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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琪来到村委会门口，刚好看到
大伟骑着摩托从村民家中走访回
来。他的裤腿上溅满了泥巴，脸也变
得黑红，冷不丁一看，就是个地道的
农民。紫琪心里针扎似的疼了一下，
所有的不快消失大半。

紫琪说：“周末也不休息？”
大伟说：“嗨，乡下哪有休息日？！”
紫琪撇了撇嘴：“那是，谁让咱是

第一书记。”
大伟不接她的话茬，说：“紫琪，

咱上鸡公山吧？”
紫琪同意了。她只听说鸡公山

是个风景名胜，还真没来过。重要的
是，毕竟她跟大伟谈了两年，还是有
感情基础的，好聚好散吧。

大伟来这里一年多，也没上过鸡
公山。他们乘坐景区的车，直接到了
山上。正是秋天，山上秋色正浓，高大
的树木遮天蔽日，郁郁葱葱；矮小的
灌木蓬蓬勃勃，生机旺盛；各种叫上名
字的野花也不甘寂寞，热闹地点缀在
山坡上、小路旁……空气很是清新。
紫琪大口呼吸着，一副贪婪的样子。

大伟说：“这里好吧？”
“好！”紫琪顺嘴回答道。她说

罢，也觉得大伟是在套她的话，便低
着头，没再吭声，专注脚下的路。

看到山上的洋房以及简介，大伟
说：“你瞧，当年好多外国人都相中这
里了，建了不少的别墅呢。听说，蒋

介石和宋美龄也来这里避过暑。”
紫琪想了想，忍不住说道：“大

伟，第一书记缺了你可以，我也无所
谓，但是，你的父母缺了你行吗？他
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紫琪，不就三年时间吗？”
“三年，对我来说，好像是万里长

征。每次逛商场，看到别人出双入
对，我心里啥滋味？去年，你的父亲
大腿骨折，我跑前跑后……”说着说
着，紫琪的眼泪憋不住了，终于一粒
一粒滚下来。

大伟上前要去抱紫琪。紫琪转
身抱住了一棵大树。

大伟说：“也行，你就只当这棵大
树是我，想捶就捶，想打就打吧。”

紫琪真就拿起拳头捶打那棵树
的树干——只捶打一下，便疼得齜牙
咧嘴，看到大伟偷着乐，她破涕为笑，
转移目标去打大伟。

大伟顺势抱着了紫琪。
紫琪趴在大伟的肩头委屈地哭

起来。
来到鸡公山顶峰，大伟说：“紫

琪，你知道这座山为啥叫鸡公山吗？”
紫琪说：“不就是山峰看着像一

只鸡嘛？”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接下

来，大伟给紫琪讲了鸡公山的传说。
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个叫栓柱

的年轻人。有一天，他在山上砍柴，
看到一只恶老雕叼着一只挣扎的小
鸡。他一箭把恶老雕射下来，小鸡变
成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自称金
姬，其实是一只神鸡。为了感谢栓
柱，金姬愿意以身相许。于是，栓柱
就随金姬来到了天庭，举办了婚礼。
这天，栓柱忽然听到人间有哭喊声。
原来有九条长虫正在为非作歹祸害
百姓。栓柱要回去救乡亲们。金姬
取出一个鸡蛋递给栓柱：“你吃下这
个蛋，可助你战胜九条长虫。但要记
住，在凡间不可超过七天。”栓柱吞下
鸡蛋，返回家乡与长虫激战。几条长

虫抵挡不住，逃走了。正当栓柱腾云
驾雾准备回家时，九条长虫又返了回
来。栓柱就按下云头，长虫们见状，
又跑了。为了乡亲们的安危，栓柱没
再回去。过了七天，他变成了一只石
鸡，昂首屹立在群山之间。说来也
怪，那些长虫回来看到石鸡，吓得转
头就走，再也不敢来了。金姬下凡寻
找栓柱。当她看到鸡公山时，知道栓
柱已经变成了石鸡，就在鸡公山上长
哭不已，最后血泪耗尽，也变成了一
只石鸡依偎在丈夫身旁。

听到最后，紫琪的鼻子也有些酸
酸的。

大伟说：“紫琪，人家栓柱都能为
了老百姓放弃自己的幸福，我就不能
利用自己的微薄之力给这里的村民
办一点事？”之前在微信上，紫琪没少
劝他回去。

紫琪看着大伟，说：“大伟，我有
个决定。”大伟避开紫琪的眼睛，看着
鸡公山的顶峰，说：“紫琪，你说吧，我
能承受得了。”他有个预感，紫琪此行
是来跟他分手的。

紫琪说：“大伟，我想来鸡公山支
教。”大伟又惊又喜：“太好了。可是，
我的父母……”

“傻瓜，把老人家也接来嘛。”紫
琪嗔了大伟一眼。

大伟兴奋得一下子跳起来，好像
那只昂头展翅想要引吭高歌的雄鸡。

♣ 侯发山

不只是传说

♣ 李星涛

勾魂夺魄虾籽面灯下漫笔

♣ 刘 悦

秋 裤

晨牧晨牧（（油油画画）） 左国顺左国顺

处暑过后就是中秋，天渐渐地凉
了。人们考虑该穿秋裤了。

往年，郑州大街上爱美的年轻人
基本都不穿秋裤，一条牛仔裤从秋穿
到冬。

有车族，从家到停车场几步远，还
没有感觉寒冷就到了车上，到了单位
有暖气，暖气很热用不着穿秋裤；城市
地铁公交发达候车用不了多长时间；
很多年轻人的意识中只有老年人才会
穿很土的秋裤。

传说，夏商时期一个叫秋菊的姑
娘发明的内衣，当时不叫秋裤，叫内
裤，当然不是现在说的裤衩，在此之前
人们穿的都是整体的裤子，后来人们
为了纪念秋菊改名为秋裤。

人类穿秋裤的雏形，可以追寻到
16世纪的不列颠，当时的英国贵族中
流行一种羊毛材质的马裤，它为方便
骑马作战而设计为紧身裹腿，下搭贵
族尖头鞋的样式。这种裤子前置一块
保护小腿骨的板子，穿着既不方便，也
不舒服。即便如此，马裤的风光依然
在英格兰贵族中保持着，直到英格兰
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张扬跋扈的统治者
亨利八世上台。亨利八世为了造福他
那些被马裤折磨的英格兰贵族们，而
对马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拿
掉板子! 于是秋裤的雏形就此诞生了。

到19世纪，曾经亨利八世子民的
后代们早已在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大陆
生根发芽。而在当时的开拓地加拿
大，人们会为了御寒而穿上连体内衣，
这种内衣手脚腕口紧收，将上下身裹
得严严实实，保暖性极佳。但会严重
影响上厕所。在天寒地冻的时候，你
有了隐秘的生理需求时，要忍受着怎
样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才能在寒
风中脱下上装，半裸着上身蹲下呢?

直到20世纪才出现弗兰克·斯坦
菲尔德。

安大略的某个寒冬之夜，昏黄暗
淡的灯光下，弗兰克·斯坦菲尔德手持
剪刀，轻轻剪开了他的连体睡衣。正
是这位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天才设
计师弗兰克·斯坦菲尔德，他与兄弟约
翰以号称“不缩水”的内衣起家，又在
1915年 12月 7日正式为秋裤申请了
专利，因此被视为“现代商业秋裤之
父。弗兰克在发明秋裤的同时……还
发明了秋衣。

秋裤的时代开启了，新的时代，产
生了无数新的传说……

约翰·沙利文这位拳击历史上最
后一位徒手的世界重量级冠军，穿着
秋裤挥拳的模样成了比“国王的新衣”
更好的宣传。

那么安大略人穿不穿秋裤呢?女
士秋裤其实在安大略被机智地换了名
字，叫瑜伽裤或者打底裤，不但裤子里
可以穿、裙子里可以穿，甚至可以直接
外穿，但一向崇尚自然的安大略人基
本是跟秋裤绝缘的。

秋裤已经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尤
其是在年轻人群中，它早已不再流行。
穿秋裤的人群中只以中老年人居多。

现在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正在嫌弃秋裤。

秋裤是保暖用的，实用目的十分
明确，自然算不得时尚。

郑州市供暖系统的发达，建筑物
和公共汽车都能够保持温暖，人们对
秋裤的保温需求越来越少。即使是
寒冷的冬天，穿一双长靴，套长可及
膝的外套，人们就足以应付在建筑物
与汽车之间的短暂步行，这种着装也
便于在冷热交替的环境里穿脱调整，
很多人早已适应了这种冰火两重天
的生活方式。

聊斋闲品

♣许 锋

隐者老子

硕果累累庆秋丰（国画）翟瑞兰

隐，即藏而不露。
有的隐于朝，有的隐于市，有的隐于野。
大约公元前551年，老子出任周朝守藏

室之史。此后长达30年里，老子没有换过工
作。守藏室，便是图书馆；守藏室史，便是图
书馆馆长。在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岗位上工
作如此长时间，想隐，是隐不住的。

人，隐不住。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内
讧不断。由于得罪了人，老子曾被免去守藏
室史之职。又由于“工作”需要，有人又让他
官复原职。经此波折，老子明白，在一个“礼
崩乐坏”的时代，自己不过是利益集团争权
夺利的“标的”，是随时可以牺牲的牺牲品。
如此，对于积极试图恢复周礼的孔子，他泼
了一盆凉水——君子动善时，世道不好，你
提倡的那些东西已经过时了，也不会有人听
你的，你应该出世。

学问，隐不住。国家图书馆，馆藏天下
典籍。老子博览群书，学问很大，天下闻
名。若非如此，孔子也不会四次登门求教。
只是，他不著一字。非不能著，是不想著。
抑或，他尚未得到救世方略。抑或得到了，
但不能讲——天下乱成一团麻，讲给谁听？

老子对于典籍不遗余力的保护，在王朝
一党武力掠夺面前，吹弹即破。板子打下
来，他再次被罢职。此次，他想开了，也想通
了，他曾让孔子出世，如今，该他“遂去”。

他曾回到故乡宋国，亦东迁沛泽，可是，
都没有找到理想的隐居之所。于是，他决定
入秦西行。

函谷关是他必经之地。守关者为尹
喜。在老友面前，老子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30年日积月累的学问与深思熟虑，如滔
滔江水一般汇入《道德经》。他的目光穿越
苍穹，穿越宇宙，以哲学家的思维思考万事
万物的本源。他提醒统治者：治大国若烹小
鲜。他告诫芸芸众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
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
此时，老子是张扬的。隐，已经是过去

式。他在函谷关上，以5000言的《道德经》发
出救世的呐喊，这个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间
是人。从无到有。从惚兮恍兮到恍兮惚兮。
从物到象。从道而一，而二，而三，而万物。

老子以另一种形式入世。
他还是隐者。隐者观潮。他内心，潮起

潮落。

《外面是夏天》是韩国当代最有
代表性的年轻女作家金爱烂的第四
部短篇小说集，共收入七篇作品。
故 事 中 的 主 人 公 大 多 在 经 历“ 失
去”，失去孩子，失去父亲，失去能
用母语与之交流的人……金爱烂似
乎有意将这种种失去之痛揉碎，均
匀地分布在字里行间，让痛感不时
击中读者的心。在本书中，作者依
旧保持着都市生活观察员和记录员
的角色，叙述平实，贴近生活。《外
面是夏天》是第四十八届东仁文学
奖 获 奖 作 品 ，其 中《沉 默 的 未 来》
《您想去哪里》分别为作者赢得第
三十七届李箱文学奖和第八届年轻

作家奖。
在与青年作家蒋方舟的对谈中，

金爱烂说道，“每个作家在自己的作
品中反映社会问题的角度、方式都不
太相同”。她写小说时，“对社会问题
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也就是没
有明确写出来”。她将小说创作比喻
为“盖房子”，她没有将“社会问题当
作是建筑的水泥、钢筋结构，而是希
望它作为这个家特有的某种味道存
在”。她希望自己的作品激发起读者
的好奇心，“进去看一看，当他进去看
完以后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上自然而
然地就带上了这种独特的味道，他能
够回去以后回味”。

《外面是夏天》：有意将种种失去之痛揉碎
♣ 海 香

新书架

知味

虾籽面是故乡夏季的一道美食。
做虾籽面首先要有虾籽。虾籽面

所用虾籽，乃淮河里的大青虾所产。每
年八月，淮河里的青虾开始抱卵，每一粒
卵都晶莹剔透，饱满泛青，正是采集的
黄金季节。淮河是明水，且日夜流动不
断。大青虾肉质纯粹，没有污泥味，虾
籽更是洁净如玉。大青虾籽产量极低，
1公斤青虾一般只能收集50克虾籽。

捕得的大青虾置于竹篓，泡在清
水里，反复摇晃漂洗，筛出虾籽，然后
用细筛滤出。滤出的鲜虾籽，放在阳
光下晒干，放进蒸屉里，加姜片、葱条
慢火蒸熟，再滴入几滴绍兴花雕，去其
腥味。蒸熟后的虾籽，文火温炒，缓缓
逼出虾籽的脆性。炒干后的虾籽，粒
粒饱满橙红，抓一把在手里，飒飒有
声，鲜味隐隐扑鼻。

做虾籽面还要有高汤。那高汤是
用新鲜的筒子骨熬制而成的，味道虽
然没有加了添加剂的高汤香，但喝起
来会有一股回味无穷的“润”荡漾在舌
尖。另外，高汤里还配有葱花、酱油、
猪油等佐料，它们齐心协力，共同把虾
籽面推向了味道的极致。

虾籽面的面条是由三成绿豆面外
加七成小麦面磨成面粉，手工做成的。
面团刚和好后，手感有点硬，但盖上白
布醒了一个小时后，便变得绵软，且晕
出淡淡的黄青色。手工擀切成的虾籽
面，形状扁曲，内硬外柔。抓起一把来，
在手里使劲一攥，再马上松开，面条也
立刻会蓬松成原状，显得很富有弹性。

下面前，先在海碗内放入猪油、葱
花、酱油等佐料。锅内放入清水，用旺
火煮沸，将面条抖散，下入锅内，煮沸
后略加冷水，煮养片刻，才可捞起装
碗。面装碗后，立马要兑入高汤冲面，
然后放上虾籽，一般是 100 克面条，
10克虾籽。

故乡虾籽面，每只碗里都会舀进
半碗高汤。面条捞进碗里，汤水不多
不少，正好平了碗沿。而别处面店，面
条往往是满满的一碗，汤水很少。虾
籽面常常是面占百分之七十，汤占百
分之三十，但又绝不缺斤短两，因为店
主人使用的是大海碗。吃这样的面，
要稠的有稠的，要稀的有稀的。

吃虾籽面要讲究层次过程。首先
要将放置在面上的那一小撮烘焙得焦

黄鲜香的虾籽与汤、面充分搅拌后，才
可用汤勺舀上半勺，放进口中品尝。
那汤看似清淡，但味道却很厚重，又透
虾籽凛冽的鲜香。

之后，还是不要急着大口吃面，而
是将浸泡在碗底的底层面条，用筷子挑
出来一根，放在嘴中慢慢细品。这时
候，面条已在汤中浸泡了约几分钟，全
然没有了面条固有的硬涩，而且融进了
汤的鲜香，吃起来既有面香，又有汤味。

那面条，筷挑起来，根根乱颤。吃
进嘴里，初嚼筋道颇足，但又硬得恰到
好处，既满足了牙齿触觉上的快感，又
亢奋起了吃客心理上的食欲。它们借
助于充足的汤水，好像长了腿脚，根本
不用吃客用箸，而是自己主动爬进喉
咙里去。那面汤，清清亮亮的。喝一
口，你绝然说不出到底是哪一种味儿
霸占了味蕾，只有回味一会儿，你才会
从各种味儿中辨别出虾籽的鲜味，葱
花的香味，绿豆的甜香……店主是如
何将这众多个性独特的味儿紧紧团结
在一起，共同营造出如此绝妙的味觉
氛围的。我想，除了虾籽独特的鲜美
之外，应该还与他们精心熬制的高汤

具有无限的包容力有关。从高汤深入
进去，你可以品尝到纯正的面香虾鲜，
而从面香中再返回来，你又可以品尝
到醇厚的汤味。浓淡出入之间，你的
味觉被挑逗得越来越亢奋，越来越疯
狂，以至于你头上冒汗，嘴里依然嘻嘻
溜溜，不忍止筷。

虾籽面吃尽之前，你一定要留那
么一小口汤。碗轻轻端起来，左右摇
晃一会儿，将汤与沉淀在碗底的虾籽
充分混合，然后小口抿进嘴里。啊！
那绝对是味蕾一次绝妙的享受。不见
虾形，却得虾味。虾籽面的这种吃法，
也只有淮河边的故乡才能孕育出来。

虾 籽 可 以 提 鲜 ，古 人 早 已 知
晓。清代《本草纲目拾遗》引《食物
宜忌》曰：“虾籽鲜者味醇甘，腌者味
咸甘，皆性温助阳，通血脉。”青虾乃
虾中上品，又得淮水滋养，虾籽自然
珍贵，用其做成虾籽面，怎能不令人
垂涎欲滴。那一根根带着淮水鲜味
的面条吃下去，就像是乡愁在心里
扎下的根。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到哪
里，都会在虾籽面鲜美的回味中，情
不自禁地想起生他养他的故乡来。

微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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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总满意地点点头，掏出两张百
元钞票，说：“谢谢先生。”

先生并不推辞，将钱装进口袋，
笑道：“你是富贵双全，不必多虑。”

林总让宋书恩、高上也占一卦，
他们都摇摇头，遂跟着林总出门。

上了车，高上就说：“林总，这下
你放心了吧，放手干吧。”

“这么多年，该到时机了。”林总
情绪很兴奋，“回去我请你们洗澡，洗
完澡打牌。”

刚进市，天空飘起了雪花，阴沉
的天空似乎明朗了一些。宋书恩看
着林总算完卦之后的表现，感觉那卦
似乎也很适合自己。

44
不到八点钟，宋书恩就坐在被窝

里给曹利英打电话，打了好大一阵她
才接。

“这么早，没睡懒觉？”
“你电话真难打，回头你住的房

间也扯个分机。对了，我给你说姐，
中午吃饭的事，要是没别人就算了，
过几天咱们去吃火锅。”

“ 你听我的就中了，你不用管
了。我还不知道你，怕我花
钱，没事，我说过有人买单，就
是你姐买单一顿烤鸭我还请

得起。”曹利英的态度异常坚决，“给
姐点面子，别跟我客气了。记住，打
扮得精神点，早点过去。”

曹利英不等宋书恩说话，就把电
话挂掉。他对着电话摇摇头，自言自
语道：“那就给你点面子，你请客，我
买单。”

宋书恩起来，掏出钱包看看，只
有两百块钱，对吴金玲说：“你包里有
多少现金？要不多了再去取点。”

吴金玲说：“好像有二三百吧，去

烤鸭店一顿饭得多少啊？”
宋书恩说：“也没准，带上酒

和饮料，人不多菜钱五百块钱应该差
不多吧。不过还是多准备点吧，你记
住再取点。利英姐不容易，咱不能让
她花钱。”

吴金玲说知道，开始去准备早
餐。宋书恩敲敲省玉的房间门，喊
道：“宋省玉，起床了，中午跟你曹阿
姨去吃烤鸭，你起晚了我就走了啊。”

不到十一点，宋书恩带着老婆孩
子打的去赴宴。部门没有专车，平时
用车都是集团办公室派，在市里的活
动他主要还是靠骑车和打的。

省城大的烤鸭店也就两家，一家
是北京烤鸭的分店，生意火爆得很，
包间要提前预订，大厅也经常要排队
等座。另一家就是今天要去的中北
烤鸭店，据说风味跟北京烤鸭不相上
下，生意也很火，但地方大，很大一栋
楼，除了包间需要预订，大厅一般都
会有座。这样冠以某种名馐或菜肴
的专业饭店，顾客大都是奔着其特色
而来，因此，来这里消费的主流群体，
多数是家庭、朋友之间的聚餐。

曹利英跟孩子已经在包间等
着。宋书恩一看，是十二人的大台，就
说：“姐啊，这么大个包间，都有谁啊？”

连连 载载
孩子们好新鲜。“喳喳喳

喳，喳喳喳喳”，树叶声不绝于
耳。这既是对“平安无事”的报告，也
是对他们好奇心的实践。啥时候能

“喳——喳喳喳喳”呢？他们既有些
害怕，又有些渴望。让他们尝试的
机会终于来了——

这天上午，二小和伙伴们赶牛
羊换坡吃草，来到了滴水洞旁边。
滴水洞是个自然洞穴，洞口像一个
不规则的倒四边形，上沿左高右低
有一丈多宽，下边却只有五六尺宽
窄，七八尺高的洞口里突出来一块
白石头，不论春夏秋冬，总有一滴
水固执地跃下，年深月久，竟在石
洞口砸出一汪水洼，几乎挡住了进
洞的道路。洼浅见底，水清如无。
几十条青背鱼或浮或潜，竟像是宽
宽窄窄的柳叶在虚空中飘飞。“洞
洞！”精豆儿喊着就要往里钻。

“别去！”水花伸手拉住他。
精豆儿不听，瞪起眼睛：“我是

哥！”
“哥！”水花更紧地拉住哥。
二小走过来，说：“这是滴水洞，

没事。我进去过！”
“没事！没事！”精豆儿得意了，

就往里走。

“二小哥！”水花仍然不放心。
“精豆儿别慌，我带你们去！”二

小扭脸喊田贵，“你看住牛，我们进山
洞里玩一会儿！”

“牛跑不了，我也进去！”田贵应
着来到了洞口。

水花看看牛，又看看洞口，说：
“你们都去吧，我在这儿看着！”

“好吧！”二小摘一片树叶，“给，
要是有事儿你就学喜鹊叫。”

“我知道！没事就喳喳喳喳，有
事就喳——喳喳喳喳！”水花应着，把
树叶放嘴里，轻轻一吹，悦耳的声音
响起来。

三个孩子进洞了。洞口的水光
映进洞里，照出一片镜子似的光亮
来。

过了那片光亮，山洞拐弯，顿时
一片黑暗。

二小停住脚。田贵也停住了。
精豆儿不停，只管往里走。

“里边有狼！”田贵吓他。
“没狼！”精豆儿不怕，只管往里

走。
“二小，你到过洞底儿没有？”田

贵站着问。
“到过。”
“洞底儿啥样？”
“洞底是一块大石头。石头旁有

一道大缝隙。”
精豆儿往里走着。田贵跑上去

拉住他：“二小到过洞底儿，一块石
头有啥好看。走走走，回去！”精豆
儿后拽着，不愿意出来。

二小走上前哄他：“精
豆儿，太黑了，明天我带
个 火 ， 咱 举 着 火 把 进 里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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