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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我喜欢夜钓。夜幕降临，
星光闪烁，月牙西斜，凉爽的风徐徐
吹来，全没有白天难以忍受的闷热
煎熬。我便兴致勃勃地扛上渔具，
朝着静悄悄的河岸走去。往上风
头处一坐，清风拂面，心中的烦躁、压抑立即
荡然无存，而且上风头蚊虫站不住，绝不会受
到叮咬之苦。

首先把鱼桩插入靠近河水的地方，将鱼
竿牢牢地斜插在河岸上，再把鱼竿上的鱼线
用力拉下使鱼竿弯成弓形，接着将鱼线轻轻
卡在鱼桩梢子上，然后将鱼钩穿上蚯蚓或其
它诱饵坠入河底。此刻，我伸伸腰，舒心地一
屁股坐在地上，深深地吸一口气，欣赏着美丽
的夜景。

夜钓最有趣的要数鱼儿上钩、出水到捧
鱼进桶这段时光。不过，这样的乐趣不是容
易享受得到的，它至少需要两大功夫：一是耐
心专心。要两眼紧盯水面上的浮子，不怕心
焦地长时间守候。二是起竿及时。浮子在什

么样的情况下起竿，非常讲究，
早了迟了都会空喜欢。

“哗啦，哗啦”，一阵水响，
这是我钓到了鱼，正在拖它上
岸。捧上手一摸：大头、无鳞、滑

溜溜的尾巴长长的，是一条鲶鱼，少说也有七
八两重。黑夜里，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卸下钩
来。这种鱼最爱吃粗粗大大的蛐蟮，正好隐
蔽这钩端的弯曲与倒刺，鱼儿嗅到这美食飘
来的香气，对里面的机关却一无所知。也有
鱼拖上岸后怎么也卸不下钩的。遇到此种情
况，只好连鱼带线放进桶里回家再处理。

朦胧中听到远处农舍传来鸡鸣声，我不
由得两眼一睁：“哟！”东方已呈现出一片鱼肚
白。我立即抓紧收竿逮鱼，不到一小时，就把
那些上了钩仍“潜伏”在水下妄图逃跑的鲫
鱼、鲤鱼、鲢鱼一一逮进鱼篓之中。

朝霞满天，天已大亮，我提着满满的一篓
鲜鱼，精神抖擞地回家。

每到夏季，我家便鲜鱼不断。

夏日夜钓
□ 郁建民

丝瓜，作为一种蔬菜，从夏吃
到秋。它可炒可汤，可烧可拌。不
管如何吃，皆须去皮；瓜瓤切成斜
块，洗净沥干待用。

炒丝瓜——热锅放油，煸红椒
丝。旋而入瓜瓤，撒细盐，猛火急炒。此菜易
熟，十数铲足矣。起锅盛盘，红红绿绿，相得益
彰。一尝，清香袅袅，辣味阵阵，很是下饭。炒
丝瓜，高邮人有时还加毛豆米。毛豆米得先煮
熟，过清水冷却，碧绿碧绿的。加毛豆米的炒
丝瓜，色彩更迎人，味道更可口。

丝瓜汤——丝瓜做汤，一般要加鸡蛋。准
确地说，应该叫做“丝瓜蛋汤”。先煸瓜瓤，片
刻即可。倒适量开水煮，待其沸腾，入调和开
的鸡蛋，放些许盐。再待其沸腾，撒葱花装
碗。此汤冷喝，可消暑。汤中丝瓜和蛋花，虽
香却淡，淡则无味。食时，蘸点生抽。小时候，
乡人有夏天吃晚茶的习惯。冷丝瓜蛋汤泡冷

饭，再就一点萝卜干，一扒就是一
大碗。

红烧丝瓜——锅热油炸，入瓜
瓤、红椒丝，慢煸几铲。放酱油、
盐、糖、少量清水，盖锅烧。烧开后

勾芡，大功告成。此菜黏糊糊、滑溜溜的，入口
留香而浸鲜。若用猪油煸，蔬菜荤做，则更
佳。红烧丝瓜，宜不冷不热时食用。

凉拌丝瓜——瓜瓤、红椒丝、泡开的黑木
耳，同锅焯水；盛盘，沥干。临吃倒入麻油、生
抽、醋。此菜清爽，夏日傍晚，用以佐酒甚佳。

嫰丝瓜，皮是宝贝。炒丝瓜皮，江南常见。
都说苏州人吃得细巧，在那里，一条丝瓜可做两
个菜。一为丝瓜蛋汤，一为丝瓜皮炒肉丝。丝
瓜皮炒肉丝，风味独特，入口生津，很受欢迎。

丝瓜还是不可多得的美容食品。它含有
维生素B，能防止皮肤老化；含有维生素C，能
使皮肤变得白皙。女同志多食，越长越漂亮。

丝瓜食话
□ 朱桂明

故园水乡，河汊纵横，碧波
荡漾，物产丰富，饱人胃肠。幼
年家境贫乏，但餐桌上总不缺河
鲜美味。不过，想要尝鲜，必先
得费一般力气，鱼要钓、抓，虾得
网、捞，河蚌也得下到河底去拾。但有一样
河鲜得来颇为轻松，就是螺蛳。

清明一过，天气转热，螺蛳从休眠中苏
醒，从泥土中爬出。清晨，到码头水泥板下
一摸，就是一把螺蛳。到旁边的船沿一撸，
又是一把。再到河边浅水处信手抓几把，筛
去泥土，又是一捧。很快，就够烧一碗了。

螺蛳出水后，先放清水里养一养，滴几
滴香油，让它把泥渍吐出来。清理螺蛳也
较简单，用剪刀或老虎钳夹掉尾部的两三
条螺纹即可。这其实很有学问，夹掉多了，
螺肉就会漏出来；夹掉少了，吸起来费劲。
烹饪螺蛳亦不难，油锅加入葱、姜、蒜爆香，
倒入螺蛳，猛火爆炒，再加盐、酱油、辣椒等
家常调料佐味。待锅铲上沾有大量螺蛳膜
盖，加水，盖锅盖，焖煮片刻。揭开锅盖时，
一阵阵浓烈的鲜香直钻口鼻，勾人馋虫。

夏日傍晚，我与父亲将饭桌搬到屋外，
比赛似的吮吸螺蛳。饕餮之余，又不住地
点评今日螺蛳的口味——辣椒放得有点多
了、再淡点就好了、应该多焖会儿再出锅
的。母亲投来白眼，我俩立即噤声，低头继
续吮吸。一口吸不上，就用筷子把螺肉往
里面戳一戳，再猛地一吸。再吸不上，就只
能借助牙签或缝被针了。曾见有人怕麻
烦，吃螺蛳全程用牙签挑，真是大煞风景。

螺蛳是水乡常见物，然高邮的螺蛳尤
为著名。其一，相传高邮盛产双黄鸭蛋就

因为高邮鸭常吃湖泊河泽里
的螺蛳。其二，我在杭州工作
时，坐大客车去杭州，司机经
常捎带上几百斤螺蛳，说是长
兴的饭店老板要的。长兴亦

是水乡，境内亦不乏河泽溪涧，为何偏要高
邮的螺蛳呢？想来高邮螺蛳必有出众之
处。

我在杭州时，却从未吃过螺蛳，也不曾
在菜场见到过螺蛳。也许是衣着光鲜的都
市人嫌吃起来太麻烦，损仪态吧。平心而论，
杭州饮食实在乏善可陈，这应该是原因之一。

居杭州期间，父亲突患重病，我请假带
他四处求医。他自知回天乏术，一心回乡，
我便让他在高邮医院保守治疗。住院期间，
因不停地化疗放疗，他胃口大损，对鱼肉皆
提不起兴趣，身体也渐渐乏力。一日傍晚，
与他出外散步，他忽然眼睛一亮，抖擞了精
神，说：“螺蛳。”我正诧异，就闻到一股熟悉
的香味，循味望去，一个老汉推着车子正在
叫卖螺蛳。我赶紧过去，买了两斤，与父亲
坐在路旁，争先恐后地吮吸，就像当年那
般。吃完，父亲闭上眼睛，脸上露出了久违
的微笑，那一刻他忘记了病痛，忘记了一切。

父亲临终时，只能喝水维持生命，巨大
的疼痛让他终日呻吟，神志不清。突然一
天清晨，他睁大了眼睛，像刚睡醒一样，对
我说：“我想吃螺蛳。”我焦急欲哭，寒冬腊
月，上哪里找螺蛳呢！几天后，父亲离世。

今年清明节后，我回乡工作。偶与同
事小聚，侍者端上一盘螺蛳，顿时心潮澎
湃。顾不得形象，不怕烫手，捻了一个就
吸，闭上眼睛，万般思绪上心头。

螺蛳之思
□ 颜兴林

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异秉》
写道：“天不亮王二就起来备
料，然后就烧煮。他媳妇梳好
头就推磨磨豆腐（做回卤豆腐
干）。”晚上十点半钟之后才收
摊，没有个半夜三更是睡不了觉的。至
于儿子，“到了大一点帮父亲洗料备料
做生意”。一家人的本分就是勤劳。

勤劳是穷人的根本，坚韧是穷人兴
业的精神支柱。王二的熏烧摊正是靠
这股坚韧劲，一刀一刀地切出来的。《异
秉》说：“这一条街上……景况都不大
好。”“只有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
他的摊子越摆越大，装炒货的匣子，装
熏烧的洋瓷盘子，越来越多。”“须知，汽
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
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
来了。这白亮白亮的汽灯……”试想，
如果没有这一份坚韧，王二的生意能兴
隆到这地步吗？

不过，王二仍然没有摆脱作坊式的
经营理念。他的小家子气，决定了他的
事业，只能是到此为止。没有，也不可
能有，做大做强的那一天。

这是因为王二的性格特征所固有
的劣根性——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他
正是这一人群的代表。

首先，他没有大志。虽然他家挂着
“天地君亲师”的中堂，但他并没有真正
地推崇“师道”，通过接受教育，树立理
想，改变人生。他自己谅也不识几个大
字。他儿子学到“能记账了”，就早早辍
学做帮手。女儿是“学放驴”的睁眼瞎，
重复着母辈的人生故事。他们的认识
能力只能是停留在经营好一个熏烧摊
子就磕头谢谢的层面上。

其次，他没有规划。梁漱溟先生在
谈及国人的国民性时说：“知足自得，知
足安命。”说的就是王二这一类人。王
二赚了几个小钱，想的不是发展，不是

“扩大再生产”，而是“穿了竹布的或夏
布的长衫，拿了一吊钱，就去了（听
书）。”“下午一点开场，四点‘明天请早’
（即散场）为止。”特别是“过年推牌九，
他在下注时不犹豫”。他的“听书”，只
是“三国、水浒，打打杀杀”“才子佳人，
卿卿我我”，根本不是什么“念书寻真”

“读书求理”，谈不上受业、解惑、明事

理。活脱脱的鼠目寸光，知足寻乐。像
这种小摊主，心胸中能有什么“波澜”？
眼睛里能有什么“远程”？

第三，他学无榜样。他的同行张大
狗子、“南京佬”王家等，一个个还不如
他，自然不成榜样。他周围的人，无非
是保全堂药店的卢管事、许刀上（切药
材的），要么是担忧年终被“坐上席”（辞
退）的陶同事，还有就是小伙计陈相公
（学徒工）了。跟这些成天战战兢兢、混
一天了一日的人为伍，能学成个什么样
子？

其实，只要在思想上冲破因循守旧
的樊篱，在性格上甩掉不思进取的桎
梏，“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做熏烧
同样也能做出出息，小作坊同样能发展
成大产业。比如说，始于清朝的“德州
扒鸡”，十九世纪初由“德顺斋”创始人
崔进禄传承、改进，精益求精，一鸣惊
人，被誉称为“中华第一鸡”。兴于光绪
年间的“无锡酱排骨”，为“江苏三大名
产”之一，数“陆稿荐”名气为最。如今，

“老陆稿荐”“真正陆稿荐”，百家争鸣；
还有什么“苏州陆稿荐”“开封陆稿荐”

“嘉兴陆稿荐”，林林总总，争奇斗艳
……若问南京的小吃，明清时南京桂花
鸭已作为贡品觐京。民国的张通之《白
门食客》中说：“金陵八月时期，桂花鸭
最著名。”……

王二的熏烧，名气也不算小；成名
于民国，时间也不算晚。但是，他没有
也不会抓住机遇，没有也不可能广招人
才，让他的熏烧摊子来一个“本质”的变
化：变单一熏烧为熏烧系列；变单一摊
位为连锁分号；变作坊生产为车间生
产，进而为工厂化生产……总之，勤劳
肯干、不怕吃苦的王二，明明好不容易
刨掘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桶金，却没有继
续创业的冲动，没有一根竿子扎到底的
倔劲，更没有超凡脱俗的理性思维，与

“创水乡之最”的壮举擦肩而过，身入金
山徒手而归……

“王二”的双重性格
□ 真启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
集》十二卷本，较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的《汪曾祺全集》八卷本，诗联作品的收入大为扩
容，这是非常难得的，其编辑之辛劳可想而知，值
得点赞！笔者长期关注汪曾祺诗联的搜罗与研
究，日前翻检全集杂著卷，发现仍有一些诗联失
收，未免有遗珠之憾。现仅就手头积累资料稍作
整理，将此佚诗一首、佚联十七副奉读者分享。由
于辗转传抄，或有讹误，恳请诸君指谬匡正，如有
增补，则更为庆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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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守望——与生肖篆刻大师陈冠英张维萍先生
交往随记》。

16.拟兴安祖父墓碑
恩抚有日，
功德无涯。
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见兴安《我记忆中

的汪老》，刊2007年5月12日《光明日报》。
17.贺港澳回归祖国
柳拂三江绿，
钟鸣万户春。
撰书时间不详，见《情系港澳名家艺术珍品丛

书》第一集，黄河出版社1997年版。
18.题酒文化博览馆
十里酒城，
无边春色。
撰于1997年5月1日，见佚名

《飞虎队与五粮液的情缘》，刊2016
年2月1日《一点资讯》转《白酒第
一网》。

以上诗联，有的题目系笔者所
拟，仅供参考，特此说明。

人文版《汪曾祺全集》诗联拾遗
□ 金实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