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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掏空我们的大脑

一座“现象级”的塔强词有理

王莽谦恭未篡时

读 史 札 记

吃货与饕餮
杀鱼记

林黛玉笑道

手机语文

时尚辞典

□ 傅绍万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教给人
识人的方法：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诗中提到的两个人物，周公是孔子心

目中的偶像，古往今来，为人称颂。周代，周
成王年少，周公摄政，说他有篡位野心的流
言四起。但是，周公忠心不二，成王成年之
后，周公还政于成王。汉代的王莽，千百年
间被人唾骂，因为他是篡汉的奸臣。这样，
他的一生便一无可取之处。他篡汉之前做
人做事做官的高风亮节，也成了“作伪”。白
居易所说的“谦恭未篡时”，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白老先生的谆谆劝导，也未必
说得有理，不过是一种人云亦云。王莽这个
人物是复杂的，史上对他的评价有多种。这
也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从来就是
多元的。

首先，政治人物发达之前的作为，没有
什么伪，没有什么真，多是看他最后的成
败。

王莽这个人，门第高贵。姑姑是皇后，
叔伯个个做将军。一群兄弟，个个声色犬
马，只有王莽，少时丧父，孤苦贫困。他折节
恭俭，勤奋博学，爵位越尊，节操愈谦。舆马
衣裘，广施宾客，家无所余。做了辅政之后，
愈为节俭。母亲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
候，王莽让妻子迎接，“衣不曳地，布蔽膝。
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王莽
接受安汉公封号之后，还上书提出“出钱百
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他的
儿子杀死奴婢，王莽竟命令儿子自杀。

王莽的事迹，常人难以企及。著名史学
家吕思勉给予其高度评价，他说，王莽这个
人，他的道德，他的人格，是深可景仰的。而
史书的卑鄙，在于成王败寇。假如王莽是一
个成功者，他的事迹就成了伟大人物的卓
越品格。他失败了，他所做的这些就都被说
成了作伪，说成了一种道德污点。

其次，政治人物发达之后的表现，没有
什么正常，没有什么反常，一切都属正常。

政治人物掌握了权力，就成为一个符
号，为本集团的群体力量推动，行使着一种
集体意志。为了政治的需要，为了政权的稳
固，柔弱者变得刚强，仁爱者变得暴戾，正
直者变得伪诈，都不难理解。

在汉代，豪强兼并，民不聊生，士大夫
群中涌动着一股改革思潮。王莽重权在握
之后，想有一番大作为，实施了所谓“新
政”。他撕下了谦恭的面纱，采取了霹雳手
段，最严厉的一招是：“更名天下田曰‘王
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

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
党。”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事情，只有推翻
大地主赖以存在的政权，才有实现的可能，
因此王莽的做法招致激烈反抗。王莽实行
了币制改革，结果信誉不高，假币流行，靠
严打来整治，又弄得“农商失业，食货俱
废”。几年后宣布新法作废，政权根基就动
摇了。王莽还设立了进善之旌、诽谤之木、
敢谏之鼓，带来的却是等级、秩序和思想的
混乱。王莽取代汉朝政权，并无多少阻碍，
大权在手，本想可以加重威权，便于新法通
行，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反造成天下大乱，
只赚了个篡汉的大奸大恶之名。

再次，政治人物身后的是非，斩不断，
理还乱，因为史家论人，民间口碑，有多重
标准。

一是忠奸之分。曹操本是大英雄，却背
了个奸臣的千古骂名。刘备是个作伪之人，
却成了忠臣，赚取了后世称颂。可历史的真
相是：曹操至死没篡汉，孙权拖后刘备一年
才称帝，而“刘皇叔”听说曹丕篡汉，不去复
兴汉室，不听人劝止，猴急猴急立马登基做
了皇帝。谁是忠，谁是奸？这历史传来传去，
怎么这么颠三倒四？

当年的王莽，发迹于姑姑王皇后擅权，
王莽辅政，历经成帝、哀帝、平帝三朝，哀
帝、平帝早死，又从刘姓中拉出一个两岁的
小男孩准备接班。这个时候，汉朝政权基本
有名无实。有史学家说，王莽想做事，登基
做皇帝无可指摘，但他想做事却没有做成
事，把事情做得一塌糊涂，一顶篡汉的帽子
戴上头也就没法喊冤叫屈了。

二是功业成败。史家其实无是非，胜者
王侯败者寇。那些开创百年基业的成功者，
像唐宗宋祖，唐太宗李世民杀掉兄长和弟
弟，逼老爹下台，才当上了皇帝；宋太祖赵
匡胤则是辜负了周世宗的信任嘱托，从人
家孤儿寡母手中夺来了江山。可他们却都
戴上了百代英主的桂冠，而像王莽这类失
败者，却成了被无情嘲讽的倒霉蛋。

三是道德高下。这是历史人物的副产
品，却被民间所看重。有的人为历史立下道
德典范，有的人留下历史污点，便被道德君
子评说千百年。

大处论历史，要看政治人物功业。小处
论古人，对政治人物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未
尝不可。只要是史实，就可以拿来评说。有
了这种历史观，就可以长出一双历史的慧
眼，就可以剥掉史家涂在政治人物身上的
油彩。人无完人，历史上的名人、伟人更
是如此。

□ 流 沙

中国大概没有一座塔像杭州的雷峰塔
那样具有传奇色彩，而且不仅仅只是传奇，
还有着魔幻和现实的强烈冲突，按现在的
新词汇来说，它就是一位高光的“网红”，具
有“现象级”意义。

它出身不凡，由吴越国王钱俶为爱妃
黄妃所建，原名叫黄妃塔。因建在西湖南岸
的雷峰之上，千百年来杭州人都称它为雷
峰塔。北宋建立后，吴越王为避免杭州生灵
涂炭，主动纳土归降大宋，吴越国从此湮灭
在历史的案卷中。此后千百年，一座规模不
大，籍籍无名的雷峰塔也本该归于历史的
尘埃之中，偏偏与华人世界中的民间神话
故事《白蛇传》牵扯上了关系。

在这个神话故事中，许仙与蛇精白娘
子在西湖断桥相遇相爱，而法海和尚为维
护“正统”，人蛇不能相交，骗许仙至金山
(今江苏镇江)，白娘子于是作法水漫金山
救出许仙，法海大怒，将白娘子镇压在了雷
峰塔下。

对于一座塔来说，与生生不息的爱情

“捆绑”在一起，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文人
墨客歌之咏之，善男信女神之往之，历代而
不绝。

但到了公元1925年，雷峰塔再度因为
一位文化人爆红全国。这位文化人就是鲁
迅。

众所周知，出生在绍兴的鲁迅对杭州
是没有“好感”的，曾经劝告他的好友郁
达夫不要居住在杭州，郁达夫是杭州富阳
人，杭州于他来说，等同是家乡。鲁迅对
杭州没有好感有人臆测与鲁迅家族的一起
“大变故”相关。鲁迅的祖父为科场舞弊
案在杭州下狱，鲁迅16岁时曾与家人前往
杭州探望，给祖父送衣送食，杭州这个地
方对鲁迅来说，确是一个伤心地。

当然这仅仅是臆测和推断。
当雷峰塔倒下后，鲁迅写下了《论雷

峰塔的倒掉》。雷峰塔是1924年9月25日
倒塌的，文章是当年10月28日写下的，后
发表在北京的《语丝》上。就是这篇文
章，让“雷峰塔”在全国爆红。在文章中
鲁迅借题发挥，将雷峰塔倒掉和《白蛇
传》的民间故事巧妙地结合起来，结合时

局，表达人们对“镇压之塔”倒掉的无比
欢欣之情。

从此雷峰塔实现了“魔幻和现实”的
融合，它不再是一座简单建筑意义上的
塔，而是有着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多重意
义，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境，就会给出不
同的解读。

雷峰塔倒下那天，正是大军阀孙传芳
进入杭州的第一天。孙传芳的所作所为在
杭州早传有“恶名”，大家心目中的孙传
芳就是像“法海”一样的坏人。刚刚进军
杭州的孙传芳闻知雷峰塔突然倒塌，同行
认为不是好兆头，而他哈哈大笑：“雷峰
塔倒了，白娘子由蛇成龙，自由行空。这
不正预示着我辈的出头之日吗？”

但杭州坊间却不是这样来解读的，说
孙传芳是法海和尚投胎来的。这个贼秃和
尚过去弄得人家妻离子散，现在这个害人
精又来了，白娘娘忍无可忍，就推倒了雷峰
塔，出来寻这个法海算账。这些民间传言后
来应验了，在1927年2月18日孙传芳灰溜溜
地被北伐军赶出了杭州，后来被刺杀在佛
堂之上，实在有一种冥冥中的巧合。

雷峰塔倒下那一刻，少有目击者，
多有文字记录。但机缘巧合的是，中国大散
文家俞平伯的夫人是极少的目击者之一。

当时俞平伯和夫人就住在雷峰塔对面
的“俞楼”，当塔倒下后发出闷雷般的轰隆
响起时，俞平伯夫人正好在朝湖上张望，便
看见漫天尘烟冉冉升腾……俞平伯赶到阳
台，对岸尘埃满天，待尘土散去，雷峰塔已
不见了。

俞平伯乘船来到对面，记下了当时的
景像，许多人把砖拿回来，还有的取走了藏
在砖孔之中的佛经，大量文物遭到哄抢，站
在倒塌现场的俞平伯痛心疾首。

2002年秋，在雷峰塔倒了78年后，在原
址上重建的雷峰塔正式对外开放。如果你
来到杭州西湖，站在湖的北岸，就会看到这
座具有“魔幻与现实”交汇的雷峰塔。塔并
不高，在物理具象上它真的太平常了，但放
在历史和文化的大海中，它却是熠熠生辉
的。

现在杭州许多新人会把雷峰塔作为背
景，摄进他们的婚纱照。这真的说不出什
么，只有心中感慨万千。

□ 阿 琴

许是国人富足了，“饕餮”一词出现的
频率越来越高，与之结合的词汇范围也越
来越广，“文化饕餮”“数码饕餮”“广告饕
餮”“视觉饕餮”。连女儿也被感染了，一脸
挑衅地考问我会不会写”饕餮”俩字，我也
狡黠地说我晓得意思。“饕餮”是传说中的
龙的第五子，是一种人们想象中的神秘怪
兽，性贪吃，且食量极大，故多刻于鼎盖，现
已引申到比喻事物极为丰盛，可大大满足
某群人的某种感官享受。

视听媒体每天用大量的图文信息向我
们狂轰滥炸，让我有一种以为入眠，却始终
清醒的错觉。我记忆中的“饕餮”还是定位
在较为单纯的饮食上。小时候大家族里有
十来口人，多一半的“黑户”，一个大铁锅做
饭，油少、菜少，甚至连饭也少。我们端着一
个大洋瓷碗蹲在屋檐下，三两口就把一碗
米饭吃光了。运气好的话，还能再来一碗。
那时候的饭量真好啊，连累到现在，随便

“甩”下一大碗米饭，且只需极少配菜。分家

以前的“饕餮”是在奶奶的一次生日家宴
上，每人分到半个红烧蹄子。七八个孩子站
在昏暗白炽灯下，一个个啃咬着、吮吸着，
嘴唇、手指上油光发亮。那喷香、筋道的蹄
子给了我们物资匮乏时代，无限的温暖与
希望。大家分成小家以后，父亲有技术，母
亲有力气，家里境况日渐好起来。吃到了姑
妈从西安辗转捎回来的“黄元帅”苹果，
吃到了妈妈学做的竹笋鸡汤，糖醋鲤鱼，
但却再找不到那次的快乐滋味。油水多起
来的时候，我们起先只挑肉吃，后来我们
先挑菜吃，但餐桌的最后光景都是被我们
几姊妹一一扫盘。现在每次聚餐看着满桌
子的剩菜，有的甚至动都没动一筷，这
“饕餮的浪费”着实让人心惊！

“饮食饕餮”上再有就是对陆文夫小
说《美食家》的惊鸿记忆。小说中精明的
地产商之子朱自冶，全然不懂经营之术，
靠着“收房钱”过活。他最擅长的就是个
“吃”，那“头汤面”的讲究，“苏州
菜”的做派，菜肴的配料、作料、火候，
甚至咸淡味道，盛盘装碟，他都能一一品

味，侃侃道来。“吃”在他的嘴里成了一
门学问，一门艺术，也成就了他“美食
家”的艳名。来看一桌朱夫人的拿手菜：
“洁白的抽纱台布上，放着一整套玲珑瓷
的餐具，那玲珑瓷玲珑剔透，蓝边淡青中
暗藏着半透明的花纹好象是镂空的，又象
会漏水，放射着晶莹的光辉。凤尾虾、南
腿片，毛豆青菽、白斩鸡，清炒虾仁，芙
蓉鸡片，雪花鸡球，菊花鱼，松鼠桂鱼，
蜜汁火腿，翡翠包子，水晶烧卖，‘三套
鸭’……”整套菜像出大幕拉开的戏，菜
肴鱼贯而出，情节也就跃然桌上。其中朱
自冶的一句经验之谈，也成为大厨们的座
右铭：做菜哪一点最难--放盐！虽然有
点夸张，但他对菜的严谨研究可见一斑。
初中时代偶读此篇，文章的揭露也好，批
判也罢，全没印象。有的只是各色美食的
腾腾热气，四溢的香味扯出嘴角一阵阵涎
水。彼时好生艳慕陆文夫，没吃过大餐能写
得这么香艳吗？做个吃遍天下“美食家”也
就成了我心里一个不能说的“梦想”。《蜗
居》中宋思明带海藻吃的那道貌不惊人的

“山药羹”竟然有那么多味鲜美的珍馐做配
料，吃在嘴里谁不成了刘姥姥？

“饮食饕餮”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即
尽量避免携带太多的“功利目的”去吃。比
如求人办事，找人代劳，宴请上司。那种需
要用心说话，察言观色，敬酒夹菜的“饕
餮”，唯一的体会就是身心疲惫，食不甘味。
老天赋予人类“会吃”的本领，需要我们带
着一颗简单的心，用舌尖、味蕾去品尝食
物，感激食物给予我们的力量。最惬意的

“饕餮”大概就是一家人或者至交好友的聚
餐，点几个喜好的菜品，吃着、喝着，谈着、
议着，适可而止，最后打包走人。想起一次
文友的小型聚会，只记得菜很香，酒很浓，
情很深，人简单，甚为欢喜。

我虽然是个标准的“吃货”，但绝不至
于“穷凶极恶”。在目前不以吃饱而“吃”的
前提下，吃得健康，吃得低碳，吃得环保，
不恃强凌弱，更为重要。得空学做几样精
致的小菜，倒一杯自酿的红酒，远离不放
心的快餐店，远离毒害人心的地沟油，好
好享受一顿“饕餮盛宴”。

□ 李伟明

曾在本地媒体看到题为《网传“飞
机撒药治白蛾”编得有点假》的报道，
说的是有好事者以“市园林办”的名义
编了一条相关内容的“温馨提示”在微
信朋友圈热传，叫大家近期不要晒衣
服、不要吃外面的食物、尽量减少户
外运动。为此，市园林局公开回应：
这是漏洞百出的谣言，一是本市并无
“园林办”这个机构，二是当前并非
病虫害集中防治季节；三是即使真要
防治绿地病虫害，也不可能选择飞机
撒药的方式。

网络世界，信息海量，虚假信息
也随之满天飞。其中一些，假得离
谱，本来稍稍过脑就可辨别，可很多
人，还是毫不犹豫地信了。

上面这条假信息还不算特别典型，
比这拙劣的谣言还有许多。几年前，网
上突然疯传一个消息：邻省某市委书记
调任本市市委书记。有人还出示网上截
图以示“有图有真相”。不过，正是这
个图，暴露了谣言制作者太没文化，因
为，造谣者把这个“任命”做成了邻省
省委发布的通知。

对此，我只能感叹：网络消灭了常
识。对许多人来说，由于年轻时没用心
积累，常识本来就不够用，如今又一头
扎进了手机，成了连话都没时间多说的

“低头族”，更没空闲“补课”了。一
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泡网占用了太多
的时间，哪还有精力正常学习，哪怕只
是学点皮毛般的常识。

更重要的是，网络让人们越来越不
习惯思考。长期依赖手机，依赖搜索引
擎，已经使人悄然患上了工具依赖症。
在网络面前，人的思维活动似乎显得多
余。不懂就搜，成了一种常态。不信你
看看，身边有多少人是这样的：一遇到
整不明白的事情，立马点开电脑或手
机，输入所谓的“关键词”，只消几秒
钟，就似乎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正确答
案”……

然而，这个“答案”果真正确吗？
不妨看看这么一个网络段子：冰箱门关
不紧了，上网搜索一通之后查出原因是
冰箱门封条老化所致，于是电话请来维
修师傅。师傅只看了一眼就说：冰箱东
西放得太多了！用力一推就解决了问
题……

段子不夸张吧？在很多时候，我们
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尽信网，则不如无网。如果因为网
络的出现，竟然导致人类的智力一代不
如一代，那么，发明网络的人岂非罪莫
大焉？为了保持大脑正常的记忆功能和
思考功能，遇到问题，还是像当年无网
时代那样，先来点回想、来点质疑、来
点分析吧！

□ 梁迎春

林黛玉是《红楼梦》里一位
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
象，二百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
为之伤感，为之心醉痴迷。小说
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她那两弯似
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
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
之病的形容，还可以感受到，林
黛玉也不乏幽默，就藏在她的那
些“笑道”里。

第二十回，黛玉和宝玉生
气，史湘云走过来笑道：“二哥
哥、林姐姐，你们天天在一块儿
玩，我好不容易来了，你们也不
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
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
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
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
棋，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
了。”呵呵，真是妙语，这一打
趣让她们姐妹关系随和而又亲
密，以至于“爱哥哥”的称呼，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成了他们的
流行语。

第二十三回，微风过处，落
红成阵，宝黛共读西厢，此情此
境，再配上《会真记》的绝妙曲
辞，让两人都芳心暗动。宝玉情
之所至，不禁笑道:“我就是个
‘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
国倾城貌’。”黛玉听了这话就
恼了，要告诉舅舅舅母去。林姑
娘可是个很正经的人，怎可让人
家拿这“淫词艳曲”来调笑自
己。不过她那话也是吓唬吓唬宝
玉，不料宝玉当了真，立马求饶
赌起誓来，黛玉就也引用了西厢
记里的话来回敬他，“‘呸，原来是
苗而不秀，是个银样镴枪头。’”宝
玉就笑着说，你这个是什么，我也
告诉去。

第三十一回，撕扇子做千金
一笑中，宝玉和袭人、晴雯在房中
发生口角，弄得三个人都哭了，正
好被黛玉进门碰见，笑道：“大节
下，怎么好好儿地哭起来了？难道
是为了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

一句话，巧妙地化干戈为玉帛。
第三十一回，有很经典的一

幕，宝玉对袭人道：“你死了，我做
和尚去。”黛玉伸出两个手指头，
抿嘴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
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
数。”如此诙谐之语，令人啼笑皆
非。

第三十九回，刘姥姥讲一个
小姑娘雪地里抽柴草，宝玉很是
感兴趣，当即商量姐妹们要请老
太太赏雪吟诗，黛玉忙笑道：“咱
们雪下吟诗？依我看还不如弄一
捆柴火，雪下抽柴或许会更有趣
呢。”这话从黛玉嘴里说出来，真
是别有一番雅致，引得大家会心
大笑。

在第42回，谈论惜春画园子
时，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
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
了典！” 乍一看，好像是黛玉把
刘姥姥鄙夷成了母蝗虫。其实，有
红学家认为非也。黛玉说的母蝗
虫不是刘姥姥，是宝钗。这个典指
的是金玉良缘，母蝗虫指的是金
簪雪里埋的金簪。贾母让惜春把
宝玉和宝琴画在图上，那么玉在
图上，金哪能不在图上？有玉无
金，岂不缺了典？黛玉的这句话是
对宝钗的挖苦，是对金玉良缘的
嘲讽，是典型的高雅的红楼梦语
言。

第四十九回，大雪天，大家都
在围火烤鹿肉吃，黛玉对她们笑
道：“哪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
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
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
哭！”并且还一本正经地讲道理：

“你们日日说人夜饮聚赌，今儿我
们自己也如此，以后怎么说人？”
言辞锋利巧妙，虽有借题发挥之
意，可是很在理，大家都愿意接
受。

这样的片段有很多，成立诗
社时，探春说她是“蕉下客”，
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她炖了
脯子来吃酒。”听戏时曾经说贾
宝玉：“还没唱《山门》，你倒
《装疯了》。”

□ 黑 河

相比有些难度的杀牛宰羊，
杀鱼可能算是最简单的了。人为
刀俎我为鱼肉，既然手中有刀，随
便杀便是了。除掉一些胆小的女
生，想必男同胞都敢干这事，况且
还有能杀黄鳝的女汉子。

我从小生活在河边，若忆起
小时候，吃鱼是至今还能让我流
口水的。河里的鱼小，马口鱼、柳
条鱼、沙棒子、麻鱼最多，若抓得
少，是需要精细地杀一下的。杀法
很简单，用小剪刀剪掉头，豁开肚
子，洗干净即可。倘若多了，一条
一条杀起来难免费劲，而且大部
分冬天趁着水少一抓就是一篮
子，要杀还不得几个人忙乎一整
天，所以直接开水一烫了事。烫了
洗干净，烧熟之后内脏聚在一块，
吃的时候扔掉即可。

那时候大鱼见过没吃过，见
一条筷子长的鱼总要稀奇它的鳞
片那么大。还好舅舅家有鱼塘，逢
年过节总要用鱼汤为我们解解
馋。舅舅杀鱼，会把鱼捞出来重重
地摔在地上，或者用剪刀猛击鱼
头，摔在地上的鱼猛跳几下硬挺
着一动不动，而猛击头部之后的
鱼硬挺着但尾巴抖动，接下来用
剪刀从尾部至头部反向刮鳞……
接下来就和杀小鱼无异了，只是
头部不会被剪了扔掉。

长大后买鱼吃，一般都是让
卖水产的杀好，他们的杀法和舅
舅基本一致，只是他们去鳞用的
是专业的钢刷，杀鱼动作之娴熟
速度之快让人很是吃惊。后来慢
慢对吃的讲究起来，嫌提前杀好
的鱼下锅时不够新鲜一般都是自
己现杀。刚开始的时候动作还很
拧巴，但后来就越来越娴熟，特别
一刀击中鱼的头部，在鱼还没抖
完就基本完成杀鱼的全部。后来
尝试活杀，把水池放干，在鱼使劲
蹦跳中按住鱼刮鳞，之后豁肚掏
内脏，把鱼洗干净，这时候放在水
里的鱼还能吞吐，一些生命力强
的鱼甚至还能游动。当然，要保持
鱼最新鲜，这时候准备作料烧油
等，等下锅前迅速掏掉鱼鳃。这听
起来似乎有些变态，但鱼吃起来
却是最美味的。

当然，有些鱼用不着这么费
劲，比如鲶鱼，杀鲶鱼只要现杀就
行，剁块之后肉还在抖。不过有时
候现杀鱼也是不容易的，这不今

年过年我就遇到杀鱼难题——— 娃
娃鱼。好友是养娃娃鱼的，送来娃
娃鱼说是让过年杀了吃，当时我
还在出差，妻子说咋办，我说扔到
水池里养着，她说怕死了，我说想
叫它死都不容易。等我出差回来
就到了年跟前，近二十天不管不
顾的娃娃鱼果然照我说的坚强地
活着，我把水一换，它便在水里游
来游去。妻子说咋弄，我说除夕吃
的时候杀了就是了。她又问咋杀，
我说我杀就是了。

娃娃鱼我是杀过的，不过杀
的都是半死不活的。我们那里娃
娃鱼多，小时候河里一发水，娃娃
鱼就被水冲到岸边，捡到了就杀
掉剥皮吃了。不过后来娃娃鱼行
市见涨，抓住了谁也舍不得吃就
给卖了。不过二十多年后再杀娃
娃鱼，却让我踌躇了好一阵子。

除夕那天，包括来家里共聚
晚餐的亲戚一起围观我杀娃娃
鱼，我却一时间不知从何处下手。
娃娃鱼命长，很难死。我先摔了
它，它张着嘴，大口呼吸。我又用
刀猛击它的头部，头部很硬，像打
在案板上，它张开大嘴发出声音。
无济于事，我想到了割头，就用了
家里最锋利的刀按着它三下五除
二让它身首异处，可它的嘴仍在
张合，没有头的身子居然在水池
中少量的水里迅速“游动”起来。
我的心砰砰直跳，硬着头皮按住
它再去豁肚，肚子豁开时我看见
它蓝色的胆囊在微抖，红色的心
在跳动，白红色的肺部还在有节
奏地呼吸……我一时下不去手
了，洗了手坐在沙发上发呆。

直到心情平复，我下定决心
一鼓作气。迅速挖掉它的内脏，似
乎很友好地抓住它的两个前爪冲
洗干净，说实在，我越是看它的爪
子越有一种想砍掉的冲动，于是
我把它按案板上一个个地剁掉扔
进垃圾桶。最终，直到我把娃娃鱼
剁成块状，放进盆里倒上料酒腌
制，它的肉还一直在动。我拿起它
的头，仔细看它只有糜子粒大小
的眼睛，它的眼睛一直睁着，若它
一动，我相信我会再也憋不住把
它扔到地上。

除夕夜的餐是丰盛的，连凉
带热总共十八个菜，包括最终被
红烧鱼块的娃娃鱼，吃的人都说
味道很鲜美，而我一直不敢下筷
子，最终在再三相邀下夹来一尝，
说不出什么味道，只是想吐。

坊间纪事知食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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