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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小说轩·孟尝君⑨

古代文人历来以君子自居，讲究“君子远庖

厨”，像北宋大文豪苏轼这样喜欢围着锅台转的

“吃货”，属实少见。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三次贬

谪，积压多年的愤懑如何消解？除了诗词遣怀，聊

以慰藉的莫过于吃。在寂静深夜，用美食抵御焦

虑，一点滋滋冒油的厨火，配上一杯温热的浊酒，

日子才勉强有了一点盼头。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莫辜负诗酒花茶。

有人说，苏轼一生坦荡，不拘小节，唯一拿得

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虽是戏谑，但细细想来还

真是这么回事。从苏轼留下的数篇诗文札记中

看，他当之无愧是大宋第一大吃货。他写了将近

五十首跟吃有关的诗词。例如，想吃河豚了，他就

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吃到凉

丝丝的甜品了，就写“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

吃到美味糕点就写“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吃

油炸蝴蝶馓子时他直呼“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

出嫩黄深。”实在没什么好吃的了，就苦中作乐，写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苏轼天生

乐观，乳茶就着野菜吃，他都会觉得“人间有味是

清欢。”

美食不仅治愈了苏轼的胃，还给震古烁今的

“乌台诗案”添过一点小佐料。据说入狱前，苏轼

与儿子苏迈定下了约定，以饭菜传递消息。每日

苏迈去狱中送餐，如果送来的是肉和蔬菜，表示处

境安全，事情尚有回旋之地；如果饭菜里有鱼，那

就表示处境危险，很可能皇上已下杀心，无力回

天，只能赴死了。一日，苏迈有事耽搁，就让家中

亲戚代劳，亲戚不知道暗号，送了一条熏鱼过去。

苏轼看到饭菜中的鱼，当即大惊失色，继而掩面啜

泣。提笔写了一首诀别诗，准备了却残生。后来

才发现是虚惊一场。不过突如其来直面了一次死

亡，也让苏轼从混沌中惊醒过来，有了活下去的勇

气。

“乌台诗案”的阴影尚未散去，初来黄州的苏

轼却面临着新的窘迫——生计问题。他是朝廷

犯官，俸禄微薄，没什么余银，好在黄州靠江背

山，有很多可取食材，解决粗茶淡饭问题也不算

太难。

宋人喜吃羊肉，很少吃猪肉，当时猪肉的价格

便宜很多。于是苏轼多番研究，改良了猪肉的烹

饪方法。把肉切成方块，参照着家乡四川眉山炖

肘子的方法，用文火焖得香嫩酥烂，名扬天下的东

坡肉由此诞生。苏轼在《猪肉颂》里写道，“黄州好

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

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看来，他的日子

虽然清贫，偶尔还能实现“吃肉自由”，也算不错

了。

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他无所不用其极。除了

改良猪肉，他还常常去江边钓鱼，做鱼羹——“芽

姜紫醋炙银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

在，此中风味胜鲈鱼。”听起来就十分美味；春日里

青黄不接，他就绕着麦田埂搜寻荠菜吃，或者去山

中挖野菜，学着庙里的僧人煮野菜羹——“时绕麦

田求野荠，强为僧舍煮山羹。”吃的苦是苦点，但填

饱肚子要紧；秋天，他种的麦子熟了，麦子质感粗

糙，口感极差，他脑洞打开，添了一把小红豆，混煮

一锅，做成“二红饭”，煮出的饭色泽微红，饱腹且

味美，也算歪打正着了。

乡野生活，清苦平淡，却不失逸兴雅怀。在黄

州，苏轼的住处东边有一片山坡，草木丰茂，土壤

肥沃，山下不远处就是滚滚的长江水。当地父母

官同情他生活境况，就批给他一块地种菜，补给生

活。于是，苏轼真的躬身做起了老农，在东坡之上

开垦荒地，莳花种蔬。他把这片东坡当作心灵休

憩的归所，还在坡上盖一草屋，门匾上书有“东坡

雪堂”，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的名号从此不胫

而走。

苏轼曾写道，“某现在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

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

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身俯向大地，根扎进岁月。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只可惜这样恬静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苏轼虽向往陶渊明，却做不到陶渊明。就归隐田

园一事，陶渊明主动如脱钩之鱼，而苏轼是被动如

缚辕之马，他常有出离尘世之想，但无法摆脱宦海

的浪潮一次次的席卷。

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

马光重夺相位，苏轼离开黄州，也迎来了他在政坛

的又一次崛起。然而这一次重回朝堂并没有给苏

轼带来更多的荣光，很快，因为政见不合，年近花

甲的苏东坡又一次被贬谪了。

这一次去的地方更远。惠州，地处岭南，地域

偏僻，烟瘴之地，气候湿热，与其说是贬谪不如说

是流放。不过苏轼毫不在乎，他一生最大的优点

就是懂得随遇而安。这不，一到惠州，他便忙不迭

地开启了岭南美食盲盒。

惠州四季雨水丰沛、光照充足，这样的气候蕴

藏了各式各样鲜美的热带水果，尤其是荔枝。就

地赏味荔枝，不需要“一骑红尘”，岂不比杨贵妃过

的还滋润？

苏轼喜欢荔枝，曾在诗作中写道：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罗浮山风光真美啊，枇杷、黄梅都渐渐成熟

了，还有我最爱的荔枝，如果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荔

枝，那我也甘愿长居此地了。

妥妥的吃货一枚啊！

在惠州，羊肉价格十分昂贵，苏轼买不起肉，

就眼巴巴地站在卖肉摊边看，颇为可怜。屠夫实

在看不下，将原本喂狗的两根羊脊骨送给他。苏

轼拎着骨头返回家中，开始兴致勃勃地做起研究，

他把砍成截的羊脊骨煮熟，过了水，洒上酒，抹上

盐，用炭火烤至微焦。把贴在骨头上的肉剔下，虽

然只有一半两肉，但嫩滑多汁，咸香可口，再加上

骨头里面流出的羊髓，油而不腻，让人涎水直流，

一口停不下来。

从此，苏轼爱上了吃烤羊脊骨，隔三五天就要

吃一次，还邀请邻居朋友一起享受这个美味，甚至

还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得瑟了一番，“用此法，则

众狗不悦耳。”——你按照我的做法吃，那些等着

啃骨头的狗要不高兴咯。

苏轼在《老饕赋》中写道：“盖聚物之夭美，以

养吾之老饕。”意识是，这天下所有的美味，都是我

这个老食客所喜欢。不追求玉盘珍羞，有味即是

清欢，这大概就是吃货的最高境界吧！

绍圣四年，苏东坡再一次被贬了。

这次被贬到了生活条件更加艰苦的海南儋

州，一片不毛之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

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彼时，苏轼已经六十

一岁高龄。一个体弱多病的老翁，两千公里的行

程，能走到海南已属不易，要活下去恐怕难上加

难。苏轼是谁？他是生活的强者，遭受巨大打击

依然屹立不倒。所以，即便到了物质匮乏的蛮荒

之地，依然未能磨灭他对生活的热情。

刚到海南时，苏轼也和当地贫苦百姓一样，每

日以山芋充饥。苏轼的儿子苏过心疼父亲，想办

法给他弄点好吃的。他将大米棒打成浆，和着芋

泥和萝卜碎一起熬煮，说起来很神奇，每一样食材

都很普通，经过文火熬煮，彼此渗透纠缠，竟然做

出了别样的风味。苏轼吃得津津有味，即兴作诗

一首：“香似龙诞仍白，味如牛奶更全新。莫将南

海金脸，轻比东坡玉糁羹。”这一道东坡玉糁羹，佳

肴味香，闻起来如跟龙涎一样香甜白净，品尝后好

似牛乳，甚至更加清澈甘甜。

除了玉糁羹，苏轼还创新了另一道美食，这道

美食至今仍是烧烤摊必不可少的主角，那就是

——烤生蚝！

起初渔民们给他送来生蚝，苏轼是拒绝的，长

着一个内陆“胃”对海鲜实在无福消受，尤其生蚝，

海腥味太浓，实在难以下咽。可儋州贫瘠，除了生

蚝真没什么能吃的了。于是，苏轼开始发挥他的

奇思妙想，不就是腥味重吗？酒去腥，剖出肉来和

酒炖煮，一道酒煮生蚝应运而生。他在札记中写

到：“海蛮献蚝，剖之，得数长，肉与浆入与酒并煮，

食之甚美，未如有也。”

有了第一次吃生蚝的经验，他彻底爱上了，还

孜孜不倦地进行改良。他把生蚝撬开洒上蒜蓉等

香辛佐料，再拿到火上去烤，这样烤出的生蚝腥味

尽去，味道弥漫，回味不穷。

苏轼太爱吃生蚝了，不仅隔三岔五托人买生

蚝解馋，在《食 》一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戒过

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

谪海南，分我此美也！”生蚝简直太好吃了，好吃

到我不愿意分享！每次告诫儿子不要和别人说，

万一朝廷士大夫知道了，争着请求贬到海南来，我

的美味就被分走了。

好吧，吃货做到这个地步，古今中外也屈指可

数了！

苏轼就是这样的人，他乐观豁达，坚韧不屈，

身居庙堂时，一心为国为民，处江湖之远后，便

洗手羹汤，吟诗作赋，用炊烟抚慰心灵。但无论

怎样的生活，苏轼这一生，唯有诗词与美食不可

辜负！

这番棋，魏子执黑先行，破天荒地落子天

元，接着每一步棋都跟着嬴矩亦步亦趋，近似

于无赖。可以说，普天之下，哪里会有人这样

下棋？故此惹得嬴矩大怒，以为魏子是在羞

辱自己。而这正是魏子的真正用意。

孟尝君突然被罢黜，门客们立即开始探查，

很快就知道这是宣太后的意思。嬴矩则被宣太

后委之以重任，全权处理这件事。秦王释放孟

尝君的消息若被嬴矩知道了，他一定会设法阻

拦。因此，拖住嬴矩，争取时间，便是出逃的第

一步。要想拖住嬴矩，花钱没有用。魏子与嬴

矩相交，知道他为人忠厚，不慕权势，独好对弈，

于是决定投其所好，陪他对弈，令其不能旁顾。

魏子与嬴矩下了不少次棋，知道一般的

对弈是没有办法令嬴矩沉浸其中的。他苦思

冥想，灵光一现，想出这天元棋局。黑子落天

元，以此开局，不合棋理，从来没有人下过，甚

至带有戏弄的味道。唯有如此，方能吸引嬴

矩，全神贯注，无暇他顾。接着，再亦步亦趋，

惹怒嬴矩。而后，再提出用命来赌斗。魏子

一心要用这盘棋，拖住嬴矩。至于能不能胜，

魏子心中也没底。但他的目的是拖住嬴矩，

只要这个目的达到，自己就是输了脑袋，又有

何妨！但一直这样走下去，用不了多久，这盘

棋肯定就输了。所以，还需要寻找合适的机

会，发起攻击。因此，在嬴矩思考的时候，魏

子也在同样思考。两人所耗费的心神，并没

有二致。

十几手棋之后，魏子忽然发现，这种全新

的战法，结合天元孤子，在他眼前打开了一个

围棋的崭新境界，他的心神不由也被吸引到

棋局之中。逐渐地，魏子忘掉了自己来的初

心，心神全部集中在棋盘之上。跟着对手亦

步亦趋，不吃大亏，可总差一点。差一点，就

是输。他苦苦寻找出手的机会。直到第六十

三手，魏子眼前一亮，这一手他没有再跟着嬴

矩。他落子：跳。黑子这一跳，棋盘之中，风

云变幻，黑白双方，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露

出爪牙，对抗起来。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就能

赢，但是，不像之前那样，必输了。

在黑棋这边，是隐忍多时，此时露出爪

牙，要争天下，虽前途未卜，豪情已现。白棋

这边，却是不同，本来，天下大势，尽在掌中。

不料，天元孤子，异军突出，废子成了擎天

柱。白棋一番殚精竭虑，营造的大好局势，被

戳了个大窟窿。虽然输赢未定，但是白棋即

将到手的江山，随时可能易手。

嬴矩看着棋势，心中默默计算，越算越复

杂，脑力渐渐枯竭，终于忍不住一口鲜血喷了

出来。魏子也沉浸在棋局之中，正在计算下一

步棋，却见嬴矩吐血。他大惊失色，站起来，扑

倒嬴矩身边，叫道：“大人！”转身便欲喊人。

嬴矩拉住他，道：“不用。我没事。这口血

吐了，心胸也畅快了许多。”他从怀中掏出一块

丝巾，擦拭嘴角的血迹。凝视着棋盘上的血迹，

微笑道：“先生，妙手啊！这局棋，我要输了！”

魏子端详着棋盘，摇摇头道：“胜负在两

可之间，我也未必能赢！”

两人经此一战，惺惺相惜，对视一眼，都

觉有知己之感，不禁哈哈大笑。

这时，书房门打开，一名仆从进来，附在

嬴矩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

嬴矩愕然：“为何不早报？”

仆从道：“大人严令，不许任何人打扰。”

嬴矩问：“现在什么时辰了？”

“申时三刻。”

“嗯……已走了四个时辰了。……准备

车驾，我要面见大王。”

仆从应诺，自去安排车驾。

嬴矩转头看向魏子，凝神一想，心中明

了，他看着魏子，冷笑道：“先生，好俊的手

段！用这等办法来拖住我！”

魏子一拱手，道：“大人，公子待我恩重如

山，我不能不如此。所有罪责，我一力承担。”

嬴矩盯着魏子，忽然笑道：“各为其主罢

了！你做了你该做的；我也要履行我的职

责。”他回头看了看窗外，又道：“你给田文争

取了四个时辰的时间。我现在去见大王。他

能不能逃脱，就看天命吧！”

魏 子 道 ：“ 公 子 临 走 ，有 送 呈 秦 王 的 书

信。大人，我随你入宫，将此书信亲自呈上。”

嬴矩道：“好。”

天色将近黄昏，嬴矩与魏子登车，向王宫

疾驰而去。

秦王听说嬴矩求见，笑着让快快进来。嬴

矩一见秦王，便道：“听说，大王放田文归齐？”

“是啊！他是我请来的，就这么把他杀

了，以后，谁还敢来秦国。”

“大王，道理是这样。但是田文不同。他

在我大秦相位一月有余，对我大秦的内政了

若指掌，如今回到齐国，于我大秦，极为不利

啊！大王不忍心杀他，也不能放他归齐啊！”

秦王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连忙道：

“那就追回通关文书。好吃好喝，把田文供养

起来就是了。”

嬴矩道：“田文一大早，已经离开咸阳城，

逃归齐国！”

秦王怒笑，道：“什么？他这么着急？竟

然不辞而别！”

嬴矩道：“可见此人，心怀叵测，对大王有

怨恨之意。”

“哈哈哈，怨恨！怨恨他也跑不了！”秦王

下令，发三百里加急文书，诏令函谷关，不许

放齐国使者田文出关。同时，下令将军白起，

率精骑一支，追回田文。

等秦王发布完命令。嬴矩又道：“田文逃

归，留有书信，要送呈大王。其门客魏子，现

在宫外，等候大王召见。”

“那就叫他进来吧！”

魏子是第一次见秦王，却也不胆怯，将孟

尝君的书信呈上去。秦王打开一看，一目十

行，已知其意，笑道：“田文说的客气，却掩盖

不住通篇的不满之意。”

魏子道：“大王。公子接到大王邀请，就

准备马上来秦国。我等众人皆劝谏，说秦王

无信，不去为好。公子力排众议，说秦王雄才

大略，赏识于我，我岂能不识抬举。公子这才

来到秦国。不想，还是被骗了！我家公子不

逃，命都要送在这里了。”

秦王闻言，欲怒斥魏子，却觉得理亏。憋

了一会，温言道：“你等误会我了！我取了田

文的相印，本想另有重用。他怎么能私自逃

归呢！你们下去吧，等田文追回，我再与他细

谈！” （待续）

“吃货”东坡
□ 梁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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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像

民歌
□ 李三处

编后：此文读罢，不免会心一笑。心头忽
然浮起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一诗：“心似已灰
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千年以降，仍能感受到他的无奈自
嘲。苏轼的无奈，在梁晓芳眼中，却是妥妥的
美食之旅！黄州惠州儋州，处处皆有美食。
连番贬谪，对苏轼的影响，似乎就是换个地方
品尝美食。吾友亚斌最喜苏轼，常念及此诗，
此刻我忽然大悟，吸引他的，正是东坡先生这
无处不在的豁达乐观和随遇而安。至于冠之
以“吃货”之名，以东坡先生的豁达随和，想必
他看到了，也就哈哈一笑而过吧！

几十年前，书信是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途

径，报刊杂志是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老宋是我们镇上的邮政所长兼投递员，

他每天上午在平川四村工作，下午又奔波在

山区十二村。老宋每到一处都受到大家的热

情欢迎，大家从他哪里得到在外工作的家人

与亲朋好友的信息，在他哪里了解到党和国

家的政策方针，在他哪里欣赏到了各地的风

土人情，总之他给大家带来了各式各样的信

息，让大家懂得了更多的知识，大家对老宋的

热情等同于对镇中学的老师们。

后来，电视、电话基本到达千家万户，获

取外界消息与亲朋好友联系不单纯靠老宋来

传递。老宋的工作没有像以前那么忙，只有

周一、周三、周五才会出现在全镇十六村。

再后来，互联网、电子邮箱开始兴起，电

子网络报刊杂志开始盛行，大家能见到老宋

的身影只有周二和周五这两天，老宋开始慢

慢的淡出了大家的视野。

前段时间见到退休好久的老宋，我与他

闲聊，他告诉我时代前行，有些职业终究会淘

汰，但是他依然热爱着他那份职业，他依然记

得入职时候的誓言——人民邮政为人民，服

务是中国邮政永恒的主题！

山有山的豪放

水有水的苍茫

崖畔上那一片山丹花

恰是民歌串起的芬芳

东边唱的是《割莜麦》的后生

西边唱的是《看秧歌》的姑娘

一曲《走西口》让千万人落泪

一首《想亲亲》让几代人忧伤

《绣荷包》情真意切

《掐蒜苔》淋漓酣畅

《亲圪蛋》喜笑颜开

《偷南瓜》韵味悠长

唱不完俊男靓女男婚女嫁的浪漫

听不够苦乐夫妻终生相守的善良

山头上唱 沟坡里唱

河边上唱 土炕上唱

那小寡妇的寂莫

光棍汉的彷徨

山妹子的矜持

扳船汉的开放

身影在民歌中越唱越瘦

思念在民歌中越唱越长

天下有多少酸甜苦辣的故事

人间就有多少五彩缤纷的花香

与其说你在唱民歌

不如说你在提耧下种播洒春光

爱在泥土中生根发芽

情在山水中潮落潮长

山歌野曲天地聆听

那些年

出门的时候

习惯性的摸摸衣兜

别把钥匙落家里

有的时候

会把钥匙放到

门框的顶上

给忘带钥匙的家人

留个门

这些年

输个指纹或密码

还有脸部识别

就可以轻松的开启

小区门楼宇门

还有房门

可是

漂泊多年后

在衣兜里

怎么也翻找不见

打开心门的

那把钥匙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张德华 摄

老宋
□ 王睿

春花秋实梦也飞翔

人人都说

民歌是用心在唱

不信 你就去听一听

那每字每一句中

都有血在澎湃

泪在流淌

故乡的土豆
□ 吕世豪

就那样滚动着 推搡着

拥抱着 说笑着

有时挤进我的诗歌

有时又闯进我的梦中

在北京一家超市

我意外地遇到一群

来自故乡吕梁的土豆

我一颗一颗抚摸着

向它们问好

它们晃动着圆圆的脑袋

一边憨笑 一边跟我聊天

聊乡村的风俗民情

聊今年的雨水和收成

我在黄土地上栽种过它们

浇灌和刨食过它们

那些紫色的土豆花

常让人想到大山的伤疤

让人流泪 让人心疼

每当过年过节

母亲曾用羊肉炖过它们

用牛肉驴肉炖过它们

我敢拍着胸脯告你

那才是乡间最香的菜肴

和乡愁中最深的皱纹

就是这样

我遇上了老家的土豆

并将它们请进家门

为它们清洗一路风尘

此刻我又想家了

又想大山深处的山民了

回味土豆朴素的一生

就是咀嚼人生

我抹着眼泪

朝着吕梁山脉的方向

轻轻喊了一声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