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惊蛰（名词解释）：动物入冬
藏 伏 土 中 ，不 饮 不 食 ，称 之 为

“蛰”。而“惊蛰”即上天以打雷惊
醒蛰居动物的日子。此时天气转
暖，渐有春雷滚动，中国大部分地
区进入春耕季节。

壹
陈山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是一个凉薄的清晨。荒木惟坐在
窗户边弹钢琴。叮叮咚咚的琴声
中，窗口的光线翻滚着漏进来，洒
在荒木惟青光光的下巴上。一个
钟头以前，荒木惟朝陈山的后脖
颈上开了一枪，陈山像一条走路
不稳的老狗一样跌扑在地。荒木
惟的手在窗口洒进来的光线中低
垂着，手里是那把南部式袖珍手
枪。他记得在开枪以前，一直在
给陈山讲重庆这座完全被雾吞没
了的城市。陈山就笔直地坐在那
张有靠背的西洋式皮椅上，荒木
惟绕着他缓慢走动，边走边给陈
山布置任务。他说你接受训练以
后，将要去往重庆。知道重庆吗，
那个鬼地方的高射炮精准得像长
了眼睛。然后荒木惟突然向他后
脖颈出枪，陈山几乎是毫无防备
地倒下的。开完枪，荒木惟把这

支袖珍手枪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
面上。与此同时，门被重重撞开，
他看到千田英子带着两名日本军
医冲进办公室，他们在地上半跪
着，训练有素地打开救护箱，替陈
山处理伤口。那是一粒斜射的子
弹，陈山颈部的伤口已经被贯穿，
但没有伤到要害。这时候荒木惟
缓慢地走到钢琴边，他坐下来，白
而干净的手指头在琴键上按下
去。那是一首多少有些忧伤的曲
子，他开始在琴声中思念家乡，并
且想起了那个充满森林、腐草与
木头气息的家乡奈良，以及狭长
的号称日出之国的祖国。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甚至超
过爱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九四一年冬天。上海
虹口区日侨聚集区，一座叫“梅花
堂”的小楼。它有一个不为人知
的名字：梅机关。

陈山在恍惚中听到了钢琴的
声音，像是溪流从遥远的地方传
来的潺潺声。他想起了秋天的往
事，秋天来临以前，他只是十六铺
码头或者大世界门口一名游刃有
余的“包打听”。他就那么叼着
烟，穿着肥大的裤子，松松垮垮的

样子，像一只斗败的公鸡。宋大
皮鞋和菜刀像跟屁虫一样始终跟
牢他，他们一起赌博吃酒，插科打
诨，在弄堂里勾肩搭背地走路，或
者动不动就吼一声，朝天一炷香，
就是同爹娘。有肉有饭有老酒，
敢滚刀板敢上墙。他们和警察、
巡捕、特务还有流氓地头蛇打得
火热，如胶似漆，偶尔还为有钱人
讨债捉奸。上海遍地流淌着他们
的生意，谁给钞票谁就是他们的
爷叔。那天在米高梅舞厅的门
口，唐曼晴出现在陈山疲惫的视
线中，她被一群人簇拥着，从一辆
黑色的福特车上下来，向舞厅门
口走去。那时候陈山正远远地观
望着那个叫威廉的小白脸和黄太
太幽会。黄老板的金牙一闪一闪
的，他曾经用一根牙签剔着牙，翻
了一下白眼对陈山说只要有证
据，我就能让威廉死得比白鲞还
难看。就在陈山吐掉烟蒂，一脸
坏笑地迎向黄太太和小白脸的时
候，陈山被两名保镖挡住了。他
们以为陈山奔向的是唐曼晴，于
是他们同时出拳，陈山一左一右
断了两根肋骨。撕裂一样的疼
痛，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被完全

拆开了，于是他哀号了一声。那
次黄老板铁青着脸，站在同仁医
院住院部的病床前，并没有给陈
山报酬。他说你这个“包打听”不
来事的。倒是唐曼晴在第二天让
她的保镖赔了他十块钞票。唐曼
晴让保镖带话给他，说这是一场
误会。

那让我打断她两根肋骨试

试？也说声误会赔她十块钞票
行不行？那时候陈山从病床上
挣扎着抬起头对保镖愤怒地吼
了一声。

保镖笑了。在转身离开病床
以前，保镖拍拍陈山的肩说，你要
敢打断唐小姐的肋骨，那你得赔
一条命。你们是不一样的。唐小
姐的肋骨你不是打不断，是打不
起。保镖说完，手一松十块钞票
飘落下来，落在病床上。陈山难
过地把头别过去，他其实有点儿
无地自容。因为他非常想要那十
块钞票。

保镖离开病房的时候，陈山
把钞票塞进自己的口袋，轻轻拍
了拍，然后对着病房门口骂，婊
子。

再次见到唐曼晴的时候，是
她陪着一个叫麻田的日本人来米
高梅跳舞。那时候陈山的肋骨好
得差不多了，他就又松松垮垮地
把自己扔在了米高梅舞厅的门
口。看到唐曼晴，陈山的肋骨不
由自主地痛了一下。唐曼晴踩着
高跟皮鞋从他面前像风一样走
过，陈山冷笑一声，心里仍然恶狠
狠地骂，婊子。

陆军省直属上海日本宪兵队
本部特高课课长麻田带了一行人
和陈山擦肩而过，他的目光一直
落在唐曼晴丰腴得有些过分的背
影上。麻田身后跟着梅机关特务
科科长荒木惟，以及几名刚刚到
任梅机关的辅佐官，这些人都是
从海军省、陆军省、兴亚院、外务
省等机构调过来的人精。麻田就
是为这些人精接风的。荒木惟对
此不以为意，他根本就瞧不上麻
田课长，尽管荒木惟的职衔比麻
田更小一些。麻田很瘦，他穿着
一件竖条的浅色西装，这让他看
上去很像一只滑稽的蚂蚱。荒木
惟看到陈山的时候笑了，他停了
下来，说你饿了。这时候陈山才
听到自己的肚皮欢叫了一下，陈
山不由自主地叼了一支司令牌香
烟在嘴上，仿佛抽烟能填饱他的
肚皮。荒木惟掏出一只精巧的打
火机，替他点上了烟，这让陈山在
汽油好闻的味道里有些发蒙。陈
山掏出一支烟递给荒木惟，荒木
惟摇了摇头说，我从不抽这个。

陈山又听到荒木惟说，你很
像肖科长。不，你就是肖科长。

陈山就问，肖……科长是谁。

荒木惟看了身边的助手千田
英子一眼，千田英子也笑了，说，
一个死人。

然后陈山被打晕了。他都来
不及把嘴里叼着的烟抽完。陈山
醒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头顶悬挂
着的一盏明晃晃的电灯。他猛地
眯起眼，转头看到了坐在不远处
的荒木惟。这时候他才发现，自
己躺在一只麻袋上。荒木惟正在
抽雪茄，陈山突然就觉得那雪茄
亮起的红色光芒那么的触目惊
心。他被两名汉子从麻袋上拖下
来，拖到了荒木惟的面前。荒木
惟说，给他穿上军装。这时候陈
山看到身边有一张椅子，椅子上
放着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国军军
服。陈山在瞬间就被人剥得精
光，并且胡乱地穿好了军装。穿
军装的时候，陈山看到了许多麻
袋包，堆满了这间屋子的四周。
他知道自己一定是在一间仓库
里。这时候荒木惟顺手把一盏电
灯拉了过来，用手举着一只灯泡
仔细地看着陈山。强光让陈山睁
不开眼睛，灯泡发出的温
度像一波波的热浪泼在
他的脸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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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爱萍

梨花风起正清明

知味

♣ 储劲松

清明扫墓谁最闲？纵观古今，这
最闲的非司马家莫属。

清明这天，家家户户都忙着扫
墓。不说平民，就算是帝皇之家，祭
祖也是天大的事儿，马虎不得。可西
晋一朝，皇帝们忙着内争，忙着互
斗，就是没忙过祭祖扫墓。

怎么回事呢？若要追根溯源，还
得从司马懿说起。

西晋一朝的江山，说到底，还是司
马懿打下来的。打垮前朝的败家玩意儿
之后，第一件事通常都是反思。而司马
懿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不准子孙扫墓。

为啥？因为前车可鉴。司马懿当
年，就是趁着曹爽拉着皇帝曹芳，去
郊外扫墓的空当，发动政变，控制洛
阳，进而一举扫平政敌。这事儿，可
谓是奠定了司马家天下的基础。于
是，司马懿难免会得出这么一个结
论，扫墓是危险活儿！

结果，司马家便有了一条奇葩的家
规。子孙历代，都不准祭祖扫墓。不
仅司马懿自己的陵墓，不准子孙来拜
祭；司马懿之后，历代司马家的皇帝之

墓，同样不准祭拜。结果，清明时节，
家家户户都忙翻了天，就司马家最闲。

这其中，也有点迷信的成分。古
代之人，因科技不发达，再睿智有才
能的人，也难免对天命耿耿于怀。司
马懿认为，自己从扫墓这事儿上，得
了便宜，占了别人的江山；他日，难
保不会因果循环，子孙后代在扫墓这
事儿上，丢了江山，也未必就不可能。

当然，司马懿定下这条家规，不
仅有迷信的成分，也有睿智的考量。

啥考量？就是防着盗墓贼。防盗
之术，最高明的不是种种机关；机关
再厉害的，只要找得到，总有更厉害
的人，更先进的技术，破解机关。最

高明的，是让你连地儿都找不着。墓
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盗？

而司马懿不准扫墓的规定，就含
有这样的考量。帝王将相的陵墓，历
来都是盗墓的重中之重。藏得再深，
就算知道的人少，时日一长，也总有
泄露的一天，倒不如索性不知道。子
孙不来扫墓，顶多过个两三代，墓在
哪儿恐怕都没人晓得了。自己人都不
知道，盗墓的人怎么找得到？死了
后，还能把自家埋得这么深，历史上
除了司马家，再无其他。

而司马懿在定下这条家规后，不
得不说，司马家的子孙们其他的方面
不争气，但对于不准扫墓这条规定，

倒是挺遵守的。
有没有效果？不仅有，效果还挺

好。司马懿之墓的被发现，带着很大
的偶然因素。否则，恐怕如今还云里
雾里。而在历代之中，西晋一朝历史
极短，皇帝少，但偏偏皇陵被发现的
最少，保存最完整。不少西晋皇帝的
陵墓，至今都是未解之谜。

这其中，司马懿的先见之明，自
然是起了大作用。可说到底，不准扫墓
这条规定，并非是司马懿的独创。相
反，是司马懿从前朝那儿照搬过来的。

前朝是哪朝？就是曹魏。曹魏初
年，其实也有这样的规定，子孙后代
不准祭扫皇陵。在这一点上，司马懿
与其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司马家的
子孙，都恪守这条规定。可曹家一代
不如一代，到了后头，这规定形同虚
设。而曹爽拉着曹芳，去祭拜皇陵，
其实就已经是有违祖训。当然，扫墓
是名义，实则是为了游玩。结果，扫
一趟墓，就丢了江山。

从这点上来说，司马懿的子孙
们，可谓有始有终了。

西晋皇帝不扫墓
♣ 郭华悦

史海钩沉

薄荷回来了。从遥远的九江。
大人们说，九江在江西，远啊，要

先坐汽车，再坐轮船，再坐火车，再坐
汽车，再地蹦走上二十里地才能到家。

和薄荷一起回来的还有薄荷的母
亲。薄荷回来，是因为上山下乡，薄荷
这样的，叫作回乡知青。那时候，她刚
刚高中毕业，十七八岁的样子，梳两条
大辫子，两个大大的酒窝，笑眯眯的眼
和笑眯眯的脸。

薄荷怎么那么好看呢？薄荷比我
大好几岁，村里让薄荷到我们学校代
课，教音乐。按辈分，薄荷该叫我叔，薄
荷的奶奶是我四大娘，薄荷的母亲我
该叫嫂子。虽然薄荷好看，但是叫薄荷
老师，我心里到底别扭。薄荷唱歌的声
音好好听啊，甜甜的，软软的，糯糯的，
配上那张好看的脸和那两个好看的大
酒窝，我真的好想每天每天都要薄荷
来给我们上音乐课。

薄荷还会弹琴，跳舞，她从各个年
级里挑选了一些学生成立了一支宣传
队，辅导我们的时候，薄荷抱着手风琴
一边拉一边唱一边跳，两条大辫子一
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又甩在后面，就像
电影里的人一样。

薄荷咋能叫薄荷呢？母亲说薄荷
不叫薄荷叫啥，能叫菠菜吗？我说的不
是河里的薄荷，是四大娘家的薄荷。
哦，你说的是妮子薄荷啊！庄户人家，
起个贱名好养活，能长大啊。

我终究还是不懂，那么好看的薄
荷怎么能是贱名呢？

放学了，我去割草，河边居然有一
大片薄荷，以前我怎么没有看见河边
有这么多薄荷呢？我小心翼翼地挖了
几棵带着老娘土的薄荷拿回家里。我
家院子里有一片芦席一样大的空地，
因为小，大人们不屑拾掇，我把那些薄
荷全部种在那片空地上。薄荷们在空
地上疯了似的生根，发芽，分蘖，开出
一串又一串淡紫色的小花。

那片空地很快就长满了葱葱茏茏
的薄荷。母亲说，这叫荫，像竹子啦莎
草啦爬墙虎啦这些东西都会荫，有一
棵就会有一片，有一片就会有满地，冻
不死，晒不干，除不尽，要不咋说薄荷
这草不主贵呢。

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薄荷要走
了，和她母亲一起回九江。村里派出了
全村最好的四轮拖拉机送她，四大娘在
拖斗里铺了一张芦席，芦席上又铺了一
条崭新的被子，薄荷的母亲坐在被子
上，薄荷蜷曲着身子伏在她母亲怀里，
肩膀一上一下地抽搐着。我们宣传队的
同学都跟着拖拉机跑，一直跑到出村的
大路上，快追不上的时候，朦胧的泪光
中，我看见薄荷抬起了头，眼里满是泪
花，我举起手臂，用力喊了一声：薄荷
老师……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见。我
已经忘了她该叫我叔。拖拉机加大油
门冒着黑烟跑远了，路上满是哭声。

薄荷走了。薄荷老师走了。我的薄
荷还静静地在那片空地上绽放着淡紫
色的小花。

后来我到城里上学，工作，薄荷的
事情不再在意。

一天，读《诗经》：“彼泽之陂，有蒲
与蕑。”书上说，蕑，读如间，生在水边
的一种香草，即唇形科薄荷属植物菝
蕑，有地方叫吴菝蕑，或称薄荷、薄苛。
查了一下资料，薄荷有好多种，南薄荷，
野薄荷，猫薄荷，水薄荷，土薄荷，大薄
荷，小薄荷……能够入肴的十香菜、土
荆芥、田螺菜也是薄荷。热带亚洲、俄罗
斯远东、朝鲜、日本及北美洲也有分布，
是一种具有特殊经济价值的芳香作
物，可制作薄荷脑。《本草纲目》说：“薄
荷，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
热。故头痛、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
病，小儿惊热及瘰疬、疮疥为要药。”相
传苏东坡曾编纂《物类相感志》，书里
说苏大学士喜种薄荷，并且创制了独
特的采收方法：采摘薄荷，以隔夜还元
水浇灌三日后收获性味最佳。此法采
摘，薄荷性情辛凉，口感清爽，否则索
然。还元水为何物？人粪尿。文人斯文，
不洁不雅之物，一定要说得含蓄委婉。
苏东坡用薄荷冲茶以待客人。

薄荷果然堪当大用。
母亲说薄荷是贱名，是因为薄荷

不主贵，会荫，太多。荫，是薄荷这等柔
弱生命的求生手段，是物种繁衍的演

化过程，是默默聚集起来再默默传播
开去的能量扩张。但凡凭借数量优势
进行繁衍的生命，大多因为柔弱。只有
一个个体的时候，柔弱的生命是柔弱
的，如果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成千累
万，累亿，十亿，百亿……它一定就是
强大的。并且，异常强大。

院子里的薄荷从薄荷走了以后就
凋谢了所有的花，空余一片片惨绿的
叶子失神落魄地兀立在料峭的寒风
中，我们的宣传队已经解散，学校也迁
到了遥远的乡里，孩子们全都住校了，
每天不停地写着永远也写不完的作
业，隔一周才能回一趟家，村里那片湛
蓝而宁静的天空渐渐涂满了灰霾的颜
色，曾经长满薄荷的小河永远永远干
涸了。我一天天长大。四大娘一天天老
去。四大娘说，薄荷回去以后进了她母
亲厂里的文工团，后来，厂子倒闭了，
薄荷下了岗，去家政公司做了保洁，没
日没夜地在路上奔忙，再后来四大娘
就殁了，临终的时候不停地念叨着薄
荷命苦，薄荷命苦啊……前些日子，我
从南昌回来路过九江，隔着车窗眺望
灰莽的街区，突然想起，在那高楼与高
楼之间的人影里，有一个叫作薄荷的
保洁正睒着一双泪眼在匆忙奔命，她
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侄女。她那么年
轻，那么柔美，那么让人牵挂。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对着那片街
区默祷，薄荷不老，薄荷不哭。

♣ 吴文玺

品人忆事 九江生薄荷

现在到了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必须
高度重视儿童性教育的时候了。性，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讳莫如深
的；闭口不谈，是我们从成长中习得的
既定方式。然而，社会急剧变化，我们
孩子面临的成长环境已经与二三十年
前大不相同，“性”从深闺走向了生活
的前台，风险也无处不在。父母是孩
子性教育的最适宜者。然而，父母却又
总寄希望于“等孩子长大了，自然就知
道了”，或者有心无力，缺乏性教育的常
识和方法。殊不知，正是家长这种掩耳
盗铃的心理以及性教育常识和经验的
缺乏，让儿童性侵者有机可乘，也让性

欲萌动的青少年可能犯下追悔莫及的
错误。延展开来，可以说：性健康的成
人，直接塑造着儿童的成长环境；而他
自身又从性健康的儿童成长而来。因
此，父母重视孩子的性健康教育，培养
性健康的儿童，不单是为了引导孩子
防止性侵或预防青春期的性问题，更重
要的是让他们成长为性健康的成人！

作为美国顶级性教育专家，作者
集20多年的性教育经验，极为系统、详
尽、清晰地向父母们讲述了应如何对
自己的子女进行性健康教育。本书风
靡美国 20年，已是广泛推荐的育儿指
南，被誉为性教育“圣经”。

《从尿布到约会》
家长指南之养育性健康的儿童

♣ 李 杨

新书架

五步泉五步泉（（国画国画）） 刘洪海刘洪海

在草长莺飞的早春，清明节
带着清秀而动人的面容款款而
至。天清地明，绿波荡漾，在孕育
绿色与希望的繁华季节里，我们
缅怀先贤，远足踏青，沐浴阳光，
亲近自然。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
代帝王将相“基祭”之补。后来民
间亦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
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固定的
风俗。要谈清明节，需从一个已
失传的节日——寒食节说起。寒
食节，又称冷节，禁烟节，它的日
期距冬至 105 日，也就是距清明
节不过一天或两天，这个节日的
主要节俗是禁火，不许生火煮食，
只能食备好的冷食，故而得名。
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令天下，“寒
食上墓”。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寒
食节与清明合二为一了。

百善孝为先。“南北山头多墓
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
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祭祀
扫墓是清明节最重要的诉求表达
方式。在古代社会,上至天子,下
至百姓，都要祭祀扫墓。每个人
都会经历失去挚爱亲人的痛苦，
也都会在清明的时候，勾起忧伤
的回忆，加深对逝去亲人的思
念。清明的天总是很神奇，总是
带着一种莫名的哀愁的味道。望
着雾气蒙蒙的天空，谁的心能不
生出一丝酸楚，缅怀和思念就这
样静静地跨越时间的鸿沟。站在
逝去亲人的墓前凭吊,追忆先祖
的恩德,告慰先祖子嗣传承和门
庭荣辱之事,让人再次体会到人
世间的爱心与温暖,感受到人生
中那美丽的春天。祭亡意在佑
生,扫墓不仅仅是扫去逝者墓碑
上的尘埃,更重要的是扫去生者
心里的尘埃，让生命回归到生命
本身，重归内心世界的宁静和清
明,达到“性海醇澄平少浪,心田
洒扫静无尘”的境界。

然而，清明习俗不仅仅是祭
祖，它的内涵非常丰富，“长塘丰
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
鞠；茂林清越，劈阮弹筝，浪子相
扑，童稚纸鸢。”除了扫墓外，还有
踏青、插柳、荡秋千、放风筝等十
多种民俗活动。在悠悠春色中，
念情转为豁达，凄冷绽放希望。
东风送暖万木争春，清明为我们
架设一个亲近自然健康向上的娱
乐平台。踏青、放风筝、荡秋千无
不是和自然亲密接触。早在宋朝
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
描绘了当时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
景象栩栩如生的人物商贾、店铺、
车水马龙构成了北宋都城汴京的
日常社会生活与习俗风情一派兴
旺和谐之景。因此，这个节日中
既有祭扫新坟生离死别的悲酸
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

清明最早是一个表征物候的
节气，它在春分后半个月，此时春
色已浓，阳光明媚，杨柳垂丝，绿
草如茵。气温渐渐升高，正是农
耕的大好季节，故有“清明前后种
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
农谚。“梨花风起正清明”，这时多
种果树进入花期，桃红柳绿，杏花
沾雨，“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
柳柳成荫。”清明插柳，插到哪里，
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

清明节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
节日，更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
文化因子和精神载体。无论是悲
欢离合，哀思绵绵，还是风和清
明，杨柳依依，它带给我们的，总
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慰藉和文化上
的代代传承。

聊斋闲品

行走中原七日，淤土之下，尽是石锛龟甲
尚书春秋，沿淮胜迹足以餍眼惊心，只是饮食
多生冷，苦了南人娇弱的肠胃。且走且停到了
鹿邑，竟然有自助餐可吃，菜品灿若明霞热气
腾腾，且风味与吾乡菜肴略无差别，卷袖舒体
而大嚼，肠肥脑满，有三军过后尽开颜之乐。

最喜北人的馒头与胡辣汤。北地盛产小
麦，面粉之优远为南方所不及，风物所钟，北人
面食极白极香极筋道，花样又繁富，食之不念
大米不起乡愁。最可称奇的，是古宛丘淮阳有
空心面，粗细与普通面条无异，中通外直如莲
茎，高汤渗入腠理，尤其鲜美。

胡辣汤也名辣胡汤，据传是河南人的发
明，为中原三大名吃之一，以逍遥镇最为正
宗。其汤融淮水、海带丝、面筋、腐竹、千张丝、
土豆、冬瓜、萱草花、香芹或芫荽、姜末、葱花、胡
椒、花生米、淀粉之类于一锅，既香又辣，如夏
秋之季的淮渎之水，气势浩荡苍茫，有容乃大。

安庆也有胡辣汤，昔年求学，母校食堂早
餐偶尔有售，一毛钱得一大瓷缸，外加肥硕包
子馒头两三只，足以疗饥，街头摊点也随处可
见胡辣汤之名。南北菜肴风格滋味差别极
大，往往南橘北枳，唯胡辣汤一品几无参差，
物既美好价又极廉，为平民所喜。吾乡岳西
无胡辣汤，做汤讲究清透本色，很少勾芡，汤
中荤素如丘山历历然。譬如芹菜汤，取溪边
初生水芹的嫩叶，坐锅加油烧热，以葱花炝
锅，加芹叶姜末稍微翻炒，注入清水，添油盐
烧开即可，视之青碧可怜。

宋人林洪《山家清供》有碧涧羹一条：芹，
楚葵也，又名水英。有二种：荻芹取根，赤芹取
叶与茎，俱可食。二月三月作英时采之，洗净，
入汤焯过，取出，以苦酒研芥子，入盐少许，与茴
香渍之，可作菹。惟瀹而羹之者，既清而馨，犹
碧涧然，故杜甫有“香芹碧涧羹”之句。或者谓
芹，微草也，杜甫何取焉而诵咏之不暇？不思
野人持此，犹欲以献于君者乎？

古人斯文风雅，仅命名芹菜汤为碧涧羹即
可知，羹名碧涧，一如市井乞儿一朝超列仙班，
如蛹化蝶，再也找不到比这更信更达更雅更妙
的词。

胡辣汤雄浑如大江大河，碧涧羹灵秀若小
池小溪。野人献芹，或者野人献曝，固然鄙陋，
其美意却也如楚葵暖阳，丹心可昭日月。我以
胡辣汤和碧涧羹为天下一流美食，以为海错山
珍莫过如此，家中若来尊客，也当效仿古之野
人，洗手烹调而献之。似可谓之山人献羹。

碧涧羹与胡辣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