位参加体验管理的
年轻小伙子，十天甩掉肥膘十七斤！终于，
有一天，医生叮嘱：要按照要求进行锻炼，
要活动，关键是要出汗。

真是正确而无用的废话，锻炼不出汗还
能出什么？出油？我在前边走，身后一地

油，后边的人滑倒了，算谁的责任？再者说
了，如果出油像出汗，我还至于这么胖吗？
小富即安，小步慢跑，有进步就好。

自我宽慰下，三个月过去，超过三十斤
的脂肪终于舍我而去，既定目标完成！

健康管理结束，原来穿着还算得体的衣
服成了“四不靠”，走路比原来轻快了许
多，饭桌上那些美味佳肴的诱惑度也明显降
低，更重要的是脂肪肝、高尿酸、高血糖等
几个指标开始恢复正常，也算是“大年三十
打只兔子——甩膘之外”的意外收获。

从追求富态、实现理想，到告别富态、
回归正常，整个过程很有点烟酒嗜好的养成
和戒掉：一个人养成吸烟的习惯很容易，因
为我们都有自己的理由，无聊的时候吸烟可
以解闷，困顿的时候吸烟可以开阔思路，交
往的时候让烟是个礼节，公众场合吸烟显得
有风度，但要戒掉则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
喝酒与吸烟不同，喝酒习惯的培养是需要氛
围的，大多是在公众场合，即聚餐之时，你
让我让大家让，结果经不起三让：不喝不喝
又喝了，喝着喝着喝多了；发誓下次不喝
了，结果下次又多了。要戒酒就需要个人的
意志，即自己不给自己创造喝酒的氛围，一
个人在家喝起酒来就显得索然无味。总之，
吸烟是个人行为，喝酒是集体活动。同样，
标准体型变成肥胖之态大多是个人的事，口
腹之欲实在难以抵挡，但要由肥胖回归到常
态也需要一定的氛围、外部的环境，也就是
相互监督、攀比。因为，吃胖是个人行为，
减肥是集体活动。

走出万安医院的大门，想起某人说过的
一句话：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一个吃出
来，一个吃回去，吃出来容易，吃回去难。
吃与吃之所以不同，关键在于是不是进行科
学的健康管理。

甩膘记

■垄上月色
我家有一棵柿子树，每年秋天的柿子

产量都很可观。
中秋前后，拳头大小的柿子开始陆陆

续续由青转黄，父亲或者哥哥便会找来一
根长长的竹竿，在竹竿头上绑一根小木
棍，手举着棍子，把那些发黄的柿子连同
树枝一起摘折，再小心地放到篮子里用绳
子吊着送到树底下。母亲会把硬硬的刚泛
黄的半熟柿子放到屋角，一层柿子一层麦
秸层层码好，然后在上面再蒙上一个小被
子，三五天功夫，小被子揭开，柿子就成
了红彤彤的灯笼模样，摸上去软乎乎的，
闻起来香喷喷的，咬一口甜津津的，汁液
顺着嘴角直流，大老远就能把人的哈喇子
给馋下来。柿子还有一种催熟法，那就是
烧上一大锅热水，等水烧开再晾到五十度

左右时在水里放上一点盐，最后把水倒进
提前准备好的坛子里，把硬硬涩涩的黄柿
子放进去，一天一夜的功夫就可以吃了
——这样出来的柿子吃起来又脆又甜，不
过我不大喜欢。

整个深秋到立冬这段时间，柿子陆陆
续续地熟，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忙着烘柿
子。烘好的柿子被母亲小心地放在一个大
筐子里，等大人们干活回家或者家里来了
客人再拿出来吃。我现在还记得，父亲开
玩笑说柿子是劳动果实，只有干活的人才
有资格吃。我们这些淘气包们还会趁大人
不注意时，偷偷在自家或者别家的树上摘几
个生柿子自己动手烘着吃，或把柿子塞进麦
秸垛烘，把人家好端端的麦秸垛掏得这一个
窝子那一个窝子，把柿子放进去做上记号，
三五天就可以吃又甜又软的烘柿子。我们还

会把柿子埋在水塘浅水的糊涂泥里，铺上一
层黄蒿，再盖上一层泥巴，一周左右也能
吃到又脆又甜的柿子。

母亲为人和善大方，摘柿子的时候遇
到有老人孩子的家庭都要给一点，在柿子
烘熟的两个月里，大人孩子到我们家串
门，母亲都会拿出柿子让他们品尝。大家
一边小心的嘬着嘴吸吮着柿子甜甜的汁
液，一边拉呱着家常，多少年过去，那温
馨的一幕还在我的眼前流转。现在母亲父
亲已经去世多年，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为了
生活在各个城市漂泊，终年也难得见上一
面，年龄最小的我也已经人到中年，中秋
夜一家人一起吃着月饼、吮着柿子、拉着
家常的场面再也不曾有过。不知今年我家
的那棵柿子树，是否还像母亲父亲在世时
那样果实累累？

难忘柿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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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亲情挚爱亲情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特约撰稿人 鲁锁印
2019年10月30日上午，赵振刚先生的长女赵丁红来

电话联系，相约茶叙。下午三点我赶到工商联大厦三楼一
间静雅的书画室见到了丁红女士。她谈了先生后事处理的
一些打算和作品捐赠事宜。

赵振刚先生于2019年9月28日与世长辞。遗体告别之
后，我曾经和于建华、赵振选两位老师谈及先生作品的归
处。因为两位老师与先生妻女熟稔，我建议由二人与赵家
人做一次沟通。萌生这个想法，是因为我市曾经有成绩斐
然的艺术家过世后，其作品散流于世，天长日久便淹没在
市井生活中，失去了应有的艺术光芒和社会认知。没想到
赵丁红这么快就表达了捐赠意愿。此次会面，我建议将作
品捐赠给漯河市博物馆：一方面赵先生是我市颇具盛名的
艺术家，理应为漯河留下一些优秀作品以勉励后人；一方
面，漯河市博物馆建馆不久，需要充实一些代表现当代艺
术创作成就的馆藏。捐赠的数量、方式及方向丁红还需要
和家人做进一步的商议，同时，她委托我和博物馆方面进
行联络。

2019年11月5日，我把先生亲属的想法与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的分管领导和市博物馆馆长进行沟通，同时也和建
华兄做了进一步交流。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应努力
办好，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表达对逝者和捐赠人的尊重。我
建议把时间放在赵振刚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后。届时在博物
馆举办纪念展览，同时把捐赠的作品印刷成册，既是对社
会的宣传，也是对捐赠作品的留念。举办专题活动更重要
的意义是在社会上树立引导，开一个先河。艺术家向博物
馆捐赠作品是国内外惯常的做法，但由于我市博物馆建成
较晚，社会各界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意识。后来，我知道
捐赠作品贡献给社会也是赵振刚先生临终时的愿望。

我与赵振刚先生的缘分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我在统战部工作期间，赵先生与张德君、张发舟两位前辈
均为挚友，他们常有往来，我得以结识先生。当时先生正
值艺术盛年，是我市文化界扛鼎之名流，谈吐儒雅、气质
倜傥、性格豪爽，使我敬佩不已。其后的十余年间，我到
县区工作，与市直文化艺术界交集减少，而赵先生也曾移
身安徽阜阳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就一直没有见过面。

2012年6月，在建华兄的牵线搭桥下，我又得以与赵
先生再续前缘，间或也相约小酌，听他品悟书画艺术的高
论。2018年3月，赵先生率赵丁红、赵丽在珠海举办“丹
青熠彩 翰墨飘香”书画作品展获得成功。当年“五一”前
夕，又筹划了在河上街九雅轩画廊的“不忘故乡，梦圆沙
澧”赵氏父女作品三人展，展出书法美术作品百余幅。我
第一次看到赵先生这么多作品同时展出，其尊重传统的创
作理念、酣畅淋漓的个性聚于一庭，尽现于纸面。颇为壮
观的有一幅丈二的牡丹和四尺整张的陶渊明画像，牡丹用
墨泼辣大胆，陶渊明也一改荷锄采菊的惆怅旧貌，而是仰
望长空豪情满怀。这两幅作品儒雅而果敢，实乃赵先生人
生艺趣和笔墨技法的生动呈现。

吾尝与建华兄一起陪同外地来访赵先生的客人游历于
沙澧河之滨。这些客人都是他作品的崇拜者，有丹青妙
手，也有商界富贾或退隐贵胄，先生的广结善缘，可见一
斑。2018年中元节前夕，赵先生发起偕友赴黄山九华山一
游，我专门告假陪同他登山。不曾想出发之际，先生风寒
染身临时取消了行程。我和于建华夫妇只能按计划出行。
自合肥起，由上海朋友马先生安排，赵先生的弟子刘东辉
贤兄全程陪同，一路数天餐饮旅行照顾得周到备至。我深
知这种关照是赵先生的人格与作品所赐。之后，赵先生身
体恢复，又如愿去了一趟黄山，我却有事脱不了身，未能
亲赴陪伴，遗为此生一憾。

从黄山回来不久，先生偶然得知我夫人和他大女儿的
名字相同（丁红原名菊红，我夫人名红菊），便欣然画了一
幅《秋色宜人》相赠（款署戊戌年初夏，清虚居士振刚写
意于康平南苑）。不承想，寒暑一易，原本精神矍铄的老人
被病魔缠身，久治不愈竟撒手人寰。

赵振刚先生幼承家学，弱冠即濡墨染翰，与书画结下
不解之缘。后赴开封艺专学习，毕业于钢琴键盘和绘画两
个艺术专业。他毕其一生潜心研究先贤，师法自然，勇于
探索创新，不墨守陈规、渐开新境，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
格和鲜明的创作特色，曾获得叶浅予、黄永玉、洪丕谟等
艺术大师的中肯评价，堪称我市书画艺术界之翘楚。他在
国内外书画展览中屡获大奖，作品被多家知名艺术馆、博
物馆收藏。闻先生别世，我去家中探望并做最后的告别，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又见到了在黄山相处一周的刘东
辉。他也是刚回到阜阳不久，听说赵老师身体不好，为见
最后一面，竟是连夜骑着自行车赶来漯河。还有一些朋友
也是从天南海北赶来悼念，其情其景，不能不令人倍感伤
怀。

斯人去兮，音容如昨！所幸赵振刚先生将作品捐赠社
会的遗愿得以实现了。2020年1月6日上午，先生遗孀李

喜 莲 女 士 及
女 儿 赵 丁
红 、 赵 艳
红 、 赵 丽 三
姐 妹 来 到 市
博 物 馆 ， 就
捐 赠 协 议 和
捐 赠 仪 式 等
与 馆 方 进 行
了 具 体 沟
通 ， 确 认 将
无 偿 捐 赠 部
分 赵 振 刚 作
品 给 漯 河 市
博 物 馆 。 赵
丁 红 现 场 捐
献 了 作 品 ，
之 后 ， 赵 夫
人 及 二 女 、
三 女 也 相 继
将 捐 赠 作 品
送 交 市 博 物
馆 ， 捐 赠 赵
振 刚 原 创 作
品 计 97 件 。
此 举 善 莫 大
焉 ， 必 将 成
为 我 市 文 化
艺 术 界 的 一
段佳话。

花黄时节又忆君

■朱菲辉
中秋节由上古祭月习俗演变而来。《周

礼·春官·典瑞》 中有“圭璧，以祀日月
星辰”，就是用礼器圭璧祭祀日月星辰。最
初“祭月节”是在“秋分”这一天，但是

“秋分”之日未必有满月，后来就将“祭月
节”由“秋分”调至“中秋”，即农历的八
月十五日。

中，本义是带旒的旗。甲骨文、金
文、战国文字“中”像飘扬的旗。上下为
飘扬的旒，就是飘带；中间部分代表范
围，表示旗立在当中。小篆字形简化，为
后世所本。甲骨文中记载当时常用这种旗
来测量风向和风的大小，或者部族议事的
时候立旗以聚集民众，旗一旦立起来，人
们就从四面八方向旗聚集。所以，中引申
为“里面、方位在中央、中间的”等义，

《说文解字·丨部》：“中，内也。丨，上下
通。”中秋就是整个秋季中间的这一天，即
八月十五日。

甲骨文中另有与“中”相近的字形，
表示的是仲，《说文解字·人部》：“仲，中
也。从人、中。中亦声。”《说文》以人与
中结合会人的排行之意，所以“仲”的本
义为伯仲之“仲”。《左传·昭公二十六
年》：“亦唯伯仲叔季图之。”古代用伯、
仲、叔、季表示兄弟排行。东汉经学家、文
字学家许慎，字叔重，说明他在家应该是兄
弟排行老三。仲引申指时令的排列顺序，春
夏秋冬四季，每季度三个月按孟、仲、季排
列。秋季的三个月依次为孟秋、仲秋、季
秋。仲秋即秋季的第二个月，八月。《书·
尧典》：“宵中，星虚，以殷仲秋。”

甲骨文、金文秋像蟋蟀形，蟋蟀鸣叫
则秋至，所以借为表季节之秋。秋天是百
谷成熟、收获的季节，秋收后要焚烧秸秆
作为土地的肥料，所以甲骨文另有下加火
形，为籀文所承袭。《说文解字·禾部》：

“秋，禾谷孰也。”籀文左上角和战国文字
右边都加了禾作为构字部件。小篆省作左
火右禾。隶书作左禾右火，为后世所本。
因为禾谷每年秋天丰收一次，所以秋又可
以表示年。

或许因为中和仲的古文字字形相近，

文献中也有“中秋”指秋天的第二个月，
与“仲秋”通用的现象。《周礼·夏官·司
马》：“中冬，教大阅。”郑玄注：“中，仲
也。”随着语言的规范化发展，现在这两个
词各司其职，“中秋”成为“中秋节”的简
称，“仲秋”则指秋天的第二个月。

先秦、两汉时期的祭月活动重在向月

示敬，游赏并不盛行，唐宋以后，中秋祭
月、赏月、吃月饼等习俗盛行。山河的旁
落、征人的思念，也让象征“团圆”的中
秋圆月变得弥足珍贵，并产生了“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样感人至深的诗
篇，千百年来一直寄托着人们渴望团聚、
共享天伦的美好心愿。

字说字说““中秋中秋””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丹桂遥遥望
鹊已成桥，莲已暗结粒粒心香
半是西风半桂香
月明十分相思里，殷殷如霜
把酒承欢，明月，你点燃了谁的思念
千里之外，月亮之上
远方成了家，家成了远方
游子心里，装满柔软的路
皎洁是不变的风度，打开天心一盏灯光
一张温柔的网，打捞出几多深情目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一句话，一杯酒
悬挂成人们心中，最明澈的月亮
这月光温热，牵了我的手
在每一寸柔软处，将相思写上
月光抚摸过的地方，就是故乡

月光，掠过故乡

■陈向锋
成熟的玉米棒，呼唤着秋收的脚步
忙碌的身影，在金色的大地进行
谷子、黍黍笑弯了腰
娇羞的柿子、苹果、海棠
感叹着秋风，把依恋的树叶卷走
投靠在静谧的秋水里，缠绵
金黄的粮食填满了粮仓
桂花飘香，月明星朗
葡萄、美酒，亲人团聚一堂
来吧，举起酒杯
为这丰收的景象歌唱

秋日赞歌

■■生活闲情生活闲情

国画 秋之恋 赵振刚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