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汉明
瑜有两男!长男循!次男胤

（五代宫廷女性二）
昨日谜面：旷野孤身

寒凛凛（五字军事术语）
谜底：空地一体战

（注：战，发抖）

大先生磕豆米
冯雁军

! ! ! !大先生念过私塾，建国后当
过小学校长，后来当地方剧团编
剧，拿过国家戏剧最高奖———文
华奖。他在乡下老家人缘极好，
左邻右舍都亲切地喊他大先生。
大先生喜欢烫脚丫子、吃带毛

的猪头肉、抽“大前门”香烟、戴“钟
山”手表、听“红梅”收音机，喜欢骑
到处都响就是铃铛不响的“凤凰”
自行车，更喜欢磕干蚕豆米。

蚕豆米和青菜、粉丝烧汤，
味道鲜美无比，若是佐以虾糠，
那味道绝对超五星酒店名菜。

但是，给干蚕豆去
皮，是件很困难的事。晒
干的蚕豆，硬、滑、脆。小
村里只有大先生做这事
乐此不彼。

大先生每次磕豆米，总是当
重要功课来做。祖传的白木丝线
方桌收拾得一尘不染，荸荠油漆
透着油润的光亮。抓一把蚕豆放

在桌子左首，蓝边白瓷碗里盛半
碗清水放桌子中央，擦净的菜刀、
带着麻线的秆铊和一方洗得发白
的抹布放在桌子右首，桌角摆半
包“大前门”和白塔牌火柴。泡一
杯浓茶，深红的搪瓷缸粘着褐色
的茶垢，美滋滋
呷一口。一切准
备停当，这才慢
慢坐到雕花红
木椅上。左手从
烟盒里摸出一支烟，右手中指按
住火柴盒，大拇指拔开盒子，捏出

一根火柴，小拇指压紧盒
子，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火
柴棍儿轻轻一划。悠悠然
点上，轻吸一口，微闭双
眼，若有所思，一缕青烟从

两个鼻孔里袅袅溢出，如仙，脸上
漾出幸福的神情。

烟在嘴里叼着，右手将菜刀
倒立，左手捏几粒蚕豆，左衬抵着

刀把，手指一捻，一粒蚕豆的嘴儿
便倒立在刀刃。出右手，拿起拳头
大小的秆铊，略倾斜，用铁秆铊底
部轻敲蚕豆“笃—笃—笃”，力量
由轻而重。第一“笃”下去，蚕豆破
皮；第二“笃”下去，刀刃滑至蚕豆

三 分 之 一
处 ； 第 三
“笃”下去，
刀刃将蚕豆
完全剖开，

但还有丁点儿皮连着。将剖开的
蚕豆丢进水碗浸泡，十几分钟，蚕
豆皮只消轻轻一拉就会脱落。

所有的功夫，就在铁秆铊轻
敲的方向与力度上，看似指间游
离，实质大有文章。没有经过悉
心研究把玩，是做不到这样的。
用力轻了，第一“笃”破不了皮，
用力重了，会砸了手指。第一
“笃”成功了，如第二“笃”下手重
了，就会剖偏，甚至连第三“笃”

也用不着了，但剖出的豆仁就不
完整，那样做出来的汤会程度不
同的浑，味道儿不周正。要是第
一、第二“笃”都正好，第三“笃”
轻则不能脱皮，重则豆破仁碎。

大先生做这番功课，可谓手
到擒来，不偏不倚，不差半分毫
厘。每次只用一把蚕豆，不过百
粒，把这过程作为享受，神情专
注，天塌下来也不管，不喝茶，烟
叼在嘴上，任其慢慢燃尽，快要
烫到嘴时，轻轻吐在地上，看也
不看，身心全在指尖刀刃间。

有了他这手绝活做成的食
材，蚕豆米儿的青菜汤、粉丝汤、
蛋花汤、豆腐汤，汤汤味美，豆豆
香甜。那清汤里的蚕豆米儿，油
黄剔透、形体完整，入口即化，齿
间留香，令你吃了还想再吃。

这个功课被视为绝活，除了
大先生无出其二，大先生走后，
磕豆米就成了小村的美食传奇。

便民物件应常更换
曹乾石

! ! ! !笔者日前去一家

邮政储蓄所汇款购

书! 忘了对方书店的

邮政编码! 见便民服

务台上放着一本邮政

编码!不觉大喜!走近翻看!却只见这本

编码污迹斑斑!残缺不全!中间几页已被

人撕掉""心中像吃了苍蝇般难受#

为了方便顾客和用户!现在

一些行业部门都设立了便民服

务处!专门摆设一些必要的便民

物件! 如宾馆饭店备有简便雨

伞! 银行营业所备有老花眼镜$

碳水笔! 邮电所备有报刊目录$ 邮政编

码$区号本等!给用户提供了方便# 但笔

者也常看到! 由于这些便民物件接触的

人杂!使用的次数多!

加上少数人的不够爱

护!单位又不更换!不

少物件破损严重%雨

伞开关失灵! 眼镜断

肢瘸腿! 报刊目录$ 邮政编码簿破烂污

秽!笔写不出字!甚至成了&聋子的耳朵'

(((摆设!反而给民众带来诸多不便#

如何加强对便民物件的管理)

笔者以为!除行业部门应加强对用

户的爱惜物件教育外!重要的一条

是要对物件常更新更换!发现破损

的要及时清理!更换上新物件# 这

件事!成本不高!但效果明显# 这样!便民

物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行业窗口的文明

形象也才能得到提高#

张先之谑
米 舒

! ! ! !北宋初政治相对开明，北宋前期几个皇帝对文人
也较宽容。因此北宋文人大都潇洒自如，既好议政，又
擅填词。“痴儿了却公家事”，一个个寄情于山水，吟诗
填词，令歌女弹唱。除了王安石、司马光两位不爱声色，
晏殊、欧阳修、柳永、苏东坡一代才子们，皆是歌坊常
客，以张先最为典型。
张先，字子野，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天

圣八年进士，曾任安陆县知县，后任嘉兴判官，因其诗
文好，获晏殊赏识，辟为通判，后在渝州、虢州、安州为
官。治平元年官至尚书都官郎中。考察张先一生的政
绩，没有什么突出表现，他在按部就班之余，把大量精
力花在吟诗填词上，在艺术上显示了独特的艺术天赋。
张先先后与梅尧

臣、欧阳修、苏轼、赵
抃、蔡襄、李常等文士
为好友，在这个文人
圈内，张先算是个天
性疏放、诙谐风趣的人物。他一生“善戏谑，有风味”，他
!"岁退休后，还与一些文朋好友登山临水，吟唱抒怀。
其诗句凝练，用词含蓄，造语工巧，情韵浓郁，比喻新
颖，意象丰富。尤其擅长写身边事、眼前景，他写的男欢
女爱、相思离别之词，更见其风格清新，描写男女心理
活动细腻，故其慢词之誉，与柳永齐名。张先著述，有
#$$集，《宋史·艺文志》载“张先诗词二十卷”，可惜其
诗词大都失传。今人编《全宋词》，仅存 #%&首。
张先好戏谑，就是喜欢与人开玩笑，也敢于做他人

不敢做的事。他年轻时爱上一个小尼姑，旁人劝他莫惹
事，他却在尼姑庵中与俏尼姑眉来眼去，被老尼察觉，
为了不让两人相见，老尼将小尼姑关在池塘中一个小
岛的阁楼上。张先闻之，夜雇一船工，划舟过去，到了阁
楼下，让小尼姑放下绳梯，爬上去与她幽会，两人缠绵
一夜，张先临别还写一首《一丛花》的词表深情，弄得那
个小尼姑后来寝食不安。

张先一生诗酒风流，最让人吃惊的是，他 '$岁又
做了新郎，娶的新娘才 #'岁。大诗人苏轼闻讯，便戏老
友：“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当日婚宴，众
人要新郎吟诗，张先当众吟诗一首：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苏轼为之唱和：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众人亦大笑。
张先 '$岁婚后，那 #'岁的新娘居然先后为他生

下二男二女，张先有七子两女，儿子张升后来当了宋朝
宰相。他最大的儿子与最小的女儿竟差了 %$岁，这为
当时之奇事，也为中国千年之罕见。
张先像个老顽童，但他的诗词确有独到造诣。“浮

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相送行人溪水西，
回时陇月低”，“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何年断离
肠，西风昨又凉。”张先的诗词，大抵属于花间词风格。
张先早先作《行香子》，词中有“心中事，眼中泪，意

中人”之句，被时人誉为“张三中”。张先则笑曰：“我有
‘三影’之妙句，如‘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
卷花影’，‘柳径无人，坠风絮无影’。”后人遂称张先为
“张三影”。

清代词学理论家陈廷焯评张先词：“才不大而情有
余，别于秦（观）、柳（永）、晏（殊）、欧阳（修）诸家，独开妙
境，词坛中不可无此一家。”又说：“晏殊、欧阳修承温庭
筠、韦庄之体，但声色未开。秦观、柳永、苏轼、辛弃疾、姜
夔气局一新，而古意顿失。唯张先适得其中，有含蓄处，
气格近古。”陈廷焯的词论未必公允，但亦可见张先的词
风确实独具一格，有其妙处，开承上启下之词风。
张先卒于 ''岁，米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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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是上海文化名
人，国学大家陆澹安先生
诞辰 #($周年。喜欢评弹
的老听客都知道上世纪三
十年代陆澹安先生把鸳鸯
蝴蝶派作家张恨水与秦瘦
鸥的作品《啼笑因
缘》、《秋海棠》改编
为弹词，红遍江南。
陆澹安写的《啼笑因
缘弹词正集》与《续
集》，早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刊印发行，可
谓纸贵洛城，当时书
场里的评弹粉丝听
客几乎人手一本。
#)"&年陆澹安根据
苏州评弹演员范雪
君的艺术特点为她
定制了长篇弹词《秋
海棠》，后来范雪君
应邀至上海汇泉楼
演出，在老上海一唱
而红，被观众评为
“弹词皇后”。

马年春四月，我有幸
欣赏了在武定书场陆澹安
的公子陆祖褀和沪上几个
评弹沙龙发起并组织的
“纪念陆澹安先生诞辰
#($周年·澹泊以安·陆澹
安弹词作品演唱会”。不久
前，我拜访了评弹名家“塔
王”沈俭安、薛筱卿的再传
弟子，上海评弹团副团长

高博文先生。喝茶之余，说
到沪上名印家陆康的祖父
陆澹安与评弹之前世今生
旧闻轶事，高先生越讲越
开心，他说：“今年 #(月份
吾伲上海评弹团要举办一

次‘纪念国学大师、
弹词作家陆澹安先
生诞辰 #($周年，陆
澹安弹词专场演
出’，到时要请你来
听的噢！
今岁五月，高博

文先生在陆康的书
斋里看到由陆康整
理编辑出版的《澹安
日记》《小说词语汇
释》《戏曲词语汇释》
《说部卮言》等澹安
公的遗著。当几册由
陆澹安撰写的《弹词
韵》《满江红》《啼笑
因缘》《秋海棠》《九
件衣》等澹安先生的
手稿真迹出现在眼

前，高先生惊叹不
已。经历七十多年
风霜雨雪岁月留痕
的线装稿本，纸张
虽然泛黄却保存得
页页整洁，字字如新，工整
小楷，墨有余香。澹安公的
弹词作品，讲究声韵格律，
经评弹演员说唱，内容大
雅不俗，灵动活泼……高

博文说：“这些评弹资料极
其珍贵，我们要发掘整理
好，不能忘记陆澹安先生
对评弹事业作出的巨大贡
献！当今社会工作紧张压
力重，让我们回过头来喝
喝好茶，听听评弹，静心聆
听江南吴语雅声，细细地

品味评弹演出艺术
中的内在说唱功夫
与故事情节。让生
活节奏慢下来，减
减压，放放松，忆忆

旧，对身心有利。”
从前曾听沪上篆刻大

家，苏州评弹超级粉丝陈
巨来先生讲：“他曾与好友
杨乐郎一起听沈俭安、薛
筱卿演唱的《啼笑因缘弹
词》，还听朱耀祥、赵稼秋
拼档演长篇《啼笑因缘》里
面的说、噱、弹、唱非常有
趣，看来旧社会北平的事
体蛮复杂咯，白面生樊家
树、女艺人沈凤喜、军阀刘
德柱、还有豪门小姐何丽
娜，一伙人疯疯癫癫、曲曲
折折，把哭笑不得的因缘
弄得七荤八素。”沈凤喜最
后在刘德柱的皮鞭下发疯
而死。听过这样好的一场
悲剧弹词演出后，重感情
的陈巨来说他为沈小姐伤
心得三天刻不动图章，困
不着觉。看来张恨水的小
说经陆澹安改编成弹词后
更具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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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的好兄弟
周云海

! ! ! !前几天，走访一个性情相投的农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与他交往的场所基本不在餐

桌上，一般会相约在他家附近的桂林公园等雅静地
方。他从不让我去他的家。在我多次调侃和要求下，他
终于答应我到他的家里见面。
农友开门出迎，进门之后看到的，却让我震撼！

这是我不
曾料到的家的
景象。我心目
中的家是：或
贫寒、或殷实、

或豪华；或脏乱、或整齐、或洁亮。不不，不是这样的家。
我走进的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单体“老年护理院”。
一股浓烈的煎中药的气味从厨房飘来。农友领我

往房里走。那一对白发苍苍、颤颤巍巍的老人，就是农
友年近九旬的父母。老夫妻的卧室不大，最醒目的家具
就是卧室中间铺着洁白床单的大床。这么摆放是为了
方便两位老人从各自睡卧的一侧下床。两位老人穿着
素白、宽松、整洁的衣服。老伯父安
坐在床边的躺椅上，我走上前请安，
老人家慈祥的脸上浮现舒心的笑
容，缓缓站起，又慢慢伸出手与我相
握。老伯母此时正从卫生间里出来，
手拄着扶力的四脚拐杖，迟缓地走
向睡床。我赶忙上前向老人家问安。
她羸弱、枯小，说话声音很细。
房间很逼仄，橱桌上堆放了很

多药瓶罐子、盒子和老人用品。后屋
面积更小的小间，是我年近六旬农
友的卧室。他就是在这样的家里，每
天每天，年复一年，用他早已丧失劳
力、病休在家的身体，安排自己和老
父母的生活起居，独力扛负照料一
对风烛残年老人的重担。他基本放弃了社交活动，因为
要时时刻刻看护年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的双亲。
农友是父母最给力、称心的拐杖。
我也有年迈的父母。我的老父亲行为举止怪异，有

时我对他说话态度不够好。农友知道后，就告诫我：老
人要哄，要尽可能顺着老人。

是的，在他的家里，在这个单体“老年护理院”里，我
看见一对今天躺下，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看见天亮的老
人，他们却没有呆滞、厌世的面容；虽然举步维艰，生活
需要别人护理，但没有丧失继续生活的信心。因为，他们
有可以信赖和支持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好儿子！

百善孝为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承；养易，色
难，给父母锦衣玉食的孝易，和颜悦色地服侍老人难。

我也有孝心，但在农友面
前，我深深地惭愧了。

啊，兄弟，我的好兄
弟！

有你这样的儿子，许
许多多白发苍苍的父母才
可以安心颐养天年；有你
这样的儿子，我们国家解
决社会老龄化的问题才会
少一些困扰、多一份信心！

音
乐
无
处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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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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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么漂亮的音乐地毯，在别处我可从来没有看见
过呀！”当我背着双肩包，跨入奥地利萨尔茨堡马克瑞
中心酒店的住宿房间，便忍不住对着夫人惊叫起来。
只见橙红厚实的地毯从门口起，覆盖了整个房间。

毛毯上，嫩黄的五线谱乐谱上上下下欢快地跳动着。我
迫不及待地取出单反相机，咔嚓咔嚓一个劲地猛拍。
未来萨尔茨堡之前我就知道，这儿是奥地利音乐

艺术中心，是天才音乐家莫扎特及著名
指挥家卡拉扬的诞生地。每年 "$$$多场
的艺术与文化活动，构成了萨尔茨堡春
夏秋冬跳动的脉搏。可没有想到，聪明的
萨尔茨堡人如此具有创新天才，给慕名
而来的嘉宾、贵客呈送的最隆重、最独
特、最热情的见面礼，并不是简单铺上一
块块红地毯，而是在红毯上精心织造、印
制音乐大师的各种名曲。来到这里，识谱
的乐迷一定会高兴地哼着名曲，在红毯
上轻盈自舞，或与亲友共赏；不识谱的客
人受此感染，打开电脑点上几首大师的
名曲，亦可轻松、惬意地尽情享受。
“音乐王国”的音乐元素处处可见。

承接从萨尔茨堡经哈尔施塔特到因斯布鲁克的高速公
路设计师许是“铁杆莫（莫扎特）迷”，他们将创新的巧
思充分运用到公路两侧的隔音板上，一边绘上钢琴的
白键，而对应一边则画了黑键。坐在大巴里举目左右巡
视，正逢车厢音响播放莫扎特名曲《唐璜》，白键、黑键
轮流交替呈现，乐曲旋律与一一飞快闪现的琴键相互
呼应，恍惚间觉得是这位大师指尖在巨大琴键上不停
跳动、飞跃，进行着精彩纷呈的现场演奏。这一份激情，
这一份享受，只有身临其境才可真正领悟、感受。
奥地利人对音乐的酷爱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各个角落。那天我们一行途经重工业中心城市
林茨，该城正在大兴土木。只见车前一座米黄色的塔吊
上，悬挂着一块偌大淡蓝色看板，手绘的红色乐谱占满
了整块塑胶板，清晰可辨。人坐在车上，目睹此景不由
好奇：这位吊车司机真是善用空间，能使塔吊与音乐结
缘，称得上是一位超级粉丝。可他为何要将看板放置于

塔吊上呢？是自我欣赏，自
得其乐，从感人的名曲中
不断汲取精神力量，使枯
燥的工作变得更为轻松、
有趣？还是挂牌亮出身份，
在工友群中寻觅知音，以
便工余时可亲密无间地共
同沉浸在音乐海洋？
我在脑海与电脑中飞

快搜寻，仍无法找到准确
答案，但却可明明白白得
出一条推论：“音乐王国”
名不虚传* 奥地利人哪天
都离不开美妙的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