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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吃食
任溶溶

               饼食
广州的饼食很多，有广东各地的土特产，

如南海的西樵大饼，佛山的盲公饼，广州河南
的小凤饼，俗称鸡仔饼，顺德的大良南乳崩
沙，崩沙就是蝴蝶，把饼做成蝴蝶状，油炸成
松脆的饼，非常好吃。还有广州陈意斋的杏仁
饼，等等。至于莲香楼的莲蓉礼饼、豆沙礼饼，
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小时候在广州，吃饼吃得
真开心。

甘竹辣椒酱
过去在广东饭店吃饭，一上来就来两碟

芥酱。所谓芥酱，就是一碟芥末，一碟辣椒酱。
说到辣椒酱，最有名的就是甘竹

辣椒酱。小时候从广州坐渡船回家乡
古劳，中途就经过甘竹，那里还有个甘
竹滩，到了这里，渡船就烧元宝，希望
保佑平安过这险滩。
如今已经不坐渡船了，不知这险滩还在

否？
回想解放前，我经济不宽裕，上饭店要算

好吃了多少钱，超过一个数目要交纳失业工
人救济金，而我自己就已经快要领取失业工
人救济金了。有一次，一家人吃饭，吃了多少

钱算好了，就是忘了加上芥酱钱，结果要交失
业工人救济金，大家懊丧不已。

茶楼
回想小时候在广州，大人带我上茶楼饮

茶，女服务员捧着大托盘在茶客间走，托盘有
带子，挂在脖子上，托盘内每次一种点心，或
虾饺，或烧卖。后来改用车子在茶客间推，车

上有各种点心，茶客爱吃什么要什么。
茶客走时就热闹了，服务员把茶客吃
了几小碟、几中碟报给账房先生，账房
先生根据报数收款。当时茶室是用点
心单点点心的，故不用服务员报数，安

静得很。茶客上茶楼大都不是为了吃，而是聊
天，是个习惯，广东人爱说上茶楼是一盅两
碟，此之谓也。当然，我们小孩子上茶楼就要
大吃，大人总先给我们吃包子：叉烧包、鸡球
大包，把我们的肚子塞饱，才叫特色点心。大
人对付孩子有一套。不过我们小孩子有大包

吃就很满足了。
粥店

广东人爱吃有味粥。过去上海有不少广
东粥店。我记得的就有大上海电影院对马路
一家，新雅旁边梁连记一家，北京西路江宁路
两边各一家，虹口铁马路小菜场附近两三家。
广东粥店都有一大鼎锅，煮一锅白粥，顾

客要吃什么粥，如牛肉粥、及第粥等等，就从
大鼎锅舀一勺白粥到小锅里，加作料煲给顾
客吃。所谓及第粥，就是猪肝、猪腰、猪肠粥，
三及第也。本来还有鱼生粥，就是在碗里放很
薄的生鱼片，把滚烫的白粥浇上去即成。后来
卫生局认为这样吃不卫生，一定要在炉子上
煮一煮。从此鱼生粥就没有了。
如今似已没有专门的粥店，但广东茶餐

厅还能吃到广式的粥。我没有牙，孩子隔三差
五买有味粥给我吃。既吃饱肚子又好吃，一乐
也。
上海还有本帮粥店，这些店纯粹供应白

粥，并供应咸菜、酱萝卜、酱黄豆等。那纯粹是
为了果腹，并非为了美食。这种粥店我记得西
藏南路金陵东路有一家，北京东路浙江中路
口有一家。我都没有光顾过。

进剧场
郭 梅

    编者按：新年之始，也是万物更新
之时。 同天地万物一样，对于每个人，无
论在什么人生阶段，也都有各种“第一
次”，“第一次”意味着人生新起点。 今起
请看一组《人生第一次》。

进剧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偶尔为
之，但对我，却是家常便饭。换言之，进
剧场于我，往往有如回家一般的熟稔和
亲切———我所学的专业是元明清戏曲，
我所在的学科是戏剧与影视学，进剧场
可以说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早就记不
清进了几次剧场，也早就数不清看过几
场《牡丹亭》或《红楼梦》，但研一那年的
一场夜戏，在记忆的底版上，却始终熠
熠生辉———也许，不仅仅因了那是我读
研后看的第一场戏，也因了那是第一次
自己买票看的戏。

记得，那似乎是初冬，我在远离上
海市区的金山石化厂的涤纶二厂厂办
锻炼，看到报纸上上昆《长生殿》的演出
广告，欣喜若狂，马上打电话预订了周
末的票———票务工作人员非常照顾，体

谅我路远，马上同意在不曾预付费的情
况下给我留着票，演出前到剧院窗口取
即可。演出当天，下班后，我火车转公
交，披着周身的寒气和暮色，急匆匆地
奔到美琪大戏院的时候，离开演只有几
分钟了。票务阿姨极和气
地递过票，道：“小姑娘，覅
急，讲好拨侬留来嗨的票
子，我勿会卖拨别人额。”
我进场坐下，发现座位极
好，是第四排右边靠过道的第一个位
置，视野极佳全无阻挡，仿佛那阿姨通
过电话线可以看到我个头不高，心头甚
暖，霎时消弭了长途辗转的疲惫和寒
意。

第二天，我去导师蒋星煜先生家里
玩，吃完老人家推荐的罗宋汤，借了老
人家推荐的专业书，准备告辞前，我嗫
嚅着汇报了前一天晚上看戏的事
情———我是学校曲社唯一的学生成员，
故而心中忐忑，就怕老先生批评我小女
孩贪玩，不好好钻研典籍，进啥剧场。没

想到老人家微微一笑，说，研究戏曲，案
头是正途，场上也是正途，以后凡有赠
票就归你啦。我心头一松，暗暗自责，他
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我“我不喜欢《红
楼梦》，但你尽可以喜欢”，难道会干涉

我进剧场吗？从此，沪上
的戏曲演出我几乎每场
必到，还捎带上了不少话
剧，如北京人艺的经典剧
目《茶馆》和《雷雨》。寒暑

假回杭州，自然也是胜利剧院、杭州剧
院的常客。

毕业从教后，我不知不觉地做起了
“戏曲义工”———这个词，是在青春版
《牡丹亭》风靡全球后，从白先勇先生的
“昆曲义工”那“偷”来的———“怂恿”学
生看戏，带学生进剧场，是常态，是乐
事，更是责任，一干，便是二十余年。渐
渐的，我从剧场里唯一的黑发观众，变
成了剧场门口那些茅茅或瑜老板的迷
弟迷妹们眼中鬓生二毛的中年“老戏
迷”。开演前或散场后，时不时会遇到以

前的学生，道：“老师，今天我带女儿来
看戏，这习惯，还是从大三那年你带我
们看《十五贯》开始的呢。”“哈哈，那次
你只是为卖我面子才去的，还随身带着
给男朋友的十字绣，打算消磨时间，没
想到看入了迷，把十字绣抛到九霄云外
了，是吧？”我也立马打趣她。“老师，你
记性真好。”

当然，我永远不会忘怀的还有很
多，比如有一次在东坡剧院门口巧遇一
个刚毕业的女生，她身旁的小伙子红着
脸上来感谢我，因为是我培养了他心爱
的女孩看戏的爱好，让他靠买戏票就把
心上人追到了手。不过，我记得更清楚
的是，我人生第一场自己买票看的戏，
是上昆的《长生殿》，票价五元。当时，我
身上穿的是涤二的厂服。

黄连半夏人参汤
陆其国

    本文题目中的黄连、半夏、
人参作为中药材，其作用于人
们的功效不言而喻。但汤却并
非那汤，而是指一个人，他就是
汤斌。

汤斌，字孔伯，生于 1627年 11

月，祖籍河南睢阳。汤家本是大户人
家，但到汤斌出生时已趋于衰落。
1642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睢阳，
汤家和城中富户一起逃难，汤母不
幸死于战乱。后全家逃至河北，靠汤
父办教馆养家。转年汤家又南迁至
浙江衢州山中。生活尽管动荡，但汤
斌自幼好读书的习惯从没改
变。1645年，汤家终于结束
流浪，返归故里。汤斌于清初
的战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
痛，也阅尽民间疾苦和贪官
污吏的暴戾。这样的经历让汤斌感
触良深，也铸就了他嫉恶如仇、刚直
不阿的性格和体恤民情、秉持正义
的思想。

1652 年，汤斌考中进士，授宏
文院庶吉士。进入官场后的汤斌不
谋私利，敢于直言。如他提出清初各
种法度的制定，应视情变
通。如此大胆上疏，自然会
受到因循守旧的官僚攻
劾，且险陷大狱。好在最后
有惊无险，顺治帝还肯定
他“品行清端，才猷赡裕”，
荣升为潼关道副使。潼关
系用兵要道，不时有“伐
叛”之师从此过，粮秣、军
需等物资供给匮乏，再加
官吏盘剥、将士掠夺，地方
百姓苦不堪言。汤斌上任
后，即告诫属下，不准掠夺
百姓财物，不能随意征用
驿夫；部队经过，由我来应
对。此后凡有清军过境，汤
斌便与部队首领约法：该
他提供的物资没有提供，
他负全责；如果你们侵犯
百姓利益，他也要追究。约
法一出，潼关果然安宁了
许多。
且说有一天，清总兵

陈德率八千军士及数千随

军家属调防湖南，过潼关时，他以母
病为由，想暂时驻扎下来。汤斌觉得
陈此举太过夸张，予以拒绝。陈顿时
老大不快，便提出，他需要行军用车
五千辆，如提供不了，可折算成银子
给他，他自己去雇车。汤斌答应此事
他会解决，随即便暗地派人去调查，
了解到陈部行军用车两千辆即可。

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吩咐属下
去悄悄准备车辆，自己则邀
陈总兵一起去城门上饮酒。
酒过三巡，汤斌告诉陈总兵，
所需行军用车已备好，我们

现在可以边喝酒，边看着你的兵士
和家眷乘坐上去。陈总兵不明就理，
下令按汤的意见办。于是见陈部兵
士和家眷陆续乘上车，坐满即驶向
城外，待到全部人员出城，尚未乘满
二千辆车。陈总兵这才知道眼前这
位潼关道副使汤斌的用意，此时再

说什么已枉然，只得丢下酒杯，
怏怏上路。此后，官军过潼关，
“皆肃然莫敢犯”。

一年后，清廷考核官员政
绩，汤斌深得褒奖。考官问汤

斌，老百姓称赞你，同僚拥护你，你
是怎么做到的？汤斌说，这很简单，
平时多替百姓着想；不要贪婪，体恤
下属，尊重同僚。1684年，汤斌出任
江苏巡抚。是年睢宁、沭阳、邳州水
灾，难民涌入苏州城，当时恰遇康熙
南巡，制府官员见苏州灾民塞途，道
路狭隘，下令拆除民居以拓宽“御
道”。汤斌见状，竭力制止。随后在康
熙驾临时，汤斌主动汇报此事，并陈
明原委。康熙不愧为明君，非但没有
怪罪汤斌，还表彰汤嘉言懿行。受此
鼓励，汤斌进一步加强吏治和地方
秩序，前者不得收受下属馈赠；后者
嫖赌打斗乃至拐卖人口者“咸洗手
敛迹”，民间陋习大为减少。

正是鉴于汤斌施政宽严有度，
且以身作则，治绩卓著，百姓多多受
益，因此称誉他为裨益时人的“黄连
半夏人参汤”。

    第一次开车
上路刻骨铭心，请
看明日本栏。

蓝
宝
长
成

吴

霜

    写我家的宠物是我特
别喜欢做的一个事，我的
兴趣所在。我曾经的理想
根本和现在的歌唱写作什
么的没多大关系。我就想
自己可以永远和动物们生
活在一起，同吃同
住同悲同喜，那才
是我最想要过的日
子。只是我知道这
是根本就不可能实
现的，只可言说不
可体验的一个美梦
而已。
不过后来我确

实有机会在自己的
家里养几只动物
了，当然是从养一
只猫开始，有了一
只就会有第二只，然后再
来一只，另外还有一只，结
果我就有了后来的六只猫
和两只狗。最后一只是一
年多前来的一只猫，取了
名字叫蓝宝。
蓝宝的名字来源于它

的出身，它是一只英国短
毛蓝猫，来的时候还不到
两个月，瘦瘦小小的一只，
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
以为的蓝猫应该是那种南
瓜脸海豚体小巴掌短尾巴
的长相，憨憨相貌萌萌性
情，颜值美好、优雅娇嗔。
但是这只好像不是。
不胖，尖脸，也不很干

净。哪儿像我常看到的蓝
猫？这家主人是怎么养的？
蓝宝一进门，我就给

它洗了个澡，感觉这家伙
太瘦了，脖子后面的小骨
头硌硌愣愣的，只不过态

度还是很“蓝猫”，瞪着大
眼睛四处观察，毫无紧张
感。我心里想着，一定得在
三个月之内把它养胖不
可。
别说三个月了，刚三
天我就发现问题
了。我看见这小东
西的嘴巴上方沾了
一块黑黑的脏东
西，扳着它的头要
擦，发现硬硬的擦
不下去，抱到灯光
下仔细观看，像一
块结了痂似的硬
块。感觉不对，以我
养猫咪的经验，应
该是什么皮肤病。
不能耽搁，放到猫

提包里，立马去了宠物医
院。果然，是真菌感染。人
家检查的方法很创意的，
把屋子里的灯关掉，用一
只激光笔往小猫身上照
射，身体上凡是有同类感
染的地方立刻显示出深黑
色，十分明显。一查，竟然
有四五处之多。打开灯光，
这些病灶肉眼无法看清。
气得我赶紧电话询问送我
猫的那位朋友，她
回答说确实是，小
猫的妈妈有乳癣。
怪不得，这是得了
老猫的真传呀。
喷药、吃药，加上打

针，直到大约三周以后，蓝
宝的皮肤感染极大缓解
了，但还是不胖。别看不
胖，吃东西可是如狼似虎，
连大猫的食物它都吃，且
毫不客气畏惧。大他三倍

体型的几只大猫在哪里吃
食，它毫不在意地从人家
肚子下面钻到食盆边大嚼
大咽，就像饿死鬼投胎的。
几个月下来，除了个头长
大了一点之外，没见增胖。

我期盼的胖脸肥蓝
猫没有出现。能吃
不长肉，这是我的
总结。
我想象着在朋

友家、图片里、镜头内、视
频中所见到的那些英短蓝
猫们，肥胖的大脸，壮硕的
身躯，加上敦厚傻萌的表
情，这是我收养蓝宝的初
衷啊，可是在哪儿呐？没等
着啊！

不但如此，逐渐地这
个家伙开启了捣乱闯祸的
节奏。
它把我家一直安安稳

稳放在大书架顶端的一个
清末瓷瓶硬生生地给推到
了书架边缘，就是用后脚
一点点地向后踩着推那
种。因为这时候的蓝宝已
经可以从地下跳到桌子
上，再抬头观察大约两米
多高的大书柜顶端。那上
面，黑色白鼻梁的二熊正
美滋滋地蹲着向下看着
它。二熊是一只黑色短毛、
有着白鼻梁和两只白“手
套”的四岁狼猫。蓝宝是家
里最年轻的猫，年轻的动

物也和人一样，涉世不深，
不知社会环境深浅，初生
牛犊。它不愿容忍有其他
猫在更高的方位俯瞰它，
那是一种挑衅，也是一种
宣战。于是它铆足了劲儿，
目测高度以后，忽然就勇
气倍增，一鼓作气“嗖儿”
的一下，灰色小身躯犹如
离弦之箭瞬间就站上了书
架顶端，上面的二熊完全
没料到，冷不防被它一冲，
两猫都是“嗷呜”一声长
啸，二熊赶紧掉头就跑，蓝
宝没想到自己竟然跳上去
了，欢呼雀跃两腿向后一
蹬！那只不知何时已经被
挤到边缘的青瓷瓶就那么
“嘭—！啪—！”一下子摔到
地下，我赶过去的时候，还
以为是什么东西爆炸了！

后来我放在桌上的 I?

iPad、苹果手机都没逃过
被摔到地上的命运，屏幕
被摔得横竖好几道裂缝，
蚯蚓一样逶迤在那里。手
机换了一个，iPad就算了，
画面上有几条蚯蚓横盘还
是能用，一点不影响速度。
揪着蓝宝的脖子皮吼叫着
教训它，它勇敢地抬头看
着我，不叫也不躲，彻底没
有认错的意思。这还不算，
它还加了一个毛病，而且
更加恶劣狠毒，它乱撒尿！
尤其喜欢在柔软的东西上
撒尿，比如它撒在猫窝上，
撒在猫爬架最底端的毯子

上，最混蛋的是有一次竟
然撒在我的床上！本来是
因为它最小，我给它特权
让它进卧室。犯错误以后
我揪着它的脑袋打，狠骂
它，从此不许它再进卧室。

谁知，一年过去了，蓝
宝悄悄地大了。有一次，我
一个学生仰头看着一个地
方忽然说：呀呀呀！蓝宝长
腮了！我顺她的目光望去，
蓝宝慵懒地躺在装饰柜上
面的平台上，毛色已经从
浅灰转入灰蓝，抬眼望着
我们，原来的尖下巴果然
没有了，两腮滚圆，黑鼻子
黑眼睛，毛光光肚圆圆。

终于，蓝宝长成了。

早起
曲 曲

    我已经习惯早起，看
看远山上的岚烟会让我觉
得内心平和。在田野边上
走过，我的鞋子被打湿了。
我看到一株野苎麻的叶子
上正好有两只黄颜色的蝴
蝶在交配，来年的春天，又
会有许多的毛毛虫在这片
田野上。我这样一个人在
田野边走来走去，没有任
何人的打扰，让我感到惬
意。早起干活的村民看着
我，表情惊讶。似乎我不应
该出现在这个时刻，这个
地点。
于是我回到自己家的

园子里。园子里，有我种的
植物，它们寄托着我的一
些微小梦想。

追寻原始的舞动 （中国画） 赵澄襄

责编：龚建星 殷健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