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药还有经验？ 有，非

但有，还有些讲头。 阿姨爷

叔在公园里闲逛，在小区凉

亭里闲坐，相互之间聊起来

往往会介绍吃药经验！尤其

是得了同一类疾病，同“药”

相怜，听听———

老阿哥老林，听说侬胆

上长了一米粒大小的石头，

右上腹隐隐作痛，胃口也不

大好？ 我觉得用不着开刀，

建议你吃“肝胆宁”就可以

了，中成药，效果不错的。什

么成分？无非是大黄、虎杖、

青皮和陈皮之类， 吃不坏

的。吃一个阶段，看看“一粒

米”大出来了还是缩小了？

王阿姨，你的血脂有点

高，快到临界状态，但不是

很高，对不对？没关系的，可

以吃“他汀片”，你不要吃一

片，可以吃半片。 半片怎么

吃？ 咬开了吃？ 不不，咬湿

了，现在药房里有卖药片研

磨器，带有切割功能，可以

把小小药片一切为二。

刘家爷叔，我看你关节

不大好， 走路有点不大利

索。我说得没错吧？你可以

到医院配一点氨糖，就是盐

酸氨基葡萄糖片， 简称氨

糖， 配不到就到药房里去

买， 这种药还是有药效的，

我就吃。 但是我提醒你，吃

一个月氨糖， 要停一个礼

拜，然后继续吃。 我也不晓

得这是谁提醒的……

久病成良医，这句话有

道理，你生过那个病，尤其

是还没有痊愈，你对那个病

往往滚瓜烂熟： 怎么得来

的，怎么发展的，怎么找医

生的，怎么配的药，怎么正

确服用……

我个人的体会：吃药如

同和敌人打仗，有时候要采

用迂回包抄，有时候要集中

兵力打歼灭战，比方说嗓子

突然发痒，第二天就开始剧

烈咳嗽， 估计是扁桃体炎，

或者是口腔感染，或者是支

气管炎，那么，可以服用盐

酸克林霉素棕榈酸酯分散

片， 或者复方甘草口服溶

液， 一上来千万不要羞答

答，打开药盒立刻就是一日

4次，一次 4片；打开瓶盖就

是四分之一瓶咕噜咕噜喝

下去，压制式，强迫式，压下

去再说，然后再慢慢调理。

当然了， 是药三分毒。

如果身体没什么大碍，不吃

药总比吃药好（这个话不是

医生说的， 也不是药房说

的）； 如果身体没什么大碍

却有那么一点点“小碍”呢？

你让它去？你随它去？你跟

着它混？ 到辰光再讲。有的

人觉得这样混毛病的办法

不妥当（尽管很多人都这样

混），俗话道：小病不治，大

病吃苦。 小病也要重视一

点，找一点对症的药早早服

用就是了。 当然，小毛病不

要大惊小怪，也不要小病大

治。

刘家爷叔， 我跟你说，

是药三分毒还不算，有的药

还毒对毒，比方讲乙酰氨基

酚不能和复方感冒颗粒同

时服用，布洛芬不能和含有

咖啡因的东西一道吃，吃了

头孢就不能喝含有酒精的

东西……

这个刘家爷叔、 王阿

姨、老阿哥老林虽然说得比

医生还医生，但他们都不是

医生，如上的一个一个小段

子只是它们闲谈随聊，不足

为训。吃药的度和药物的选

择， 还是请大夫帮我们定

夺，还是根据药盒上药瓶上

提示的剂量来服用。

吃药经验

�童孟侯

顾村公园的樱花节如期而

至，园内人声鼎沸；公园之大，

超乎想象，430 公顷的广阔，让

人一眼望不到边。 王大爷，一位

精神矍铄的老人， 带着他的孙

子大宝、二宝以及老伴，一行人

浩浩荡荡地进了园。 七岁大的

二宝突然甩开奶奶攥着零食袋

的手，冲进粉色花雾里，后脑勺

翘起的呆毛活像“天线”。

八零后的女导游小崔

购票归来，将导游旗递给王

大爷，王大爷转手将旗子递

给了十岁的大宝。大宝高举

杏黄旗，得意洋洋，二宝心

生嫉妒，百般央求，大宝却

不为所动。“旗子给我！ ”二

宝边叫边踮脚去够，被哥哥

用旗杆戳了个屁股墩。

当小崔第三次举起喇

叭时，她发现自己的杏黄旗

正在樱花雨中翻飞。大宝把

它舞得像金箍棒一般，扫落

的花瓣扑了二宝满脸。 弟弟正要

哭闹，忽然望见小卖部飘来的棉

花糖云朵，瞬间被吸引，才算消

弭了又一场“兄弟战争”。

随后，一只天蓝色的塑料桶

成为新的争夺焦点。 这原是两个

孩子共用的樱花收集桶，此刻却

被大宝独占。二宝灵机一动，模仿

短视频中的桥段，跑到爷爷身边，

殷勤地为爷爷敲起背来。 三分钟

后，一个粉红的桶递到了二宝手

里，他得偿所愿。 谁知这时，大宝

突然大方起来，一脚将蓝桶踢到

二宝脚边：“赏你了！”二宝也不示

弱，飞起一脚，蓝桶“咣当”一声撞

上五米开外的樱花树，惊得一旁

的老摄影家手一抖，镜头里精心

构图的花影碎成了光斑。

闹腾过后，两个“小魔王”早

忘了恩怨，追着翻飞的花瓣疯成

了陀螺。 奶奶举着手机边追边

喊：“慢点儿！ ”突然，奶奶的珍珠

项链断了线，圆润的珠子滚进草

丛， 被蹦跳的童鞋碾成了碎玉。

她顾不得捡，只顾着追着两个蹿

上石阶的孙儿。 新烫的卷发沾满

了花瓣，倒比园丁修剪的造型更

多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夕阳染红了云絮， 王大

爷摸出口袋里租借轮椅的宣

传单，忽然笑出了满脸皱纹。

他庆幸入园时未借轮椅———

早晨还怕这老腰撑不住，眼

下二宝呼出的热气正暖着他

的后颈———哪里还需要什么

铁架子代步？ 这沉甸甸的甜

蜜负担， 比任何代步工具都

来得实在、温馨。

地铁玻璃映出四个歪斜

的身影。 大宝依偎在奶奶怀

里，睡得香甜；二宝则枕着爷爷的

胳膊，梦里还在嘟囔着“哥哥坏”。

窗外樱花掠过成片光斑， 像老式

电影院里跳动的胶片齿孔， 把童

年与暮年串在了同一卷胶片上。

樱花年年开，岁月匆匆逝。

童车总会换成轮椅， 但那份隔

代亲的情谊， 却如同樱花雨般

永不凋零。 爷爷奶奶辈的宠溺

与惯着，似乎是世间的通例。 那

些在樱花雨中摇摆的宠溺，何

尝不是白发人对时光的撒娇？

只是当孩子把杏黄旗当成金箍

棒时，总该有人轻声提醒一下：

大圣当年，也是戴着紧箍儿的；

在孩子成长的路上， 也需要帮

助他们学会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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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

清简之美

�马亚伟

我写过一篇文章：《繁复之

美》。 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如果

说简约之美是用一朵花代表整

个春天，那么繁复之美则是用整

个春天铺陈一朵花的渴望。 ”我

以为，简约与繁复各有其美。 如

今我想说的是清简之美，在我看

来，清简比简约多了随意洒脱的

意思，就是清清爽爽、简简单单。

简约有点刻意为之，而清简是自

然抵达。 清简之美，需要有一定

年龄和阅历才能体会，是人生抵

达某种境界之后的自然领悟。

搬了新家之后，我留了一间

书房给自己。书房的风格极为清

简，除了雪白的墙壁和一张原木

色的书桌， 就是书橱里满架的

书。我曾经喜欢在书桌上放一些

小饰品，如今我的书桌上只剩一

支笔筒。 我在书房里，与书籍倾

心交流，与文字相濡以沫，美好

畅快的感觉在缓缓流淌。 我想起

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金在写作

的时候， 只需要一张小桌子，一

盏台灯， 一些稿纸或一台电脑，

别的都不需要了。 这种方式，让

他文思泉涌，很是受益。 我现在

很能理解这种清简之美带给心

灵的舒适与自由，屏蔽掉一切造

成干扰的因素，舍弃了一切无关

紧要的装点，清清爽爽，简简单

单，如此便可以更好地投入到你

想要的氛围中。

清简的境界，是一个自然抵

达的过程。就像一棵树，必然要到

了秋天，才会叶尽一身轻。繁复之

后是清简，豪华落尽见真淳，经历

过繁华，才能体验到返朴归真的

妙处。 比如在衣饰方面，我曾经

特别喜欢华丽之美。 喜欢色彩鲜

明、装饰奇特的衣服，也喜欢项

链、戒指、耳环之类的首饰。 如今

我更喜欢颜色浅淡、毫无装饰的

衣服，至于首饰，也早已把它们

束之高阁，很少拿出来戴。清简的

生活，让我感到无比舒适，仿佛解

除了一身镣铐一般自由。

清简之美，绝不仅仅是形式

上的简约，更是心灵的清简灵性。

美国作家、 哲学家梭罗隐居瓦尔

登湖期间， 陪伴他的是月光、清

风、湖水、草木、鸟鸣。简朴的生活

方式是他的追求，一张床、一张木

桌、 三只凳子， 就是他的全部财

富。他说，多余的财富只能换取奢

靡的生活， 而心灵的必需品无需

用钱购买。他在这样的生活中，静

静思考，默默沉淀。结束隐居生活

之后，他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

我想到了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

食， 一瓢饮” 足矣，“回也不改其

乐”。 还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他

晚年号“六一居士”。六一为：藏书

一万卷， 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

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

常置酒一壶，再加上他一老翁。欧

阳修到了晚年，大彻大悟，回归简

单。 生活简单，心灵清简，未尝不

是人生的大境界。

清简之美，人生至境。“一棹

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是

清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清简，“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

饰”是清简……清简之美，就像淡

墨写意画，用最俭省的笔墨，营造

出最悠远淡然的境界。清简之美，

并非只属于智者贤人。 只要你保

持一颗素心，一样可以体验到。

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选择一

屋、一院、一园、两人、三餐、四季的

清简生活，尽享生活中那些被忽略

的妙趣。 人生到了一定阶段，是应

该摒弃繁复和奢华，摒弃虚荣和浮

躁了。 为生命做减法，功名利禄如

烟云，心灵自由是最真。顺应自然，

顺应心灵，抵达清简之境。

刊头书法 瑞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