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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坊

猎犬
□ 李牧

◇茶余酒后 ◇小说轩·孟尝君⑿

◇随笔

什么活儿，能做到耍的份上，那就很有趣

了。

坊间提起有一技之长的人，常常会说：某

人是耍瓦刀的，那就是一个泥匠；某人是耍炒

瓢的，那就是一个厨师。当然，也有说，某人是

耍嘴皮子的，那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是贬

义。这个不提。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在某一项

技艺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很多耍笔杆子的人，都喜欢吃，喜欢研究

吃。比如，我们熟知的丰子恺、汪曾祺，那都是

吃遍山珍海味，把吃研究透了的主。他们不仅

自己吃，和朋友吃，还自己做，给朋友做。吃过

做过之后，还要把那个美味写出来，印成书，流

传后人。

我也多少染了他们的一点雅趣。这些年

间，边吃边操刀，总想在吃上，也耍出点动静

来。

耍虾酱，就是其中一项。

我的家乡山西汾阳，不靠湖，不沿海，纯属

内陆地区。但有一道菜却在全国名气很大，那

就是虾酱豆腐。说起这道菜，还有个笑话。某

兄在一家饭店宴请宾朋，点菜时，为了显示大

方，就对店家说：有三尺大的虾吗？有十斤重

的鳖吗？店家说：不好意思，没有。某兄装做

很严肃又无奈的样子，对店家说：这让我怎么

招待客人呢，怎么着也得动一动海鲜吧。实在

没有三尺大的虾，十斤重的鳖，就上个虾酱豆

腐吧。逗得店家和被请的客人，一阵大笑。说

是笑话，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无奈。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动虾酱都是过大年的事。不用

说打虾酱，就是豆腐，也得凭票供应。正月里

家里来了客人，炒上几个家常菜，再炒上一个

虾酱豆腐，也算是动了海味。

虾酱，多由乌虾、小海虾加食用盐磨制而

成。这些原料，都来自沿海一带，怎么能漂洋

过海，到了我的家乡。我想，应该是早年间，那

些外出做生意的商人，从沿海地区带回来的。

民国之前，我的家乡，就有很多商人在渤海地

区和天津，做颜料、布匹、皮毛生意。返回家乡

时，他们也会把那里的虾酱等土特产，带回

家。经年累月中，我们老家的厨师们，就尝试

着用虾酱炒菜、蒸肉，让这道海味与当地的各

种食材，紧密地融合，逐渐形成了汾州美食中

的虾酱系列。而且，把炒虾酱豆腐，确定为各

个饭店、餐馆招聘厨师必考的一道菜，或者说，

就是一个烧菜水平的标杆。如果炒不好虾酱

豆腐，那这个厨师是不合格的。甚至，在外地

的汾阳人，用厨师或保姆，都要把会不会炒虾

酱豆腐，定为一个选拔条件。

耍虾酱，最经典的就是炒虾酱豆腐。当

然，一道美味，食材是基础，是最重要的。虾酱

一定要选新鲜、味正的。豆腐一定是那种充满

豆香的黄豆豆腐，而且软硬也要适中。食材备

好后，就要看炒的手艺了，也就是耍的水平。

这些年间，在一个汾阳小县城，我也算是个“准

吃货”。说到明代城里两座王府中的膳品，还

有汾州“三八八席”，多少也还通晓一些。只是

曾尝试着炒个虾酱豆腐，屡炒屡败，一盘也拿

不出手、上不了桌面。内心很底虚，总觉得有

愧于厨师之乡之人。忽一日，汾阳市政府原秘

书长文峰先生，写了一篇《刻进骨子里的记忆

——汾阳虾豆腐》，此文，被《吕梁日报》社的李

牧先生发现了，他托我联系文峰先生，看看能

不能把这篇写虾豆腐的文章，在《吕梁日报》发

一下。我微信向文峰先生转达了李牧先生的

意见，文峰先生马上回应“好！抬举我了”。很

快，这篇文章就见诸《吕梁日报》了。后来，这

篇文章还参加了吕梁市的一个征文比赛，并拿

到了奖项和奖金。此事此文，令我很羡慕了好

一阵子。此后多日，只要我与文峰先生在一

起，总要把虾酱豆腐挂在嘴上。

说归说，做归做。又一日，有一位朋友，请

我与文峰先生到家里吃饭。那天，我去的比较

早，随便走进厨房时，随口问做饭的保姆：今天

有虾酱豆腐吗？保姆说：有。我对保姆说：其

它菜你炒。虾酱豆腐留着给一个“文大师”

炒。保姆说：可以。不一会儿，文峰先生到了，

我便向他说明此意。文峰先生知道这是我搞

的一个恶作剧，但还是爽快地应了下来。桌子

上的菜上到一半时，我催促文峰先生炒虾豆

腐，文峰先生便进了厨房，顺手拿起灶台上的

一瓶虾酱看了看，说，这个虾酱还行。那神情

好像是胸有成竹。不一会儿，“文大师”炒的一

盘虾酱豆腐上了桌，大家还未点评，文峰先生

就谦虚地说：炒的不行，没眨眼。我盯着那盘

虾酱豆腐一看，只见盘子中的豆腐上，裹着一

团一团的虾酱。的确没有炒出汾阳家虾酱豆

腐的水平。我笑着对他说：吃的味道还行，就

是品相有点那个。看来写是写，做是做。不

过，那天，大家还是把那一盘虾豆腐都吃光了，

毕竟味道挺好的。那时，我想到了自己以往炒

的那些虾豆腐，也就是这个品相。看来，要耍

好这点虾酱，还是有些门道的。

这之后，我开始又试着炒虾豆腐。取出冰

箱里的一瓶天津“北塘”虾酱，至油热时，把虾

酱炒至泡沫，再把焯好水的豆腐倒进去，再翻

炒，眼看着锅中的虾酱和豆腐，都冒出细碎的

泡沫，赶快出锅。装盘后，却傻了眼：原先轰轰

烈烈的那些虾酱泡，都瘪了。盘子里，只能看

到软塌塌的豆腐片上，挂着一些零星的虾酱，

像是豆腐上长出的雀斑，又像是一些污点，一

点也没有虾酱豆腐的生气。也就是说，我根本

没有炒出虾酱豆腐那让人垂涎三尺的灵气和

诱惑。这又一当头一棒后，心中不免有些灰

心。那几日，刚好潜心读石涛画语录。我被他

提出的“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延伸到

佛经的“万法藏于一法”中的“藏”所触动。石

涛所说的“一”，称之为心，而万法就藏在此心

中。他所指出的“心既是一”，达到这个境界

的，即可做到“盖以无法生有法”，乃至随心所

欲。在此，我理解石涛的这个随心所欲的境

界，就是“耍”。说到虾酱，那就是耍虾酱。而

所言那个“法”和“一”，就是道理，就是规律。

之后，我就从根子上找毛病。首先，那瓶“北

塘”牌虾酱，是早几年，一位朋友送我的，可能

有点陈旧，从食材本身上已展示不出虾酱的魅

力。再者，烹饪的方法，仍是延续普通炒菜的

那一种模式，使虾酱无法绽放出它特有的灵

趣。很快，我就去超市，买回一瓶新的“张玉

兰”牌虾酱。炒虾豆腐前，我打听到，有人说，

要把虾酱与水搅在一起，拌匀后，倒入油锅

中。于是，如法炮制，炒出来的虾豆腐，倒也比

之前，有了一点起色，多少眨了一点眼，但，仍

是灰塌塌的，只能品味，无法传神。我知道，在

这个阶段，按照石涛的理论，我只是在那个

“法”和“一”里打转转，没有找到突破口。这让

我想到了“高手在民间”。

其实，在汾阳，坊间就有很多炒虾豆腐的

高手，那水平是至纯至真、炉火纯青。一日，

我与原单位同事共进午餐，席间，我随便问一

位老同事：你炒虾豆腐放水吗？她说：放。我

又问：虾酱是在油热时放，还是油冷时就放。

她说：油冷时就把虾酱放入，然后，大火炒至

泛泡，再滴少许水进去，油与水再次交融，会

产生更多的泡沫。此时，将焯过水的豆腐捞

进去，再翻炒，出锅就可以了。听后，我细琢

磨，也是这个道理。从化学反应的角度上讲，

油热后，倒入水，肯定是会有大的反应，如翻

江倒海。至此，一定会产生出大量的泡沫。

随后，我按同事的做法，试着炒了一遍。果

然，那次炒虾豆腐的阵势，是空前高涨，虾酱

翻炒后冒出的泡沫，溅在灶台上，溅在灶壁

上，溅在我的眼镜镜片上。满屋子都是虾酱

煸炒后的香气。这一下，我终于看到一盘眨

着眼的虾酱豆腐，出锅了。于是，我用手机把

那盘虾豆腐拍下来，发到朋友群里，特别发给

了文峰先生。他们都说我耍虾酱耍疯了，耍

痴了。就在我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地把我炒

虾豆腐的经历告诉作家田文海先生时，他又

透露了一个他的秘招，他说，他炒虾豆腐，焯

豆腐时，是把切好的豆腐倒在凉水中，待水一

开，马上关火，直接捞入煸炒好的虾酱中。这

样炒出的虾豆腐一直在眨眼。听后，我立刻

茅塞顿开。如此这般，我就又按文海先生说

的试了一次，果然，炒出的品相、口感，较之

前，就大有改观。这么几番下来，我的一瓶

“张玉兰”虾酱，很快就都用完了。不过，我很

开心。又到超市，买了两瓶，其中还买了一瓶

海虾酱，准备再耍耍。就像钓鱼人，在河边钓

熟了，再海钓一下，过过瘾。

在炒虾豆腐的基础上，我开始用虾酱炒土

豆、炒莴笋、炒水萝卜，味道都挺好。有时候，

我还会想到我们汾阳的“虾酱羊肉”。那也是

一道流传很久的地方名吃。在寒冷的冬天，吃

一碗热气腾腾的虾酱羊肉，也是非常惬意的。

在一番耍虾酱之后，我不由得对生活中流

传下来的每一道美食，肃然起敬。看来，日子

里的油盐酱醋和锅碗瓢盆，都能装得下一乾

坤。我们活着，不能愧对生命，不能愧对美食。

一个炒瓢，一把炒勺，耍到随心所欲，那就

是通灵慧根，那就是境界。

耍虾酱
□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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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园子
□ 常捍江

咏泰化

子玉君
（七律）
□ 梁镇川

之子凝神看着函谷关内那条火龙，对孟尝君道：“公

子，白起的速度太快了！此去魏国，一路平川，无险可

守，我们跑不过他！一旦被他所困，我们没有胜算。如

今之计，不如兵分两路，一路随公子去赵国，此去道路险

阻，我们可以拒险设伏，挡他一挡；另一路做为疑兵，继

续走魏国，引白起去追。”

赵异在旁道：“此计大妙。我带疑兵，引他来追。”

孟尝君略一沉思，道：“大家都走赵国。白起非比常

人，疑兵骗不住他。何况即便被骗，去魏国一路平川，以

他的速度，耽搁不了多久。”

车队在之子的指挥下，调转头，向赵国奔去。车行

不过十里，进入山区，路两侧或是密林，或是山崖，路渐

渐狭窄起来。车行到最窄处，左侧是山崖，右侧是深

沟。之子下车，对孟尝君道：“公子先走，我们留下，在此

地设伏。”赵异道：“我也留下，助你一臂之力。”

之子道：“我在此设置路障，又不与敌人交锋，无需

你帮忙。而且，你剑术最高，公子需要你随身保护。”

孟尝君看着之子，道：“白起勇猛，你挡不了他多久

的。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我们一起走。”

之子道：“白起的目标是公子，只要公子走了，他根

本不会在意我们。公子放心，我设置好路障，很快就会

赶上你们。”

孟尝君心下黯然，便道：“那好。我在赵城等你们。”

之子一声令下，十乘车随孟尝君先走，剩余的二十

余乘车，把马解下，乘马前行。好在这次随孟尝君出来

门客，大多数文武双全，骑马，倒也不在话下。个别门客

不会骑马，全部自愿留了下来。

留下的门客，大约有三十余人，大家将车全部推到

路中央，将车交叉堆在一起，又将随车的火烛挨个放了

进去，淋上麻油。一切准备停当，大家各寻位置站好，张

弓搭箭，就等白起追兵赶来。一刻钟后，远处传来密集

的马蹄声。之子喝到：“大家准备，点火。”前方顿时燃起

一团大火，将整个道路阻断。

飞羽军来势迅猛，片刻之间，已奔至火堆前，见火势

凶猛，无可奈何。白起默默地看着大火对面的门客，火

焰摇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

一名骑士大声问道：“将军，追不追？”

白起望着眼前的大火，缓缓地摇摇头，涩声道：“不

用追了。……我们，回军。”骑士大感惊讶，这团火虽旺，

但对于飞羽军来说，只要一个冲锋，便可呼啸而过，至于

对面的数十门客，不过就是几个照面就可以解决掉的。

骑士虽感诧异，但对白起，他是绝对信任遵从，当下传

令，飞羽军全军折返。

返回的路上，白起一言不发。自从军以来，这是他

唯一一次失败。但似乎也不能说是失败！因为，这是他

自己的选择。刚才被阻挡在火堆前，追击楚王的场景，

突然浮现在白起的眼前。

那次，在一天一夜的逃亡途中，楚王的护卫、间谍、

死士一共 43 人，全部死于狙击飞羽军的战斗中，拼死了

飞羽军 31名兄弟。

他们的死，非常壮烈。常常是隔一段路，就有几人

出现，完全是以命换命的打法。没有一人示弱，没有一

人临阵脱逃。白起下令不要纠缠，让过他们继续追击，

不想这些楚人，像是疯了一样，拼死缠上来，直到被杀

死。最后，楚王的车驾被团团围住，身边只剩下三人，车

夫、侍卫，以及策划接应此次逃亡的楚人首领。

白起甚是佩服这些楚人，特意言明，只要放下武器，

都可保命。不料，这三人相视，惨然一笑。先是侍卫冲

向白起，被飞羽军乱箭射死。接着，车夫拔剑自刎。楚

人首领回身，跪拜楚王，道：“都是我谋事不力，对不起大

王。”

他不待楚王回复，转身面对白起，拱手行礼，询问白

起姓名。白起回答后，也问他姓名。他道：“无用之人，

无颜留名。”接着又道：“不能与将军在战场上一决雌雄，

诚为憾事！”言罢，他拔出长剑，合身扑向白起，连中数

箭，犹然不倒，斩杀 3 名飞羽军士后，跪倒在地，倒置长

剑，躬身抵剑，自杀身亡。

楚王静静地看完这一切，双目含泪，亲手为三人合

上双眼。只对白起说了一句话：“他们都是楚国忠义之

士。”从此，再没有开口说话，一直到现在。

这一幕幕的往事，就在面前的熊熊大火中重演了一

遍。

白起透过火光，看着火堆对面站立着的几十个人，

有的张弓搭箭，有的手执长剑，静静地站立着。白起在

他们的眼中看到了那种熟悉的眼神。

这个田文，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令手下门客个个视

死如归。

白起知道，只要自己下令，飞羽军将士弓箭齐射，只

需一轮，这些人就会全部死掉。可是，就在这时，白起忽

然感到深深的倦怠。他觉得自己现在这样子，实在是太

过无趣了。他的目标是吴起，大魏军神吴起。吴起称雄

战场，没听说他会三番五次地去追击逃亡者！我白起，

岂能在这等事情上耗费光阴？

前方就是赵国离石城，如果此刻全速追击，田文大

概率还是走不掉。但是，把他截回来，然后呢？我再继

续做猎犬？何况，大王做这些事，实在也理亏的很。楚

王是来开会的，被扣留；田文是受邀而来，也要被扣留，

甚至还要被杀。大秦难道一定要用这样的手段，才能称

霸诸侯？

白起感到深深的羞愧。所以，他不追了。

当白起返回函谷关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一小半

了。

他迎面遇到了前来迎接的嬴安，面对赢安询问的目

光，白起轻轻摇头。沉默半晌后，白起道：“关门怎么会

提前开？”

嬴安道：“已经查清楚了。田文门客中有人学鸡叫，

引发附近鸡鸣。军士们一时不察，开关放人。”

赢安又将通关文书，递给白起道：“这封文书，名字

和身份都被人修补篡改过，毫无破绽。”

白起收起文书，默默不语。

赢安自责道：“都怪我疏漏，放走田文一行……”

白起截住赢安的话，道：“这件事情，不怪将军。我

会据实向王上言明，请将军放心！”

赢安大喜，这才把提了半天的心放回肚子里。

第三天午后，白起回到咸阳，他令飞羽军回军营，自

己带着被篡改的通关文书，来见秦王。

（待续）

欣闻吕梁市泰化集团有限

公司，将举办 30 周年庆典，可喜

可贺！缘于泰化集团董事长张

子玉的父亲张守忠先生，曾任孝

义下堡公社党委书记，后任吕梁

地区水利局长，生前与我交往甚

多，情意深厚；又览泰化集团创

业 30年来，业绩辉煌，可圈可点；

且张子玉董事长艰辛创业，品德

高 尚 ，可 颂 可 赞 。 因 之 诸 多 感

慨，涌上心头，欣然命笔，吟咏七

律一首，以赠子玉君云云。

泰秉乾坤创业欣，

化生万物旺张门。

守忠赓继家风善，

子玉承扬德性仁。

最慕夫妻情永固，

尤崇甘苦志同珍。

清尊素影堪雄健，

博爱胸襟贯太云。

【注 释】
首联：《易经》泰卦，上坤下

乾。乾为天，坤为地。乾有资始

万物的功能，坤有顺从天道，资

生万物的功能。“泰化”正是秉循

天道，“君子以自强不息”；秉承

地道，“君子以厚德载物”，化育

万物，开疆展土 ，兴工创业，欣

欣向荣。

颔联：父亲张守忠赓继家风

为善。儿子张子玉承续父训品

德为仁。

颈联：最令人羡慕的是张子

玉与结发盲妻爱情永固。特别

崇敬的是张子玉与下属同僚甘

苦与共，合作共荣。

尾联：清尊素影，出自宋代

晁元礼《绿头鸭·咏月》，这里用

来 比 喻 清 白 的 品 德 、素 雅 的 气

质 。 堪 ，是 足 以 ，称 得 上 的 意

思。雄健，是成语“积健为雄”的

化用。太云：意为太空的白云。

亦有网络语言“太云系统”云计

算的含义。

盛夏时节，推脱不过，到儿子儿媳居住的城

市，帮儿子儿媳带孩子。业余，兼种地，准确说，是

种园子。

儿子儿媳在居住城市打拼，打拼出一处属于

自己的小院、小园。小院临街，停放两类型座驾：

自行车，小汽车。小园在房后，儿子儿媳称后院。

后院开垦出单人床大小一块地盘，种几溜韭菜。

其实看不出是韭菜，是儿子儿媳说过，站在高处用

心看，才看出葳蕤蓬勃齐胸高的杂草里，夹杂着一

小片矮绿，像韭菜，噢，是韭菜。和各种杂草伴生，

被杂草掩盖着。就是说种是种下了，从没有割回

家食用过。问儿子儿媳：哪一年种下的？儿子儿

媳相互看，然后说：几年前吧？

观察多日，发现：左右邻居园子里，土豆、白

菜、南瓜、玉米、豆角、番茄，都有，就是没杂草！种

地的，多是老头老太。无疑，我应该向他们看齐。

这日傍晚，烈日已不烈，读几页书，眼花，眼痛，到

后院割韭菜。先割掉韭菜，再割掉杂草，然后用铁

锹翻地。事实证明，我这种打算是外行人打算

——要是我父亲或我祖父来办这件事，一定是先

割掉杂草，再去割韭菜，而后才翻地。我找韭菜，

得先在齐胸高杂草里学蛙泳，蛙泳到那几溜韭菜

跟前，蹲下，在粗壮的杂草根部摸索韭菜，摸索到

一小撮，再摸索到一小撮。西斜的阳光泼洒在杂

草顶，斑斑驳驳跌落到草丛下，连累杂草顶花瓣，

败叶，飘落我一身，甚至划痛我眼皮。枝叶上粉尘

飞扬进我眼睛里，我不得不停下来小心谨慎揉眼

睛。

就 是 这 揉 眼 睛 功 夫 ，蚊 子 兵 团 大 规 模 袭 击

我。哪里是袭击，是呼朋唤友赶过来聚餐。我算

一宗可口大食物。额头上开一桌，鼻梁上开一桌，

眼皮上开一桌，哦，左右两只眼睛，应该说开两

桌。两片耳朵 ，也算开两桌。左右脸颊，下巴，

脖颈，手臂，脚踝，开无数桌。我感觉着痒，痛，双

手到脸上抹，祖宗，条条缕缕抹到两手血，血水里

密密麻麻浸泡着蚊子的薄皮、肢体。看见黑云带

响声从脸前飘过，又飘回。我惊骇，真惊骇，逃出

园子，逃回家。

到卫生间照镜子，一张红痕密布的血脸，让

我更惊骇。我老婆正在客厅里做清洁，看见我挺

一张血脸窜进门窜进卫生间，连叫：怎么啦，怎么

啦？紧随我身后。我解释：没事，没事，被蚊子叮

了。我老婆大惑不解：蚊子怎么会把人叮成这

样？我说，没想到草丛里蚊子那么多，多到黑压

压一团，紧跟着又一团，像有人吸烟连续把烟往

我脸上喷。打开水龙头潺潺潺洗脸，洗过，再次

照镜子，整张脸密布了小疙瘩，一颗蟾蜍头，一张

蟾蜍脸。我苦笑说，这怎么见人！我老婆也笑

说，等小娃们放学回家，小心吓着他们。你得先

躲在卧室里，等我和小娃们把事情说明白，你再

出来。我说，我这下可晓得你儿子儿媳为什么不

种这园子了。我老婆说，你甚意思？难道我儿子

儿媳明晓得后院里蚊子多，还要你去喂蚊子？你

打听一下左右邻居，谁家后院里豆角、玉米、土

豆，不是春天种？你偏要大夏天种。你说，你能

种个甚？何况，人家进后院，都要戴薄纱面罩，穿

长袖衫，扎裤脚。我说，扩大韭菜种植面积，不挺

好？又说，我怎么就没注意邻居戴面罩，穿长袖

衫，扎裤脚？我老婆说，谁晓得你注意甚！你可

不要当儿子儿媳面，说埋怨话，没来由倒给他俩

添压力！

我不想听老婆絮叨，对着镜子往脸上抹止痒

药。《搜神记》里讲述：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

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

农也。应该也是大夏天，有一点疑惑：鞭百草，遭

遇过蚊子呼朋唤友聚餐吗？或许那时节还没蚊

子？正好儿子儿媳下班相随进门，连喊：妈，爸。

我隔门缝往外望，儿子儿媳大包小包，提拎着今

晚、明早和明中午要吃的蔬菜、水果，一脸倦容，一

脸笑。我心头隐约翻腾的一点怨气，顷刻间烟云

散。什么蚊子，什么神农，与我何干！儿子儿媳几

时要我种后院里地来？静候老婆给儿子儿媳说蚊

子撒野，心里有一点忐忑：若儿子儿媳今晚邀客人

来家里，怎么办！心底忽然窜起一个念头：园子里

种菜，能实现微机械化——多好！被这个念头鼓

舞，胸腔里被一股甜丝丝的滋味弥漫、涨满。期

待，真的好期待！

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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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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