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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自己颁个奖

书人书话

♣ 肖国钰

为韩愈研究注源头活水
由张弘韬、张清华编著，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汇校汇注汇评昌黎先生诗集》是近年来韩愈诗
歌校注的集大成之作。

张清华先生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
会长，从事韩愈研究已30多年。早在1984年张清
华先生随季镇淮先生研究韩愈时，就准备为韩愈诗
文作注评，而后又得到任继愈先生的具体指导，最
终将《汇校汇注汇评昌黎先生集》的项目正式确
定。该项目起初由张清华先生推进，后由张弘韬博
士接力，并得到一众专家学者襄助，于 2016年完
成，成为纪念韩愈诞辰1250周年的献礼之作。

韩愈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文成就斐然，在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门人李汉在
长庆末年编纂的韩愈文集，成为历代传本的祖
本。宋代以后韩愈文集的整理和校注层出不穷，
如方崧卿《韩集举正》、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王
伯大《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魏仲举《新刊五百
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廖莹中《世綵堂本昌黎
先生集注》、祝充《音注韩文公集》、文谠《新刊经进
详注昌黎先生文》、蒋之翘《韩昌黎集辑注》、顾嗣
立《昌黎先生诗集注》、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
注》、黄钺《昌黎先生诗增注证讹》等，至清代而集

其大成。其中清人顾嗣立首开单注韩诗之先河，
后用功于韩诗注释者一直多于文集。

20世纪 80年代以后，又有多部韩愈诗文校
注本问世。诗注方面最重要的是 1957年古典文
学出版社印行，1984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的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该书资料丰富，见
解精辟，堪称历代韩愈诗歌校注的集大成之作。
但随着近年来古籍数字化的迅速发展，众多珍稀
古籍得以影印出版，为学界带来许多新的资料和
研究成果，同时也使钱著在校勘、注释、系年、编
排等方面的时代局限日益突显出来。于是一部
能集百家之长，而又代表当代韩愈研究水平的韩
诗注本应运而生，这就是《汇校汇注汇评昌黎先
生诗集》。

此书参考了现存的二十余种历代韩集刊本，
遵循优中择优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宋至
清的历代校勘、注释及评点成果，在资料的丰富程
度上，超出此前所有的韩诗注本。全书将韩愈诗
歌编为十卷，根据创作年代的先后，将所有诗作逐
一编年，另附外集诗篇、补遗的联句及诗篇、疑伪
诗和三则附录。前言除了详细考证韩愈的生平世
系之外，还通过细读具体的文本，高度凝练地概括

了韩愈的诗论主张，分析了韩诗的新变及主体意
识，说明其多样的风格。附录分别为昌黎先生诗
系年、历代评韩诗、历代韩集序跋辑录，其中历代
评韩诗仅为历代对韩诗的总评，涵盖韩诗的风格、
语言、艺术技巧、用韵、缺失等多方面的内容，对具
体诗篇的评论则附于各诗之下，总体看来内容十
分详备。

这本著作的体例颇具特色，每首诗歌的标题
之下都标注了考订过的具体创作年代，部分诗歌
带有小序。立足于丰富的文献材料，既娓娓道来、
生动形象，又富含学理，如同赏析性的散文，兼具
了文学性和学术性，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知人
论世，拉近与文本的距离。

韩诗文本的校勘，历来许多学者投入了很大
的精力，近年刘真伦教授更是做了竭泽而渔的工
作。鉴于当今电子数据库的发展，让许多善本轻
易可见的便利条件，这本著作没有罗列校勘记，而
是遵从季镇淮、任继愈两位先生的提议，以“定本”
示人。即通过比校诸多善本的差异，在合理的依
据下厘定正文，使“定本”得以实现。

韩愈诗歌素以“奇崛险怪”著称，诗文中颇多
生僻的字词、典故。本书在注释方面，通过核查

《经籍纂诂》《王力古汉语字典》《辞源》《汉语大辞
典》等大量工具书，并汲取历代注释成果，对诗中
的字词、典故、文化现象等作了详尽的注释，极大
提升了字词厘定的准确性，扫清了阅读文本的障
碍，降低了阅读难度。最后是汇评部分，诸家的
评点成果一并陈列，再附以编者自己的看法，一
目了然，方便读者对比参照。本书采用简体竖
排，也很便利非专业群体的阅读，提升了书本的
普及性。

综上所述，《汇校汇注汇评昌黎先生诗集》在
广泛搜求、悉心辑录历代古籍善本的基础上，认真
细致、扎实全面地汲取古今诸家的注释成果，力求
反映最新的韩愈研究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
价值和重要的文献整理之功。本书的体例、校注
方法和出版形式都有一定的创新，既降低了阅读
的门槛，同时又能够满足专业研究者研究的需要，
兼顾了专业性和普及性，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
传承和推广作出了卓越贡献。

沉潜考索，数十年光阴铸就一剑，《汇校汇注
汇评昌黎先生诗集》的问世无疑给后来者提供了
一个范式，也为韩愈研究领域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注入了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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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一座城市底蕴的认知，或许就藏在城
市过往的烟火气里。

通常，我们要想深入认识一座城市，除了肉眼
可见外，还要去感受其独特的气韵和质地。

当年来到郑州这座城市落脚时，正值年富力
强的青年时期。

那年月,蜗居在都市村庄中和很多人一起生
活在这座“城市”里。

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并非都是崭新的，甚至还
有些破旧，但那时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拐角，脑海
中至今还印刻着不曾遗忘的过往。

那时，总能在租住都市村庄的街道上,遇到一
些熟悉的房东和简易开店的老板们。在这些城中
村的任何一个街道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的日常
生活所需，极易让人获得。来自南北西东不同地域
汇聚于此的地方小吃，散发着诱人的芳香，也总能
让你一饱口福。所有的这些，或许就是那个年代生
活中最让人怀念的烟火气和舒缓的生活气息。

走进记忆中的绿城，每条街巷同样有让人怀
念的故事，有很多让人怦然心动的瞬间，总会让人
情不自禁地去触摸、去聆听、去回望，那些跌宕起
伏、千回百转的城市记忆，在悠长的岁月里，体现
城市过往的模样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随着绿城的人文、交通、现代产业、商业等资
源集聚发展，人们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方式已跃然
眼前，这里也正成为一片饱含创新活力、充满温情
的热土。

与绿城共同成长的人们经历中，会伴有许多
相同的记忆。

谈起读书，一定会说到郑州大学；逛街，一定
是百年的德化街；游玩，一定会是二七纪念塔，郑
州黄河游览区、动物园，还有亚细亚；说起饮食，郑
州老烩面必为首选；夏夜，最爱的消遣地是金水
河、西流湖……

所有的这一街一角，一草一木，蕴含着无数人
的记忆和关于绿城的信息，不仅记录着许多人成
长的脚步，也印刻着记忆里那些柔软温情的时光。

随着城市骨架、脉络的延伸发展，基建配套逐
渐完善，产业不断更新，城市发展日新月异，记忆

中的小城变得更为广阔。
时光的年轮碾过 21世纪时，郑州地铁陆续通

车了。地铁带给城市以新的可能性，进而也让郑
州进入到TOD时代。

人们从一个地铁口下去，瞬间就可从另一个
区域走出地面，体验别有一番风味的城市风情，还
可乘坐地铁到达高铁站、机场，换种方式去拥抱整
个世界，从此远方再也不是梦。

世界变大了，曾经蜗居在都市村庄中的人们
也已逐渐融入这个城市乃至整个世界中。

得益于现代城市与科技的发展，一部手机、一段
网线就能连通千万里之外的亲朋好友，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拉得更近时，似乎又使人的距离变得“遥远”
而陌生。同乘一辆地铁、同处一张餐桌，人们却忙碌
于“指尖操作”，而常常忽略了就在身边的伙伴。

我们很多时候在想，城市的发展不可阻挡，但
一直刻在人们记忆中、城市心脏之中的独特情怀
就此一去不复返了吗？人们骨子里期盼的生活方
式如何才能融入到城市的高速运转中？

正值人们在充满疑惑的情形下，以充分考虑
人们热切期盼的生活方式时，一个将城市公园、综
合体、地铁、改善型产品与出行、住家、配套、生活
休闲、社交融合到一起的区域城市融合体正逐步
映入人们的眼帘。

早上出门，经过熟悉的店铺，与店老板互道早
安，买上一杯热腾腾的豆浆或牛奶，开启一天美好
的生活；晚风拂面的时分，带上家人、孩子在不同
的商业街里闲聊、散步，一天的疲惫感瞬间退去。

乐于健身的老人，可以早早下楼，通过林荫步
道去街心花园走上一圈。活泼可人的孩子，下雨
天也可以在诸多避雨的凉亭下里自由玩耍；还可
以在自家露台，煮上一壶热茶，开启一家人惬意的
自在时光。

城市烟火气的生活，是我们未来生活的新记
忆，也是文化生活的载体。通过一条街、一个社
区，新的文化生活在这样的街区当中重新生发。
所有的这些正和郑州这座城一起，见证着这片热
土的变化，塑造了可触摸的新的烟火气社区，给未
来生活无穷的想象力。

郑州地理

♣ 游磊

绿城烟火气

荐书架

♣ 文 景

《从昨日醒来》：摇滚桂冠诗人的影像日记

许多人了解帕蒂·史密斯或许是通过她的
音乐或文学作品。她是美国朋克音乐的旗帜
人物——发表于1975年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
《群马》，开创性地将诗歌表演与摇滚结合在一
起，被《滚石》评为史上最伟大的百张摇滚专辑
之一，她本人也在 2007 年入选摇滚名人堂。
她也是作家，64岁时出版的回忆录《只是孩子》
为她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随后，《时光列
车》《梦旅店》等作品相继出版，使她的文字被
世界各地的书迷所认识、喜爱。

《从昨日醒来》展现了帕蒂·史密斯一个不
太为大家熟知的身份——视觉艺术家。身为
音乐人与作家的帕蒂·史密斯，融合古老与现

代的记录方式，以简短克制的文字和相互关联
的影像，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韵律，让过去与当
下在纸上显影：手边的咖啡与墨镜、书桌上的
琐碎之物、爱猫开罗、来自梅普尔索普的项链、
弗雷德的吉他、兰波的旧居、黑泽明的水车、关
门前夜的 CBGB……带领我们进入这位艺术
家的世界，一窥其日常生活与灵感来源。

不必光芒四射，每一日自有其意义。熟悉
帕蒂·史密斯的读者不难发现，每一日的记录
里有她深爱的一切，而首次认识帕蒂·史密斯
的读者可从这366天中初步了解，是什么构成
了她人生与创作。翻看这些记录，也促使我们
回看自己的生活，寻找日常中被忽视的意义。

知味

♣ 梁永刚

五香变蛋滋味长

河南话中，变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
若将其视为用鸡蛋加工而成的地方特色食品，
那么变蛋就是一个名词词组。若把变蛋两个字
拆分开来看，“变”是动词，即像变魔术一样的动
作；“蛋”是名词，即鸡蛋的简称，那么“变蛋”就
成了一个动宾短语。我更倾向于后者，变蛋的

“变”，是一种物理变化，也是化学变化，就像孙
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令人称奇，极富想象。

变蛋的前身是生鸡蛋，在石灰锯末和各种
佐料的包裹浸润下，经历了凤凰涅槃浴火重
生，变化为晶莹剔透美味可口的风味小吃。豫
中乡间，往往把变蛋的加工制作过程说成“变
变蛋”，这也是一个动宾短语，前面的“变”字是
动词，后面的“变蛋”是名词。

河南人口中所说的变蛋，专指用鸡蛋所
变，也有用鸭蛋变的，但变出来后，蛋清不是琥
珀色，而是墨绿色；名字也不叫变蛋，而叫皮
蛋，或松花蛋。

市面上也有卖鹌鹑蛋变蛋的，晶莹透明，
袖珍玲珑，装盘时，无须用刀切成四瓣，都是囫
囵个儿，淋些香油、醋即可，缺点是圆滚滑溜，
筷子不好夹，往往用勺取。至今我都没有吃过
用鹅蛋变的变蛋，除了鹅蛋比较稀少，还有一
个原因就是块头太大，外面包裹的一层生石
灰，不足以让生鹅蛋变熟。

早些年，农家吃的变蛋多是自己变的，也
有人嫌麻烦，兜着自家的生鸡蛋，找专门加工
变蛋的师傅，按数量多少，付给人家费用。农
家变变蛋，选择鸡蛋很关键，蛋壳上不能有小
孔，更不能有裂缝，针尖大的窟窿，也能浸进去
石灰水，变成后又苦又涩。因为鸡蛋有大有
小，有经验的人会区别对待，先把个头大的拣
出来，变一次，剩下那些小鸡蛋，再变一回。每
一批鸡蛋大小不同，用料多少也不一样，大个

鸡蛋，下料就多，否则里面的蛋清不会凝固，变
不熟，也吃不成。

农家自己变变蛋，要找一个敞亮地方，按
照传统配方比例，把生石灰、碱面、花椒、茴香
等配料倒入盆中，加水和成泥糊，将鸡蛋放到
里面打个滚再捞出来，趁着湿漉漉的黏糊劲，
丢到地上的锯末堆上，均匀粘满锯末，达到厚
薄一致。至于泥糊里放入的各种配料，因各人
口味和喜好不同，可随意调整增减。口味重
的，把盐放足些，让咸味更浓郁；爱吃香的，将
佐料多放几样，使其成为五香味；想好看的，可
加入碎柏枝，蛋清上就会出现柏叶纹路。

裹上厚厚一层泥糊的鸡蛋，要及时放入密闭
容器中。农家坛坛罐罐多，随便找一个都能用。
封坛存放的时间，长则十天，短则八日，时候一
到，就该拿出来晾晒了。变蛋不能放在太阳底下
暴晒，只能放在避光、干燥、阴凉的地方阴干。

变得好的鸡蛋，很好剥皮，朝地上一摔，或
往硬物上一磕，外面包裹的那层石灰锯末，连同
蛋壳一起裂开，用手轻轻剥掉，色如琥珀弹性十
足的蛋清便跳了出来，看上去晶莹透亮，纹如柏
叶，隐约可见里面的金色蛋黄；吃起来滑溜柔
嫩，香浓味鲜，特别是蛋黄里面的一汪溏心，色
泽金黄，软糯顺滑，看着养眼，食之养胃。

去摊点上买变蛋，懂行的人，会像挑西瓜

一样，挨个过手检验。西瓜和变蛋，一大一小，
却都是隔皮断货，难辨优劣。有经验的买瓜
人，用手掌轻轻拍瓜，甚至指头微微一弹，听闻
其声，便知好赖。挑变蛋也有窍门，随便抓起
一个，放在耳旁摇晃，如里面传出水响声，便可
断定尚未完全变熟。还有一法，把变蛋抛往空
中，再落入掌心，颠上一颠，凭借弹性大小强
弱，可知蛋清凝固程度，即变蛋老嫩软硬。会
吃变蛋之人，往往挑拣嫩些的溏心变蛋，不仅
能多存放一些时日，关键是味道鲜美。而那些
实心发硬的变蛋，吃起来口感粗粝，若是放久
了，干硬咬不动。

夏日是凉菜的天下，数不清的各色凉菜
中，黄瓜拌变蛋的名气很大，美誉度也很高。
变蛋的性格温和柔顺，和不少时令菜蔬都能合
得来，譬如春天的芫荽、夏天的荆芥、秋天的小
葱、冬天的蒜苗，都是变蛋的好搭档，相互帮衬
提携，成就美食佳话。炎炎夏日，酷热难耐，拍
两根黄瓜，切几个变蛋，淘一把荆芥，淋上醋和
香油，撒点盐和蒜蓉，均匀搅拌，装盘上桌。变
蛋虽好，碱气却大，凉调生拌之时，加些酸性的
醋水中和，是口味所需，亦是养生之道。

至于变蛋的切法，豫中乡间无外乎两种，
一是刀切，通常切成四瓣。刀切变蛋也有弊
端，若刀具不洁或清洗不净，切其他肉菜残留

的味儿，容易串到变蛋里。此外，流质的溏心
也容易粘到菜刀上，虽然不多，也是浪费。还
有一种是线切，两手各捏住棉线的一头，绷直
拉紧，对准变蛋使劲按压，变蛋一开两瓣，切面
平整完好。手法娴熟者，一根线能同时切好几
个变蛋，速度丝毫不亚于刀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旧时豫中乡间，一
到农忙时节，便是变蛋的畅销季。各家各户
要么提前攒些鸡蛋，自己变些变蛋，改善三餐
伙食；要么图个省心，直接买来现成变蛋，顺
便再掂两捆啤酒。农活多时间紧，抢收抢种，
难免吃饭不应时，带两瓶啤酒，拿几个变蛋，
兜里有干粮，心里也不慌。乡谚说：变蛋就
酒，越喝越有。无暇回家吃饭，就在地头解
决，开一瓶啤酒，剥上两个变蛋，吃着喝着，喝
着吃着，也算是苦累的劳作之余，非常难得的
美食享受。

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我都是不吃变蛋
的，总觉得变蛋的蛋清太柔滑，且有一股子涩
苦味儿，打心眼里排斥。偏偏父亲嗜吃变蛋，
一年四季没有断过。父亲对吃喝不讲究，回到
家里，一看母亲还没做好饭，进厨房拿两个变
蛋，剥皮后用水一冲，便大口嚼吃起来。有时
候，实在饿极了，再拿一个蒸馍，一口变蛋一口
馍，吃得有滋有味，胜似珍馐美食。

岁末年终，各种颁奖活动很多。各个地
方、各个行业直到各个单位，都忙着总结过去
一年的工作，同时评出先进树立榜样，为来年
踏上新征程、创造新辉煌打气鼓劲。这确实
是很有意义的事，对于调动每个成员的工作
积极性非常有效，应该不断创新，年年出彩，
发扬光大。由此，我想到自己，能不能也把这
个优秀传统移植到个人激励中去呢？

2024年1月5日，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
盟2023年男子总决赛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闭
幕。中国年轻的乒乓球队员王楚钦夺冠后接
受采访说：“我一直以来都是跟自己做比较。”
这个“跟自己比较”，在我看来就是自我总
结。如果通过自己跟自己比，发现今天的你
确实比昨天的你优秀了进步了，是不是也可
以自己奖励一下自己呢？

晚上看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一个姑
娘说：“我喜欢时不时地给自己发个小红包。
单身一个人生活，我也包饺子，还会包一枚硬
币在里边。尽管知道自己一定能吃到，但吃
到的时候还是非常快乐。”这几句话就像电光
石火，让我一下子亮堂了许多。是啊，找到一
个点，自己给自己发红包，肯定自己，就有了
努力的方向，就有了前进的动力。比如说，我
今年去敬老院做了一回志愿者，明年一定要
坚持。如果能坚持的话，就发一个红包！再
比如，我看了一本书，或者听了一个演讲，突
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能不能自己鼓励一下自
己？当然能，发一个小红包！还有，我第一次
写了一首诗，虽然没有达到发表的水平，却是
人生的突破，也发一个小红包？可以！

人要前进，就要比较。通常，比较有两种，
一种是横向比，一种是纵向比。横向比其实就
是社会、单位对你的认可。他们给你发奖了，
就是横向肯定你，认可你比周围的人更优秀，
或者说进步快。作为个人其实也是要横向比
的，但更重要的是纵向比，即如王楚钦所说的

“跟自己做比较”。自己进步没进步，最有数的
还是自己。关键是自己敢不敢承认、面对。落
后了，不要沮丧，进步了，就要肯定。怎么肯
定？就是自己给自己颁个奖。

任何人任何年纪都要接受成长，且都有
成长的空间，所谓活到老，进步到老是也。
少年时，学会自我总结，自我肯定，少走弯
路，健康成长；中年时，坚持自我总结，自我
肯定，就会方向笃定，勇往直前，不摇摆，不
堕落；老年时，不忘自我总结，自我肯定，就
会老当益壮，老有所为，晚节犹刚。

我一写到中，就想起
我的中国，生我养我的祖国
奔流到海的黄河
滚滚东逝的长江，浩浩荡荡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山川相缪，郁乎苍苍

我的太极图，我的方块字
青铜器上的光芒，我的先民
逐水而居的日子，他们狩猎归来的
夜晚，原始的篝火

在河之洲的雎鸠
上下求索的屈大夫
仗剑去国的李太白
赋歌而终，忧国忧民的杜工部
彻夜梦见茅屋为秋风所破，我的
清明上河，抱明月而长终的
东坡居士，先天下之忧

古道西风，夕阳西下
浪花淘尽多少英雄
我的少年中国，苍茫大地
我的北国风光

我一写到中
就想起我的中原
仰韶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在这里，冉冉升起
殷墟甲骨文中的“中”
西周金文中的“原”

造字的仓颉，治水的大禹
紫气东来的函谷关 骑青牛的老子
我想起庄子的蝴蝶
隐居在云梦山的鬼谷先生
救贫贱之厄的张仲景
至今仍活在人们心中

从三皇到五帝，从夏商到汉魏
到北宋，多少群雄割据
多少英雄逐鹿
天下之中，北定中原
我想起出师未捷的诸葛亮
对酒当歌的曹孟德
尚思为国的陆放翁
慷慨悲凉的《满江红》

青山依旧，几度夕阳
我想起我的巍巍太行
我的八百里伏牛
我的中岳，我的嵩山
我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
黄河从这里流过

♣ 西屿

我的中国我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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