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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被人们称为“智慧的
搏斗、战斗的游戏、趣味的科
学、数学的艺术”，如此说来，弈
棋不是一般人能玩的，事实上，
用手“谈”人生，乐在“棋”中的
情景随处可见。

世界上的娱乐项目有千百
个，没有哪个项目有如此的普
及和做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了，而象棋却做到了。

《菜根谭》里有这样一句
话：“弈棋，清戏也，且动战争之
心”。下棋有时真如一场战争
爆发一般，棋手如同一个指挥
官，为了对弈时有个秩序，双方
都要约法三章，比如落子无悔，
对方精心布局，深思苦虑设计
好的圈套你钻了进去，却要推
翻重来，这就无趣了。两个人
下棋，观望的人往往围着一大
圈，李笠翁在《闲情偶寄》理
说：“善弈不如善观，人胜而为
之喜，人败而我不必为之忧，
则是常居胜地也”。有些人看
一方一步步地走入另一方设
置的陷阱里，他们急了，就立
刻站出来指点一番，观望着往
往弄得对弈的双方都憎恨他
们。《闲情偶寄》说弈棋不如观
棋，因观者无得失心，观棋是
有趣的事，如看斗牛、斗鸡、斗
蟋蟀一般，但是观棋也有难过
处，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
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为
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
不作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如
果说得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
恨你，暗暗地骂你一声“多嘴
驴！”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
想“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
如果说得不中肯，两个人要一
齐嗤之以鼻，“无见识奴！”如
果 根 本 不 说 ，憋 在 心 里 ，受
病。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
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
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

下棋会出现两种情况的
人，如果双方都能耐得住性子，
他们每走一步棋需要几分钟甚
至十多分钟，这时候是“会的看
门道，不会看的热闹”了。如果

双方一个人性子急，一个人是
慢性子，急性子不用思考，抓起
棋就走，慢性子每走一步，想了
又想思了又思，手举着迟迟不
落棋盘，一两步，急性子还能忍
得住，步步如此，急性子可不答
应了，他不但动嘴，啰啰嗦嗦说
些风凉话，而且还动手。如果
双方都是急性子，一开始只见
两只手在楚河汉界边上下飞
动，没动几步，棋盘上多出了一
只手，再看对方也是双管齐下
了。动着动着，四只手纠缠在
一起了，不理智的，就动起武
来，抓破手的，擦破的皮的大有
人在。《菜根谭》说：“弈者争先
竞后，较雌雄与着子，俄而局尽
子收，雌雄安在？”

下棋之乐，不仅是老少皆
宜，也是文臣武将的喜好。共
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将
军，带兵打仗有一套，象棋玩得
也很有水平，在长征的途中，有
一次，他以棋会友，赢得了对方
的尊重和我军的主动。在古代
也有好多武将与棋结下不解之
缘，最著名武将与棋大概是关
羽了。《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

“关云长刮骨疗毒”一节，关羽
中了曹仁的毒箭，华佗为他医
治时，他与马良下棋。华佗的
刀在骨头上刮毒时发出的声音
那些久经战场的人见了都不敢
看，关羽却饮酒食肉，谈笑弈
棋，全然没有这回事一样，不得
不让读者让从心里赞一声“真
汉子，好男儿！”古诗词有“将军
对敌夜敲棋”之句，读到此，顿
生肃然。大敌当前，帐内灯火
未灭，却落子有声，真是从容对
敌，巍然如山。

两个下棋的，往往多人围
着观看，观看下棋也是一种娱
乐活动，同时还是艺术美的享
受，其中的美妙之处只有观看
者清楚，正如清人袁枚在《春日
偶吟》里所云：

拢袖观棋有所思，分明楚
汉两军持。

非常喜欢非常恼，不看棋
人总不知。

棋趣
□ 宋传恂 五代时期，邺城发生了这

样一件事。
有一天，街上行人稀少，官

府门前的街道当中，一个汉子
准备给驴套鞍子。他先拿来鞍
子放在路上，又去牵驴。正在
这个档口，一辆牛车高速驶来，
不偏不倚，车轮轧过了驴鞍，把
驴鞍碾破了。

牵 驴 的 汉 子 急 了 ，顿 时
火冒三丈，劈头盖脸地将赶
牛车的人一顿暴打。赶车的
人也是一个汉子，他虽然有
错在先，但遭受痛打，也咽不
下 这 口 气 。 正 好 在 官 府 门
口，他就把套驴鞍的汉子告
到了官府，罗绍威接手了这
起案子。

罗绍威是邺城军政主管，
他精明敏捷，政务明达，不仅在
地方治理上很有一套，而且还
非常喜好诗文。

他端坐堂上，仔细倾听两
个当事人各自叙述的事情经

过。听完之后，他认为这只是
一起民事纠纷，未造成恶性后
果，是可以调解的。所以，他一
反常态，既不正襟危坐，也不采
取官府审案的种种繁琐程序，
而是提笔写了一首诗。写完
后，他微笑着说：“此诗就是判
决书。”

两个汉子和众人都围过
来看诗，只见诗中写到：“邺
城 大 道 甚 宽 ，何 故 驾 车 碾
鞍？领鞴驴汉子科决，待驾
车汉子喜欢！”

看着诙谐、生动的诗句，大
家都觉得道理说得恳切、恰当、
透彻，既批评驾车人不该轧人
家的驴鞍，又让套鞍人就打人
一事道歉，取得驾车人的谅
解。案子判得合情合理，得到
了众人的一致赞同，刚刚还剑
拔弩张的两个汉子，矛盾随即
烟消云散。

给凝重的气氛赋予诗意，
化解矛盾就云淡风轻。

以诗判案
□ 赵盛基

笔者曾经在位于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的嫩江边吃到过
一顿江水炖鱼，那是一家位于
江畔的饭店，在江边支起一个
锅，锅底烧上火，把从江中捞
出来的新鲜鲤鱼下到锅里炖，
不多时，鱼肉的香气便四处飘
散开来，鱼肉新鲜滑嫩，鱼汤
味道鲜美，饱饱地吃上一顿，
令人回味绵长。我曾经专门
请教过厨师，问他是怎么做出
这么好吃的鱼的，他回答说，
主要是两点，一是要用江水
炖；二是除了少量的盐、油之
外，不放任何诸如味精之类的
其他调料，这样就能保证炖出
来的鱼是原汁原味的“江水炖
鱼”了。

2003 年，著名舞蹈家杨丽
萍执导并主演了大型原生态歌
舞《云南映象》，按理说，这样一
部大型歌舞，理应由专业舞蹈
演员来担当重任，可是，令人意
料不到的是，杨丽萍却没有用
专业舞蹈演员，而是把一些没
有任何演出经验的地地道道的
农民请上了舞台，请他们来参
加演出，这些农民，昨天还在田
间地头挥锄头铲地、挥镰刀割
草，但今天却站在了舞台的聚
光灯下，成为一场大型歌舞剧
的参演者，很多人都担心他们
演砸了，但杨丽萍却一点也不
担心，依然按照自己的想法安
排这些人进行排练，后来，这出
原生态歌舞上演后获得了巨大
成功，荣获第四届中国舞蹈“荷
花奖”舞蹈诗金奖、最佳女主角
奖、最佳编导奖、最佳服装设计
奖和优秀表演奖，那些参加演
出的农民，虽然没有受过专业
训练，但正因如此，才比专业演
员多了一份质朴，因而更能表
现出《云南映象》的原生态本
质。人们这才明白了杨丽萍的
用意，原来，她之所以要启用毫
无演出经验的农民，正是为了
保证作品原汁原味的情调啊！
和杨丽萍一样，电影导演张艺
谋也是一个追求原汁原味的艺
术工作者，在执导过程中，他有
时会大胆启用一些没有演出经
历的人来主演自己的电影，比
如，主演《一个也不能少》的魏

敏芝；主演《山楂树之恋》的周
冬雨……这些人的确没有任何
演出经验，此前从来没有触过
电，但也正因为没有经过打磨，
所以他们身上才保留了一份淳
朴的质地，由他们饰演的角色，
才能有一份难得的率真，从而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一般的导
演，在拍一些场景时，比如某个
市场的场景，都会雇用大量群
众演员，有的扮成商贩；有的扮
成买东西的人……然后统一拍
摄。但张艺谋却不这么做，他
往往会采取偷拍的办法，在人
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一
场景记录下来，因此，我们在看
他的电影时，就会有一种真实
感，因为这就是原汁原味的生
活。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

《胡适杂忆》一书中记载了这样
一件事：有一回，胡适的夫人江
冬秀女士告诉他：自己在写一
本自传。等胡适先生去世后，
江冬秀女士便将手稿给唐德刚
看了，众所周知，江冬秀没什么
文化，差不多打了一辈子麻将，
因此，她的文笔自然不可能如
某些才女那样精致，甚至错字
连篇，但唐德刚读了以后，却感
觉江冬秀的文字太可爱了，“胡
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
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
最可爱的朴素文学……我细细
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
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呢？唐德刚说：“它的好，就好
在别字连篇，好在她‘不善述
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这
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
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
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
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
唐德刚因此感叹道：“读书如看
山。平时我们看惯了泰山之
伟、黄山之秀、华山之奇……殊
不知一些不知名的小山，亦自
有丘壑。其中奇绝之处，往往
为名山所不及。”

由此看来，无论是炖鱼还
是从事艺术，保持原汁原味都
特别重要，而过分的雕琢反而
会失去本真的色彩，因为原汁
原味儿的纯生态的东西，能带
给人更多的回味。

原汁原味
□ 唐宝民

程子是大学毕业后来到我
们单位的，虽说我比他大十来
岁，但我们两个非常合得来，关
系也特别好。那天下班后，程
子拉着我去了一家饭馆，说要
告诉我个事儿，接着他就把那
件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程子的家是内蒙古包头市
农村的，参加工作后，他一直都
是租房子住，他现在住的地方
是三年前租下的，房东是个姓
林的老爷子。林老爷子是个孤
寡老人，他也住在那房子里，只
是出租了其中一室。程子为人
厚道，也很勤快，林老爷子有什
么活儿，他都帮着干。林老爷
子以前是个中学教师，喜欢清
静，程子好看书，也喜静。因
此，两人处得很是融洽。

半年前，林老爷子跟程子
说：“我有个同事，情况和我一
样，也一个人独居。前不久，
他把自己的住房卖掉后，住进
了养老院里。他让我也卖掉
这房子，到养老院去住，你怎
么看呢？”

程子说：“去那能生活得快
乐、舒服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林老爷子脸上流露出落寞
的神情，说：“实话实说，我也不
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可我自己
毕竟是独身一人，尽管现在你
住在这儿，也很照顾我，可你只
是一个房客，也会有离开这儿
的那一天。”沉吟一阵，林老爷
子问道：“你想不想买下我这房
子？”

程子随口答道：“我根本就
买不起。”顿了顿，又说：“我父

母也希望我能在这个城市买房
落户，也会给我拿一点房款，可
家里能拿出的加上我这几年自
己攒下的，也不过二十万，对我
来说，买房还是遥不可及的事
情。”

“那我的这套房子二十万
卖给你怎样，只是呢，今后我还
得照常住在这儿，将来或许在
生活上需要你帮忙照料一下。”
林老爷子一脸真诚地说。

程子一怔，说道：“林爷爷，
那你可是亏了啊，二十万只不
过是这房子四分之一的价钱。”

“说实在的，有你陪我度过
余生，是让我非常愉快、知足的
事儿，哪里还亏啊。”林老爷子
又说：“你的人品很好，我信得
过你。我呢，退休待遇也都可
以，也不会给你添累赘的。”

程子心里暖意荡漾，思忖
一会儿，说道：“林爷爷，这事
儿对我来说，绝对是个天大
的好事，那以后我们就一起
生活吧。”

如今，程子与林老爷子已
办了相关的房产交易手续。程
子跟我说完后，眼睛里泛着泪
光，说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
能遇到这样的好事。

这件事儿也让我颇有感
触，我以为，在现实生活中，每
个人都是各有所需，对程子和
林老爷子而言，这无疑是一件
两全其美的事情。其实，在人
的情感世界里，能够打动人心
的就是爱和关怀，只要怀着一
颗爱心与人相处，自然就会赢
得回报，获得幸福。

房东和房客
□ 孙长乐

潮州有一句俗话：孬看样好食
相，说的就是鼠曲粿 ，这种黑不溜
秋的潮州小食，相比色彩鲜艳的红
桃粿，确实不引人注目，但很多人吃
后却念念不忘。以前生活在广州的
亲戚春节到潮州做客时，就很喜欢
吃潮州年粿，话别是鼠曲粿。几个
小姑娘正处于生长发育期，胃口很
好，碰上这么好吃的鼠曲粿，更像是

“老鼠爱大米（鼠曲粿）”了！
现在这些姑娘在广州长大了，

有的远嫁到美国了。但仍忘不了这
些美味的鼠曲粿。在一次微信视频
通话时，大家说到小时候半夜还溜
起来偷吃鼠曲粿时，大家禁不住笑
了起来。我们说今年要多做一些鼠
曲粿，现在的快递很方便，可以冷冻
起来再快递过去，说得美国的亲戚
口水都流下来了。

还有一件事也见证了这些鼠曲
粿的不同凡响，医院内的外省职工
不少，在潮州工作很久了，对潮州鼠
曲粿不了解，以为那些黑咕隆咚的
粿就是鼠曲粿。有一次我拿了几个
自己做的鼠曲粿给科内一位职工
吃，她吃得津津有味，说怎么比外面
的鼠曲粿好吃多了。我告诉她，外
面的根本就不是鼠曲粿，其粿皮是
用飞龙（菠菜）汁拌和的，就显现褐
色，她才恍然大悟。

一、为什么叫鼠曲粿？
鼠曲粿是选用优质糯米粉，配

以猪油及田间野生的鼠曲草精制成
果皮，包以芋泥、豆沙等馅料，再用
圆形或桃形的果印印制，然后加炊
而成。鼠曲粿粿品柔软香甜，且具
有鼠曲草的天然香味。鼠曲粿有着
清火健胃、凉肠解便的药效。

二、直播鼠曲粿的做法
鼠曲粿之所以特别，并不是它

的馅料多么好吃，馅料其实和其他
潮州小食的馅料差不多，就是芋泥、
豆沙等。而区别是在于粿皮的精细
工夫，我们做这个粿皮可能要花费
几天的时间才能做出。

（1）先制馅料
用芋泥、豆沙泥加白糖就可以

得到最简单的馅料，复杂一点（也好
吃一点的就是做乒乓粿馅料，做法
是在做粿前一天用“乒乓”（爆米
花）、“瓜册”（糖腌冬瓜片）、花生仁
（先炒熟、撮去外膜）及芝麻等剁碎，
用温开水拌和（水以馅能捏握成团
而不粘手为度）。因此，鼠曲粿又称

“乒乓粿”。
（2）采鼠曲草，不过现在市场都

有卖。
（3）选摘鼠曲草芯叶，放入石臼

舂烂或用刀细切为泥。

（4）用草果草熬汁，将草果草
滤去。

（5）将草果草熬汁出来的水加
入鼠曲草芯泥及地瓜，继续煮至稠
性液体。

（6）再加入糯米粉，作粿皮待
用。

（7）一小块粿皮，做成球状，捏
成碗形，包入馅，放入“粿印”（做粿
时用的模子）用手挤压成形。

（8）置铺有香蕉叶的蒸筛上。
（9）入鼎蒸熟。
（10）待凉，用剪刀将粿一个一

个剪下。吃时撕去香蕉叶，可再蒸
热或在锅中用油煎，入口软香甜润。

三、鼠曲粿的保健作用。
鼠曲草为一年生草本。茎直立

或基部发出的枝下部斜升，高10-40
厘米或更高，基部径约3毫米，上部
不分枝，有沟纹，被白色厚棉毛，节
间长8-20毫米，上部节间罕有达5
厘米。叶无柄，匙状倒披针形或倒
卵状匙形，茎叶入药，有化痰，止咳，
祛风寒作用。治咳嗽痰多，气喘，感
冒风寒，蚕豆病，筋骨疼痛，白带，痈
疡。以及非传染性溃疡、创伤之寻
常用药，内服还有降血压疗效。

（注：不能用大号的“鼠曲草”，
即茎不是直立的类似草药，那种没
效果。）

在古代多种草药书籍中均有记
载鼠曲草的功效：

①《别录》：主痹寒寒热，止咳。
②《日华子本草》：调中益气，止

泄，除痰，压时气，去热嗽。
③《履巉岩本草》：大治脾胃作

疼。
④《药类法象》：治寒嗽及痰，除

肺中寒，大升肺气。
⑤《品汇精要》：治形寒饮冷、痰

嗽，经年久不瘥者。
⑥《本草正》：大温肺气，止寒嗽，

散痰气，解风寒寒热，亦止泄泻。
⑦《纲目拾遗》：治囊风湿痒，

煎汤洗；愈儿疳，梅毒，下疳，同甘
草煎洗。

⑧《天宝本草》：除虫，定痛。治
惊风，诸般气滞。

⑨《现代实用中药》：治非传染
性溃疡及创伤，内服为降血压剂及
胃溃疡之治疗药。

⑩《南京民间药草》：泡酒服，治
筋骨痛。

⑾《民间常用草药汇编》：消喉
火，解热，去毒。

故聪明的潮州人就不知从什么
时间开始把这种有益的食材悄悄地
加入潮州小食，保全了一种保健食
品不会失传。 （3）

潮州小食隐藏养生密码
□ 陈伟钊

苏学士咏食
宋代大学士苏东坡诗文书画

件件精通，食事上也颇有讲究。他
在饮食方面，留下了一些即兴式的
打油诗，读之让人忍俊不禁。

苏氏最常为人引用的是《笋妙
肉诗》：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若
教不瘦又不俗，顿顿还他笋炒肉。

最妙的是看似中庸平和、实则
语带机锋的末两句。因为，若一味
遵从头两句的说法，恐怕说易做
难，长期不吃肉，普通人的嘴巴非
淡出一个鸟来不可！那么，解此两
难的绝佳办法，应该是“不瘦又不
俗，顿顿笋炒肉”。

苏氏另有一首《酒饼诗》：
野炊花前百事无，腰间惟系一

葫芦。
已倾潘子错煮水，更觉君家什

么酥。
原来，苏东坡在黄州时，一次到

一位何姓秀才家吃饭，席间，他吃到
一种酥饼不知何名，便请教是“什么
酥？”后来又在潘姓秀才家饮到一种
美酒，亦不知其名，大家戏称为“错
煮水”。过了一些日子，苏东坡忽想
起要吃何秀才的酥饼和潘秀才的
酒，于是便写了上面这首诗，真是既
亲切双诙谐有味，妙趣天成。

有一次，苏东坡和佛印、黄庭坚
在杭州西湖的画舫中饮酒。当时盘
中剩下三片肉，苏东坡提议行数字
令，遂有了下面这首《数字诗》：

二八一十六，且说一片肉。（苏
东坡）

二九一十八，二片一齐夹。（黄
庭坚）

贫僧不识数，且吃一碟醋。（佛印）
苏氏起句看似平平，其实是使

暗劲抛出了一个难题（大概是面对
三片肉，每人咏一句吃一片）。黄
庭坚的接句很巧妙，他的“二片一
齐夹”，既符合“二片”的要求，按行
数字令的语境来看，他很可能是一
口气夹着吃了两片肉，既占了“小
便宜”（多吃了一片），也为佛印这
位僧人救了急。佛印的道行也不
简单，表面上是“三片”肉已经咏完

（也吃完）了，所以来个“模糊语
言”，说是“不识数”，实则充满了禅
的意味，巧妙地回答了自己是个出
家僧人，不能吃肉。
纪学士巧讽和 申

看过电视剧《铜牙铁嘴纪晓
岚》的观众，定然记得剧中那个才
高八斗、文思敏捷、口齿伶俐的纪
学士多次嘲讽贪官小人和 申的生
动情节。事实上，清朝的野史大
观，对民间流传的这方面的小故事
也多有记载。

有一次，和 申华屋落成，向纪
晓岚索要书匾。纪氏给写了“竹
苞”两个大字，和 申很高兴，以为此
二字出自《诗经·小雅》“如竹苞矣，
如松茂矣”，文简意丰，是颂扬家族
兴旺的好字句，因此四处向人宣示
炫耀。偶然间，正逢高宗皇帝车驾
经过，看到题字，遂笑着对和 申说：

“这是纪晓岚责骂你的话，意思是
说你家个个草包也。”和 申听了，这
才明白过来，悔恨不已。

另一次，乾隆出行，和 申、纪晓
岚等臣子侍驾，乘船沿运河南行，到
了离纪氏家乡不过百里之遥的沧州
地界，这里原是九河故道，河汊众
多。在一条小河的入口处，两岸土
质松软，冲成许多漩涡留下的泥窝，
民间俗称“王八窝”。乾隆便问身边
的纪晓岚：“这两岸的坑穴是何物？”

纪晓岚正想解释，和 申在一旁
答道：“圣上，这里是纪学士的老家
呀！”和 申将“王八窝”说成是纪晓
岚的老家，那纪学士岂不成了“王
八”？乾隆不知和 申的戏弄之意，
便说：“和 申勿须多言。”

纪晓岚早就知道和 申的花花
肠子，便对乾隆皇帝说道：“启禀万
岁，这泥窝密集之处，便是河深的
所在。”

“噢，河深的所在，何以见得？”
纪晓岚不慌不忙地说：“此段

河水暗绿，波大浪多，惊涛拍岸，形
成诸多浪窝，自然是河深的地方。”

“河深”与“和 申”二字同音，和
申心下自然明白纪晓岚这是对他
反唇相讥，但因刚刚受过皇上的责
备，也就不好多言了。

学士文事多机趣
□ 田佳

▲茶乡姐妹(剪纸) 黄佩玲 作

▲放不下会摔下（漫画） 观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