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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泥麻饼
西 坡

    我写《马蹄酥》时候，一不小
心提到了枣泥麻饼。这下，可坏了
我原本凝神专注的状态，开了不
小的小差，好比乘坐一部火车去
远方，经停苏州站，按规定是 3分
钟，突然竟达十多分钟。我的脑子
似乎被“枣泥麻饼”四个字牵羁住
了，思绪不知不觉绕回绿皮车时
代：过客们的目光早早锁定车窗
外小推车里的枣泥麻饼和蜜汁豆
腐干，他们几乎倾“巢”而出，彼此
推推搡搡地飞奔到站台……就在
车轮开始滚动的那一刻，毫无例
外地拎着几筒六角形柱体的纸盒
和一叠像陆战旗模样的纸盒，跳进
了车厢，为没被落下而额手相庆。

那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啊！
然而，如果不想错过这 3分钟，
人们总能如愿以偿———这是苏
州的人民给苏州的客人准备的
伴手礼；与此同时，苏州的人民借
此向苏州的客人宣示：我们的生
活还过得去，精致算不上，粗糙也
轮不上。

苏州人与枣泥麻饼的关系，
清朝诗人金孟远在《吴门新竹枝
词》说得很清楚：“春来一别几回
肠，遗尔琼瑶湘竹筐。今日张盘无
别物，枣泥麻饼脆松糖。”其中的
“张盘”一词是什么意思？作者特
地加了一条注释：“苏俗，亲戚间

久缺音问者，每
遣娘姨送时新礼
物数式，储竹篮
中，名曰张盘，以
吴语称探望为张
也。”毫无疑问，枣泥麻饼是很拿
得出手的礼品。

苏州传统民谣《苏州小吃》，
拢共六十多道小吃入围，最后两
句便是：“枣泥麻饼是特产，卤汁
豆腐干名气响。”可见这两样小
吃，绝对压箱底。

拙政园、虎丘，是苏州的标志
物；那么枣泥麻饼和蜜汁豆腐干
呢？照样是。当然，这只限
于四五十年前。

而此刻，与苏州城相
距不到 100 公里的上海
各大百货商店或各大食
品店的货架上，是看不到枣泥麻
饼和蜜汁豆腐干的。?称上海早
餐的“四大金刚”，加起来，也没有
一块枣泥麻饼那般体面。

事实上，枣泥饼、芝麻饼、枣
泥芝麻饼、松子枣泥芝麻饼，并非
苏州一家专擅，1974 年出版、扉
页上印着“毛主席语录”的《上海
糕点制法》一书，罗列了近一百五
十种各色糕点，甚至连“北京枣泥
饼”和“松子麻饼”都照顾到了，然
而对于苏州松子枣泥麻饼却硬是

一字不提。尽管
如此，说起枣泥
麻饼，还有谁不
自然而然地联想
到苏州？

吃不准是不是虚张声势，反
正枣泥麻饼跟乾隆皇帝有些纠
缠———当年乾隆下江南，驻跸苏
州，很想尝尝享有盛誉的苏式点
心，但他又很苛刻地提了五点要
求：“滋养而不过补；味美而不过
鲜；油香而不过腻；松软而不过
硬；细酥而不过松。”那可是考状
元的卷子啊。不过，苏州本是出状

元的地方，这“五点”可难
不倒当地的糕饼师傅，他
们把黑枣捣烂成泥，加猪
油、松子、芝麻等原料，研
制成功了“补、鲜、香、脆”

兼具的枣泥麻饼。
大概乾隆最喜欢下榻的就数

有“民间行宫”之称的虹饮山房，
于是木渎理所当然地被目为枣泥
麻饼的原产地。这是在法理上站
得住、感情上割不断的地方特产。

沾了那么大的帝王之气，在
乾隆时代的典籍中，枣泥麻饼却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乾隆时的
钱思元、钱士琦《吴门补乘》及嘉
庆时的顾震涛《吴门表隐》，写到
苏州很多小吃，可是，本该站在 C

位的枣泥麻饼疑似被生生地挤
出。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更奇怪的是，当物流畅通无

阻，生活富余，上海食品商店的柜
台摆放着一溜枣泥麻饼时，上海
人反而变得矜持起来，不以为意
了；而苏州人呢？估计差不多吧。
究竟是选择多了，还是品质

差了，恐怕各有各的说法。
我最后一次买枣泥麻饼，是

五六年前在苏州山塘街出的手，
吃后印象不是很好：外观不够圆
润，馅料尚欠丰裕，香、脆无感，
补、鲜更是无从说起，破败相十
足。是不是买了不太正宗的？但愿
如此。不过，近年来枣泥麻饼被其
他糕饼拍马赶上，抢了风头，是不
争的事实。对于曾经为它而津津
乐道的人来说，那是不可接受的。
吃枣泥麻饼，一定细嚼慢咽，

要像唱评弹那样，一个字，“能，
能，能……”地憋上两分钟，用的
都是“合口呼”；切记：把舌头当
“上扇”（转动盘），把“天花板”（上
颚）当“下扇”（不动盘），磨啊磨，
那才够味。倘若拿出吃煎饼卷大
葱的劲头，竖着咬嫌不过瘾还要
横着啃，仿佛庙前的石狮子———
龇牙咧嘴的，一看就是个唱山东
梆子的主，那就请买张高铁票北
上吧，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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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地铁 12 ?线提
篮桥站，常有不少人站在
公平路东长治路交叉口，
兴致勃勃地讨论：到北外
滩滨江该怎么走？
的确会有点疑惑。眼

前高楼簇新，街道宽敞，绿
荫繁茂，与魔都的其他街
角没有区别。当然少顷，游
客中眼尖的看到不远处的
标志牌，欣然向东
而去；而老虹口们
也已把记忆中路标
与现实的场景重合
在一起：前面就是
公平路轮渡站；左
面是上港三区，俗
称公平路码头；右
面是上港五区，俗
称高阳路码头。方位
一定，很多人和事如
潺潺流水般从记忆
深处涌到眼前。最先
回忆起的是母亲那
句话：“那里的船来
自三江六码头。”
在上世纪六十

年代，“上港三区”
“上港五区”都是大
名鼎鼎的单位。上
港五区是传统的米
面油农副产品的杂
货码头，坊间有“高
阳路有船，吃穿用
都管”一说；专营北方海上
航线的公平路码头则能牵
动更多人的心绪。
家乡亲戚从荆楚平原

到上海探亲办事就医，都
要乘船沿长江从重庆、武
汉顺水而下或从上海溯水
而返，在长江航行的轮船
俗称“江轮”，在十六铺客
运码头抵达和起航。而公
平路码头则停靠来往于大
连、青岛等城市的客货轮
船，因须由江入海，故俗称
“海轮”。乘船相较乘火车
要便宜些许，故一年中会

有三两次到公平路码头接
送当时在北方农村的哥哥
和亲属。印象中的公平路
码头多是钢筋水泥建筑。
送客时从码头候船室检票
出来，乘船的、接送的在指
引下排队走到轮船舷梯
旁，送客止步、乘客凭票登
轮。离开上海的人们总是
尽可能地携带多一点食

品，所以紧要的不
是依依惜别，而是
两人或几个人提、
拎的物品由一人、
两人肩挑背扛地弄
上船并安放妥当。
曾看到有个身材并
不高大的旅客背着
半边猪上船，多少
年过去，那踉踉跄
跄的背影和猪蹄在
舷梯上磕磕绊绊的
图景挥之不去。

那时公平路、
高阳路一带很是喧
闹。不仅人来人往，
而且有装卸机械、
卡车不停进出。江
面上的船只经过时
都会拉下汽笛，犹
如汽车在繁忙的十
字路口摁一下喇
叭，时间长了可以
分辨汽笛声声的区

别：像一把大提琴那样低
沉雄厚的是海轮；江轮的
汽笛则像花腔女高音，调
门高且很短促，在隆隆机
器声中突兀而起又戛然而
止，之所以如此是因船过
三峡时两岸层峦叠嶂，很
容易产生回声，“高调”的
汽笛响一下后，在峡谷中
会有悠长的回响，通知迎
面而来的轮船注意避让。
居住附近的人们对此习以
为常，哪天若一片寂静，立
刻判定“台风来了”。

那时夏夜溽热难挡，
听着远处的声声汽笛，母
亲用扇子一指说：“那里的
船来自三江六码头。”宁波
俚语中“三江六码头”中的
“三江”是姚江、奉化江、甬
江，两岸共有六个码头。如

今为降低噪声，轮船在市
区段航行必须控制鸣笛，
所以现在人们除了在影视
作品中，已无法领略到曾
经汽笛声声的景象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
北外滩岸线的码头接待了
多个首航上海的外国客货
轮。但随着高速铁路路网
的建设，人们的出
行方式悄然发生改
变。大连到上海，乘
船要颠簸 40 多个
小时，乘高铁 10小
时多一点就能到达。于是
2002 年起上海至大连青
岛航线的班轮停航。公平
路码头随后成为中日航线
专用码头。2004年 11月
17日，一声爆破巨响后，
曾作为地标性建筑的高阳
路码头办公大楼倒下，140
年的装卸码头开始华丽转

身，原址变为上海港国际
客运中心码头，一座仿佛
飘浮在空中的水滴形建筑
迎接从五洲四大洋驶来的
豪华邮轮。2006年 11月
19 日坐落于北外滩的汇
山国际客运中心也完成了
历史使命。据说“汇山”一
词源于英语 wayside，在清

末就被称为“路边
码头”的地方从此
蝶变成为水天一
色、景色宜人的滨
江岸区。

2018年 9月参加“友
邦杯上海易跑赛”，经过下
海庙拐进一条马路，蓦然
看到造型新颖的公平路轮
渡站就在眼前，未及多想，
随着一群年轻人顺路右拐
拾级而上。景观平台木栈
道“咚咚”直响，盯着凯旋
门样式的终点标志冲刺！
此时阳光绚丽，隔江耸立
的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高楼大厦似乎触手可及，
询问工作人员这是何方？
回答曰：比赛终点站国际
客运中心码头，再具体一
点“东大名路 500?”。一
时有了穿越时空的感觉。
从三江六码头到五洲

四大洋再到北外滩滨江，
多少年过去，码头在变，城
市在变，更重要的是人在
变，不仅摆脱物资匮乏变
得从容自信，而且有了改
变环境的眼界，奔跑向前
的勇气。

清圣浊贤
徐梦嘉 文/图

    爱喝酒的人很少知道
成语清圣浊贤（清聖濁賢）
是酒的一个别称。三国魏
初因饥荒禁酒，人们只好
私下偷着饮酒，但讳言酒
字，故用“圣人”作清酒的
隐语，“贤人”作浊酒的隐
语。小文试谈圣、贤两字，
能谈清楚还是依旧浑浊，
尚请读者指正。

圣与聖古时是两个
字。甲文“圣”（图一）双手
捧土形，小篆演绎成单手
的“又”，隶化后正体的“圣
（念 k?）”与现在使用由
“聖”（sh?ng）草书演绎过
来的简字“圣”同形。《说
文》:“圣，汝颍之间谓致力
于地曰圣。”东汉时代在河
南汝河颍河流域，努力耕
作的人被认为是圣者。手
捧土的“圣”当是掘地垦
（墾）的先文，小文不展开。

甲文“聖”（图二）由
耳、口、人会意而成。耳是
耳聪，善于听取各方意见，
学各方知识。口是口敏，善
于提问说话与预言；人，一
个善于听和问的人学识丰
富，了解民情，有着悲悯心
与大智慧。金文聖（图三）
是在甲文聖的人下再加表
示高坡地的横。于是聖的
完整初义跃然而出：耳聪
口敏又站得高看得远的仁
者是“圣人”。引申泛指精
通某种学问或技艺且有极
高成就者，如文圣、武圣、
诗圣、书圣、曲圣、药圣、酒

圣等等。
聖的耳、口下人站在

高坡上眺望构形，楷变后
此字正确写法系横撇下加
“土”形（图四，念 t?nɡ），字
义为挺立。不是一些学者
识定的聖是王或壬（念
r?n）与耳口配出。为普及
汉字知识，我必须赘笔：人
挺立在高坡（底长横）的
“tǐnɡ”（图四）是廷、挺、庭

等字初文。历来楷书写法
与现在的印刷正体中，
“tǐnɡ”与之组出的字，横
撇下往往“土、士”形不分
（见图五“廷”一例），学校
老师不会注意或讲不清楚
“tǐnɡ”以及其属字的两横
长短不同。由于电脑字库
竟无“tǐnɡ”，显然
有关方面没规范
过“tǐnɡ、壬”的正
确写法与用法。横
撇下置“士”的壬，
属字有任、妊、饪等。
“贤酒”是浑浊的，贤

（賢，金文，图六。臤是贤本
字），学界识定贤同样“浑
浊”：1.《说文解字》：“贤，
多才也。从贝，臤声。”2.臤
字甲金文“均像一只手搭
在眼上做看守状”，后加贝
成贤。委派看守财产的人
一定是忠诚可靠、有管理

能力的人。3.臤，将抓获的
俘虏以手盲其一目作为奴
隶，贝指财物。贤是既拥有
众多的奴隶，又拥有大量
的财物。4.贤表示财富拥
有者有过人的本领。因此，
贤是内外兼备能力超群的
人。5.臤从臣从又。臣，竖
的眼形，意指善于观察；
又，甲文为手形，可理解为
付诸行动。臤字强调了做
人有品，做事有行。臤、贝
为“贤”，既可理解为品行
兼备是一种财富，又可理
解为品行兼备者可以创造
财富。6.臤，臣是侧面竖眼
形。人低头时朝上看，眼睛
“竖立”表示俯首顺从之
意。故此眼代指君臣的
“臣”。又（手，抓持掌管）。
臤指有管理才能的大臣官
吏。臤作为单纯字件后，金
文再加寓意宝贵的贝造
贤，出众的管理人才是宝

贵的。
我的观点：

认同賢之“臤”构
形是手指（又）直
击对方眼睛，正

在“盲其一目”。此刻强者
定将抓捕的俘虏捆绑得很
结实，故臤引申义为坚固。
《说文》：“臤，坚也”，《辞
海》臤：“牢固”。从臤组出
的坚（堅）、紧（緊）等字可
窥端倪。强者“賢”当然是
管人（臤）和管钱（貝）的人
才。顺语，旧时称男子善于
组织管理为“贤”，称女子
心灵手巧为“惠”；对贤人
圣人还有“倍英曰贤，万杰
曰圣”的界定，即能力超越
英才数倍的称为贤人，从
无数人杰中脱颖而出的称
为圣人。
持蠡测海地谈清“圣”

浊“贤”，兴致盎然地品“清
圣浊贤”。中华汉字文化与
酒文化无疑是世界文化舞
台上彪炳涣汗的“圣贤”文
化。

三个“不良习惯”

胡德明

    多年部队生活，让我养成了“三快”
的习惯。这在部队，也许是需要的，但回
到地方后，却成了“不良习惯”。

第一个：吃饭快。
在部队，吃饭是分餐制的。饭和汤，

自己要吃多少就打多少；而菜，是分好
的，每人一份，没挑没选。聚餐吃桌菜的
机会不多，只有建军节、春节等重要节
日，偶尔以班为单位吃桌菜，但菜不多
也不贵，一般就 8-10个菜，只管吃饱，
因为餐费标准有限，不能管吃好。

实行分餐制，既卫生有利于健康，
也省去了吃桌菜时不必要的客套。军人
平时吃饭，无特
殊情况和紧要情
况，是不准说话
的，就静静地一
门心思吃自己的
饭。军人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吃饭个个
狼吞虎咽似的，所以，个个很快。我虽然
早已离开部队，但多年的军人生涯，已
养成了吃饭特别快的习惯。

第二个：走路快。
我到部队头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最

基础的内容，是队列与步伐。之后的部
队生涯，我主要在团部的直属步兵连，
所以，齐步、正步、跑步和原地踏步等，
仍然是经常性的训练项目。训练时，一
个班为一个纵队，一个连队形成一个方
队。队列训练时，不管高个子，还是矮个
子，不管是腿长的，还是腿短的，步幅都
要求为 75厘米，行进速度为 5千米/小
时，即每秒一个滴答走 2步。而跑步的

速度为 10 千米 /小
时，即每秒 4步。

军人的齐
步速度和跑步
速度，对于大多数没有经过长期、正规
军训的人来说，是快走、慢跑的速度。军
人保持快走路和慢跑步速度，有利于增
强军人体能，也更能适应军人长途行军
和作战的需要。作战时是负重行进，跑
步太快则体能消耗太大，后续会跟不
上，若走路太慢，则不适应作战的要求。
第三个：说话快。
军人在作战时，在训练中，下达命

令，传达指示，都是干脆利索、不啰唆、
不废话。生活中，实事求是，一是一、二

是二，说话干净
利落。多年的部
队生活，让我养
成了说话快、有
啥说啥、说话不

拐弯抹角的习惯。可是，我的老婆大人
对说我，说话快，是“低情商”的表现。一
个高情商的人，说话总是不急不躁，三
思而后言；走路快，吃饭快，也都是“低
情商”的表现。与人一起走路时，大多是
边走边聊，你却独自一人走到了前面，
把别人落在了后面，人家会是什么感
觉？与人一起吃饭时，大多是边吃边聊，
你却自顾自埋头吃饭，不理不睬一起吃
饭的人，能说你是高情商的表现吗？

为此，老婆大人对我下命令：这三
个“快”的不良习惯，必须改掉！走路慢
一点，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吃饭一定要
细嚼慢咽，否则，容易胃炎胃痛。说话更
是一门艺术，有话慢慢说、好好说，让人
听了舒服才是高情商的人！
改得了吗？我尽量！

图一 圣（甲文） 图二 聖（甲文）

图三 聖（金文） 图四 （t?nɡ，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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