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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不 是 说 到 这 里 ， 摇 摇
头，说回了正题：“我对那个罐
子太熟悉了，到现在都忘不了。
就在诸葛亮的袖口处，也有这么
一个白口。”

“ 一 模 一 样 ？” 我 连 忙 追
问。这可是个相当关键的发现。

药不是按住太阳穴，额头
青筋浮现，似乎头疼得厉害：

“太具体的细节我不记得了，但
肯定有那么一道痕迹。我还问过
我爷爷，是不是别人给刮的。我
爷爷只是呵呵一笑，说不是，但
也没解释。”

我能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这个发现虽然意味不明，但里外
都透着药家不清白，他们和老朝
奉之间的关系扑朔迷离。如果继
续往下深挖，很可能先把自己家
人也牵扯进来。

打假打来打去，打到自己
家身上，这确实是个非常尴尬的
处境。

“今天太晚了，明天咱们俩
再商量吧。”我宽慰道。

“不行，这事得说清楚！”
药不是猛然一摆手，示意

我先不要走，然后飞快地从胸前

口袋取出一个塑料小药瓶，就着
热水吞下一粒药片，脸色这才好
一些。他闭目了三秒钟，再睁开
眼时，已经恢复到原本的阴沉模
样：“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因为
牵涉自己家族就手软。”

“哦，我不是那个意……”
我还想解释，可立刻被他打断。
药不是目露锐光：“如果药家真
是老朝奉的爪牙，那就让我这姓
药的自己送终，好过败在别人手
里。你不要心存疑惑。”

既然他都说到这份上了，
我也只能点头表示没有疑虑，继
续按照既定方针办。

我们俩商量了几句，一致
同意当务之急是返回北京，去找
药家的那个“三顾茅庐”青花人
物罐。

这事必须越快越好。
老徐的覆灭，很快就会传

到老朝奉的耳朵里。我们在卫辉
接触的人很多，他不费多大手
脚，就能搞清楚我们的真实身
份。于是我们一致同意，返程的
日子定在明天。

我告别之前，看到药不是
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在小腹

前，神色略显僵硬。那只小白药
瓶还搁在茶几上，上面写着一排
长长的英文，完全不认识。

我 关 切 地 问 了 一 句 ：“ 你
……身体还好？”药不是硬邦邦地
顶了回去：“这与你无关。”我立刻
不高兴了：“你的身体状况，关系
到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怎么能说
和我无关？”

这句反问让药不是沉默了
一下，他把小药瓶收起来搁回口
袋，扶了扶眼镜，疲惫地说道：“许
愿，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

“嗯？”
“你我联手，只是因为要揪

出老朝奉。若是必须牺牲你才能
达到这个目的，我会毫不犹豫。”
药不是严肃地竖起一根手指，稍
稍停顿片刻，又补充道，“我希望
你也是。”

我看着他的眼睛，略作思
忖，缓慢而坚决地点了点头。

我摇摇头，走出房间去。
这两兄弟之间的性格差异，实在
是有点大。药不然总是松松垮
垮；他哥总是紧紧绷绷，心里藏
着一万件事。当然，对我来说这
是好事，现在的我，已经完全不

会产生药不然在身边的错觉了。
次日一早，我们坐上药不

是的那辆奔驰，往北京赶。康主
任闻讯赶来，跑过来又是道歉又
是告饶，死活不让走。药不是放
下车窗，冷冷地对他说道：“你
要是有心，就把刘振武好好安顿
一下。欠的债，得先还上，不然
报应来了可躲不过去。”

康主任一愣，不由得倒退
几步，不敢再向前来。药不是把
车窗重新关上，淡淡地对司机
道：“开车。”

我望了望后窗，康主任呆
呆站在原地，失魂落魄一般。当
年老徐坑刘振武那件事里，康主
任肯定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法律
上抓不住他什么错，不妨就让我
们顺手教训一下。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 邪 不 胜
正”。无论造假者如何气焰嚣
张，他的内心始终认为这是不对
的。有人拼命礼佛，有人愿意捐
点小钱，都是出于这种恐惧，给
自己找找平衡。康主任内心深
处，必定也对此事怀有愧疚，这
次算是给他弥补的机会。

对真实的敬畏，是每个人
良心深处的一条底线。有这条线
在，赝品再多，也压不倒真品。

但是，若是制假者突破了
这条底线，那就会变成一个非常
可怕的怪物。

我忽然在想，老朝奉会不
会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毫无顾
忌、毫无愧疚的魔王？那么他主
动现身要见我，到底是遵从良心

的召唤想要忏悔，还是别有图谋？
奔驰车上有司机，因此我

们两个也没有深谈什么话题。
我 望 着 窗 外 ， 胡 思 乱 想 地 发
呆。药不是一直皱着眉头在看
照片，双肩平直，背部肌肉紧
绷，始终处于一种很紧迫的状
态，无法放松。

我家三代与老朝奉为敌，
都没紧张到这地步。

从卫辉到北京距离大约有
六百公里，路上也不太好走。我
们溜溜地开了一天，天擦黑了才
进市区。快进城了，我忽然想到
一个问题：我们的行踪对五脉要
严格保密。如果就这么闯进药
家，岂不是把我们两个全暴露出
来了吗？

药不是道：“咱们去的，
是药家的别院，那地方是我爷爷
住的地方，他喜欢清静，所以大
部分人都不住那儿。我爷爷死
后，那里就一直空着。”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原来
是那里呀。

我办佛头案时，去过那间
位于城东的小楼，跟药来有过一
番谈话。他提醒我五脉之后，还

有黑手，让我当心。若没他提
醒，恐怕我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唉，后面的事情演变，谁
能想到呢。

我们驱车很快来到药家的
这座别院。院子依旧素雅，乌檐
碧瓦，在如今的北京也不多见。
可惜物是人非，主人已去，只剩
下空落落的一间宅院。入口的防
盗门紧锁，表示这里久无人居。

说来也怪，一间屋子，是
空置很久还是常有人住，很容易
就能感觉到；一件物件，是藏在
古墓里千年无人碰触，还是常被
人盘着，一眼就能看出来。“人
气”这个东西吧，看不见，摸不
着，科学也没法解释，但我们就
是能感觉到。这宅院的人气还
有，只是非常稀薄。看来药来一
死，这里再没什么人来了。人气
一去，连温度都会降下来。

药不是站在别院门口，怔怔
地抬头看着这栋小楼。我本以为
他会怀恋一阵，可药不是只看了
十几秒，便把视线收了回来。他
很克制，每次都会把情绪
收敛起来。这需要很强的
意志力，我可做不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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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首都”感受文明
刘 哲

跑遍了大半个欧洲，比利时却从来都没有出现在
我的旅行计划中，这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能吸引我的
东西。比利时之于我的最初印象，大概也是因为足
球。当你对一个目的地无欲无求的时候，它却往往会
给你不错的印象，虽然不一定有惊喜，但一定不会有
失望。

比利时是一个小国，通用语言却有三种：荷兰
语、德语、法语。这三种语言也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
言。这是因为比利时领土北接荷兰，东邻德国，下连
法国，相应地区受邻国影响较大，便通用该国语言。
据说比利时人从小学习所在地区通行的语言，上了
小学之后会学习另外两种官方语言，等上了中学就
开始学习英语。所以大部分比利时人都可以在荷兰
语、德语、法语和英语这四种语言间自由切换。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的首都，也是可以说是欧洲的
首都，因为欧盟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所以从意大利来
到这里，总是有种从落后的旧社会来到文明社会的感
觉，或是从古代文明来到现代文明的感觉。因为并没
有什么计划，所以这几天真的就是瞎逛。还好城市并
不大，随便走走也还是可以看到撒尿小童、布鲁塞尔
大广场这样在攻略上排名靠前的景点。倒是很喜欢
布鲁塞尔的城市面貌，街道、建筑和城市氛围，都和邻
国荷兰非常像。甚至连从机场到市内的火车都有一
节车厢是荷兰火车常见的黄蓝配色，上面还印有荷兰
国铁的标志，简直就是融为一体的两个国家。

知道布鲁日也是因为足球，因为布鲁日有支球
队在征战比甲联赛。后来听说这个小城特别美，这
次时间充裕，便坐了一个小时的火车去了一趟。

再次印证了我说过的观点，小地方总是比大城市
更讨人喜欢。从城市的大体面貌上说来，布鲁日和布
鲁塞尔并无大的差异，毕竟比利时本身就是一个小
国。但是布鲁日真的是非常精致。典型的西欧小镇，
整洁、干净、不拥挤，房子和街道都让人不自觉地心生
喜欢。而且这里比布鲁塞尔更像荷兰，并不宽大的房
屋立面，加上三角形的房顶，跟荷兰的房屋并无二致；
穿梭于城市每个角落的石板路上，总会有骑自行车的
人疾驰而过。稍宽的马路两边都设有专用自行车
道。这里的人连出行方式都像极了荷兰人。

不得不提一笔的是比利时甜点。很多人都知
道，比利时是巧克力王国，所谓王国，就是不管在大
城市还是小城市，几乎走在任何一条街道，每过10秒
钟就能看到不同的巧克力商店和甜品店。像Godiva
和Leonidas这样在国内看来属于巧克力中奢侈品的
品牌，在比利时都随处可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并
不为世人所熟知，但是在当地享有盛名，价钱也并不
比Godiva便宜的品牌。

某人从来都是热衷于咖啡的，但是到了比利时，
更多地喝起了热巧克力。比利时人喝热巧的方式也
很特别，他们会给顾客一块巧克力，一个小木勺扎在
上面，然后给一杯热牛奶，顾客自己拿着巧克力在热

牛奶中搅动，待巧克力慢慢融化，就变成一杯热巧。
除了甜品和巧克力，布鲁塞尔街头随处可见的

还有书店，这让我对这个城市的好感倍增。在这个
充斥电子产品的年代，国内已经没有很多人愿意捧
起一本书来阅读。相比来说，欧洲的阅读氛围比国
内浓很多，而布鲁塞尔则更甚。我们无意中走进一
家外形颇大的建筑，本以为是书店，走进去之后才发
现是城市图书馆。进入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出示任何
证件，里面有舒适的阅读区域，甚至有专门给儿童和
婴儿的阅读区域。在这样的时代，一座重视阅读的
城市，反倒会让人觉得质朴，高贵的质朴。

当然，这个国家能成为欧洲的心脏，并不只是靠这
些。它自然有它不同于别的国家的地方。有天下午，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看到的一幕让我突然心生感动，一
位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手里拿着一张简陋的硬纸板，
上面写着“free hugs”。这是从美国流传开来的一项运
动，旨在通过与陌生路人拥抱的行为，向周围的环境传
达温暖与爱。我们都知道去年十一月巴黎恐袭的嫌犯
都逃到了布鲁塞尔，并在这里被尽数抓获。这个城市
曾一度被恐惧所笼罩。但是这几天，在这里，士兵和警
察并像在法国和意大利一样随处可见。当然也是因为
这里的游客并不像法、意那么多。但是更多的，我想还
是这里的人民更愿意用“free hugs”的方式，走出家门，
走出恐惧，把温暖和爱在陌生人之间传递，用文明的力
量来抗击邪恶，用温暖和爱来融化恐惧。

民俗

新娘下轿搦虎头
梁海潮

在嵩山婚俗中，新娘下花轿婆婆
要让媳妇搦虎头，寓意生个孩子虎头
虎脑，结实健康。传说虎头是女娲娘
娘的化身，是保佑孩子一生平安的护
身符。另一层含义是新媳妇进门后当
家做主的虎符帅印（即扎根虎头）。虎
头用红绸布包着，随后要缀在小孩帽
子上，虎虎生威镇恶驱邪，许多家庭还
把虎头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

虎头一般以白银打造。民谣中
有“虎头缺耳缺眼缺舌头，生个孩子
是信球（傻瓜）”的说法。所谓“生龙
活虎”，虎头要活眼活耳活舌头，预示
生的孩子耳聪目明能说会道健康活
泼，所以登封历代银匠都非常讲究。
登封紫云祥银匠炉四世传承金火匠
秦天禄，集四代人传承智慧和嵩山婚
俗所研制打造出的新娘虎头，文化内
涵深厚，其创意和锻造技艺被申报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图）。

随着时代发展，现在很少人往小
孩儿帽子上缀虎头了，新媳妇“搦”虎
头已演变为新媳妇佩戴虎头。

虎头上端项链穿梁为錾花而成的
天河，天河中有鸳鸯卧莲，莲花象征圣
洁吉祥，寓意百年好合（荷）莲生贵子；
穿梁下边的圆盘是伏羲女娲滚磨成亲
传说的磨盘，錾刻着龙凤呈祥，象征着
团团圆圆；虎冠为展翅蝙蝠，寓意蝠
（福）从天降天官赐福；虎头脑门上醒
目的王字彰显虎威和王者之心要积德
行善；两只灵活的耳朵錾刻的是两朵
梅花，寓意美（梅）言盈耳听八方，美满
幸福一世康。虎眉图案是白菜，其意
为百业兴旺百财增长；两只圆圆的眼
睛是两个喜娃娃头像，寓意一双儿女
日月灿烂前景辉煌；虎鼻是一条金鱼，
寓意年年有余相濡以沫；大而阔的虎
口则根据民谣“口大吃四方”而制，寓
意呼风唤雨招财进宝；虎须则为脸颊
两侧茁壮向上的饱满麦穗，其意为丰
衣足食五谷丰登；虎头下方是翩翩飞
舞的蝴蝶，预示飞黄腾达比翼双飞。
蝴蝶下面的中国结，则有着更深的寓
意。相传中国结是伏羲女娲在嵩山玉

镜湖捕鱼的渔网演变而成，自古以来
就成为男女间表达海誓山盟的爱情信
物。中国结下方的圆与虎冠上方之圆
对称，是伏羲女娲滚磨成亲的两个磨
盘，寓意鸿运滚滚一生平安。最下方
是六个虎子，虎子中间是两把开天斧，
寓意六六大顺，多子多福，人丁兴旺，兵
强马壮；尤其两把开天斧，融合了盘古
开天辟地的美好传说，寓意后代大刀阔
斧开疆拓土，胸怀远大前程无量。长长
项链在上，上为天，磨盘神斧于下，下为
地，寓意天长地久，美满幸福。

这款虎头饰件，凝聚着登封紫云
祥银匠秦天禄的智慧：白菜为眉，日月
为目，梅花为耳，金鱼为鼻，福珠为舌，
麦穗为须，蝴蝶为喜结，蝙蝠为祥冠，
上有鸳鸯戏水，那是爱河的源泉，下有
虎子护福，那是希望的明天……婆婆
把一个充满美好祝福活灵活现的虎头
饰件佩挂在新娘胸前，银光四射，尊贵
典雅，无比幸福喜悦和自豪。

随笔

海岛采药人
梁 凌

在海岛的峭壁上，我见到了那对
采药人。

海上的朝阳刚刚升起，青青的海，
蓝蓝的天，海天之间，一座绿绿的山。
山的一侧，拔地而起十几米高，是山石
滑落形成的崖壁，露出褐色的巉岩。

女人，就贴在这山腰上，站在巉岩
顶，花青色头巾，雪白的袖套，手里拿一
把小锄。她的左边是海，右边也是海。
海风，把她的青头巾，“扑啦啦”地吹起，
像一面飘扬的旗。海上的紫外线很猛，
盛夏七月，她把自己，裹成一个“粽子”，
大大的头巾，裹住了大半个黝黑的脸，
长长的套袖，一下子拉到腋窝处。她弯
着腰，向崖壁下张望，“呜里呜啦”地说
着我听不懂的话。

她的男人，还在崖壁下，左脚踩着
一块大岩石，右脚努力地向上攀，试一
次，失败，再试一次，又失败。女人更着
急了，一个劲地“哇啦”，看样子，是在训
斥男人笨。男人不语，擦擦汗，重新又
上。他的手，使劲地向上扒拉，试图抓
到什么，却什么也抓不到，八九十度的
崖壁上，只有粗粝的石。男人很无奈，
拿着锄，望山兴叹。

我站在崖下看，不知道这对夫妻
要做什么，站在上面的女人，让我担
心，我怕她一不小心会头晕发慌。下
面的男人，我也不希望他“能够”爬上
去，若是爬到半山腰，一个小疏忽，后
果不堪设想。

“你们爬那么高做什么？”我忍不
住问上面的女人。

“采药啊！”海风，把女人的声音吹
得缥缥缈缈。

女人的回答，突然让我想起：这个
地方，原是传说中的“东胜神洲”，“郁
郁苍梧海上山”，苏东坡来过，说此地

“草木皆仙药”。
“山上有什么药？名贵吗？”我问下

面的男人。我想，如果不是什么特别名
贵的药，值得这么拼命？！

“名贵呀，黄连、百合、大紫草。以
前的药材很多，山上到处都是，现在，采
的人多，越来越少，要不然，我们也不会
这样辛苦。”男人说。

大紫草是什么？我问。
大紫草啊，我好多年也没有见过

了，男人说，小时候见过，那是天然的美
容化妆品，治疑难杂症。前些年，听说
也有人看到过，见的人激动坏了。在市
场上，你也许能看到，但那都是蒙人的。

女人在崖上有些不耐烦了，指指天
上的太阳，对男人喊叫，你看看太阳都
老高了，还不快快上？！

我问，你们今天采什么？
男人说，见到什么合适的就采，夏

天，采的最多的是山楂、甲梗、柴胡，就
这，也要看运气。

男人重抖精神，重新上。女人爬在
崖壁顶，把她的锄，努力地伸下来，让男
人抓。男人不抓，而是把鞋脱下来，甩
开手臂，往山上扔去，然后，光着脚向上
蹬。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石壁上，远
远看去，像一只黑色的壁虎。

这次，男人终于上去了，女人笑
了，用自己的头巾，给男人擦擦一头的
汗。然后，他们背起竹篓，扛起锄，往
传说中的“仙山”里走。他们的头顶，
流着白白的云。

我在山下，独自一人，望着无边的
海水，发呆。

在此之前，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
与海相伴？”我会欣然曰：“当然！”你再
问：“喜不喜欢做个采药人？”我会一脸
向往：“那是神仙！”

而今天，我看到的，这对海岛上的
采药人，背篓里装满着的，是生活的艰
辛，远不是想象中的浪漫。所谓诗意，
有时候，只是一些脱离劳作的人，站在
远处的遐想。

知味

柠檬蟹肉汤
吴 昆

从小我就喜欢吃螃蟹，各式各样
的螃蟹佳肴我都非常喜爱，所以这次
一到澳洲出差，公事停当后便去找当
地的朋友，请她带我去品尝澳洲的螃
蟹佳肴，朋友便带我去品尝澳洲特色
的柠檬蟹肉汤。

朋友介绍说这柠檬蟹肉汤可是
大有来头，古时当地盛产海蟹，黄香
肉多，是当地居民常吃的食物，一天，
大家正围坐在一起煮蟹汤，一个青柠
檬从树上掉进锅内，煮好之后异常鲜
香，众人一品更觉美味无比，这道柠
檬蟹肉汤便诞生了。虽然蟹子不缺，
但是在那个没有技术的年代，上好的
柠檬却是极其难得，所以柠檬蟹肉汤
一直是族长王室才能够享用的美味，
直到柠檬种植技术成熟之后，这道美
味才得以广泛推广。

听到朋友这样说，我早就迫不及
待地想尝尝这道皇室美味。到了店
中，侍者端上了传说中的柠檬蟹肉
汤，一阵鲜香迎面扑来，既带有海鲜
特有的香气，还有柠檬的阵阵果香。
定睛一看，蟹肉晶莹剔透，令人食欲
大开；柠檬的点缀更使蟹肉汤别致淡
雅。尝上一口蟹汤，顿时鲜香满口，
又带着丝丝酸甜，很是美味。蟹肉松
嫩，柠檬别致，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带给味蕾一种别样的感受。

我问侍者能不能将制作方法传授
一下，侍者笑着说：“您不是第一个想
要制作方法的客人了，几乎尝过这道
柠檬蟹肉汤的客人都想要制作方法，
这道菜是上帝赐给人类共有的，我们
早就印好了制作方法，就在柜台，您走
的时候可以去拿一张。”我不禁感叹澳
洲人真的是太好客和无私了。

这道美味的柠檬蟹肉汤的制作
方法并不复杂，现将蟹肉挖出备用，
将锅加热后放入一块黄油烧化，放入
洋葱片和芹菜爆炒一下。另起一锅，
倒入清水和红辣椒，将洋葱片和蟹肉
放入煮熟。最后再加入盐和雪利酒，
在放入事先切好的柠檬片煮沸装盘，
最后将蟹壳点缀装饰即可。

新书架

《黑暗弥漫》
张宁

这是一部堪比《辛德勒名单》的著
名二战题材小说，该书曾在国外引发
轰动，并由波兰大师级导演 阿格涅丝
卡·霍兰执导拍摄成电影，角逐第84届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本书根据二战真
实故事改编，讲述在无尽黑暗的地下管
道里，一个小人物以一己之力，拯救万
千濒临屠杀的犹太人的故事。继《辛德
勒名单》后，再次弘扬了伟大的人性。

故事发生在二战伊始，波兰沦陷。
德军建立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大肆屠杀
犹太人。波兰利沃夫的下水道成为幸
存犹太人的最后一块庇佑之地。在这
暗无天日的肮脏角落里生活的男女老
幼，伴随着无尽的黑暗、入骨的潮湿、肆
虐的老鼠、致命的大水以及不可抑制的
绝望。而他们的命运，仅仅维系在一个

“唯利是图”的下水道工人奥波得·苏哈
的身上……他们的命运何去何从？“小
人物”又是如何蜕变，创造奇迹，闪烁着
熠熠生辉的人性光芒？

本书在英国出版后十年内多次被
《泰晤士报》评为最受读者欢迎图书奖，
同样也是一个奇迹。迄今全球销量超
过百万册，荣获奖项：英国惠特贝瑞图
书奖，“全国犹太图书协会”小说奖。

博古斋

元朝记录雾霾
谭 萍

目前对雾霾天最早的记录可追溯
到元朝。据《元史》记载：元天历二年
(1329 年)三月，由于前年冬天没有降
雪，春天又少雨水，天气异常干燥，导
致“雨土，霾”，“天昏而难见日，路人皆
掩面而行”。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

“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
隐于风霾间”。由此可见，元代史籍中
所记述大都的这两次“霾灾”，持续时
间较长，能见度很低。

为什么元代以前史料中很少见到
雾霾，而在明清时期雾霾却时常光顾
京城呢？有气象学家研究认为：一是
元代以前有关北京地区的气象资料记
录极少，特别缺少“原始气象资料”的
记录和整理；二是与北京的地理有很
大关系。北京地势三面环山，由西北

向东南形成一个“北京湾”，从西北到
东南逐渐处于平原开阔地带，雾气、风
霾最易集结；三是元代以前北京地区
没有形成较大的城市规模，出现雾霾
天气的频率相对较低；四是明代以后
随着城市规模扩展，建筑物不断增多，
空气流动速度下降，雾霾发生的概率
相应提高了。

“霾灾”较大的危害是影响交通运
输，古代也是如此。明清时期盛行漕
运，也就是使用运河的船只把粮食送
进京城，“霾灾”一发生，水路难通，京
城的粮食存储量急剧减少，时有告急。

古人对雾霾灾害的认识很肤浅，
人们多认为是老天爷降的“霾灾”，所
以多求神灵保佑，“以期感动上苍，赐
下甘霖”。

据传光绪年间京城曾出现一次严
重的“霾灾”，数日不散，慈禧太后也曾
令人在紫禁城内“祭天驱霾”。而民间
遇有“霾灾”出现时，人们多到龙王庙
前拜求龙王“驱霾祈雨”，并在庄稼种
植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硕果累累唱大风 朱全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