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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餐饮界，素有四大名鱼一说。所谓四大
名鱼，指的是黄河鲤鱼、太湖银鱼、松江鲈鱼和长江
鲥鱼。

黄河鲤鱼自古就有“倘若食鱼，必河之鲤”、“洛
鲤伊鲂，贵如牛羊”的说法，向来被视为食之上品。
黄河鲤鱼不仅肉质细嫩鲜美，金鳞赤尾、体型梭长、
形态优美，而且与其他鱼类相比，其肌肉中还含有较
高的蛋白质。白居易等古代诗人都曾为黄河鲤鱼赋
过诗，称其为“龙鱼”，民间更有“黄河三尺鲤，本在孟
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的诗句。

以黄河鲤鱼为食材，可制作的佳肴很多，择其要
者有糖醋黄河鲤鱼、石烹黄河鲤鱼、鲤鱼焙面、红烧
鲤鱼块、清蒸鲤鱼、葱姜煀鲤鱼、清汆黄河鲤鱼等数
十种之多。其中石烹黄河鲤鱼是远古时代我国河西
走廊一带使用的一种烹调方法，如今甘肃临洮还保
留着这种传统烹调法。石烹黄河鲤鱼的特点是肉质
鲜嫩、鱼香味醇、造型优美、风味独特。

据《本草纲目》、《神农本草
经》和《食疗本草》等古代医书记
载，黄河鲤鱼还可入药，乃是入药
的上佳补品，具有安神保胎、养肝
补肾之功能。

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就盛产银
鱼。太湖银鱼系淡水鱼，长约七至

十厘米，体长略圆，细嫩透明，色泽如银，因而得名，素有
鱼类皇后之誉。宋人有“春后银鱼霜下鲈”的名句，将银
鱼与鲈鱼并列为鱼中珍品。清康熙年间，银鱼被列为
贡品，与白虾、梅鲚并称“太湖三宝”。太湖银鱼营养丰
富，肉质细腻，洁白鲜嫩，无鳞无刺，无骨无肠，无腥，含
多种营养成分。经过曝晒制成的银鱼干，色、香、味、形
经久不变，可烹制成各种名肴，如银鱼炒蛋、干炸银鱼、
银鱼煮汤、银鱼丸、银鱼春卷、银鱼馄饨等，都是别具风
味的湖鲜美食。银鱼，古代还称脍残鱼。唐朝皮日休

“分明数得脍残鱼”和宋代司马光“银花脍鱼肥”的诗句，
指的都是银鱼。

松江鲈鱼曾被乾隆皇帝御赐为“江南第一名
鱼”，历来是招待贵宾的珍贵食材。1972 年，美国前
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来到上海，周恩来总理审批的菜
单里，就有松江鲈鱼。松江鲈鱼重不到二两，长不足
五寸，外形有点像塘鳢鱼，鱼头大而宽扁，头的长度
要占到整个体长的三分之一。嘴巴宽大，满口毛糙

细齿。鲈鱼鳃盖骨后方长有4枚尖棘，向后延伸一小
截肉质软膜，称鳃盖膜。松江鲈鱼虽貌不惊人，甚至
还很丑陋，但它肉质洁白似雪，肥嫩鲜美，少刺无腥，
食之能口舌生香，回味无穷，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历
代名人凡品尝过松江鲈鱼的皆说好。唐、宋文人杜
甫、白居易、韦应物、罗隐、苏东坡、陆游等均以诗文
形式赞赏过松江鲈鱼。其中苏东坡的《后赤壁赋》中

“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的记述，对后世影响极
大，使松江鲈鱼蜚声中外。李时珍《本草纲目》称：

“松江鲈鱼，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益肝肾，治水
气，安胎补中，多食宜人。”

长江鲥鱼俗称迟鱼，脂肪多、肉嫩、肉厚、味鲜
美，入口即化，宜清蒸，历来是美食家推崇的席上珍
品。此外，它还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经济鱼类。鲥
鱼与河豚、刀鱼齐名，被称作“长江三鲜”。“芽姜紫醋
炙鲥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南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
味胜莼鲈。”此乃宋大诗人苏东坡描写鲥鱼的诗篇。

鲥鱼产于长江下游，以当涂至采石一带横江鲥
鱼最为佳美，素有江南水中珍品之誉，古为纳贡之
物。鲥鱼形象秀而扁，鳞白如银，肉中多细刺，唇边
多米点。性物娇，惜鳞，离水即死。农历五月初鲥鱼
即能上市，上市持续时间仅 20 天左右，因而愈加名
贵。鲥鱼为我国珍稀名贵经济鱼类之首，1988 年被
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马来西亚的槟城，华人在居民中占有
很大的比例，建有“潮州会馆。”在会馆的
第一进院两边的楹联为：“有疆不息，家山
回首”；第二进院的大红柱上的楹联为：

“作客濒南邦，存义存仁，咸守文公遗泽；
溯源到海国，相亲相睦，无非九属联情。”
在马来西亚吡叻州首府怡保，有一座“兴安会馆”，是
原福建莆田（宋代称兴安州）的华人修建的。会馆有
两副嵌字联，一曰：“兴公建馆，源流久远；安定居仁，
福利邦家。”另一曰：“兴吾业，乐吾群，敬吾桑梓；安
此居，习此俗，爱此河山。”两联首字相连，均为“兴
安”。

华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巴罗嘉属会馆”挂出的

楹联为：“此地孕大陆灵奇，曲水潆洄资映带；闲坐忆
故乡风景，杯酒谈笑语从容。”

新西兰鄂塔哥金矿区附近的“番禺会馆”内，有
木镌楹联一副：“往来俱梓里；谈笑尽乡音。”表达了
海外华侨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共济的友情。

在秘鲁的数十个华人会馆中，以“通惠总局”为
最大，光绪十五年（1889）落成时，出洋考察的清朝北

洋委用道总办傅云龙，应当地华人之
邀，为会馆题联：“尝六万里艰难，权作
寓公，相助当如左右手；历五十年生聚，
每逢佳节，何人不起本源情。”对联表达
了华人要团结互助、不忘祖国的愿望。

1880年，加拿大到中国招募了7000
多名华工为加修铁路，华工们漂洋过海为生活所迫，
后来多数人无资返国，他们便捐款在温哥华的大洋
之滨建了一座“望乡亭”。在加华人经常到这里扶亭
遥望祖国大陆，有人在亭柱上刻了一副对联：“遥望
中华数千里；不知何日能返家。”对偶虽不太工整，但
朴实无华的文字，却把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抹黄”是近年来突现的一种
社会现象，可以直白地解释为：向人
泼脏水，给当事人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原本白的东西说成黑，把干净的
事物抹上“黄色”的印象，使其在人
前抬不起头，达到丑化人格的作用。

小说以知性美女官员蓝红玉
家庭为叙事主体，通过抹黄与反抹
黄的双方博弈，成功塑造一批个性
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目前的“重庆
打黑”也有几分吻合，作品触及了
公安局内部存在的问题，一扫传统
反腐题材的写法，不掉“官袋子”，
不掉“婚袋子”，目的直指人心，表
现抹黄的人类劣根性，从而反思近
年来一呼百应愈演愈烈的官场抹
黄现象。

旦复旦兮几春秋，黄河之水万古流。
尽阅两岸沧桑变，独道岳山事事悠。
大漠漫漫狂风起，高天滚滚黄沙落。
河岸黄土千层叠，平地高坡万沟壑。
飞鸟难留人罕至，寸草不生万物哀。
浊水横流尽泽国，两岸荒芜遍地灾。
古来烽火争霸地，人祸猛于洪水兽。
徒留城垒荒草没，哀鸿遍野旧世咒。
炮火打碎旧世界，重整山河天地开。
四十年前红旗展，千军万马进山来。
号声震天鏖战急，引吭高歌英雄赞。

疏川导滞筑堤坝，除沙提水绕山半。
长渠引流清泉水，泽润众生千秋功。
浊水变清圣人出，新世大禹万千重。
远景规划绘蓝图，建设景区新战略。
万事千端开始难，植树造林从头越。

开山修建游步道，亭台楼阁矗云端。
初步建成游览区，昔日荒山变新颜。
时光进入新世纪，景区建设掀高潮。
风景名胜新名定，踏上新程志更高。
荒滩开发新游区，星海湖园黄河畔。

湖光树影叠桥浮，曲径通幽林中转。
二十年功今成就，二帝炎黄像高矗。
广场宽阔景色新，华夏子孙神情注。
黄河黄土地质奇，国家公园新添名。
巧设精建博物馆，黄土窑洞科普行。
大禹神雕依旧在，哺育塑像客敬仰。
铁马昂首空山静，名人群雕心向往。
客到黄河情豪迈，诗词歌赋华章赞。
挥毫泼墨留文宝，书林碑刻大家范。
山清水秀森林茂，鸟语花香神仙妒。
万里黄河第一景，锦绣前程当庆祝。

多少年来，对“虞美人”三个字一直怀
有一种神圣、神秘、神奇的情愫。那是在
中学时代，读李煜那首著名的《虞美人》词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而心生
悲悯。加之这三个字对青春男儿诡异、暧
昧的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魅力，不由地
想弄明白这个词牌名的来历。当知道了

《虞美人》源自唐代文人对项羽爱妾虞姬
的同情时，不由发思古之幽情，叹惋美人
失恃无助无奈之绝望，刹那间血管贲张，
愤愤不平，怅苍天无眼，恨大地寡情，不知
怜香惜玉，恤贫救弱！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在电视上看到了台湾歌
手陈美龄且歌且舞的一首日
文歌《虞美人之花》后，更对
虞姬莫名的同情和怜惜上升
到了一个新高度。又因爱屋
及乌，猜想能和虞美人般配
的花也一定是绝美之花，于
是便极想一睹其尊容，以抒
发爱花悯人的情思。

虞美人花属罂粟科，罂粟属一二年生
草本植物，别名丽春花、赛牡丹、蝴蝶满园
春等。原产欧、亚大陆温带，世界各地多
有栽培，比利时将其作为国花。如今虞美
人在我国广泛栽培，以江、浙一带最多。
关于虞美人花名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故
事。传说虞姬死后，在她的墓上长出了一
种像鸡冠花一样的花草，叶子对生，茎软
叶长，到夏初开花。它的花瓣质薄如绫,
光洁似绸, 花冠轻盈灿若锦霞，无风自动，
摇曳多姿，似美人翩翩起舞，引人遐思。
人们坚信这是虞姬拔剑自刎时飞溅的鲜
血染成的，于是就把这种草称为“虞美人
草”，其花称作“虞美人花”。应该说，要看
虞美人花就要到虞姬墓上看，因为只有这
里的虞美人花才是正宗的。然而虞姬墓
远在千里之外的今江苏省沭阳县颜集乡，
而且还必须在花开时去到才有意义。可

是，生活、工作上的事情千头万绪，哪有那
么巧？所以总也未得其便。时间久了，便
逐渐产生了退而求其次的想法，“舍远求
近”吧，能看看家乡的虞美人花也好。可
是，好像附近种虞美人花的不多，因而多
年的愿望没有实现。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
柳成荫。一次不经意的出行竟成就了我
的梦想。

初夏的一天，由于我对古代历史的兴
趣，就到邻近的一个古城漫游，以寻觅历
史的陈迹。孰知，这次古城之旅有两个没

有想到，一是竟在大街上遇到了一个十数
年未曾见过面的老同学和他的夫人。一
番寒暄之后，他们夫妻执意要我到他府上
一叙，我就欣然应允了；二是一到他家门
前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花香。原来他家
住一楼，楼前的一片园子里几乎满是虞美
人花，以红色为多，还有几株白、深紫、淡
黄的。我走到小园前，只见那些花姿态秀
逸，玉容灿然，无风自舞,袅袅娜娜，娉娉婷
婷，似在对着我不停地打躬作揖，欢迎我
这个不速之客。细观那花朵儿，俨然彩蝶
展翅, 又若红霞漂流；般配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之流韵，堪俦北京国庆霓虹天安
门之梦幻。我很惊奇，到厅里坐定之后，
就问老同学，怎么会种这么多的虞美人
花？老同学不好意思地笑了，然后向我讲
述起了他的故事。原来他们不是原配夫
妻，一个是中年丧偶，一个是半路离异。
老同学的夫人姓虞，曾是单位人们行注目

礼最多的美女，人送绰号“虞美人”。可是
她的丈夫身在福中不知福，吃着碗里“偷”
着锅里，终于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的
家庭。婚姻失败的虞美人不仅伤心，而且
灰心。自此对人生、对男人再没有了信任
感，拒绝任何人的求爱和牵线搭桥。老同
学就这么追求了她三年，始终都没有被接
纳。后来老同学把自己对她的感情转移
到了种虞美人花上。年复一年地种，并且
年复一年地送给虞美人。就这样又过了
三年，终于把虞美人感动了，两人走到了
一起。婚后老同学更是对虞美人和虞美

人花倍加钟情。他说，李白
的《清平调》“名花倾城两相
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说的
是皇帝的艳福。我作为一
介平民，能经年生活在“名花
倾城”之中，是多么的难得
啊！所以我也会特别珍惜
她们，要“带笑看”，把她们当

做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去爱，去侍弄，去照
顾！老同学的一番话说得我直点头。我
想，作为一个人，一定要会珍惜爱，不辜负
上天的赐予。特别当我们逐渐老去的时
候，更应该知道，爱来之不易，美好幸福的
生活来之不易，而且爱、幸福的生活，乃至
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易碎品，稍有不慎就
会鸡飞蛋打，到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说话时，虞美人不好意思听，躲
到了小园里作看花状。我隔窗望去，虞美
人虽然过了知天命之年，但身体一点都没
有发胖，依然皮肤白皙，双颊绯红，窈窕美
丽。此时我脑子里蓦然出现了一幅美人
赏花图。阳光下，虞美人和虞美人花顾盼
生辉，两相映衬，令我看得如醉如痴！

啊，虞美人也是虞美人花，虞美人花
也是虞美人。就让这幅圣洁的画面永远
地定格在人世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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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
“叶副，是我。”
常志文黑糊糊一团，从天窗探

出半个身子。叶家福不觉发愣，什
么话都说不出来，呆站着看她慢慢
爬上天台，站在他的面前，那时真
是恍然如梦。

常志文给叶家福连打几个电
话，家里办公室都没人接，手机开
着，也没人接，她感到担心，所以
连夜跑过来看看。叶家福这才想起
刚才自己电话一丢就出门上天台，
没带手机。估计那手机已经快打爆
了，不止常志文会一
遍一遍地找他。可能
还 有 施 雄 杰 ， 王 东
平，甚至蔡波本人，
找的可能会是同一件
事情。

他 闷 声 道 ：
“咱们走，散步。”

两 人 在 天 台
上，就着冷风，沿着
天台四周的矮墙缓缓
散 步 。 矮 墙 有 齐 腰
高 ， 档 在 天 台 的 外
围。默不作声走了好
一会儿，叶家福忽然
打破沉默，指着矮墙告诉常志文，
今夜他站在这里观察下方，选中的
是楼下西侧这面矮墙，他问自己是
不是应当从那一边跨上墙，直接跳
下去。

常志文给吓住了。她嚷：“叶
副说什么呀！不是那回事！”

她称自己去问过主任了。主任
认为叶家福的病情还不能完全断
定，需要再检查。哪怕断定了，也
不是没有一点办法，还有希望。她
相信会是这样，否则太不公平了。

叶家福感叹：“你最让我感
动。”

原来她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今
晚她从主任那里知道叶家福去医院
取体检报告单时发现情况异常，感
到非常不安，担心叶家福起疑心，
受不了，几经踌躇，决定打电话找
叶家福，电话异乎寻常地无人接

听，吓得她立刻赶了过来。
叶家福告诉常志文他不在乎这

个。碰上了有什么办法？最终还必
须能够看开，这个没问题。

常志文不知究竟，张嘴结舌。
叶家福不加解释，只说今晚本来是
可以不放过的，可以坚决处置，但
是他做不下去，没有撑住。

常志文说：“不对，你不是。”
她说她知道叶家福遇到过很多

坎坷，他非常坚强，从没有崩溃。
无论如何，他不应当崩溃，因为他
是好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好人去做。

黑暗中，叶家福
感觉到自己的眼泪落
了下来。

常志文说：“咱
们下去吧。”

她一定在害怕。
黑夜中，天台围墙显
得特别低矮，叶家福
那样的大个子抬脚就
过。

叶家福点点头。
他们下了梯子，

进了房间。沙发上，
手机声尖锐作响。

叶 家 福 拾 起 手
机：竟是蔡波。当着常志文的面，
他几乎想把手机立刻扔出窗外。

最终他还是接了。
“老叶没事吧？”蔡波问，“怎

么不接电话？”
这家伙居然如此镇静，居然什

么事都没有的样子。
“蔡副市长在哪里，1224？”
“什么？”
他居然不知道 1224。他只记得

今天心情很特别，喝多了。然后不
知怎么就离开了。不知怎么就进了
一个房间，倒头睡觉。现在醒过来
了，床上吐了一堆，头特别痛，西
装都没脱，是上午荣任副市长时那
套正装，沾了一身，以后怕是用不
上了。醒来后心里什么都没有，只
想一个人，就是叶家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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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祝三小姐竟然斩钉截铁地
说，那笔钱无论如何不能动。今天香
港茶商就要提款，一文也不能少！

柳德承再也看不下去了。上海
滩有名的阔小姐连一笔手术费都掏
不起？打死他也不信！这么长时候
了，他恨自个儿怎么就没看出祝三小
姐这么吝啬呢。于是他也冲祝三小
姐愤愤地嚷开了：“穷人家的孩子，就
不如一点儿破茶叶值钱？要是换成
您的孩子，您也忍心不管？”

也许是祝三小姐怕事情闹大了，
也许是她真的动了恻隐之心。她居
然哆哆嗦嗦地退下了手上的那只大
钻戒，又摘下了腕上的小金表说，她
现在只好把这两样东西当掉，看看能
不能够凑些钱，救救阿宝。她又说，
她还要等香港来的茶商，宋妈要去医
院照看孩子，典当的事，只好偏劳德
承了。

“我一看就明白，这是祝三小姐装
相呢！”柳德承撇撇嘴说，“一个上海滩
有名的阔小姐，连这点儿动手术的钱都
拿不出来，还得典当？谁相信！要是别
人知道老板是这心思，可能早就不去
了。可我这人就有个不
识相的毛病。我不管三
七二十一，拿起小金表
和钻戒就往外走。可能
祝三小姐压根儿就没想
到我真敢去，又追上来
说，去当的时候千万不
要说这东西是她的，不
然会坏掉豪妮梦的招
牌。”

“到了当铺，我把
东西往上一递，当铺的
人说，金表倒是包金的
瑞士表壳，装的可是拼
拼凑凑的杂牌机器；钻
戒是假的，不过做工挺好，足可乱
真。这两样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
我寻思，当铺嘛，都是把人家东西贬
得越不值钱，才越能赚钱。于是我就
和他们争了起来。他们人多，我争急
了，就冲他们嚷道：‘你们也不打听打
听，这是谁的东西！祝三小姐，上海
滩有名的阔小姐，能用假货吗？’”

“这会儿，一个在当铺里坐着闲聊
天的客人走了出来。他看看东西，又
问，‘真是祝三小姐的东西吗？’我说，那
还有错儿！于是他就对当铺掌柜的说，

‘这位师傅我认识，是豪妮梦的厨师。
既然是祝三小姐的东西，那就收下吧，
她可能有急用。’大概是那位客人的面
子太大，当铺把东西收下了，可是钱给
的并不多，他们还是一口咬死，那表是
杂牌货，钻戒是假的。”

“等我回到豪妮梦的时候，祝三
小姐正在屋里和香港来的茶商谈生
意呢。宋妈从医院赶回来取钱，急得
在屋外直转悠。我知道钱不够用，一
狠心，把自个儿攒了多年、预备娶媳
妇的钱拿出来凑上了。宋妈流着泪
一个劲儿谢我。我说，‘甭谢，这世道
儿，咱们不互相帮着点儿，还指着
谁？祝三小姐有钱，还留着发更大的
财呢！哪儿会顾上咱们。’”

“可宋妈不但不生祝三小姐的
气，反而替她说好话。她说，这也不
能怪祝三小姐，说不定她也有难处。”

“等祝三小姐送走了茶叶商，又
假模假式地关心起阿宝来了，还跑到
医院去看阿宝。她听宋妈说我把攒
的钱都拿出来给阿宝看病了，又一个
劲儿谢我。”

“本来我还担心把她的真货当了

个假货的价，她要怪罪我，可万没想
到，她反说能当这么多钱真是不易，
因为那钻戒是假的，手表装的是旧机
器……”

“我这才明白，感情当铺的人说
的倒是实话。明知道宋妈缺的钱不
是笔小数，还拿假货去当。这不是存
心糊弄人吗？我再也憋不住了，就冲
祝三小姐发开火了，我说她重财轻
义，为富不仁；说她是‘钱串子脑袋’；
说她蒙骗底下人，拿底下人不当人；
说她太贪心……”

说到这儿，柳德承摇摇头说，“这
祝三小姐就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这
么骂她，她不但不生气，反而泪眼汪
汪地望着我，弄得我自个儿倒反觉得
没了意思。”

“唷，这祝三小姐倒是真有涵
养！”李合营听到这儿，大发感慨道。

“什么有涵养！”柳德承把一杯酒
一饮而尽，闷闷不乐道，“没过三天，
她就把我撵走了。”

那没准是柳德承一辈子最伤心
的一天。那天，祝三小姐忽然问他，
那天在当铺里说没说那些东西是谁

的。
“咱心里没鬼，

什么也不怕。”柳德承
说，“我理直气壮地
说，‘我以为像您这样
有钱有势有脸面的阔
小姐，又是要救人，绝
不 会 用 假 货 糊 弄 人
呢，所以就跟当铺的
人吵起来了。我是为
了多争点儿价钱，才
说这是您的东西。’”

“祝三小姐又问
我遇到过什么人，我
说，‘我就遇见过一位

在当铺里闲坐的客人，人家可是好
人，要不是他给说好话，当铺里的人
还不收您那些假货呢！’”

“我说话的时候，祝三小姐皱着
眉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说，如
今的时局不好，外头都在传日本人要
进攻租界。她准备到外国去和她的
未婚夫团聚，宋妈也要回到乡下去。
豪妮梦只好歇业了。她问我有没有
可以投靠的亲友，如果没有，她可以
给我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如果想回
家，她可以给我路费。”

“我说，我的家在北平。在上海
没亲没故的。要不是为了学祝家菜，
我早就回去了。我爹已经捎来三封
信了，叫我回去娶媳妇。”

“祝三小姐说，那也好。不过，现
在很多地方被日本人占着，交通不
方便，也不安全。她倒是搞了条便
船，可以先到江北，再想办法到北
平去。不过今天黄昏之前就要走。”

“我这人除了做菜，别的还真绕
不过弯儿来。直到要上船了，祝三
小姐和宋妈都来送我，我才忽然明
白过来，祝三小姐为什么在问了我
去当铺的事情以后才让我走？一准
是嫌我坏了豪妮梦的招牌，给她丢
了面子，要撵我。于是我冲着祝三
小姐嚷起来了，我说，‘您别给我
玩虚的了，您要撵我走，就明说，
用不着拿什么歇业来糊弄我。还告
诉您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处，就是走遍天下，咱也不愁没饭
吃。’宋妈又劝我说，‘侬误会三小
姐了，豪妮梦真是要歇业
了。再讲下去，要伤三小姐
的心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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