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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脸”源于创造意识的缺失强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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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那些像火锅一样温暖的事
知食分子 坊间纪事

当一天“滴哥”

深夜食堂

心灵小品

时尚辞典

请少用形容词

□ 任宏斌

朋友再三邀我加入“滴滴司
机”。好处说了一大堆，无非是
给别人方便的同时，自己还可以
挣个油钱，其次是让我体验一下

“滴哥”生活，为“滴哥”代言一下内
心苦楚。说得有些凄凉，我问他就
没有别的理由，他拉着我进了街
边餐馆，三菜一汤，吃饱喝足
后，他笑着说：“这餐费就是介
绍你加入‘滴滴司机’的中介
费。”

吃了人家嘴软，再说正好我
这段时间空闲，整天不是吃喝就
是打麻将，身体发胖还伤感情。
他见我心思有些松动，便鼓动我
先买了部新手机，帮着下载好
“滴滴司机客户端”，教我实名
注册完后，嘿嘿一笑：“恭喜你
正式成为‘滴哥’，三天后就可
以接单挣钱了！”说完开车到人
流量密集的高铁站揽活去了。

三天后，我刚将车停在汉大
南门附近，打开滴滴司机软件链
接，语音提示到汉大（南校区）
接人，二分钟到达汉大东门，按
照链接提示点击“已到客户指定
地点”程序后，急忙寻找乘车客
户，车多人多，就是没有找到乘
客。突然接到一陌生电话，女童
声，质问我为什么还没到？我告
诉她，已到达导航指示乘车点。
“胡说，我怎么没看到你，三分
钟之内看不到车，小心我投诉
你！”我耐心解释，是根据平台
定位导航到这里。“你是听我的
还是听导航的？”我问她是不是
走错方向了，对方一下子火了：
“开什么玩笑，我在汉大上学三
年了，又不是没打过滴滴，你是故
意拖延时间吧？”说完挂断电话。怎
么办，往哪儿走啊？别误了人家行
程。我只得再次给对方拨通电话，
并如实告诉她，现在就在南校区东
大门附近，她接连不断地发牢
骚……待她稍停片刻，我问她到底
在南校区哪个门？她说：“别问方
向，我不知道。”最后在我启发下，
她说了所在位置：乘车点对面有一
个加油站。哦！我明白了，是南门。
我掉转车头，沿益州路右转弯拐到
南一环路，汉大南门一个人影也没
有，怎么回事？当我再次拨通对方
电话并告诉她我已到达南门，她让

我往前走，我怕弄错方向，于是又
问了一句：往东还是往西，她发怒
了：“我不知道是东是西！”我只好
开车继续西移，在十字路口，一个
长发姑娘向我招手。当时正是绿
灯，后面排了不少车，我只能继续
前行。过了十字路口，我靠右停
车，姑娘追上我，拍打车门：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叫你停车
为什么不停？”我刚想解释一
下，她挥手打断我，“去西大
街，误了事你要赔偿损失。”姑
娘挺漂亮，但怒气未消的样子有
点吓人。打开副驾驶上方梳妆
镜，她竟然开始描眉画唇，还不
时催促，快点！我赶时间！

下午七点左右，又接了一
单，也是一个女孩，同样分不清
方向，也说不清所在位置，我虽
然绕了几圈才找到她，但我一点
都不生气。因她刚从广州回来，
在祥瑞附近吃完饭，打车时不知
当时位置，误定位到古汉台。十
分钟后才找到女孩乘车的地方，
女孩不但没生气，反而连忙道
歉：“叔叔，我多年没回来，汉
中变化真大，有点分不清方向，
给您造成不便，请理解。”

总结第一天的成绩：在线
7 . 5小时，接快车派单15单，大
多都到市内各个区域，以女性乘客
为主，且大多90后，行程110公里，
累计结算120元人民币，除过油钱，
电话费，流量费，所剩无几。

我告诉朋友：“从明天起马放
南山，不跑了。”他问了原因后说：

“这太正常了，现在乘坐‘滴滴快
车’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中大部
分人不清楚东南西北，慢慢你就
习惯了。总之，凡事忍着，千万
别把乘客得罪了，不然你那120元
也领不到。”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一旦被乘客投诉了，平
台会处罚司机。再说今天又是周
三，每周的周二才能领钱。”

在路上，大家都在奔跑。
“滴滴快车”应运而生，看似抢
了的哥的姐的饭碗，但正是因为
形成了竞争机制，才有良好运营
市场。只是道路拥堵，定位不
准，乘客的要求又多，这活也不
好干哪！凌晨了，打开司机端软
件，看见还有十多辆“滴滴”在
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奔忙，愿他们
一路平安。

□ 李 晓

在这个冬天，我特别想念一
家深夜食堂，那里冒着酒肉热腾
腾的气息，也如老母亲的家常
菜，等着我围坐在灯火下慢慢品
尝。

我的诗人朋友卢胖子有一首
诗来形容深夜食堂：“深夜食堂，一
个睡眼迷离的寡妇，矜持而热烈地
等我去抚摩。”

卢胖子的诗歌太骚情。深夜食
堂，与众生喧哗杯盘狼藉无关，它
是一些孤独美食者的静悄悄聚
会。它更适合在秋天的深夜，霜
冷月白，公鸡进窝，牛羊入眠，
一群腹中空荡的人，来到深夜食
堂，咀嚼美食，喂饱饥肠。

我在乡下的亲戚周二毛，就
在城里开着一家深夜食堂，食堂
的名字，就是一条马路的门牌
号。让二毛感到蹊跷的是，门牌
号，竟是他生日那天的数字。二
毛的食堂，到深夜还在营业，木
门前，挂着一盏很古意的红灯
笼，在夜风中摇曳，有穿越到古
代的感觉。食堂临江，半夜客船
鸣笛，恍惚以为古时某位羽扇纶
巾的文人下了船，直奔二毛的食
堂而来。二毛食堂的菜谱，用毛
笔字写在一个青竹做成的竹编
上，像古代写字的竹简，那上面
有三十多道乡土江湖菜，大多数
是二毛的独创。

我最喜欢二毛食堂里的油炸
河虾，实在是香，每次吃这虾，我连
壳都吞下，还卷卷舌头，生怕落下
一点虾肉。二毛食堂里的河虾，是
在乡下老家专门打鱼摸虾的何老
大供货，都是野生的虾子。何老大
四十三岁那年离了婚，在外省打工
的媳妇跟别人好上了，何老大再也
没结婚成家。有一天，深夜的雨中，
我在二毛食堂碰见了打着手电筒
戴着竹笠的何老大，他骑着摩托车
给二毛送鱼虾来了。何老大说，晚
上睡不着了，索性就提前把鱼虾送
来。

那天的深夜食堂里，除了一
个要坐早班飞机离开本城的人，
就是我这个孤独的食客了。我陪
同何老大小口饮酒，喝炉子里刚
咕嘟咕嘟炖好的排骨藕汤，才知

道何老大也睡眠不好。肚子吃饱
了，我突然生出悲悯之心，劝慰
他，老大，你还是找一个女人过
日子吧。我还主动充当媒婆说，
我认识某家馆子里一个洗碗的
女人。何老大摆摆手说，我暂时
还没这个想法，等孩子大学毕业
以后再说，啥事都靠缘分。

梁实秋在早年的北平夜里写
作，半夜要溜到馆子里去喝一碗
猪血汤，不然不好入睡。人到中
年，像我这样在深夜里嗷嗷待哺
的人，还真不少。这些零零落落
遇见的人，他们对我说，深夜食
堂里的家常味道，才更抚慰心
肠。想起以前，也有夜夜笙歌大
酒大肉的日子，到了中年，好比
一场大雪过后，大地银装素裹，
重重叠叠的脚印被淹没了，到这
时候，才想寻找一家黄泥小屋的
温暖柴火。

那些年，一些人出没在生活
里，常感觉不见不散才是坚定恒
久的友谊。到而今，好比原乡人
的血液，只有返回自己的血管
里，才会停止沸腾。这世上好多
的路，很多人只是偶然走到了一
起，到了人生的一定季节，剩下
一条路，从你的心里延伸到天际
尽头，你得把它独自走好走完。
曾经在一起的日子，那叫陪伴。

吃饭也是这样，小时候要靠
喂养，后来有亲友的陪伴，还有
更多的人陪着一起吃饭。原来吃
饭其实也是害怕孤独的，美食需
要分享，还带着人的很多感情移
植到食物里去。但人生中，有一
家灯火阑珊的深夜食堂，在等着
你，这也是很庆幸的事。人生不
可能永远是车马熙熙，只有深夜
里的食堂，像孤独的星辰闪烁，
在那里，有着貌似寡淡实则沉默
浓酽的相逢。

有天晚上，早早洗脚上床睡
觉的一个人，夜里爬起来啃卤鸭
爪，感觉气氛有些沉闷，独自走
向一家深夜食堂。没想到，这个
人遇到了在食堂里吃一碟花生米
的我。这个人，是我的一个老朋
友。

那天深夜里，我和这个老朋
友，就睡在食堂门前一棵大树
下，夜风清凉温柔。

□ 刘绍义

知道苍蝇不叮茶树，是在黄山的同学
姚君家里，在黄山市上班的姚君为了让我
一睹黄山的农家风景，特意将我带到他的
老家太平湖深处的山村里，让我小住了三
日。

姚君的父母都健在，身体也很硬朗，
绿树环绕的黄泥墙小屋门窗洞开，无帘幕
也无窗纱，屋里却十分清洁，没有发现一
只苍蝇。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姚君大
笑，有茶树的地方怎会有苍蝇呢。

从此我更加相信茶的洁净了。为了验
证自己的说法，回城后的姚君搬出明代遗
民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让我看，并且把
这本书连同几包黄山茶送给了我。“西樵
多种茶，茶畦有蝇树，叶细如豆，叶落畦
上，则茶不生螆”，这就是屈大均在《广
东新语》中说的话。

在姚君那里，我还知道了很多茶俗，
知道茶树是不能移栽的，明代许次纾《茶
流考本》里说：“茶不移本，植必子生，
古人结婚必以茶为礼，取其不移志之
意。”郎瑛《七修类稿》也说：“种茶下
籽，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
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
从一义。”这些话也解开我心中一个疙
瘩，每每读《红楼梦》时，对王熙凤给林
黛玉送暹罗茶时说的那句话多有不解：
“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
家作媳妇儿？”难道吃了人家的茶，就要
跟人家结婚吗？这也太容易了吧。知道茶
树的性格后，再读《红楼梦》，就不足为
奇了。

我记得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中，
也有一句类似的话，那是在《陈多寿生死
夫妻》一篇中，当柳氏嫌贫爱富，把自己
已经许配给陈家的女儿又许配给一富户
时，女儿死活不从：“现在从没见过好人
家女子吃了两家茶。”可见茶在人们婚俗
中的重要程度。

黄山至今还有“上茶三分等”的民
谚。有宾客上门，主人家首先端上醇香的
热茶，茶满八分，双手为敬。客人饮茶
时，要既慢又轻，才显文雅。大年初一、
正月拜年、婚礼、新娘回门都要吃三茶。
“三茶”就是枣栗茶、鸡蛋茶、清茶，又
叫“利市茶”，象征大吉大利，发财如
意。

记得《红楼梦》第四十一回里，妙玉
曾经对贾宝玉说过这句话：“岂不闻：
‘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
便是饮驴了’。”的确，古人饮茶是相当

讲究的，帝王饮茶，重在“茶之品”；文
人饮茶，重在“茶之韵”；僧侣饮茶，重
在“茶之德”；百姓饮茶，重在“茶之
趣”。这说明不是一个阶层之人，茶俗也
存在很大差异。

有人喜欢独品，有人喜欢群饮。捡一
捆梅枝，舀两勺山泉，取三两嫩芽，再加
上四片闲情，固然能煮一壶清茶，但对于
那些想叙叙旧的故交、谈点生意的朋友，
茶馆里品茶，也不妨是一种享受。据讲著
名史学家吕思勉就爱在周末约志同道合的
学生和朋友去茶室聚聚，一是为了交流交
流感情，二来也是为了学术研究。

姚君还给我讲了黄山茶乡的这样一个
传说，明代天启年间，歙县新任知县听说
黄山云雾茶泡在壶中会有祥气云集，并会
显出一个绝代佳丽用舌头采茶的画面。一
心想加官进爵的知县进京献茶，但祥云并
没有出现。皇帝认为那个知县欺君，斩了
那个知县。同时下旨徽州府，要把制造邪
说的乡民全部斩首。

徽州知府是个清官，不愿滥杀无辜，
于是就亲自到茶乡查访，从乡民那里得
知，黄山云雾虽然神奇，但茶叶必须采谷
雨当天的谷雨尖，而且还要用紫砂壶、山
泉水、栗树柴烧水冲泡，这些条件缺一不
可。知府携带茶农所说的东西进京，在金
銮殿上一试，果然祥云缭绕，并有美若天
仙的采茶女出现。皇帝一高兴，撤回了圣
旨，黄山茶乡百姓终于免除了一场灾难。

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它充分说明
饮茶对茶具、水以及烧水的柴火要求非常
严格。《红楼梦》第41回中，宝玉品茶栊
翠庵，妙玉烹茶所用的水，就是将梅花上
的积雪，用鬼脸青的花瓮收藏埋在地下五
年而成的。还有妙玉分给贾母、黛玉、宝
钗、宝玉的瓷杯和盖碗，也是自己珍藏多
年的精致茶具，可见古人对此的重视程度
了。

一杯好茶，就是纯雅的清风，就是明
净的初雪，当它如鱼得水，在自己心仪的
水中翻腾过，那如云霞舒展的叶片，浮浮
沉沉，让人浮想联翩。缕缕茶香的云雾
中，虽然没有美若天仙的采茶女出现，但
却有草木的精魂，人间的甘露，滋润我们
的心田。那就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每
个饮茶人都受益无穷。

□ 李伟明

今年11月下旬落幕的南昌国际马拉
松比赛，被网友发现组委会公布的成绩
单样张与5个月前的吉林国际马拉松比赛
如出一辙（有人因此质疑其涉嫌抄袭）。
成绩单样式雷同倒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
事，毕竟那东西也就是个成绩单而已，总
该有个基本的模式；真正成为笑料的
是，成绩单样张显示的“南昌市人民政
府市长”一栏，汉字名字是南昌市长
的，而拼音却并非南昌市长的，分明是
吉林市长的。

这笑话闹得多少有点过。据报道，
南昌国际马拉松组委会回应称，“事因
设计师工作失误，已经整改。目前，涉
事设计师已提 出辞职， 并向公众致
歉。”

成绩单样式“撞脸”，只是众多
“撞脸”现象中极其寻常的一种。更多的

“撞脸”，在文稿工作、商标设计、产品制造
等方面更是司空见惯。几年前，媒体不是
曾经曝出某地市长“抄”县长讲话稿之类
的荒唐事吗？机关里的“秀才”们为图省

事，东抄西借搞“拿来主义”，领导们的讲
话稿不“撞车”才怪呢。只不过，许多讲话
稿讲完就作废，没人去细究，所以露“马
脚”的机会不多罢了。而商标设计“傍名
牌”以及在制造业等领域出现的“山寨”现
象之类，近年来已让人们熟视无睹，其本
质其实也是“拿来”。

为什么“撞脸”现象频发？我想，根源
在于人们越来越缺乏创造意识，越来越依
赖于“拿来”路径。

不想花工夫创造，因为“拿来”太便
捷。除非你不想偷懒，否则，“懒”办
法总是俯拾皆是，尤其在当今这个网络
时代。在和工作有关的QQ群、微信群，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向同行“跪求某
某样本”的信息。全国这么大，工作模
式都差不多，需要搞什么活动、写什么
总结，只消在网上轻轻松松地敲出这么
一句话，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甚至还
远远不止）的效果，何乐而不为？这还
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家主动贡
献的。更多的人，则是不管三七二十
一，直接从网上搜一搜，要什么有什
么，要什么取什么，复制加粘贴就可以

分分钟解决问题。有了这种捷径，谁还
愿意累死万千脑细胞，苦苦发挥想象
力？这等便宜事，傻瓜也知道干啊。

不想花工夫创造，还因为“拿来”
风险低。尽管“拿来”也有露馅儿的时
候，但即便如此，也不见得会导致多严
重的后果。以前我在报社当编辑，收到
一篇县里通讯员写的报道，主题说的是A
县采取若干措施优化发展环境，稿子一
二三地罗列了这些具体做法，说得有条
不紊，头头是道。但看到最后，稿子却
说这些做法有效促进了B县民营经济大发
展。注意了：这个B县，是邻省的一个
县。显然，这个稿子，是作者活学活用
“拿来主义”，把人家外省B县的做法改
改时间、地名，“移植”到自己所在的
县了，只是最后一处因“工作疏忽”没
改过来而已。我很不客气地打电话戳穿
了作者的把戏，作者却只是嘻嘻一笑，
对此不作任何解释倒也罢了，反而问我
能否帮忙将最后一处“笔误”更正过
来，把稿子给发了。对于编辑我来说，
除了不发此稿，还有什么办法呢？由此
也想到，还有多少稿子是这样“写”出

来的？也许只不过“作者”们心细些，
没露破绽 而已。 正是因为“ 出 不了
事”，所以有些人十分乐意干这种事。

说到底，“拿来主义”盛行，主要
还是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漠视。我们不是常
常听人说起嘛———“天下文章一大抄”，有
不少人，还真是打心眼儿里认为天下文章
都是抄来抄去的，持这种认识的人，怎么
可能有“知识产权”的意识？他们只会发自
内心地认为“抄袭有理”“山寨无罪”。尽管
抄袭或盗版、傍名牌之类的事情天天都在
发生，但是因为“抄袭”或“盗版”“傍名牌”
而打官司的事情极罕见，因为这类维权行
为的过程太麻烦、成本太高昂，受害者伤
不起。如此，便形成了恶性循环，那就是抄
袭、“山寨”的势力越来越壮大，有心维权
者愈显有心无力。久而久之，只怕到了哪
一天，大家还真要正式承认这种“拿来”行
为的合法性呢。

惰性是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东西。既然
“拿来”是如此轻松便宜之事，谁还会和自
己过不去，挥洒如许汗水去原创？要解
决这个问题，还真得从保护知识产权，
打击抄袭、鼓励创新来破题。

□ 董改正

从悉尼歌剧院出来，儿子罗伯特对
本说：“爸爸，太棒了！”本没有接腔，却问
女儿爱丽丝：“你呢，爱丽丝？”爱丽丝说：

“太震撼了！”本摇摇头，显然这不是他想
要的。他停下来看着两个孩子的眼睛，
说：“亲爱的，请少用形容词好吗？”

我们在语文学习中，大概都有积累
好词好句的经历吧，而好词一般就是指
形容词，好句则多数被理解为包含很多
形容词的句子。我也看过包含着众多形
容词的美轮美奂的散文，它散发的才情
似乎不可抵御，绚烂如天边的晚霞，可是
读后心中无所存留，令人茫然。

曾经有个诗人拿着自己的诗稿，向
一个老诗人“求教”，当时我恰好在场。他
无疑是极具才情的，因为我看到几乎所
有的名词和动词前，都加了众多的形容
词或副词。老诗人有些惶恐，他迟疑地
说：“诗歌还是少一些形容词的好，你看，

《诗经》、唐诗都尽量避免过多的修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鸡声茅店
月，人迹板桥霜’，形容词占得比重……”
年轻的诗人鼻子里一声冷哼，说声“受教
了”就走了。

我因此对形容词有了警惕。比如说
我站在蒹葭苍苍的芦苇荡边，看着芦花
似雪，看着白鹭寂寥，如果我舍弃对环境
的描述，只告诉你我的心里充满忧伤，那
么这个“忧伤”是空泛的，而“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虽不说一个忧伤，已让人
神伤不已。放弃质朴的叙事，直奔形容词

而去，会让人变得肤浅，让思想没有光
泽，让人变得虚伪：思想的虚伪、情感的
虚伪、为人处世的虚伪。

如果我们需要引用一个资料，来说明
一件事或一个观点，往往引用的是缜密的
事实材料，或逻辑严密的推断、充满智慧
的思辨，而不是由一堆形容词组成的令人
生疑的感慨。我觉得形容词就像那种特别
能说会道的媒婆或飞短流长的长舌妇，她
们的话需要论证才能相信。对形容词的态
度，其实是一个人为人、做事的态度，华而
不实是酷爱形容词者的风格，而踏实、缜
密、严谨、端庄则是名词爱好者的态度。

格物致知是有道理的。格物让人肃
穆、严谨，让人压服心里的躁气，说清一件
事、一个物、一个思想，必须要摒弃浮华的
修饰，谢绝过多形容词的参与。《管锥编》
让钱钟书沉静下来，《辞源》让沈从文沉静
下来，《本草纲目》让李时珍沉静下来，而
亲近生活让庾信的辞赋有了深沉的意味。
慎重对待形容词是贴近生活的姿态。

最后，罗伯特说：“爸爸，我听到叠部
前后出现了三次，就像贝多芬在跟爱丽
丝亲密谈心，但是他们好像要告别了，泪
光闪闪的……”本赞许地点点头，转头看
着爱丽丝，爱丽丝说：“不是这样，哥哥。
我听见音符像潮水一样推进，我听到了
他的心跳声，咚咚，咚咚，他在说‘爱丽
丝，我只爱你一个人……’”本一手搂着
一个孩子，说：“这样的表达，才能说出自
己真实的想法，才能有自己独到的个人
体验，哪怕它是幼稚的、错误的。在你需
要表达时，请少用形容词。”

□ 李海燕

冬至，一年中黑夜最长的一天。立在30
楼窗前，窗外雾失楼台，细雨凄迷，模糊了
昼与夜的界线。这样的时刻，宜于写作，不
用闭上眼睛，便可于窗外的迷雾中虚构出
加勒比魔幻的海，黑帆的海盗船，或者一轮
喷薄的红日，随时会破雾而来，施展或揭穿
一轮又一轮致命的魔幻现实主义。

写作是有意思的事，想象力的创造，恰
如书写于水，绘画于沙，不碍山河，但叩击心
灵，嘭、空、咚、叮……回响，正在有无之中。

生活中无益的玄想、空思却最是耗神
费力，夜太长，再纷繁的思绪也填不满一
肚皮的忧伤。冬天最适合的事，还是坐在
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火锅旁。

爱上火锅是近几年的事，此前多年因
为误解而错过了火锅。曾在美食专栏里公
开诽谤过火锅——— 认为它和老济南传统
的酥锅一样，是最泯灭个性的菜式——— 各
样肉菜混沌一锅煮一下，再醮同样的调
料，味道雷同也就罢了，全看不出食材本
来的面貌。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只吃过很
少次的火锅。世间事往往如此，在你对事
物大加评判的时候，基本上是你对其最不
了解的时候。因为不吃羊肉，与传统的京

式火锅基本隔绝。红油、清油或鸳鸯的川
式火锅，也因口味太重，并且多以我所不
吃的动物内脏下锅，也很少涉猎。细想想，
我批评火锅的坏处，并不见得真是它的坏
处，只是我拒绝它的理由。

开启个人火锅之旅的，是前些年流行
过一阵的海鲜店里的改良式小火锅。带电
磁炉的桌子上，一人面前一个独立的不锈
钢小锅，虽然传统的牛羊肉等食材还有，
但多了很多海鲜等选项。最重要的是，各
取所需、互不影响，有吃火锅之乐，而无互
相影响之弊。

一旦接受了火锅这种形式，对其他品
类火锅的尝试也就成了必然。有阵子女友
们热爱一家叫“烧鸡公”的苍蝇馆子，其油
腻的店面和涮锅子时飞溅的油汤，让闺密
约饭的通知上需要加备注——— 请着便装、
平底鞋。烧鸡公可视为川式火锅的一个变
种，每次现杀鸡以各种调料爆炒之后，入火
锅加汤及各种调料，吃鸡的同时，也用鸡汤
涮各种青菜。与川式火锅相比，烧鸡公只辣
不麻，其辣的程度，一位不吃辣的女友形
容，坐在旁边吸一口空气就会剧烈地咳嗽。

真正爱上火锅，是从云南的鲜菌子火
锅开始的。那年8月与女友专门飞到云南
尝鲜。整只清远鸡熬汤做锅底，松茸、鸡

枞、牛肝菌、羊肚菌等各色鲜菌子入锅轻
涮，醮食的小料反而简单，只以调稀的芝
麻酱加一点腐乳汁。鲜菌子一下锅，立刻
有种迷幻般的香气氤氲出来，一口带着鸡
汤和本身香气的菌子入口，我只觉舌头都
不是自己的了，或者已经被我吞下去了，
感动得眼底水光潋滟。我当时所能想到的
就是莎士比亚从植物提取出来的魔水，滴
在仙后的眼皮上，足以使她在睁开眼睛之
后爱上一头驴。我那时的目光，想必足以
说明，我是爱着这个世界的。鲜菌子的季
节性极强，只有七八月份才有，运输保存
更是不易，地域性也受了限制，最好的只
能去当地吃，迄今为止，我也只吃过两次
鲜菌子火锅而矣。

不过，鲜菌子火锅的影响，让我自认
为开创了一种清汤火锅的吃法。炖一只土
鸡取汤，加三五朵干香菇、一把金钩海米
做汤底，醮料以调稀的麻酱汁，根据个人
口味加蒜茸、香葱、腐乳汁等，只涮青菜，
也能香气四溢，豆腐、冬笋、鲜虾、龙利鱼
片也是很好的搭配，只是肉类反而不适
合，容易掩了鸡汤的香气，海鲜也记得涮
过蔬菜之后再下。特别适合能吃到一块的
闺密，在周末的中午，配一壶暖过的花雕
或清酒，就着别人的八卦下肚。

火锅确实是要群吃的，一个围炉的围
字就说明了一切。有人说，世界上最孤独
的事就是一个人吃火锅。然而，交情不够
的人，强烈不建议一起吃火锅，这项带有
烹饪未完成色彩的食事，很考验默契度与
协作精神。另外，火锅的气味非常具侵略
性，羊肉火锅、红油火锅吃过之后，每个人
都像一袋移动的火锅料，得多不互相嫌
弃，才能忍受火锅吃完了之后身上那股挥
之不去的味道呢。

也许相遇太晚，我对火锅总是爱得不
够，不能像闺密那样，是愿为之赴汤蹈火
的美食。但这个冬天，还是建议大家多吃
几次火锅，取暖果腹之外，让你不用花太
多钱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产生“认真生
活”的错觉。不宜出行的冬天，像火锅一样
温暖的事还有，每周买花、看个电影、煮一
壶小青柑普耳茶、做点手工……

雾霾笼罩的隆冬，很容易让人感到幻
灭。是啊，人生很荒诞，生命毫无意义，每
个人生下来都被判了或长或短的刑期等
待死亡。那又如何？还不是要笑着活下去？
生活的英雄主义就是去工作、去晒太阳、
去爱、去吃饭。忘了谁说的，拥抱无意义，
才是生命的意义。这是我们生活中最接近
神明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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