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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住在上海七十二家房客
里，常听隔壁宁波阿爷念叨：“螺蛳吸吸，
蹄膀戳戳，老酒扳扳。”阿爷晃着脑袋，
对解放后生活无比憧憬的神态，至今在
我脑海里转悠。那时候炒螺蛳是老爸
的专利：把螺蛳养在水里，滴上菜籽油，让它们吐
尽肠胃里的泥沙，然后剪掉“屁股”，入锅翻炒。如
今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了，吃的东西多了，但喜欢
吃螺蛳的人有增无减，我就是其中之一。

清明前的江南，细雨斜织，犹如雾一般地袅
袅冉冉，如梦如幻。伴随清新的雨气扑面而来
的，还有油菜花的香味和满眼的新绿。潜伏在
泥中休眠的螺蛳纷纷爬出泥土。此时螺肉肥
美,是食用的最佳时令。

买螺蛳要选择那些外壳呈现青色，且有一
定光洁度的。太大的螺蛳肉质粗糙，太小的又
食之不甘。一般选买个头不大不小，壳的颜色
是褐色里透着黄绿色的那种。买回螺蛳，不忙
着做，还要养一会，去泥。先把螺蛳倒在盆中，
清水浸透，螺蛳慢慢地张开它那黑褐色，漂亮的
小猫眼睛般的鳞片，露出灰白的嫩肉，还伸出灰
色的细细的两根触角。用细针轻轻地碰一下触
角，很快触角缩拢，张开的鳞片也马上合拢，把
个壳盖得严严实实的，但一会没有动静了，鳞片
又张开了。如果这时撒上几滴食用油，螺蛳就
会加快节奏张合，壳里的泥也尽数吐尽。再换
几次水，螺蛳也就养干净了，装在篓子里沥干水
分备炒。

眼下正是螺蛳最肥美时，到菜场逛逛，不少
摊主坐在小板凳上，一手从水盆里捞起一把螺
蛳，一手麻利地剪着螺蛳“屁股”，清脆的碰撞声
引来不少买家。“螺蛳四季都能吃到，但清明前
的最好，很少有籽。”菜场里，卖了五六年螺蛳的
摊主胡老板一边用小漏斗翻动着满盆的螺蛳，

一边竖着大拇指说。
炒螺蛳，先在锅中放不多的油，至

八分熟时，放入一片薄姜片，一个红辣
椒，炸出姜味和辣味时，放入少许盐，
防爆。接着把火调小，拿起锅柄，荡一

圈，油均匀地把锅壁润了一圈，然后把沥去大半
水分的螺蛳轻轻地倒入锅中。人立即往后仰，
以防被油溅到。伸长手臂，抓着铲子和锅柄，轻
快地翻炒两下。接着可以靠近锅了，把火开到
最大，不停地炒。紧接着倒上酱油和切好的姜
末、红辣椒段，仍是不停地翻炒。如果喜欢吃香
甜的口味，那就此时放上点糖和黄酒，那样最后
炒出来的螺蛳肉有些紧皱的样子，吃起来香辣
而带有甜味。如果是喜欢鲜嫩的口味，那么就
一直炒，等到大半的鳞片都粘在锅壁和铲子上
时，加入黄酒再炒，这样炒出来的螺蛳，肉质滑
嫩，又辣又鲜。不过不管何种口味的炒法，总是
在鳞片差不多都脱离了螺蛳时才算是时候。螺
蛳炒得欠火候，对肠胃很不好；炒得过头了，肉
就吸不出来了。这时可以放味精了，再翻炒两
下，滚烫的、壳上还冒着一个个细密的小泡泡的
炒螺蛳就可以装盆了。红的辣椒，或白或绿的
葱末，嫩黄的姜末，而螺蛳就像一颗颗玛瑙，闪
着晶莹的亮光。一摆上餐桌，顷刻间，满室飘着
诱人的香味。

螺蛳烹调大都翻炒，其实清蒸也不错。记
得有朋友曾经把螺蛳放在饭锅里，饭好了螺蛳
也熟了。螺蛳味道清纯，汤汁也很鲜。

螺蛳肉炒韭菜：把开水烫过的螺蛳肉用细
竹签挑出，将切好的韭菜和螺蛳肉放入油锅中
热炒，加入水和调料，煮至汤将尽时起锅即可。

雪菜咸肉炒螺蛳：把雪菜、咸肉切好，待热油
熬透后一并将螺蛳倒入锅中快炒，再放入料酒、
糖、鸡精等调料，加少许水，待煮透后起锅即可。

吃螺蛳
□ 郁建民

在汪曾祺眼里，家乡的醉
虾是最好的下酒菜。有一年他
的妹婿金家渝先生从高邮到北
京，带了一罐醉虾，他一吃就夸
好，问从什么地方学来的。金
家渝说是学的汪家的，汪曾祺说不错，
是小时候的味道。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专题片《儿时的
味道是回家的路》在高邮拍摄时，特地
请金家渝做了一盘“汪氏醉虾”，我全程
观看，和我们家做的也没有二样。

醉虾是高邮人饭桌上的家常菜，想
吃了，便去街头买一捧活虾回家，水冲
一冲，搁“二红碗”里，生姜、酒、黑胡椒
粉、腐乳汁、麻油这些家常调料随手放，
用筷头子沾一点卤汁到嘴里，觉得味道
到了就行。

高邮水产丰盛，虾的品质上乘，计
划经济时，采购员到上海撬紧张物资，

“上河青虾”是蒲包里必不可少的。上
海人喜欢用高邮的青虾做油爆大虾，据
说一只虾可以做一碗油爆虾面，也可以
当下酒菜喝两三瓶啤酒。

小时候，高邮城的穿心河里都有
虾，捕虾是我们的一项娱乐活动。剪一
块家里的帐子布，把米淘箩或者筐子上
的篾条抽两根下来削得合适做虾罾架
子，记忆里确实在水电站的杨柳树下捕
到不少虾子，至于怎么吃这些虾子的一
点印象没有。俗话说，吃鱼没有捕鱼
乐，捕虾亦是。前几年夏天游过大运
河，在河西靠岸的水里看到虾笼，捞起
来看，里面居然有两三只活蹦乱跳的大
青虾，想都没想，去头去壳，送进嘴里。
带着水汽的虾肉硬实有弹性，有嚼劲，
微甜鲜美才是最主要的感觉。这算偷
吃吧？当时就想，要是有一碟调了生姜
米、搁了酒的麻酱油多好，蘸着吃。

吃淮扬菜的人大多喜欢吃醉虾，我
原来单位的司机朱师傅，人家请他到饭

店吃饭他只点一个菜，醉虾。
这一盘醉虾基本上他包盘，当
着众人面吃得飞快，绝对不会
杯盘狼藉。一次人家把他吃
过的虾一只只在盘子里码成

原样，叫来服务员说醉虾里面没肉，服
务员不服，说你还没吃怎么就知道虾子
里没肉。饭店老板来一看惊呆了，另外
送了一盘免单的醉虾。

我在高邮湖边上也吃过刚出水的
白米虾，有点面，做的醉虾不太受欢
迎。一次吃日本料理，有一道蝴蝶虾刺
身，类似于白米虾的口感，忽然就想到
了家里的冻虾。回家把冰箱里的虾干
用黄酒醒泡，太太问我搞什么鬼，我美
其名曰醉冻虾。也就是手痒，最后还是
做了油爆虾，也就想到那时候的上海人
为什么不把高邮大青虾做醉虾，口福往
往垂青于食材产地的人。

我的小说《国戏》里有一个人物叫
程纹和，是银行信贷科长，喜欢别人称
呼他程行长，天天在外面喝得昏天黑
地，离了酒桌便上牌桌。小说里有这么
一段：

“程纹和问厨师，为什么先淋酒后
下佐料，有什么讲究？厨师不仅手油，
嘴也油，说这是‘先灌迷魂汤，再浇忘情
水’。”

程纹和因为贪腐被判刑，劳动改造
两年后清醒了，知道自己原来就是醉
虾，他把狐朋狗党看望他带来的醉虾泼
在地上，指着他们数骂了一通。

用醉虾类比一种人，是文学创作中
的借用，没有贬损这道美味佳肴的意
思。我本人就非常喜欢吃醉虾，款待到
高邮来的朋友，必点这道菜。

高邮醉虾有改进的空间，米其林要
是做醉虾一定考虑怎么样把酱汁吸收
到虾子里，那样不仅品相好，食客也不
会吃得狼狈。

醉虾
□ 王树兴

打完点滴回来，已近黄昏。
老公问：“晚上想吃什么？”

“粥。”
“好吧，我摘一条黄瓜腌

腌。”
我坐在躺椅上读武强华的诗，那是随手抓来

的2017年的《诗刊》。诗行间有往昔划下的道道，
那些曾经让我击节赞赏的部分，现在依然打动我
的心。也有一些新感悟，恨手上没有握着笔——
这是常有的事情——不能再划一些道道，表示这
一刻的领悟。古人是重视批注的。一部《红楼》，
批阅十载。更不用说儒家经典作品，代代阐释，
在阐释中建立自己的殿堂。现代人太忙了，新印
的书尚看不过来，哪还有空咀嚼旧书？我就常常
陷在源源不断的新里，不能自拔。美好的事物太
多了，而我能占据它们的时间太短了。书也好，
风景也好，它们的风华是欣赏不完的。

我在诗里诗外徜徉着。
老公说：“吃饭吧，为你煮了一个变蛋，要不

要倒点醋？”
“好。”
一碗白粥，一碟腌黄瓜，一碟切开的腌在醋

液里的变蛋。黄瓜是自家长的，是今年的第一
瓜，它的清香隔着遥远的时空，来到我的面前。
这正像我读诗的感受。昔日划过的句子，在心里
激起与过去相似的涟漪。时光有痕。时光有
香。我吃着今年新出的黄瓜，也吃着去年的黄
瓜，甚至是去年的去年，又去年的去年，可以一直
回溯到我像嫩黄瓜一样年轻的时光，老家那一架
令人垂涎的黄瓜。

美好的事物让人微笑，也让人落泪。
每次在家中就餐，要么一人，要么两人。每

次都慢慢坐下，细嗅菜香。没有一餐不觉满足。
我所要的原本不多。两条茄子，一条黄瓜，一盘
鱼，一盘随便什么颜色的代替黄瓜茄子的蔬菜。
对于我不挑剔的舌头来说，地里长的都是至宝，

没有高低贵贱。
就着白粥，清脆香甜的黄

瓜一片片入了口，变蛋也一片
片入了口，都是今时昔日拌和
的味道。

腌黄瓜是加了拍散的新蒜的，变蛋加了醋以外，
还滴了芝麻油。味道的相融相合，是生活赐予的智
慧，在漫长的时光里，有传承也有创新。于我，好味道
里，都是日子的琐碎和馨香，都是往事。

老公架不住黄瓜清甜的味道袭击，说：“嗨，我也
想弄碗粥呢。”他在意的是黄瓜，也许，他也想起了去
年的、去年的去年的黄瓜。他其实已经在食堂用过
餐。

当我捧起《诗刊》，再次在文字的旧风景里游历的
时候，老公吃罢回到我身边，准确地说，是残留的黄瓜
的清甜味道回到我鼻翼。

黄瓜的味道是日子年轻的味道。
也许我俩一辈子戒不掉对它的喜欢。
感谢花圃边开辟的一角土地，让我们
跟过去的日子一再重逢。

等着我品尝的还有四季豆，青椒，
番茄，丝瓜，南瓜，瓠子……六月接着
七月，七月连着八月，岁月迢递，日子
的馨香不断。但我真的能够穷尽日子
的馨香么？我能看尽天下美好的诗文
么？我不能。我只能做一个邂逅者，
不断失去，不断重逢。相对世上美好
之物的永恒，我是永恒之过客。我的
人生注定短暂而局促。

我是多么热爱我这短暂而局促的
人生啊。

请羡慕我永远不会被剥夺的面对
一碟清甜的黄瓜的自由，在现世和来
世，因为我会活在文字里，继续喜欢着
我的喜欢。

享受一碟黄瓜的清甜
□ 潘国兄

我爱读报，这个习惯是进入初
中门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高邮
中学有一个读报栏，张贴有多种报
纸，我最爱看两个版面的《高邮
报》。那个年代，新闻信息非常有
限，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收音机，电视机想都想不
出来。要知道国家大事和本地新闻，只能道听途
说，真假难信。阅读了《高邮报》，我就能够及时
得知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

1958年，我应征入伍，分配在南京公安内卫
团直属警卫手枪连服役。后执行长途押解罪犯
到青海格尔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的任务，与外界
信息几乎隔绝。

几年后，我获批准回乡探亲。一到家乡，我
又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高邮报》。探亲的

那个月，我几次跑到报社叙说
我热爱《高邮报》和远离家乡
看不到《高邮报》的苦情。报
社领导得知我的情况后，决定
免费供给我这个驻守青藏高

原的战士一份《高邮报》，这使我激动万分。
我返回部队20多天后，一份《高邮报》跨越

2000多公里，历时17天，寄到了青海省格尔木市
昆仑山脚下金峰劳改农场军营。就像在沙漠中
突见一处清泉，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报纸上刊
登的每条消息、每篇文章，就像家乡的美丽风貌
和亲人的脸庞，一一显现在我的眼前。

我对往日的《高邮报》一往情深，对现在的
《高邮日报》更是喜爱。《高邮日报》这些年来真是
越办越好，是我这个83岁老人晚年的精神食粮。

我爱高邮报
□ 丁长林

沁园春·春满堂
乍暖还寒，缱绻风云，际会

东方。送雪霜归去，喜迎嘉
岁，千桃粉面，万树红妆。曾
记南湖，孤舟蹊径，觉醒江山
春满堂。惊雷起，教乾坤换代，浴血荣光。

晴空玉宇呈祥。炼铁翼鲲鹏振远航。
锻蛟龙出海，安邦定国，驱蝇伏虎，话尽沧
桑。武盛文昌，劈波斩浪，丝路迢迢连理长；

凌云志，咏神州华夏，天下
无双。

江城子·从军行
新风春雨沐河山。破

重关。揽长天。犹记初心，
矢志换人间。缚虎驱蝇威四海，民永定，政长安。

如云猛将马平川。令初宣。踏狼烟。
奋勇中军，千里敢当先。夙愿捐躯圆国梦，
披赤胆，沥忠肝。

词二首
□ 方政

如果说王念孙这位吏部掌印给
事中上书扳倒和珅、被后人称为“凤
鸣朝阳”的壮举是反腐狂澜的话，那
么，一位从九品的高邮州巡检司陈倚
道的反腐行动则是兴起反腐波澜。

事件还得从巡检司设在何处，其职能如何说
起。《高邮县志》等有关地方史料均未记载，而叶劲先
生则有短短的文字提及。其大意是自宋代以后，朝
廷便在临泽镇设“巡检司署”衙门，是维护地方治安
的武职机构，任巡检司一人，兵丁、干役数十人。其
衙署建筑十分壮观，门外有操场。现其遗址在临泽
镇东旧酱醋厂处。其职能十分明白，并不负责稽察
违误等事务。至于巡检司是何人，叶先生亦无交代。

经查阅《清史稿》《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评议》等
书，才知陈倚道反腐行动的来龙去脉。陈倚道并非
本土人氏，一说出生江西，不可考。生卒年份亦不
明。但是有一点是明白的，乾隆54年即1789年仲
秋时分，胥吏（管粮食征收的粮吏）夏琯私雕（刻）印
信、假冒重征一案，可谓乾隆时期官官相护之典型。
是年冬，陈倚道这位份内份外事皆敢担当的小吏，在
查获了夏琯的伪串（过去征粮有造串一事，我的一位
亲戚因造串弄虚作假而获刑）的充分证据后，便于乾
隆54年十一月二十七、十二月初三、十二月十五，以

及次年正月初十，接连四次举报“小
苍蝇”夏琯之不法行为。陈倚道之
勇气、胆识、决心令人赞赏。

对于陈倚道的举报，上司（至省
级大员）属员（至知州）连为一气，使

穷乡僻壤的小民屡受蠹役侵渔，冤抑无伸，而江苏省
巡抚闵鹗元“沉搁不办，有意消弥”，那些满员总督、
藩司、臬台以至本府各衙均通同蒙混，拖延不办。一
直到乾隆55年正月二十六，陈倚道派家人张贵策马
北上，日夜兼程，赴京告了御状，才揭开了官官相护、
徇庇属员、心存回护的内幕，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陈倚道力主正义之举让世人瞩目。胥吏夏琯、
扬州知府刘炳、江宁布政使康基田、江苏按察使王士
棻、巡抚闵鹗元均被革职拿审。乾隆皇帝对满员总
督书麟网开一面，说其系高斌之子，世受国恩，命先
革去翎顶，暂留总督之职。而对知州吴焕“问以重
辟”即处以极刑。此案虽小，亦为小吏而为，却牵动
许多要员受到处罚，虽无“凤鸣朝阳”之影响，却也不
可小觑。难能可贵的是陈倚道反贪不是为了自己升
官，后他平级调动至盱眙。

陈倚道以一吏之职扳倒众多官员，且早于王念
孙告倒和珅9年，在乾隆朝敲响了大小贪官的丧钟。

小吏反腐掀波澜
□ 陈其昌

我收到过的礼物不少，
尤让我倍感珍贵的是陆建华
先生日前赠给我的五本书：
一是四卷本的《勉耕斋里的
诗意追求》，还有一本写汪曾
祺先生的传记《草木人生》。

陆先生不仅创作严谨，办事也很严谨。
在收到书之前，他与我联系：“周瑞凤先生
好！……我有一本写汪老的书，将于六月出
版，本想等寄这本书给你时再联系，但出版社
的事时有变化，想先送另一部书给你，请你指
正。因这部书系线装本，印数少，为防止寄书
时出现失误，请你提供一个准确地址给我，我
在十天之内挂号寄给你。相信你不但会喜
欢，更进一步增加对我的了解。谢谢！”果真
没几天，我还在扬州旅游，他在微信上告知：

“周三下午三时，就将线装书一部挂号寄到你
家了，用的是省委宣传部的大信封，估计今天
可到了。也可问一下邮递员。”当晚回家收到
书后，尤其是见到陆先生的题签“不爱打牌不

养花，偏喜笔耕度生涯。莫
道乡村河沟浅，源头活水亦
堪夸。周瑞凤先生雅正”，
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当即
给他发去微信：“你的大作已

收，尤其看到你勉诗赠言更令我陶醉不已。
我要好好拜读，好好珍藏，必要时让我的同
事、朋友共同分享。”他回道：“别客气，能喜欢
就好。”

最近，陆先生又托人带来《草木人生》一
书，我正在紧张地拜读中。陆先生不仅嘱我
好好读书，而且要好好做人。他在微信上说：

“我认识你，我们很快建立真诚信赖关系，是
真正的以文会友。当前，文风不是太好，真正
做到刻苦为文并谨慎前行，不是容易的事。
我不敢说自己写得多好，但无论为文为人都
力求真诚真实，这是可以问心无愧的。也期
望大家共勉。”

陆先生的肺腑之言使我深受启迪，我会
努力的。

陆先生赠书
□ 周瑞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