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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宏老师坐诊通知】

您是否常被偏头痛所困扰？
看看中医怎么治疗！

特色专项治疗

亲爱的顾客朋友们，王俊宏7月
坐诊时间为7月30日——8月4日

请有需要扎针看诊的朋友们抓紧
时间！

地址：市中心广场千金电影院一
楼（千金大药房内）

电话：13397538031

偏头痛特效治疗：100元/3次
富贵包特疗康复：280元/3次

王先生（匿名）今年37岁，一个多月
前被反复发作的偏头痛所困扰。据王先
生介绍，他的偏头痛还不仅是一边，而是
呈现左右交替着发作，疼起来整个人都
没精神。

一次在跟朋友交谈时，提及偏头痛
这事。朋友当即提到“千金中医馆这两
天正好有个针灸大师王俊宏老师坐诊，
很厉害，可以去试试他的中医针灸偏头
痛疗法。”在朋友的推荐下，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5月底王先生来到千金中医馆找
针灸大师王俊宏面诊。

王先生第一次到医馆就诊时，是捂
着右侧脑袋进来的。通过面诊王俊宏判
断王先生的偏头痛属于风邪引起的偏头
痛。王俊宏介绍：“风邪引起的偏头痛特
点就是左右疼痛交替，时间不固定，随着

受风受凉加重，这种情况下我们单纯的
用针灸，祛风固本为主。”再加上王先生
平时日常工作时不正确的姿势，使得这
次偏头痛加重。

当即，王俊宏给王先生在颞三针、风
府、风市、合谷等穴位使用针灸进行治
疗。在第一次针灸后，王先生表示：“当
时就好一些了，感觉头脑都清醒了，头没
那么重的感觉。”通过三天连续的治疗，
王先生偏头痛好转，截止7月26日，王先
生来千金中医馆进行三伏贴治疗时反
馈，这段时间偏头痛都没有复发！通过
三次的偏头痛专项治疗，完全好转！

广告

10万瓶水送给户外工作者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何丰希 黄金）
送出一瓶水，清凉一群人，温暖一座城。7月27日上午，2022
年“幸福株洲·清凉一夏”爱心水站志愿服务项目正式拉开帷
幕，活动将为全市户外工作者免费送出10万瓶饮用水。

“师傅，在烈日下工作，一定注意多补水，这瓶矿泉水
送给您。您以后还可到驿站免费领取矿泉水。”在铁西建
宁驿站附近，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将一瓶矿泉
水递到环卫工手中，给他们送去一丝清凉。据悉，活动将
持续至8月底，环卫工、交警、快递小哥、电力工人等户外
工作者可在31个爱心水站中免费取水。同时，全市400
余名青年志愿者、各志愿服务组织也将不定期组织开展

“关爱户外工作者”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赠送一瓶爱
心饮用水、道一声感谢、拍一张户外工作者笑脸的方式向
城市户外工作者表达敬意。

活动由市文明办、共青团市委、市城管局、市青年志
愿者协会主办。启动仪式现场，湖南省百事活水业有限
公司、首彩集团、中华慈善总会·首彩爱心基金捐赠了价
值50万元的百事活饮用水10万瓶。

抬眼全是明晃晃的
日光，跨江大桥上没有任

何遮挡物可以庇荫。只听“哗”的一声，滚
烫的沥青被倒在路上，人仿佛一下子就被
裹进蒸笼内，四周泛起的热气无处可躲。

“你站远点，小心烫脚。”7 月 27 日上
午 9 时许，渌口大桥上，市城管局市政工
程维护中心的养护队员鸥正中提醒记者
时，眼睛仍注视着沥青的情况，招呼同事
们注意摊铺细节。

作为我市向南融城的重要跨江通道，
渌口大桥往来车辆与日激增。而连续的
高温天，沥青路面容易因暴晒出现坑洞和
车辙。“对于我们来说，这段时间也是一年
中工作最紧迫的时期。”鸥正中说。

“慢慢倒，来，干活了！”机器轰鸣中，一
团团冒着白烟的沥青混合料不断从机器上
卸下，随着沥青摊铺车和压路机滚动作业，
空气中多了一股焦糊的味道。但没有人顾
得上这些，10余名市政队员分站两边，抬
起抹了柴油的鞋子往“热土”上靠近，用铁
铲和油靶子慢慢把沥青摊铺平整。

“沥青混合料出炉的温度在 180℃左
右，摊铺到路面上最低也有100℃。”市政
队员刘新开说，沥青必须趁热摊铺，才能
铺得平整细致，所以只要一倒沥青，无论
温度多高，大家得立马干活。

与市政队员同滚烫的沥青混合料“贴
身作战”相比，记者戴着遮阳帽、穿着防晒
衣，隔着差不多半米的距离，仍能感受到

热气从四面八方袭来，不到两分钟，衣服
就被汗水浸得贴住了后背。

没有人能从头到尾扛住一次完整的
沥青摊铺作业，往往工作三四分钟必须得
到边上喝口水、喘口气，由旁边等待的同
事接力。跨江大桥上没有任何遮挡物，大
家带来的凉茶也被“烤”成了热水。

“一天下来，至少要喝五六升水，还不
用太跑厕所，都蒸发了。”市政队员程刚强
用手抹掉一脸的汗说。他的脖子上还有
暗红的斑点，这是消暑做刮痧留下的，被
他笑称为“劳动成果”。

上午10时，阳光已经刺得人睁不开眼
睛，低头遮住手机屏幕才看清楚一条新消
息：市气象台连续第二天发布高温红色预
警。天气预报显示，实时温度达到40℃。

“只要不下雨，晚上也能摊铺沥青，一定
要这么晒的时候作业吗？”记者忍不住问。

“白天干活，看得更清楚，效果更好。”
程刚强解释，摊铺沥青是个技术活，薄一
分厚一分，都容易导致后期路面开裂等问
题，所以施工时得仔细观察。

实际上，为了尽量缩短他们在高温环
境下的作业时间，这已经是错时作业了。
凌晨 5 点，他们就已经在这里做事前准
备，比如检查桥面情况，确定铣刨范围和
深度等，一切都为了沥青摊铺完工后，质
量经得起考验。

错时作业，也是为了尽早完工，避免
给居民出行带来影响。“今天全部完工就
可以开放了，之后你们开车过来时觉得这
条路平坦通畅了，那我们在高温下的坚守
就是值得的。”程刚强说。

持续高温，动物也热得受不了。7月27日11时许，
骄阳似火，在石峰动物园，动物们懒洋洋地躲在笼舍阴
凉处休息，饲养员崔涛顶着烈日巡视笼舍。

记者随他来到草食动物笼舍。一走进笼舍，腥臊
味、粪便味和消毒水味掺合在一起，颇为刺鼻。

“马上开饭，马上开饭……”一匹斑马见有人靠近，
在笼舍边转来转去。崔涛一边轻拍它的头予以抚慰，
一边举着一垛新鲜的草料塞向它的嘴巴。

吃得多，粪便就拉得多。“气味确实难闻了些，但我
们都习惯了……”崔涛告诉记者，每天早上7时，他和同
事交接班，趁着暑气尚未升起，就得清理这些以公斤计
算的粪便。因为高温，草食动物的粪便容易结块，必须
及时清理，以防孳生细菌。说罢，崔涛用铲子铲起粪便
放进推车，然后用水管冲刷地面，反复拖扫。

天气一热，物理降温是关键。记者看到几个兽舍增
设了喷雾、水池、遮阳网、空调等设备。饲养员还会针
对不同动物的喜好开具“凉方”，在它们的菜单中添加
新鲜水果、蔬菜，一般每周换两次菜单。

入夜后的动物园变成另外一个世界，昼伏夜出的动
物躁动不安。

崔涛说，园里有3 头非洲狮。白天，它们喜欢趴在
阴凉处睡觉，一到夜晚就活跃起来。一头雄狮正处在
发情期，十分暴躁，他在值班室里睡觉时，也常被惊
醒。出于不放心，他还是会跑到笼舍外查看情况。

临近中午，崔涛给天鹅池换完水后，自己也大口喝
下一瓶矿泉水。他说：“虽然近期游客大幅减少，但是
动物们的生活起居一点也不能怠慢，只要它们健康，我
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志愿者为环卫工送水。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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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渌口大桥上，市城管局市政工程维护中心的队员们“趁热”摊铺
沥青。 记者/伍靖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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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非洲狮在水池旁饮水。
记者/马文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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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名联，即将人名、地名、建筑名、书
名、歌名、戏名等专有名称，得体地嵌入
对联中。一般来说，若是两个字的名称，
分嵌在上、下联中。如旧民主主义革命
家、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秋瑾，又称为

“鉴湖女侠”，1907年秋，被反动的清政府
杀害于绍兴东轩亭口下，年仅三十三
岁。绍兴民众所写挽联为：“悲哉！秋之
为气；惨矣！瑾其可怀。”秋瑾之名，各嵌
入上、下联。

1953 年，华罗庚参加中国科学院组
织的出国考察团，一行十余人，钱三强为
团长，团员中有名叫赵九章的科学家。
华罗庚作嵌名联云：“三强韩赵魏；九章
勾股弦。”（《现代名人名联选注》）把“三
强”和“九章”两个人名嵌入上、下联之
首，同时还有别意：战国时的三个强国，
为韩国、赵国、魏国；我国古老的数学专
著《九章算术》论析了三角形的勾、股、弦
定律。

清末民初学者方地山，为当时的明
湖饭庄题写春联：“明眼怕看人，万事思
量惟酒好；湖边能醉日，一春不惜买花
钱。”将“明”、“湖”二字，置于上、下联之
首，谓之“鹤顶格”。新中国成立前，成都
有乐天茶社，又是地下党宣传革命的一
个阵地，何怀犀为之撰联：“进门自有个
中乐；到此又是一层天。”“乐”、“天”二字
嵌于上、下联末句，称作“雁足格”。

这些专有名词，可以分嵌上、下联，
也可全嵌入上联或下联中。上海著名文
史专家郑逸梅，1954年六十大寿，友人高
燮贺寿联为：“人淡如菊；品逸于梅。”名

字都嵌入了下联。
将地名嵌入联中，也是一种常格。

抗战期间，黄炎培将“乐山”、“宜宾”二城
市名写入联中：“平生颇乐山居，长忆乐
山山城如画；此地最宜宾住，来叩宜宾宾
馆之门。”在读此联时，上、下联的首句应
为“平生最乐——山居”和“此地最宜
——宾住”，译成白话为：平生最喜依山
而居；此地最适宜客人来住。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应邀为连云港
题联，因此地有名胜地花果山，嵌名联
为：“花果山前红与紫；连云港外水如
天。”

1935年，电影明星阮玲玉，不堪忍受
黑暗社会的压力，服毒自杀。她主演过
的影片有《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挽
联中有一副为：“故都春梦成追忆；野草
闲花满地愁。”著名戏剧家、作家田汉，赠
京剧名武生盖叫天联，则嵌入其真名张
英杰和两出最为人称道的武生戏《三岔
口》《十字坡》。联云：“英名盖世三岔口；
杰作惊天十字坡。”

黄白、聂耳和张曙，都是抗战期间的
爱国音乐家，不幸的是黄白病死、聂耳溺
亡、张曙在敌机轰炸中牺牲。郭沫若为
张曙写了四副挽联，其中一副把黄白、聂
耳也写了进去，上联嵌人名，下联嵌他们
作曲的歌名。“黄白死于病，聂耳死于海，
张曙死于敌机轰炸，重责寄我辈肩头，风
云继起；抗敌歌在前，大路歌在后，洪波
歌在圣战时期，壮声破敌奴肝胆，豪杰其
兴。”《抗战歌》《大路歌》《洪波》分别为黄
白、聂耳、张曙之代表作。

乡下，有一种植物叫芦芒，叶片像一把长长的剑，两
边的锯齿异常锋利，稍不留意就会割出一道血口来。如
果说当年鲁班发明锯是因为受芦芒的启发，很多人肯定
是深信不疑的。芦芒春天披绿，初夏长苞，盛夏开花。那
白色的，长长的花絮，像极了老爷爷的胡须，小孩子们就
经常扯一根挂在两耳边，扮做京剧里的人物“咿咿呀呀”
一顿乱唱。

七月，当芦芒那白色的花絮开始漫天飞舞，黄黄的成
色渐渐显露出来时，就可以收割扎扫把了。

收割很辛苦，一年中最热的天气必须全副武装，穿着
厚厚的长衣长裤戴着草帽去到比人高很多的芦芒丛中，
一根一根地砍下来。扎成捆，背回家，晒干，把包在芦芒
秆上的那一层又韧又长的外皮抽出来，抖落继续顽强黏
在芦芒上舍不得掉下的白花花，就可以扎扫把了。

如果说，割芦芒是个辛苦活，那扎扫把就是个技术活
了。

从前的农家，家家户户都需要用芦芒扫把扫地，那扎
扫把的高手也多，扎得又快又好。芦芒也金贵，还没成熟
呢，戴着满头的白发，就有人趁着午后大家都休息的间隙
出来偷芦芒。等到自家去割的时候，边边上的，容易割的
和长得粗壮的，往往被偷了不少。但如今，路边上的芦芒
花都掉尽了，只剩下黄黄的芦芒了，还是无人问津。

家里都是瓷砖和木地板，芦芒扫把用不上啊。
她没想到，婆婆还是不知从哪儿割回了一大捆的芦

芒。她看到的时候，已经都拣好了。
婆婆不会扎扫把，但她会。
她们坐在老屋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火辣辣的。

她穿着婆婆的厚长袖布衣，还没开工就汗流浃背。
芦芒割回家不能放太久，必须趁着秆儿新鲜，不容易

断的时候扎扫把。还好，这个周六也算及时。她拿起一
小捆，想选取一根长度粗细合适的用来捆扎，但左选右选
都难得如意。细看之下，发现今年的芦芒秆似乎特别短。

“妈妈，怎么现在的芦芒这么短啊？”
“是我砍短的。”
“干嘛要砍短呢？”
“不要那么长。”
她知道，近年来婆婆脑子已经糊涂不少，像这样有条

理的对话为数不多，也就不再纠结。扎扫把前，得先把芦
芒的芒花尖对齐，摆放成一个扫把大小。这个毫无技术
含量的活，对婆婆应该没有难度。她做了一下示范，就开
始拿起芦芒捆扎。这是一个关键点，万事开头难，小小的
一股必须捆紧捆结实。捆两个圈圈就可以添加下一股，
如此慢慢添加至刚好一只手可以握住的大小，扫把面也
呈一个扇形就可以不添加了。她低头认真做，不敢分心
顾其他。等她抬头看时，婆婆在认真地一根一根拣着，脚
下已拣好的芦芒长长短短，自顾自地伸展着。

“妈妈，芦芒必须是前面对齐。”
“我是前面对齐了，你看，整整齐齐的。”
婆婆把一束参差不齐的芦芒举到她的面前。曾几何

时，那个种田种菜洗衣做饭搞卫生都是一把好手的婆婆
变得如此糊涂，六十岁时？七十岁时？不对，婆婆今年也
才七十，怎么就糊涂了呢？糊涂是慢慢糊涂的？还是一
下子糊涂的？是不知不觉糊涂的？还是提前有预兆糊涂
的？是时而糊涂，时而清醒？还是总是犯糊涂？

此刻的婆婆，短发有点凌乱，黑白夹杂，偏黑的脸上
一条条皱纹交错着。她的衣服永远青黑两色，花花的美
美的不是没有，那是柜底箱底的珍藏品。

“你扫把扎得好呢！”
“费力了啊！”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要不我去买支雪糕给你吃？”
婆婆开始絮絮叨叨地客气起来，手上也没忘记继续

把那束芦芒整理得更加的参差不齐。
她拿起一根芦芒秆，认真地捆扎，把婆婆的絮叨捆进

扫把。
扎扫把最难的在最后，结蒂。用剩余到最末端的芦

芒秆，一根接一根地缠绕打结，结成一个漂亮的蜂窝状。
“不要结蒂。”婆婆提醒她。
“妈妈，扫把扎到最后，是要结蒂的。”她认真地结着

扫把蒂，一根接一根，折弯、拉紧、再扣下一根，一个一个
圈，直至尖顶，把最后一根芦芒秆折好收紧，完美。

一抬头，婆婆拿着一个旧扫把站在她面前，那是一个
扫得只剩拳头大小的芦芒扫把，扫把的把手是一根木棍。

“这是你爹扎的最后一个扫把。”公公喜欢自己扎扫
把，芦芒秆留得短短的，他扎的扫把喜欢用木棍做把手，
不用结蒂的那种。公公还不用把芦芒拣齐，因为他喜欢
扎好扫把以后，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

我说：“妈，别拣芦芒了，拿木棍来，下一个扫把用木
棍，不结蒂。”

联话 嵌名联
——无暇居联话之九

聂鑫森

<一>
遥观白羽岭间欢，飞入寒池隐入坛。
敛势暂收云虎智，潜心犹作玉龙蟠。
渊宏湛碧泥重墨，谷郁深长伏紫鸾。
但得一朝灵信至，烟波九叠下平滩。

<二>
天凿寒池庆有源，一潭深碧隐风烟。
虚涵自隐千钧势，湛碧和舒万古弦。
白羽翩翩云上鹤，豪情磊磊岭中仙。
为仁矢志心柔韧，既出凡尘又在渊。

扎扫把
倪锐

大院白水天池寻访记
徐进

瑞岭高山异秀荒，云冥极顶驻纯良。
茂林幽谷天池寓，竹畔溪风白浪扬。
未问真身先听语，才临芳芷早闻香。
云花护岸不知面，密树掩江始见裳。
丽日林荫身影瘦，琼姿白羽浪云张。
流弦幽咽和风绽，彩蝶分飞照水忙。
石作河床欣透亮，岩罗铜古秀苍黄。
泠泠叶底生寒韵，滟滟波峰下险岗。
陡见天池波戏月，才临湛碧水涵妆。
路远山青人不见，潭深岸陡景难藏。
壁直岩工欣斧凿，池方水碧泳寒凉。

浆溪石板将饮酒，落瀑潭声欲添章。
高咏联情淹落瀑，醉瘫天底乐豪觞。
经年未省尘风久，坐地全无季侯惶。
心老功名欢世远，性喜深山觅清坊。
涤尽愁肠休俗念，静和云月赏孤芳。
寻来石臼知天老，抱得天琴乐韵长。
闲身但得常如愿，性体何须怨冷霜。
阳和不昧清宁意，目远欣归坦荡乡。
此蕴空宁闻佛语，遥聆天水涤肝肠。
纷纷释解沧桑事，高岭闲卧沐懒阳。

白水天池秘境赋

题白水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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