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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明夫

近来，稍多吃一点我就感到胃胀，有时需要吃吗丁啉
来助消化、缓解症状。好多人劝我去做个肠胃镜，我想想
也是，毕竟这个年纪了，很有必要去做一次，及早发现病
因，及时治疗。

要把长长的可视镜头插入胃部、插入曲折迂回的肠
道，想想也害怕，虽然可以麻醉做无痛胃肠镜，但也必须要
有家属陪同，还有检查前一天要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
喝清肠药。想想如此麻烦，所以我迟迟没有付诸行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去做一
次。于是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宁波市第一医院，看病就医。

我早早地骑着电瓶车悠悠地来到医院，因为前几天
网上预约挂号，所以到自助机上付款、取号、签到，省去了
以往要排长长的队伍、要等待很长时间的麻烦，现在可以
悠闲地坐在椅子上等候广播的叫号。

很快轮到我了，和主治医师交流后，告诉我首先要做
血常规、心电图，再决定能不能做胃肠镜。付款后，我来
到检查科签到，先做好心电图，再抽血做血常规。脱掉外
衣撸起袖子，室外寒气逼人，等候室里温暖如春，一点也
不感觉冷，末了，走出来，工作人员还递上两个热乎乎的
白馒头。空腹而来，此刻正是饥饿，忙大口咀嚼起来，担
心咽着，抬头看见靠壁上还有饮水机，温水、热水可供选
择，向医生要来纸杯，“咕咚咕咚”喝了两杯，解渴又暖胃。

在等候检查结果的一个多小时里，坐在椅子上，在窗
明几净、地面洁净的大厅里，吹着暖气，刷刷手机，一点也
不心焦。很快一小时过去了，到自助机上扫码打印检查
报告，再交给主治医师过目，医生告诉我能做胃肠镜，约
定周四上午做，并简单交代了注意事项，然后叫我去配清
肠药。

说实在的，为了做好这个检查我是做足了功课，一点
也不敢怠慢，生怕哪里出差错而影响了检查，在门诊室门
口墙壁上，我仔细阅读了检查注意事项，回家后又细细查
看了两张四页的详细说明。

周四检查的日子眼看就到了，前一天不能吃生硬的
食物，要吃易消化的少量食物，我照做了；下午六点开始
禁食，我也照做。向来胃口好食量大、一餐不吃饿得慌的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吃，真是难为我了。恰恰这时女儿下
班买了好多吃的，其中还有诱人的菠萝蜜、草莓，老婆还
时不时地引诱我：“味道真好，味道真好！”这让我深刻体
会到身体健康的重要，看着美食饿着肚子而不能吃是何
等的煎熬啊。

晚上八点开始第一次吃清肠药，把一盒里的三包不
同的药包撕开，倒入 1000ml的温开水里，搅拌使其完全
溶解。喝着说不出味道近乎反胃的溶液，真是受罪。没
法，不喝也得喝，只好硬着头皮不停地喝。大约一小时后
开始排泄，几乎把肚子排空了，然后早早睡了。

真正接受考验的是夜里两三点钟起来喝第二次的清
肠药，把两盒六小包的药倒入 2000ml的温开水里，要求
两小时内喝完。如果说前一次还能勉强喝下，那么这一
次真是极大的考验啊。按说明书要求，为了加快排泄，我
不停地在开了空调的客厅里来回走动，轻揉腹部，每隔几
分钟就喝一大口，喝一口就像经历一次挑战，直喝得反胃
恶心，要从喉咙里溢出来，其间还要不停上厕所。两个小
时将过去，两大盆药水终于喝完，此刻如释千斤重负。排
泄五六次后，已经清水样了，应该是达标了。看看时间已
经五点多了，赶紧睡觉，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一夜
折腾已无睡意。

早上七点多，老婆开车陪我到达医院。经过一连几
道手续审核办理后，护士叫我进入检查室，护士看毕各项
报告单就挂盐水，再等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向护
士问这问那，护士都能耐心给我答复。看着一个个检查
完毕还熟睡的病人从里面推出来，我的心也紧张起来
了。等一下我能不能按时醒过来，万一醒不过来……不
敢往下想了。

到我了，我左手提着盐水瓶进去。三个护士各司其
职，一个护士叫我侧卧躺下，弯曲双腿，放好双手；另一个
护士在吊针管里注入不知什么药；还有一个护士叫我张
嘴戴好管套，还叫我吸气，我立马吸气，一口、两口……然
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醒，快醒醒。”一个声音在呼唤我，一只手在轻轻
拍我肩，我睁开眼，慢慢坐起来，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好，我还是准时醒过来了，对刚才的事也还记得。此时
真想好好睡一觉，来补充昨夜的缺少的睡眠，但护理员不
允许我再睡了，轻轻扶起把我搀扶出检查室，并喊叫：“家
属过来，家属过来。”

我在座位上休息的当儿，老婆去旁边的自助机上把
检查报告单打印出来了，真快！报告单清晰明了，我和老
婆细细看着，还好，肠镜检查没啥问题，只是胃里有点问
题——慢性胃炎伴糜烂，提取胃窦一块，需要活检。

几天后，再去医院，打印出活检结果：胃窦粘膜慢性
炎，幽门螺杆菌阴性。还没等我把打印出来的报告单递
交给门诊医生，他已经在电脑上查看我的病情了。医生
说问题不大，先吃吃药，然后给我配了四种药。

等我乘电梯来到一楼窗口取药，四种十多盒药已经
准备好了，我递上发票，医生把药给我，还有服用方法纸
条。我抬头向里张望，原来是电脑机器人在操作，用长长
的“手臂”在不停地伸缩取拿，然后传送过来，到达一个螺
旋状的滑梯，“索啦啦”地轻轻滑下，汇总在一起。我不经
感叹，这就是科技的便捷。

及时查出病因，再对症下药，就能缓解不适。回想
13年前，母亲因胃病在市区大医院治疗，需要做胃镜，当
时没有无痛胃镜技术设备，母亲年事已高，接受不了做胃
镜插管子的难受，几次尝试都没有成功，最终放弃，自然
医生无法对症下药，最终病情越来越严重，两个月后离开
了人世。要是像现在的医疗技术，我的母亲说不定能再
多活几年，能再陪伴我们几年。

就诊记

雷声

时光飞逝，岁月轮回。不知不
觉，人生已至古稀，展眼望去前途茫
茫，更多的是对过去的回望，感叹人
生。太阳一起一落即一天，春夏秋
冬365天即一年，风刀霜剑，甜酸苦
辣，贫困富足，磋跎岁月乃是人生之
多数。初始即为寻巢栖身，一粥一
饭，饱肚暖身而不懈努力奋斗着。

至现在人生已过去大半，过去的
日子里，坚持了各个时期的“自作主
宰”，尽管经济尚不富裕，但精神是富
裕的。回顾人生，究己一生，突出一
个“自”字，自尊、自爱、自强、自信、自
学、自悟、自省、自律、自娱、自乐。

我出身贫寒，经历苦难童年，磨
难少年，奋斗青年，收获中年，争取

快乐老年，平静“光荣”，圆满人生。
早年虽缺吃少穿，在贫困线上苦苦

挣扎，但想通过自我努力，改善提高生
活水平、活得尊荣、奋发自强的信念，
自始至终牢固屹立在自己头脑中。一
定要奋发图强的信念支撑着我一直奋
勇前进，从没有气馁和畏缩之感，更不
敢堕落，无论是学校读书、农村务农、
还是单位工作、政府部门从政，直至现
今的退休生活都是笑对前途，自我调
整，不断适应各个环境，把握为生存而
进退的处世法则，攻坚克难，自学自悟
工作技能和文化知识，从而提高工作
业务能力，力求不甘人后。特别是从
政时获得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后，一直
牢记自己的出身和初心，感恩组织培
养，方有此佳境，所以经常自省自律，
遵纪守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在退休

后，退出“江湖”，逐渐淡忘往日恩怨，
放下该放下的，乐趣自寻，自娱自乐，
健康快乐地活着，活得自在充实。

回首过往，我艰苦努力，经历过各
种考验，做人行事力求心安。唯有心
安才是人生快乐的根本，所以一直都
是秉持公道正义，助人为乐、善行于
世，不敢有丁点恶行于人，自感自己在
品质上不是坏人，行为上无愧于亲朋
百姓，道义上无愧于天地良心。有句
哲言说得好：“才智不论功名，人格不
言富贵。”人生在世，每个人的机缘和
境遇有所不同，功不必奢求，利无需穷
加，更重要的是，活出自己的追求，活
出自己的人格品位，也就是活出真正
做人的样子。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
报，此乃古今箴言也。

当然天气严寒，人生入冬，晚年更

需进一步修炼。坚持初心不变，方能
使心态、心情朗然，无牵绊，无挂碍，纵
使满目萧瑟，一个豁达淡然的灵魂，依
然可以寻得到生命的暖阳，反之，一颗
纷扰浮躁的心态，纵使良辰好景在眼
前，也难以看见。

生命之冬，删繁就简，才能看见最
美丽的风景；去伪求真，才能拥有最纯
粹的快乐。

人生晚年，须以静为好。亦舒说；
“做人凡事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去，
静静地努力，静静地收获，切忌喧哗。”

静，是喧嚣中一抹珍贵的清凉，是
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人生平心才
能静气，宁静方能致远。

让我们顺应自然规律，在宁静中
欢度晚年吧！随想而记，与同时代者
共勉。

寒夜随笔

沈东海

冬笋大家都见过吃过，再聊就
未免有点啰嗦，今天与大家聊些挖
笋的事。这就好比鱼，吃鱼总没钓
鱼来得有趣。

每年11月初，就到了采挖冬笋
的季节。一块竹园，与山上的杨梅
等植物一样，也分个大小年。“大年”
的竹园枝叶浓密，呈墨绿色，远望就
像一汪涌动的春水；而“小年”的竹
林就要稀疏枯黄得多。挖笋就要去

“大年”的地方，“小年”的竹园虽也
产笋，但小而少。

进入竹园后，首先要找一个挖
笋的好地方。一般新手进竹园，喜
欢去竹园腹地挖。这是错误的。其
一，竹园腹地竹子相对密集，光照条
件不好；其二，竹子长多的地方，势
必会相互争夺营养，影响笋的产
量。所以你去竹园，细心观察，不难
发现老山民不会去这种地方。他们
喜欢跑到竹林边缘地带，特别是稀
疏的杂树林里挖，俗称“跑山竹”。
这种地方，若再朝南，加之土壤湿润
肥沃，俗称“泥月”好，附近又比较靠
近水源，笋的产量一般是较高的。

找到这样的好地方，下一步就
要挑一棵好竹子了。这就如你想生
一个健壮的宝宝，首先要找一个健
康的妈妈。一般挑竹子粗壮一点
的，枝叶浓密，叶呈墨绿色，绿中又
夹杂着一些黄。竹叶发黄，那是因
母竹出笋消耗了大量的营养，竹叶
营养被转移走了造成的。反之，竹
叶碧绿碧绿的竹子，大多是不太产
笋的，也有可能笋被挖走了。据老
师傅讲，一般一棵竹子笋被挖走后，
不超过一周，黄叶子基本会自动脱
落。说白了这跟女人生孩子会面黄
肌瘦是一个道理。有的老山民再分
细点，还能把看似差不多的竹子分
出个公母来。认为竹枝双杈为母，
单杈为公。相对而言，“母竹”产的
笋大而多，“公竹”产的笋小而少。

我个人也认为这说法是对的。毕竟制
造养分的枝叶，就像人的胃，胃的好坏
决定了人是否强壮，而“母竹”双杈上
的竹叶，是要比“公竹”上多得多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竹子的年份
了。因为当年生的新竹是不会产笋
的。假如你在一块满是新竹的林子里
刨笋，是会被人笑话的。新竹，竹节这
个位置有很明显的一圈白灰，近竹根
处一般还留有几张当年蜕下来的竹
壳，宁波人俗称“箬壳”，它的鞭上
也还留有大量未脱落的鞭衣，是较易
分辨的。四年以上的竹子则太老，也
不是“孕竹”，一般不太会长笋，就
算长了也很远，不好挖。最佳的是

“二年竹”。“二年竹”的竹节处还有
些许白灰，近根处一般还留有部分未
烂完的箬壳。

当你找到一棵好竹子，又是“二
年竹”，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开挖
了。挖笋以前，还得说几句。毛竹主
要产三种笋：毛笋、冬笋、鞭笋。前两
者都是从竹鞭上的仔芽上转变过来
的；后者是新竹长成后，开始在土里生
长竹鞭，鞭笋就是这个新鞭的嫩头。
一株毛竹只有一根主鞭，主鞭上又会
分生出几条分鞭。冬笋大多长在主鞭
上，所以挖冬笋就是在找一株竹子的
主鞭。

找主鞭的方法有很多种。第一种
方法将近根处的土全部挖开，找到最
粗的那条就是。这种方法最笨、最累，
但最准，只是很少有人会用，俗称开
荒。第二种方法是看竹子最下面的一
根枝杈，它的方向大致和主鞭方向相
同。但我个人不太建议大家使用，科
不科学先不去说，光老山民喜欢把枝
杈、竹脑头砍下来做扫帚，就基本可以
把它否定了。但若是还完好的前提
下，我们可以和接下来说的第三种方
法，结合起来一起判断。第三种方法
是根据近根处竹兜弯的方向，来判断
主鞭的位置。这也是我经常使用的方
法。挖过毛笋的人都知道，大多数笋
出来的时候有个弯度。只有立鞭上长

的立芽，笋出来时垂直于鞭上，是没有
弯度的。这个弯度是与生俱来的，与
它的主鞭大有相关。这就如知道一个
人的手在那里，大致就可以摸到他的
三角肌是一个道理。竹兜弯的方向对
半破开的横切面，与主鞭大致呈90度
垂直，且靠近弯头指向的这一侧，又大
多与竹脑头的落点处重合，大致就是
主鞭所在的位置。

有的老山民说，竹脑所在的落点
处，便是这棵竹子大致长笋的位置。
一是因竹脑与主鞭长势与位置，有相
互的联系；其二是竹脑所在的落点处，
一般是雨水最集中的位置，相对而言
土壤湿润肥沃，较易长笋。又因竹子
近根处的须根，呈密实的爆炸头一般，
所以主鞭与竹子不是紧密连接在一处
的，大概还有半个巴掌左右的间距。
对于这个判断，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准
确的。不信你可以去山上看看被风吹
倒的竹子，大都倒向竹兜弯度的那个
方向。因为竹兜的另一边没有主鞭，
一遇上台风，结果可想而知。顺带一
提的是，从竹兜处竹节间距的长短，能
大致知道主鞭的深浅，间距越大，鞭就
越深，反之鞭就越浅。鞭浅笋小，容易
挖；鞭深笋大，不好挖。而从鞭节的长
短，又大致可知产笋的多少，同是“孕
竹”，鞭节越短，相对笋就越多。

还有种根据几株竹子相互的关系
来判断主鞭的方法，只是较少有人
用。如两株双胞胎兄弟的对坐笋，最
终长成的两株竹子，它们的主鞭无疑
就在它们中间。还有杂树林里的跑山
竹，因竹子极少，几株竹子根据相互的
位置和年份，便很容易判断出它们的
关系，以及主鞭的走势与位置。

话说到这，你便可以下锄了。冬
笋大致就长在离“母竹”1米左右的地
方。这是“二年竹”“三年竹”生笋的位
置。竹子年份越老，出笋位置就离“母
竹”越远。这个就不多说了。下锄之
后要细心感知泥土的松硬，笋是个非
常聪明的家伙，喜欢长在土壤肥沃且
蓬松的地方。假如下锄感觉泥土板

结，就要换个地方。当你挖到竹鞭，鞭
金黄且粗壮，大多是主鞭，若鞭上的笋
芽也很粗壮，这鞭大概率是产笋的。
而从笋芽的朝向上，又可判断出来鞭
与去鞭，来鞭是“母竹”的，去鞭是你要
挖的那株竹子。笋一般长在你要找的
竹子的去鞭上，来鞭虽有笋，但不多。

当然，你嫌这方法累，结合之前说
的，可根据泥土表面的裂纹和凸起，来
感知笋的位置，特别是遇到大笋和表
土笋。当你挖到一株笋后，特别是大
笋，别急着走，可以顺着竹鞭继续找下
去，这叫追鞭，也可在笋的四周刨一
圈，有时还可以挖到一株，这就是之前
说的对坐笋。

最后，我再讲一点懒人挖笋法。
竹鞭是呈波浪线生长的，随着季节会
钻出土里，再往土里钻。冬笋一般都
长在曲线的最下面。在竹园你若是看
见一条露在土外且粗壮的老青鞭，沿
着这个鞭的两个方向把土刨开，一般
是会找到一株笋的，但这方法只限于
挖笋季的初期，头茬，往后基本被人刨
完了。还有一种露在外的粗壮的断
鞭，也适合此种方法。还有土路上，因
人踩踏较多，表土已板结，有笋，易开
裂，也容易挖。还有看到春笋季挖笋
留下的笋坑，特别是春笋未能长成竹
子的烂笋洞（一般还留有完整的笋
衣），往下挖，找到冬笋的概率相对而
言比瞎刨大，毕竟它的下面至少有一
根竹鞭。顺带一提的是，找笋虽有规
矩可寻，但地形不同，长势不同，千变
万化，不能一概而论。由此可见，理论
虽人人轻易可得，却未见得能做好一
件事，不变的只是实践出真知，一个人
经验的重要性。因此许多挖笋高手，
有时是凭感觉、感知，甚至于直觉挖
的，却说不出的很准。

挖笋就像买彩票，知道的越多，挖
到笋的概率就越大。当然，光听我说
是没用的。这就如现在给你一本武功
秘籍，你不去勤学苦练，终归还是一个
菜鸟，是一个道理。

冬夜话挖笋
■生活感悟

■心香一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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