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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主食谱系花样百出，难以
胜数。而“粥”作为国人的主食之一，在
我国百姓的餐桌上至少摆放了 4000 余
年。《周书》称“皇帝使烹谷为粥”。这大
致是关于粥食的最早文献记载。

“药食同源”“药补不如食补”。尤
其 是 以 药 粥 预 防 疾 病 ，民 间 早 有 实
践。比如胡萝卜粥可以预防高血压，
薏米粥可以预防癌症；羊肉粥、生姜粥
可以预防慢性气管炎；荷叶粥、绿豆粥
可以预防中暑，不一而足。对于吃惯
大鱼大肉的人，适当喝一些野菜粥，可
以增加维生素，滋阴补肾，调节生理机
能；燕麦粥、燕麦片能够降血脂、血压、
甘油三脂。实验证实，每天吃一碗燕
麦粥和两片燕麦面包的人患Ⅱ型糖尿
病的比例比普通人群要低 30%。

众所周知，江苏如皋、广西巴马、湖
北钟祥、四川乐山、新疆克依、辽宁兴隆
同列为全国六大长寿之乡。令人费解
的是，经济水平接近、水土相似、气候相
同，那么为什么不是毗邻的泰兴、海安
或如东，而偏偏是如皋成为全球罕见的
沿海平原长寿地区呢？一些专家认为，
如皋本地“二粥一饭”的独特饮食习惯，
那里盛产萝卜、黄酒、豆腐干等食材，以
及作为“花木盆景之都”优美的生态人
文环境，都是促使如皋老人长寿的重要
因素。

据说，联合国规定的长寿地区标准
是每百万人口中有百岁老人75位，而在
如皋市145万人口中，百岁老人已达172
位，90岁以上的老人更超过4000人！（这
些还是本世纪初的统计数据）专家重
申，这与如皋地区“二粥一饭”的独特饮
食习惯有关。如皋百岁老人中有74%的
人每天都是早晚吃粥，中午吃干饭。吃
粥减少了热量的摄入，可防止肥胖的发
生，亦减少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

“时髦病”发病的概率。另外，如皋百岁
老人吃粥的主要用料是粳米、玉米面、
大麦糁等，按中医的观点，它们具有健
脾养胃的特殊功效，在维护健康方面起
着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揭开期颐寿星
的长寿秘诀吧！

（张敏载）

寿星与粥文化

春节过后，很多孩子都有厚厚一叠
压岁钱。孩子的压岁钱到底该怎么处
理，一直是让家长特别纠结的事。有关
调查发现，多数孩子希望自己支配压岁
钱，而家长们则担心孩子乱花钱，多以

“保管”的名义“充公”。

七成孩子压岁钱被“充公”

“叔叔阿姨给的钱，妈妈先替你保
管着！”这句话曾经在网上被评为从小
到大听到过的最多的“谎言”。

根据某网站对春节压岁钱的调查，
今年压岁钱收入在 2000 元至 5000 元一
档的孩子比例最高为 38.9%。不过这笔
不菲的收入并不能让每个孩子都高兴，
调查显示，只有27.8%的孩子压岁钱“全
部由自己支配”。

长辈给孩子的压岁钱，到底应该揣
进谁的口袋？在调查中：85%的孩子认
为压岁钱应该归自己所有，而事实上，
超过七成的孩子最后压岁钱仍被父母
以各种借口“骗回去了”，并且通常“一
去不复返”。

这其中，有两个特点十分明显。一
是农村的孩子普遍上交压岁钱更主动
一些，至于家长拿压岁钱去做什么，他
们也不太关心；相比之下，城里的孩子
似乎更不情愿交出自己的压岁钱，超过
一半的城里孩子表示“父母没有权利拿
走我的压岁钱并随便使用”。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进入初中
阶段之后，大部分家长对压岁钱“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孩子进入大学之后，
压岁钱几乎完全归自己支配，父母最多
提醒他们把压岁钱存起来当下学期的
生活费等。

孩子希望自己支配压岁钱

王先生是名商人，在生意往来中结
识了不少朋友，因此每年春节儿子乐乐
的压岁钱颇为丰厚。以往，乐乐拿到压
岁钱会主动上交。不过今年上了初中
的乐乐一反常态，他把收到的压岁钱放
进抽屉。春节过后，王先生提醒乐乐该
上交压岁钱了。乐乐不同意上交，他说

从此要自己管钱，父子俩为此吵了一架。
“压岁钱不过是图个吉利，让孩子

过过手而已，平常孩子要什么买什么，
零花钱从来不缺，根本没必要拿这么多
钱自己放着。况且这些钱其实都是我
包出去的红包。”王先生认为自己“收
缴”压岁钱理所当然。乐乐委屈地说：

“既然压岁钱都要上交给家长，那为什
么还要通过我的手呢？”

无独有偶。小学四年级的小君在
收到压岁钱之后，也坚持要自己保管，
坚决不上交。“我们班上同学说，看到网
上很多叔叔阿姨都说父母没收孩子的
压岁钱是违法的，自己的压岁钱就要自
己来保管。”小君认真地说，自己有能力
管好压岁钱。

七成家长“独揽”压岁钱

据网络调查显示，70%的家长选择
了让孩子把压岁钱交给家长处理，20%
的家长选择“孩子自己把压岁钱存起
来，不交家长”，还有10%的家长选择“让
孩子自己花掉”。

刘女士担心自己的孩子乱花钱，所
以每年孩子的压岁钱都由她保管。“这
样他没有多余的钱，就会少一些去网吧
打游戏的机会。”大部分家长与刘女士
看法相同。

王女士则不赞同这种做法，她觉得
应该尽早培养孩子的理财能力，所以她
与五年级的儿子制定了利用压岁钱的
规则。就是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上压岁
钱的原始数额，并记录每次使用的原因
和数额。这样孩子会对自己花钱的趋
势和数量有明确的记忆，她也会分阶段
和孩子讨论压岁钱的具体使用方式。

家长可适当放权 和孩子一起理财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高级专家廖
桂芳认为，如今压岁钱已演变成家长与
家长间的变相馈赠，多少存在礼尚往来
性质，家长可以让孩子理解这层含义。
虽然压岁钱是给孩子的，但作为监护人
家长有权帮助孩子管理、支配。

廖桂芳表示，孩子表现出的抗议其
实更多的是在争取自己的权利，渴望从
大人那里得到更多支配权。家长可以
适当放开压岁钱使用权，将大份的作为
教育理财资金，小份的交由孩子自己管
理，同时约法三章，使用要经父母同意。

廖桂芳认为，家长应从小引导孩
子，压岁钱并不是暴富的途径，而是一
种传统礼节。过多的资金容易助长孩
子不劳而获的心理，会让孩子觉得钱来
得很容易，不利于养成节俭习惯。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做一个理财
计划。首先，建立一个记账簿，让孩子
记录下压岁钱是由谁给的，给了多少，
同时也记录下长辈的关怀。其次，让孩
子学会选购学习用具和生活必需品，记
录下每天的现金支出，每月做一次总
结。让孩子自己掌握、使用压岁钱，他
们才能学会合理消费，几个月下来，孩
子就会自觉控制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培
养自立能力。

此外，家长还可以把压岁钱作为对
孩子学习、生活进行奖励的基金，以此
激励和强化孩子多做一些有益的事。
比如，对孩子付出的劳动、取得的成绩，
家长可以让孩子从奖励基金中自行提
取一部分，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并激励
他们再接再厉。 （唐瑶）

压岁钱，自理还是“充公”？
不久前，一位妈妈因压岁钱的问

题发帖吐槽，她 5岁的女儿宣称“压
岁钱是我的财产，你没有权利使用，
否则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女儿的这
一言论吓到了这位妈妈，也引发了人
们对压岁钱归属问题的热议。

情在，春节文化的核心就
不会变

翟红果（市地方史志办）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感叹：“这

年过得越来越没有味儿了！”我们
所说的“年味”其实就是过年的热
闹、欢快气氛。

任何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变
化，春节习俗也一直在变化中。当
代社会，人们思想观念及娱乐方式
的多元化推动了社会的变迁，春节
的年俗肯定也会有变化。譬如：最
早的对联是挂桃符避邪，后来演化
成张贴各种符，再后来才变成现在
的表达美好愿望的语句。办年货
也比以前方便了，过去半个月才能
买齐的东西，现在花一上午时间在
一个大超市内就能全部买到。以
前年前添置新衣服，现在人们会根
据需要随时购买，再也不会等到过
年。按照传统春节的观念来看，这
种气氛确实不如以前浓厚，人们也
因此觉得“年味”淡了。

其实，这些都是形式上的变
化，实际上春节的内容没有变。形
式只是表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
化是正常的，它不影响延续几千年
的春节文化核心。传统春节文化
核心就是一个“情”字。过春节是
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人为生活忙碌
一年，到这个时候，聚到一起，表
达、感受浓浓的亲情。

“年味”正如飞速发展的物质
生活一样，也在不断发展和创新。
我们不应为丢弃的年味而感叹，更
不能为现在物质丰富的年味而满
足。我们应将五千年积淀下来的
春节文化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其内
涵。情在，传统春节文化的核心就
不会变！

忙碌、热闹和团圆

邱利刚（湛河区马庄街道）
春节是中国最富有特色的传

统节日，中国人过春节已超过4000
多年的历史。

近几年来，母亲很早就提醒我
早些把芝麻糖、柿饼、老灶爷、春联
买回来。腊月二十三她要祭灶，多

年来这已成了她的习惯。我和爱
人置办年货，忙得不亦乐乎，小孩
子跟在家长们的屁股后面要各种
各样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全
家总动员把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
净净。一起动手包饺子，聚在一
起有说有笑看春晚。很多人不管
在天南海北都着急赶回来合家团
圆，有时十几口人围在一起吃饭，
那个热闹劲是其他很多节日都比
不了的。

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一直持
续到元宵节，大伙儿仿佛都意犹
未 尽 ，依 然 沉 浸 在 过 年 的 气 氛
中。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不用再亲自杀猪宰羊，年货都
是成品，追求也超前了，可以网购
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但感觉年味
淡了，找不到小时候过年的味道
了。可春节那家家户户忙忙碌
碌、热热闹闹、团团圆圆是永不变
的年味。

心情可以理解，形式有所变化

刘勤（市第二高级中学）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与重
视，游子不管在多远的地方、工作
有多么的繁忙，春节时候都要想方
设法与家人团聚。庆祝春节需要
有喜庆的气氛，燃放鞭炮是最有年
味的庆祝活动，况且燃放鞭炮作为
传统习俗，已经沿袭几千年了，所
以对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心
情可以理解。

然而，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的
经济、政治决定的。如今，燃放烟
花爆竹已经不适合当今的经济社
会状况。况且，燃放鞭炮可能会导
致伤人、火灾等危险事件的发生，
还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其实，表达民族情感可以有不
同的方式，不一定非要燃放烟花爆
竹，如果非要那种气氛，也可以选
择其他形式代替。比如，使用电子
鞭炮，一方面可以烘托节日气氛，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更
重要的是减少安全隐患，减少雾
霾，净化空气，一箭三雕，何乐而不
为呢？

年味（中）

到过秋那桶的人都说这里的风景极
美，犹如世外桃源；看到过那里风光图片
的人都会有一种去亲眼瞧瞧这颗“怒江明
珠”的冲动。真是应了“此景只应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见”这句话。

沿着具有“世界上最美丽险峻、最原
始古朴的东方大峡谷”之美称的怒江大峡
谷蜿蜒北上，就到了贡山县城，随后逆流
而上，便是“人神共居”的丙中洛。

一路平缓的怒江在此段水流很急，江
面上布满一个个漩涡，四季桶村的石屋就
散落在江边。四季桶前还有个著名的景
点——石门关，因水道在这里突然变窄而
得名。石门关上游水平如镜，下游就水流
湍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难得的是江
水经过此关依然碧绿如翠。

最美的一刻，总在你不经意的转角突
然现身，撞你个措手不及。四季桶过后不
久，隔着怒江远眺，一栋栋黑色高脚木墙
石板屋点缀其中，白云与炊烟在半山腰交
汇，高黎贡山冰封的雪山顶若隐若现……
一切田园风光中的要素在这里会聚——
五里村到了。旅行者常用“瑞士田园风
光”来形容这里。大片大片浓密的绿中，
一座座高脚木楼轻盈地错落着。木楼屋
顶，一层层石板折射着淡灰色的光。清晨
云雾缭绕，和着炊烟，实为人间仙境！

再往后，就到了怒江大峡谷北端的最
后一个村子，秋那桶。桶，在怒族语言里
是和平、平安之意，印证了这处似乎桃花
源般的村落。在怒江，凡称为“桶”的，是
怒族、傈僳族聚居地，凡称为“当”的，是独
龙族聚居地，称为“洛”的，则是藏族聚居
地。怒族、傈僳族、藏族等民族散居在方
圆十多公里的山中，他们繁衍生息了几百
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朴的农
耕生活。秋那桶峡谷是整个怒江大峡谷
精华中的精华部分，有“人间天堂”之称，
原始森林茂密，瀑布众多，人在峡谷中穿
行，沿途景色十分壮观。

秋那桶的北面是西藏察隅县的察瓦
龙乡，由一条弯弯曲曲的茶马古道把两地
紧紧相连，这些似乎嵌在山崖缝隙里的古
道，悠远无声。2003年，导演田壮壮带领
电影《德拉姆》摄制组来到这里，沿着茶马
古道行走，记录了马帮及在此区域内的原
住民的生活。据说如今，这条茶马古道还
是活生生的，还有马帮在行走。

秋那桶是个宁静的山庄，在这里，听

滔滔江水，寻远方美景，美不胜收。一边
是碧罗雪山，一边是嘎瓦嘎普雪山。走出
大自然鬼斧神工劈出的石门关，就可看到
江对面怒族同胞就地取材用石板当瓦木
板、当砖砌成的木楞房，在蓝天白云底下，
青山绿水的环抱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淳朴。

秋那桶的美好在于，它像个纯真的孩
童，微笑着温暖你，不慌乱不刻意，不知人

间愁苦……沉醉在怒江深山这个淳朴的
村寨中不愿离开，可终究还是要从梦境里
回到现实的。和秋那桶说再见，但告诉自
己一定还会回来，至少是在梦里！

旅游小帖士：
第一天，可从平顶山抵昆明，前往大

理，游大理古城。宿大理。第二天前往六
库，参观澡塘会址，沿途观怒江峡谷风光、
老虎跳，欣赏怒江壁耕的奇特方法，腊竹

底田园风光风景区。宿福贡。第三天，前
往丙中洛，观怒江第一湾，欣赏丙中洛风
光。宿丙中洛。第四天，感受丙中洛日
出，欣赏碧罗雪山最高主峰嘎瓦嘎普峰的
美丽雪景。西行至石门关，进入秋那桶，
走茶马古道，体验秋那桶风光。宿贡山。
第五天，观江中松、怒江第一啸，参观布朗
村爱心桥，远观峡谷奇观石月亮山群、匹
河飞来石，过人马吊桥。宿六库。（女丑）

位于峡谷深处 获誉“怒江明珠”

云端深处的世外桃源——秋那桶
这次去西班牙，行囊中带着余

秋雨的《行者无疆》，是专奔世界文
化遗产阿尔汗布拉宫而去的。

阿尔汗布拉宫位于西班牙南
部古城格拉纳达，阿拉伯人在伊比
里亚半岛最后一个王国——摩尔
王国，在此与西班牙人对峙了 200
年，最终失守而灭亡。它是一个王
国的王宫，也是这个王国的墓葬。
余秋雨先生《死前细妆》写得精彩，
他用“绝望中的平静”刻画这座建
筑的建造者 200 年来的文化心理
走向。

从里斯本进入西班牙，第一站
是西南部的塞维里亚，导游提示，
十五世纪阿拉伯人盘踞伊比里亚
半岛达 700 年，南方是最后被西班
牙人收复的，因此，由南向北沿路
建筑风格渐渐从阿拉伯向欧式转
变，人的面相，也是南面的深眉凹
眼居多。在塞维里亚看佛莱明戈
歌舞，漫步龙达悬崖断壁上的村
庄，坐在阿拉伯小城米哈斯的“地
中海阳台”上喝咖啡……一路向
北，如文章层层铺垫，酝酿高潮，抵
格拉纳达已近晚，导游再三关照，
明早准时起床，阿宫门票每天只售
6000张，团体提前预约，过时不候。

阿宫在一个山凹里，最初是军
事要塞，西班牙人包围格拉纳达
后，国王被逼退进要塞内，逐渐延
绵扩建至现在的规模。王宫就是
防御堡垒，防御堡垒就是王宫。美
酒笙歌，远处则鼓角相闻。

尽管多次神游，真到面前，其
恢弘华丽仍令人惊诧。走在宫苑
里，有一种茫然和迷失感，不仅路
径迷失，一进进院落，一个个花园，
一个个厅堂，宏大曲折如迷宫，更
是目光迷失，王宫每一处，所有的
墙、门、窗、天花板、柱、廊檐，都布
满精雕细刻、精美繁复又凹凸立体
到极致的花纹，以白色为主，夹杂
五彩。目光无处聚焦，绚烂锦绣铺
天盖地迎面扑来，令人目眩神迷；
仰头看，硕大的屋顶如凹凸着无数
大大小小蜂窝的大蜂巢，高贵华
丽。近看，那墙上花卉、叶、果、云
状的雕刻花纹，如火柴棍，如针尖
般精致细密。奇怪，怎么还夹杂着
阿拉伯文字？导游说，那是国王制
定的法典，被刻在墙上以示永恒。

慢慢流连在精美绝伦的宫苑
里，越来越切近地体会到什么是

“绝望中的平静”，当年孤绝中的摩
尔人困于阿宫几百年，终于，兵临
城下，四面楚歌，突围已无可能，死
期就在眼前，麻木中，惟有极尽能
事地精雕细刻眼前这座宫苑——
自己未来的墓葬，不求功利，不为
炫耀，一切只给自己看，如必死的
人离开世界前一遍遍化妆打扮镜
中的自己。

宫中还有部分建筑是 1492 年
西班牙人赶走摩尔人后造的，比
如西班牙国王为办婚礼而建造的
一处圆形广场，周围环以檐廊、立
柱……这些建筑一看便知不是出
自摩尔人之手，散发着胜利者的豪
迈之气，却要粗陋浮躁得多。

登上楼顶，看出最初要塞的布
局，与刚才豪华精致的宫廷不同，
城楼上布满一个个兵营，为使参观
者看得清楚，展示的是兵营的横切
面，将兵营上半部分像揭盖子一般
截去，露出内部结构，有卧室、卫生
间、厅等，可以感受到几百年前士
兵日夜驻扎城楼，枕戈待旦，整座
城池壁垒森严的紧张气氛。

从余秋雨先生文中知道，1492
年，摩尔王国最后一个国王阿卜迪
拉是弃城投降的，因为知道失败无
可避免。我于是生出不太高尚的
想法，这位国王还是明智的，如果
他选择硬拼，也许阿尔汗布拉宫就
毁灭在浴血战火之中，我们后人也
就看不到这座美丽宫苑了。

（王安诺）

一个王国的“美丽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