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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和文化太有关系了。有多少
诗家、词人写了成百上千首流传至今的
渔家诗篇佳作，有位大诗人干脆自号为
“烟波钓徒”呢！有个“位可居相”之人
——东汉的严光（字子陵）成了隐居林
泉的传世钓翁，更有在渭水畔垂钓的姜
子牙，引来周文王拜他为相，是永载史
册的最著名“政治钓家”呢！
钓鱼和战争有关系吗？也同样有

关系，我曾发表过不少纪实钓鱼散文，
如描述在战争中贺龙元帅从容不迫乐
观地临水垂钓；还有朱德元帅在艰苦卓
绝的长征中用自己的蚊帐捕鱼，将缝衣

针用手枪和石头砸弯后，随手折根竹竿和树枝即在水
泊中开钓，这是为了战士们和自己的口粮啊！任弼时
的女儿在北京当面告诉我：“万老大，告诉你，我在长征
中是吃了朱老爹钓起的鱼，吃了鱼肉喝了鱼汤才活下
来的！”这个钓鱼救命的故事在红军长征和延安是脍炙
人口、流传不断的。
我还写了耿飚将军在长征中用步枪钓大鱼的故

事。这是我从耿志远同志亲赠我的《耿飚回忆录》中发
现的文字：“走到草地北沿地带，水沟里有鱼了。草地
里的鱼也怪，见了人也不怕，照样在水边上优哉游哉，
于是我们便钓鱼充饥，用枪通条磨尖变个钩，随便抓个
蛤蟆、虫子什么的，做诱饵，便能把鱼钓上来，草地上大
多是无鳞鱼，我们钓到的鲇鱼，大头润嘴，嘴巴上有两
条须。大的有七八斤呢！由于我们身体虚弱，把这么
大的鱼拖上来真像牵牛一样……”这是千金难得的老
将军的长征记录啊。
最近我又读到关于《亮剑》中李云龙原型、被刘邓

首长称为“王疯子””拼命三郎”“善捕大鱼”的王近山将
军的一段轶事。1947年夏，我解放军不少部队已开始
从战略防守转入全面战略反攻了。担任我军二野六纵
司令员的王近山受伤刚痊愈，就率部队官兵开到中州
南阳的伏牛山下，刘邓首长决心擒住敌军兵团中将司
令官康泽这条“特大鱼”。

“王疯子”瘸着右腿登上南阳的伏牛
山顶，这里离康泽盘踞的湖北襄阳直线
距离仅8里，天放晴时，襄阳城尽收他的
眼底了。他双手紧握战利品——远程高
倍用德国望远镜，足足花了两三个小时

看敌人的布阵，因为是夏季，汗水湿透了军衣。最后他
拿出康泽的照片儿哈哈大笑，“我知道你康泽想什么，
你可不知道我王疯子想什么了，老兄你必成我六纵网
中大鱼！”
王将军召开了纵队各师团级的“诸葛亮”会议，首

先决定彻底扫清城外围之敌，并改变了对康泽的惯常
打法。执行撇南攻西城，名曰：“声东击西的猛虎掏心
大战”。一切布置就绪后，他突然叫上了纵队政治部李
主任到伏牛山河流中去垂钓。这是为了平复一下大战
前紧张无比的心境，全盘整理战前思绪呀！刘邓首长
的作战急电也让参谋连忙送到了他钓鱼的水边：“……
战役关键已到，近山同志该收网捉大鱼了……”王近山
收起了网中所获的大小鱼儿，去抓康泽这条蒋匪中的
“大鱼”了！王将军不畏敌军康泽的全部美式装备，英
勇无畏的六纵勇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突破康泽指挥
错误减少兵力的西城，滚滚铁流冲入襄阳，激战后，找
到并活捉正在化装逃跑的康泽这条“特大鱼”。
愚翁还要向各位看官讲讲开国元帅——朱德擒鱼

的功底。他老人家非常形象地把“放长线钓大鱼”，“钓
上来”拖垮它后，不让其“脱钩”给将士们作了明确指
示：“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
上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大鱼
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
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
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弄到手了。”
还有1955年授勋的开国大将、首任海军司令员萧

劲光，更是从贺龙元帅那里学会了钓鱼全套功夫，并深
刻地指出钓鱼的“攻和守”。他对贺帅说：“这钓鱼如同
我们海军对付敌人潜水艇一样，水中目标隐蔽性很强，
我们时时提防它，更要在诱它出水时，发现和消灭它！”
所以说，钓鱼和战争是很有关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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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时，就和祖父生活在
一起。那时，祖父已经是个老
者。他手握毛笔伏案写作的样
子，是我们家的日常风景。很多
人熟悉的祖父，是文学史家、杂
文家，在我眼里，祖父还是个美
食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不
折不扣的吃货。
小时候，祖父总会带着我去

家附近的点心店吃点心。当时我
们家在长乐路，往左出了路口就
到常熟路，往右走就是去淮海
路，往左走就是去静安寺。锅
贴、小笼包、生煎馒头、春卷、
馄饨，都是我们爱吃的。逢有客
人来，或者是祖父生日，全家就
会一起出门去享受一顿美食，挑
选上好的饭店，然后去吃那家的
招牌菜。我记得去得最多的是国
际饭店，祖父很爱吃那里的北京
烤鸭、清蒸鲈鱼等。当时的国际
饭店是上海最高的建筑物，只有
三楼餐厅对外开放，中午十一点
一开门，早已等在门口的吃客们
就会尽全力奔跑去抢座位。父亲
和叔叔也是奔跑抢座位的人，母

亲提包，扶祖父上电梯则是我和
妹妹的事情。
衡山宾馆的餐厅也是我常常

回想起的地方。记得以前那里有
个川菜餐厅，祖父对那儿的菜肴
赞不绝口。有一次，仅一个蒜苗
炒菜，就令我大吃一惊，原来蒜
苗还能切成如此美丽的几何图
形，白色的肉身很抢眼，外表的
绿色反倒成了衬托。祖父告诉
我，蒜苗转着切，就会出现这种
形状。后来我也开始一根根地转
着切蒜苗，今天也仍然如此。
不过，祖父的最爱莫过于他

自己做的泡菜、腊肉、腊八豆
了，这些都是祖父的拿手好戏。
俞汝庸先生对祖父的腊八豆有过
这样的描述：陈子展在生活上并
不是一个完全大大咧咧的人，他
曾教我母亲怎样做“腊八豆”。
“腊八豆”是湖南的一个传统佐

饭食品，是将黄豆煮熟后晾干，
再发酵霉变后制成的霉豆，由于
无法试味，其中，放盐多少是成
败的关键。陈子展总结出一斤黄
豆放一两盐的规律，我母亲试
后，每次成功，成为她向别人推
荐的“金科玉律”。
祖父的腊八豆味道不仅鲜

美，而且很香。后来，祖父搬回
复旦宿舍后，父亲和我也一起做
过，但时常失败，最大的原因就
是在发酵过程中，我时不时偷偷
地去揭开锅盖看。
祖父做腊肉也很有一套。记

得有一年，祖父买到了一块上好
的肉，高兴得不得了，挂在公用
厨房的小天井里，每天都美滋滋
地去看。但是，到了快能吃的时
候，腊肉不见了。大人们都说，
是被猫叼走了。现在想起来，估
计是被人偷走了。祖父很伤心，

我很少看到他这么伤心。后来祖
父又重新买了一块肉，再做了一
次。因为，腊肉蒸腊八豆，是我
们家春节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品
菜肴。
湖南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泡

菜，也是我们家的必备。祖父做
泡菜，就跟他写稿子一样专注，
萝卜必须切成什么形状，都讲究
得很。我小时候，很惊奇祖父做
的萝卜泡菜，看上去白白的，但
吃到嘴里能把你辣到跳起来。母
亲是上海人，表亲们来我家，吃
到泡菜，真的都辣到跳起来。我
很喜欢看这一幕，不过，几乎所
有跳起来的人，日后都成了祖父
泡菜的忠实粉丝。还有一件好玩
的事，当时我们家住在一楼，祖
父做红辣椒泡菜的时候，从我们
家窗外走过的人大多会打喷嚏。
墙外的这些人，可能做梦都没想
到，自己的喷嚏是由墙里辣得要
命的红辣椒引起的。人们都说，
被称为“楚狂老人”的祖父有着
极为鲜明的个性，他做的菜也一
样。

陈祖蓓

祖父陈子展是位美食家

莲花的美丽，是我童年时代的诗意
捕获，更是我吟唱的童谣题材和吟诗作
画的载体。我的童年，伴随着池塘边、
湖泊中的鸳鸯、蜻蜓、鹭鸶、青蛙等小伙
伴一起嬉闹，让江南的风和日丽和风雨
雷电，更有诗性和豪情。尤其是那滴荷
叶上的晶莹水珠，圆圆滚滚，在莲叶宽
大的掌心里，贴着碧绿的莲叶经脉，伴
随着微风缓缓滚动的情景，煞是好看，
极尽淘气调皮之能事。外婆告诉我说，
这是莲花的灵魂。
身为江南人，我的人生总是围绕着

莲花打转。大学毕业后，至青浦最有江
南特色的地方“莲盛”，采集青浦田歌、
民间故事，面对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的莲花，一往情深，让莲花的
万种风情，倾泻在我的文艺创作之中。
在江南水乡，小孩子都喜欢采荷花

玩耍，常常会险遭溺水。我外婆为了满
足我的需求，在天井墙边的大水缸中，
养上了睡莲。这样，我可以趴在水缸
边，看尖尖小荷一点点地抽叶、铺展、含
苞、日渐丰盈，一朵
两朵三朵，渐次绽
放。这水缸中的莲
花，不仅带来了满院
的清凉和芬芳，而
且，也成了外婆暑夏养生的食疗之物。
暑气大盛时，外婆会摘片荷叶，与竹叶
一起煮水喝。青碧的茶水，盛在大白的
瓷碗里，端在手中，微微地荡漾，味道虽
有点苦咸，但幽香四溢。还有鲜荷花搭
配黄瓜炒肉片、荷花瓣炒青椒、荷花瓣
炖豆腐、鲜荷花炒青鱼片等，成为外婆
独特的药膳，具有消暑清热、祛瘀散结
的功效。

后来，我在青浦区文化馆工作时，
曾住宿于上海五大名园的曲水园，那得
月轩畔，喜雨桥边的荷花池，更是给我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每逢盛夏，荷花池

总会变幻出不同的
风致。那整片荷塘
郁郁葱葱，淡然中
有一种灵气和英
气。荷叶硕大碧

绿，擎出水面，在江南雨丝微风中摇曳
生姿，荷叶间摩擦时的窸窣响声，仿佛
是天地间隐约传来的辽远而又深情的
江南丝竹。荷花盛开之际，亭亭玉立犹
如美人，淡粉的是薄施粉黛，深粉的是
艳抹浓妆，浓淡之间，十分相宜。它们
天生丽质，却能淡然自如，从不喧哗，从
不张扬，安静地绽放，低调而有腔调。
“荷花入暮犹愁热，低面深藏碧伞

中”。荷花是具有不同寻常的水生植
物，同时，它也是积淀了人文意蕴的江
南意象。所以，每当盛夏，我的心田中，
总是“荷叶田田”，让“映日荷花别样
红”，伴随着自己的奋斗人生，荡舟于江
河湖泊之中，“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
响”，让生活过得更有意义。
如今，每逢盛夏，我总会去淀山湖

畔的莲湖村避暑，寻找那隐藏在田野林
间的“浮生”民宿，住上一两个晚上，感
受那荷花盛开的美景，体验诗意舒缓的
生活节奏，享受一番现实版“桃花源”的
生活方式。

曹伟明

莲花盛开的诗性

新近得到一把小折扇，精致小巧，题字为“好学力
行”，我很喜欢。
“好学力行”，出自儒家《中庸》，全句为“好学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仁、知（通“智”）、勇，是
儒家“君子三德”。“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
惧。”（《论语》“子罕”篇）何谓“好学”？孔子在《论语》
“学而”篇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
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何谓“力行”？“君
子耻其言而过其
行”（《论语》“宪
问”篇）、“讷于言
而敏于行”（《论

语》“里仁”篇）。
“好学力行”的语境，与“知行合一”相近，是我向往

的。这把小折扇与我有缘！置之兜中，随身携带，阳光
曝烈时，展于额前，可搭个凉棚；取出扇凉，则好风相
随。
近日燠热，未到晌午，前襟后背，汗水淋漓。我取

出小折扇，举至胸前轻摇。慕苏兄在一旁看着笑谑道：
“看你这扇法，像是做媒婆的。”

念及弘一法师有持扇而立的照片，也是折扇半展，
置于胸前。我向他求证此说有何因缘？
慕苏兄一脸茫然，“好像戏曲中的媒婆就是这样用

扇的。”
在舞台上，同一道具，角色不同，用

法不同。戏曲人物用扇，有“文胸武肚僧
道领，书口役袖媒扇肩”之说。简要说
来，就是文人扇胸、武将扇肚、僧道扇衣
领、闺秀扇口、差役扇袖、媒婆扇肩。
慕苏兄从善如流，呵呵一笑，“看来是我记混了。”
话题由夏日陡然升起的高温，谈及宋代无门慧开

禅师的诗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
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禅眼看世间，无一物不美，无一时不美。
慕苏兄摇摇头：“这世间，春花、秋月、冬雪常有，唯

这夏日凉风不易得啊。”我举起手里的扇子，戏言道：
“一扇在手，好风相随，不就是夏有凉风吗？”

人世常有热恼，扇子寓意清凉。扇为“凉友”（良
友），解人意，通人情。古人抟物养心，造出折扇、团扇、
蒲扇、羽扇等多种。同为一把扇子，在不同的人手中，
用途各异——可遮羞，“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障面”；可
驱虫，“驱蝇临几席，扑蝶近阑干”；可挡尘，“雕甍斜落
影，画扇拂游尘”；可歌舞，“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
甚至认为扇子有避邪之功。如唐冯贽撰《云仙杂

记》卷一“洛阳岁节”中记，
洛阳人家在端午节这天
“赠扇辟瘟”。

如今，夏日空调处处，
扇子的实用功能已大大弱
化。无论纸扇、团扇、折
扇、罗扇，大多沦落为文艺
家的雅玩。或于扇上题数
行诗，洋溢诗书之气；或缀
一幅山水小景，氤氲水墨
之美，咫尺之内，有万里之
心。当然，以扇为礼，广结
善缘，也要选对时间。据
说暑来送扇，其情堪比雪
中送炭；冬季赠扇，则有绝
交之意。试想，溽暑苦夏
之季，送扇人发心利他，践
行慈悲；得扇人好风相随，
身得清凉。一扇两美，岂
不皆大欢喜？

肖 瑶

扇解人意，好风相随

渡船在水波的荡
漾中靠岸了。在埠头
的不远处，我们看到
了参天耸立的白杨
树、法国梧桐和凤杨
树。下了渡船，伙伴们往
度假村的检票处走去，因
为还有几个伙伴没有到，
我们都在门口等着。我是
最喜欢新奇的，所以总喜
欢到处走走，这会儿，我正
好有了这样的间隙。
我到旁边的一块空地

上去看了看，那里种满了
庄稼。我看到的最多的是
玉米和番薯。还零星种着
一些蔬菜，有的农民正在
忙着收获。这样的场面，
让我想起了梭罗的《瓦尔
登湖》。先哲爱默生也认
为，每一个人都应当与这
世界上的劳动保持着基本
关系。劳动使我们自己与
泥土和大自然发生基本的

联系。面对着这样的场
面，我仿佛真的置身于瓦
尔登湖一般，这滔滔的江
水仿佛就是那清澈的湖
水；这白杨、梧桐、枫杨就
像那白桦林；而这里居住
着的农民就像梭罗先生一
样宁静、恬淡而丰富。
伙伴们终于都到了，

我们一齐往烧烤区走了
去。最吸引我的不是那烧
烤的炉子，而是旁边那些
野草、藤蔓和彩色的蜘
蛛。远处的木屋也吸引着
我，我拿出相机为自己留
念。当那里的工作人员为
我们生火的时候，我觉得
这样的烧烤已经丧失了最
初的意义。不过我们还是

兴致勃勃地做了起来，
大家分工有序，有条不
紊地操作。孩子们到
不远处的泥地里去抓
螃蟹去了。因为烧烤

水平的关系，我们只能将
就着吃了。不过大家看上
去都很开心，因为这是自
己在亲手劳动。
在劳动之后就是享

用。这样的享用是甜美
的，安心的。我们一起做
游戏，表演节目。我想起
一句诗：孩子们在无边无
际的世界的海边，做他们
的游戏。是啊，我们都是
大自然的孩子，在大自然
中做着游戏的孩子。

赵玉龙

岛上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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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街头巷尾
叫卖杏子的小贩
渐渐多起来，便
知道夏天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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