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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战科

在我的印象中，绰号多带有戏谑
的味道，明里暗里含着讥讽嘲弄的意
思。

父亲为人谦和，待人礼让，做事
谨慎，处事公道，视清廉为名节，常因
公而废私，光明磊落，正派一生！因
此，我始终觉得，像父亲这样的人是
断无绰号的。然而，我错了。父亲不但
有绰号，而且是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这个绰号，让我真真切切听到了耳
里，刻在了心里，铭记至今。

父亲的绰号是“包公”。谁起的？
恐怕只有父亲知道，我从未问过父
亲，也从未向人求证过。

只记得那是一年的秋天，我帮着
父亲一起去村里一家贩玉米的那里
粜玉米。那时，村里分田到户，实行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有好多年了，集
体观念已在人们心头渐渐淡薄，代之
而起的是日渐浓厚的“私”字。每年夏
收碾麦、秋收打玉茭，已经少有人费
工夫把麦皮、玉米芯渣子及土面儿扬
了再扬，土疙瘩拣了再拣，反倒巴不
得在交“公粮”时增加点分量。

做事向来认真、光明的父亲，对
此很是不屑，愤然之词每每溢于言
表。“粮食是要人吃的，怎么能这样昧
良心呢？”父亲常这样说。自然，我家
的粮食就在父亲的“顽固不化”下，总
是比别人家多扬不知多少遍，翻来覆
去不知多拣多少遍，多费不知多少
劲！这次粜玉米也一样。母亲已经说
了，咱的玉米够干净了，况且人家是
贩玉米。但父亲好像没听见似的，依
然自顾自一簸箕一簸箕簸了又簸，拣
了又拣，直到他满意了才吆喝我张口
袋、往里装，倒的时候还把簸箕一颠
一颠，生怕最后那些星星点点的碎土
颗粒混进去。

玉米装好后，我在前面拉着小平

车，父亲在车后推。走过村中舞台北边
一个巷口时，一声问候清晰传入我的
耳中：“老包，粜玉米啊。”原来是一位
和父亲同年等辈的大叔向父亲打招
呼。老包？父亲？我狐疑着转头看向父
亲，但见父亲脸红了一下，“呵呵”笑
着，算是作了应答。到了收玉米那家，
父亲正要解开口袋，主人说：“不用解
了，你家那粮食干净可是出了名的！”
说着帮忙把口袋搬上磅秤就称了。

回到家里，避过父亲我向母亲说
起了父亲的绰号。母亲一听就笑了：

“老包就是包公，还有人直接喊包公
呢。”又道：“你不知道，你南巷叔早就
叫我劝你爸，别再把粮食扬得拣得那
么干净了，弄得都没人敢和咱家一块
交‘公粮’，本来人家的粮食不显得
脏，叫你家的一比，就脏得扎眼了！”

母亲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不久，父亲在村里当干部。有一年，
村里挖出来不少银圆，由于受潮发
霉，需要晾晒。村里决定晒在我家院

里。这是极大信任，更是莫大考验！父
亲把那些银圆看得比自己身家性命
还重要，早晚认真清点，一个不差地
完成了暂时晾晒保管的任务。

此后，父亲曾在村里、组里当过
多年干部，做过多年会计。他公而忘
私，总把集体的事看得很重要，把家
里的事搁在一边。当干部，公道正派；
做会计，清廉自守，深得乡亲好评。

记得父亲去世的那天清晨，天空
彤云密布，飘下皑皑白雪，大地一片
洁白。一位深知父亲的乡邻感慨地
说：“苍天有情含悲，这雪下得可真是
时候，它是你爸一世清白的象征啊！”

父亲不过是一介农民，一个普通
的农村党员，仅做过村干部，与彪炳
青史的包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相提
并论的！而乡邻竟如此高抬父亲，赐
以“包公”的绰号，虽有些许调侃意
味，但其中更多的是敬重！

作为儿子，我为父亲有“包公”这
样的绰号而骄傲！

父 亲 的 绰 号父 亲 的 绰 号

□王月芳

我记得小时候，一到了夏天，特
别是新蒜和新鲜黄瓜结下之后，爸爸
都会做一顿黄瓜蒜泥捞面。而我也会
眼巴巴地盼着吃这又劲道又美味可
口的面条。

我当时只知道面条好吃，却不知
道做一顿这饭有多难。关键是缺麦面，
这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常听一些
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说：“片片子省

（指面片），旗子（指捞面条）费，吃了煊
子卖了地。”所以，人们一年里很少吃
捞面条，更不多烙煊子吃。能吃一顿稀
汤片片子饭就已经很好啦。

爸会趁着麦收过后，磨下了麦
面，在有了新上市的黄瓜和蒜后，先
把面和好，再把黄瓜切成细丝儿，捣
好蒜，只在蒜里放一点盐和酱油。这
些准备好后，爸开始擀面，切面条。

爸擀出的面片，薄厚均匀，切出的
面条如压面机做出的一样整齐。只见
爸将切好的面条放在高粱杆箅子上，
往锅里下时，一边用手抖动着面条，一
边下着。爸说，这样下出的面汤不太
稠，好喝！面条捞出来时，用水过一遍，
面条会利落。爸用手抓些黄瓜丝放在
面顶，又在上面放些蒜泥，再调点醋。

看着雪白的面条上散着绿色的
黄瓜丝儿，顶上一团蒜泥，极为诱人。

一家人一人端一碗，先用筷子轻
轻地将面条搅开，嘴对在碗边，一手
抓紧碗，一手拿筷子，哧溜哧溜地扒
拉着碗里的饭。面条酸爽，黄瓜丝脆
甜中带着一点蒜的辛辣。

爸用一个大碗，三下五除二就将
一碗面下了肚子，再喝上一碗面汤。
喝完之后，爸会说一声：“美啦！”我看
着爸那一脸幸福和满足的神情，能体
会到他当时真如吃了一顿美味佳肴
那样开心。

后来，我们的生活渐渐地好了起
来，爸一年里做这饭的次数不仅多
了，还会在做好之后，把小铁勺放在
大锅下的灶火上热一点油泼在捣好
的蒜上面。随着那“滋滋”的油响声，
香味儿在屋子里荡漾。闻着这种香
气，馋虫在肚子里翻腾。

那年，我和爸割麦子回来，我实
在累得不行，上炕想躺一下，谁知很
快就睡着了。不一会儿，听见爸叫我
起来吃饭，我揉了揉眼睛，下了炕，见
小桌上是爸做的黄瓜蒜泥捞面，急忙
洗了手脸，端起饭碗，扒拉着面条，夹
着黄瓜丝往嘴里塞。

我吃完之后，也学着爸的样子，喝

了一碗面汤，将嘴一擦，说：“美，真美
哩！”嘴上这么说着，心里满满的幸福
感。爸见我吃得那么香，乐呵呵地笑了。

随着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饭菜
也花样繁多起来，但每年一到夏天，爸
总会隔三岔五地做上一顿黄瓜蒜泥捞
面。

苦日子过完了，爸却变老了。好
日子开始了，爸却不在啦。

爸离开我至今三年多了，我深深
体会到：爸的去世，不是那一刻的泪
如倾盆，而是在此后的日子里如细雨
绵绵，成为无尽的思念！从爸走的那
一刻起，我心里明白，世上再也没有
了我的爸爸，那种心痛、心疼是多么
无助又无奈！

我的爸爸没啥文化，一辈子勤勤
恳恳，任劳任怨，待人真诚，乐于助
人。他把这种朴实无华的美德传给了
我。正如一首歌词：父爱像一座山，温
暖心怀又威严。父爱像一汪泉，甘甜
可口源源不断。父爱像一本书，深奥
渊博深藏不露。父爱像一双手，牵引
我们向前走。感谢我老父亲，苦累你
吃尽。历尽千辛和万苦，为我们撑起
一片天。

爸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但爸做的
那黄瓜蒜泥油泼面，烙在了我的心里！

爱 在 喷 香 的 面 条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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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王水成：全国食疗养生大会高级
顾问，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

常言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
于行。意思是说，良药多数是带苦味的，但
却有利于治病，而教人从善的语言多数是
不太动听的，但是有利于改正缺点。苦的
药材究竟有哪些好处？

【问】生活中，我们吃到的药大多数都
是苦的，故良药苦口成为大家的共识，以为
只要是药都是苦的。说到良药苦口我们都
会想到中药，大部分的中药确实很苦难以
下咽，但却有利于治病，有些中药材甚至可
以用来泡水喝或放入食材中，不同气味的
药材有哪些功效呢？

【答】“良药苦口利于病”意思是良药虽
然苦，却有利于治疗疾病。但事实上，就中
药而言，有五种味道，即辛、甘、酸、苦、咸，
只是以苦味药居多而已，一剂方药煎熬后，
苦味总能掩盖其他气味。通常来说，中药
的气味不同，就有了不同的功效。

酸味 酸能收敛。比如，五味子可以
敛汗、止自汗盗汗，可以敛心而平悸动，可
以敛肺气而定咳喘，可以敛气生津而止口
渴，可以敛精固脱，涩肠止泻。

辛味 辛能行散。比如，麻黄可以解
表散寒，如遇外感风寒而发烧头痛，只要及
时治疗，一剂麻黄汤就可以令全身毛孔打
开，风寒随大汗而出，病立愈。

甘味 甘能补益。比如，黄芪可以提
升气机，是常用的补气良药之一。当归善
于活血养血，自古就是妇科之要药。十全
大补丸里若少了黄芪和当归，就不十全十
美了。

咸味 咸能软坚。比如，肉苁蓉的软
坚作用可以通便，从而治疗便秘。

苦味 良药苦口，我们主要还是来说
说苦味药。中医说，苦能清泄，故有清热解
毒、燥湿、泻火、降气、通便的作用。

比如，再熟悉不过的黄芩、黄连和黄
柏，都是大苦大寒的中药，可以清热燥湿，
但功效不同。黄芩主要清肺火，黄连主要
清心和肠胃之火，而黄柏主要清人体下部
的湿热。大多数人的内热不止于某个脏
腑，于是这“三黄”就并肩作战，就有了有名
的“三黄泻心汤”（中成药即“三黄片”）。黄
芩、黄连和黄柏几味药的组合，具有清热解
毒功效，用于治疗三焦热盛所致的目赤肿
痛、口鼻生疮、咽喉肿痛、牙龈肿痛、心烦口
渴、尿黄便秘等症。

再比如苦参，它大概是中药里最苦的，
都说黄连苦，但苦参比黄连还要苦上十倍
都不止，有清热燥湿、杀虫、利尿的效果，用
于热痢、便血、黄疸尿闭、湿疹、皮肤瘙痒、
疥癣麻风等，都有很好的疗效。

人们喜欢使用苦味药，甚至有些人一
有头痛脑热，就给自己诊断是“上火了”“热
重了”，长期用这一类中药来清热降火。但
是，苦寒药使用多了，会损伤脾胃的阳气，
从而导致脾失运化、消化不良、腹胀腹泻、
胃肠功能失调等。所以，用苦味药还需要辨
证使用，脾胃本就虚弱的人应慎用大苦大
寒的中药。

良药苦口有健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