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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与赢
李佳慕

    他说：“打牌输，此为人生吉
相之一。”她对此论调困惑不解。

他答：“赢了，你会想再玩，
这就是个坑！不但耽误工作，还
耽误其他方面的提升。输了则是
在警戒你，提醒你要反省，要把时间用于正道。”

凡夫看事常常只能看到表相和眼前；而智者，能
透过现象直达本质，富有洞见，看得深远。比如吉凶
祸福，古人早有定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
所伏。表相常流于浮浅，真相多在隐藏处，恰如真人
不露相，大智者若愚。深谙此理之后，便会拥有云淡
风轻的心境，对待世事，宠辱不惊。

多一天新鲜
王妙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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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协之难
米 舒

    东汉王朝很奇特，14 个皇帝
中一半是小皇帝。汉殇帝刘隆百日
登基，只活了 8个月；汉少帝刘懿
上位仅 200余天；汉冲帝刘炳不足
2岁做皇帝，在位半年；汉质帝刘
缵 8岁继位，不足一年。另一位汉
少帝刘辩（东汉有两位汉少帝）15岁
登基，在位仅 5个月。东汉皇帝中仅
有两位活过半百，那就是开国皇帝
汉光武帝刘秀，执政 32年，活了 63

岁；另一位是东汉末代皇帝汉献帝
刘协，在位 30年，卒于 54岁。

刘协（181-234），字伯和，河
南洛阳人。其母王荣姿容秀丽，入
宫后深得汉灵帝刘宏之宠，封为美
人。当时主宰后宫的是何皇后，对
王荣嫉恨，王荣怀孕后不敢告知刘
宏，偷偷服堕胎药，但吃药后没效
果，生下的婴儿即刘协。何皇后获
悉后对王荣下毒，王荣四肢青黑而
死。刘宏很生气，欲废后，何皇后
仗着其兄何进是大将军，串通太
监，居然摆平废后之事。刘
宏担心儿子性命，将刘协交
母亲董太后抚养，刘协出生
后第一难便是母子还未相
认，母亲就被毒死了。
由董太后悉心抚养，刘协在永

乐宫长大，聪慧而温文尔雅，时称
“董侯”，刘宏很赞赏。但举止轻浮的
刘辩是何皇后嫡子，被立太子。汉灵
帝卒，刘辩继位为汉少帝，刘协被封
陈留王。东汉末年太监与外戚争斗
激烈，董卓率三千铁骑挟持众臣，15
岁的刘辩吓得惊慌失措，9 岁的刘

协却沉着应对。董卓见“董侯”刘协，
也有个“董”字，又因其年龄小易于
控制，遂废刘辩，立刘协为汉献帝。
凶戾的董卓自封丞相，其士兵

在京城烧杀抢掠，各郡牧守纷纷起
兵。吕布杀董卓，李傕、郭汜又击
败吕布，控制了汉献帝刘协。刘协
在战乱中度过少年，受尽苦难，但
也锻炼了他的处世能力。13 岁的

刘协发现城内有人食人事件，命御
史侯汶开仓救济百姓，仍发现不少
百姓饿死街头，于是亲自调查，侯
汶因贪污被责打 50廷杖，城内饥
民才获救。
在李、郭争战中，刘协整日提心

吊胆，左右为难，后在董承等保护
下，返回洛阳。时任兖州牧曹操在荀

彧建议下，为得民心，亲自迎
接刘协，刘协封曹操为司空。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
侯”，汉廷朝臣只是“备员而
已”，19 岁的刘协不甘心仰

人鼻息，暗下衣带诏，密令董承诛杀
曹操，董承接诏书后与刘备密谋起
事，事泄被杀。刘协的伏皇后暗中写
信给他父亲伏完，历数曹操残暴不
仁之事，但伏完知曹操权势大，未敢
行动。一日，曹操佩戴剑器傲慢入宫
见刘协，刘协不为所胁，愤怒地说：
“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

舍！”曹操闻之大惊失色，汗流浃背，
赶紧离宫，很久不再去见刘协。
由于曹操势大力强，刘协虽贵

为天子，却不能做主行事。建安十
九年，伏皇后请其父伏完诛曹的密
谋败露，曹操要挟刘协废黜伏皇
后，刘协将伏皇后藏在宫中夹墙
内，被查出，伏皇后被幽禁而死，
刘协与她生的两个儿子被灌毒酒。
伏氏宗族百余人处死。曹操为控制
刘协，将其女曹节许给刘协为皇
后，自立魏王。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卒。曹丕

继任，他逼刘协退位，曹节怒斥其
兄，曹丕不为所动，刘协告祭祖庙
后禅位于曹丕，曹丕接受玉玺后为
魏文帝。他封刘协为山阳公，允许
他在其封地穿汉服，建汉宗庙。刘
协离京时，曹丕对刘协说：“天下的
好东西，我与你一起享受。”

刘协与其夫人曹节来到山阳
（今河南焦作）广施仁政，轻徭薄
赋，还亲自躬耕园圃，悬壶济世，
不知不觉过了 15年。他用宫中学
到的医术，去云台山上挖草药，为
附近的患者免费诊病，在当地百姓
中很得人缘。
历尽磨难的汉献帝刘协在山阳

过了十几年得享天伦之乐的平静生
活，这才感受到生活的快乐。他死
于 54岁，被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
陵。魏明帝曹叡闻讯后“素服发
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追赠刘协
为孝献皇帝，并立刘协嫡孙刘康为
山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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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读到一则新闻，上海将对现有的无轨电车线
路进行调整，只有六条电车线路将被保留。虽然已经
有挺长时间没有坐过无轨电车，但听到这个消息，还
是勾起了很多与电车有关的往事记忆。

上海“八零后”的童年或多或少和电车有点关
系，和电车有关的俗语也贯穿在上海人的生活里，比

如：讲话的时候要条理分明、突出重
点，不能“开无轨电车”；步行去到比
较近的地方，只需要“乘 11路电车”；
人有个三长两短，就有“翘辫子”的危
险……

记得小时候坐得最多的电车是 15

路和 26路，它们都是行驶在市中心区
域的巨龙电车，因为先后采用了不同的
型号，所以外观颜色不同，橙色和蓝色
是最常见的。孩子们总会对电车长长的
的辫子抱有好奇之心，大人们喜欢坐电
车的重要原因就是电车比汽车票价便
宜，同样的路程，汽车的票价是 5分、
1角，电车只需要 4分、7分。

过去每到国庆节，上海不少公交车
都会装上彩灯、挂上彩旗，在主干道路
临时搭建的拱形灯桥的辉映下，成为一
道抹不去的城市风景。倘若那晚要去外

滩看灯，是一定要坐 26路的，只不过要算好时间，
因为节庆时公交车往往会缩线运行。

上世纪 90年代初，电车开到了浦东，隧道五线
成为浦东第一条。从家里出发坐上 26路电车，在淡
水路换隧道五线电车，就可以通过延安东路隧道过黄

浦江，到浦东的奶奶家，所以这也成了
学生时代的我经常乘坐的电车线路。记
得当年隧道五线电车线路上有一位男售
票员，从驶进隧道开始就通过报站器向
乘客介绍隧道五线的乘车须知、首末班

车时刻等，内容不会重复，可以一直讲到车辆驶出隧
道。而且他的介绍中还会特别介绍隧道五线当时推出
过的一项便民服务：头末班车、招手上车。用现在的
眼光来看，这就是服务意识的体现。
坐电车的时候看到电车“翘辫子”，总会有些幸灾

乐祸，因为这时候驾驶员或者售票员就要下车去把辫
子重新搭上，我就可以有机会看看他们搭“辫子”的
全过程，然后总想着今后一定要亲手尝试一下搭“辫
子”的感受，只不过，这个愿望到今天都没有实现。
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轨电车渐渐淡出了上海人的

生活。所幸，还有最后六条无轨电车线路将被保留，
电车作为上海城市文脉和历史风貌的重要元素，将继
续存在于现代都市之中。

我喜欢站在淮海中路和宝庆路的路口，看 15路
电车沐浴着午后暖阳行驶在稀疏树枝掩映下的空气
里，无论是蹒跚的老者还是青葱的少年，他们踏上电
车的那一刻，便和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起跳动。

豌豆黄
西 坡

    老北京有“小吃十三
绝”的说法：豆面糕、艾窝
窝、糖卷果、姜丝排叉、糖
耳朵、面茶、馓子麻花、蛤
蟆吐蜜、焦圈、糖火烧、豌
豆黄、炒肝、奶油炸糕。
发现没有？之前我们

提到过的“北
京名小吃”茯
苓饼、银丝卷，
竟然缺席！
“十三绝”

中，豆面糕（驴打滚）、艾窝
窝（窝窝头）、馓子麻花，
一般人还有所耳闻，其余
的，难说了。
“其余的”当中，人们

相对不熟悉的豌豆黄，毫
无愧色地“坐”了一把交
椅，证明它与老北京的交
集很密切，得到市民认可。
那么，吃过豌豆黄的，

请举手。多乎哉？请到各
地京帮餐馆打量一下，便
见分晓———不多也。
豌豆黄，顾名思义，是

用豌豆做的糕点，制作过
程大致如下：（豌豆）去皮，
洗净，浸泡，煮烂，研磨，过
筛，糖炒，凝结，晾凉，冷
藏，切块，装盘。开吃……
从外形上看，豌豆黄

很像上海的桂花拉糕，只
是它的颜色黄澄澄的，仿
佛一枚田黄或蜜蜡。
因为豌豆黄不是用糯

米而是用豌豆做的，所以
吃口远不如拉糕黏糯柔
韧，但入口即化的特点格
外突出，恐怕偏于绿豆糕
一路。其颗粒感易被捕捉，

故尚葆豌豆之清香本色。
渲染历史如何悠久，

是民间小吃的套路；而与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串
通，是古今商家营销的捷
径。茯苓饼、银丝卷与慈
禧老太婆勾搭，无非为了

显示自己的
“皇家血统”
“正宗嫡传”。
豌豆黄当然不
能例外，里面

肯定有故事可讲———
据说，有一天慈禧正

坐在北海静心斋歇凉，忽
听大街上传来卖豌豆黄、
芸豆卷的吆喝声。她一时
高兴，传令将此人叫进园
来。来人见了老佛爷急忙
跪下，双手捧着芸豆卷、豌
豆黄敬请老佛爷赏光。慈
禧尝罢，赞不绝口，并把
此人留在宫中，专门为她
做豌豆黄和芸豆卷。
这是一则被广泛引用

的、很权威的“传说”。结论
不言而喻：从清末开始，豌
豆黄的名声壮大起来，这
主要得益于慈禧太后对于
豌豆黄的喜爱……
我不知道热衷传播这

则“传说”的人，为什么要
把“静心斋”拉扯进来。试
问：北海大得很，知道静心
斋在它的什么位置吗？请
查。慈禧听觉再好，听得见
大街上的吆喝吗？请验。
据我所知，故宫明清

档案馆里藏有一张“乾隆
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总管马
国用传皇后用野意果桌一

桌十五品”的食单，“豌豆
黄”就在其中，具体制法
还有记载。

我们可以算算：乾隆
十九年，即公元 1754 年；
1852年，慈禧入宫。豌豆
黄出现在皇宫的
时间至少应该提
前一百年！既然
如此，豌豆黄还
有什么必要非去
“抱”慈禧的大腿不可呢！

至于豌豆黄是民间传
到皇宫，还是从皇宫流入
民间，谁能说得清？我们先
不忙下结论。值得一提的
是，1766年还活着的诗人
杨米人在《都门竹枝词》中
写了老北京太多的小吃：
“日斜戏散归何处，宴乐居
同六和局。三大钱儿买甜
花，切糕鬼腿闹喳喳，清

晨一碗甜浆粥，才吃茶汤
又面茶；凉果糕炸糖耳
朵，吊炉烧饼艾窝窝，叉
子火烧刚卖得，又听硬面
叫饽饽；烧麦馄饨列满
盘，新添挂粉好汤圆，爆

肚油肝香灌肠，木
须黄菜片儿汤。”注
意，那时的北京市
井可没豌豆黄的地
位，起码还不太流

行；而皇宫里倒已有了，一
张食单，足够说明一切。
在南方无足轻重的豌

豆黄，在北方则有些明星
相。梁实秋先生对老北京
名小吃豌豆黄记忆犹新：
豆类做出的吃食可多

了，首先要提“豌豆糕”。小
孩子一听打镗锣的声音很
少有不怦然心动的。 卖豌
豆糕的人有一把手艺，他
会把一块豌豆泥捏成各式
各样的东西， 他可以听你
的吩咐捏一把茶壶， 壶盖
壶把壶嘴俱全， 中间灌上
黑糖水， 还可以一杯一杯
地往外倒。 规模大一点的
是荷花盆，真有花有叶，盆

里灌黑糖水。 最简单的是
用模型翻制小饼， 用芝麻
做馅。后来还有“仿膳”的
伙计出来做这一行生意，

善用豌豆泥制各式各样的
点心，大八件、小八件，什
么卷酥喇嘛糕枣泥饼花
糕，五颜六色，应有尽有，

惟妙惟肖。

他还提到：
“豌豆黄”之下街卖者

是粗的一种，制时未去皮，

加红枣， 切成三尖形矗立
在案板上。 实际上比铺子
卖的较细的放在纸盒里的
那种要有味得多。

（《北平的零食小贩》）
“把一块豌豆泥捏成

各式各样的东西” （梁实
秋语），在北京是寻常事，
在上海，豌豆黄则极少，
“拗造型”的豌豆黄更为稀
罕。淮海中路上的“全聚
德”，大概是少数既出售豌
豆黄，还供应可爱小鸭子
形状豌豆黄的店家之一。
“全聚德”的京帮背景

是毋庸置疑的，剩下的，就
看你好奇心的强弱了。

苦
夏
与
减
肥

鲍
安
顺

    有个年轻人在微信群里说，人说
苦夏，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可他
正相反，吃完烤肉又吃火锅，还特想
吃甜食，早上胃口也非常好，反正越
热越能吃。我留言说，我知道，你一
定是个大胖子！

其实知道苦夏一词，是五十年前
母亲说的，她说人到苦夏，身
体就消瘦，尤其像我这种年少
体弱的孩子，要是营养好了，
就不会那么消瘦了。于是，母
亲把家里最好吃的东西，留给
我吃。我成年后，长得胖而魁
梧，逢苦夏，我却胃口极好，总
是减不了肥。有位女同事，就
颇感叹庆幸，因为有苦夏，就
不用为减肥而烦恼。夏天吃得
少，可以轻松减肥，自然让人
消瘦。苦夏之苦，就是减肥
瘦身的最佳捷径。我听了，告诉她，
苦夏减肥，你别乐早了。

夏季炎热，连续高温，苦夏也可
以理解为，盛夏时出现的不适症状，
如食欲不振、胃口下降、身体乏力、
精神疲倦等症状。很多胖女孩，利用
苦夏来减肥是不科学的，吃得更少，
或者不吃，会让睡眠、食欲、心气、

身体、肠胃，都出
现不良反应，体重

是减轻了，消
耗的不是正常
代谢的能量，而是身体的透支。

有位老友炫耀说，他干吃不长肉，
一天三顿饭吃得很多，还有夜宵小烧
烤，但人就是瘦小。有位中医听了说，
他属于脾胃不好，典型疳症，要中正调

和，寓泻于补，恢复脾胃之气。
中医还说，要膳食平衡，也是木
桶理论，人的健康就像木桶盛
水，各种营养素，就是一块块桶
板，出现一块短板就会漏水，也
就是失去了营养均衡，身体就会
出问题，疾病必须缠身。营养失
衡，也叫“隐性饥饿”。世界卫生组
织提出：“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
烟限酒、心理平衡”，是一个人健
康的四大基石。那些以苦夏为由，
用饥饿来减肥，太伤身，是雪上加

霜，与吃而不胖的人一样，都是营养缺
失。长期以往，都会让身体出现问题。

有位胖妞说，苦夏的克星是吃沙
拉，最好有烟熏三文鱼搭配日式油醋
汁、千岛酱、苹果丁、全麦面包，做成
简易“两明治”吃，味道极佳。一到苦夏，
她还常吃苦瓜、黄瓜、山药，还喝莲子、薏
仁煮的粥，饮食爽口，心境惬意。她还说，
苦夏胃口不好，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拒
绝脂肪和高热量肉食，安然度过苦夏。

沙漠绿洲
（摄 影）
张 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