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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司令

将还没有起 下 名 字 的儿子捧
在人 们 面 前 ，脸 盘 方 正 前 庭 宽
阔，饱 满 的 两 腮 簇 拥 着 一 张 小
嘴，黑长 的睫眉 下镶嵌着 一对圆
眼，一 副 “福 相”一 派 “官
相”，人见人爱 。可恼 的 是 ，好
事者 竟赠 以 “唐 司 令”大 号 ，且
遂即一叫 百应名扬开 来 。

本家长专题对 “唐 司 令”来
由进行考证 。扫兴得很 ，好事者
缘因 卑家唐姓 ，联想起 电 影 《地
雷战 》中 汤 司 令 （八一厂 的 刘 江
饰）胖乎 乎傻乎乎 的 形象而灵感
大发 。奶 嘟嘟粉扑扑的一个英俊
儿子 ，怎么能和汉奸联 系起来 。
本家 长 心 中 甚 是 不 快 。久 而 久
之，却觉得不仅 叫 “司令”无伤
大雅还倒有几份可爱 了 ，自 家 竟
也“唐司 令”一番呼唤 了 。更奇
的是 儿 子 颇 显 出 “司 令”的 派
头。呀呀学语时 ，竟有人教唆得
这样 回 答问话：“姓啥？”“姓
唐。”“叫 啥？”“唐司令。”

“ 长大 干什么？”“当 司令。”
叫人啼 笑 皆 非 ，左邻右舍争相抱
逗，一 问 一答煞是乐 人 。长 了 几
岁，虎气生生的 “司 令 ”更显 出
爱武好斗的 天性 。特爱玩枪 ，家

中手枪 水枪打 火枪 电子枪步枪冲锋枪应 有尽有 ，枪枝拥有量 足够装
备一 个 加 强 班。“司 令”进 幼 儿 园 学 前 班 当 “班 长”，竟 以 “武
力”整 饬纪 律 ，谁 不 听 话 即 “抱 住摔 倒”，那 日 本 鬼 子 的 武 士 行
为，自 然 为本家长惹来不少麻烦 。

家有 司令 ，必有小兵 。我等在将军面 前 只好忍气吞声 。人家学
步咱 再乏再 累 形影 不离 ，上学读书咱接来送往绝不倦怠 ，学骑 自 行
车咱 鞍 前马后牵马 饨蹬 。好在 儿子 天性聪颖禀赋不凡 ，不 足 四 岁 便
会下 棋 ，长 了 几 岁 竟 自 和 老 大 爷 们捉 对撕 杀 。学 习 上 很 少让人 费
心，成绩 一直在班 内 名 列 前茅 。本家长颇为得意 。洋洋 自 得必然官
僚主 义 。三 年 级 开 始 写 日 记 ，据 司 令 本 人讲 老师 夸 他 日 记写得最
好，老子我也就信 以 为真 。几 日 后 ，我翻开 日 记本一看 ，天哪 ！竟
全是“今天今后 ”一个模式 ，大都是今天我干 了 什么 不对 ，今后我
要干 好 之 类 。我 揶 揄 道：“干 脆 给 你 日 记 本 上 印 上 今天——今 后
——，每天填空算了 。日 记怎么能一个写 法 ？学 问 的事不懂就问 ，
古人 说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嘛！”事后 ，为弥补孩子 生长在县
城生 产生 活面太窄 之不足 ，我领他春挖荠菜夏拾麦 ，秋帮收种 冬扫
雪，让其 “深入”生 活 。

后来 发 生 的 事 ，倒 轮 到 自 家
“ 不耻下 问 ”了 。一 日 儿子放学 回
家，说老师问谁家家长字写得好 ，
请给教室写标语 。本人亦有写美
术字 特 长 ，常 在住地有 劣 迹于 墙 。
壁匾牌 。我便问道 ：“那你咋不说
本人有水平？”“我没说。”“你为
什么 不 说？”儿 子 正 经 八 百地叙
说：“你给 南边那家写那 ‘餐厅 ’两
字，餐字写成了 ‘支’，厅字 的拼音
应是ting，你 写 成 了qing，让 你写
同学们要笑死哩 ，还水平唧？”一
席话说得咱哑 口 无言 。那 “餐 ”字
全在那死老板强 求 “一 目 了 然 ”追
求“大 众 化 ”下 错 成 ，而拼音 之 错
责任 却 无 可 推卸 了 。这 也 难 怪 ，
拼音 一 丢 三 十 多 年 ，加 上 秦腔搅
普通 说 的 掺 合 ，读 音难 以标准亦
就常常 “身 在错 中 不知错了。”本
人工余也好写诗歌 、快板 、顺 口 溜
之类 ，合辙 压 韵 之 难题 只 好 请 教
儿子 了 。

成长 中 的 儿 子 知 识 与 日 俱
增，本 家 长 已 感 到 后 生可 畏 。下
半年 儿 子 上 初 中 ，两 年 后 即 高 出
本家 长 的 文 化程 度 了 。看 来 ，自
家在 司 令面前也 只有 “谦虚谨慎 ”
的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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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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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妈说 ：我生 下来就是个八斤女 ，奶 奶乐坏
了——八斤娃可有福呢 。也许是应 了 奶 奶 的话 ，
我虽 生长在文革那段并不富裕的 日 子 ，可还是把
娘胎里带来 的 “福 ”发扬光大 了 下去 。

记得小时候 ，跟着 爸妈 串 门子 ，见 了我的 人
都会说：“瞧这胖 丫 头 ，多 可爱。”在那年 月 ，

有个 身 体健壮 的 孩子 也 确 是做父母 的 荣耀 。因 此 ，
我也 沾 了 胖 的 光 而尝 到 了 人 见 人 爱 的 滋味 ，我 曾 是
那样地 自 豪——为 自 己 的胖 。

记不 清 从什 么 时候 开 始 ，说 我可 爱 的 人越来越
少了 ，取而代之的 是让我难堪的 调侃 。

我第 一次意识到胖的可怕是在初 中 二年级 。当
时学校 组织汇演 ，爱 唱歌 的我跑去报 名 ，谁 知 音乐老
师连 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那么胖 ，也想上 台 ？话 中 充
满了 嘲 讽 。我 跑开 了 ，心 中 愤愤不 平 ：胖又 如何 ，不
要我算了 ，何必挖苦 人 ？

汇演 自 然去 不 了 啦 ，没过两天 ，体 育 老师 也给我
判了 死刑 ：胖 丫 头 ，你 也能跑吗 ？又是调侃的语调 。
我哭 了 ，第 一次 因 为 自 己 长 了 这 么 一副 胖乎乎 的样
子而烦恼 。

从此 以 后 ，我便把 自 己 藏起来了——不敢上街 ，
不敢 见生 人 ，不敢言 笑 ，只怕别 人异样的眼光 。我也
曾学 着 广 播上 、报 纸 上 、电 视上说 的 那样减肥 ，尽管
把自 己饿得头晕眼花 ，尽管爬楼梯爬得一身 臭汗 ，可
娘胎 里 带 来 的 “福 ”却 根深 蒂 固 ，忠 臣似地不 肯离我
半步 。

就这样 ，在 自 卑 中 我长成了 大姑娘 。忽一 日 ，他
来到 了 我的 身边 ，热恋 中 的一天 ，他对我说要送给我
一个 昵 称 ，我忙不迭地点头 ，心 中 甜甜地想着 自 己 可
以得 到什 么 “亲 爱 的”、“宝 贝 ”之 类 小 说 上 看 来 的 词
儿，他 在我耳边轻轻 地吐 出 两个 字 ，我惊 了 一跳 ，挣
出了 他 的 怀抱 ，望着他 ：“你刚 才叫 我什么？”

“ 胖墩！”一副 洋洋得意的样子 。
老天 ，又 是 “胖”！我头 也不 回地冲 出 了 房间 ，他

追上 来抓住 了 我 ，虎 视眈 眈 ：“你 为什 么 不敢面 对 自
己？胖点有什么 ？很难看吗——你 自 己 觉得 的！”

从那 天 起 ，他 便 不 管 我 同 不 同 意 地叫 起 了 “胖
墩”，我呢 ，也 由 别扭到接受到 习 惯到喜欢这昵称了 。
恋爱 四 年 ，我 由 他的胖墩恋 人变成了 他的胖墩妻子 ，
我的昵称也 由 他的专用变成了路人皆知的大号 。

说实 在 的 ，我真感谢丈夫送 了 我这个昵 称 ，不是
吗？我敢 走 出 家 门 了 ，敢进时装屋了 （尽管那 里面的
衣服十 有八 九是我穿不 了 的），也敢做 自 己 想做的事
了。胖吗 ？有什么办法 ，爹妈给的 ，却之不恭 ，不如欣
然笑 纳 ，“天 生 我 才 必 有 用”，做 个 靓胖 女 不 是 也 不
错？

话说 回 来 ，有时也会想 ，还是瘦点好 。唉 ，等来生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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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的滋味 ，有时候全在于 自
己内 心 的 体 验 。就 拿 干 家 务 活 来
说，我和妻子都没把它 当 成 累 赘 ，
而是从 中 汲取生活的乐趣 。人 ，要
生存 ，就得吃喝拉撒睡 ，你皱着 眉
头也是做 ，你满面笑容也是做 ，累
一天 回 到家 里 ，围 裙一 系 ，扫帚一
拿就感 到烦 ，何苦呢？把 自 己侍候
得舒坦一点 ，把 自 己三 口 之家 弄得
痛快一 点 ，也是 “自 我解放”呀 ！
两口 子 ，谁 同 谁呀 ？家 务事没必要
计算得那么 “合理”。别搞大男子
主义 ，也别 来大女子主义 ，谁把对
方治理得一愣愣的 ，他 （她）就能
快活？一根绳上拴三 只蚂蚱 ，要痛
快都痛快 ，要难受都难受 。你变着
法给对方 以温暖 ，那温暖马 上又从
对方 身 上折射到你身 上 ，谁都得通
情达理 ，否则 日 子没法过 。

世无 完人 ，两 口 子 干家 务就得
取长 补 短 ，各 尽 所 能 。我 从 小 嘴
馋，琢 磨着吃 ，炒菜还可 以 ，只要
我在家 ，这掌勺就成了 我的专利 ，
妻总 忘 不 了 夸 奖 我 ，尤 其 来 了 客
人，一个 劲地给我捧场 ，当 然 ，我
心里 也 高兴 ，人都这德性 ，一夸就
来劲 。同 样的 菜 ，一经摆弄 ，味道
大不一样 ，您说这是不是乐事？我
这个 人 粗 ，洗 菜 横 竖 涮 几 下 就 行
了，妻子不放心 ，这类打下手的事
她就包了 。

我工 作是八小时制 ，且每 日 早

出晚归 于西安至咸 阳通勤 ，家 里
的杂事包括每 月 购粮 、换煤气 、
买酱 油 等 妻 子 都 包 了 。再 稍 得

I 暇 ，我还喜欢爬爬格子 ，家 里的
洗洗涮涮 的事妻子干得多 。每 当
我说起又 中 了什么奖 ，又领了 多
少稿费时 ，妻子 绷着脸说：“牛
什么 ？这 里面有没有我一半？”
我岂敢 “牛”，咱 当 “羊”吧 ，
我说：“岂止一半？百分之九十
九是你的 ，我不过一分动动笔的
功劳！”妻说：“贫嘴！”两人
相视一乐 。

刚结婚时 ，妻问 ：“谁管钱？”我
说：“一 千 元 钱 以 上我作主 ，其他亿
看着办！”咱 虽不是 “大款”，只 靠几
个死 工 资 ，但小 日 子 还 稍 有 节 余 。
权越下放 ，妻越谦虚 ，有时没几块钱
的事也 商量 ，我手一挥 ，俨然 电影 中
的首长一样：“这个事不在我的职权
范围 内 ！”当 然 ，最后还 是提提 “参
考意 见”，居家 过 日 子 ，不计 算花 钱
不行 ，太计算钱也不行 。

日子 咋 过？不 就是这 么 个 “取
长补 短 ，两 路 神 仙 各 尽 所 能 ”的 过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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痢疾是夏秋季最常见
的肠 道 传 染 病 之 一 ，临 床
上可 表 现 有 畏 寒 发 热 、腹
泻、腹 痛 、里 急 后 重 、排 脓
血样便 、下腹坠胀 ，老年人
还可 能 出 现 中 毒 性 痢
疾、脱 水 、酸 中 毒及神经
精神症状 。

为什么夏秋季 容 易
患痢疾 呢 ？这主要是病
人吃了被痢疾杆菌污染的
食物 ，如腐败及隔夜酸馊
食物及制做不清洁的凉拌
菜等 。另外 ，早秋温差较
大，胃肠道容易受凉 也是
重要原因 。

如果 症 状 不 重 ，病
情较 轻 ，除 选 用 氨 苄 青
霉素 、庆大霉素 、复 方新
诺明 、吡 哌 酸 、氟 哌 酸 、
黄连素 等抗生素及对症
治疗 外 ，还 可 以 服 用 世
界卫 生 组 织 推 广 、我 国
广泛 应 用 、配 方 科 学 的
口服补液盐 ，每袋加500
毫升温开 水即成 。一般
轻、中 度 脱 水 按 每 公 斤
体重50—100毫升计算 ，

4 至 6小 时 服 完 ，其 它 时 间 可
喝白 开 水 。如果是重度脱水
就不 能 单 纯 服 用 口 服 补 液
盐，就 要 及 时 到 医 院 进 行静
脉补液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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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 、国 庆佳节即 至 ，合家 团
聚，亲 朋 往 来 ，总 不 免 要 聚 餐 庆
贺。但如何吃到既丰富 多 彩 ，又味
美适 口 ；既富于营养又荤素相宜 ；
既经 济 实 惠 ，又 容 易 办 到 的 膳 食
呢？这里为您提供一些参考 。

一、制定菜谱 ，因人配料 。一
般来说 ，八至十人安排十个菜就可
以了 ，凉菜 占 百分之三十 ，热菜 占
百分之六十 ，汤 、果品 占 百分之十
较为适宜 ，然后有针对性地选购一
些老 幼 、青 年 人 喜 欢 的 鸡 、鱼 、
肉、蛋 等原料 ，再斟酌哪些原料用
哪种 烹 调方法最为合适 。这样到操
作时就不用 手忙脚乱了 。

二、荤素搭配 ，营养丰富 。而
今，人们吃食 习 惯 已 由 过去的 “求
温饱”转变为 “讲营养 ”价值 ，
更为 注重膳食结构 的二高三低 ，即
高蛋 白 、高维生素 ；低糖 、低盐 、
低脂肪 。因 此 ，还应考虑到原料之

间、菜肴之间 的 荤素搭配 。
三、多 味调合 ，清鲜为主 。一桌

成功 的 酒席宴必须 以 “鲜”为主 。人
常说：“清鲜 者真味 出”，而不能百
菜一味 。该浓就浓 ，应淡就淡 ，菜肴
各有特点 ，相互衬托 。

四、突 出 头 菜 ，注 重 后 汤 。您
在吃 好 一 桌 满 意 又 可 口 的 家 庭 宴
时，不 妨 把 你 认 为 最 好 的 原 料 ，鱿
鱼、海 参 、虾 仁 等 作 为 头 菜 ，也 就
是说 ，席 上 有 一 道 拿 手 大 菜 ，这样
最能 烘托 全 菜 气氛 ，展 示 桌 上 的 高
雅格 调 。其 次 ，还 要 注 意 其 它 菜 肴
上菜 顺 序 。有 条 件 的 话 ，头 菜 之 后
应上 一 些 烤 炸 之 类 ，如 ：家 庭 主
妇，特 别 年 青女性 都 喜 欢 吃 的 “美
容肉 ”兔 肉 ，中 国 第 一 吃鸭 肉 等 整
体有 型 菜 肴 ，再 上 一 道 果 品 、和 一
道清 汤 。一 般 讲 究 上 菜 顺 序 为 ：先
冷后 热 ；先 咸 后 甜 ；先 荤 后 素 ；先
浓后 淡 ；先 干 后 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