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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拖蟹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正是菊黄
蟹肥时。吃蟹，九月尝鲜，十月知味。
挑蟹要看青背、白肚、金毛和红嘴。

记得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菜有
三只，即瓜齑头响堂片、生麸面筋和
面拖蟹。这几只菜是老祖母拿得出
手的传统菜。瓜齑头响堂片，一般要
到春节过年才能吃到，用豆腐干切成
三角片，加笋干、黄豆芽、油豆腐、黑
木耳、白萝卜片，放茴香、香糟烧成一
大盆，要吃到正月半才收场，此菜浓
浓的香糟味道好，正餐早餐皆受用。
生麸面筋，是用粘成一团的生麸捏在
手里，当煤炉上的水烧得滚开时，即
用生麸酿鲜肉，包成后放在汤里煮，
水烫自然凝结成汤包，皮薄卤多，汁
鲜味美，鲜肉是事前用葱、姜、酒、细
盐调制好的，生麸面筋汤还可放些茭
白块，这道菜，我祖母的女婿，即我的
姑夫，最爱，丈母娘知道女婿要来，必
做无疑，自然，几杯酒相佐，吃得眉开
眼笑，一直称丈母娘手艺好。

还有一只菜，即是金秋面拖蟹。

烧好的面拖蟹，色泽好看，不深不浅，
味道不淡不咸，秀色可餐。做法是先
将一两半至二两左右的蟹，洗清剔除
蟹腮、蟹胃、六角板等不可食用的部
位，将蟹一切为二，浸入调好的面粉
中，然后在热油锅中爆炒，加葱、姜、
酒、生抽、水，用大火焖烧15分钟，当裹
着面粉的青背变成红背时，即可倒入适
量的面糊，再烧5分钟，出锅时，色香
味俱佳，装盘加葱花，一道金秋面拖蟹
就大功告成了。

吃蟹是季节性享受，秋吃螃蟹是
一种时尚和风雅。《世说新语》曾写
道：“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
酒，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红
楼梦》里也有贾府赏花吃蟹作诗的
情景。现在吃蟹的人多了，已掌握
吃蟹的多种食用方法。

清水大闸蟹通常吃的人多，还可
吃香辣蟹、姜葱蟹、椒盐蟹等，而吃面
拖蟹也是一种传统吃法。过去的蟹腥
重，当我吃了三爿面拖蟹去人家家里走
访时，人家马上会说，您今天吃蟹了。

文学的力量

重重 温温 摄影摄影 张弦张弦

《文学的力量》这个题目已经
在我脑海里盘旋多年，一直没有落
笔成文，是因为觉得题目太大，自
己学识浅薄，难以驾驭。自己年轻
时就喜欢文学，虽然没有什么文学
建树，但文学的力量却始终在拨弄
我的心弦。

今年7月 14日中午，我在微信
上与莫言老师聊天时，收到了莫言
老师发来的一篇小文，说是陕西电
视台一位朋友给他发的，文中提到：

“莫言的文学作品唤醒了”他“病残
之后鼾然休眠的右肢，促发了他的
内分泌觉悟，使其重振了生命的活
力、创造力，以及生命的无限可能
性”。我眼前突然灵光一闪，原来大
题目是可以用小篇章来书写的，原
来文学还能使人感悟生命，可见其
确有力量，并且力量奇诡。于是我
不自量力，写下了下面这段七零八
落的文字，也算了却一桩心愿吧。

莫言老师是我上军校时的政治
教员。当时他还是穿两个兜的战士
装，后来赶上了战士直接提干的最
后一趟末班车。他提干后被调到北
京解放军某部政治部，我毕业后也
分配在了与他同一个部队的司令
部。在军校时，因为我的钢笔字写
得比较工整，他就经常让我帮他誊
抄他的小说稿。毕业分配后，他仍
然让我帮他誊抄。慢慢地，我也喜
欢上了文学，喜欢上了写文章。
1984年莫言上军艺后，他还是打电
话让我到海淀魏公村那里的军艺去
拿手稿帮他誊抄，直至我1987年 9
月调往无锡。

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阅读
体验。当我们沉浸式阅读某部好
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
融入作品所营造的场景，我们会跟
着作品中的人物哭、笑，跟着爱，跟
着恨。

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身心愉悦
体验过程，文学的这种功能性作用，
我姑且称之为“文学的力量”。这种
力量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有时候
又是急风暴雨的。这力量柔绵如

丝，浸润肌肤，沁人心脾。这力量不
是铁，却比铁还硬；这力量不是钢，
却比钢还强。

就拿莫言老师的早期作品《红
高粱》来说吧。我是《红高粱》手稿
的誊抄者和第一个读者，当初，《红
高粱》的手稿是莫言老师让我到北
京万寿路那儿的中组部招待所里去
取的。他那天很慷慨地请我在招待
所楼下的一家小面馆里吃了一碗羊
肉面，我就揣着《红高粱》手稿，坐了
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回到了部队大
院。一周后，我将工整誊抄在方格
纸上的《红高粱》连同原稿，交到了
莫言老师手中。那会儿我年轻，也
算是文学青年，对作品的理解和感
悟还停留在浅表层次，交完稿也仅
仅是象征性地说了一些语言呀，情
节呀，故事结构呀之类的教科书式
的想法。其实那会儿是有想法的，
只是没有很好表达出来或者说不会
表达，至少内心充满了一股澎湃的
力量。后来出版的《红高粱家族》是
由相对独立的《红高粱》《高粱酒》
《狗道》《高粱殡》《奇死》五个中篇组
成的。

读过一遍《红高粱》小说的张艺
谋，将《红高粱》拍成了电影；读过三
遍《红高粱》小说的闫爱华又将《红
高粱》拍成了电视剧。因为《红高
粱》红遍神州大地，电视剧拍摄地政
府在原外景地的基础上，建起了红
高粱旅游景区。每逢五一、十一长
假，车辆拥堵，游人如织。这是莫言
老师始料未及的。

这一现象是不是《红高粱》精神
力量的辐射效应呢？我们不妨先来
看看莫言老师概括的十六字红高粱
精神：正直向上，坚韧顽强，宽容淳
朴，奋斗争光。

《红高粱》是一部战争题材作
品，它描写的“我”爷爷和奶奶在抗
战期间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
故事，极大地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审
美认知。

“我”的爷爷余占鳌，他是高密
东北乡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却又是

精忠报国的抗日英雄。他土匪的行
径因英勇无畏的抗日壮举而被宽
宥，甚至被他的后人引以为傲。对
于这样的人物形象，我们很难用世
俗的、传统的评判标准来区分他是
好人还是坏人。我们看到的“我”爷
爷，野性十足，形骸放浪，不愿受制
于任何一方势力，但在民族大义面
前，他毅然率领他“连聋带哑连瘸带
拐不过40人”的游击队，在一场伏
击中消灭了包括一名少将在内的日
军车队40多个鬼子官兵。尽管他是
土匪，但他组建的抗日游击队纪律
严明，他大义灭亲将对他有养育之
恩的叔父余大牙因强奸民女就地正
法。他的正直向善之举为他赢来了
满堂喝彩，不仅激励了高密东北乡
当时当地的父老乡亲，还鼓舞了许
许多多后来者为之赴汤蹈火、浴血
奋战。

“我”奶奶戴凤莲，勇于追求自
己的幸福，敢作敢为。她在高粱地
里与“我”爷爷野合时所贲发出来的
绚丽灿烂的情欲令无数读者为之震
撼，为之动容，为之礼赞。这是两颗
心灵的盛大愉悦，是冲破封建礼教
藩篱后的感情奔放，是追求爱情自
由的无奈又坚毅的选择。这场野
合，奶奶得到了爷爷的真爱，这份真
爱化作了一股坚韧顽强的抗日力
量，造就了高密东北乡抗战史上两
位英雄。

有必要交待一下故事的发生地
高密东北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
方。用作家莫言的话描述就是：“最
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同时最
圣洁最龌龊，也是最英雄好汉最王
八蛋以及最能喝酒和最能爱的地
方，这就是高密东北乡。”

读完《红高粱》，我们一定记住

了“我”爷爷和“我”奶奶以及那片一
眼望不到边的血红血红的高粱地。
我们当然忘不了那场悲壮的抗日战
斗。在这场战斗中，“我”奶奶挑着

“一担沉重的”“把她柔嫰的肩膀压
出了一道深深紫印的拤饼，升到了
天国”，实现了人生的升华。

读完《红高粱》，我明白了文学
具有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授人于
无形，助人于无声，益人于无言。

无锡二题
| 陆晓鹤 文 |

七绝·夜色

震泽夜色换姿容，
火树银花挂颢穹。
询问谁知孤月梦，
欣闻玉镜万人丛。

七律·太湖

浩渺烟波三万顷，
惊涛骇浪四千年。
肥饶富庶黎民乐，
鸟语花香景色仙。
雨顺风调粮满囤，
钟灵毓秀水清泉。
寰瀛肾脏劬精护，
湿地资源亘古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