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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
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
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
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
过 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
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
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
和饼干 2 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
粮票 4 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
（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
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
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
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
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
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
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
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
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
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
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
多时达 53 种，141 个票面。按人
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1966年，中国经济刚从三年
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中恢复，轻

工业出版社（今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出版了 14 万字的《大众菜
谱》。意在通过这本菜谱，为老百
姓家庭做饭当个参谋。书中收入
各地经济实惠的大众化菜肴 264
种，突出的特点就是大众化。这
也是当时全国的第一本大众化菜
谱。由于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
低，饮食结构也不尽合理，菜谱中
收集的菜肴数量有限，烹饪方法
也带着那个时代的特色。

这样一本封面设计简单、内
容并不丰富的大众菜谱，受到老
百姓的热烈欢迎，以至于一再重
印。截至 1981 年 8 月，合计共印
刷 190多万册。此书确立了中国
轻工业出版社以美食图书为基础
的生活图书强社的地位。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
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
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
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
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
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
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
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
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
京市 1961 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

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 年底，北京又发行“工

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
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
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
平均每 20 元工资配一张券。购
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
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
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
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
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
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
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
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
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
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城里供应紧张，农村更困
难。由于办“人民公社”，社员被
迫吃集体食堂，淳朴的农民响应
党的号召，把自家铁锅、铁勺等家
伙无偿捐献出来，投入高炉熔炼，
大炼钢铁。1961年公共食堂办不
下去了，各家农户不得不重起炉
灶，但又买不到铁锅等炊具，纷纷
涌入城里寻购。然而，市区的商
品几乎全都凭证或凭票供应，农
民根本买不到东西。

由于票证太多，什么票买什

么，很难完全记得住。
有时临时公布几号票证买

什么，复杂得很，老百姓要花很多
精力打听。

商品短缺，票证奇多，造成
当年中国市场一大特色——排
队。人们上街，只要见到排队，先
不问卖什么，赶紧先排上队再说。

白排一通也是常有的事，眼

看快排到了，突然东西卖完了，只好
沮丧回家。只好再等下一次排队的
机会，怕再也买不到，浪费了票证。

后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的歌词，改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嘿，九十号！九十号呀，九

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
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
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
号票不能搞混了。
原歌词中的“就是好”，改

为谐音“九十号”，这真是苦涩的
幽默。
代食品运动：人造肉精和小球藻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
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
政策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中
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
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
难时期”。

水稻专家袁隆平回忆当年
景况：“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
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

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
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
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
有 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
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
凄惨的。”（2009年 4月 8日《广州
日报》）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
渐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
出更多的饭，这年 1月上旬，在西
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
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
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

“增量做饭法”时，推广了一些主
要的增量做饭方法：

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
进罐内干蒸 20 分钟，然后加水，
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
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
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
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
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 5
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
粒不烂，味道好。

温水泡蒸法：先用温水泡米
半小时，捞起装入罐，每斤米加
开水 3 斤 3 两，用大火蒸 30 分钟
后，停火 10 分钟，再加大火蒸 10

分钟即成，每斤米出饭 5 斤至 5
斤 2两。

夹生蒸饭法：先将 40％的米
放入蒸笼干蒸 40 分钟，取出吹
凉，将另外60％的米掺入捞匀，每
斤米加开水 5 斤，入笼猛火蒸 45
分钟，每斤米可出饭5斤。

炒蒸法：先将米炒成金黄
色，淘净入罐，每斤米加水 6 斤 4
两，猛火蒸，一气呵成，每斤米出
饭5斤。

加水蒸饭法：先将大米洗净
入罐，照平时蒸饭方法放水先蒸
20 分钟后，再加水一倍蒸 45 分
钟，每斤米也可出饭5斤。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
辽宁黑山县可谓发源地。1959年
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
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
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广这一

“先进经验”之初，有些干部群众
对此表示怀疑：“无土不砌墙，加
水不能顶粮，出的最多，也不过是
多加点水而已。”有的甚至讽刺
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
子，撑坏膀胱。”但黑山县

“苞米食用增量法”还是
被要求推向全国各地。 6

连连 载载

商都钟鼓

分 寸
陈鲁民

1939年冬，周恩来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讲话
说：“对国民党要既合作又斗争，态度太硬了会吓
跑他们，态度太软了会被人欺负。在抗日大局为
重的前提下，我们会有一些妥协和调整，但原则问
题决不退让，这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关键是把握
分寸。”正是由于善于拿捏分寸，统一与斗争相结
合，尽管磕磕碰碰，但国共合作的局面一直维持到
抗战胜利。

分寸，即说话或做事的适当限度。所谓高人，
就是善于把握分寸，说话办事有分寸，与人交往有
分寸，撰文著述有分寸，治国理政有分寸，外交斗
争更要有分寸。一旦乱了分寸，手足无措，结果就
会很糟糕，或授人以柄，进退维谷，或受制于人，处
处被动。

大伙可能都看过厨师颠勺，那可不是玩酷，而
是控制火候的一种辅助手段。中餐炒菜，特别讲
究火候的分寸，除了主观的掌握火候以外，还通过
颠勺使菜肴在勺内均匀受热，汁芡包裹也更为匀
称。技术娴熟的厨师，何时颠勺，颠几下，颠多高，
都有分寸。由此，不难联想到一句古语：“治大国
如烹小鲜。”炒菜要讲究火候大小的分寸，治国也
要把握宽严缓急的分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菜根谭》说：“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
恰好；做人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这是
讲做文章的分寸感，不论用什么修辞办法、写作形
式，都要适可而止，以防过犹不及。引经据典是赋
诗著文常用手段，但引用太多则有“掉书袋”之嫌，
辛弃疾的词大气磅礴，构思奇妙，就是用典过多，
因而屡被后世诗评人诟病。还有《三国演义》，由
于作者捧刘贬曹的倾向太明显，不遗余力地为刘
备脸上贴金，反而适得其反，显得有些虚假，鲁迅
就批评说：“刘备之德近乎伪，孔明之智近乎妖。”
这其实就是失去了作文的分寸感。

还有看病，老医生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
分寸的把握更老到、更合理。我附近的小区医院
有个老中医，名声在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有
人排队挂他的专家号，到了晚上八九点钟，他才看
完最后一个病号。他常对人说，是药三分毒。很
多味药，开的量合适，就是救命药，开的量过了，就
成了虎狼药，重要的是掌控分寸，恰到好处。他说
的简单，但要做到这一点，恐怕没有几十年的行医
实践不足以成其事。《红楼梦》第五十一回中，尤二
姐就是服了胡庸医的虎狼药，孩子流产，自己也肝
肠寸断，万念俱灰，最后吞金自尽。

说话既是交际手段，也是一门艺术。所谓会
说话，就是分寸感把握得好，不说过头话、夸张话，
不说情绪话、绝对话，说话留有余地，以便将来好
转圜。酒桌上的话为啥不可信，因为酒徒们被酒
精刺激的神经分寸已乱，什么话都敢说，说什么话
都不过脑子，说过什么自己都忘了，谁若信这个话
就是傻子。

常听到有人非常自信地表示“我自有分寸”，
即我不会做出超出寻常或不当行为的，会考虑实
际情况而做出相应决定。不论是派他去办棘手交
涉，还是去处理复杂难题，我们就会对其说话办事
有了几分放心。当然，要做到“自有分寸”，也没那
么容易，须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宠辱不惊的镇定，
随机应变的能力，能伸能屈的度量，方可说话有条
理，办事有章法，像蔺相如那样不辱使命，完璧归
赵，像诸葛亮那样舌战群儒，折冲樽俎。

分寸无所不在。交友有分寸，亲密有间，和而
不同，可成益友；经商有分寸，有钱大家赚，前半夜
想自己，后半夜想别人，生意才能长久；饮食有分
寸，拒绝暴食暴饮，可得一健康身体；娱乐有分寸，
可以欢愉身心，免以玩物丧志……我们每天都生
活在分寸中。

郑州地理

京襄城遗址生态园
张方义 马清贤

京襄城遗址生态园位于荥阳市东
南10公里的京襄城村，是荥阳市2009
年的重点工程之一，总占地面积约
740亩，以京襄城遗址为背景，以文物
保护和生态建设为主旨。生态园建成
后，不仅能够有利于保护有着近 3000
年历史的京襄城遗址，同时还将是我
市重要的生态防护林地。

虽然京襄城的城墙貌不惊人，可
它已经在这里屹立了 2700 多年。从
城墙遗址情况来看，京襄城整体呈

“日”字形，南北长 1722 米，东西宽
1418米，占地近 3平方公里。目前遗
存的城墙约 1000 余米，高 3 至 9 米不
等，其中以东南城角最为高大雄伟，
而东北城角保留的最为完整，1986年
11 月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站
在城墙下，不禁使人联想到 2700 多
年前的郑国古都城，历经了战乱和岁
月的变迁，城墙上的夯层和木棍架孔
依然清晰可见，古城堆叠的土层就像
砖层一样整齐，说明当时的人也很重
视土质的选择和结构的混凝，夯层技
术很科学、很高明。1994 年，到这里
来考察的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
研究员王育成曾把这段城墙誉为“天
下第一墙”。

如果你到京襄城村的村民家里去
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
现象：在很多农户有猪圈、鸡圈或厕所
的地方，常常会看到刻有花纹的方
砖。原来这是村民们在修整农田时刨
出来的空心墓砖。这里出土的墓砖形
制比较大，又有多种形状，单是砖上的
花纹就很有讲究，每幅花纹都代表一
个故事。村里有一位名叫张明鉴的农
民收藏家，他收集了很多带花纹的墓
砖，如车骑出行、马拉轿车、骑马射虎、
狩猎等等，每一块砖上的花纹都能引
出一段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

京襄城遗址生态园地处村头，场
地广阔，交通便利，往北不足3公里是
贯穿东西的中原西路，往南1.5公里是
正在修建中的陇海西路。不仅郑州、
荥阳、上街的很多城里游客前来观光
游玩，寻访历史；就连周围的赵家垌、
王寨、张村庙、辛岗、槐林等十几个村
子里的村民，每到盛夏的晚饭后，都不
约而同地聚集到园里的广场上来纳凉
消暑，健身娱乐。

新书架

《我得的感冒比你打的喷嚏都多》
林秋兰

有句话“不要死于无知”。在健康的领域，这
句话该改成：“别让人随便忽悠了你。”

吃胶原蛋白可以永葆青春？口服避孕药能
预防卵巢癌？绿豆可以包治百病？……这些到
底是科学的健康知识，还是商家的忽悠？

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道听途说的养生之道如
此相信，并广而告之，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医学常
识，而医学常识如科学常识一样，在我们生活中
无处不在，正如我们吃的每一种食物都有药性一
样，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与健康息息相关。

医学常识就像打喷嚏、得感冒一样，道理其实
很简单，解释起来也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日常生活
中流传着很多所谓的“健康知识”，其实都是商家
搞出来的噱头。著名医师及健康畅销书作者佟彤

历时3年，运用专业知识，以幽默生动的方式，为读
者解读这些说法的来龙去脉，写出这本让你能一
次笑着读完、还能马上就用的健康书，帮助读者从
纷繁复杂的伪常识中学会真正科学的健康常识。

绿城杂俎

闲话雨伞
袁文良

雨伞大约有 3500多年的历史。关于伞的
发明，民间有种种传说。流传较广而又有文字
记载的还是那位神通广大的“鲁班先师”。据
说鲁班在乡间为百姓做活，媳妇云氏每天往返
送饭，遇上雨季，常常挨淋。鲁班在沿途设计
建造了一些亭子，遇上下雨，便可在亭内暂避
一阵。亭子虽好，总不便多设。云氏突发奇
想：“要是随身有个小亭子就好了。”鲁班听了
媳妇的话，茅塞顿开，依照亭子的样子，裁了一
块布，安上活动骨架，装上把儿，于是世界上第
一把“雨伞”就这样问世了。

据《玉屑》记载，伞是鲁班的媳妇为关心终
日在外劳作的丈夫而发明的。不论是谁发明，
当时并没有“伞”的称呼，而是被人们称之为

“簦”，后又称为“华盖”。《国语·吴》中就有“簦
笠备雨器”的记载。《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
则记载了虞卿“蹑轿担簦”冒雨前往赵国游说
孝成王的史实。唐朝李延寿编写《南史》和《北
史》时，才正式为伞定名。

不过，当时伞被用于官仪，老百姓将其称
为“罗伞”。在等级森严的中国古代，伞的用
料、色彩、尺寸就像头上的乌纱、身上的朝服
一样，也是区分官职大小、身份尊卑的一种标
志。如宋代只有天子才能用红黄二色，庶僚
一律用青色。因此古时皇帝或高官出巡时乘
坐的轿子或车子都张着黄色伞盖，以表示“荫
庇百姓”，因此民间将这种伞称为“凉伞”、“罗
伞”、“万民伞”，其实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遮阳、
挡风、避雨。伞在中国诞生之后，随着对外开
放和交流的日益扩大，也就逐渐传到了国
外。日本在唐朝时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十九批

“遣唐使”，多达五百余人，其中有医师、画师、
音乐家及各方面的学者，他们到中国专门观
摩和学习中国文化，不仅把中国的历法、天
文、音乐、美术等文化带到了日本，也把包括
制伞工艺在内的多种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带
到了日本。

1747年，英国一位叫祖纳斯·汉努威的商
人到中国旅行，发现中国人打着油纸伞在雨中
行走，雨停后把伞一收，随身携带，甚为方便，
回国时便买了一把。回去后不久，正逢一个雨
天，他便撑开带回去的那把雨伞在伦敦街头行
走。当时英国的宗教传统认为：天上下雨是上
帝的旨意，用伞遮住雨就是违反天意，是大逆
不道的。汉努威因此受到嘲骂和诅咒，甚至有
些人向他投掷鸡蛋。但是，雨伞的好处却人人
可见，终于在一片反对声中逐渐盛行起来。到
19世纪中叶，雨伞成了英国人的生活必备品，
而且用伞也成了英国人的一种荣耀。

伞在当代艺术作品中，被赋予社会学或
政治象征意义的首推“文革”中刘春华创作的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画上乌云蔽日、山
雨欲来，毛泽东手执雨伞，踏着氤氲的山路走
来。该画自 1968 年 7 月 1 日随“两报一刊”发
往全国，并印成彩色单张和搬上邮票，成为世
界美术史上印数最多、流传最广的美术作
品。而在舞台艺术上，伞常常被用来作戏曲、
歌舞、杂技等艺术表演的道具。我国于 1963
年 6月 30日发行的特 55《中国民间舞蹈（第三
组）》邮票，展示了我国六个民族的六种不同
的舞蹈，其中的“黎族三月三”描绘的便是一
对黎族青年男女共撑一把伞，亲密无间爱意
缠绵载歌载舞，生动反映了黎族三月三民族
风情，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民间风俗扑面而
来。台湾地区 1983 年发行的《白蛇传》邮票，
第一枚反映的就是“西湖借伞”的情景，正是
这把伞，一借一还便衍生出许仙和白娘子之
间的曲曲折折的爱情故事。

现如今，伞的家族已经是子孙繁衍、款式
众多。有置于案头、茶几上的灯罩伞，有直径
达两米多的海滨浴场遮阳伞，有飞行员必备
的降落伞，有折叠自如的自动伞，还有用于装
饰的小小的彩色伞。日本现在已出现了一种
十分别致的伞，伞柄上装有收音机，伞一撑
开，就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另外，日本人还
针对通常的伞不能避免鞋子被雨淋湿的情
况，发明了一种鞋伞。这种伞立于鞋尖之处，
下雨时撑开就可以防止鞋子和脚被雨淋湿，
但在伞不撑开时，它在鞋子的头部却是一种
装饰。国外还有一种带香味的伞，伞一打开，
芬芳浓郁，可以想象得到，在雨中打着这种
伞，心情该是何等舒畅。

掌故

“绯闻”一词的由来
阎泽川

人们经常在报纸、电视、网络上看到，某某明
星又闹“绯闻”的消息，于是炒得沸沸扬扬、满城
风雨。“绯闻”也称作“桃色新闻”，常用来指有关
男女之间不正当关系的新闻。

“绯”在古代汉语中是“红色”的意思。如
《说文新附》：“绯，帛赤色也。”唐代著名文学
家韩愈《送区弘南归》云：“腾蹋众骏事鞍鞿，
佩服上色紫与绯。”在我国古代有“绯衣”的说
法，指的是红色的衣服。如“绯袍”，是指红色
的官服。另外绯也用来形容桃花，如“绯桃”，
意思是红色的桃（花）。由此可见，“绯闻”被
称为“桃色新闻”主要是因为二者在颜色上的
一致性。

桃或桃花在我国古代有着特殊的意义。每

年桃花盛开于四五月间，这时正是草长莺飞、万
物生长的大好时节。此时各种动物开始忙着求
偶，准备繁衍后代。春天的“春”在古代诗歌中
本来就有情色的含义，如“春宵苦短”、“卖春”
等。旧时的妓院也多以“春×楼”命名。所以，

“春”本有情色的意象，“桃花”就是这种意象的
指代。如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人面

桃花相映红……桃花依旧笑春风。”都含有男女
之事的意思。

旧时封建礼教很严，“桃色新闻”也多用于描
述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所谓人言可畏，也有
很多因此而自杀的事例。随着社会的开放，人们
的价值观念的改变，“绯闻”现在更多用来描述男
女的暧昧关系。

溥心畲 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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