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有客官借酒打俏皮，拍拍
摸摸的，想吃老板娘的豆腐。这时
仓爷会重重地“哼？！”一声，于是就
没人敢造次了。即便仓爷不在，大
约是碍着仓爷的面子，众人也只是
说些酒话，并不敢胡来。有人私下
猜测，这女子，莫非仓爷包了？

在河洛镇，一般人是不惹仓爷
的。仓署里，连仓监大人都让他三
分，因为仓爷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平日收粮时，仓爷动动嘴，秤高秤
低、收与不收，就凭他一句话了。

康家饭铺开初是专对漕运
的，车马食宿全管。所以，无论是
漕运的官员，还是贩粮食的大户，
大多认得仓爷。仓爷也常介绍些
客商来住店。当然，有一桩事情
是别人无从知晓的，仓爷在这里
悄悄入了股。

自从仓爷喜欢上了这里的霜
糖豆腐，周亭兰就格外看顾他。
仓爷每次来，都是她亲自下厨去
做这道菜。日子长了，成了习惯，
仓爷天天都来。一天晚上，快打
烊的时候，仓爷迟迟没走。等老
板娘闲下来时，仓爷说：老板娘，
有些日子了，该结账了。周亭兰
说：仓爷能来，就是关照小店了。

仓爷说：我吃了这久，你从没
收过钱，为什么？周亭兰说：仓署
的官爷，都是记账。

仓爷说：他们？哼。你听说
过这样一句话吗：官仓老鼠大如
斗？周亭兰笑了。

仓爷说：我虽养着“白公公”，
可我不是。周亭兰说：我知道仓
爷的为人。

仓爷说：我吃了这么多天，该
多少钱，你算算。周亭兰说：仓爷
可是要入股？

仓爷说：入股？周亭兰说：你
要是入股的话，你就是本店的股
东了。等你告老时，会有一笔足
够养老的钱。

仓爷眼里一湿，说：难为你还
想着我告老的时候，谢了。这我
不就成吃白食的了？

周亭兰说：也不是。仓爷，你
是有名的神算盘。得闲时，你能
否为小儿悔文指点一二？

仓爷正因为太孤了，才养了
这么一个“白公公”，他当然是喜
欢孩子的。痛快道：好吧，一口换
一手，公平。我答应了。

于是，周亭兰把儿子叫出来，
给仓爷磕了头，就算认下了。

临走时，仓爷从袖筒里顺出
一张银票，说：难得你有这份心，
我就入上一股吧。可有一样，这
入股的事……

周亭兰很灵，说：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仓爷说：很好。接着，仓爷又
说了一句醉话：虽说我不是仓
鼠，可要不沾一点荤腥儿，就没法
在仓署里待了。醉了醉了……说
完，站起就走，走得有些踉跄。

仓爷走后，周亭兰走到桌前
拿起银票看了，竟是五百两银子
的大票。

此后，仓爷再来时，就设了专
座。那是店里最好的位置，可以
临窗看河。每每坐在这里，仓爷
都会用一个木制小勺一小口一小
口地品着霜糖豆腐。这时候，小
悔文就会蹒蹒跚跚地走过来，趴
在凳子上，眼睛亮亮地说：老师，
我想看看你的白公公。

这时候，仓爷的脸像开了花
一样，说：小哥，我教你的“小九
九”会了吗？

小儿嘴甜，说：会了。一下五
去四，二下五去三，三下五去二，
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六去四

进一，七去三进一，八去二进一，
九去一进一……

仓爷说：好。尔后，仓爷用碟
里放的小篾片铲起一些霜糖末，
放在桌面上，那“白公公”就慢慢
从袖筒里钻出来了。

小儿说：白公公，白公公。
仓爷说：白公公，小哥叫你呢。

那白公公就抬起前肢来，作
一揖，小儿就笑了。仓爷就说：记
住，下次我还要考你。

小儿说：我能跟白公公玩吗？
仓爷说：跟我来吧。
于是，这一老一少就走出店

面，到对面的仓署衙门里去了。
六

这年，夏粮入仓的时候，康家
店的生意十分红火，简直有些应
接不暇。从码头过来的鸿车在仓
署里卸了粮后，一辆接一辆地歇
进院来。那些从船上下来的船
夫、纤夫，一帮帮地赶过来，在店
后的大窑里住下，就等着吃那道
霜糖豆腐了。

当然，店里还有好几道拿手
菜，都是周亭兰琢磨出来的。比
如那道清蒸鲫鱼，蒸时用苇叶铺
底，先在清淡盐、姜水里泡上半
天，尔后才上笼。上笼前，摘去内
脏，鱼肚子用一竹结撑着，竹结里
封有偏方做的佐料，先大火圆气，
尔后改小火。做这道菜，把握火
候最要紧。端出来的鱼眼像是活
的，清香无比。

还有一道红烧鲤鱼。将鱼剖
洗干净后，先煎得两面焦黄，兑入

事先勾好的调料，酱汁、香醋，还
有自家用糜子酿的米酒。待入了
味，再撒上辣椒碎、香葱叶、芫荽
段。出锅。黄河鲤鱼肥大，肉质
鲜美，红烧汁浓味厚，一条鱼吃
完，食客连呼过瘾。

那些监漕的押运官、领运官
们，喜欢清淡的，有清蒸鲫鱼。口
味重一些的，红烧鲤鱼正对他们
的脾胃。待他们吃好喝足，已给
他们一个个安排下了二楼的客
房。再送上茶水、点心、霜糖……
这一切，周亭兰都一一亲自过问。

这天晚间，忙乱过后，等一切
安排妥帖，周亭兰才突然发现，儿
子康悔文不见了。

最初，周亭兰并不着急。她
以为孩子又到仓爷那里玩去了，
也许是仓爷把他留下了也说不
定。可是，当她打发人去仓署问
了之后，马上就有了不祥之感。
仓爷回话说，那边事忙，小哥早就
回来了。可是，人呢？

周亭兰以为孩子贪玩，又差
人到镇街上、码头上去找。四处
找遍了，仍是不见人。一直到午
夜时分，店里打烊了，收拾铺面的
小二发现，一张条凳的背后，粘着

一张“帖子”，那“帖子”上写着：肉
票一张，借银千两，一天之内，送
上花家寨，人货两讫。

周亭兰一下子慌了。这年
头，道上土匪很多，各有名头，谁
知道是哪一伙呢？再说了，花家
寨紧贴黄河滩里的四间房，是个
土匪出没的地方。孩子还小，别
吓出什么毛病来。

就在这时，仓爷来了。仓爷
一进门就问：听说悔文不见了？
找着了吗？

周亭兰摇了摇头，默默地把
那张帖子递了过去。仓爷凑到灯
前看了很久，说：这花押我认得。
此人断了一个指头，名号“断指
乔”。凡他的帖子，后边都有一个
断指摁的红印。

周亭兰惊恐地望着仓爷，说：
他……会不会撕票？

仓爷说：此人干黑道时间不
长，但心狠手辣。他喜欢给人送
指头，如果到时不把钱送上，他就
剁去肉票的一指。尔后每拖后一
天，再剁一指，一直到你把钱送上
为止。

周亭兰听了，脸立时
白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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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是有重量的，何以见得？有
个成语叫才高八斗，南朝宋诗人谢灵
运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
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
一石等于十斗，一斗重约十斤。意即
天下才共一百斤，曹植的才华重八十
斤，我谢灵运的才华重十斤，你们大家
的才华加起来总共重十斤。这牛吹得
真够可以的，不过，曹植与谢灵运确实
是很有才华的人。

还有一个成语叫才华横溢，形容
才华多得像漫出河道的水一样四处流
淌，而水是有重量的。另一个成语叫
栋梁之材，栋梁是木头的，自然也是有
重量的。此外，汉代有“夺席才”，晋代
有“咏絮才”，唐代有“夺锦才”，虽然都
有点轻，但也是有重量的。最夸张的
是“陆海潘江”，即“陆才如海，潘才如
江。”海不可斗量，那个才的重量就无
法计算了，只有望洋兴叹了。

既然才华是有重量的，换言之，
才华可以计量轻重，可以放在天平上
称，可以与其他东西相互比较交换。

譬如说，一斤才华可换来一石大米的
薪俸，十斤才华可换来一个美女的心
仪，一百斤才华可以换来宰相总理元
帅职务等。

就 说 才 华 可 换 来 美 女 青 睐 这
事。民国时小说家郁达夫，其貌不
扬，还有老婆孩子，却凭着过人才华，
征服了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的芳
心。作家沈从文，追求美女张兆和
时，曾被嘲笑为“第十三号癞蛤蟆”，
可是，才华对美女的吸引力是致命
的，沈从文就是靠着上千封情书里的
意趣才情，赢得了意中人的青睐。不
过，如今的美女更为务实，没有变现
的、分量不足的才华，她们是不认可
的。所以，如果你仅是小有才华，在
婚姻博弈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君
不见，时下女性征婚条件里，房子、车
子、票子、位子都是必需硬件，才华则
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甚至连提都不
提。眼下谁还想靠小有才华来赢得
爱情，恐怕有点悬。

用才华来换待遇，靠才华吃饭，这

个无论在过去今天都有效，只要你的
才华足够分量，就一定会换来等量或
超值的待遇。孟尝君是最早按才能重
量来兑换待遇的，他养的三千食客，一
等才能的有车有鱼，二等才能的无车
有鱼，三等才能的无车无鱼。秦国想
聘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百里奚，正常
情况下，聘金要用黄金千镒，因怕引起
敌国注意而扣住不放，秦王用五张羊
皮的奴隶身价来赎他，赎来后立即兑
现高官厚禄。今天也是如此，在许多
大学生、研究生就业难的形势下，有五
个博士生还没毕业就被华为以百万年
薪签下了工作，这是因为，他们的才华
重量值这个价，且一定会为公司带来
更多的回报。

人小有才华，不足为恃，若此时与
人讨价还价，或待价而沽，极易被人羞
辱，因其分量太轻。等到你的才华重
到谁都不敢忽视的地步，那就会要风
有风要雨有雨，左右逢源，处处绿灯，
可换来任何你想换取的东西。苏秦刚
出道时，处处碰壁，不是他没有才华，

就是因其分量太轻。悬梁刺股发愤苦
读几年后，才华大增，厚重非常，各国
竞相聘他主事，一度曾携六国相印。

人小有才华，最易遭人嫉妒，被
人扼杀。因为才华这东西是个稀罕
物，你有别人没有，他就心理不平衡，
想法子给你下绊子设套子，要你的好
看。等到你把才华增重到他人望尘
莫及的分量时，那些嫉贤妒能的小人
想害你也够不着了。不过，在这之
前，还是收敛锋芒，低调谦恭，夹着尾
巴做人为好。

而且，才华分量轻的人，最易心焦
气躁，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目空一切，
一天到晚轻飘飘的。而那些真正有分
量的大腕、大咖、大牛，阅人无数，遇事
万千，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反倒是
格外低调，不显山露水。

人与人之间才华重量的差距，实
际上是看不见摸不着也称不到的，但
一说话一办事就显出来了。欲靠才华
改变命运者，赶快想办法增重其分量
才是当务之急。

知味

淡风静雨淡风静雨（（国画国画）） 汪峻岭汪峻岭

该书是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作
家、日本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与日
本绘本奖读者奖得主、超人气插画
师组合 tupera tupera联袂创作的
语言接龙游戏绘本。每翻一页，文
字都在叠加，故事都在延续。整本
书如同“回文诗”般连绵不绝、回环
往复，可以无限循环讲述，能够激发
孩子们展开想象，玩欢乐的语言接
龙游戏。丰富又独特的文字节奏，
搭配简洁的图画，让读者不禁想象
下一页会有怎样的风景。独具创意
的是每个跨页左侧都有索引标签，
既标示每个跨页的角色和色调，又

提醒读者可以从任意页面开始阅
读，轻松进入故事。

该书是一本可以无限循环讲述
的趣味“回文诗”绘本，适合大声朗
读，让孩子发挥想象，玩欢乐的语言
接龙游戏，激发写作创意。作者谷
川俊太郎是日本国民诗人、国际安
徒生奖提名奖作家、《铁臂阿童木》
《哈尔的移动城堡》主题曲词作者，
诗歌入选日本各种版本的大中小学
教材。 画家 tupera tupera 是日
本超人气插画师组合、日本绘本奖
读者奖得主，也是绘本大师五味太
郎极其欣赏的绘本作家。

新书架

♣ 文 燕

《地平线的另一边》：可循环讲述的趣味绘本

酱豆是河南乡间一道历史悠久
鲜美可口的传统美食，用料考究，以
上等的黄豆为主料；工艺复杂，须经
拣豆、煮豆、拌豆、焐豆、晒豆等多道
工序，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
否则就会影响酱豆的质量；制成后的
酱豆鲜香醇厚，老少皆宜，是餐桌上
一道咸淡相宜、极具特色的美食，深
受人们喜爱。除满足自家一年四季
佐餐食用，酱豆还当作礼品馈赠亲朋
好友，传递着浓浓的亲情和乡情。

制作酱豆的过程俗称为“晒酱
豆”，一个“晒”字道出了制作酱豆的
主要秘籍。一年中能够晒制酱豆的
日子屈指可数，酷暑盛夏三伏天是最
佳时机。三伏天太阳毒气温高，等外
面地上晒得直冒烟，屋内热得像蒸
笼，也就迎来了晒制酱豆的黄金时
间。此时，地里的秋庄稼已经锄过两
遍，农人们可以挂锄歇上十天半月，
于是家家户户都忙活着晒酱豆，随便
走进一户农家，入眼就能看到大大小
小的酱豆盆，不失为乡村一道亮丽的
风景。

旧时的乡间，庄户人家缺盐少
油，一碟鲜香适口的酱豆是农家餐桌
上的尤物，调剂着寡淡无味的寻常生
活。门前屋后种的那点儿时令蔬菜
往往接不上季节，更多时候需要一日
三餐就着咸菜下饭，故而家庭主妇们
便把晒酱豆视为农家生活的一件大

事，哪怕日子过得再清苦，只要守着
几盆酱豆，心里也就有了十足的底
气。在乡间，农人们还把能不能晒制
出一盆好酱豆，作为评价巧妇的一个
重要标准。那些连酱豆都做不成的
村妇，往往会被村人嘲笑，视为不会
过日子的反面教材。

三伏天的乡间，几乎家家户户晒
酱豆，一个个蒙着薄纱盛满酱豆的陶
盆，或高高擎在院墙之上，或稳稳居
于屋檐之下，或散散摆放庭院之中，
静如莲花，沉默不语，好似油画中的
一帧帧静物，又如沉沉睡去的婴儿。
那些憨态可掬的陶盆们，此时端坐在
阳光的深处，看似表情凝重波澜不
惊，内心里却是躁动不安，正在恣意
地酝酿着，狂热地发酵着，等待着主
人揭开面纱酱香扑鼻的庄严一刻。
有风吹过，吹乱了陶盆的矜持，惊扰
了酱豆的酣梦，于是便有丝丝缕缕的

酽酽香气过柴门，穿小巷，雾也似的
在村庄里弥漫开来，或者说，整个村
庄都浮在酱豆的浓郁醇香之中。即
便你只是一个过路人，匆匆打这个村
庄经过，酱豆的香味也会出其不意地
钻入你的衣衫，染香你的一段旅程。

乡谚说“富人一本账，穷人一盆
酱”，在昔日生活拮据的乡间，一盆色
香味俱佳的酱豆是农家餐桌上的主
要菜肴，也是一道受人喜爱的下饭咸
菜。母亲常说，菜是引食草。想下饭
必须有菜，但菜只是个引子，多少不
拘，好赖都中，饭是主食，菜是副食。
酱豆的吃法很多，蘸馍就饭，炒菜掺
拌，下酒佐餐，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
尽有。酱豆冷热皆可入味，冷食时有
一种原汁原味的鲜香，用勺子从坛子
里直接挖出，淋上几滴小磨香油，看
上去色泽明亮，闻上去香味盈鼻，吃
起来满口生津。热食须经热油锅烹

制而成，俗称“熟酱豆”。烹制熟酱豆
的过程并不复杂，在炒菜锅里倒上一
些油，放入葱花、大蒜爆炒，然后用勺
子往热锅里舀上几勺酱豆，不停翻炒
后，加适量水小火慢炖，待炖至黏稠
即可出锅食用。因酱豆保持了黄豆
弥久纯正的本质清香，又具有酱香浓
郁的口味，农人们还将其作为佐料，
通过与其他时令菜蔬混合，经过炒、
焖、烧、烩后，加工成一道道清香馥郁
特色独具的菜肴，调配着农家的一日
三餐。美味的酱豆能下饭，亦是下酒
的小菜，乡间不乏好饮之人，囊中羞
涩买不起好酒好菜，却一点也不影响
喝酒的兴致，一碟寻常的酱豆，几盅
廉价的大曲，也能喝出庄稼人的闲适
自在。

母亲每年三伏天晒制的酱豆，合
着一日三餐的粗食淡饭，不仅养育了
我强壮的身体，还伴随我走过了艰苦
的童年和少年。后来我渐渐长大，离
开故乡进城上学，继而参加工作，岁
月更迭，物是人非，始终不变的是我
喜食酱豆的习惯。如今，母亲老了，
再也没有气力为我晒制酱豆了，我想
吃的时候就去超市买上一瓶，很是方
便。吃来吃去，却怎么也吃不出当年
融入我生命中的浓郁酱香。我终于
明白，那浓浓的乡愁，只能蕴含在母
亲亲手制作的酱豆里，这种亲情的味
道是其他酱豆所不能代替的。

聊斋闲品

♣ 陈鲁民

才华的重量

伏日酱豆香
♣ 梁永刚

短笛轻吹

黑漆漆的厨房间，“滴答，滴答”的水
声响起，敲碎了夜的静谧。

我从桌子前站起，也从卧室的横眉冷
对中走出来，走进厨房，循着记忆中水龙
头的位置，拧了把水龙头。手轻轻放下，
侧耳去听，“滴答，滴答”的声音又起，我再
去拧水龙头，力气用得比刚刚大了些。事
实上，当我的手松开时，水声还在。

这是怎么回事？
我把灯打开，白晃晃的灯光下，水龙

头上的水缓缓下落，“滴答，滴答”。既然
关不住，那打开是不是会好？打开水龙
头，水流淌而出，落入白色的水池。我再
关上了水龙头，尽量和缓地，当然，也用了
些气力。“滴答，滴答”的水声又响起了。
我仔细打量水龙头，从顶端到出水的末
端，是哪个部件出问题了吗？我摸摸这，
摸摸那，似乎并没什么问题。

我的手不由地又拧了下水龙头，力气
用得更大了些，突然，听到龙头处“咔嚓”一
声。接着，“滴答，滴答”的水珠，就变成了
一条细细的水线，缓缓地往下流。我心头
暗叹了声“完了”。这细细的水线，流一个
晚上，要浪费多少水啊！我一边想着，一边
轻轻把水龙头拧紧了些，然后，又逆向松了
松。奇怪，这水居然停住了，没有了细细的
水线，也没有了“滴答，滴答”的声音。漏水
问题，居然莫名其妙地解决了。

我回到卧室，回到了另一个空间，心
里好像多了点体会和感怀。

一侧沙发前快上初中的女儿，还在苦
着脸背新概念英语的单词，像嘴巴里在嚼
着不愿意吃又不得不吃的食物。之前女
儿说：“我背得好累呀。”又说：“我多想休
息一会儿呀。”各种旁敲侧击的话语，都被
我连珠炮似地弹了回来：“你还记得你上
次默写是几分吗？”“你不好好努力，别人
就超过你了。”

这会儿，我的心沉静下来，对女儿说：
“你休息一会儿吧，咱们先不背了。”

女儿说：“真的吗？”稚气的脸上，难掩
怀疑之色，手上的书还紧紧捧着，口中还
在默默背诵着。

我的耳畔，似乎又听到了“滴答，滴
答”的水声。

录录《《小窗幽记小窗幽记》》句句（（书法书法）） 孙永茂孙永茂

漏水的水龙头
♣ 崔 立

人与自然

夏天的味道
♣ 张志峰

夏季难熬，尤其是入暑后，闷热
的天气如蒸似烤，使人心生烦躁。但
夏天有夏天的乐趣，“谁谓荼苦？其
甘如荠”。

夏天是万物生长的旺季。尤其是
到了盛夏时节，天热日长，各类树木、花
草、庄稼、瓜果便疯狂地生长起来，大田
里的农作物一天一个模样。玉米长得
齐腰后，茎叶开始显得粗壮，不长时间
里，便会蹿出一人多高。物长有形，物
动有声。每到夜晚，整个玉米大田里，
到处都是“咯嘣咯嘣”拔节声。菜园里
的黄瓜、丝瓜、茄子、豆角等蔬果长速十
分惊人，偶有一两日不摘，就有长老
的。站在高处看平原，到处都是绿波荡
漾，一片喜人的景象。行走在田野间，
会不时地看到戴着草帽的农民拿着毛
巾擦着汗水在浇地。一夫不耕，或受之
饥，万夫不耕，将若之何？衣食所安，不
可忽也。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才牢靠，靠
谁都不如靠自己。

夏日里，是鸟、虫、鱼等灵性动物最
活跃的季节。整个夏天，到处都是鸟鸣
嘤嘤，虫鸣唧唧。这些年由于鹤壁创建
森林城市，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城
市更加清秀，乡村也更加美丽。树多
了，鸟儿也多了起来。

清晨，常常是布谷鸟清脆悦耳的
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这小生灵似
乎并不令人讨厌，虽断人残梦，却不会
生出“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
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恼怒来。附近
梧桐树上有一个喜鹊窝，却是整年里
难以听到几回叫。人们常说“鹊登枝
叫，必有喜事来”，也有人说喜鹊是一
种忘恩的鸟，称其是“麻喜鹊儿尾巴
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成群成群的麻雀，乱哄哄
地飞，叽叽喳喳地叫，飞到早谷地里，
能把谷穗给叨空了，庄稼人便在谷子
地里绑起假人儿来吓雀。

时入酷暑，热得鸟儿们都喘不过气
来，就连狗也是耷拉着长舌呼呼喘气，
这时，一种不怕闷热、越闷热越叫得欢
的“知了”便横空而出，振翅流响。有道
是：“酷暑鸟不鸣，唯蝉来发声，莫看此
物小，声高塞乾坤。”“知了”的叫声极像
用刀刮铁皮的声音，入耳生烦，掩耳难
避。但它却不管不顾，心无余物，大有

“天下唯我，谁奈我何”的蛮霸之狂。须
知声高未必有德，而狂傲必然损德，而
蝉却不自知也。

入夜时分，凯风忽至，活跃了一整
天的鸟儿疲乏入巢，各类虫儿又出来发
声了。它们隐藏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
里，“吱吱吱”地相互呼应鸣唱起来，合
奏出一曲曲动人的小夜曲。静坐在街
心公园的长椅上听虫鸣，也是一种快乐
的享受。

夏日里的淇河清澈如镜，浅处视可
见底，深处不测如渊。淇河两岸植被极
好，高大的树林，茂密的芦苇，使这里成
了鸟儿们的天堂。鱼儿在河里随意游
动，一有动静，便迅疾逃离。浅水不见
大鱼，它们都潜在水深处。不时看到有
螃蟹从鹅卵石下钻出来，横行须臾，又
钻到另一处鹅卵石下边。蟹无定穴，荀
子曰：“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
寄托者，用心躁也。”伏天里闷热难耐，
清澈如洗的淇河便成了市民消暑享乐
的极好去处。每到周末，淇河里便挤满
了人，浸在清澈见底、清凉透体的河水
里，不仅身心俱爽，也足可自镜洗心，抛
却诸多闲杂。

夏天的味道，很令人咂摸，因为，
秋时的收获，都是从炎热的夏日里生
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