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感就是碗咸浆
李大伟

    我有个朋友，
姓余，股票界混了
十几年，风水不
倒，不仅有钱，而
且热情，还直爽。
生于石库门，长于

虹口区，号称东大名路上一只鼎。
江湖气重的男人很念旧，中

年以后，朋友晚上请客，喜欢放在
虹口乍浦路上，照顾开裆裤朋友
的老板，往往请一位客人，叫上一
桌隔壁弄堂的兄弟，酒足饭饱。
见他刚出电梯，男服务生们，

不是奔出来，而是扑上去，拉住车
门，为他开门。他抽出一张张“青
币”（一百元大钞），一一分发，见
者有份！熟人圈里，这是很有面子
的。他的公司在淮海路上，午餐常
在隔壁福临轩吃。因是常客，所有

的服务生都认识他，见他进门，就
大呼小叫：“余老板来了！”一传
十、十传百，一墙侍者一墙喊声。
他要的就是这份锣鼓喧天的闹
忙，其逻辑：“掼铜钿要听得到响
声！”一次，他早到，大堂空空，新来
的服务生递
上菜单笑盈
盈地询问：
“先生，侬需
要点啥？”他
脸一板：“问啥？拣好的！”他心目中
的“好”，就是鱼翅鲍鱼橄榄菜。
幸福除了感觉，还有指数。在

我这个朋友看来，鱼翅鲍鱼就是
幸福指数。
在上海，朋友来了，我总是约

在六艺茶馆，晚饭就是咸菜素鸡
肉丝宽汤面；夜宵，拉到霍山路

吃，一副大饼、油条，再来一碗咸
浆。油条炸得脆黄，攥在掌中，高
高耸起，半透明状，一折就断，趁
热吃，一咬一口，刮啦松脆，好比上
海女人管老公———一口酥。大饼
油酥香，咸浆是豆腐花打碎，掺

上紫菜，滴
上辣油，伴以
一 撮 老 油
条———隔夜
没卖掉的。

霍山路上开小吃店的，不是
安徽人就是苏北人，大饼摊则一
定是苏北人掌炉，兼容南北，风味绝
佳。一顿夜宵，十元左右，干的大
饼、湿的豆浆、脆的油条，乐胃！老
板吃得落，瘪三吃得起，主人无
“出血”负担，客人无“三高”负担。
百吃不厌、百吃不怕、百吃不败。

幸福指数很低，幸福感觉很高。
以此请客，一定是好朋友；换鱼翅
鲍鱼，一定是生意场的陌生人。

霍山路侧、贴近黄浦江的第
一排，耸立于黄浦江湾道，是十
几万一平方米的豪宅，可以看到
浦东陆家嘴的辉煌、浦西外滩的
璀璨。一次陪朋友去那里看房，
中介贴着耳旁絮叨聒噪不已，道
尽风月无边的妙处。朋友征询我
的意见，我直言：如要看风景，搬
只小板凳，坐在江边，看风景兼
乘凉，直到瞌睡、伤风，一分不
花；花上一两千万买套房看风
景，幸福指数很高，幸福感觉么，
天晓得！
幸福往往与钱无关。
幸福是一种感觉，而不是一

叠账单式的指数。

七夕会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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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30年代，评弹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有一位
严仁初的美少年，他年少失学，在苏州桐油行、银匠铺
当学徒，因崇拜以说《三笑》蜚声书坛的徐云志，程门立
雪，拜师从艺。经 26岁的徐云志一番考试，14岁的严
仁初终于成为徐云志开山门大弟子，艺名严雪亭。

当时评弹好手如云，严雪亭虽有一副清朗、爽利好
嗓子，但他的小嗓不及其师有得天独厚的高嗓音，况且
徐云志的《三笑》已称雄书坛，严雪亭虽崭露头角，获
“徐步青云酬艺志，严冬瑞雪盖梅亭”之佳誉，但若一辈
子跟着师傅说《三笑》，严雪亭心有不甘。

在弹词四小书中，除《三笑》，还有沈俭安、薛筱卿
的《珍珠塔》，周玉泉、蒋月泉的《玉蜻蜓》，杨斌奎、杨振
言的《描金凤》等响档，为了拥有看家书目，严雪亭不断
改说传统书，未获成功。好友陈范我为严分析：“你脸型
方正，嗓音浑厚酣畅，说表清脱，不适合说‘才子佳人’
戏，更适合说‘公案堂回书’。”这让严
雪亭豁然醒悟。他终于选中了《奇案
录》（又名《杨乃武》）。此书系老艺人李
文彬根据《绘图新刊杨乃武供案全
集》，又采访杨乃武本人，历时十年才
编写而成。他传子不传婿。严雪亭欲拜
李氏之子李伯康为师被拒，幸得陈范
我相助，他用工整的毛笔字，自编了
50万字脚本，严雪亭如获至宝，反复
修改，几经润色，在夏荷生、汪云峰老
艺人鼎力支持下，于 1940年在“湖园”
书场首挂《杨乃武》演出。
《杨乃武》虽一炮打响，但严雪亭

自觉说的《杨乃武》还存在李本《杨乃
武》的痕迹与欠缺，他仔细酝酿，认为
一是此剧冤情太苦，便插入喜剧人物，如醇亲王与夏同
善师爷一节，葛三姑娇憨傻气与王昕私访船家张老三
的细节。二是严雪亭觉得李本《杨乃武》唱词太雅，他将
钱宝生、葛小大的唱词向俚语靠近。对于小白菜毕秀姑
的形象，有人说她是淫妇，严雪亭分析剧情，觉得不妥，
她是受刘子和一家蒙骗。他亲去寻访杨乃武的女儿杨
濬、女婿姚芝山，了解内情，大大提高了《密室相会》扣
人心弦的内涵。为了查清杨乃武奇案前后背景，他又去
上海图书馆查阅了《光绪政要》《清代野记》《余杭大狱
记》《绘图杨乃武奇案》等史书，为演好剧中各类人物方
言，严雪亭还学了京片子与绍兴官话，使他说的《杨乃
武》脱胎换骨，塑造的不同角色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他说表从容不迫，增强了奇案的艺术魅力。

当时蒋调、张调与徐调、薛调相映媲美，蒋调尤以
韵味醇厚而倾倒众人。严雪亭说《杨乃武》，他除开创爽
脆清雅的严调，又在说表上下功夫，一人多角，绘声绘
色，以声造形，惟妙惟肖，《杨乃武》再次与老听客见面，
引来好评如潮。1945年秋，李伯康知严雪亭在苏州说
《杨乃武》，便带了弟子徐绿霞与大响档张鸿声、刘天韵
与其敌档斗艺，甚为轰动。

严雪亭知悉，不免紧张，李柏康比自己大 10岁，名
头大，书艺高超，其余三位赫赫有名，
如虎添翼。严雪亭考虑再三，便邀“蛇
王”杨仁麟、“枪王”汪云峰、“短打书奇
才”韩士良三位助阵，并请 79岁的光
裕社会长朱耀庭出面主持。这场书坛

打擂精彩纷呈，百余天后，最终以李伯康场下“冷落车
马稀”而告终。事后张鸿声如实评价：“严雪亭博取众
长，兼收并蓄。角色起得好，唱得有感情，声调清脆有创
新，还加了不少北京话。”

严雪亭终于说红《杨乃武》，成为苏州上海书坛的
大响档。1946 年上海《书坛周刊》评选“十大说书名
家”，由几百名资深老听客投票，严雪亭、杨斌奎、徐云
志、薛筱卿名列前四，严雪亭以 604票高居榜首，被誉
为“评弹皇帝’。1951年他当选“评弹改进协会”主委。
《杨乃武》为何在弹词小书中后来居上？笔者赞同

《严雪亭评传》作者万鸣兄观点，杨乃武案件暴露了封
建官场的官官相护。三年冤案能平反，盖因浙江巡抚杨
昌浚是曾国藩、左宗棠的亲信，翁同龢、夏同善还杨乃
武清白，慈禧起了决定作用，但她并不是想为无辜的杨
乃武申冤，而是想打击曾、左湘军势力，扳倒杨昌浚是
她居心所在。《杨乃武》经严雪亭娓娓道来，起伏跌宕，
诙谐有趣，扣人心弦；又触及到了封建社会官僚集团的
内在矛盾，似乎比“才子佳人”戏更具社会意义，这或许
也是《杨乃武》至今百听不厌的缘故吧！

天目笋干
何鑫渠

    盐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味
道，在烹调中作为调味中的主味
使用，咸味也是各种复合味的基
础味。一般的菜肴，大部分都要先
有一些咸味，然后再配合其他的
味。如酸甜口味的菜肴，也要调上
少许咸味，吃起来才会酸甜带香。
如果没有盐，人们便一票否决说
此菜淡而无味。

天目笋干用盐加工而成，这
在冰箱发明前带有普遍性，如咸
肉、咸鲞、咸菜等。腌制作为保存
食材的一种手段，天目笋干概莫
能外。但天目笋干还略微讲究一
些：用盐水煮熟后，再用炭火烘
干，那就带了香味。
笋干为木本植物嫩芽，符合

食材“嫩鲜老补”的规律，可谓春
天第一鲜。笋干成了鲜味、香味、

咸味三味合
一的食材，

有菜中百搭之称。
笋干可单独成菜，如凉拌笋干、

清炒笋干等；与荤菜相配，有笋干烧
肉、笋干小排、笋干炒蛋、笋干炖蛋、
鸡腿笋干之类，有类似“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之功。最难得的是，笋干

与同类素材相配则另有一功。辣椒
炒笋干、青菜炒笋干、冬瓜煮笋干、
豇豆烧笋干、八宝笋干酱丁等；还有
香菇肉末笋干包饺子让人鲜得掉眉
毛；而笋干炒丝瓜还曾被评为杭州最
佳家常菜，有幸与沪上最佳家常菜
“咸菜毛豆”并列。

如果天目笋干的咸味去尽，则
鲜香味也无。现实中，北方人甚至一
些上海人因不会浸泡笋干而习惯将

笋干烧汤。
天目笋干适
合做汤，笋干老鸭煲是新创杭帮菜的
代表。我还自创夏日佳肴“三原汤”。

我家每年至少食用笋干达十
斤，今年疫情，有个同好者无法从澳
大利亚回沪，因而原本要带走的份
额留了下来，我家一下子多余了很
多。笋干与茶叶一样不宜隔年，于
是，我发明了“和合鲜干笋”。菜中食
材“干”是笋干，“鲜”是鲜笋。由于菜
里加了酱油，需要的咸味更少，那更
多浸泡的笋干水要倒掉。开始我觉
得可惜，后来有意将笋干水当做盐。
一用才知好处：这可是带鲜香味的
液体“盐”啊！用它烹制食材，咸味更
均匀，还自带鲜香味，何乐而不为？
不少人以为用奢侈品能够代表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事实上并不
全是如此，用带着天目笋干鲜香味
的“盐”来烹饪，我觉得也很美好。

防控之弦不能松
易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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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再来看看类
似瞑眩的药物反应现象在
临床学经典的《伤寒杂病
论》中是否也有着类似的
记载？有的。如在白术附子
汤方后注曰：“一服觉周身
痹，半日许再服，三
服都尽，其人如冒
状，勿怪。即是术附
并走皮中逐水气，
未得除故耳”。在乌
头桂枝汤方后注
曰：“初服二合，不
知，即服三合，又不
知，复加至五合。其
知者，如醉状。得吐
者，为中病也。”上
文所述的“如冒
状”、“如醉状”，另
如其他条文中的药
后“发烦目瞑”、“如
虫行皮中”诸症在
性质上都是类同于
瞑眩的药物反应。
我认为这也是由药性或药
量的重用所引发的药邪相
激之果。理由是：一、所用
多是烈性药物，如附子、乌
头等。二、剂量超重。中药
的古今（指张仲景时代与
以后各个时代）剂量换算

方法达数十种之多。当代
则以下述二法为代表：一
是柯雪帆先生提出的一两
折合为现在的 15.625g；另
一是范吉平先生提出的，
又被仝小林、傅延龄团队

（列为 973 研究项
目）所论证的一两
换算为 13.8g，现以
后者趋于主流。现
在的约定则是一两
等于 3g，那么张仲
景原始剂量的一两
就折合为现代的四
倍多，近五倍。三、
瞑眩现象在临床上
几乎都出现于药性
或药量的重用之
后。这里需要作出
解释并纠正的一个
常识是，通常说的
剂量都指所用药物
的用量，而重量、峻
量则是指常用量之

上再增加的不同层级的剂
量。事实上在实际使用中
还应包括服药的频次、每
次所服的剂量以及服于餐
前餐后等多方面因素。
在《伤寒论》的桂枝汤

方下对药后未愈就在短期

内连续服药直至痊愈的用
药方法则是治病遣量的范
例。其曰：“若一服汗出病
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
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
汗，复服小促其间。半日许
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
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
尽，病症犹在者，更作服。
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
剂。”真是穷追猛打，不愈
不止。由上可见，尽
快起效的剂量用
法可有一步到位
或渐次增加二法，
追求的都是能够
启动疗效的那个量值，否
则就无效或低效。尽管重
顽病症的起效或用重剂
后未必都见瞑眩反应，但
此反应每见于重剂之后则
是多见的临床事实。
那么仲景之后的古代

医家有无相关的识见或者
案例呢？不仅同样有，而且
还不少。

例如：晋代葛洪云：
“凡服汤云三服、再服者，
要视病源证候，或疏或数，
足令势力相及。”唐代孙思
邈云：“病轻用药须少，病
重用药须多。”其在《千金
要方》的妊娠患疟方后注

曰：“初服六合，次服四合，
后服二合，凡三服。”（初次
服药显著加量，明显含有
启动量之义）再看明清诸
家所论，张景岳云：“若安
危在举动之间，即用药虽
善，若无胆量勇敢而药不
及病，亦犹杯水车薪。”孙
台石云：“凡治法用药有奇
险骇俗者，只要见得病真，
便可施用，不必顾忌。”戴

元礼云：“药病须要
适当，假使病大而
汤小，则邪气少屈，
而药力已乏，欲不
复治，其可得乎？犹

以一杯水救一车薪，竟不
得灭，是谓不及。”吴又可
云：“证有迟速轻重不同，
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喻嘉
言云：“大病需用大方、大
药。”王清任云：“药味要
紧，分量更要紧。”王孟英
云，“急病重证非大剂无以
拯其危”、“骇人之病，必服
骇人之药”。吴又可提出
“急症急攻”、“数日之法，
一日行之”的观点。薛已治
疗同房过度，真阴耗竭者，
“以八味丸料一斤，肉桂一
两，以水顿煎六碗，冰冷与
服，半饷已用大半”。陈士
铎“素尚霸法”，其治肿瘤，

银花用十两；治头痛，细辛
用一两、川芎三两。吴瑭自
患“先暑后风，大汗如雨，
恶寒不可解，先服桂枝汤
一帖，为君之桂枝用二两，
尽剂，毫无效验。次日用桂
枝八两（折合今之 110.4g。
《中国药典》所定的用量范
围是 3-9g），服半帖而愈”。
凡上种种，强调和证明的
都是“矢虽中的”而如“力
不及彀”则效难逮之理。

从上面所述张仲景
诸贤的用法用量和观点
可以得到的经验与启示
是：一、只要断诊正确，初
诊即可重剂。如初药不
效，则需连续增量直至
“知”（显效）为止，总以早
效早愈为务。二、药后开
始起效的服药次数既有
一服即应的，更有多次后
仍不起效而需更多服药
次数的不同。由此可见，
在诊断正确的前提下，初
药后效与不效的原因在
于剂量的足与不足。既如
此，那就自然可以把因为
初药未效而后面递增至
起效的那个剂量直接提
前用于初诊或二诊，而这
就是启动量应用的药理学
基础。 （待续）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有时你的性格没有
好坏之说，当有是否合
适之行可论，终有素质
良劣与出心善恶定判。

人的性格并非“一
锤定音”，不同性格的融合与一种性格的形成、变化、再
成，也是常有的事。只是你的性格施行，以善为底，以适
为合，以好为定。
现时冠以××家、××家的许多，而称以著名××家、××

大家的也不少，细观之或细想之，一些也只是××爱好
者而已。
有时，著名者少时，署名者都称著名；大家少时，大

家也能当那个家———这不是学术繁荣与世俗进步的一
种表现。
有运迸发，自无退下，心在时潮的起伏中寻求一种

新的探索与进发；无运自发，志无拖下，情趣在静水的
寂寞中获取一番不朽的磨炼与心安。

“左右开弓” （剪纸） 辛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