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仁宗时期，开封府尹包拯，善于利用各种
蛛丝马迹进行破案，断案如神，侦破无数大案、奇
案、要案，被老百姓称为“包青天”。他的故事也被
后人以各种文艺形式广泛传播。他曾利用一副对
联侦破一起奇案，更是传为佳话。

一次，包拯带了包兴等人到平城微服私访，体
察民情。平城有一位老妪，前不久为其独子陆羽办
了喜事。媳妇既漂亮又有才华，自是欢喜。可是，
完婚的次日，媳妇却自缢身亡。噩耗传来，亲家感
到事出离奇，状告到县衙。县官不问情由，便下令

缉拿陆羽“归案”。公堂上不由陆羽申辩，刑讯逼
供，屈打成招，以杀妻之罪打入死牢，只待秋后问
斩。陆老夫人见已失儿媳又失爱儿，无望投河自
尽。可怜好端端的一个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邻
人也为之叹息不已。

包拯听说此案后，觉得事出蹊跷，内中必有文
章。先调阅了案卷，又提审了陆羽，陆羽连喊冤枉。
自诉洞房之夜，新娘打趣地出了一个上联：“点灯登
阁各攻书”，要他对出下联，否则不能入洞房。陆羽
知道上联为一连环对，“灯”、“登”、“阁”、“各”分别基
本同音，“灯”（燈）与“登”又同一偏旁，想想难以对
出，就赌气到学堂伏案而睡。次早新娘来找，见陆羽
双眉紧锁，便问原因，陆羽气说对不上下联只好待在
学堂犯愁。新娘听后，似有疑心，便问：“相公不是早
已对上了吗？”陆羽说：“如能对上还会待在这里？”新
娘大惊失色，无言而去，陆羽也觉奇怪，不久，忽闻新
娘悬梁自尽，于是就被县衙拘捕，问成死罪。

包拯又问：新婚之夜对联之事还有谁知？陆羽
便把因对不上对联来到学堂，恰遇同窗张凉，便把
对联之事对张凉说了。包拯听后，似有所悟，宣布
退堂。包拯暗想，要破此案，则要利用这一上联，引
蛇出洞。但下联是什么呢？包拯移椅倚坐在梧桐
树旁对月凝思，这一动作不禁触景生情，得了“移椅
倚桐同赏月”之句，进而破案妙计胸有成竹。

第二天，包拯差人贴出告示考试招贤，于是许
多文人前来应考。包拯出了上联“点灯登阁各攻
书”为考题，要求对出下联。在考试者中，只有张凉
交了卷，且答联是“移椅倚桐同赏月”，正与自己所
想的相同，便把脸一沉，喝道：“来人，把张凉拿下！”
随即升堂问案，张凉见事已败露，自知无法抵赖，只
好如实招供：张凉得知陆羽对不上新娘上联，便乘
虚而入，潜入新房以“移椅倚桐同赏月”应对，新娘
夜间不辨真伪，竟被张凉骗奸。之后，张凉不敢久
留，五更过后借故离去，竟至引出命案来。包拯听
后，命张凉画押，判以死刑；陆羽无罪释放；平城县
令革职为民，陆案大白，民心大快。

旧时郑州的糖果业，最早有
小商贩在街巷叫卖一些糖块、糖
棍、糖豆类的小糖果，过年祭灶
时有专卖灶糖的，街头还有卖搅
糖稀的。早年槐花街（后改为南
大街）东侧有个小巷，路北有一
沙家开的糖果作坊，做的糖果很
好吃，闯出了名气。所在的小巷
名叫糖子巷（因糖和唐同音，唐
字易写，渐演变为今天的唐子巷
名字）。随后这里形成了郑州糖
果生意的集散地，来自汉口及周
边的开封、荥阳、汜水等市县的
糖果商大都来这里经营拆货店，
糖果品种开始多起来，有棒棒
糖、元宝糖、米花糖等。拆货店
是什么意思呢？据业界老人说：
拆货店是做二手批发生意的，大
批整件货发到店以后，拆散分装
再批售出去。外地商贩，特别是
农村小商贩，不能到大批发店进货，就来
到这里的拆货店进货。“拆货店”这个词已
经从市场上消失了，现今改叫批发部了。
拆货店糖果种类、品种越全，生意越好，也
兼做零售业务，总之来者不拒。

民国年间，一些新的糖果品种开始
占领市场，如花生糖、糖球、软糖等。大
同路有一家北京人开的“利民面包房”，
兼营洋口味的奶糖、牛轧糖、巧克力等糖
果，受到市场的热捧。郑州冬季市场上
还流行有冰糖葫芦，它是将山楂和熬化
的糖水相粘做成的。卖冰糖葫芦的小贩
将粘好的糖葫芦排列在托筐内，沿街叫
卖，也有肩扛草把的，草把上插满了粘好

的糖葫芦。逢年过节，卖冰糖葫
芦的生意最好。如今这个行当
保留下来了。还有一种吹糖人
的，也是属于糖果行业类的，但
它是一种造型艺术，是儿童们喜
闻乐见的玩具和食品。郑州市
场上，还出现北京、上海来卖梨
膏糖的，分京帮、杭帮、苏帮等。
其实，梨膏糖的配方并不神秘，
关键是选料和熬制地道，卖出的
梨膏糖一般均有止咳、消痰、开
胃、生津、清凉等药治功能，深受
中老年顾客的青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州糖
果业有了用砂糖、葡萄糖浆或饴
糖为主要原料，加入香精、食用
色素等制成糖果的厂家和店
号。当年最有名气的一家是武
汉人朱宏泉开的糖果厂，他曾在
汉口汪家老字号学过做糖果手

艺，带两名徒弟在郑州车站附近的石平
街租了房子，办起了第一家简易糖果厂，
名号“宏泉糖果坊”。用他们带来的简易
设备和原材料，生产出薄荷、橘子、香蕉
等口味的螺丝糖和话梅硬糖，还有冰糖
块，颇受城乡群众的喜爱，轰动了业界，
生意红火。另一家是 1921 年西大街玉
泰生酱菜糕点店，其制作的山楂糕，物美
价廉，吃着酸甜可口、质地细腻，赞不绝
口，成为郑州市场上的名牌产品。

上世纪 40 年代，郑州的糖果业格
局发生了变化，糕点、烟酒商店开始设
专柜兼营糖果类商品，延续到新中国
成立后。

老甘的右眼又“嘣嘣”地跳起来，是
不是儿子上中央艺术学院的事儿又遇
到了什么坎儿？儿女前途事，父母操碎
心，尽管儿子很优秀，可不正之风横行，
不花钱办不成事就成了潜规则。老甘
害怕电话，可又盼着电话响。

“喂，您是谁？”
“您猜猜我是谁。”
“您是马扁子老师吗？”
“是啊是啊，您好记性啊！”
“是不是我儿子上中央艺术学院的

事儿又遇到麻烦了？”
“是啊是啊，这是最后一关了。”
“您可要多帮忙啊，全拜托您了！”
“现在是三虎相争取其一呀！竞争

很激烈呀！”
“您是说还得花钱？”
“这也是最后一花了。”
“得多少啊？”
“三万吧。”
“那么多呀？”
“钱多劲大呀，把那两个送一万的、

送两万的打趴下。”
“能打趴下吗？”
“您放心，保证把那两个打趴下！”
“要是那两个再加码送，把咱打趴

下呢？”
“你放心，不会的。”

“要是会呢？”
“那我就把三万块钱如数还给您。”
“是吗？”
“不还给您您不去告我了吗？我是

不吃昧心食的！”
“马老师，我相信您，您不是那种

人！我现在赶快去北京给您送钱！”
“干嘛费那事儿啊，钱丢了怎么

办？我给您个卡号，您打过来不就得
了！我的银行卡号是……”

现在，老甘是盼着来电话了。
“猜猜我是谁？”
“还用猜吗？您不是马扁子老师

吗?”
“是啊是啊，钱怎么没有打过来

呀？”
“哎呀，那家银行的电脑系统出了

毛病，等明天……”
“不能等啊，这是攻山头啊，分秒必

争啊，兵贵神速啊，不要功亏一篑呀！

你为什么不换家银行呢？”
“哎呀，你看我都急昏头啦，怎么就

没想到呢？您等着！”
“喂，您猜猜我是谁？”
“不用猜了，钱打过去了！马老师，

您可要全力以赴啊，事成之后我还要重
谢您！”

“我卡上没收到钱啊！”

“怎么会没收到呢？是不是给骗子
截走了？”

“那是不可能的！您赶紧去银行查
查，看钱打出去了没有？”

“喂，您猜猜我是谁？”
“听出来了，您是老甘。钱打出去

了吗？”
“没有，还在我账上呢。”
“怎么回事啊？时间不等人啊！”
“是不是您的卡号有毛病啊？我又

打了，打了好几次，就是打不出去。马
老师，别费事了，我还是去北京给您送

吧，也好捎带着见见我的儿子。”
“ 十 万 火 急 啊 ，火 车 票 不 好 买

啊！这样这样，我一个同事在您哪儿，
他下午要来北京，我让他登门去拿。
你记住这个人的相貌特征，1米 67，黑
瘦，眉心里有颗痣，是美人痣。记住了
吗？”

“记住了，还是马老师您想得周
到！”

“说一下您家的住址，门牌号码？”
“郑州市，金水路……”
美人痣来到大院门口，抬头一看，

是派出所，拔腿想跑，已被两个民警扭
住。老甘上前说：“看看，我猜出你是谁
了吧，马扁子、马扁子，‘马扁’合起来是

‘骗’，就是骗子！你恁聪明怎么就没听
出来啊？我这是第二次被你这种人骗，
才长了这个记性；我要是不这样把你逮
住，就太对不起民众了。进去好好坦白
吧，坦白从宽。”

老甘还对众
人说：能够总结自
己的经验教训是
聪明，还能够接受
别人的经验教训
是更聪明。希望
大家都做更聪明
的人！

《超爆魔鬼经济学》再次挑战了我们的传统
思维方式，揭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再
度彻底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阅读本书，
不啻你在餐桌上与别人进行的一场最酣畅淋漓
的对话：话题巧妙地从一个转移到另一个，在探
讨多种领域时，分析方法别具一格，打破了条条
框框的束缚，最重要的是让数据说话。用微观经
济学的手段和思维方式来研究社会问题，探讨的
是一个小群体或者社会的一个方面的社会经济
学规律，可谓独辟蹊径。阅读这本书，有助于人
们改变思维方式，摒弃那些经常出现的认识误

区。通过分析以下问题，深入探讨了世间万物鲜
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的分析，处处闪现智慧的灵光，叙述方式
格外新颖，让人眼前一亮。通过分析人们在各种
动机下的表现，他们两人将世界的本来面目呈现
给大家：善、恶、丑……归根结底就是，荒诞不经。

“株连”，又名“株蔓”，是族诛连坐的简
称。它的含义指一人犯罪，使许多人同受惩
罚。族诛连坐始于我国奴隶社会。据《尚书》
记载，远在奴隶时代，就有“罪及妻孥”、“罪人
以族”的刑罚。自秦汉迄明清，封建法文明文
规定，凡“谋反”、“谋大逆”均连及亲族，通常是
灭三族，也有灭五族、七族、九族的。除“谋
反”、“谋大逆”以外，一般的犯罪，也同样牵连
家族。如西汉规定，犯盗窃罪的，一门连坐；杀

死多人的，以其父母、祖父母和妻子相抵。在
封建社会里，株连的范围不只局限于亲族，还
往往刑及师友门生、街坊邻里，即所谓“灭十
族”和“什伍连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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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赵荣昌正在
下决心。此后相关的涉黑案迅速发
展，内情渐渐显露。郭启东发觉不
妙，动用了他多年编织成就的关系
网，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和钱财，不惜
血本，千方百计阻挠案子深入。案子
一度陷入僵局，市里几位主要领导之
间产生意见分歧，赵荣昌却非常坚
决，力主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
赵荣昌是市长，第二把手，下市前长
期任职于省委机关，在省领导那里有
影响力，说话格外有分量。他的坚决
态度推动了破案，郭启东在劫难逃。

郭启东事发一刻颇具戏剧性：他
是在市长办公会现场给带走的，会场
上只有赵荣昌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会议中间，叶家福看到赵荣昌的秘书
走进来递了张纸条，赵荣昌即宣布休
会十分钟，让大家出去上洗手间。郭
启东应声而起，打算出去，让赵荣昌
喊住了。

“郭副市长，慢点。”他说。
郭启东坐下来。

赵荣昌把手一摆，秘书
跑过来递给他一只塑
料袋。赵荣昌把袋子
放到郭启东面前：“你
拿去吧。”

里边是两条烟，
三五牌。郭启东烟瘾
很大，习惯抽外烟。但
是赵荣昌从不抽烟。

“市长这是怎么
啦？”那一刻郭启东非
常意外。

赵荣昌说，人世
间的事情不会无缘无
故，有果必有因。人走到关口的时
候，停下来抽支烟，扪心自问，有助于
做出正确的选择。

郭启东立刻就明白了。
“我要打个电话。”他说。
“你跟他们说吧。”赵荣昌道，“恐

怕不必了。”
那时前来带郭启东的办案人员

已经站在门外。他们没让郭启东打
电话。

这一起案件祸及郭启东以下十
几位官员，其间半数人犯案有地理学
因素，跟郭启东和郭金城出自同一个
地方，同为老乡。他们都是哪里人
呢？不是别地儿，就是道林区前埔
镇。郭启东很重乡情，一向敢于大胆
提携同乡，机关里有人讥讽，说他手
下有一支“前埔军团”。郭案发作，该
军团与其领军人物一起遭遇重创，但
是并没有顿时烟消云散。时过数年，
叶家福意外地于数百公里之外，在郭
启东服刑的监狱停车场上亲切会见
了自己的当年用车，这不是个例。过
年过节，常有亲朋故旧跋山涉水前去
探视，悄然来去者中多有前埔籍或与
该地关联很多的现职官员。

郭启东等多位官员牵连落马之
际，也有一些人逃过了劫数。施雄杰
为其中之一。案发前一年，施雄杰与
几位亲友合伙，在市区一个新建楼盘
买了两间店面，手中资金不足，去找
了郭金城，拿了人家六万元。施雄杰
时为市劳动局辖下就业服务中心的
主任科员，职别不高，手中不掌握权
力，他能结交这位老板并最终入案也
有地理学因素：他是前埔的女婿，
其妻林琳的伯父兼养父林庆国是前
埔人。林庆国当过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家里还另有一个前埔女婿蔡波
在道林区任要职，这都成了施雄杰
的资源，让他得以跟郭金城拉拉扯
扯。施雄杰案发时辩称自己曾口头
说明，只是向郭金城借款。其妻哭
哭啼啼，恳求林庆国出面搭救，林
庆国已经退休，是蔡波来收拾局
面。经多方努力，施雄杰给放过
了，那笔钱没有定为贿金，因为未
发现他与郭金城间存在权钱交易的

职务行为。施案终以
涉案款项上缴没收，
予以行政处分了结。

施 雄 杰 却 说 ：
“那件事是他们搞我。”

施雄杰坐在叶家
福办公室的沙发上。
这一天他没再电话求
见，直接上门来了。

“有人怕前埔帮
势力大，就搞。”他
说，“赵市长听信那
些人了。”

叶家福说这是胡
扯。

施雄杰说没那么简单，前埔为什
么闹事？有关系的。

叶家福对这个话题有兴趣。他
让施雄杰讲具体点。

施雄杰却不讲具体。他说当年
要是不这么搞人，现在也不会这样。
想当书记的为什么没当上？想提拔
的为什么没提上去？很多事情都是
有关联的。

“你指谁呢？赵市长？还有蔡
波？”叶家福问。

施雄杰点点头。
叶家福问施雄杰，几次三番打电

话求见，今天就打算提供一点道听途
说，有关前埔的过去与现在？

施雄杰说自己家里刚刚办过丧
事，他老婆不能白死。

“什么叫白死？她不是自杀？或
者有隐情？”

施雄杰说他们是在闹离婚。叶
副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对你们的隐私没兴趣。反映
问题除外。”叶家福说。

施雄杰说他要反映问
题。他们两口子闹离婚，
跟另外的人有关系。

柳德承嘿嘿一乐说：“那就多
了。”随口报道，“有三鲜芙蓉鹿
尾，凤尾鱼翅，清汤虎丹……”

“清汤虎丹是什么菜？”前头那
两样，各位高邻连蒙带猜，总还能
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唯有这清汤虎
丹，实在摸不着头脑，只好求教于
柳德承。

柳德承拿眼瞟了一下听众中的
大妈大婶，又瞧瞧那位过路的，脸
上透着一丝叫人摸不透的笑。那位
过路的也瞧瞧柳德承，笑不叽叽地
一言不发。众人催紧了，两人又你
推我让，谁也不肯先说。

也是被逼得无路可退了，柳德
承虎起脸，摆出一副挺严肃的神情
说：“‘虎丹’就是公老虎的卵蛋，
和母老虎配对儿使的。”

“那玩意儿也能吃？”内中也有
人将信将疑。

“能吃。”那人说，“用微开不
沸的鸡汤煨三个小时之后，剥去外
头的膜。放在作料中
浸透，再片成纸一样
的薄片，用香菜、蒜
末蘸着吃。”

“不错，”柳德承
点点头，“看来，您
对烹饪这行还挺有研
究。”

“说不上研究，”
那人倒也诚恳，“一
来是爱好，二来是需
要。我也在收集一些
资料，看一些关于烹
饪 方 面 的 书 。 近 来
呢，正在收集整理官
府菜的资料。”

“‘官府菜’！官府菜是什么玩意
儿？”听的人中间除了柳德承，没人
知道什么叫官府菜。

“官府菜，就是过去官府当中
有自己独到风味和传统的菜肴，比
方说北京的‘谭家菜’，出自清末榜
眼谭宗浚家，这位姓谭的是广东
人，他把粤菜和北方菜的风味融为
一体，独创出自己的风格。他和他
儿子谭篆青在北京的名望很高，有

‘食界无口 不 夸 谭 ’ 的 佳 话 。 再
有，山东孔府菜也是名声挺大的官
府菜。可惜，现在收集整理的不
多。另外还有重庆的‘姑姑筵’，
那是黄晋临所创。这位黄老先生当
过清朝的七品官，在御膳房管过
事，因为他开的饭馆只办包席，不
卖散座，又立有三条规矩：一、必
须三天前预定。二、食客必须称他
为‘黄老太爷’。三、每天包席是
有数的，多了不办。所 以 人 们 又
叫 他 ‘ 三 不 办 ’。 另 外 ， 还 有

‘祝家菜’……”
那人说到这儿，柳德承一愣：

嗯！这人怎么也知道祝家菜？

他正想细细问问，谁想，北京
的七月天，天气变幻无常。就在这
当口，忽然一阵闷雷滚过，顿时飞
沙走石，星月无光，一阵狂风挟着
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大雨点子砸
在地上，比过年放的小鞭炮还响，
把人全搅散了。

第二天，柳德承到处打听昨天
傍晚那位过路的是什么人，可谁都
不认得这人。

2
光阴荏苒，转眼过了三十年，

柳德承已退休。这天，正闲得无
聊，有人客客气气地敲了三下屋
门，“柳师傅在家吗？”

柳德承赶紧起身开门，只见一
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满脸带笑，
手提两个点心匣子，端立在门前。
这人小方脸，眉毛略微有些弯，一
双眼不大，显着挺和气。柳德承觉
着在哪儿见过……

“柳师傅，我是久仰您的大名，
所以今儿个特来向您
求教。”年轻人说话挺
有规矩，柳德承听着
也 挺 顺 心 ， “ 我 姓
李，叫李合营，您就
叫我小李子得了。原
先 我 在 丰 收 餐 厅 ，
噢，就是以前的工农
兵饭馆当服务员。如
今 ， 我 把 工 作 给 辞
了，预备自个儿开个
饭馆。”

“年轻人，是得
有这么点心劲儿。”柳
德承嘴上夸着人家，
心里头不免感叹自个

儿到如今还是空怀壮志，一无所
成。于是又叮嘱声，“干这行可不
易。”

“开饭馆，别的好说。”李合营
摇头叹气嘬牙花子，“要聘一位有本
事的掌勺师傅就难了，不是被大饭店
请走了，就是身子骨儿不行了。”

“您再寻访寻访，可能还有。天
下能人多着呢！越是能人往往越不
露。”柳德承尽量不露声色。

“有是有，我也寻着一位，可我
不 好 意 思 开 口 。我 这 饭 馆 还 没 开
张，地点也不大好，能不能赚还两
说呢。您说我许给人家多少工钱合
适？多了，我怕到时候拿不出来，失
信于人；少了，我怕对不住人家。”
李合营言词恳切，句句感人。

“要照我说，钱多钱少倒在其次。
有真本事的人，只要能让他好好显本
事，耍手艺就行。人生一世，比钱要紧
的事多着呢。”柳德承这也是肺腑之
言。

“那好，柳师傅，您听我
说，我看上了这么一位师傅，
要说起来，话还长着呢。”

连连 载载

边东子 著

愿您更聪明
徐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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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花开成黄金海，灼目耀眼满乾坤。如潮似涛卷上山，涌波翻浪漫进村。嘤嘤嗡嗡蜂吟诗，
丝丝缕缕香袭人。耳畔隐约鸣天籁，何处歌声散入云。 王继兴 摄影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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