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美 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7
2019 年 5月 18日 星期六 首席编辑∶杨晓晖 编辑邮箱：yxh@xmwb.com.cn

耄
耋
之
年
追
寻
老
父
墨
迹

苏
玉
虎

    我的父亲国画大师李可染因病去世
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我今年也已经八十
有一。这三十年来，我一直想循着父亲晚
年最后一次外出写生的足迹，看看父亲
心爱的祖国大好河山，重睹父亲散落在
各地的墨宝画迹。尤其是父亲在九华山为凤凰古松题
写的词句，我一直想去亲眼目睹一番，但苦于没有机会
去九华山。

1978年，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但他雄心勃勃壮志
未已，制定了一个跋涉数千里的外出写生计划：从北京
出发，赴黄山、九华山，转道武汉溯长江而上临摹三峡，
再去抗战时期呆过多年的重庆、万县等地看看。这年的
6月，父亲从呆了 40多天的黄山下来直奔九华。待他
赶到九华山时已身感不适，但仍沉醉在九华山的青山
绿水之间挥笔写生不止。

一日，在当地干部、僧人的陪同下，父亲一行来到
九华山的闵园，见到了造型奇特的凤凰古松。此松系南
北朝时高僧怀渡（柘植系误传）所植，距
今已有 1400多年历史。松高 7.8米，胸
径 1.3米，在自然条件的作用下，形成
了主干扁平翘首，如凤凰冠;两股枝干
一高一低状似凤凰展翅，欲飞翔于蓝
天。古松根部绿草如茵，松下有一大圆
石，人称“凤凰蛋”。父亲看到后深为震
撼，大加赞誉，称此松昂然挺立气势宏
伟，以古著称，以形取胜，历千年风雨沧
桑，风韵犹存，当得“天下第一松”美誉。
九华山的干部和僧人恳请父亲题赠墨
宝，父亲欣然写下了“天下第一松”并为
此松绘下多幅速写。
自从知悉此事后，我和家人一直有

亲眼去看一次的愿望。没想到邻居王胜
群女士这次让我们遂了多年的心愿。小
王是安徽人，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合肥工
作，离九华山尚近。他特地向朋友借了
汽车，开了几个小时山路，把我和家人
送上九华山，送到凤凰松旁边。只见凤
凰松下矗立着两块一人多高的巨大山
石，一块凿刻着李可染落款的“天下第一松”五个大字；
另一块则刻着中英文对照的凤凰古松介绍及父亲题辞
的由来。
光阴荏苒，树石俱在。我在耄耋之年得以一睹父亲

四十余年前的墨宝真迹，不由得触景生情。1978年父
亲自九华山写生归来，得稿颇丰，而其艺海生涯中所仅
见的数幅以九华山为主题的作品，俱是以此次皖南写
生为基础而画成的。父亲勤于实地写生，善将胸中块垒
化为笔底烟云。他的九华系列，写景造物无拘无束，墨
色纷披浑厚至极，是留给艺术世界的丰厚遗产。（文章
作者系李可染三子，从母姓）

心有千千结
    百叶就是豆腐皮，吴人称
之为“百叶”，越人称之谓“千
张”。“千张”比“百叶”更牛气
哩。用百叶挽成结，就是百叶
结，是最家常的食材，可卤可炒
可煲汤，虽然不是主菜，却也是
寻常百姓家餐桌上的家常菜。

人间芳菲四月天，百姓餐
桌何尝不芳菲？四月的餐桌最
是娇艳，一片翠绿自不必言，
翠绿丛中更有鲜艳的玫红在，
那就是江南应市的酱汁肉，比
如说，金花菜（草头）打个底，
几块酱汁肉敷其上，那款怡红
快绿的菜式便成了春天的标
配，其实此时真是忽略了酱汁

的百叶结哩。酱汁百叶结色
香味庶几与酱汁肉等同，而
价格只有酱汁肉的十分之
一。

昔日逢春，只待酱汁肉
应市，孩提时的我经常奉母命
到肉庄等候酱汁百叶结上柜
的，那时酱汁肉难得一尝，酱
汁百叶结倒是经常上餐桌的。
离家只百步之距的两爿熟肉
庄每于中昼前同时售卖酱汁
肉和百叶结，周围一带的寻常
百姓大多奔百叶结而去的。那
酱汁百叶结是由酱汁肉汁卤
制烹调而成，与酱汁肉一样的
鲜香甜美，还带着百叶的肥
糯，并且熟肉庄的百叶结大且
扎实，估计是整张百叶挽的

结，那时一分钱一个，而酱汁
肉是一毛钱一块，百叶结价格
只是酱汁肉的零头，所以大受
寻常百姓欢迎，每开市，辄趋
之若鹜。我总是拿着一只大海
碗赶在头里站到了肉庄柜台
前等候百叶结开卖，个头不
高，须踮着脚尖才能看到大师
傅从镬子里一个个取出玫红
的百叶结，红艳艳、热腾腾、香
飘飘，瞅得人直咽口水，许多
排队者便骚动开了，纷纷擎起
碗来，叮当作响，直往柜台前

涌，还嚷嚷着，不许多买，每人
不得超过五个。排在头里的我
立即递上海碗：“就⋯⋯就买五
个百叶结，多浇点卤汁。”大师
傅倒也不欺小，给我搛了五个
百叶结，再用纱扎的小拖畚在卤
汁里蘸蘸，在海碗的百叶结上抹
抹，将满满一海碗的百叶结递回
给我。这天的午餐因有酱汁百叶
结领衔，就格外美味可口啦。

同是芳菲春季，每家每户都
会恭迎家常菜之王者———腌笃
鲜。腌笃鲜除了咸肉鲜肉和竹笋
之外，百叶结是豁免不得的，浸
润着肉鲜和笋香的百叶结除了
增色外，还赚得好一番豆香的肥
糯。此时煲在汤里的百叶结绝不
比肉啊笋啊逊色。而今提倡健康

食品，我在煲腌笃鲜的时候有意
多放点儿百叶结，让百叶结多吸
掉点油脂。那百叶结吸附油腻甚
是了得，江南许多饭店都有一道
荤汤百叶，让百叶或百叶结在荤
汤里一煮，非常好吃，便如家常
红烧肉一样，放些百叶结同煮，
那百叶结也是异常入味，人们不
敢多吃肉，肉汤百叶结就格外受
欢迎。或云红烧肉放些百叶片或
丝不是一样，何必多了道挽结的
工序？须知，百叶片或丝易碎欠
嚼劲，模样也远不如百叶结标
致，所以家庭主妇们都喜欢将百
叶挽结，与肉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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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韩国电影《失控隧道》，我的心情
很沉重。不同的价值观，对生命的尊重和
救援，为何如此截然不同？
一条漫长的隧道，恰如一条漫长的人

生旅途。人之初始，能顺抵善终，想想也是
一种伟大的“坎坷旅行”。在这种漫长的生命旅途中，谁
都难以规避不测风云，旦夕祸福。一旦中枪，社会不惜
一切代价抢救生命，这不仅是遇难者的福音，也是整个
社会的温暖。
李正秀带着蛋糕，驾车回家，准备给自己的孩子过

生日。车进隧道，突遇山体崩塌，被困隧道，进退不得。
万能的手机，把被困者尚生存的信息传递了出去，原本
幸福温馨的“生日烛光”突然被无情吹灭。
政府知情后，领导立马到现场开会部署，记者长枪

短炮跟踪报道，救援部门摆开架势解困，安抚受惊家
长，一切都像事前演练过般地有序登台。然而，随着时
间的推移，遇难者生存信息的中断，“生命通道”位置的
误钻打，加上媒体的过度渲染，又使事实变得面目全

非。领导层对救援也出现了分歧：已经花
了 13亿（韩元），会不会救上来一具死
尸？

代价，究竟该如何计算？佛语说：救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政府对生命的尊
重，对人民的关爱，可以赢得人民的信赖。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可是无价之宝哇！

观影后不久，我读到微信转帖：说瑞
典发生了一起婴儿丢失事件。政府在第
一时间，动员整个社会找寻“躺着 6个月
婴儿的童车”！此情真令人动容：报警 10

分钟后，30名警察赶到了报警地幼儿园，并迅速在附
近寻找；30分钟后，瑞典全网通缉，所有媒体头版报道
搜寻儿童，所有码头港口公路关卡全部关闭盘查；哥德
堡出动了所有的警察和警犬，并调动了 60多架直升机
进行全城搜寻；事发后，许多放了学的学生，下了班的
路人都加入了搜寻的队伍———2个小时后，婴儿车被
找到，婴儿无恙生还。瑞典政府看似为一个 6个月的婴
儿付出了极大的经济代价，但他们也一定懂得：生命宝
贵，赢得人民的信赖和营造整
个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关爱才
是无价的！
《失控隧道》中演技内

敛的实力派演员河正宇，
将主角被困在隧道内 35

天的甜酸苦辣逼真地呈现
在观众眼前，让观众自己
去判断救援该不该继续，
也让观众在社会对被困者
的冷漠暗流中扪心自问，
是否也站在了“加害者”的
一边？这大概是导演编剧
的高明之处。

我的新闻理想在这里放飞
丁法章

    我已年近八旬，将成
耄耋老人。回首过往，在我
六十年的新闻生涯中，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江西的
一段新闻实践，既是我从
事报纸工作的起始，也是
我开始放飞新闻理想的地
方，称得上是我青春岁月
的一块宝地、福地。

我是上海复旦大学新
闻系 1966届毕业生。由于
“文革”毕业分配被整整推
迟了两年。为了从事我所
钟爱的新闻事业，1968 年
7月，我告别了熟悉的上
海和家人，只身来到江西
宜春《赣中报》报到。在我
之前，《赣中报》同仁中还
没有一位新闻专业出身
的，因而对我特别器重。我
乘坐的列车于深夜途经宜
春站时，竟然是报社一把
手亲自接站，并安排我和
他同住一室，对我嘘寒问
暖，亲如兄弟。由于我年富
力强，加上“赤条条来去无
牵挂”，一到报社便全身心
地投入到采编工作中去，
报社对我也特别放手，提
供各种实践机会。那当儿，
我出门当记者写报道，在
家做编辑编版面，有时还
要配评论，常常白天黑夜
连轴转。面对自己的工作

成果 ,不时
听闻同仁
们的赞许
之声，我苦
中有乐，无
怨无悔。未过多久，报社
领导安排我到总编办公
室，参与每天的版面编
排和签发大样工作。我
的工作得到领导和同仁
们的充分肯定，报社党
支部大会全票通过我按
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68 年年底，江西
省委为进一步落实毛主
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指
示，决定停办所有地区
一级报纸，并从各报抽
调三位业务骨干充实
《江西日报》。这样，我作
为《赣中报》的三个幸运
儿之一，奉调来到《江西
日报》工作。从地市报到
省委机关报，无疑又上
了一个新台阶，我庆幸
自己从此可以得到更多
的锻炼与磨砺。事实也
正是这样。面对江西这
块革命老根据地，新闻
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
我如鱼得水，长年累月
奔波在崇山峻岭、阡陌
良田。这是一块饱含红
色基因的土地，老区人

民“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
大光荣”的宏伟业绩和精
神风貌，是一个新闻富矿，
这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新闻素材。

短短五年，江西八十
多个县，我的足迹遍布三
分之二，有 50余县之多。
其间，我学习运用新闻的
十八般武艺，采写了不少
有激情、有温度、接地气的
新闻作品，如果用诗的语
言来表述的话，就是弹奏
出了不少反映时代脉动、
扣响人们心弦的华彩乐
章。值得一提的是，报社领
导从总编辑朱俊、范力到
寇育彬，到军代表李棠、蔡
小鹏、桑子先等，对我特别
关照，经常带领我蹲点调

研，采写重
大典型。通
过耳濡目
染，在潜移
默化中，我

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
西。

曾记得 1969 年 7、8
月份，我随报社党委副书
记吕忠阳同志到婺源蹲点
调研，足有一月之久。我俩
同吃同住同采访。在婺源
茶场，通过个别访谈和召
开各种类型座谈会，我们
发掘出了这个通过思想教
育，改革体制机制，改善生
产关系，促进多业并举、五
业兴旺的先进典型，并写
成调查报告。在思口人民
公社，正值夏收夏种大忙
期间，通过深入采访，我们
总结了该公社班子成员坚
持“抓革命，促生产”，越忙
越注意讲政治，从而获得
革命和生产双促进的成功

经验，并在报纸显著版面
予以报道。在采写过程中，
忠阳书记的新闻敏感和政
治素养，特别是他提炼新
闻主题的眼力和分析概括
问题的能力，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使我终身受
用不尽。
水有源，树有根。我之

所以能有今天，能先后出
任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工
作，获颁国务院突出贡献
证书，终身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新闻论文屡获中国
新闻奖新闻论文一、二等
奖，成为上海作协理事和
中国作协会员⋯⋯这一
切，无疑与我参加新闻工
作初期在江西的这一段实
践锻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

我感恩江西，感恩《江
西日报》。在母报 70华诞
之际，我祝她越办越好，魅
力永存！

花酒年华
冯 强

    正是百花齐放的春
天，一款出自金山的名为
“留溪花香”的精酿啤酒，
醉倒了一些人。大家举杯
品酒，“啧啧”称好，主因并
非在其采撷地名，而在这
款精啤不仅保持了啤酒风
味，且名副其实，具有醇厚
花香。随行的笔者，由此想
到了典籍记载的许多花酒
来。
历史悠久的桂林三花

酒曾在全国的评酒会上，
连续多年蝉联优质酒的称
号，被誉为“桂林三宝”之
一。民间传说，八仙中的铁
拐李在制酒师门前，用拐
顿地三下说：“头花香，二
花冲，三蒸三熬香又浓”，
老酒师依此法将酿好的酒
倒入碗中，端碗轻轻一摇，
一连串的酒花像珍珠般浮

起，于是悟出三花酒之名。
而现代酿酒技术，让桂林
千万株桂花融入美酒，使
三花酒花名更盛。

在我国的酿酒史上，
像三花酒那样与花有关的
酒很多。三国两晋时期，有
“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
枝”一说，那时就发明了将
花卉杂于粮食中的酿酒技
术。菊花酒是在“菊华舒
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
之”。当时，还有用石榴花
和花椒酿成的低度酒。到
了唐朝，由于经济的发展，
酿酒也更趋繁荣，那时，与
花有关的酒就更多了，其
中有梨花春、桂花醑、郁金
香、菖蒲酒等等，用花草泡
酒、酿酒似乎成了当时时
尚。历经千年，唐代的酿酒
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

平，遥想当年的文人雅士
独酌、对饮之时，有花香助
兴，真可平添三分诗情。唐
代的名酒中有一款“五云
浆”，被誉为“追入花间一
阵香”，可见那时，不仅酿

酒师以花为媒，善于品酒
的骚人墨客也是把酒与花
联系在一起品赏的。在宋
代的名酒中，与花关联的
酒越发增加，花露酒、椒花
酒、琼花露、武陵桃花酒等
或是与酿制有关，或是借
助花道，当时有人作文称：
“我有瑞露之酒，酿于百花
之中”，瑞露酒之高贵，与
选材之精、与花之护佑关

系极大。那时还发明了用
柑橘和梅子酿酒的技术，
由花至果，古人可谓酿酒
成精了。宋代诗人和文人
也酿酒成风，大文豪苏轼
甚至著有《酒经》一书。

小说《红楼梦》第三
十八回写菊花诗会，林黛
玉不愿吃黄酒，宝玉便命
将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
来，可见当时官宦人家有
以花浸酒的风气。清代还
有把玫瑰花放在烧酒里蒸
成的露酒，价格不菲，一斤
居然要 120文大钱。那时
还有丁香酒、茉莉酒等等。
清代或许是花酒年华的最
后辉煌，至此之后，果酒逐
步居重，葡萄酒更为一统
天下做足了功课。
在不以饮花酒为习俗

的当下，笔者曾在一些古

镇水乡涉足那里的时尚酒
坊，坊中不乏花酒，而金山
能拿出古风犹存的“留溪
花香”精酿啤酒，实属不
易，由此获得媒体人的喝
彩也在情理之中了。更可
贵的是，“留溪花香”的发
明者，还在思考将金山的
蟠桃酿入精制啤酒中，或
许不久，带有吕巷桃花源
之芬芳的精啤又将面世。
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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