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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茶叶末釉
鹿首双耳樽

茶叶末釉是乾隆时著名的色釉
品种，为高温一次烧成的乳浊釉，施
釉较厚，釉中含有很多不规则的黄
色小点。釉面为失透状，釉色黄、绿
相间，在暗绿色的底釉中闪耀着许
多美丽自然的黄色星点，犹如将茶
叶研成细末调在釉里，古朴清丽，耐
人寻味，俗称“茶叶末”，绿者为茶，
黄者为末。茶叶末釉得名于它的颜
色，但这只是一种较常用的名称，根
据它们的颜色的细微差别，还有一
些别的名字，比如“鳝鱼黄”、“蟹壳
青”等。古人称，“茶叶末釉，黄杂绿
色，娇娆而不俗，艳于茶，美如花，范
为瓶，最养目”。

传世品中，以雍正和乾隆时期
最为多见，并以乾隆时的烧制最为
成功。雍正时制品多偏黄，有茶无
末；乾隆时则茶末兼有。釉色偏绿
者居多，也有的挂古铜锈色，具有青
铜器的沉着色调，常被用来仿古铜
器，称“古铜彩”。

本器为清乾隆茶叶末釉鹿首双
耳樽。撇口，长颈，鼓腹，圆足外形，
颈部两侧凸雕长角鹿首，中刻“大清
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通体施茶
叶末釉。此器造型别致，釉面肥糯
细润，有不规则的小黑点，并以凸雕
形式饰以长角鹿首，较为少见，是乾
隆年间茶叶末釉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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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简单富足》
田 李

作者莎拉·班·布瑞斯纳是一个
中产阶级的职业女性，有着爱她的丈
夫、可爱的女儿、繁多的家务、诸多的
工作和亲密的朋友。她不愁吃穿，却
常常在现实中感觉到手足无措，她疲
惫、沮丧、烦恼。于是，她开始思考自
己为什么会这样？她是优秀的，因此
她也想要的东西也很多很多，金钱、
成功、幸福的家庭、贤妻良母，却又不

想为此出卖自己的灵魂，做浮士德式
的交易。

并且，她也非常喜欢金钱。金钱
变成了她衡量成功与自我价值的唯一
标准，如果她的成就不变成户头数字，
她的成就就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她
为此深感挫折。她不明白，为什么别
的女人可以活得那样完美，自己却不
可以，她似乎在一点点地成为自己野

心的祭品。
于是，她不甘心自己这样沦落，开

始写日记，每天审视自己的生活，开始
自省，开始用感恩、简单、秩序、和谐、
美丽和喜悦作为评定自己生活质量的
指数，最后，她不知不觉间成了一个快
乐的女人。并且，还组成了“简单富足
基金会”，带动和自己一样对生活欲求
不满的姐妹们重拾生活中的快乐。

小小说

大声说话
李培俊

大声这名字确实没有叫错，说
话声音特大，还有点沙哑，单听声
音不见人，你准以为是个男人。其
实，大声是个长得挺清秀挺好看的
姑娘。

大声出生时是九月，大声离娘胎
的第一声啼哭，把接生的胖大夫吓了
一跳。大声憋紫小脸，哇的一声出
去，震得窗玻璃直抖索。母亲说，这
孩子，咋这样哭呢？声音咋这么大
呢？满月上户口，父亲问母亲，给小
妞起个什么名字？母亲随口说，叫大
声吧。于是，大声就叫了大声。

后来大声进了文化馆，报到第
一天，馆长点名，大声那声“到”粗哑
声高，把馆长吓了一跳。馆长说，说
到就说到，没必要那么大声吧？大
声说，我生来就这么大声音，改不
了。馆长 40 多岁，粗壮结实，铁塔一
般，说话却像娘们，蚊子哼似的。馆
长说，以后说话声音小点啊，咱们是
文化单位，说话要有文化味。大声
说，我尽量改吧。馆长知人善任，让
大声去做门卫。文化馆离菜市场不
远，人多杂乱，早上，菜贩把菜拿到
馆里来洗，萝卜白了，菠菜青了，黄
瓜绿了，好卖多了。大家烦透了，却
又管不了，为用水这点事，不知吵过
多少架。

大声接了门卫，这种现象得到很
大改观，有人进来洗菜，大声往门口
一站，双手掐腰，把门堵得严严实
实。菜贩再不讲理，也不能往人家姑
娘身上挤吧。大声说，我们是文化单
位，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知道阶梯吧？就是我身后的
楼梯，知道啥意思了吧？菜贩摇摇
头，说，哪跟哪呀这是，咋和楼梯弄到
一块了？大声说，你这人，咋啥都不
懂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不
就走到高处了？走到高处还不进步
了？文化了？

不过，大声并不一概而论，有些
人也是可以进文化馆洗菜淋水的，比
如那个楚家嫂子，比如那个杨老太
太，都享有特权。下午 3 点，楚家嫂
子提着卖了一半的菠菜进来，大声朝
她笑笑，示意她进去，不忘在后面补
上一句，多淋点水啊，快点卖完回家
吧。大声知道，楚家嫂子丈夫前年车
祸去世，甩下两个孩子，全靠她卖菜
赚钱养活呢。

杨老太太是城中村的，老两口无
儿无女，开出一片菜地，种些番茄韭
菜豆角，拿到市场上换点碎银子，油
电气费，全在这点菜上找。杨老太太
来了，给大声个巴结的微笑，大声忙
从椅子上站起来，接过杨老太太的菜

篮子接了水，洒得均匀细致，然后，
说，明天再来啊。

其他菜贩不愿意了，找到大声，
说，都是人，你咋分上下高低，不一
样对待呢？楚家嫂子、杨老太太可
以 进 去 洗 菜 淋 水 ，我 们 咋 不 能 进
去？大声说，你少给我起哄，你家也
出车祸了，也有两个擦屎刮尿的孩
子？你家也是无儿无女？蹲在街上
风刮雨淋？

菜贩们想想也是，人家大声这样
做，有人家的道理，便暗里叹了一声，
这姑娘，别看说话声高，说话难听，可
仁义着呢。

大声因为说话声音大，一般小伙
子看不上她，婚姻便给耽误了，一直
到 32 岁才出嫁。大声嫁的是剧团的
三保，三保攻须生，须生大多文质彬
彬，抬脚动手斯斯文文，说话轻轻的、
柔柔的，和大声形成天大的反差。结
婚当天晚上，来客散去，三保说，咱们
休息吧？大声一听就笑了，说，不是
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人对脾气客对
货，老犍对着麦秸垛。我说话声音
大，你说话像蚊子哼，正好形成互补，
以后日子树叶一样稠，可别烦我啊。
三保笑笑，说，睡吧。大声说，睡就
睡。大声声音太大，楼下乘凉的人笑
得前仰后合。

随笔

打开一扇窗
邢 军

在南方一个小镇里，一个年过
七旬的阿婆每天把收获的青菜洗
干净，扎成小捆，放在门口的篮子
里，篮子上挂一个布袋，再写上一
行字：青菜一元一把。请把钱放
在袋子里。

十年了，阿婆卖的青菜没有少
过一元钱。每次阿婆去收菜，都
把菜洗了几洗，每次都是洗得干
干净净了，才扎成小捆放在篮子
里卖。

看过这则新闻，我内心深处的
感 动 不 由 得 被 一 点 一 点 激 发 出
来：当诚信成为一种习惯，世界将
如此美好。

“只有心里装的世界是美好的
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举动
很小，却如此打动人心。”一位网
友在网上这样评价阿婆。

是啊，你信我，我也信你，才能
形成互信。无人菜市的存在,说明
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在当今
时代确实显得弥足珍贵,值得弘
扬。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够存在这
么长时间,是因为当地居民形成了
一种默契,谁要是破坏这种默契,
就会遭到谴责。这种精神需要在
社会上广泛被推广。

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当一
些 道 德 沦 丧 之 事 见 诸 报 端 的 时
候，不少人惊呼，我们的传统美德
去哪里了？我们曾经的善良，曾
经的勇敢，曾经的诚信，在不经意
之间，被尘封起来。

也许，在漫漫人生路上，我们
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责任，期待，追
求和压力，经受种种压力的生活
让我们步履维艰。可是，没有比
行动更美好的语言，没有比足音
更遥远的路途，为生活打开一扇
窗，你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正如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一切
重压和负担人们都可以承受，而
最不能承受的恰恰是轻松。”因
此，打开一扇窗，需要你的洒脱和
付出。

面对世事的繁琐，请打开一扇
窗，让禁锢已久的心灵自由的飞
翔，让自己纷乱的思绪在天空中
得到释放，让窗外的清风与花香
唤醒你沉睡的心房，让窗外温暖
的阳光抚平你所受过的伤……请
打开一扇窗，让你固有的善良、勇
敢、诚信放飞。

域外见闻

老美也有会过日子的人
老曹

人们总认为美国人生活阔绰，好
超支消费，不会过日子。其实，老美中
也有不少人是很会过日子的，有很好
的节约和勤劳的习惯，有珍惜物质的
好风气。

我们客居的那条街上，有十来户
人家，多半是老美。虽然家家都有停
2~3辆小车的车库，但有些家总是把车
库的一部分变成仓库，有的甚至全都
放满了家用杂物，汽车就只好全停在
车库的门口。我有时在街上散步，发
现这些车子都很干净，比某些中国人
的汽车干净得多。原来，这些老美在
双休日，总好手执水管上上下下冲洗
汽车，然后又用布擦，汽车几乎一尘不
染才罢手。这是个海滨城市，空气净
洁，汽车清洗一次，要干净好几天。相
反，有些中国人却很少自己动手清洗
汽车，总是过些天见车上蒙了一层灰，
甚至鸟粪斑斑，实在不好看了，就开到
洗车行，花钱让人家给洗。在这一点
上，中国人就不如老美勤劳节俭。

我的一位安徽老乡的女婿是个老
美，他是一家生物研究公司的中层，不
仅工作能干，还是持家好手。他特好
木工活。他家原来住的是公寓，房间
少，后来子女长大了，就买了一套大
的独立房。这是二手房，原来地面是
铺的地毯，他嫌它藏污纳垢，不卫生，
于是换成木地板。铺地板是个技术
活，更是个繁重的体力活，都是花钱
找专业人干的。这个年轻的老美却

不找人，而是自己动手铺。锯、斧、刨
等木工家具，样样俱全。他选好板
材，自己开车拉回家。于是每天下班
回来，一进家门就脱去西装，换上大
裤衩子和T恤衫，操起工具，叮叮咣咣
铺起地板了。

他有两个孩子，儿子五六岁，女儿
三四岁，不仅不能帮忙，还会添乱。他
妻子，虽然也很能干，但忙于家务也帮
不上忙。挑选木板，清理地面，然后一
块块严丝合缝地对接，全是他一个人。
他不急不躁，不怕脏不怕累，每天干到
深夜。

一连忙了好多天，一个大客厅和
几个住室的木地板，他硬是铺上了。
他这屋瞅瞅，那屋瞧瞧，对自己的杰作
甚是满意。上班后，还得意洋洋地向
同事们炫耀。

他们夫妻俩都是博士，收入不低，
加在一起年薪 20 好几万美元，花钱雇
人铺地板，不过是个小开支，但他精打
细算，把这笔钱给省下来了。常将有
时想无时，他这种防患未然的过日子
思想，或许是中国妻子给他灌输的？
但是这绝非过虑，失业是常有的事。

街对面邻居老美，是早年移民美
国的犹太人。他有一辆枣红色的面包
车，平时就停在车库门前，只要双休日
不见这辆车，那就是全家外出旅游了。

这又是一个双休日，这辆枣红色
面包车仍停在那里，表明主人一家没
有外出。

可是在面包车一旁的地面上，却
摆满了旧家具及孩子的玩具车等杂
物，从车库门一直摆到人行道的路
边。这是干什么？是要晒晒旧东西
吗？开始在别的街上见此情景，我便
是这样猜想的。后来才知道，这是处
理沙发、桌椅等旧家具，也有新的但
自己不用的东西，都很便宜。贵州来
的两位大老乡，就曾在这样的卖场
上，只用一美元就买了两顶新的漂亮
的夏帽。

我见陆陆续续有人去看，我也凑
热闹去了。我是想买一个能放大花盆
的茶几，四方、圆的都行，可惜没有。

老美处理故旧东西，除在家门口
摆放的以外，还有其他多种方式。如
星期日早上的稻草（还有叫跳蚤）市
场，还有几百平方米大的旧物商场，沙
发、桌椅板凳、

木柜、旧画框，还有花瓶及其他一
些工艺品等，那些东西也只是旧，并未
损坏，有的甚至同新的一样，需要的人
买回去一样使用，并不低档。这些自
己不用了的东西，别人也许有用，价钱
非常低廉，这样做实在是爱惜物品的
一个很好的办法。

这个城市还有一个专门存放暂时
不用，但又舍不得处理的东西的大仓
库，有不少人家对这类东西都不卖，就
暂时存放到这个大仓库里，啥时需要
了就去拉回来。保管费估计不高。由
此，可见会过日子的老美还是不少。

庐山脚下 王国强 摄影

姜山这么问是有道理的。大多
数世人只知道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
现实主义作家，殊不知这位清代的
文学巨匠，在烹调上也曾是当时的
绝顶高手。“老蚌怀珠”这道菜，
相传就是由曹雪芹所创，后曾记载
于《红楼梦》中，不过语焉不详，
其具体做法到后世已经失传，尤其
是鱼腹中的明珠到底以何为料，多
年来一直是厨界中的一个谜团。现
在老者能将这道菜做出，当然和曹
家有些瓜葛。

老者笑着说了句：“我也姓
曹。”这句话无疑是认同了姜山的猜
测。满桌人都惊讶不已，就连沈飞
也收起了嬉笑的表情，神情恭敬。
马云心中的另一个疑惑此时也随之
解开，他看看段雪明，向老者客气
地问道：“曹老先生，这位段经理
想必就是您的高徒了？”

“不错。”段雪明替师傅回答，
“而且我的先祖，便是在曹家担任后
厨总管。”

众 人 恍 然 大
悟，疑惑随之一一
化解。

“ 诸 位 ， 请 品
尝菜肴吧。这些明
珠，都是用野生的
麻雀蛋制成，滋味
别有一股鲜香。”老
者说着，自己率先
夹起了一颗。

众人也纷纷伸
筷，各自去夹盘中
的“明珠”。姜山一
颗 “ 明 珠 ” 下 肚 ，
诚心赞叹：“鳜鱼的鲜味已经完全
渗入了雀卵之中，口感外嫩内糯，
这样的口福享受堪称美绝。”

“一刀鲜”嘶哑的嗓音再次响
起：“听说姜先生善于评点菜肴，
尤其对各色菜品中的缺陷，往往能
提出一针见血的观点。不知道这道
菜在你的眼中，会有什么缺憾？”

姜 山 想 了 片 刻 ， 认 真 地 道 ：
“这道菜不但味道口感无可挑剔，而
且一端上来，顿时满屋珠光宝气，
富贵逼人，让人如同身置曹家昔日
的奢华生活中。无论从哪方面来
讲，这确实是一道味意俱全的杰
作。”

“哦？”老者不动声色地问道，
“哦，这么说，你挑不出这道菜的毛
病？”

“挑不出。”
马云和陈春生对看了一眼，面

露喜色。
沈飞打了个哈哈，笑着对姜山

道：“那你对老先生的厨艺是很佩
服啰？嘿嘿，老先生久居扬州，也
算得上是扬州厨界的人呀。”

“这道‘老蚌怀珠’，我今天第

一次见到，确实是大开眼界。”姜山
微微一顿，又道：“如果老先生不
介意的话，我倒很想在这里现场仿
制一遍。”

众人立刻明白了姜山的用意。
老者做的菜虽说无可挑剔，但并不
代表就能够胜过姜山。要分出高
低，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两人同
时做出相同的菜来，那厨艺上的优
劣，就直观可见了。

“好！”姜山这句话正中老者的
下怀，他挥了挥手，“请带姜先生
去后厨！”

老者沉默不语，静待结果。屏
风后的“一刀鲜”更是一动不动，
如同入定了一般。

终于，后厨的脚步声响起，众
人的目光立时齐刷刷地向着出口处
射了过去。

同样的银质餐盘，里面是否也
盛着同样美味的菜肴呢？

“请看我仿制的这道‘老蚌怀
珠’！”姜山说这句
话的时候，不仅底
气十足，脸上也挂
满了微笑，自信的
微笑。

可在座的其他
人 看 着 盘 中 的 菜
肴，一时却都愣住
了。

那银盘中，红
红绿绿的玛瑙翡翠
依然夺目，只是那
洁 白 的 鳜 鱼 已 不
见，取而代之的是
一团青黑色的长圆

之物。
“这是……甲鱼？”凌永生迷惑

地挠了挠头。
老者看着姜山，正色道：“姜

先生，我祖传的曹家菜谱中，这
‘老蚌怀珠’可是用鳜鱼为原料的，
到了你这里，怎么却变成了甲鱼？”

“不错。”姜山的神色坦然自
若，“用甲鱼是我突发灵感，在这
道菜的基础上做出的一个小小创
新。”

“创新？”徐丽婕一听便来了兴
趣，“那这里面肯定有你自己的一
套说法啰？”

姜 山 胸 有 成 竹 地 对 老 者 道 ：
“老先生，在您家祖传的菜谱中，之
所以选用鳜鱼为原料做这道菜，除
了其肉味鲜美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鳜鱼体形扁阔，在外形上与河
蚌相似，正合了菜名‘老蚌怀珠’
中的韵味。我的这番推测，您是否
认同？”

老者点点头。姜山提出的这个
问题，刚才在座诸人都思
考，基本上也是得出同样
的结论。 27

老周秋天时陪倪连山来过一次，
那时，他包村的三道河书记于根起和
爱人正开着家里的联合收割机，起早
贪黑地帮助村民割地，每天累得腰酸
背疼，还要照顾包村干部的吃饭，周
处觉得不妥，自己就直接到镇上的小
饭店吃的饭。现在，于根起家什么情
况也不知道，他进入了冬闲了吗？

我和王主任说：“你给我们放到
镇里就行，剩下我们自己安排。”

“那样好吗？”王主任问我们。
“有什么不好？”我说，“就按我说

的做吧。”
我想先不和村里的人见面，利用

下午时间先把我们的工作总结写出来。
车开到了罗子沟镇，我和周处下

了车，王主任似乎带着一点遗憾和愧
疚和我们道了别，踏上了返程路。

“找个小旅店吧，只要干净、暖和
就行。”我和周处说。

罗子沟镇不大，小旅店却至少有
五六家，挑了一家相
对干净、价格便宜的
定了下来。

进了房间，刚刚
把包放下，周处的手
机就响了。

周处接完电话，
告诉我，“是于根起。
让我们等着他。”我
说，“我们刚到，他怎
么会知道我们了？”

“肯定是王主任
告诉他的。”周处说。

“王主任在路上还说
过，他现在和于根起
关系密切、走得很近，看来，除了他，
不会是别人。”

不到一刻钟，于根起来了。还是
挂着一脸笑容，只是那笑容中显得有
些疲惫。上身穿的貂皮领小棉袄上罩
了薄薄的一层灰尘，像是刚刚从工地
回来。

我问，“于书记，你还在忙？”
于根起笑着说，“入秋以后一天

也没歇着，忙坏了。”
“现在在忙什么？”我又问。
“夏天时你们不是看了镇上桥头

那家玉米烘干塔吗？我花 6 万元把它
包下来了。现在干了 40 多天，每天能
烘六七十吨玉米，已经烘干了2000多
吨。”于书记的脸上展示着一种自豪
感。

“烘干后的玉米呢？”
“直接装车皮，运往南方了。”
运转40多天，就干了2000多吨，

我感觉很惊讶。“照这速度，今年冬天
能做多少吨？”

“现在上下渠道都很畅通，整好
了，干到明年四月份，一万吨吧。”

这真是一个大手笔的农民企业
家呀！

我问他：“这个项目今冬能不能
挣上百十万？”

“一百万不能，弄个七八十万问

题不大。”他说，“玉米是派人到农村
去收，每斤收是 7 角 6 分，加上运费，
交到厂里就8角了。雇了十几个工人，
烘干到 14 个水，每斤成本要 5 分钱，
另外还要加上各种损耗。最后铁路车
皮交货，每斤1.03元左右。”

我说，“听说长春今年玉米收购
价是每斤是1.1元。”

于根起笑了，说：“挣多挣少无所
谓。关键是操心，这不前几天连着失
了两把火。”

我问他：“怎么失的火？”
他叹了口气说：“咱们雇的都是

农村人，主要是工人没有经验。检修
时，烘干塔里的玉米没有弄出来，温
度过高，玉米烧着了。”说到这，于书
记严肃起来，脸上头一次没有了笑
容：“当时是挺害怕的，半夜把消防车
都叫来了。”

我说：“看来搞企业和搞农业一
样，安全是重中之重！”听了我的话，

于根起很认真地点
了点头。

我知道他们村
是个大村，他和村长
在村里都承包了不
少地，我问他今年地
里收入怎么样？

于根起说：“今
年就包了 40垧地，每
垧 收 了 14000 斤 玉
米。”

据我所知，玉米
每垧地打一万斤就不
错了，我问他：“你玉米
产量怎么那么高？”

谈到玉米产量，于根起正了正身
子，认真地说：“我从播种开始，到施
肥和管理，样样都是自己亲手和家人
干，从不雇人。”他像是怕我不相信，
又特别强调道：“种地就是这样，你不
糊弄，产量就高。今年光种地这一块，
去掉成本，我也能挣12万。”

另外我听周处说，他前两年自己
买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干完自己家的
活，就帮村民收地，一天能收七、八
垧，整整干了一个秋天。

我说：“收割机也能挣些钱吧？”
“ 当 时 买 联 合 收 割 机 花 了 20

多万，干了 3 年，今年刚刚把成本收
回来。这不，我最近新买了台面包
车。”他边摆弄着手里的车钥匙边
说道。

他讲，现在他还雇着不少工，在
各村设点帮助农民打玉米。

说心里话，我对于根起很佩服！
农村现在不就是缺少像他这样有经济
头脑、有实干精神的人吗！我们许多农
民，常年四处漂泊打工，吃了很多
苦，挨了不少累，一年下来，去掉
吃、住各种费用，真正拿到家里的钱
并不是很多。我还是赞赏部分农民，
身在农村，就应该立足农村搞
发展，围绕农业上项目。其实
农村也是遍地黄金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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