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年前，国内中医学界流传
一段有趣的故事：民国时期，天津
一个金姓商人，特别信任中医名家
施今墨先生。一次这位商人得病，
恰巧施今墨先生不在天津，没有办
法，只得另请了一名医生治病。想
不到，商人吃了医生的药，总觉得
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施今墨先
生回来了，他极为细心地把了脉，
审视了处方，末了认为，诊断正确，
处方完全对症。

那位卧病的商人，无论如何也
不相信。按照常理来说，倘若对症，
怎么会治不好病呢？施今墨先生没
有办法，只好重新开了方子。结果，
商人依照处方，刚吃了两剂药就好
了。施今墨先生笑道：前面那位大
夫的方子的确没错，毕竟中药都有

“别名”，我不过用药材的“别名”，
重新抄了一遍早先的方子。

同样的病，同样的处方，由
不同的医生开出来，效果就大不
相同，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病
人能否坦诚信任。如果牵扯到政
府与群众之间，那么，这种信任
就是“公信力”。

公信力属于一件不容小觑的
事，对于政府以及所有掌握公众权
力的部门来说，更是极其要紧的。
眼下，步入了新闻畅通、信息迅捷
的网络时代，政府的一举一动，事
无巨细，都平摊在明亮的聚光灯
下。倘若公信力缺席，或者回避，那
么，即使满嘴实话，也很难取信于
民。别忘了，“民心即天心”“民心不
可侮”的古训啊。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时
曾提到，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佗
提出了一个理论，当公权力失去公
信力时，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

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
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
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
大气力予以解决。

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
长。不过，期待成功地避开“塔西佗
陷阱”，就必须积累各级政府、各个
部门的公信力。这可是古今
中外任何人也跳不过去的
行为准则与情感关口。

古代中国流传过“商鞅
立木”的故事。其实，把一根木头从
都城南门搬到北门，乍听起来，这
种行为似乎在做无用功。其实，商
鞅追求的社会效果，无非是想敞开
心扉，正告天下百姓，朝廷说话是
最算数的。殊不知，这种说话算数
的公众游戏，为接下来的商鞅变
法，赢得了最要紧的信任。难怪多
年以后，北宋名臣王安石也曾感慨

道：“自古驱民在诚信，一言为重百
金轻。”毋庸置疑，王安石的“诚
信”，恰与“商鞅之木”骨肉相连地
长在了一起。

《老子》有言：“合抱之木，生于
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其实，
现代社会潜心积累的公信力与《老

子》的论述异曲同工。对于
培育人心而言，理应精心浇
灌，耐心培养，绝不可急于
求成，一蹴而就。触碰到极

为敏感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是，
任何执政执法的人员，一定要干干
净净、执政为民，最起码，要保持

“说话算数”的底线。一旦向群众做
了许诺，就得一诺千金，严格杜绝
东拉西扯，抑或文过饰非。

要尊重群众的知情权，真正实
行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特别是涉及民生和公平正义等

敏感问题的事情，要以心底无私天
地宽的气概，敢于和盘托出，不怕
群众揭短，切忌遮遮掩掩，犹抱琵
琶半遮面。本来是一滴水的问题，
捂来捂去捂成大问题。

古人云：“源静则流清，本固
则丰茂。内修则外理，形端则影
直。”首先，群众有最起码的监督
权；其次，还有评价权。网络时代，
想不让民众发声，也是办不到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直面民间质疑，
而且，抓紧时间，切实回复。唯其
如 此 ，才 可 能 洁 身 自 好 ，做 好
工作。

韩非子说：“千丈之堤，以蝼蚁
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熛
焚。”换句话说，老百姓才是面对执
政者的判卷人，只要锲而不舍地培
植公信力，小心翼翼地引导、积累，
方可赢得、聚拢民心。

普洱茶，既是盏中清饮，又
称得起文化古董。曾亲身赶赴云
南景洪，倾心听讲普洱茶的来龙
去脉。

那位茶师高个儿、白净脸，
手和嘴都忙着。手忙着泡茶，嘴
忙着讲茶，的确很忙活。茶师性
情幽默，劝慰身边的客人们细心
品味，领略茶香。其实，文化地
域不同，却能融合为和谐、化解
为快乐。像普洱茶这样的饮中名
品，当然也不例外。

茶师说：人们吃茶，身心接
触的不仅是茶的气息与颜色，还
有更深切的文化，毕竟，每一盏
普洱都属于有呼吸的古董啊。吃
别的茶，耗时稍微长一点，就变
成了“隔夜茶”，对于人的咽喉
与心肺是有害的。普洱茶则大不
一样。一杯普洱茶，这次吃了，
下次还可以继续。茶晾干之后可

以再泡。此外，普洱茶还可制作
各种形状保存，小若药丸，大若
南瓜。一块青饼，一块青砖，可
雕文琢字，装饰厅堂，还能堂而
皇之地送朋友。更有趣的是，普
洱茶可以比人的岁数大。人老
了，茶老了，老了都是宝贝。普
洱茶放置的年限愈久，品位就愈
高，几十年、上百年，绝对不改
色、不变质。古董不就是这种品
性吗？

所谓不变质才是真茶——真
茶当属普洱茶，独一无二。做
人，应该向每一杯陈年普洱茶看
齐。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
吧，二十年以前怎样，二十年之
后还怎样，几个二十年后性情不
变，才称得起老交情与真朋友，
显 然 ， 这 也 印 证 了 普 洱 茶 的
品性。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能称之

为精华的东西才是好东西。中国
人讲究物以稀为贵，当年，钟子
期去世后，好友伯牙终身不再鼓
琴。这段故事堪称“情义绝版”
了吧。

普 洱 茶 ， 可 当 景 观
之，可当趣品之，可当物
藏之。世人喜爱它的角度
与深度各不相同，捕获它
的心情，也别有趣味。

平 心 而 论 ， 普 洱 茶 属 于 云
南一景。那位茶师请大家仰视
云南地图，他一一指点道，这
些零零星星的地方都是普洱茶
的 家 园 。 在 茶 烟 与 云 雾 当 中 ，
人们随即想到了树茂林深、水
绿山岚，甚至想到了那句“勐
巴 拉 娜 西 ” —— 这 是 西 双 版 纳
傣语的地名，翻译过来，等于
神奇、美丽的地方。

茶师讲茶、泡茶，一道接一

道；远客听茶、品茶，滋味不
同，大有情趣。工夫不长，“七道
茶”已把人吃醉了。普洱茶分生
熟两种，生茶去火，熟茶养胃。
茶生、茶熟，可喻人生。人生都

有两面，像是一张纸，翻
过来，翻过去，没有人只
得 不 舍 ， 只 苦 不 甜 。 显
然，没有两面的纸张，就

称不上纸了。每个人的生命恰如
普洱茶，生茶熟茶，各隐其妙。

茶师说，普洱茶好，因地而
生，天造地化，是一方水土孕育
的产物。其实，任何优秀的东
西，最讲究的都是独一无二的
品性。

景洪一行，的确意味深远。
听茶师趣味横生地讲解普洱，犹
如翻开了欧阳修先生的 《茶歌》，
其中写道：“亲烹屡酌不知厌，自
谓此乐真无涯。”

黄埔村位于广州东南部珠江
之滨，一般的村庄都喜欢沾附近
城市的光，而黄埔却在历史文化
上滋荫城市。黄埔区、黄埔港、黄
埔大道、黄埔军校⋯⋯广州之所
以能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新
时期改革开放的前沿，不能说跟
黄埔村没有关系。

它是一座千年古老村落，因其
面临珠江、“村港一体”的特殊地理
环境，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到
了清康乾时期，中国的商品在当时
的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比
如，茶叶、瓷器、棉布、丝绸与皮革
等等。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
年，清廷颁布了“一口通商令”，广
州成了中国唯一对外通商的贸易
口岸，外国船舶只能停靠黄埔泊
地，办理卸货、装货和通关手续。于
是，“五洲商贾”“四海云樯”汇聚黄
埔村，形成“夷船蚁泊”的奇观。

2006 年 7 月，瑞典仿古商船
“哥德堡号”重访广州，国王古斯
塔夫携王后西尔维亚，专门访问
了 250 年前瑞典商船的锚泊地黄
埔村，寄以无限的追思与怀想。

2009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访华，也特别提到了 1784 年美
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停
靠黄埔的情景，揭开了两国商贸往
来的序幕，直接导致了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国热”。就连美国开国总
统华盛顿，也成了中国货的热心买

家。他写信给即将来华的朋友蒂尔
曼，请他代购一批“中国货”，并随
信开列了一份清单，嘱咐道：“如果
商品便宜就照清单买，否则，就只
买中国的大瓷盘、蓝白色小碗、薄
棉布、丝手帕和南京本色布。”他还
特别交代：“华盛顿夫人想要好看
的薄棉布。”

其实，真正影响了历史的，是
黄埔村的人文景观。黄埔村早已是
英才辈出、声名赫赫。古时的“两代
三进士”“赐二品”等诸多人文佳
话，自可不提，只说近一百多年来，
从黄埔村走出了勘测设计中国第
一条西行铁路“川汉线”的胡栋
朝；陈炯明叛变时，搭救孙中山先
生的“永丰舰”舰长冯肇宪；数百
次驾机飞越“死亡航线”驼峰线的
抗日英雄梁广尧等勇烈之士。一
代奇才胡璇泽，在新加坡开办黄
埔公司，急公好义、乐善好施，被
尊为“黄埔先生”，光绪三年——
也就是 1877 年，他被任命为清廷
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奇怪的是，俄
国政府仰慕他的才干并信任他的
公正，竟也委任他为俄国驻新加
坡领事。后来，日本也凑热闹，于
光绪五年委派他同时兼任日本驻
新加坡领事。就这样，胡璇泽不仅
是中国第一位驻外领事，还创造
了国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一身
兼三国领事的传奇。

还有更值得一书的“栋梁之

材”——梁诚。1900 年，八国联军
侵华，中国战败后签订《辛丑条
约》，被索赔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从
黄埔村走出来的外交官梁诚，在出
使美国期间，偶然听到美国国务卿
海约翰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赔款原
属过多”，他便抓住不放，“乘其一
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以一追到
底的韧性展开外交攻势，不放弃任
何机会，呼吁退还不实的赔款。同
时，驰报清廷，建议全力向美交涉。

梁诚的努力，至少让两个在
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动心了。
一个是传教士明恩溥，另一个是
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他们都
向罗斯福总统建议，用退还一部
分赔款帮助中国办学校，或者吸
引中国留学生来美深造。

这个建议自然也打动了美国
总统罗斯福。1907年，梁诚利用参
加洁姆司博览会的时机，当面向他
提出退款要求时，罗斯福总统当即
应允。随后，他给国会提交一份咨
文，称：“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历行
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
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
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
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
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
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 年 5 月 25 日，美国国会
通过罗斯福的咨文。同年 7 月 11
日，美国驻华公使向清廷正式声

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
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
生之用。

由此，还带动了后来的英国
退款、法国退款⋯⋯在中国则产
生了一波又一波颇为壮观且卓有
成效的“留美大潮”。他们中的大
多数人都“修业成器，伟然成才”，
学成回国后，或成为各个学科的
奠基人，或成为国家的栋梁。比
如，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
贻琦、文学大师胡适、语言学家赵
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以后还有
胡刚复、钱学森、马大猷等等⋯⋯
显然，成就了中国一个“大师辈
出”的时代。

还是再回到黄埔，村里以胡、
冯、梁、罗为大姓，辅以其他散姓。
区区不过数百户人家，却涌现出
这么多功垂千秋的仁人志士。至
今，村里还留有三十多家宗氏祠
堂，记录并保存了黄埔的历史与
文化。恰如繁星璀璨，光华耀眼。
因此常有人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天下第一村”。
现代人积累了财富或有了一

技之长，就往往喜欢自我标榜为
“天下第一”“世界第一”。须知，人
们在听到“天下第一”时，更在意
你为“天下”做了什么。倘若这些
人能到黄埔村来看一看，或者听
一听，大概，会让自己的心性，缓
缓地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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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近“ 黄 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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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

独 特 的 力 量

普 洱 缕 缕 香 □丁肃清

两年前的五月，我和雪村、赵蘅几个
人，一起看望高莽先生。那时，《诗刊》不仅
用纸不错，而且每一页排版大多是诗歌的短
句，留白很多，特别适合在上面画画儿，可
以省去买速写本。又因不是正规的速写本，
不必那么拘谨，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绘画。
我一下子来了兴趣，找到了乐趣，热乎气儿
正浓，已经随手画了几本 《诗刊》，便从中挑
了两本，带到了高莽先生家，一方面请他指
教，另一方面和他共同一乐，此外，再请他
在上面题个词，留作纪念。

高莽先生看后，连说不错。他的女儿晓
岚在旁边说：咱家也好多旧杂志，你也可以
在上面画。他连连说是——这样画画，挺有
意思。

我翻开杂志的扉页，请他题个词。高莽
先生不仅画好，书法——尤其是隶书，也挺
好的。那天，高莽先生兴致很高，对我说：
我给你画个像吧。

这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因为相比题词，
画像比较麻烦，要费好多时间，而且，高莽
先生已经九十高龄，眼神大不如前了。

他让晓岚拿来一粗一细两支笔，顺手合上
那本《诗刊》，随即在杂志的封面上画了起来。

他画了一幅我的“侧面像”。面目的轮廓
用的细笔，头发和眼镜用的粗笔，粗细的对
比与融合之间，让画面有了层次，也有了灵
动感。

画完之后，他问我今年多大了，我告诉
他：“七十初度。”高莽先生便在画像的下方
写了几行小字：老朽九十，能为七十老弟画
像，实人生之幸事也。

这是他的自谦。能够得到九十高龄高莽
先生为我画像，人生之幸事，应该属于我才
是。尤其是看到他题字时，手中的笔在不住
地颤抖，心里很是感动，也很感激。在所有
为我画像的作品中，这一幅真的是最为简洁
而传神。

谢过他之后，他带我走进书房，取出一
方盒，里面装的全部都是他的印章，然后，
让我和他一起挑印章，好在画上印钤。他一
边挑，一边对我评点，这枚印章刻得一般，
这个是名家所刻⋯⋯我对他说，就用这位名
家所刻的印章吧。他亲自将印章蘸满印泥，
有力地盖在了画像的下端。高莽先生是属虎
的，我又挑了一方虎的“属相印”，雪村告诉
我，用那个橙黄色的印泥有特点，我便在最
后面盖上了这一方印。

没有想到，《诗刊》 的封面，立刻像变
了魔术一般，变成了另一副模样。起码，对
于我，在所有的 《诗刊》 当中，这一本最让
我惊艳，是唯一的。当然，更没有想到，此
次有了这样一个意外的收获。

事后好久，重新翻看高莽先生为我造像
的这期《诗刊》封面的时候，忽然有了另外一
个发现：我也可以学习高莽先生，在每一本

《诗刊》封面上，画一幅画。那样，我所画过的
《诗刊》便成为有里有面，有瓤有皮，真正意义
的一本“速写集”了。高莽先生的启发，让我开
始在《诗刊》封面上作画。

比起在 《诗刊》 内瓤里随心所欲地画
来，我有些拘谨。毕竟 《诗刊》 封面用的是
那种米黄色、带皱纹的特种纸，我怕画坏
了，糟蹋了一个好好的封面，暴殄天物。再
有，货卖一张皮，也怕画坏了，连带着里面
的“速写”也看不下去了。

最先画的是，学蒙克的 《水边之舞》。
画的是局部，彩色变成了黑白。因为有样子
摆在那里，画得再走样，心底多少托点儿
底。当然，也想借大牌给自己壮点儿门面。

以后，陆续又画了几幅封面，打算“贼
不走空”，把所有自己染指过的 《诗刊》 封
面，都一一画过。其中，自得其乐中的乐
子，和在别处画画又不大一样。我画画本属

“野路子”，没有什么大的志向，就是图一个
乐儿。马踏青苗，是曹操的乐子。马踏飞
燕，是东汉人的乐子。野马飞驰青草地，又
是不入流的乐子。

有意思的是，前年暑假，我的小孙子从美
国回北京度假，我拿来高莽先生画我肖像的
那期《诗刊》给他显摆。他看后说，我也能给你
画个封面。我找来一本新到《诗刊》给他，他拿
起笔，三笔两笔就画完了，一条鱼，两枝柳叶，
倒也简单。那一年，他六岁半。

一眨眼，两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
了，高莽先生却离开这个世界，快一年了。

封面画
□肖复兴

□江童燕

青春热血吴勾挂，
报国走天涯。
河山万里，
金戈铁马，
累卧尘沙。

凌烟悬画，
传奇佳话，
解甲兴家。
回望军营，
汉风亮剑，
唐韵披花。

人月圆
军 魂

□郎迎春

古人说：“秋风起，蟹脚
痒；菊花开，闻蟹来。”在文人
墨客的笔下，吃蟹俨然成了一
件风雅之事。

常人看来，螃蟹的特征是
多 足 横 走 ， 为 横 行 霸 道 的 代
表。这成了文人最看不惯的事
情。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十
分憎恨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于
是他在一幅 《袖手看君行》 的
画上题诗道：“常将冷眼观螃
蟹，看尔横行到几时？”

和齐白石一样，鲁迅先生也
曾拿螃蟹横着走路嘲讽他人。

《琐记》一文中就曾记载，鲁迅在
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趾高气扬
的高年级学生欺负低年级学生，
被鲁迅嘲讽为“将肘弯撑开，像
一只螃蟹”，辛辣中又含有几分
幽默，让人忍俊不禁。

然而，千古文人中，却也
有盛赞这“多足横走”者，唐
代 诗 人 皮 日 休 《咏 螃 蟹》 诗
云：“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
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
海龙王处也横行。”在他看来，
螃蟹虽然横行无忌，但也绝不
是欺软怕硬的主儿，否则，它
怎敢在龙王面前横行呢？

无独有偶，诗仙李白亦曾
写下：“蟹鳌即金液，糟丘是蓬
莱 。 且 须 饮 美 酒 ， 乘 月 醉 高
台。”大文豪苏轼素以“好吃”
形象出现，于螃蟹这般人间珍
馐自然也不遗余力：“不识庐山
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又
曾说：“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
换 得 两 尖 团 。” 诗 中 的 “ 尖
团”，即雄蟹与雌蟹，足见苏轼
对螃蟹的喜爱。

其实，中国人吃螃蟹自古
有之。据 《世说新语》 记载，
晋人毕卓嗜酒，看见一盘螃蟹
端上桌来，神仙也不做了，还
是吃蟹要紧，并说：“右手持酒
杯 ， 左 手 持 蟹 鳌 ， 拍 浮 酒 船
中，便足一生矣。”这右执觞、
左 把 黄 的 人 生 ， 倒 也 恣 意 洒
脱 ， 难 怪 他 有 了 螃 蟹 便 知 足
了，实在羡煞旁人。

从魏晋开始，人们渐渐将
吃 蟹 当 作 风 流 雅 致 的 饮 食 消
遣，并把吃蟹和饮酒、赏菊、
赋诗联系起来。于金秋时节汇
聚亲朋好友，饮酒食蟹，成为
抒 发 闲 情 逸 致 的 一 种 文 化 享
受，文人便是这一时尚的积极
倡导者。

李 渔 《闲 情 偶 寄》 中 记
载：自螃蟹上市之日起到断市

之时终，他家七七四十九只大
缸里始终装满螃蟹，用鸡蛋白
饲 养 催 肥 。 他 无 一 日 不 食 螃
蟹 ， 因 担 心 季 节 一 过 难 以 为
继，还要用绍兴花雕酒来腌制
醉蟹，留待冬天食用。没有螃
蟹 的 季 节 也 难 不 倒 这 位 “ 蟹
痴”，李渔先取瓮中醉蟹过瘾，
随后，腌蟹的酒也不会浪费，
称为“蟹酿”，一直喝到来年螃
蟹上市。所以，李渔成了吃螃
蟹的绝顶食客，不仅能品其美
味，更懂得最上乘的吃法。

清人张岱也不甘其后，他认
为：“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
无他，乃蟹。”曹雪芹则说：“眼前
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民国以来，周作人、梁实秋、林语
堂诸位，都是颇负盛名的“食蟹
大家”。周作人对于吃，素来讲究

文雅之道，但为了螃蟹之美味，
只好忍受吃螃蟹腰斩，或者囫囵
蒸煮的“非刑”。梁实秋更是旁征
博引，为吃螃蟹撰美文一篇，他
认 为 螃 蟹 蘸 姜 醋 ，是 标 准 的
吃法。

林语堂认为，吃螃蟹有损他
的“绅士风度”。据他的女儿林太
乙回忆：“有人送来一只冷螃蟹，
足有一尺宽。我们都饿肚皮，于
是爸爸设法把螃蟹剥开，怎么剥
都剥不开，最后他把螃蟹竖在衣
柜的抽屉中，用脚把抽屉猛然踢
进。螃蟹是轧碎了，抽屉旋钮也
轧碎了。”这段文字，至今读来仍
令人开怀不已。

螃蟹，一面是横行霸王之
象征，一面是“生平独此求”
之美味。文人于螃蟹，自身的
态度也足显暧昧了。

文 人 品 蟹 □高中梅

故园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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