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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晚娘，就有晚爹。
父亲到集市上去，准备给新婚妻子以及

她带来的两个女儿买点什么。那两个美丽
的“油瓶”说，她们想要新衣服，最好再买一
些珍珠和钻石饰品。

父亲来到厨房里。那时她正在清理烟
囱，浑身上下都是油污。她说：“亲爱的爸
爸，回来的路上，请把碰到你帽子的第一根
树枝带给我吧！”

缺心少肺的父亲没有多想就匆匆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他满足了新婚妻子和继女们的愿
望。然后来到厨房，把一根榛树枝交给了她。再
后来，她母亲的坟头上就长出了一棵榛树。

她每天到母亲的坟头上哭三次。有时
因为晚娘欺负了她，有时是一个人感到孤
独。有了她的泪水，小树很快就长起来了。
然后，就有小鸟来树上做窝。

她是灰姑娘，是失去母亲且被冷落的一
个孩子。她的心事，总要说给一棵树来听。
那棵树是她的听众，也是她的守护者。

同是童话，《国王有双驴耳朵》的故事
里，倾诉的对象变成了山洞。

国王长了双驴耳朵，这件事成了国内最大
的忌讳。因为这，不知有多少理发师被杀头。
某一天，又有理发师被召去给国王理发。这个
倒霉的人压力山大，竟然闷出病来。再后来，他
跑到一个山洞前，对着山洞说出了心中的秘
密。那秘密是一句话：“皇帝有双驴耳朵。”

理发师顺利完成了任务。因为守口如瓶，
他一直活得好好的。不久，装着秘密的山洞里
长出了一棵柳树。有牧童折了根柳枝，用它做
成了一支柳笛。那孩子快活地吹起笛子，笛子
里传出来的声音竟然是“国王有双驴耳朵”！

再后来，大街小巷到处是吹笛子的声
音，大家都说，国王有双驴耳朵啊……

宰相肚里能撑船。原因是，宰相心里有
他人无法比拟的欲望。对于普通人而言，守
住秘密、压抑内心是痛苦的：灰姑娘必须找到
那棵榛树倾诉内心的痛苦，理发师则选择山
洞一吐为快，不然他的生活就会形同地
狱——只是，山洞最终也无法长久地隐藏秘
密。这，或许才是童话最根本的指向所在。

读过一篇小说，故事里讲，有中学老师为
给女儿安排工作，去已经做了市长的老同学那
里请求关照。门敲开了，老同学非常客气，他们
寒暄了很久。最后，老同学问他是否需要帮忙，
死要面子的教书先生竟然没有说出口来。

出了市长家的门，可怜的中学老师突然
哭了，他觉得自己实在没用。再后来，他看
到路边有棵大树，就跑过去把心事说给了
它，然后轻松地回家了。

这，显然是关于当代人际关系的一个小
小的寓言。

《水浒传》第八十八回有
一首古风，结尾两句“瀚海风
翻动人马，乳酪香飘宴君罢”，
提到了乳酪。

乳酪能跻身庆功宴，说明
在宋朝是高档食品。

南宋时，杨万里在杭州过
年，边喝酒边写诗抱怨，“雪韭霜
菘酌岁除，也无牛乳也无酥。”堂
堂的首都，因人民群众在春节囤
货，牛乳和奶酪都断货了呗。

宋徽宗宣和年间，洛阳有
个姓邓的留守（临时性军政长
官），曾经送了上百斤牛酥，巴
结当红太监梁师成。南宋的
陈起，在诗中说，江南地区乳
酪特贵，价格堪比金银。

这又说明，第一，宋朝的牛

乳制品稀罕，特别是牛羊养殖量
少的南方，因此价格吓人。第
二，牛乳制品是送礼佳品，王公
贵族趋之若鹜。第三，南宋时，
因政局动荡得厉害，CPI狂涨。

宋朝的牛乳制品身份咋
如此高贵？和今天一样，因为
养生大师满街走。

写出《证类本草》的唐慎
微，就曾替奶粉商打广告：您瞧
瞧，北方人为啥长得牛高马大，
喝奶的呀。写出《养老奉亲书》
的县长陈直说，老头老太喝牛
奶，既补血脉长肌肉，又葆容颜
精气足。许多文坛健将，跟风，
推波助澜，或亲自操刀，唱一首
牛奶的颂诗，或用牛奶比喻好吃
好看的东东。比如，苏东坡王婆

卖瓜，自夸自制的玉糁羹好吃，
“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
全清。”王安石说荻笋好吃，“肥甘
胜牛乳。”周去非说椰子汁好喝，

“味美如牛乳。”（《岭外代答》）
宋代西北地区牛乳制品

丰富，上贡宫廷的就有 6 个
州。陕西的长安酥和兴平酥，
天下闻名，乃商务部上榜品
牌。北宋开封的“王家乳酪”、

“乳酪张家”等专卖店，南宋杭
州的“奶房王家”等专卖店，都
是百年老字号（袁褧《枫窗小
牍》），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乳酪的价格究竟多高？《都
城记胜》里说，宋朝人都喜欢购
名牌，包括食品。南宋时杭州
一种北方点心，叫酪面，用乳酪

做的，其中以后市街“贺四酪
面”最出名，但价钱昂贵，“每个
五百贯”，杭州市民却竞相争
买，用两块油饼夹着吃。

宋史载，南宋理宗绍定元
年，1 两银子可换 3 贯 300 文。
据此计算，南宋 500 贯约等于
151.5 两白银，约等于今天 4.5
万元。买一个酪面花费这么
多，除非经济接近崩溃，物价
见天涨。但既然市民抢着买
高价酪面，说明老百姓的日子
很不错。那么，我们只能推
测，《都城记胜》在反复传抄
中，以讹传讹，把500文写成了
500 贯。按照最低值计算，一
个酪面折合今天 45 元。虽然
偏高，也勉强说得过去。

★黄亚明专栏 市井水浒

乳酪跻身庆功宴

戏曲中和白鼻子奸臣可憎
度有一拼的，估计就是后妈了。
面对非亲生的孩子，后妈往往表
现出了女性最大程度的恶。

当然，生活中可不是每个
后妈都像戏曲形象那么恐怖。
但是，中国古代的戏曲是老百
姓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
人们心中后妈的凶恶形象由此
根深蒂固。在西方，格林童话
中的后妈也让人不寒而栗。后
妈也是虎妈，无论中外。

为了防止被说施虐，有的
后妈就会过犹不及地溺爱，甚至
连孩子正常的管教也放弃掉。

话说回来，完全放任又有
不负责任的嫌疑。因此，电视
剧《家的 N 次方》中，宋丹丹演
的后妈给了薛洋一巴掌。奇
怪的是，薛洋竟然被打感动
了，因为享受了亲生子待遇。
这一切背后暗藏的理论是，打
亲生子是完全无道德风险的。

《聊斋志异·细柳》中，细柳采
用了同样的策略教育继子长福。
长福到了该读书的年龄，却非常懒
惰。细柳先是责骂，见没有效果，
就动手打他。长福“顽冥如故”。
细柳于是让他穿上破衣服去放
猪，和仆人们吃一样的饭。最后，

历经磨难的长福获得了细柳的原
谅，发奋读书，三年考中了秀才。
细柳后来对长福一番话道出了真
相：我当初要不是冒着恶名，你哪
有今天呢？同样，这里面也暗含

“打亲生子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么，亲生子就活该被揍

吗？当然不是。亲虎妈也自有
逻辑，那就是，打你是为了你好，
打你也是爱你的方式之一，所以
打你永远是正确的。现在的孩
子，平时亲妈宠着惯着的多，要
啥给啥，但是一涉及学业，亲妈
却“该出手时就出手”。曾见一
个上幼儿园的孩子，连笔都握不

稳，因为字没写端正，亲妈上来
就一“栗暴”。理由似乎也很充
足：不好好读书，将来找不到好
工作啊。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
深层结构》一书中说，中国人有

“身体化”倾向，即整个生活的意
向都导向满足“身”之需要。诚
然！读书的目的，竟然就是“好”
工作，而不是感兴趣、适合的工
作，更别提人格的完善了。

虎妈的逻辑即使正确，也
不要忘了，孩子将来幸福与否
尚未可知，但是那些“善意”的
暴力已经给孩子的当下造成
了实实在在的伤害。

★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

★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

我很喜欢《红楼梦》里的
刘姥姥。第三十九回，刘姥姥
带着自家地里出产的瓜果菜蔬
到贾府“表穷心”，临走时七大
姑八大姨都以涌泉相报，且看
他们给她的好东西：“……只见
堆着半炕东西。平儿……说
道 ：‘ 这 是 昨 日 你 要 的 青 纱
一匹，奶奶另外送你一个实
底子月白纱做里子。这是两
个 茧 绸……这一包是八两银
子……这两包每包里头五十
两，共是一百两……”此外还
有鸳鸯送的衣裳，宝玉从妙玉
那里要的成窑钟子……

一个人要帮助别人，第一
要有充裕的时间，第二须在关

注别人的时候产生同理心。
大都市的人行色匆匆，走在熙
熙攘攘的大街上要应对周围
嘈杂的信息，在忽略周围于己
无关的信息时，往往也忽略了
周围需要帮助的人。久而久
之，都市里的人还形成一种条
件反射，就是一看到处境困难
的人，就会习惯性地把头转向
一边，以避免引起帮还是不帮
的焦虑。因此大都市的人走在
街上，通常不会关注、问候或帮
助别人，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

“都市恍惚症”。有了时间关注
别人并引起了共鸣，人们就有
可能伸出援手。很奇怪：他人
的善举还能对别人产生独特的

冲击，它会诱发一种温暖兴奋
的感觉，这种感觉还有传染性，
周围的人此时就会纷纷伸出援
手，尤其是对病人、穷人或其他
处于困境的人，心理学家把这
叫做“升华”。

刘姥姥在贾府待了一两
天，给众人行善积德留够了时
间。贾母与刘姥姥年纪相当，

“正想个地里现撷的瓜儿菜
吃”，刘姥姥所说的乡村所见
也合贾母的口味，引起了她的
同理心。贾母的怜老惜贫又
让周围的人跟着“升华”，因此
众人齐来相助。

对于“升华”，我想再絮叨
两句。农夫以身相救，它暖和

过来反咬一口的毒蛇一直有，
估计一时半会儿也死不绝。
这种人心真硬，不过请你闭目
想一想，你觉得这种硬心肠的
人会有多少？一万，十万，一
百万，还是一千万？请你默念
这个数字，并把它作为分母，
分子则是今天真的反咬一口
的人的总和，那么现实生活
中，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外
面经常血光冲天，还是邪不胜
正，常常吹着和畅的惠风？各
位不妨算算看。我是这样想：
谁都怕遇到反咬一口的毒蛇，
可是因为怕遇上毒蛇都不去
做燎原的星火，这个世界会多
么冷漠！

为何都来帮助她倾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