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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 说小 小 说

鲁迅在《估〈学衡〉》中，曾举
《记白鹿洞谈虎》一书：“诸父老
能健谈。谈多称虎。当其摹示抉
噬之状，闻者鲜不色变。”看来世
间确有记录兽言的书，也真有人
通晓野兽的语言，并能发出虎啸
之声。《清史稿》载，清太祖努尔
哈赤懂兽语，骑虎如戏猫。当然
不排除有意神化他的可能。

也有古籍记载，药王孙思邈
通晓虎语，有一次外出行医，被猛
虎拦路。他问：“你有事求我？”猛
虎乖乖卧于道旁，张开大口，药王
见一根骨头扎在老虎喉咙里。他
嘱咐猛虎：“不许动，我去去就
来。”老虎果然张着嘴一动不动，
他回城拿了一把“虎撑子”塞在猛
虎嘴里，慢慢取出那根扎在虎喉
里的骨头。猛虎匍匐以谢，随后
竟驮着他去行医。

当代作家中，恐怕只有一人
读过这样的书、见过通晓兽语的
人，他就是吉林曹保明先生。他
的大著《世上》，详细记载了这些
奇人、奇事。上世纪60年代，长白
山腹地十四道沟，有一位奇人金
学天，懂兽语，是狩猎世家第11代
传人。家藏一匣厚厚的三卷本手
抄书《高兴》，上面详细记载着各
种动物的语言以及配合兽语的形
体动作。

金学天由他的父亲金达纯、
祖父金洪弼言传身教，自然精通

《高兴》一书。书是金家的祖上
所写，内容却是众多长白山狩猎
前辈的经验总结。自然界由声音
构成，自人类祖先成了“万物之
灵”，便靠采集野菜、野果和捕捉
野生动物维系生存。久而久之，
他们破译了动物们的“语言”，摸
清了各种动物在不同时期的活动
规律，能准确分析和了解不同动
物的不同“心理活动”。他们从
山 上 狩 猎 归 来 ，大 家 围 坐 在 一

起，一边模仿着动物的语言和动
作，一边讲述狩猎的体会。将这
些体会以文字和图形记录成书，
并命名为《高兴》。

曹保明不枉是“长白山第一
支笔”，他跟金学天相交数年，
多 次 随 他 进 山 狩 猎 ，得 以 亲 见
金学天的神技。他在发出虎啸
之时，表情十分复杂，使人无比
恐 怖 ，很 难 用 文 字 准 确 地 表
述 。 可 以 试 着 这 样 描 写 ：他 先
把 嘴 一 下 子 歪 向 左 侧 ，嘴 角 随
即奔向耳根。由于嘴的扯动鼻
子 歪 向 一 边 ，右 半 边 脸 上 的 诸
多 皱 纹 集 中 拧 在 一 起 ，左 眼 变
小，右眼白睁得极大，而且炯炯
放 光 ，两 条 胳 膊 和 手 指 虎 爪 般
地伸向前方。与此同时他的嘴
里骤然发出猛虎要撕烂一切的
狰 狞 吼 叫 ，山 林 变 色 ，地 动 山
摇，四周呼呼起风，令人毛骨悚
然，肝胆俱裂……

虎有多种叫法，发出“噜——！
噜——！”地吼啸，是孤虎。而孤
虎多为雄虎，一门心思寻觅母虎
的踪迹，不大留意地上的套子和
地枪。金学天的祖父有一好友唐
振奇，人称“唐打虎”。当年十四
道沟虎患厉害，猎人和猎犬都常
常被老虎追得四处奔逃，何况家
畜，经常为虎所杀并成为虎食。
有一只被称为“胖子”的成年公
虎尤其凶猛，金洪弼约上唐振奇
决定除此虎患。

唐振奇胡子花白，是个矮个
子，还驼背，瞎了一只眼。手里只
拿一把短柄利斧。他有个 13 岁
的小孙子，看着呆头呆脑，心思
却极灵透，进山后走在最前面，
在一片林子边上用鼻子嗅嗅，对
爷爷说：“大虫就在前边睡觉呢。”

唐 振 奇 让 大 家 躲 起 来 ，他
握 手 斧 站 在 一 处 开 阔 地 。 此
时 山 野 一 片 寂 静 ，风 丝 毫 没

有 。 他 拧 身形，扭嘴巴，发出了
令 人 恐 怖 的 虎 啸 ：“ 喔 哇——！
喔哇——！……”

骤然间森林里起了风，“刮得
树木哗哗响，大片的绿叶满天飞
舞，一只硕大的猛虎从林子中蹿
出来”，正是那只伤人害畜的“胖
子”。它前脚腾空，尾巴扫地，直
向唐老头扑来。唐振奇一动不
动，嘴里仍在发出虎吼，双手紧握
斧柄举过头顶，双脚如扎根一样
牢牢钉在地上，在猛虎朝他扑来
的一刹那，他身形一蹲立即又一
挺，猛虎从他头上跃过，“噗咚”一
声栽倒在地，从下巴、肚腹到尾
腚，一条线齐刷刷被划开，五脏混
着鲜血流到地面上。

唐振奇摸摸脸上被虎爪划伤
的地方，小孙子从兜里掏出一瓶
药水，用草棍蘸着药水涂在他的
伤处，血很快止住。唐振奇对金
洪弼说：“这种打虎法不伤虎皮，
一张全皮可卖个大价呢！”

《世上》这样描写金学天怎样
召唤熊瞎子，“他双腿微微下蹲，
两 手 耷 拉 下 来 ，双 脚 一 前 一 后
地 踩 动 着 地 面 向 前 走 ，嘴 里 发
出‘ 咔 咔 ！ 叽 叽 ！ 哞——！’粗
嘎沉浑的叫声。脚掌踏得地面
升 起 腾 腾 尘 土 ，配 合 他 嘴 里 发
出 的 嚎 叫 声 ，震 得 山 谷 传 来 巨
大的回声……”

临近熊藏身的树洞，他的吼
叫 改 为“ 咔 咔 ！ 咔 叽 ！ 咔 咔
叽 ！ 咔 咔 ，咔 叽 叽 ……”当 然 ，
这些叫声都表达熊能听懂的内
容，译成人类语言，其大意是：

“ 我 发 现 了 好 东 西 ，你 快 来 帮
我！”一只巨大的黑熊果然从树
洞里探出身子……

金学天讲，冬天猎人追貂，要
不停地跟貂“对话”，以诱其踏进
陷阱。叫声类似貂们求偶。公貂
追母貂，会不断 发 出“ 咕 ——！

咕哩 咕 子——！”母 貂 追 公 貂，
“噜 ——！咕哩咕子——！吱——！
吱——！”还有狼、狐狸、长白沙
蛇等，凡长白山有的动物，金学
天都能与其“对话”。三卷《高兴》
他已烂熟于心。声音是大自然中
通用的文字，前辈猎人掌握兽语，
并不单是为了猎获动物，也是为
保护动物。《高兴》中明确提出，懂
兽语是猎人的基本品德，为了遵
守 狩 猎 的 规 则 ，不 能“ 打 亏
情”——即打了怀孕的母兽，或者
打了正在相爱的动物。

在长白山狩猎另一条重要规
则，是“冬不打素，夏不打荤”。

“素”，又叫“素菜”，如野鸡等禽
鸟类，还有兔子、山猫、地鼠等小
生灵，它们身体小，冬天活下来
已经不容易，所以在严寒的季节
里尽量不要伤害它们。

“荤”又称“荤菜”，指老虎、
狗熊、野猪、狍子等大动物，在夏
天 尽 量 少 打 它 们 ，它 们 的 体 量
大，打下后吃不完，肉不容易储
存，会腐坏、浪费……

可惜、可气的是，《高兴》这样
一部奇书，在“文革”中被红卫兵
付之一炬。随着金学天老人的谢
世，世上也再无通晓兽言的人了。

作者简介：
蒋子龙，河北沧县人。曾任

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
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席，天津
文联副主席。现任天津市作家
协会名誉主席。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
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
锋奖章，并获评“改革文学”作家
的代表。主要作品：《乔厂长上
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
悲歌》《阴差阳错》《锅碗瓢盆交
响曲》《人间世笔记》《蒋子龙创
作精选集》等。

坐在十分简陋的出租屋里，赵
娟捧着女儿的获奖证书，哭了。这
些年，懂事的女儿没有辜负她的苦
心，学习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
茅。这一次，女儿的作文《心的呼
唤》又获得了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
优秀奖。

赵娟是不轻易掉泪的。含辛
茹苦17年，她把女儿抚养成人，泪
水早已被她的刚毅和坚强替代。
17 年前，在一所学校任教的赵娟
结婚了，和天下所有的女人一样，
她渴望能生一个健康可爱的宝
宝。进入产房的那一瞬间，一种幸
福的期待就从赵娟的双眼涌出。
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即将到
来的悲剧正在接近她。

由于产伤，孩子从出生就一直
昏睡，不哭不闹，不要吃的。医生

告诉她，孩子患的是脑瘫。对一个
刚出生的婴儿来说，脑瘫就意味着
生命的终结。理想和现实发生巨
大逆转，残酷的现实几乎要改变一
个女人的一生。

赵 娟 不 相 信 脑 瘫 是 不 治 之
症。她到全国各地的不少医院，花
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十
几万元的债务。无奈之下，她辞去
工作，来到自己熟悉的中医院，向
中医专家悉心请教，寻求中医疗法
帮助女儿康复。

凭着自己教学多年积累的经
验，赵娟按照中医专家的辅导和培
训，给女儿制订了详细的康复训练
方案。中医专家告诉赵娟，脑瘫儿
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训练和肢体训
练。赵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
复教女儿练习发音，嗓子哑了也不

放弃。幸运的是，一岁半时，女儿
能说话了，虽然吐字还不太清晰，
但意思还较完整。两岁时，女儿居
然能背诵四本儿歌和几十首古
诗。两岁半时，就能计算 10 以内
的加减法。

这个时候，一向倔强的赵娟哭
了。给女儿看病这些年，原本年轻
漂亮的她明显变老了。无数个日
夜，她按照中医专家的指导，不停
地给女儿做全身按摩。功夫不负
有心人，女儿三周岁时，竟然意外
地坐了起来。

转眼几年过去，女儿也到了上
小学的年龄，但仍然不能独立行
走。每天，瘦弱的赵娟就背着女儿
上学。走在大街上，赵娟的泪水禁
不住奔涌而出。最初，由于女儿的
双手颤抖不停，每写一个字都会划

破很多纸张。回到家里，赵娟就耐
心地握住女儿的手，一遍遍地练
习。当女儿终于能够顺利地写字
时，赵娟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摔倒后，女
儿终于能够自己走路了。

为使女儿安心学习，赵娟在学
校附近租了房，全身心做起陪读妈
妈。每天，她都要翻阅各种学习资
料，还自编励志小故事讲给女儿听，
引导女儿从生活的阴影中走出去。

赵娟以自己的刚毅和坚强，将
一个脑瘫女儿培育成了一名优秀
中学生。这时，从生活的风霜雨
雪、坎坷泥泞中，一路颠簸而来的
赵娟才略感欣慰。

坐在简陋的出租屋里，赵娟的
眼前不停地闪烁着一个个画面：女
儿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在考场上细
心做题、在操场上健步如飞……

离放学还有一段时间，疲惫不
堪的赵娟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梦中，她陪着女儿走遍了名山大川，
走进了女儿向往已久的大学……

她深知，爱是一段永恒的诺
言。而要实现诺言，必须用一辈子
的爱去坚守承诺。

爱是一段永恒的诺言
□安晓斯

“每个人都该种一棵自己的
树。”父亲嘬着烟袋锅子，眼神摩挲
着那棵粗壮挺拔的杨树喃喃自语。

我坐在他身边，呆呆地望着
尚有些空的树冠，杨树芽簇簇地
顶在秃枝上，蓄势待发地奔赴春
的盛筵。

记忆中第一次对于春天到来
的敏感，还是我六岁的时候。那
是三月份的一天，那天天有点热，
我蹦蹦跳跳地走，只是偶然一抬
头 ，竟 然 发 现 白 杨 树 已 经 萌 芽
了。那嫩黄的叶芽匍匐在枝头，
用力昂着小脑袋，像极了嗷嗷待
哺的雏鸟的黄黄的小嘴，呼唤风
的投喂。我直盯着看得入迷，只
见大片大片的阳光挂在树枝上，
风在阳光做成的布帛间寻找方
向，每一次触碰都能激起那新鲜
生命颤动的呼应。

“叶子总是长在旧疤上。”我
猛地一惊，父亲仍然嘬着旧烟锅，
他总是能说出一些质朴却深刻的
话。知女莫过父，非节非假的日
子我突然回到他身边，一定有过
不去的坎儿。

年初我生了一场大病，长达
十八天重度失眠，进而陷入长久
的抑郁之中。对自我、对世界都
产生极大的怀疑，甚至否定。我
不知道如何开启往后的人生，脆
弱不堪，整天噩梦不断，自怨自
艾、以泪洗面。

人总是在困顿时才想家，在
潜 意 识 里 希 冀 抓 住 一 点 力 量 。
于是，儿时生活的小院潜入我的
梦里。最初，院子很空。七岁那
年的春天，父亲带回来一棵被人
弃 在 路 边 的 小 杨 树 ，它 不 仅 矮
小，还很瘦弱，也不直挺，它不是
成材的料子。父亲把它种在院
子东北角，它一天天长大，一年
年变粗变高。我在树下写作业、
玩耍、读书……我从小爱使性子，
爱生闷气，当我委屈的时候，我喜
欢在杨树下哭诉遭遇；气急的时
候，还会踹它两脚。它像一个智
者，总是承受着我的坏脾气。

这 些 年 ，我 遭 遇 很 多 不 顺 。
二十二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差点
挺不过去；三十二岁时，我的身体
差到极点，嗓子长期发不出声；最
近，我经受抑郁症的折磨。每当
我熬不住的时候，我都会梦到儿
时的小院，梦到那棵树，梦到那幼
嫩稚拙的杨树叶芽，那是我心中
的春天开始的地方。

是 啊 ，叶 子 总 是 长 在 旧 疤
上。当叶芽一天天蓬大，谁还会
看到那些伤疤？

我告别父亲，告别老杨树，心
底涌动着力量。我终于能描述初
见杨树叶芽的那份感动了，那是
对生命将醒未醒、将开未开的感
慨，更是对生命轮回、意志不死的
敬佩。

我一直觉得树木是最有灵性
的，夸父的手杖变幻为桃林，蚩尤
的器械转生为枫树，然后年年春
生秋枯，彰显永久的创生力量。
树木似乎具有对抗死亡，通往永
生的神力。杨树每年经历萌芽、
繁盛、萎落的仪式，奏唱生命之歌
的技巧虽然普通，但态度极其坦
白。那种生生不息的力量，虽弱
小却坚韧，既沉默又张扬。

如果时间回到六岁那年的初
春，我绝对想不到我的人生经历
会那么丰富坎坷，我固执又蒙昧，
刚烈又要强，一路艰难地生长着，
却从未向命运妥协。过去的一切
都无法追问，遗憾从来都是人生
的基调。

如今想来，我对杨树的抒情，
是我对生命最初的惊叹，却不曾
想这份惊叹不仅被父亲植在院子
里，也根植于我心底，化为我的精
神养料，让我一次次度过生死考
验，获得不朽的生存意志，却一直
保留生命之初的童真。

“每个人都该种一棵自己的
树。”真庆幸，我早已在心中种了
一棵属于自己的树！

种
一
棵自

己
的
树

□
陈

雪

我是从网络上认识她的，当时，
我的第一本书刚刚出版，她来买“作
者签名版”，问了她的姓名、地址后
发现我们恰好同城。她爽朗地说：

“书不用寄，我去你门上自取。”
她如期赴约 来 取 书 ，竟 给 我

带 了 一 大 袋 子 的 粽 子 。 从 朋 友
圈知道她会做粽子，但没料着她
会送我。我连连推拒，质朴又热
情 的 她 却 不 由 分 说 地 把 那 袋 沉
沉的粽子塞过来了，嘴里说：“自
己 做 的 ，不 要 嫌 弃 ，带给孩子尝
尝吧……”

袋子里的粽子还热乎着，散发
的温热传递给我，像她热乎乎的心
意。一到家，我就大呼小叫地喊家
人们来品尝粽子。打开袋子，粽子
一个个像长得好的小孩子，大模大
样、敦敦实实。孩子迫不及待地剥
开一个，咬了一口，她惊喜地叫起
来：“妈，是栗子咸肉粽！”孩子把手
里握着的粽子，殷勤地举到我嘴
边，我尝了一口，栗子酥、咸肉香，
咸淡相宜，鲜香可口。

她让我想起我妈，我妈也是个
善裹粽子的女人。

去网上找她，夸她做的粽子好
吃，简直是妈妈的味道。她开心地
回我：“您说对了，做私房吃食的起
因，正缘于自己做妈妈的身份，觉
得时间自由些，可以充分照顾两个
孩子……”

我好奇地问：“那您做的私房
吃食都是哪些啊？”

她一一给我道来：“我做咱这
地方的小吃：汤圆、春卷、藕夹、粽
子、鱼圆、肉圆……”

窥一斑见全豹，她的粽子做得
如此好吃，其他食品的味道，必然
也是相当合口，日后的品尝验证了
我的想象。

我越发好奇：“您这做吃食的手
艺，是出去学习过吗？”她乐呵呵地
说：“没有，没有，我都是自创的！”

我信，许多人在有些事情上是
有天分的，可以无师自通地做得十
分出彩，让世人刮目相看，啧啧赞
叹！我妈不也是这样吗？我妈年
轻的时候，也极喜欢鼓捣吃食。那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不
久，农家的日子还是贫穷窘困的，
刚刚可以吃饱饭，一般家庭的孩子
哪里有可吃的零嘴儿？因我妈善
厨，做孩童的我们，很有口福。春
天，她会买最便宜的一个拇指头长
的小鱼，给我们做油炸小鱼；茄子
长出来时，她就给我们做茄夹子；
外公送来莲藕时，她又把莲藕切片
做成了藕夹子；南瓜长出来后，我
们又有南瓜饼可吃；花生出土后，
妈妈爆炒出的“糖霜花生”极稀罕
引人。一年四季，我们的零嘴儿不
断。妈妈的鸡蛋豆腐羹、红烧肉等
家常菜也做得比其他主妇更胜一

筹，她还会熬龙虾油、蟹油……
但在那个年代，妈妈的这份

厨艺，却未能帮到贫困的家一丝
一毫。偶尔，村子里有人家办红
白喜丧事，妈妈被请去做厨子，我
和小弟往往也被主家叫喊去，落
得一顿吃。我们的大快朵颐，算
是妈妈厨艺的最大福利。我家的
经济来源主要是靠种地和我爸去
建筑工地上打零工挣得，没有我
妈什么事儿。

对比了我妈和网上卖私房吃
食的她的人生之后，我对她的好
奇心简直抑制不住了，我打算打
破 砂 锅 问 到 底 ：“ 生 意 怎 么 样 ？
日 子 还 过 得 去 吗 ？ 在 城 里 买 了
房了吗……”

她似乎全然信任我，竹筒倒豆
子似的，给我讲：“生意很好，房子也
买了，在小城里有几套房子，只是房
子不在最好的位置，不值钱……”

听着她自谦地说着房子的事
儿，我不由得跌破眼镜，多少人家
一套房还在按揭还贷款，她却有
几套呢！原来她是小城里的“土
豪”！我想着也许是本来家底厚
实吧！为了验证自己的预言，我
又开始发问：“生意这么好，公婆
搭把手的吧？”

她不遮不掩，对我坦言道：“没
有，没有，就靠我们夫妻俩的两双
手，老公的父亲在他六岁那年去世
了，随后他母亲就改嫁了，老公他
一直跟着爷爷过活……我就图他
人好，他从前做货车司机，现在，他
帮我干活，我想把这私房吃食的生
意做大，马上就搬新厨房了，老师
您有空来看看……”

她的一番话，让我心里对她涌
起无数的敬意，她不但有一手好厨
艺，还有大梦想。谁敢说她不会成
功呢？这是多么好的时代呀！我
心里升腾起万千情绪，欣悦中又夹
杂了惆怅，为妈妈惆怅，妈妈老了，
一个全新的时代来了。为做私房
吃食的她高兴，“他人有庆，这世上
亦不是贫薄的！”在这样一个黄金
时代，不管多么草根的人儿，怀揣
的梦想或早或迟都会实现的。

黄
金
时
代

黄
金
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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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
随笔家家

朋友在群里说，太湖进
入禁渔期后，馋银鱼了。我
笑说，我们这边也封湖了，
也没得卖——都是水边人，
与生俱来的某种食物，哪怕
是短暂的抽离，失落感心有
戚戚。

银 鱼 主 要 产 于 江 苏 太
湖、安徽巢湖水域，内陆水
域气候宜人，雨量充沛，光
照 充 足 ，各 类 湖 鲜 宜 生 宜
长 。 两 地 皆 盛 产“ 三
珍 ”—— 银 鱼 、白 米 虾 、白
丝。三种湖鲜，皆以色白、
奇 鲜 著 称 。 银 鱼 形 体 细 长
平 扁 ，长 约 5 厘 米 ，无 鳞 透
明，洁白如银。吃在嘴中，
肉密无刺，滋味鲜美，又富
含人体所需多种氨基酸，营
养价值非常高。

银鱼 个 小 ，柔 美 ，却 历
史悠长。据史载，宋朝司马
光《 送 崔 尉 尧 封 之 官 巢
县》中写有：“……银花鲙鱼
肥，玉粒炊香黍，居人自丰
乐 ，不 与 他 乡 比 ……”此 处
的银花即是指银鱼。

为了更好地保护渔业资
源和水域生态环境 ，太湖、
巢 湖 一 直 坚 持 禁 渔 期 制
度。之前，银鱼开捕基本在
每年的 5 月—6 月、8 月—9
月。开捕期间，闻讯而来的
人们，总会找个理由来湖边
尝尝鲜，实现口舌上的一际
一会。

娇嫩之物必以轻柔之心
待之，鲜美之物更要亲近它
原本的味道。银鱼最简单最
本真的做法，莫过于与鸡蛋
同蒸。人间有味是清欢，至

简才能得真味。银鱼不宜煎
炸煮炖，蒸蛋无需浓油赤酱，
只少许的盐、油即可。此处
的油，必须是熟猪油，比起其
他油脂更能增香去腥。

农家土鸡蛋搅散，兑水，
高汤尤佳，一 次 性 加 入 盐 ，
旺 火 蒸 到 六 成 熟 时 再 撒 入
一层银鱼，淋上熟猪油，继
续 蒸 两 分 钟 后 用 余 温 焗 一
会儿即可。出锅，撒上香葱
粒用以点缀。

再看那银鱼蒸蛋，真乃
是：湖中精灵化清欢 ，鱼白
蛋 黄 惹 人 怜 。 银 鱼 似 雪 峰
闪着光泽，静卧于蒸蛋上。
轻 取 一 勺 ，凝 如 雪 ，腴 若
脂。入口，软嫩香滑，鱼肉
细腻，入口即化。尤其是小
小银鱼完全颠覆了“鱼”在
食客中的印象。在这一刻，
银鱼作为鱼的存在，仿佛被
鸡蛋同化，成了蒸蛋最好的
伴侣——农家蒸蛋，有了银
鱼作伴，这道家常菜仿佛注
入灵魂般，很有些郑重地成
为水乡人的待客佳肴。

银鱼蒸蛋是热菜里的头
牌，以鲜嫩领先。先喝上两
口，味蕾被唤醒了，席间的酸
甜苦辣才能有快意江湖的意
蕴。但是，银鱼对水域的要
求 非 常 高 ，离 岸 就 无 法 存
活。故乡因为离湖近，有了
尝鲜的便利。对于远者，只
能尝到银鱼干了。

银鱼通过低温烘干，能
够 销 往 各 地 。 但 干 银 鱼 腥
味 稍 重 ，蒸 蛋 时 略 有 不
同 。 清 洗 后 ，宜 与 打 散 的
鸡 蛋 同 时 放 入 ，加 入 猪 油
和 盐 ，略 放 点 醋 和 蒸 鱼 豉
油 ，旺 火 一 次 性 蒸 制 。 干
银 鱼 在 蛋 液 里 慢 慢 吸 收 汤
汁 ，充 分 舒 展 皱 缩 的 身
子 。 成 品 后 ，根 根 分 明 地
卧 在 凝 固 的 蛋 液 里 ，油 油
亮亮，黄白相间，完全一幅
家 常 日 子 里 的 暖色调。干
银鱼蒸蛋，鲜香之外，银鱼
和 鸡 蛋 在 口 中 有 了 更 深 的
层次感。鸡蛋滑嫩，银鱼却
仍然保留一些干货的特质，
用故乡的俚语说，就是嚼在
口中“肉筋筋”的。原本有
些腥味的干银鱼，在盆盆碗
碗里，随着温度的升高，与
蛋 液 好 一 番 缱 绻 ，最 终 奉
献 ，只 此 一 味 ，鲜 美—— 这
也 是 靠 水 吃 水 的 百姓又一
份口舌上的福祉。

湖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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