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味至简
李志杰

! ! ! !平日家中的饭菜都是我做，不
是有能耐，因为很享受其中的过程
与乐趣。久经锅台的考验，自认为厨
艺还不错。为了进一步提高厨艺本
领，曾经买了不少美食方面的书籍，
按图索骥，勤学苦练，基本上每一道
菜都做得像模像样，比如川菜的麻
辣、淮扬菜的清新平和、浙菜的酱香
味浓等等，皆能得其精髓，基本令家
人满意。可是，好景不长，每个人的
嘴越吃越刁，纵使我用尽浑身解数，
“大领导小领导”依然不买账。

忽一日，老婆大人从我身上解

下围裙，接过刀铲说：瞧我的。多年
不下厨的老婆只做了三样菜：炒土
豆丝，炒韭菜，鲫鱼汤。想想平日，鸡
鸭鱼肉的，我哪天不整出五六样菜？

这一桌小菜也忒寒酸了吧。后来的
事令人拍案惊奇。三样菜被吃得干
干净净。儿子喝完最后一勺汤，意犹
未尽，将汤碗舔了个底朝天，一个劲

抱怨老妈汤做少了。
这几样菜我平时也做。比如炒

韭菜吧，总要搁点肉丝或虾米什么
的；鲫鱼汤吧，添加了肉丝与木耳；
炒土豆丝一直做成酸辣口味。相比
之下，老婆的三样菜，没费啥心思，
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三个菜完
全不放味精，只放一点点盐。原来最
鲜美的菜肴，就是
将食材最本真的味
道激发出来。用最
简单的话来说，
叫———大味至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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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照新兵
陈日旭

! ! ! !照相册中，有一张名片大小
的直式全身旧照：十七八岁的我，
一身戎装，帽徽领章、腰带皮鞋，
容光焕发。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
难时期，脸庞略瘦。此照是上世
纪 !"#!年秋拍摄的，凝望边缘泛
黄的照片，忆起入伍新兵时期的
一段经历。
我于 !"$%年 &月应征入伍。

我是在静安区读的高中。那天下
午先在第一师范集中，然后列队
沿愚园路向西，一路敲锣打鼓，头
顶热辣辣的骄阳，来到西站上火
车出发。火车朝南方一夜行驶，
次日上午到达江西上饶罗桥营
地。在新兵营集训一段日子后，分
入连队，正式颁发领章、帽徽。
军帽前方正中佩上圆形的八

一帽徽，鲜红的领章缀上一颗银
星，再束上宽腰带，对着镜子上下
一照，嘿，好威武！参军后，给家
里寄一张正式的军人形象照，不
仅是每个新兵愿望，连老兵和首
长也鼓动着。于是我们几个上海
兵相约，并请好假，利用休息天到
上饶去照相。一行六人，早餐后
就出发，其时交通不甚方便，我们

问清方向沿铁路步行。据说，距离
有 %'公里出头，且道路不甚好
走，然而，当兵的嘛，不就是锻炼
吗？拭着额头的汗，我们来到照相
馆，相互帮着整理衣着，端正军
容，在聚光灯下挨个上阵，留下新
兵的军人英姿。当我们返回连队
销假，花去大半天时间，颇感疲惫
不说，好几人脚后跟还磨出水泡。
原因是我们为拍
“英姿照”，无一例
外地穿上了新发的
硬底翻毛皮鞋！
一周后，照片

寄到部队，我们又迫不及待打开
自我欣赏，然后急着写信，分寄家
人、亲戚、同学。好在那时军队享
受优待，盖上“免费军事邮件”的
三角邮戳，邮路平安通达。
新兵初到连队是很受人注目

的，无论坐相、站相；说话、做事。
特别是在出操的队列训练中，立
正、稍息；向左、右、后转；齐步、正
步、跑步以及立定的各种身姿，听
口令的反应能力，动作的正确性
等，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还要养成
严肃端庄的军容风纪，包括敬礼、

报告的习惯。若这些“亮相”动作
能顺利过关，算是基本及格。
新兵，夜间站岗、外出巡逻是

寻常事，尤其是遇到恶劣的天气，
要表现出不怕吃苦，不怕艰难的
精神。“军人睡觉都该睁只眼”，意
思是对自己高要求，时刻提高警
惕的战备观念。每晚就寝前，要将
紧急集合所需物品检查一遍，如

背包带、水壶、挎包
等。在老兵和班排
长眼里，新兵紧急
集合的表现，“含金
量”较高。或许我是

学生兵，在校时喜欢体育课，也能
吃点小苦，上述课目尚能过关。
更大的考验来临了。连队要

拉出去，到枫岭头、横峰一
带的山里进行越野训练。
部队整装待发，每个战士
全副武装：除背包（内有当
枕头的替换内衣、外插解
放鞋）外，挎包（内有洗漱用具及
干粮）、水壶、子弹带、四个手榴弹、
分别挂于腰胯间；一长袋筒装米
环套于脖颈（帮炊事班分担全连
粮食），一支步枪再横置于上。身

负几十斤载重量不说，那背包带、
枪带及其他各种带子捆扎于胸
前，我不觉沉吟起来：“嗬，胸口有
点闷哟。”不料此话给检查着装的
指导员听见，当场厉声道：“怎么？
还未出发，就叫苦啦？”突遭此批
评，吓得我再也不敢吱声，心里却
怀着委屈，班长脸上亦无光彩。其
实，这就是新兵不懂部队吃大苦、
耐大劳传统作风的表现。吃一堑，
长一智。好在后几天，我在更艰苦
的山路长途行军中咬牙坚持，顺
利通过，再没给新兵脸上抹黑。

此后，我渐渐明白了新兵“细
节”：队列、出操、训练，要精神饱
满，高度集中注意力，听清指挥口
令，确保动作正确到位；力争训练

成绩出色，因为没人喜欢
训练成绩差的新兵；尊重
老兵、班长和上级，服从命
令听指挥；做事要勤快，
公差时要表现主动……

半个多世纪的春秋，仿佛白驹
过隙。然而，那一张旧照，却留下
新兵的青涩时光；开启大熔炉的
启蒙阶段，勾起军旅生涯的难忘情
愫，铺开从军报国的壮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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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荷兰有个乡镇叫巴勒拿骚，位于荷
兰北布拉班特省蒂尔堡以南 !(公里处。
这个镇和比利时的巴勒海托赫（属比利
时安特卫普省）错综复杂地聚合在一起，
两个镇内到处可见稀奇古怪的国界线。

具体说，比利时的巴勒海托赫由 )*

块土地组成，其中 %$块被荷兰的巴勒拿
骚镇所包围，因此被称为“飞地”（他国境
内的本国领土；反之，本国境内的
外国领土也叫“飞地”）；还有 $块
土地不在荷兰（巴勒拿骚）境内。
这两个镇的边界线之所以复杂，
是因为荷兰的巴勒拿骚也有 +块
小土地位于比利时巴勒海托赫的
“飞地”中，被称之为“亚飞地”。

造成这一“奇迹”的是历史上
贵族和诸侯之间的权力之争，争
斗结果是 %%"&年达成了两个协
议。其中一个协议由朔滕的戈德
弗里德二世和布拉班特的大公海
因里希一世之间签订协议，协议
中规定，戈德弗里德认可海因里希为领
主。第二个是有关没收戈德弗里德早先
获得之封地以及赔偿其他土地的协议。
不过海因里希可继续保持对某些
封臣和扈从的控制权，这一权利
后来又慢慢变成为对某些土地的
控制权。这是巴勒被分成两部分
的萌芽，以后，随着西班牙、奥地
利的介入，争端不断发生，结果于 %$,&

年，巴勒被分成巴勒拿骚和巴勒海托赫。
随着比利时王国的成立并得到荷兰的承
认，这两个镇被正式归属于荷兰和比利
时。从 %&-$至 %&,%年，由于税务原因，
在两地进行了土地丈量。%&,)年，比利

时与荷兰签订边界协议，土地丈量的结
果被写入协议的附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生过一次

边界争端：比利时人热拉尔·范登艾金德
想购进几幢既在巴勒拿骚又在巴勒海托
赫土地局登记的房子，有意开一个赌场。
这一申请最后于 %"("年 $月 )'日由国
际法庭判决，以 %'票对 ,票的优势将房

子判为纯比利时地产，两国于
%"+, 年重新批准和签署协议。
%""(年再次丈量土地，这次的丈
量精确到厘米。当时已有人说过
这样的话：有钱就可以这么任性。

两国的小镇都以旅游业出
名，游客往往怀着无限好奇心来
到这里。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
这里的门牌号码，看到门牌号
码，就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比利
时籍还是荷兰籍。比利时境内
（巴勒海托赫）的门牌左上角有
一面比利时小国旗；而荷兰的门

牌号码两边各有一色条，左边是红色
的，右边是蓝色的，加上号码牌的白底
色，表示荷兰国旗的三色。如果国界线正

好穿过一幢房子，则以房子大门
所在的位置决定国籍。

( 号荷兰飞地只有几幢房
子，其中的“国界啤酒馆”（国界
线穿过其酒馆）装有一台荷兰电

话和一台比利时电话；此外还拥有两个
不同的地址。因两个国家店铺的营业时
间不同，要是一家酒馆要打烊了，客人
只需走几步路，换一张桌子就行了。当
地有人用“你是不是经常换桌子？”来戏
说对方在外面留恋饮酒、乐而忘返。

莫让高温津贴成"画饼$

尹卫国

! ! ! ! 近期 !

我国多地出

现 "烧烤模

式#!最高气

温突破 ,'

摄氏度以上!但许多单位高温津贴难落实!一些中小企

业员工及流动性强的农民工领不到高温津贴$ 有的老

板不按月发放! 而是按照超过 -(!.的高温天气计发$

还有的用绿豆%饮料等防暑食物"冲抵&高温费'

高温津贴具有法律强制性!)'%)年 $月! 国家安

全监管总局等 ,部委发布实施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

法)!被称为*高温法律&!明确规定*高温津贴每月 )''

元!执行时间为 $月 %日至 "月 /'日!防暑降温饮料

不能冲抵高温津贴&!还规定*工会组织对用人单位的

高温作业+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措施实行监督&,很遗憾!

"高温法律&在一些用人单位眼中就是一个"稻草人&!

成为员工难"充饥&的"画饼&!只能"望梅止渴&!这反映

了企业老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折射出劳动者权利

的弱势与困境!更消弭了法律的威严与热度,

但诸如承包道路清扫之类的许多私人公司! 以及

建筑工地的包工队伍等!很少设工会组织!况且许多私

企工会看老板的脸色行事!鲜见有主动投诉举报的!因

此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因此! 政府劳动执法部门要将监管

前移!主动出击!深入生产一线!到员工

中了解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对拒发高温

津贴的企业要严肃执法! 确保 "高温法

律&落地生根!而不能坐等举报,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文并图

巨狸作怪

! ! ! !远离村落的深山小庙,

虔心修行的青年和尚,

一个猎人来送粮食蔬果,

和尚说-"上次你来之后!敝寺出了件殊胜异事!普

贤菩萨现身降临, &作为答谢!他诚邀猎人一同瞻礼,

猎人讶疑!去问小沙弥, 小沙弥信誓旦旦!说他

有幸!拜见过五六回了,

午夜!东方天际果然出现一点白光!飞速驰近,

只见乘坐六牙白象的菩萨宝相庄严!无与伦比,

和尚与小沙弥纳头便拜,猎人却突然弯弓射箭,

长箭正中菩萨胸膛, 轰

然一声!白光消逝,和尚

悲愤欲绝!厉声痛斥,

猎人说-"您有福

报!能见到菩萨显灵!这

不奇怪, 但我是以杀生

为业的!罪孽深重!也能见到!实在说不通啊, &

日出之后! 他们循菩萨现身方向寻去! 在山谷

中!找到一只巨大的死狸!长箭贯胸,

上述故事见诸小泉八云文集, 他的鬼怪故事是

有"日本聊斋&之称的,

在信仰缺失的人群中!必然妄议信仰,而在有信

仰的人群中!普通人的常识却又成了照妖镜,世界上

的事!吊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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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越剧院徐玉兰、
王文娟的《红楼梦》演出
版，至今已经“奔六”，将近
$'岁了。这是一出家喻户
晓的经典越剧，十个越迷
九个能唱；即使我这样的，
剧中主要唱段都能背得下
来、哼得出来。
上海越剧院在此基础

上推出的“殿堂版”
《红楼梦》，依然给
人“震撼”的感觉：
剧本、导演、乐队
（作曲、配器、指挥、
演奏，特别是主
胡）、舞美、五六十
个人的调度、配合，
幕后合唱……当然
最令人震撼的是钱
惠丽、单仰萍两位
珠联璧合，又各见
功力的演唱。
殿堂版《红楼

梦》开篇于“读西
厢”，钱、单从两小无猜，到
“葬花”时的两情相依，虽
说俱已“天命”之年，演来
拿捏得当，分寸掌握到位，

没有“强装嫩”的感觉。
“傻丫头泄密”和“黛

玉焚稿”中的林黛玉的扮
演者单仰萍，通过娴熟的
身段舞蹈，在听到“贾宝玉
与薛宝钗结婚的消息”时，
表现出来的一连串的转
身、伴随着飞舞的水袖，发
泄着她的愤恨。在“焚稿”

中，她那极具王派
特色的唱腔，配合
着“举诗稿、泪潸
然”的表演，深深打
动着在场的每一个
人。单仰萍的感情
层次变化还是比
较丰富的，从拿起
诗稿那一刻时的
回忆，追忆往事的
无奈，对宝玉失信
的愤然，及焚稿时
的绝望，直至焚稿
后的气绝身亡，这
些层次的变化，单

仰萍比较好地把握了。真
可谓“一折焚稿，千古悲
音”，因为“黛玉”付出的是
生命的代价。

当然最为震撼的还是
要数钱惠丽扮演的贾宝
玉。从“读西厢”“笞宝玉”
“闭门羹”“游园葬花”，直
到“金玉良缘”“宝玉哭
灵”，仅从戏的分量来看，
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更何况，钱惠丽几乎是用
毕生来凝练、用心血来浇
灌，为观众塑造了一个几
近完美的贾宝玉。

谁都知道，其中“金
玉良缘”、“宝玉哭灵”这
两场戏是《红楼梦》的重
头戏，剧情发展至此可以
说是跌宕起伏、高潮迭

起，全剧的所有矛盾，在
“金玉良缘”中得以集中
迸发。洞房春暖，花烛高
照，有情人终结良缘。正
是开幕时的这种“大喜”，
为下面的“大悲”埋下了
伏笔。钱惠丽扮演的贾宝
玉，天真、活泼，一出场，
从外到内掩饰不住内心
的狂喜的表演紧扣人心。
而那段著名的“金玉良
缘”的唱腔，正是他内心
无比喜悦的真实写照。
然而，这场震撼力巨

大的悲剧，却是以“金玉良
缘”的喜剧拉开帷幕，因此
当宝玉如痴似疯地跪求
“老祖宗”时，因为真情的
投入、激情的展现，她让观
众感受到了贾宝玉至情至
真的内心世界。

紧接着的“宝玉哭
灵”，是“金玉良缘”高潮的
延续，还沉浸在受欺骗、丧

爱人的巨大痛苦中的宝
玉，眼见潇湘馆的素桌白
帏，目睹林黛玉的灵牌，
再一次用高亢激越的唱
腔，将撕心裂肺的痛苦爆
发出来。
“林妹妹我来迟了，我

来迟了……”跌宕起伏的
唱腔中涌动着排山倒海般
的悲愤，发自肺腑的演唱
宣泄着揪心裂肺的苍凉，
此时的贾宝玉，被钱惠丽
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样的倾情出演，对
演员的身心都是极大的
折磨！如果演员不是“疯

子”，观众就不会成为“傻
子”；演员不动情，不入戏，
自己都打动不了自己，观
众就不买账、不喜欢。演员
倾情演出，才可能让观众
有心灵上的震撼。

沈人安
"八一$飘香

（字一）
昨日谜面：织女牵郎

手（三字成语）
谜底：执牛耳（注：牛，

牛郎；耳，文言语末助词）

一幅特别的画
陈其瑞

! ! ! ! %"&+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
套《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谢稚柳主
编，胡问遂、任政、王壮弘、韩天衡任编委。

在新书发布会及签名售书活动即
将结束时，韩先生看到砚中还剩余墨，
一时兴起，随即拿过柜台边上一张包书
用的书皮纸，就在纸的
反面轻轻撇下几笔，即
刻一幅活泼生动的墨兰
图显现出来。
这一切是如此的随

意。一幅看上去不怎么样的画，但在我看
来相当有含义的作品顷刻出现了，非常
欣赏。因我就在他身旁，韩先生不等我乞
求，就成全我说：“过几天来我处取吧。”
不几天我就去了，韩先生当场在画

中右下角空处给画补落了款，接着就将
在画上钤了印了。
由于该画是在印有古籍书店广告字

样包装纸反面画成，那条纹状的印纹及
蓝色字样仍隐约可见，多少看去有些美
中不足。聪明的韩先生想了一想，就多用

了几方闲章轻而易举解
决了。他在画上精心布
局，就巧妙地遮盖了上
面这些缺憾。韩先生并
不罢休，他看了一下画，

又想出一个奇招：从抽屉中取出一包硃
磦粉，趁印章印泥还湿就将粉撒了上
去，再轻掸画纸将余粉收集。这样处理
后的印章，更增强了不少遮盖力。这可能
是世上唯一一幅印泥最最厚实的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