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蟠虺纹带盖铜盦
（春秋）

于尉氏河东公社周村沙岗出土，为国家
一级文物。

此铜盦（ān）高 18.0 厘米，口径 21.5 厘
米。由盖、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平沿，圆唇，
束颈，肩微折，腹下收，小平底，腹两侧各有
一环形兽钮。器盖亦为平沿，盖缘置三扣
齿，盖面似穹顶上隆，中央有喇叭形捉手，捉
手圈内饰蟠虺纹。盦身束颈内饰一周目雷
纹，腹饰蟠虺纹和三角蝉纹，间饰弦纹隔开，
均呈带状环绕分布腹身，纹饰细密，铸作精
湛。

域外风情

别有创意的餐馆文化
宋子牛

饮食男女，谁也不能免俗，到哪儿饿了
都得吃饭。虽有“秀色可餐”之说，那也只
是美好的比附。游累了，玩饿了，再诱人的
景致也不抵半个面包、一杯牛奶，填饱肚子
才是当务之急。

时已中午，饱览了美国南部这座老城
的风光后，人困马乏的我们开始找餐馆。
这里餐馆不少，且口碑甚好，负有盛名的也
有多家。我们还是寻寻觅觅，想找家有“特
色”的。忽然，眼前一亮，十字街口西南角，
一家中英文双写的大字店招赫然入目：我
饿了！大概这就是“出奇制胜”吧，冲着这
再俗不过、让人莞尔的店名，我们便选择了
它。

这是家墨西哥餐厅，门前花木扶疏，空
中阳光明丽，店面两开间，开着冷气，清爽
宜人。“我饿了”，那好，请进！主客两宜，相
见甚欢。于大俗处见本真，店家的聪慧可
见一斑。这就是生意眼。店名就像文章的
题眼，商家为此莫不煞费苦心，各呈其妙。
店名既有广告作用，也融入了文化元素，或
响亮、或大气，或清雅、或平实，或揽山光霁
月，或钟人文名胜，总之，都有点讲究，有些
意蕴。叫什么不好呢，偏叫“我饿了”？不
过，你得承认，这个店名太有趣了，该是天
下独一无二的吧？私心很是佩服其别致而
独到的创意。若让老夫起名，冥思苦想，哪

怕三天三夜也断难出此妙语。以“我饿了”
作店招，看似土得掉渣，文气缺失，但仔细
想一想，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准确地表达我
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和需求呢？这才叫归真
返璞，俗中见巧，妙趣横生，有智慧在焉。

店家的独到创意，还不止于此。
待入内坐定，环视厅堂，但见四壁上贴

满了花花绿绿的纸币，天花板、柱子、门后、
柜台，乃至座椅靠背、方凳上，举凡能粘贴
处，几无空白，成为另类装潢。纸币多为美
元，也有加元、墨西哥比索、欧元、澳元等，
但未见人民币。一元十元面额的都有，一
张紧挨一张，上面写着简明字句，无非赞美
本地风光、不虚此行、到此一游之类，签了
名字和年号。想不到“乾隆遗风”也漂洋过
海，在大洋彼岸的这家小餐馆，在欧风美雨
中进行着“文化交流”。只不过人家不是在
景区内乱涂鸦、煞风景，而是贴币留念，满
足一些雅好题写者的愿望。店家的苦心孤
诣于此可见，并非想额外多收些散碎银两，
不过借此“奇技淫巧”吸引眼球，招揽宾客
而已。这种别样的文化创意，令人耳目一
新。

店堂内座无虚席，正宗墨西哥餐的味
道，逗得人馋涎欲滴。好奇心使然，我们边
吃边张望，饭后对各处贴币浏览了一番。
在靠近操作间的墙面上，终于发现了人民

币的身影，对，是人民币！面值一元，我们
如获至宝，顿生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有
华人处必有人民币，这里它当然不会缺
席。所不同的是，这张人民币平展整洁，上
面没有写字，只在紧挨的外币边沿空白处，
用中文写着“宇宙太阳系地球中国河南郑
州八岁孙天麒”。字写得一般，但内容绝对
气贯长虹而又不失儿童天真。难得的是，
这个小朋友很有主意，没有随大流，走到天
涯海角，也记着祖国的人民币上是不能乱
写乱画的。他的做法，既入乡随了俗，也表
现了自己的创意和立场，丰富了贴币币种，
其积极参与的热情与可爱，活灵活现，差堪
嘉许。看着中国小朋友的这张贴币，蓦然
想起“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佳话。

“我饿了”餐馆是家夫妻店，丈夫是墨
西哥人，妻子是中国人。对究竟何谓饮食
文化，也许并未刻意思考，但从店名到贴
币，思想活跃、毫无禁锢的他们，用两个文
化元素做出了自己的回答，给游人留下了
挥之不去的印象。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
弱肉强食的美国社会，只有多些创意，多些
立身本领，才能于优胜劣败中占有一席之
地。“我饿了”餐馆的另类思维，既是经营之
道，也是带有文化趣味的商业智慧。

旅行归来已有些时日，有时该吃饭了，
还会想起那家叫“我饿了”的餐馆。

文史杂谈

古代的养老制度
陈永坤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封
建王朝对尊敬和赡养老人作了许多具体规定。

在夏朝，不孝顺老人者被判重罪，甚至被处
以死刑。那时，不赡养老人，殴打辱骂老人，不给
老人吃饱穿暖，老人生病不细心照料，都在不孝
之列，其子女要受到处罚，处罚内容包括脸上刺
字、割鼻子、斩脚、死刑等。

周朝每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其目的是
“正齿位、序人伦、敬老重贤、息事端、敦睦乡里”。
由地方官主持，60岁以上的长者上坐，50岁以下
者站着等候，以示尊敬。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民无宁日，但各国
对老人仍然是敬重和关照的。当时规定70岁以
上老人免一子赋役，80岁以上老人免二子赋役，
90岁以上老人免全家赋役。《秦律》上规定了惩治
虐待老人的办法：凡是殴打、虐待60岁以上的祖
父母、曾祖父母的子孙，要将其流放或处死刑。

汉代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孝道，对养老问题
更加重视，西汉时颁布了尊敬和扶养老人的法令
——《王杖诏书令》。此令规定，持有“王杖”70岁
以上的人，享有各种社会优待。同时，对于无亲
属的老人、病弱的老人，也都有明确的照顾规
定。汉文帝颁布《授粥法》：明确规定，80岁以上
老人每月供给一定量的大米、肉和酒。同时规
定：“凡孝于亲者人帛五匹。”不赡养老人者，将被
处以死刑，尸体将被展示于街头，对父母、祖父母
等长辈不敬者也将被判重罪。

为确保老人有子孙养老送终，北魏首创了
“存留养亲”制度，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就是
说，犯人的直系亲属年老，家中无人赡养时，对于
不是犯有十恶不赦的犯人，官府允许其留下来照
顾老人，待老人辞世后再去服刑。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还在南京建立了“孤独
园”，专门收留赡养孤苦老人。

唐代十分注重孝道。规定：“男人七十、妇人
七十五以上者，皆给一子侍。”除了定期发给80岁
以上老人一定数量的粮食布帛作为养老金外，还
规定，每年腊月聚集乡里的老人，行饮酒礼，由官
府出资，举办酒宴，“使人知尊老养老之礼”。 唐
肃宗时建立了“普救病坊”，照顾无人赡养的老人。

南宋时期官府在杭州设立了“养济院”，对 无
人 照顾的老人进行登记，由国家 赡养。

明代对老人有三种优待，一是“尊年高”，二
是“设里正”，三是“优致仕”。

清代，康熙、乾隆两帝凭借国家雄厚的财力、
安定的社会环境，先后几次举行规模宏大的“千
叟宴”，为“康乾盛世”添写了一段佳话。清朝规
定，儿子再穷也必须设法赡养父母，如果因贫困
导致父母自缢身亡，要按照过失杀父(母) 罪被杖
责100下，流放1500公里。

《诗经·大雅·既醉》云：“孝不匮，永不尔类。”
意即孝子敬老的孝意无穷无尽，势必经常感化影
响整个家庭，乃至整个民族。古代敬老、养老习
俗，相沿至今，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

新书架

《与上帝的契约》
姜 涛

在隐藏50年后，曾在奥地利以医学实验
名义屠杀了700多名儿童的纳粹战犯格罗斯
终于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顶级特工福勒找
到。福勒不仅将格罗斯绳之以法，还从他那
里拿回一件宝物——格罗斯多年前从一个
受害的犹太家庭里掠夺来的镀金蜡烛台。
当福勒给蜡烛台加热后，蜡烛融化，半卷古
老的铜轴地图展现在他面前。那就是用希
伯来文揭示的，几千年前摩西与上帝订立摩
西十诫和约柜的位置。不久后，一个由亿万
富翁赞助，福勒神父主导，组员包括考古学
家、军人、医生、杂志记者的探险队成立，他
们携带高科技器材，和国际恐怖组织、新纳
粹主义团伙及各种心怀叵测的人战斗着，一
步步迈向那个埋藏着神秘约柜和全人类终
极命运的圣地。

胡安·高美，西班牙知名记者。对神秘
现象、宗教学有精深的研究，被誉为继史蒂
芬金、丹·布朗后又一位世界级惊险探秘小
说大师。

知味

豆沫
马 佳

中原的地方小吃不少，豆沫就是其中
一种，每天早上，在广大城乡随处可见喝豆
沫的人。

豆沫的主要原料是磨成面的新小米，
只见掌勺人将一大锅水烧开后，把调好的
小米面倒进沸水之中，边倒边搅拌，再放入
煮好的黄豆瓣、碎花生米、五香粉、精盐、豆
腐条、海带丝、粉条和木耳、黄花菜、菠菜叶
儿等稍煮一会儿，最后撒些芝麻盐就大功
告成。

豆沫稍咸，有五香味，小米味儿，细腻
滑润，是很好的早餐。某年，我随父亲请一
位广州客人去顺城街老店喝豆沫，不料那
位广东客连吃了两碗豆沫和一盘水煎包，
吃罢赞道：“这郑州豆沫好好味哦，足可与
广东肉粥媲美耶！”

据说豆沫起源于安阳，最早可追溯到

商代，《史记·伯夷列传》里有一段话：“武王
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
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首阳
山豫冀交会处，伯夷与叔齐宁肯饿死也不
变节，殷都（今安阳）人感其气节，纷纷祭
奠，他们把小米放入石臼中舂成粉齑，做成
羹，放入青菜和捣碎的黄豆末儿，呼之为

“豆沫”。因其物美价廉、经济实惠，逐渐传
遍中原大地和河北一带，成为深受百姓欢
迎的中原地方小吃了。

由豆沫想起北京豆汁儿。豆汁儿用
的是制作绿豆淀粉或粉丝的下脚料。绿
豆浸泡后磨成浆，倒入大缸内发酵，沉入
缸底者为淀粉，上层飘浮的即为豆汁。豆
汁浓醇，味酸中带甜，作为冬、春季流行小
吃，风味独特的豆汁儿很受北京人喜爱。
记得郭德纲有一段相声，将北京豆汁儿和

河南豆沫都涵盖其中了：“说是走在大街
上，看见两个人，‘咚’一脚踹翻，拿一碗豆
汁儿‘咚咚咚’一灌，开口骂的，肯定是外
地人，如果擦擦嘴问：‘有焦圈吗？’这人绝
对是北京人。河南人喜欢喝豆沫，你到小
吃摊前听到一声：‘盛碗豆沫，来两根油
条！’甭问，绝对是河南人。豆沫与油条是
绝配，喝上一口豆沫，咬一口油条，那滋
味，沁人心脾……”

优质的豆沫呈半透明乳黄色，精致养
眼。其醇厚的小米香伴以豆香、芝麻香、花
生香和各色蔬菜的清香，闻着幽香宜人，喝
一口浓稠细腻，回味绵长。无论春夏秋风，
喝一口地道的豆沫，犹如饮一壶美酒，满嘴
留香。有专家说，豆沫的原料是丰富的谷
物和蔬菜，制作方法也很天然，可谓一款真
正绿色营养、老少皆宜的健康美食。

绿城杂俎

作家爱上收藏
付秀宏

作家的情感和乐趣，“活”在他收藏的东
西里面。

陈祖芬家中，随处可见她从各地背回的
奇石、悉心收藏的洋娃娃和卡通玩具等。已
故掌故家郑逸梅先生喜欢收藏砚台、尺牍、
扇子，他说：“文房四宝，以砚最具耐人摸索
玩赏。”据说，他曾藏有一块三国吴主孙皓建
衡专砚，砚的四周刻有跋识，其中有米芾的
跋语，这块古砚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

老作家邓友梅喜爱鼻烟壶，他收藏的烟
壶有玉石做的、玛瑙制的、水晶雕的、瓷质造
的，美不胜收。邓友梅那富有激情的心动，都
灌注到心藏的精美鼻烟壶里，若他笔下有了
生命感觉的鼻烟壶一样，是真品更是珍品。

老舍先生爱看戏，更喜爱收藏名伶的扇
子。说及此事，还有一段故事。梅兰芳是较
真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主演《晴雯撕扇》
时，在上台之前，一定亲手画一幅扇面，装上
扇骨，带到戏台上去，当场再把扇子撕掉。
演一场，就画一幅撕掉。梅先生的琴师徐芝
源先生看了，十分心疼，待戏散后，他就把撕
坏的扇子拾回来，重新裱装好。后来，他把
裱好的扇子送给老舍一把。老舍得知扇子
的来历后，深为感动。喜爱戏剧的老舍，自
此心弦一动，之后他就多方收藏梅、程、尚、
荀、裘派名伶用过的扇子，可谓“伶扇荟萃”。

贾平凹钟情奇石、怪木、乐器、土罐。贾
平凹说自己——“姓贾便与石有缘，贾宝玉
不就是青埂峰上一顽石吗？”他收藏的各类
珍贵奇石有几千块之多。他写有100多篇观
赏奇石的散文。贾平凹还藏有大大小小百
余个古陶瓶罐。写字台上、书架上、客厅里、
沙发旁，到处摆着土罐子。他喜欢坐在土罐
堆中，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欣赏它们的朴素
和憨拙。曾有一位甲骨文专家谈起贾姓，说
上半部的“西”源于陶瓶的象形，下半部“贝”
是贝壳、奇石，即古货币，贾平凹不由感慨：

“我爱陶、爱石的秉性，缘是与生俱来。”
肖复兴迷恋收集音乐家传记，收藏音乐

会精美的节目单。因而他不放过任何一场由
国内外著名演奏家演出的音乐会。音乐收
藏，无疑成为肖复兴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评论家雷达醉心收藏古生物化石，古生
物在石头里的巧妙定格，使雷达慨叹不已。
即使一尾小鱼、一只小鸟，甚至是一个小小
的蚍蜉，因意外来临的变故遂化为永恒，成
为不朽的艺术，是无可比拟的雕塑。他说，
我迷化石，就是迷这种不可索解的悲剧美。

李 文

渔家女（国画） 梁世雄

烟岚（国画） 庞 泰

1978 年 7 月 14 日，中共广州
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庄辛辛案
件，决定为其彻底平反。习仲勋参
加会议并讲话说：“‘文化大革命’
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
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
他？我就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
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
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当
天，中共广州市委在中山纪念堂召
开五千人参加的大会，省委书记李
坚真受习仲勋的委派出席大会，宣
布为庄辛辛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广东省为庄辛辛案件公开平反，在
全国处理同类案件中是较早的。

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
中，黄永胜等人秉承江青一伙的旨
意，在广东成立专门机构，“审理
广东地下党”，揪“南方叛徒网”，
目的就是要反对和否定周恩来。他
郑重地宣布，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
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战时期广
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
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
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南
方叛徒网”本身就是一个冤案，应

该彻底平反；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
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
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
了重要作用，把广东人民武装称为

“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
须彻底平反；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
件，矛头也是指向周恩来和叶剑英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现在
这一冤案已得到平反昭雪，被颠倒
了的党的历史要重新恢复过来，对
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
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
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凶手，交
专政机关依法严惩。

习仲勋还再次强调了处理反右
派斗争和“四清”运动中遗留问题
的政策。他说，对于1957年反右派
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文
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
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
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
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对在“四
清”运动中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
分错了的，也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
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
动中补定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
应以土地改革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

准。
习仲勋还特别对处理广东所谓

的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提出要
求。他说，“文化大革命”一开
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过去的

“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对归侨、
侨眷大加迫害。在极左路线横行之
下，1970年省革委会出台了《处理
有 港 澳 海 外 关 系 干 部 的 六 条 意
见》，在顺德、台山等地试点后在
全省推行。“黑六条”搞得人心惶
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
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同海外亲人
的正常通信联系，都被扣上“里通
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
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

“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
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
侨被当作“特务”，横遭打击和迫
害，制造了一批骇人听闻的政治假
案，在海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
影响。他强调，广东是著名的侨
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
民。华侨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

“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
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
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
作中，习仲勋坚决贯彻中央“既要
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
针，亲自处理了一些重大案件，其
中最突出的是“李一哲”案件和

“反地方主义”问题。

“李一哲”案件，是“文化大
革命”期间在广东乃至国内外影响
较大的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
1974 年 11 月 10 日，一张题为《关
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
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张
贴在广州闹市区的北京路路口。大
字报写了 67页白报纸，长达 26000
余字，署名为“李一哲”。

这份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
民主与法制，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
坏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
政的罪行，指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
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封建社会
的意识形态，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
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江
青一伙搞“反复辟”、“反回潮”
的一系列罪行，并联系这些反常现
象，分析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
严重缺陷。

大字报贴出后，广州为之震
动，观者川流不息。不久，它便流
传到内地，在香港、澳门、台湾以
及海外其他地区也引起了强烈反
响。“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说，
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王
洪文则扬言要组织 100 万人进行批

判。广东省和广州市秉承“四人
帮”的旨意，立即在机关、学校和
工厂组织批判这张大字报的运动，
先后组织了 100 多场批判会和辩论
会，其中不少是万余人的批判大
会。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
哲事件”。

按道理说，在粉碎“四人帮”
后，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

“李一哲”应当平反释放。但在清
查“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的问
题却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
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
集团，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
郭鸿志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
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来到广东不久，就注意
到这个案件。而关押在监狱中的李
正天，听说习仲勋到广东后，便两
次给习仲勋写信申诉。他知道习仲
勋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而蒙冤
16年，刚刚平反出来工作，能够理
解他的处境，否则也不敢“这么冒
险”。他的同伴也认为“习仲勋是
个好人”，对习仲勋寄予很大信任。

习仲勋确实对这一案件十分重
视。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他多
次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李一
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2
月 29 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
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
命集团，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民
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
大》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应
予平反。第二天，李正天等便从监
狱释放出来。习仲勋并指定分管宣
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负责处理
这件事，吴南生多次接见“李一
哲”成员，和他们谈话。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
和吴南生等省委领导在省委东一楼
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
哲、郭鸿志等四人，与他们谈话。
习仲勋在听取他们的意见后，表示
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提醒他们注意
冷静，防止被极少数人利用、钻空
子，要把不正确的观点顶回去。习
仲勋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
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
健康地成长。”当时正值春节
前夕，习仲勋和省委还对他
们过好春节做了安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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