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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对小学一年级的孙子说，牛年
了，今天爷爷带你到一个地方去，让你见
识一下各种各样的牛。孙子以为爷爷要
带他参观一家动物园，开心得跳了起来。

爷孙俩乘了一辆车子到了一家单位
门口，爷爷指着外墙上整齐划一的满墙
铜皮牌子对孙子说，这就是我让你看的
牛！牛在哪里呀？孙子有点莫名其妙。爷
爷说，这上面的每一块牌子都代表一种

荣誉，我退休前就在这家单位工作，你数一下多少牌子
就知道爷爷的单位多么牛！
孙子开始数起来，数到一半说数不过来了。爷爷有

些生气地说，你个小鬼，已经读书了，数个数都不会啊？
嫌烦不想数算了，那么你看看每一块牌子上写着什么。
小学生就仰头盯着一块块牌子，结结巴巴念起来：

什么什么先进单位、什么什么模范基地、什么什么示范
点、什么什么中心……有些字小学生不识，爷爷就在旁
边帮他读。念了没几块牌子，小学生对爷爷说，这个奖
牌贴得那么高，我看得头颈也累了。爷爷又说，那你就
从最下面的那块念起。孙子说，往下面看，我蹲下来也
要累的。
唉！爷爷叹了口气说，知道你识字不多，但是你要

明白爷爷带你到这儿来看的目的，爷爷是希望你在学
习上也能获很多很多的奖状，将来也当一个牛人。
孙子说，这个我懂，但是你们单位也有点笨耶！哪

里笨呀？爷爷诧异。你们单位在外面墙上挂那么多牌
子，就是想让别人知道你们单位牛，但是那么多牌子，

走过路过的人谁会有耐心一块一块看
呀，再说这么多牌子贴在墙上，也不好
看，还不如在大门口放一头牛呢，牛在那
儿一站，大家就知道你们单位牛了！

瞎三话四！你看看周围哪里有活牛
站在大门口的？
不是的，我是说做一个假的牛，就是那种石头狮子

一样的，放在门口，这样不是挺有意思吗？
假牛有啥意思？我们单位这些牌子，都是真货，不

是随便想有就有的，那是全单位人上下一致的努力，经
过上级部门的批准才能获得的。反正我跟你说，你要获
得荣誉就要努力，以后你也要从学校里多拿些奖牌奖
状回来让爷爷高兴高兴。
那么我有了奖状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贴在家门口

外面呀？
你又瞎三话四了！你看看谁家孩子拿了奖状贴在

大门口啊，做人要谦虚，要低调，才会不断取得进步。
那么你们单位为啥要把这些牌子都挂在外面墙上

呀？
那是集体的荣誉！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你个小鬼

真烦！
快到吃午饭时间了，爷爷说，现在我带你去尝尝真

正的牛肉生煎，那家店可真是牛啊，门口天天有人排
队，去晚了就吃不到了。到了那家店门口，真的有很多
人在排队。孙子看了看门口对爷爷说，这么牛的单位，
他们为啥墙上没有一块奖牌呀？
这么小的店要奖牌干什么？大家都说好才是真好，

口碑才是最好的奖牌，你懂吗？爷爷很严肃地说。小学
生歪着头吐了吐舌头转动着眼球，又不知道要讲出哪
些话来让爷爷对付他了。

弦索声中闹元宵
秦来来

    过了初一，来了十五。
正月，就是农历的元月；而
古人又称“夜”为“宵”，所
以正月十五就被称为元宵
节。正月十五日，又是一年
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
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
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
是庆贺新春的延
续。
在古代，元宵

节是才子佳人偶遇
成双的好日子，戏
曲舞台上经常会有“众里
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爱
情故事。
天上皓月高悬，人间

彩灯万盏，人们出门赏月、
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
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
节，其乐融融。
自古到今，人民群众

闹元宵的风俗，在评弹节
目中也多有反映。
弹词大家徐云志先生

演唱的《三笑·祝枝山看
灯》，就唱出了古代老百姓
元宵闹花灯的景象。唱腔
用的是“乱鸡啼”调，内容
呢，也就是拿古代戏文内
容、名称；以及各种传说、
典故一一唱来，生动形象。
无独有偶，另一位弹

词大家严雪亭先生在现代
中篇《罗汉钱》当中也有一
个唱篇“看灯”，也是用“乱
鸡啼”调头演唱的。“远远
闻得锣鼓声，热闹纷纷来
仔调龙灯。三好婆，四婶
婶，男女老少一大群。东看
看，西寻寻，阿有碰着熟事
人，坐勒一道看龙灯。”唱
篇一开始，就生动形象地
描绘出民间看龙灯的热闹

景象。
连下来的唱腔，“尽咚

光，光咚尽，乒乓，乓乒，锣
鼓喧天还要放高升。前头
两面大红旗，背后还有硬
牌灯。硬牌灯浪还有字，十
六个大字么意思深。支援
前线，解放全国，保卫世

界，持久和平，要全国人民
才翻身。”“走过一班公粮
队，个个侪是年纪轻。四个
男来四个女，身浪衣裳簇
崭新。八根扁担一齐齐么，
肩挑公粮笑盈盈。”把刚刚
解放的农村老百姓欢庆元
宵的热闹场景描绘的活龙
活现。几乎同样的唱腔，表
现同一个题材，对照《三
笑》和《罗汉钱》唱词中的
区别，可以看出时代的变
化，也深刻反映出，
评弹艺人顺应新社
会、拥抱新时代的
适应能力。
评弹“乱鸡啼”

调，它来自民间小调，弹词
演唱中经常会被用到。“乱
鸡啼”擅长叙事，且节奏感
强，对于演唱者来说要求
一气呵成，讲究连贯。评弹
界一直有“一曲百唱”的讲
法，就像京剧界，一出《四
郎探母》，大部分京剧名家
全唱过，真是各有所长，美
不胜收。同样一个唱段，不
同的演员，会唱出各自不
同的味道。

除了上述两位大家，
刘天韵先生也是常用“乱
鸡啼”演唱的，在中篇评弹

《林冲》、长篇弹词《三笑》
等中都有这样的唱段。

而长篇弹词《珍珠塔》
中的“方卿看灯”，无论唱
调，还是唱词的文学性，完
全不一样了，因为它唱的
是“赫赫天官佳公子，堂堂
宰相旧王孙”的“落魄公

子”。
这个唱篇采用

的是方卿与僮儿问
答的形式，通过对
“渔樵耕读”“风花

雪月”“酒色财气”十?盏
灯的解释，展开成一则则
典故，内容丰富而有趣味
性。从垂钓江滩的严子陵，
讲到踏雪寻梅的孟浩然
……十?盏灯，十?个字，
十?个典故，文学性强，让
听众们受益颇丰。老法头
里讲起来，久听《珍珠塔》，
白丁戴儒巾。

弹词大家朱雪琴和薛
惠君先生弹唱此曲，可称

一绝。当今优秀演
员高博文与陆锦花
也有演绎，传承的
正是“薛调”唱腔，
养人耳目。

元宵节也是一个浪漫
的节日，元宵灯会在封建
的传统社会中，给未婚男
女相识提供了一个机会。
封建社会的年轻女孩不允
许出外自由活动，但是过
节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
元宵节赏花灯正好是一个
交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借
着赏花灯也顺便可以为自
己物色对象。元宵灯节期
间，又是男女青年与情人
相会的时机。像我国传统
戏曲《陈三五娘》就是讲
男女主人公在元宵节赏花
灯相遇而一见钟情；所以
说元宵节也是中国的“情
人节”。

话又说回来，正派人
家子弟出来，开心赏灯，又
能有机会寻个对象，确是
美事一桩；假使心术不正，
动歪脑筋，就像高官子弟
王老虎，最后“赔了夫人又
折兵”。长篇弹词《三笑·

杭州书》当中，祝枝山搭
周文宾元宵打赌，赌周文
宾男扮女装，祝枝山当面
相见，却无法相认。王老
虎外出看灯，见周文宾如
此貌美，把他当成美女抢
入府中，反而成全周文宾
与王老虎的妹妹的一段姻
缘。由弹词名家刘天韵演
说，妙趣横生，噱头不
断。真所谓是“王老虎抢
亲，弄巧成拙，赔了夫人
又折兵；周文宾巧扮，弄
假成真，娶得娇妻王秀
英。”

今年为防控新冠疫
情，不宜外出欢庆，不如坐
在家中，举家欢庆话新年，
弦索声中闹元宵。

京都岚山
祝子平

    这次去岚山与平时不同，是路过，所以很是随意，
一路走走看看。正是晌午时分，见一个巷子深处有家煎
饼店，于是推门进去想吃些东西，歇口气。

煎饼日语说成“御好烧”，通常是面粉拌成糊状放
在铁板上煎，同时加入各种肉类海鲜及蔬菜等，煎到焦
黄，再淋上各种调料，热气腾腾的非常好吃。我们去的
那家店则与普通店不同，面粉里加入了京都豆腐拌在
一起，使煎饼吃起来有一种怀旧的香味，这是很久以前
吃过的手工卤水豆腐味道。说起京都的豆腐则是大大
的有名，去一家名店吃一餐豆腐料理，对大多数日本人
来说绝对是奢侈的享受。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家煎饼店

的豆腐煎饼果然味
道独特，非常可口，
吃过了与老板娘开
玩笑说：“非常好
吃，建议去中国开

一家分店，绝对生意好！”
到岚山，周恩来的诗碑是不能不去的，三十多年前

第一次去，人流如织，诗碑的旁边为此开了家店，专卖
各种纪念物什。也许疫情关系，如今则少有游客。不过
正好可以静静地倚着诗碑感悟一下作者当时的心情：
1919年 4月 5日周恩来写这首《雨中岚山》诗时才 21

?。“人间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一
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当时升学无望，前途渺茫的周恩
来，能悟透如此的人生真谛，不得不令人叹服！
从诗碑出来过渡月桥便是岚山的南坡，岚山是京

都第一景，四季都有其独特的景色。秋冬季，枫叶是无
与伦比的，远远望去层林尽染，万紫千红，进到山里，景
象别具风情。树林没有想象中那么茂盛，阳光透过树叶
洒入林中，显得一种过滤后的清亮，如十五的皎月，身
处林中就如步入一间间宽敞的大厅，任凭思绪飞翔将
宽敞空间想象成诗情画意！
登上山顶，感觉一览众山小，自己也

有些奇怪，名山大川都见过攀登过，脚下
的岚山才 375米，只能算个小土丘，可登
上去了景色却是如此宏大且波澜壮阔！
东面大泽、西面的小仓山海拔都没岚山高，远处的嵯峨
野虽比岚山高，但远远望去也感觉平平。环顾四周峰峦
叠翠，层层分明，大堰川蜿蜒流淌景色别致，令人心旷
神怡。山顶上有一空地置几间平房供游人歇息，那里的
抹茶让人回味无穷，京都的宇治茶是出名的，也许这抹
茶的原料正是宇治茶叶吧！
从北面下山，已是黄昏。山路边不时见一间间小木

屋，屋前放着用塑料袋装的枫树果，形如新鲜的毛栗，
屋里没人，有纸条说明：枫树果煮水喝，利尿、清热等功
效，需要者 100日元一袋，钱放入边上的纸盒里便可。
买卖完全诚信！于是放入 100日元硬币，拎了一袋枫树
果，晃晃悠悠下山去，遇上一群猴子，也许到了觅食时
间，围着我们上蹿下跳嘶叫欢闹，突然有一个念头，紧
抓住塑料袋里的枫树果朝一只小猴子递过去，心想等
它抓住袋子便使劲拽过来抓住它玩玩，不想完全失策，
那小猴子竟力大无比，抓住枫树果袋，一下差点将我拖

倒在地。赶紧松手，一袋果
子便成了小猴的战利品。
真是本想耍猴不料反被猴
耍了。

出林子眼前亮了起
来，抬头见一抹夕阳接着
星辰，通红通红的，无限灿
烂！农家豆皮过大年

李星涛

    新年，我家餐桌上除了大鱼大肉之
外，总是少不了一碗家乡的焖豆皮。

豆皮是蚌埠五河的特产，家乡人称
其为“绿豆皮”。说是绿豆皮，其实也并
非是纯绿豆面制成的，而是六成绿豆、
三成豇豆，外掺一成小麦，用自家的小
石磨磨成的面粉拓成的。之所以要用小
石磨磨面，是因为机器磨出的面太细，
拓出的豆皮过于皮实，内部没有缝隙，
焖出来口感不蓬松，有时豆皮还容易互
相粘在一起，糊汤。而用小石磨磨面，不
仅可以控制面粉的粗细，还可以用箩筛
将麸皮完全筛滤出来，不至于影响豆皮
的质量。如此磨出的面粉，颜色暗青，散
发着绿豆胚芽淡淡的腥味。

拓豆皮的人，右手拿着淮河里摸来

的河蚌壳，左手舀大半勺豆糊往锅底一
倒，右手用河蚌壳的背面优雅地向上一
绕一旋，顺势再来回一旋一绕，一张圆
月般大小的豆皮就成形了。豆皮的厚度
是有讲究的，厚了不易入油盐，薄了又
容易焖烂掉。标准
的豆皮厚如铜钱
钱唇，我们村上拓
豆皮的高手是扁
头妈妈，她只要瞄
一眼盆里豆面糊糊的多少，便能估测出
拓出豆皮的张数。她手里的河蚌壳仿佛
是一件听话的宝贝，想怎么使唤就怎么
使唤，拓出的豆皮不但厚度均匀，而且
边缘整齐划一。
绿豆皮常见吃法就是干焖。先将几

枚红椒横切四瓣，再薄削出几片老姜，
斩下几截蒜白，在油锅里煸出香味，然
后倒上凉水。俟水烧开之后，豆皮这才
下锅，盖上锅盖，改用文火细焖。等到豆
皮汤汁只剩半勺，随意挑起一块，豆皮

乱颤时，便可盛出食
用了。干焖的豆皮，爽
滑而蓬软，肉筋而松
散，不面，不软，不糟，
散发出一股纯正的豆

香味。也有人喜欢将绿豆皮和鲫鱼一起
煮，其味更是妙绝。一般说来，一斤鲫鱼
只能放十六七片豆皮儿。在这样的比例
下，豆皮味和鱼味正好能达到饱和状
态———豆皮体内有鱼的鲜味了，鱼儿的
肚里也有豆皮的纯香了。夹起一块那润

透了鱼汤的豆皮儿，先快速吮吸一口，
嘴里立刻弥漫出一股鲫鱼的鲜美，而细
细嚼过下咽，又有一缕绿豆的香味袅袅
浮上来，紧紧抱住口腔里的鱼香味，让
你不由得舌下凹坑，馋兴大发。于是乎，
你筷筷直奔豆皮，而置鲫鱼于不顾。但
由于豆皮数量不多，转瞬间就被你饕餮
殆尽。带着余兴未尽的遗憾，你筷头马
上又转移向鲫鱼了。这一次，你会在带
着微甜的鱼肉中尝到若有若无的豆皮
香了。

责编：徐婉青

    明起刊登一组
《正在消失的手
艺》，责编：杨晓晖。

身体的自由（外一则）

詹政伟

    我的老朋友老姚八十多了，因
为身子骨健朗，他还是像年轻时候
那样，喜欢骑着自行车四处溜达。他
的儿子多次告诫他，年龄大了，骑车
恐怕不妥，要他少骑车。但老姚还是
我行我素。
有一日，在某街口，他逆向行

驶，被一辆皮卡擦住，人车一齐倒
地。起不来了，他坐在地上给
儿子打电话，又打 120?护
车。到医院一检查，大腿骨
折。需要开刀，换不锈钢骨
头。老姚从没有吃过这么大
的苦，疼得呼天喊地，难以忍受时，
他甚至说狠话，说早知如此，还不如
一下子把他撞没了，反而痛快。儿子

安慰他，说命保住了，这比什么都
强。老姚对治愈没信心，老是哀声叹
气。

我去探望他，他和我说
了自己的困惑，我说了自己
的观点，一是身体的自由本
来就是非常有限，也非常脆
弱，一丁点小恙就可以让你

动弹不得; ?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就
是疾病，人只要一生病，会调动全身
所有的细胞，来应付你的疾病，这时

候，其他的一切都在你脑后了，唯有
病的一点一滴，都会让你十分的专
注。

我劝老姚多想想以前的好，和
将来的好，客观理智地对待眼前的
一切。

春天的心
春天里总是有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比如，平静的心会不安分起
来，会不自觉地有所期盼，整个身子
像要飞腾起来，一切仿佛也变得美
好起来。
我估算，风里，雨里、草里、花里

……都藏着你永远不可能知道的东
西，它们喜欢捉弄人，叫人在这个季
节里变得神神道道，不可捉摸。

书
法

童
衍
方

山村绽新颜 （农民画） 覃立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