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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南繁”已成为我国育种
的“加速器”，海南三亚国家南繁科研
育种基地已成为中国农业科技和国
家种业的“硅谷”，每年都有来自全国
多个省（区、市）的多家育种单位的上
千名科研工作者像候鸟一样来此从
事农业基础研究、品种选育、种子鉴
定和生产推广等活动，还吸引了非
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地区的科学家
前来选育品种。习近平总书记2018
年4月12日在三亚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视察时指出：“海南热带农业
资源十分丰富、十分宝贵。国家南繁
科研育种基地是国家宝贵的农业科
研平台，一定要建成集科研、生产、销
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
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1962年春，吴先生应邀列席了全
国政协会议，并十分荣幸地被邀请到
中南海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同桌进餐，总理含笑握着他的手
说：“大办农业，多为祖国培育良种。”

当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全国玉
米研究工作会议上，吴先生发表了《关
于多快好省培育玉米自交系配制杂
交种方面的一些体会和意见》，提出利
用国外引进的和国内育成的现有材
料配制杂交组合，迅速投入生产应用

以及自交系的早代利用等意见。吴
先生的建议迅速在全国产生影响，河
南省新乡农科所于1963年育成了单
交种“新单1号”，推广面积达到1000
多万亩。由于单交种子的生产程序
简单，增产潜力大，各地纷纷以单交种
代替双交种，这使我国成为最早普及
推广单交种的国家之一。

1964年，吴先生创建了河南农
学院玉米研究室（后来随着学校的更
名和规模的扩大改为河南农大玉米
研究所）。在他的主持下，杂种优势
理论和应用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先后育成了“豫农704”“豫单5号”

“豫双5号”等优良杂交种，在河南省
及黄淮海地区大面积推广，并获得
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5年，吴绍骙先生向河南省
科委建议，建立河南省高稳优低协作
组，以加速河南省玉米杂交种的更
新，促进玉米生产。吴先生虽然只是
协作组的顾问，但玉米高产、稳产、优
质、低成本的综合研究却由他主持。
这项研究成果的推广，为提高河南玉
米产量、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还获得了农牧渔科技改进
一等奖。

吴绍骙先生一生桃李满天下，

培养了诸如苏桢禄、陈伟程、任和平、
汪茂华、罗福和、石敬元、刘宗华、陈
彦惠等数十名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的玉米育种专家、学者。

多年来，河南农大玉米研究所
的玉米育种研究一直处于全国领先
地位。2012年4月20日，在吴绍骙
先生逝世14年之后，河南农大挂牌
成立了“吴绍骙玉米研究院”，目标是
打造集玉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成
果转化与推广为一体的多功能平台。

玉米杂交种的开创者李竞雄
李竞雄先生1913年生于江苏

苏州，是著名的植物细胞遗传学家、
玉米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
育种栽培研究所研究员。1936年毕
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1944~1948
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康奈尔大学硕士
和博士学位。李竞雄先生长期致力
于植物细胞遗传和玉米育种研究，是
中国利用杂种优势理论选育玉米自
交系间杂交种的开创者。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1945年 6
月，李竞雄先生应康奈尔大学遗传学
家 L.F. 伦道夫教授的邀请，到加利福
尼亚理工学院协助一项玉米研究
——他在正式攻读学位之前，就结识

了美国一些老一辈的著名遗传学家。
1946 年秋，李竞雄先生再次接

受指导教授的邀请，来到加州理工
学院实验农场，参与了由美国农业
部主持的比基尼岛原子弹爆炸试验
对玉米细胞遗传效应的研究。
1948年6月，李竞雄先生在完成博
士论文答辩后，第三次来到加州理
工学院实验农场，进行他所发现的

玉米第9染色体臂间倒位的细胞遗
传学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第一手可
贵资料。1948年 11月，李竞雄先
生回国，被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农学
院副教授兼农学系主任。1949年
至1970年，李竞雄先生调到北京农
业大学任教，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
授。1956年，李竞雄先生育成了首
批“农大号”玉米双交种，发放各地
试种、示范。该玉米双交种表现良
好，因其抗倒抗旱和显著增产，许
多省（市）要求种植。

这个阶段，李竞雄多次到山西、
山东、河北和北京郊区，深入生产一
线讲解、传授玉米杂交种的繁育和栽
培技术，组织农民开展技术培训，和
地方政府一起研究解决疑难问题，为
我国选育和利用玉米自交系间杂交
种奠定了基础。以山西省为例，从
1960年试种玉米双交种起，5年内发
展到500万亩，占当时山西省玉米总
面积的一半以上。而 1965年，全国
的玉米杂交种面积仅占玉米总面积
的4%，平均亩产只有100.5公斤。
到了1987年，我国玉米杂交种面积
已占到80%，平均亩产增加到263
公斤，而且用的杂交种都是我国自己
选育的。

1970年12月，李竞雄先生调至
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玉米育种研究
工作。1970年代，为了不断提高中
国玉米育种材料的性状水平，李竞雄
先生在自己主持的课题内率先开展
玉米群体改良研究，组成了“中综Ⅰ
号”和“中综Ⅱ号”群体。此间，李先
生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米研究所协
作，在北京和南宁两地进行试验，并
从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为
广西引来南美著名的改良群体

“Tuxpeno1号”（后来取名为“墨白
1号”），在广西种植面积最大时达到
230万亩，大大促进了广西玉米生产
的发展。

1973年，李竞雄先生亲手选配
出一个玉米品种，经过两年的试验鉴
定，表现非常突出，不仅实现了高抗
玉米大小斑病、玉米丝黑穗病等多抗
目标，而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这就是 11 年后获得国家发明一等
奖的“中单2号”玉米杂交品种。从
1976年起，“中单2号”在全国迅速
推广，至 1982年全国种植面积达
2403万亩，成为当时中国推广面积
最大的玉米杂交种。1983年，“中单
2号”种植面积上升到2629万亩，此
后逐年扩大，1989年创下了3434万

亩的辉煌纪录。从1977年到1989
年，“中单2号”累计推广26975万
亩，增产玉米134.8亿公斤，成为中
国玉米生产史上的一大奇迹。

1978年起，李竞雄先生任中国
农科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
兼玉米育种室主任、博士生导师。
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

1982年，李竞雄先生在农业部
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作物育种会议
上，提出了提高玉米营养品质、开展
玉米品质育种的建议，并被纳入国家
计划。在李竞雄先生的主持下，
1988年育成并大面积示范推广了赖
氨酸和色氨酸含量比普通玉米高1
倍以上的杂交种——“中单206”。
无论是青嫩玉米穗还是玉米粉，“中
单 206”的适口性都很好，营养价值
也远高于普通玉米。这一育种成果
已达到当时国际上同类研究水平。

1983年，李竞雄先生主持了“六
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玉米
新品种选育技术研究课题论证报告的
起草和计划的实施。到1985年，在25
个参加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育成品种32个，新品种推广
面积达到5613万亩。 46

连连 载载

《未婚妻》从记忆入手，打量小镇警
察、文学青年、外省人的命运现实，捕捉
爱、醉、病、生与死的虚无，精微摹写县
乡中国波澜壮阔的流动变迁。正是由
于小说专注于地区性、专注于个人、专
注于家庭和社会，专注于普通和日常，
这个国家很多普通人的一生，都涌现到
了作家阿乙的笔下。这些记忆不再仅
仅是个人的记忆，同时也融入了整个时
代、整个民族的经验之中。

《未婚妻》的中国式婚恋伦理尤
为引人瞩目。小说中，“我”作为小镇
警察，事业编的公务员，在一次公干
的时候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然而，
情感这种形而上的波动仅仅一刹那，

接下来是情感变成婚姻的、无休无止
的形而下。于是，县城版的门当户对
被提上日程。“未婚妻”一个看上去有
时代感的词，就这样与当下的时代，
与 永 恒 的 中 国 婚 恋 伦 理 结 合 在 一
起。“未婚”，这确定的又尚无结局的
过渡状态，让阿乙的小说获得了无尽
的空间。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
这 空 间 辽 阔 无 边 ，与 生 活 和 人 生 相
关；又逼仄无比，只是一个普通青年
半途而废的爱情。然而就是这既辽
阔又逼仄的感觉，让阿乙的叙述获得
了巨大的审美弹性。《未婚妻》于是也
获得了生活的辽阔、审美的辽阔和情
感探索、精神探索的深不可测。

荐书架

♣ 付如初

《未婚妻》：摹写县乡中国波澜壮阔的流动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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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鲁民

最喜人间烟火气
近日，一个朋友从海外回国定

居，他已出国二十多年了。在亲友们
的接风酒宴上，他感慨万分地说，还
是咱们这里热闹，有烟火气，不像在
那边，整天喝凉水、吃冷饭，一连几天
不动烟火，屋里只要有一点烟火味，
报警器就会响个不停。出国那么多
年了，特别想念家里的烹炒煎炸味
道，想念亲朋好友小酌聚会的温馨气
氛，长年累月闻不到烟火气，是最不
习惯的事。

这让我想到西晋文学家张翰的
一段逸闻。《世说新语笺疏》记：张翰
在洛阳做官正得意，看见微风起，无
比怀念家乡吴中菰菜羹、鲈鱼脍，就
对人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
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辞官回归故
里。在追逐人间烟火这一点上，古人
与今人的心是相通的。

烟火气，即烧煮食物的气味。引
申为尘世俗常之气。人这一辈子，不
论走多远，事业做多大，地位有多高，

挣钱数目有多惊人，其实就是食一碗
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沉浮。用南怀
瑾先生的名联来说：“三千年读史，不
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总归诗酒
田园。”功名利禄也好，诗酒田园也
罢，不论高低雅俗，都是典型的人间
烟火。

2022年的高考作文天津卷，就是
以人间烟火为题。题面是“烟火气是
家人团坐，灯火可亲；烟火气是国泰民
丰，岁月安好；烟火气是温情，是祥和，
需要珍惜和守护，也需要奉献和担
当。寻常烟火，就是最美的风景。”这
是一道颇为接地气的考题，字里行间
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袅袅炊烟，烟熏火
燎；闻到了酸甜苦辣，香味扑鼻；想到
了万家灯火，天伦之乐。怎么写都不
会跑题，怎么写都有说不完的话，而且
每人都有不同的人间烟火，内容也很
难雷同，真心该为这道作文题点赞。

生活，就是一半诗意，一半烟火；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半天堂，一半

地狱；一半风和日丽，一半暴雨雷
鸣。我们可能无力改变世界，能做到
的是，紧紧拥抱人间烟火，努力享受
风和日丽，顶住狅风暴雨，力避地狱
之灾。生活中的美有很多种，自然风
景之美，文艺作品之美，体育竞技之
美，建筑工程之美，人体颜值之美，都
各有所属，各得其赞，唯独这人间烟
火气，能温暖整个世界，滋润每个人
的心胸。所以，诚如一副对联所言：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多烟火，可
以饮二两浊酒；忙碌百把年，萦怀无
非柴米油盐，能够吃一碗饱饭。

就连神仙也对人间烟火无限向
往，恋恋不舍。白素贞为了和许仙做
一对人间夫妻，宁肯放弃两千年来之
不易的修行。美丽织女嫁给穷汉牛
郎，七仙女爱上孝子董永。玉帝妹子
思凡跟了杨公子，三圣母看上了老实
巴交的刘彦昌，图的不就是一碗人间
烟火，几多家常情愫？

也有人看破红尘，想去修道成

仙，不食人间烟火，不识炎凉冷暖，不
知清欢冷味，可能是自有乐趣，旁人
不好揣摩。但别忘了偷食仙丹飞升
月球的嫦娥，凄冷孤独，悔恨交加，就
是李商隐那话“嫦娥应悔偷灵药，碧
海青天夜夜心”。我们这些凡夫俗
子，也会中秋赏月，把酒问天，背背东
坡的诗句，说说嫦娥的闲话，聊聊吴
刚的逸闻，但最终还是要立足大地，
享用流年烟火，细品静好人生。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只有人
间烟火气，最抚凡人之心，最贴百姓
之意，最合天地之情，最近生存之
道。《红楼梦》的《神仙歌》里唱的，唯
有功名忘不了、只有金银忘不了、唯
有 娇 妻 忘 不 了 、只 有 儿 孙 忘 不 了
……可见，说得那么热闹，最终忘不
了的还是人间烟火，世俗生活。这
不由使我想起了舒婷在《神女峰》里
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诗：“与其在悬
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
哭一晚。”

百姓记事

♣ 张桂荣

求学记
1939年我出生在豫中平原，记忆

中全家四世同堂，曾祖父母是大家庭
的家长，带领十余口人，住在前后两
进大院的祖屋内。

父亲小时候念过私塾，能识文断
字。大约五六岁时，我在父亲的教导
下，开始读三字经，一个冬天通背如
流。后来社会稍稍稳定下来，父亲在
村头古庙办了一所简陋的私塾，招收
本村和邻村适龄儿童十余人，教四书
五经，只背不讲，像读天书一样囫囵
吞枣。我是私塾年龄最小的，会的书
却最多，一年内背完了《论语》《中庸》
《大学》《孟子》。《孟子》语句艰涩难
懂，背得不熟曾挨过板子，手被打得
通红肿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 1951 年出
资建了一所村小学，学校规模很小，
只有三名教师，父亲便是其中之一，
我也转进这所小学读书，开始接触
数学。

记忆中，那时天气比现在冷，雨
水仿佛也多，村子里经常泥泞满道，
没有雨鞋，从家里走到学校，沾满了
泥巴的鞋子早已湿透。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母亲用两块木板做鞋底，在
木板下面钉两个木条，用厚布做成鞋
套，钉在木板上面，再用桐油刷几遍
防止渗水，穿上这样的鞋子，既防水
又保暖。后来它竟在村里流行起来，
技术也有了改良和提高，并被冠以

“泥机子”的美名。

有一年暑假连降暴雨，午饭后我
正在西堂屋看书，突然看见墙土往下
掉，我赶忙跑到东堂屋叫爷爷。爷爷
过来一看，果见土噼里啪啦正往下
掉，拉着我就往外跑，刚出屋门，房子
就倒了，爷孙俩暗自庆幸，多亏跑得
快，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久，东
堂屋也被雨水泡塌。家里喂的一头
牛和一头驴，只能借邻居家的牲口房
迁就，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只能挤在临
时搭建的简陋帐篷里。当年冬天，新
房还没盖好，爷爷因操劳过度，染病
去世，享年只有58岁。

读完四年级，参加镇里的统考，
我和邻村 8个孩子考入镇里的高小。
到镇里上学，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
学校饭堂太贵，只能到离学校约 2公
里的外公家搭伙。外公家不富裕，为
了节约粮食，晚上不做饭。我正长身
体，中午在学校吃干粮，晚上放学回
来饿得慌，外公就让外婆去做饭，外
婆边做边抱怨：“不给你做饭吧，你
饿，给你做吧，就你一个人吃，又吃那
么一点！”外婆是外公后续的妻子，为
此老两口经常拌嘴。

这伙自然搭不下去了，于是千方
百计又到学校附近一个远房亲戚表爷
奶家搭伙。表爷在附近镇上教书，无
法照顾家庭，全靠表奶一人忙里忙
外。表奶照顾孩子、洗衣做饭、喂养牲
口，甚至犁地耙地，是当地有名的女强
人，且心地善良，待我很和蔼。我只要
一放学回家，就立即坐在灶台前，帮表
奶烧火做饭。所幸，我小学毕业被县
重点中学录取，总算没辜负表奶忙忙
碌碌、不辞辛苦做饭的恩情。

初中三年埋头勤奋学习，各科成
绩均优异，但还是吃不饱饭，每逢周
末，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要步
行30多公里回家，出发时带上母亲准
备一周的干粮。记忆最深刻的是有
一年春节后，因凑不足学杂费，不能
按时报到，受到老师的批评。由于家
里穷，又缺少劳力，父亲几度想让我
辍学，但我都想方设法坚持下来。

记得初中一年级暑假，我用辘轳
汲水浇黄瓜，辘轳是实木做的，非常
沉重，向上提水时，不小心伤着左
胸。不久，伤口发炎、疼痛难忍，我打
听到附近镇上有个娄医生，医德医术

都很好，便赶去求医。娄医生检查病
情后开了一大包中药，药价五角，我
却身无分文，只得谎称出门时走得急
忘了带钱。没想到娄医生却淡然说
道：“病好了再送钱来，实在没钱就算
了。”或许他早就看出我是个穷孩
子。我暗自庆幸碰到医德高尚的医
生，事实证明他的医术也很了不起，
药吃下去立竿见影，没几天伤口就痊
愈了。

1956年我初中毕业，当时成绩是
五分制，毕业考试四分以上，就可免
试读高中或师范。我各科成绩均是
五分，老师认为我是上大学的好苗
子，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发给我
一张高中录取通知书。我兴高采烈
地把通知书拿回家，父母却认为我应
该读师范，因为师范有生活补助，还
可以早点毕业，挣钱养家糊口。跟班
主任说明情况后，无奈改成了师范。
1959年夏天，我师范毕业，分配到教
育战线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直
到1999年退休。

如今，我已八十多岁，如歌曲《长
大后我就成了你》中唱的那样，我的
五个孩子都做了教师，孩子、孙子辈
有国外留学归来的，有博士、博士后
毕业的，再看看百姓“两不愁、三保
障”——吃不愁、穿不愁，教育、医疗、
住房均有保障，对比我当时求学生涯
的艰辛，切身体会到新中国翻天覆地
的变化，不由得感慨万千！

老龙槐（国画） 房巍

连续刮了几场冷风，气温随之骤降，路边
的树叶飘落了一地，冬月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街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即便偶有行人，
也是将脖子袖子缩在羽绒服里，匆匆而过。
路边的黑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一切都在寒
意中笼罩着。在寒枝掩映的窗口，有黄色的
灯光温情荡漾开来。

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是夜晚。不管是天
晴天阴，到了夜晚，寒意铺天盖地席卷而
来。既然出不了门，在这样的冬夜，捧一杯
暖茶，沉迷于一本厚厚的书中，便会有一份
难得的宁静和美好。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里说：“读经宜冬，
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
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春，其机畅也。”张潮
认为，读经书适宜在冬天，因为这时人的精
神容易集中，可以进入深沉的思索。的确，
读书需要沉下心来，冬夜很静，比较适合读
书。冬天的夜读，既是增加知识的过程，更
是净化心灵、升华思想的过程。

古人读书讲究“三上”——马上、车上、
枕上。对我们来说，“在马上”读书已经没有
机会体验，“在车上”读书的时间也少得可
怜，唯有冬天，桌前枕上，读书最为安逸。窗
外寒风凛冽，室内安静温暖，一杯热茶，或一
杯香浓的咖啡，静静地读书，偶尔发一会儿
呆，然后沉浸书页之中。

穿梭书海，从古至今，从中至外，上下五
千年，东西南北中。疫情反复无法远行，躲入
静室乐此不疲地从字里行间读出鸟语花香、
潺潺流水，那自书中流淌而出的真情，滋润着
我的心田，诗意从每个文字间袅袅升烟。

于谦在《观书》中写道：书卷多情似故
人，晨昏忧乐每相亲。与晨昏相对的是好
书，与日夕相伴的是嘉文，这样的日子怎能
不让人分外留恋呢，尤其是爱书惜阴之人，
对此爱惜更甚。

汪曾祺的作品是轻松写意的，生活是富
有诗意的。所以，在烦恼缠绕的时候，不妨
坐下来读几段汪曾祺的文字，回味一下自个
儿有趣的过往。正如这位可爱的老头儿说
的：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
思，会“噗噗”笑出声来。

冯骥才在《读书是为了心灵生活》中写
道：读书是为了心灵生活，我们需要的读书，
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对读书的本然喜爱。室
外北风萧萧，室内书香袅袅。拿起书本，内
心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安静平和。

冬夜静读，书中有岁月的宽厚绵长，有
温暖时光的回味与流连。一本书，静静读，
慢慢品，人就在书里起伏，掩耳不听那尘世
喧嚣，便是世间极致的美好。

寒冷的冬月，书香氤氲中，让心回归宁
静。一本好书、一杯清茶，四下俱静，嘈杂远
去，一颗心也变得波澜不惊 。

这是一个有口福的时代。咸淡
可口的京酱肉丝、辛香可口的辣子鸡
丁、红白分明的腰果虾仁、外焦里嫩
的松鼠鳜鱼，可以吃个够。旧时，只
有在富裕人家才能享受的美味，甚至
连穷奢极欲、豪华无度的皇家宴席，
鲍参翅肚、山珍海味之类的宫廷菜，
像慈禧喜爱的抓炒里脊、忽必烈“禁
止外传”的冰酪，如今，已经上了百姓
餐桌，成了一味家常菜。

“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
一个”，杨万里饿时吃蒸馍，一口一
个，胃口好得让人羡慕。口福口福，
能吃是福。人老牙口弱，吃上一口
饭，大多细嚼慢咽；健康的老人，大快
朵颐，鼓动腮帮进食，什么绅士风度、
淑女气质，全抛在脑后。满嘴流油的
据案大嚼，勾引食欲，刺激分泌口水，
最原始的欲望无法抗拒。“有时此辈
未妥帖，哮吼大嚼无毫全”，宋朝陆九
渊认为，口福的欢愉，比麻木的食不
知味更生动。食不知味，常常消沉意
志，好像脱离了与周围世界的联系，
遮蔽了身体对美食物的品鉴，又怎能
也感知自己的存在？贪于口腹之欲
的人，值得信任，食欲为先，压制了其
他欲望，哪有心思算计他人？好吃，
就应该和美食相约，狼吞虎咽，一嘴
油光。号称“开台进士”的郑用锡，

“矍铄全凭口福贻”，却也道出了古稀
康健的奥秘。如此大嚼，尽情享受口
福之乐，实属难得。

“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炙鱼
头”，夜半月下，郑板桥品赏美女蒸的
鱼头，酒酣人醉，认为会吃是福。食
鱼，先是片去鱼身上的肉，尔后是背上
带有小刺的脊肉，炒、烹、煎、炸、煨、
熘，细嚼慢咽，确实美味。甚至，连鱼
尾上的薄肉也不放过，细烧，美其名曰

“烧鱼尾”，弄个鲤鱼跳龙门的噱头，
让文人追逐得不亦乐乎。只有鱼头
能留得全颜：顺中间一劈，鱼头仰卧
大盘，铺上带着酒香的鲜红剁椒，大
火蒸开，淋上麻油，铺上香菜，香味蔓
延开来。沿鱼唇、鱼脑、鱼皮、鱼肉一
路吃下去，快慢有节，吸停有致：鱼皮
筋道，要细细地嚼品；鱼唇、鱼脑滑
溜，快吸而入，口中稍停片刻，与松软
滑嫩稍一触碰，不待咀嚼已融化。鱼
香、辣香、椒香、卤香，咀嚼中唇齿间
冒出一股侠义之气，荡气回肠。

美味，美在色、香、味、形、声。口
未出征，眼、鼻、耳已出动，弄得自己
馋涎欲滴，全是菜品炫巧斗妍。最招
惹耳朵的一道菜，是三鲜锅巴，又名

“平地一声雷”。备好两口锅，一边炸
锅巴，一边炒烩响油鳝糊就是把鳝丝
炒好拿上桌来，然后用一勺滚油向上
面一浇，炸脆的锅巴放在一个盆里，
刚端上桌，就把一大碗虾仁、香菇、冬
笋片、鱿鱼卷、火腿丝等做成的热汤
倒进大盆，“刺刺拉拉”的响声里，腾
起一股香味，人的胃口吊得高高的。
不马上夹上一筷，又怎能对得起自己
的耳朵和眼睛呢？巧食添趣，也算一
种口福吧！

宫廷菜以稀贵、奇珍、古雅、怪异
著称，贵族范十足。常人的世界，只
能以一睹芳容为荣，以抿口细品为
耀。如今，在市民眼里，佛跳墙、九珍
烩之类，无非是各种名贵食材混杂在
一起的“一锅烩”，与猪肉、猪杂为原
料的大杂烩没什么两样。没有猪肉、
只有猪下水的炖吊子，各式的卤煮，
和大锅菜一样，吃得厌烦了，换换口
味而已。宫廷菜、官府菜和民间菜一
道，早已成了百姓的口福。

现在想来，这口福，是万福之
根。有口福的人，心胸豁达，心存善
意，为人和善，待人真诚。如此为人
处世，身上自带福气，也会把福气带
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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