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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无论饭店还是一般人家的餐桌上同时
出现鳅鱼咸、长鱼汤这两道菜，都会吸引食客的目光，
止不住感叹一句，这硬菜，真杀馋！

若是把时间向前推移三四十年，鳅鱼咸、长鱼汤
简直不足挂齿，农家夏天的餐桌上鳅鱼咸、长鱼汤轮
番上演，吃得孩子腻了口，反了胃。那时，西乡的庄稼
地还没盛行使用化肥农药，人们习惯使用农家肥追
肥庄稼，造就了原本水乡沟河渠道里的鱼类繁殖成
长的良好环境。

泥鳅在西乡的口中叫做鳅鱼，黄鳝则叫长鱼，
这两种无鳞鱼多半生长在秧田里和灌溉水渠中，一
旦稻秧到了搁田期（即放干田中水，让稻秧吸足阳
光生长），田中的鳅鱼、长鱼便会随着放水游到田边
的水渠中，那时无论走到哪条水渠的田埂上，便会
看见鳅鱼上下翻滚或吐泡，喜欢捕鱼的孩子自然不
会放过这种乐趣。

中饭烧好了，距离父母从农田里归来还有一段
时间，哥哥扛着“踢罾子”（一种捕鱼工具），弟弟拎着

水桶扛着“捣捣棒”（一根竿稍装有木块辅助踢罾子赶
鱼的工具），兄弟俩满脸兴奋来到离家不远的庄稼地，
哥哥选择一条渠边长满水草且渠水浑浊的水渠，一
跃下渠，很快支起了踢罾子，便吩咐弟弟用捣捣棒捣
起水渠里的水，或许弟弟捣水的距离太远，哥哥着急
地催促，不要太远，离踢罾子一两米就行了，快捣，已
有鳅鱼撞网了！弟弟急忙小跑过来，砰砰砰！捣得
水渠里的水花四溅……捣捣棒捣水临近，哥哥的嘴
咧开了，弟弟额头冒汗了，一提踢罾子，网里四五十条
足有三四斤的鳅鱼在网底惊慌失措乱蹦乱跳，网中
鳅鱼倒进水桶，哥哥麻利地拣掉小鳅鱼放入渠中，又
支起踢罾子……来回几次，捕到的鳅鱼已有半桶，兄
弟俩看看日头，打道回府。

回到家，弟弟帮着哥哥杀鱼，鱼杀好了，清洗干
净了，弟弟生火，哥哥掌勺，鳅鱼红烧，长鱼段炖汤，一
菜一汤两锅齐做。菜籽油炸出金黄的沫，姜片葱花
下锅炒香，鳅鱼下锅洒上糖色翻炒一分钟，放入酱和
水，大火煮沸，再温火慢炖；长鱼汤明显简单多了，菜
籽油炸香，长鱼段和水、姜片葱花入锅，直炖熬至洁白
如乳的汤汁来……

中午，父母从田里归来，看见桌上明显多出来的
鳅鱼咸和长鱼汤，一眼便知这是兄弟俩的杰作，鳅鱼

咸肉嫩滑溜，长鱼汤洁白如奶，一菜一汤各有不同的
鲜，父母满足着味蕾，但就是不张口表扬，因为一表
扬，家中的鳅鱼长鱼便会成灾。但兄弟俩就冲着父
母的“默认”，整个暑假捕回来的鳅鱼、长鱼养满了家
中能盛的容器，拎到庄上去卖，无人问津，即使贱卖送
人，人家还嫌杀鱼麻烦做菜耗油；送给邻家坐月子的
新媳妇，挑了几条长鱼熬汤催乳，透活的黑斑鳅黄斑
鳅一尾也不要，说什么吃了鳅鱼汤喂乳孩子，孩子长
大会像鳅鱼黑不溜秋……兄弟俩好事没做成，有点
委屈，也知道家里人早已吃腻了鳅鱼咸、长鱼汤，正犯
愁家中鳅鱼、长鱼的去向时，还是母亲心疼孩子辛勤
的劳作，让他们把鳅鱼、长鱼熬成汤喂哺乳期的母
猪。给母猪熬鳅鱼、长鱼汤没有给人做菜繁琐，鱼也
不用去肠刮肚，直接和水下锅同煮，煮到汤发白，凉下
来和猪食一拌便可喂猪。母猪不嫌弃顿顿吃到鳅
鱼、长鱼汤，吃吃哼哼，像似感激兄弟俩，有了鳅鱼、长
鱼汤的滋补，母猪的奶水很充足，十五条小猪崽只只
养得滚圆可爱，看傻哥弟俩的眼……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野生的鳅鱼、长鱼反
倒少了，几乎鳅鱼咸、长鱼汤从农家餐桌上淡出了！是
追求野生食材的食客们太多？还是鳅鱼、长鱼生长的环
境发生了改变？真的值得人反思反思！

鳅鱼咸 长鱼汤
□ 胥加山

前几天，我慕名来到乡下一家生产焦屑、年糕的
公司采访，瞧见了39年前曾经陪伴我高中三年的美
食——焦屑，情不自禁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焦屑又称“麦糁儿”“焦面粉”。农谚云：“六
月六，吃块焦屑长块肉”。小时候，妈妈就告诉
我，将黄灿灿的元麦放入铁锅里，用微火炒，待略
焦黄，炒出香味，铲出，用石磨磨成粉，那就叫焦
屑。炒焦屑是细致活，得用细茅草，文火慢焙。
火大了，靠锅底的易焦糊且炒不透。雪白的面粉
入大铁锅，大铁铲贴着锅底不停翻炒，炒到面粉
呈淡黄，有焦香味散出，膛底赶紧抽掉薪柴，再翻
上几铲，搁铁锅内，等凉透了，尝着不糊才算好。
将焦屑装入密闭的罐中，吃时舀一大勺，滚水冲
泡，放糖，用竹筷搅拌均匀，其味焦香而甘甜。那
个时候，我们农村的孩子常常泡了焦屑作为上学
前的早餐或夜宵。

1983 年 9 月，我上高中。那时候，上学时除了
书本还有换洗衣服，再就是零食，零食最多的就
是妈妈给我炒的焦屑，而不是现在的火腿肠、面
包、八宝粥以及各类饼干。

高中时的宿舍里，共住有七八个同学。由于
学校早上早饭吃得早，到了每天二节课时，同学
们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下课铃一响，大家撒腿就
往宿舍里跑。有的同学从床里边翻出一袋黄豆嚼
嚼，有的同学掏出几个烧饼咬咬，但大多数同学
们最喜欢的美食还是焦屑。大家相互倒开水冲
泡，加上几勺红糖，同学们吃得津津有味。大家
边吃还边聊起了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的散文《炒
米和焦屑》。

当时，有位喜欢文学的同学，特地到学校图
书室翻阅资料，后得知，部队在战争环境下所带
干粮，焦屑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我们，抗美援朝
时，经过细心谋划，所做焦屑比起从前单纯用大
麦或小麦的面粉，又有所不同。有记载说，从国
内送往朝鲜给志愿军的焦屑最初配方为：百分之
七十的小麦，百分之三十的大豆、高梁、玉米等杂
粮，后来又增加了大米等成份，先将这些炒熟，再
磨碎，然后加百分之五的食盐，进行混合，成为一
种易于运输，能长期储存的方便食品。所以说，
焦屑在当时是同学们零食中的极品。

我们宿舍的一个男同学因暗恋我们班级的
一位女同学，便时常将从家带来的焦屑悄悄地塞
进同班的这位女同学书包里。这位女同学，由于
胆小，也不知道这焦屑是谁送的，竟然几次把焦
屑上交给班主任老师。几次后，这位男同学就再
也不敢送焦屑给这位女同学了。更让人惊喜的
是，这位男同学大学毕业后竟然还把这位女同学
追到手，两人一直到结婚后，才把这个送焦屑作
定情物的事情透露出来，事后夫妻俩人每当谈起
此事都忍俊不禁。

近四十年没有吃焦屑了，现在的小孩吃惯了
各种零食，也不知道焦屑是什么东西了，人们的
记忆里已经淡忘了它。这一次，这位生产焦屑的
公司负责人送我几包新麦炒的焦屑给我，在现在
来说要算得上稀罕物了。一回家，我就让妻子调
了半碗，味道还是那个味，浓浓的新麦清香……这
一包焦屑吃出了我的中学时代情怀，吃出了苏北
农村人的纯朴，吃出了浓浓的乡愁乡俗……

乡音难改，乡情难忘，乡味永存……在中学
吃焦屑的往事，我将永远把它留在记忆里。

难忘高中时的焦屑
□ 张建忠

“蛙鸣声声远，人语依依轻。
波光霓且华，梦随故人影。”此乃我
同学所作，作为这次暑期同学聚会
的开场白，其间的诗情画意，最为
贴切。

那日酷烈，正值夏炎初伏之
时，令人期盼的盐城师范 88 届 3 班
同学联谊会，在港府君澜大酒店隆
重举行了！

34 年的离别，34 年的牵挂，给
了我们相约、相聚的足够理由。

忆往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
茂，激情洋溢。曾记得，操场上，我
们奋力奔跑勇争先；教室里，我们
埋头苦读修人生。

现如今，老师们，精神矍铄使
夕阳最美；同学们，人才辈出在岗
位争先。

34 年的离别，弹指一挥间。为
了让友谊长存，我们一次次相约，
一次次聚首。毕业 20 年、30 年，我
们相聚了，并且约定，以后每隔三
年五载聚会一次。

在港府君澜，我们再相聚！让
我们尽情分享这来之不易、短暂而
又美好的时光吧！

联谊会上，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邀请企业精英万晓祥同学致欢迎
词。只见他声情并茂地说道——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见过还想
见。我们相识于 1985 年的盛夏，掐

指算来已经 37 个春夏秋冬了。盐师三年，是充满希望和活力
的三年。有遗憾，有怨恨，更有幸福。平日，男生饭票不够，
女生凑，那是一种小幸福；周末，自行车队乡村游，啃过葛武
李同学家田头现摘的大西瓜，吃过龙冈黄同学家爸妈灶头的
小炒肉，尝过大忙期间商同学父母端上餐桌的一碗碗家常
菜，那也是一种小幸福；更有桃花园里包水饺、煮水饺，小新
河边手舞足蹈、指点江山……

曾经任教我们语文的“国学大师”——夏如湘老师说：
“当年，你们 3 班的同学很是自律，任课老师都喜欢到你们班
上课。如今，你们3 班的同学很有出息，有人成了市长、部长、
局长、书记、镇长，很多人当上了校长、主任，更有人成了正高
级教师、省特级教师、市区名教师、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了
不得啊，了不得！”

夏老师的讲话无不体现他对我们的亲切关怀，虽然我们
离开学校已经 34 年了，但他和我们所有的老师一起，仍然一
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关爱着我们的成长、成才与成功。

特级教师李同学的发言，感人肺腑。他面对两次疾病的
果敢精神和人生感悟，深深打动了大家。谢谢你的勇猛和励
志，更感谢你成为我们教育人的典范。

用餐期间，邵同学的口琴独奏成了每次聚会的传统节
目，黄同学、王同学、程同学、周同学、邹同学纷纷登台引吭高
歌，歌声缭绕，掌声、喝彩声，声声不息。

次日上午，大家随车游览了国家 AAAA 级景区大纵湖和
草房子乐园。这两所景点作为中小学生的研学之地，虽然来
过多次，但和自己的老师、同学再次光临，体验迥然。尤其是
草房子乐园，以上学路上、追忆怀旧、素质拓展、研学教育、入
口服务及风貌还原这六个区，让我们师生恰似穿越到了 34 年
前的青葱岁月。

感谢缘分！感谢有你！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们成了
88 届 3 班的同学。感谢老师，是你们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
让我们完成了人生最为关键的学业；感谢同学，今生让我们
拥有这么多叫“同学”的兄弟姐妹。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来年，我们再相聚！

来
年

我
们
再
相
聚

□
朱
桂
芳

什么叫性格，性格就是在对人、对
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
心理特点。如英勇、刚强、怯弱、粗暴等
等。几乎每个性格都有自己的优点和
缺点，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性格对事
业的选择。

欣闻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家跨国公
司向社会公开招聘一名高级质量管理
员。由于待遇优厚，报名竞聘者如潮。
经过几轮筛选，最后只剩下 A、B、C 三
人，由老总当面考察选其一。这天，老
总故意歪戴帽子，斜扎领带，还在脸上
溅几个墨点。A 进考场虽然一眼就看
到了这些，但他怕说出后引起老总不
快，只是认真地回答了有关提问，便高
高兴兴地出场了。B 入场后，脑子里只
有对考问的紧张，似乎压根儿就没有
看到老总身上那些与“正事”无关的东
西，考完也愉快的出来了。而 C 一踏
进门，便先神情严肃地指出了老总几
点不雅处，并深入剖析道：“作为一个
跨国公司的总裁，这将有损于自己和
公司的形象……”老总没有再考问就
让 他 出 去 了 。 结 果 ，唯 有 C 被 录 用
了。原因就在于他直率。作为一个质
量管理员，人家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敢于
直面问题、直言不讳的直率行为。直率
是一种性格，这个性格又非常符合他的
职业，相信他一定会有一个好命运。

当然，这里的 C 是遇到了如此明理的“主考大人”，倘若
那位总裁是个听不得别人意见的“小人”，被录用的也许不会
是 C，但这样霸道的企业主，终究是不能把企业办好的，即使
被录用，又能有什么好命运？这样的企业，显然是不去也
罢。道理又回到了他本来的“位置”：好性格决定好命运。

也许，在过去的历史中，由于机遇的不平等，性格的因素
还不是那样的重要，但在今天，在这个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
同样的机遇几乎同时摆在人的面前，人与人的不同，就在于对
机遇的方式的不同，而这种方式最终还是决定人的性格。

譬如，前些年我竟得了肺癌。分析其缘由，吸烟多是一
方面，性格缺陷则是更重要的因素。有资料显示，癌症性格
的具体表现：性格内向，表面上逆来顺受、毫无怨言，内心却
怨气冲天、痛苦挣扎；情绪抑郁，好生闷气，又不爱宣泄；生活
中一件极小的事便可使其焦虑不安，心情总是处于紧张状
态；表面上处处牺牲自己来为别人打算，但内心又不情愿；遇
到困难，开始时不尽力克服，拖到最后又要做困兽之斗；害怕
竞争、逃避现实，企图以姑息的方法来达到虚假和谐的心理
平衡……由于精神抑郁等消极情绪长期作用于中枢神经系
统，造成自主神经功能和内分泌功能的失调，使机体的免疫
功能受到抑制，机体内的固有平衡被打破，从而癌细胞突破
免疫系统的防御，形成癌症。想想这些都切中了我的性格要
害，教训极其深刻啊！

一个人的性格固然有其一定的天生的成分，但也不是
不可改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后天的“养”更为重要。曾国
藩本是一位性格倔强、近乎刚愎之人，然而，他嗜读如命，颇
善内省修炼，数十年如一日，他按照中国文化的理念，硬是将
自己的性格改变成亦刚亦柔、刚柔并济，因而，他的命运也就
占尽了福禄寿喜，享尽了荣华富贵。曾国藩用他一生的实践
告诉人们：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可以改变
人。也就是说，要想改变性格，就要改变自己的知识或者欲
望，或者习惯。如果你只是埋怨别人毫无用处的。

让我们都来养成一种好性格吧！世界级心理学巨匠威
廉詹姆斯有句名言：“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
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这是
千真万确的。

﹃
性
格
﹄
刍
议

□
王
洪
武

落雨一过，便是初秋。纤云弄巧，飞星传恨，
银汉迢迢暗度。不知不觉中，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七夕浪漫季。

说起七夕，还是童年时闷热的夏天，全家坐
在庭院里乘凉，好动的我，总是不那么安分守
己。还是奶奶有办法，奶奶一边给我摇着蒲扇扑
打蚊虫，一边给我讲着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奶
奶每晚都重复着这个故事，让我百听不厌，并在
我幼小的心中播种着爱恨情愁，痛恨着王母娘娘
无情，同情着牛郎和织女遭遇。

正如许多儿童有过的经历一样，奶奶也告诉
我，葡萄架下还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见面后的互诉
衷肠。于是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爬到村庄上一个
葡萄园去，蹲在一棵葡萄架下，饱受酷暑的煎熬，
和蚊虫的无情肆虐，也没有放弃。后来还是被葡

萄园主人发现我们，误把我们当作偷葡萄的，不
由分说，把我们轰了出去。

在我稍微大了一点，父亲买了一张《牛郎织
女》的碟片给我看，尽管是黑白版，我依然看得津
津有味，被生动的故事情节感动得几度泪流，并
由此爱上婉转悠扬的黄梅戏。闲暇之际，嘴里时
不时哼上一段黄梅戏。

从 此 ，我 对 夏 天 的 天 空 多 了 一 份 神 秘 向
往 ，每 次 夏 天 的 夜 幕 刚 刚 降 临 时 ，我 就“ 天 阶
夜 色 凉 如 水 ，卧 看 牵 牛 织 女 星 ”，迫 不 及 待 地
仰望天空，期待着更多喜鹊前来搭桥，让银河
两边隔海相望苦苦思念的牛郎和织女一家早
日团聚。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牛郎和
织女的故事源远流长，成为千古绝唱，其光辉灿

烂的传统文化启迪世人。诠释了爱情的坚贞和永
恒，深深地震撼并感动着我们每个人。

当初，我的姨表姐喜欢上一位兵哥哥，可是
遭到我大姨的极力阻止，姨表姐以绝食抗争，也
换不来大姨的铁心肠的回心转意。我知道大姨
喜欢看黄梅戏《牛郎织女》，就主动找来这部电
影，然后和大姨谈心，让大姨不要做王母娘娘，
大姨惊奇地蹬着大眼睛，看着幼小的我。神奇的
一幕出现了，只见大姨突然脸红了，竟然同意了
姨姐的婚姻大事。如今，姨姐一家和睦相处，恩
爱如初。

斗转星移，沧海桑变，自由恋爱的当下，七夕
这一节日，与时俱进，已经为中国情人节，为更多
年轻男女营造谈情说爱的氛围，自然多了一份意
蕴和情调。值此七夕，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又是七夕浪漫季
□ 杨应和

时光慢 方 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