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都有与之
相对应的食品，像过年时的年糕，端
午节的粽子，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
的重阳糕等等，都流传久远，至今风
俗未改。但也有一些应时食品，似乎
逐渐被人们淡忘了。至少在上海是
如此，像“七夕”的巧果便是一例。

农历七月初七被称为“七夕”。
相传到了这一天，天上众多喜鹊会
在银河上架起一座鹊桥，让分居两
地的牛郎和织女能一年一度在此相
会，这个美丽的传说是家喻户晓的。
因此，每逢“七夕”，各类地方戏曲舞
台上，照例都要演出神话剧《天河
配》、《鹊桥相会》、《牛郎织女》等，但
如今已很少上演了。民间还有在这
一天，尚未出嫁的姑娘“乞巧”的习
俗。具体方法是将一盆水曝晒在露
天，待水面上生出一层膜时，把绣花

针轻轻的放在上面，再细看水底的
影子，以其形状细美和粗陋来预测
占卜姑娘的聪愚巧拙，这一习俗如
今早已失传，也很少有人相信它。

“七夕”的应时食品是“巧果”，
民间往往自己制作，从中觅到一份
雅趣。其实“巧果”的做法也很简单：
将面粉发酵，加糖和芝麻一起揉和
并擀得薄薄的，切成宽约半寸、长约
二寸的条状，在中间
开一个口子，把一端
从中穿出，成为一个
结，然后下油锅炸成
金黄色捞起即可。巧
果吃起来香甜松脆，
别有风味。随着人们
的口味不同，巧果的
品种也有所发展，除
了甜的，还有咸的、椒

盐的和苔菜的。可惜时下市上出售
的“巧果”制作不如从前，粗制滥造，
或发酵不透，或缺少芝麻，形状上亦
不再用心地穿成结。尤其令人遗憾
的是，在“七夕”来临之际，常常跑遍
超市、食品店都无法买到，反倒平时
能无意中见到，这说明生产厂商已
不再把它当作的应时食品了。

闵谡丰

民俗风情

!"#$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王
仲庆率领和尚泾的地下党员（当
时的地下党员大多数还兼为武工
队员）。他配合青浦工委路南区常
备中队，袭击在塘桥的伪军据点，
缴获步枪 % 支、大米 $& 余石，将
米分给贫民。是年，王仲庆担任和
尚泾地下党支部书记。还先后发
展了梁鉴明、沈宝珍（女）、梁鉴
忠、陈学清等 %人入党。他在青东
工委的领导下，搜集接送情报，掩
护抗日志士，惩办汉奸恶霸，进行
抗税抗粮斗争。而解放以后，他不
居功自傲争名利，默默无闻地坚
持在农村当他的农民，从不向组
织提出什么，'"($ 年 ) 月 ! 日因
患癌症逝世，终年 (*岁。

'"$+ 年 * 月，新四军淞沪支
队第三、第四中队在松江泗（泗
泾）宝（七宝）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 月 *, 日，在吉家巷成立抗日战
争时期松江地区第一个民主政
府———泗宝区公所。$月，中共青
东工作委员会成立，书记陆文杰，
委员顾达珍、曹冀川、朱大泾三
人，下辖松江陈坊桥、塘桥、泗泾
和尚泾地区和青浦东部、嘉定南
部，下设中共观（路）南区委，区委
书记曹仲川，委员钟杰、凌国瑞、
孙绍年，领导和尚泾党支部，支部
书记王仲庆。%月，中共观（路）南
区委委员钟杰调离和尚泾地区，
'- 月，和尚泾党支部由青浦特派
员陆文杰联系，开展地下斗争。同
期，中共淞沪地委和新四军淞沪
支队奉命北撤，泗泾地区地下斗
争活动处于更隐蔽的艰难时期。

."$/ 年 " 月，中共淞沪工委
在青松、青嘉交界地区筹建武装
部队，开展武装斗争。.. 月 *"

日，沈肖方，孙平心是夜住宿在青
东李浦桥党员张新元家，突遭国
民党黄渡自卫队包围、逮捕，并搜
去党员名单和枪支弹药。随后，敌
人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先后捕获
,/ 人，其中党员 ,* 人，包括和尚
泾党支部副书记梁鉴明。不久，孙
平心、梁鉴明等 + 名党员遭敌人
杀害，牺牲在青浦朱家角镇，后称
此为青浦“李浦桥事件”。

."$% 年 .- 月，国民党军警
宪特共 *--- 余人，对青东、松北
地区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江南人
民反三征总队第一大队武工队进
行两个多月的“围剿”。在反“围
剿”斗争中，青东地下武装及和尚
泾地下党支部的王银祥等 .- 多
位中共党员英勇牺牲，其余武工
队员安全转移。.* 月，路南武功
队队长兼负责和尚泾党支部的特
派员张震言调回浦东，武工队队
长由原副队长曹文雄担任，和尚
泾党支部由浦西工委书记陆文杰
直接领导。

."$( 年 " 月，泗泾的中共党
员沈鹏里、姚钦娇、吴木君分别调
往青浦的重固、白鹤等地和青浦
县民众教育馆。到 ."$"年 +月解
放，泗泾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仅
存王仲庆、韩鸣皋、孙根宝和邹辉
$ 人。他们在配合游击队战斗和
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泗泾方面做
了许多工作。!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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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艰难困苦迎解放

古镇回眸 “七夕”话巧果

听老一辈人说，在古时候，松江
九峰山间深处珍藏着一股“快乐的
泉水”。人们只要喝了这“快乐的泉
水”，就可以快快乐乐地活一辈子。
人们一代一代传说着，有不少人还
想方设法去寻找这“快乐的泉水”。
但从来就没有人找到过这“快乐的
泉水”。

不知过了多少年，山下村里有
一个十分自私的人，姓顾名自家。他
家虽然财产很多，但从来不肯施舍
给别人一点点，所以他生活得并不
幸福，也没有什么快乐，只是陪伴着
他的财产孤独地生活着。后来，不知
他从哪里打听到，这九峰深处还有
一股“快乐的泉水”没有被发掘，于
是他决心进山寻找这梦寐以求的

“快乐的泉水”。
顾自家跨出家门，终日跋涉寻

找，一连走了好几天都没有结果。有
一天，他心灰意懒地坐在石头上歇
息，有一进山采药的白发老翁在他
面前停住说：“乡亲，你到哪里去？”
顾自家说：“我吗？我是来找‘快乐的
泉水’的。”老人便说：“我知道这‘快
乐的泉水’在哪里，只是你要依我一
件事，我才能指点你。”顾自家连忙
说：“别说一件事，只要让我能得到
‘快乐的泉水’，就是十件、百件，我

都依你！”于是老人告诉他：“你拿到
了‘快乐的泉水’，要分给村里每一
个人喝，帮助别人一起快乐。可不允
许你一个人独吞。”说罢，便指给顾
自家去取“快乐的泉水”之路。并再
三关照他：“你可要好自为之。”说
毕，那白发老人化成一阵风不见了。

顾自家沿着老人指点的方向径
直走去，他来到密林深处的一个石
洞口，洞口的石门关着，门上刻着
“沥泉洞”三个大字。顾自家心想：这
就是老人说的那个“沥泉洞”了。便
按照老人的吩咐叩门三下，瞬间，石
门“轰”的一声启开了。顾自家顺着
洞里微弱的光线走了进去。见里面
是一座玉屋，玉屋里坐着的原来就
是在洞外给他指点方向的白发老
翁。顾自家连忙上前向他行礼。

白发老翁便从泉池里舀出一瓶
“快乐的泉水”，交给顾自家，并再一
次对他说：“你带回村去后，一定要
分给村里每个人都喝上一口，千万
千万不能独吞。”顾自家拿了“快乐
的泉水”刚走出石洞，石门又“轰”的
一声合拢了。顾自家喜孜孜地拿着
“快乐的泉水”，一路上心里在想：我
辛辛苦苦地拿到了“快乐的泉水”，
可那老翁偏偏教我分给大家喝，真
是岂有此理。随即他又想：这瓶泉水

是无价之宝，我要是不分给大家喝，
而自家一代一代传下去，岂不是我
的子子孙孙都永远快乐了吗？于是
他便打定主意，不照白发老翁的话
去做。

顾自家回到家里，把老婆、孩子
都叫到房里，把窗户和大门都关得
严严实实的。再对他们说：“我找到
了‘快乐的泉水’了，但不能让别人
知道，除了我们三个人喝了以后，把
这水留下来，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了
这个传家宝后，我们的子子孙孙便
也永远会快乐了。”

说罢，顾自家慢慢打开这瓶子，
三个人都把眼睛紧紧盯着瓶口。突
然间，“哗啦啦”一下，瓶子里倒出来
的不是什么“快乐的泉水”，却是无
数条大大小小的毒蛇。顾自家和老
婆、孩子一见，吓得大叫一声，便都
不省人事了。后来，人们打开房门一
看，顾自家一家三口都被吓死了。地
上留下的那只瓶子，捡起来一看，上
面写着一行小字：“只顾自己快乐的
人，将永远得不到快乐！”

人们一代又一代流传着这个发
人深省的故事，教育启示所有听故
事的人：做人千万别自私，你拥有了
快乐，不妨与别人一起分享，你才真
正算是幸福。 陆佳

快乐的泉水民间

故事

四#百姓额庆贪官慌

李柬被荐入朝，受命审理朝廷
账册、清查国库银两的消息不胫而
走。知道他英名的平民百姓都奔走
相告并额手称庆：“这下朝廷的元
气可以得到恢复，又能重振朝纲
了！”而这消息对那些贪官污吏不
啻是晴天霹雷，故而惶惶不可终
日。因为他们明白，朝廷账册这潭
“水”越浑越好，他们才能从中捞到
好处。如今朝廷让李柬来查账册、
清国库，凭他人称“精算术士”的本
领，不但能把过去造的那些假账查
个一清二楚，而且会拿出相应的对
策，来定规章、堵漏洞。那今后再要
想中饱私囊，是万万不可能了。但
他们想：李柬毕竟不是神，也有七
情六欲。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通过各
种渠道打听李柬的喜好和“软肋”，
以投其所好，见缝下蛆。

于是，李柬刚到京不几天，他
们便纷纷打着接风洗尘的幌子安
排酒筵，心想几杯下肚后便什么都
可以敞开说了。不想李柬在自己下
榻之处贴出一纸写道：“因一路奔
波途中，偶染风寒而不适”故而“闭
门谢客”。走马赴任后，他也只是在
自己工作之处见客，私下从不与人
交往。一次，他华亭老家的一位发
小故旧，受京中一大员之托，打着
来京城办事、顺便看望老朋友的旗
号上得门来。李柬以自己住处简
陋，不便待客为名，约在一家茶楼
相见。在喝茶叙旧之时，那朋友拿
出一盒东西，声称专门从家乡带
来，是李柬从小就爱吃的豆麻酥。
这马上引起了李柬的警觉。他便
说，你千里迢迢来京，难道仅仅是
为了顺便带盒豆麻酥？那朋友知道
什么都瞒不过他。便一五一十告诉
他，自己是受一位在国库做事的亲
戚之托，想请他在清库时能多多关

照。此时的李柬丝毫不动声色，而
让手下把装有豆麻酥的盒子当众
打开，发现藏在他爱吃的豆麻酥里
还有两根金条。李柬顿时勃然大
怒，掷地有声地说：“你这是陷我于
不忠、不义、不仁、不孝。从今后，你
这个朋友我算是结交到尽了，你走
吧！”说毕拂袖就走。

还有一次，李柬出差在外，晚
上客居在一驿馆上房投宿。半夜间
忽听门外有女子嘤嘤哭泣十分凄
惨，便起身开门细看。见门外站着
一个秀色可餐的妙龄女子。月光
下，犹如雨打梨花般让人产生怜香
惜玉的感觉。那女子自称是被丈夫
施暴并赶出家门，无处可投，半夜
想到伤心处，不觉泪雨纷飞。那女
子上前拉住李柬，求他能收留她。
李柬心生疑窦，此处官府驿站，怎
么会凭白无故、半夜有不明身份的
女子闯入？况且偏偏又站在自己房
门外。李柬便唤醒自己随从，前来

打发那女子到别处安顿，待天明后
再说。事后，李柬经旁敲侧击查明：
原来这是一颇具姿色的青楼女子。
被一京官收买后，一路尾随李柬而
来，想以色相勾引其上钩，制造绯

闻、泼脏水，拖李柬下水，以掩盖自
己侵吞库粮、贪赃枉法的罪行。李
柬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不为女色
所动且洞察其奸，继而查出了硕鼠
蛀虫，惩治了贪官污吏。 穆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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