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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洁波

今年的宁波文学周，奉化诗
人集体亮相，接受文学大刊编辑
和评论家们的点评。作为预热，
三味沙龙举行了一期奉化诗歌新
作讨论会。沙龙上，刘阳阳为大
家朗诵了五位诗人的诗作，分别
是南慕容的《纯真年代》、毛立纲
的《致鸟鸣》、陆旭光的《一条江河
的生平》、林杰荣的《软肋》和曾谙
安的《一个怀着其他忧虑的人》。
在音乐和诗歌的陪伴中，文友们
度过了美好的一晚。

南慕容表示，他曾停笔很长
一段时间，花时间阅读大量外国
文学。他的诗歌创作有很大一部
分灵感来自于阅读。许多名著光
看题目就能引起人诗意的联想，
比如《我弥留之际》《到灯塔去》。
他的《纯真年代》就是根据同名小
说和电影创作的，诗中引用了原
作中的一些意象，比如鲜花、剧院
和灯塔。

毛立纲尝试过写散文和小
说，后来改写诗歌。他认为这与
他自身的世界观有关。他一直相
信在眼睛所能看见的世界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需要用
诗歌去探索和发现。所以他倾向
于深入观察一种事物，就像观察
一场台风的风暴眼，在黑暗中观
察光亮，在喧闹中体验平静。
《致鸟鸣》中，他用简短的诗句、
精美的意象探讨了个人与国家的
关系。

陆旭光认为诗学是人学。过
去他写诗写的是一种感觉，能够
打动自己，但不一定能触发读者
的共鸣，所以现在他也在寻求改
变。他很欣赏曾谙安的诗，认为
她的诗中能闻到文字的芬芳，表
达一种难以言喻的意境。但他与

曾谙安风格不同，他希望自己的
诗能够让读者看得懂。他本人是
一名长跑爱好者，活跃在各个马
拉松比赛和长跑团中。希望他的
诗歌创作也像长跑一样，不断自
我突破。

林杰荣的《软肋》是一首描写
亲情的动人小诗。朗诵者刘阳阳
表示，作为一名从北方来南方扎
根的新奉化人，这首诗勾起了她
的思乡之情。林杰荣近年创作颇
丰，他表示到了一定阶段，回望过
去的作品会有反思，会寻求突破
和转变。因为白天工作繁忙，他
只有晚上等女儿睡着了之后才有
短暂的时间思考，这首诗就是这
样写出来的。诗中，他抒发了从
青春年少过渡到中年人的那种压
力和无奈。

曾谙安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
出席沙龙，区作协主席高鹏程点
评了她的诗作。曾谙安的诗歌已
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意象
的跳跃性很大，诗意比较晦涩，对
于没有写作和阅读经验的读者而
言，会较难进入她构想的诗境。
近年，她的诗歌主题向务虚层面
又进了一步，每首诗都需要去用
心揣摩。

高鹏程还点评了其他四位诗
人的诗，他认为陆旭光诗中会出
现一些奇思妙想，比如《一条江河
的生平》中把桥梁比作河流的婚
戒，令人眼前一亮。林杰荣的诗
歌火候掌握得很好，结尾处理得
很巧妙，落到生活的细节处，有温
柔的光能够打动人。南慕容和毛
立纲也不断有佳作涌现。

在崇尚快阅读的现代社会，
诗歌似乎注定是寂寞的。但我们
奉化诗人仍然坚持在工作和生活
之外创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力
量。

诗如软肋
许霖

今年清明前夕，我有缘再次邂
逅了从香港回来祭祖的郑美珠女
士。郑女士是近代中国“蛋大王”郑
源兴先生的长孙女。与郑女士结
识，源于我在区档案馆工作时袁巨
高老人的一次捐赠。当时，我从袁
巨高老人口中获悉了郑源兴先生和
茂昌蛋业冷藏有限公司的一些初浅
事迹，从而引发我想进一步了解的
兴趣。

2018年清明时节，我在袁巨高
老人的引荐下拜访了回乡祭祖的郑
源兴先生的长孙女郑美珠女士和长
外孙女戴丽荣女士。几个小时短暂
的会晤后，我开始惊艳于郑源兴先
生和他经营的“茂昌制蛋业帝国”，
而席间袁巨高老人对郑源兴和茂昌
公司的那份不舍的感情深深触动了
我。我内心考量着，作为奉化的档
案人应该做点儿什么？不曾想，这
一次萌动，却牵出我与郑源兴先生
的“隔空”之缘。

馆藏有关郑源兴先生的档案资
料屈指可数，更别提他曾经经营的

“茂昌制蛋业帝国”。在萌动之心的
促动下，我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档
案资料征集之路。新冠疫情掣肘我
的征集工作，档案资料的信息来源
获取困难，收效甚微。2022 年年
初，我在香港公共图书馆官网查询
档案资料之时，1947年 4月《大公
报》的一则有关“茂昌堆栈失慎”的

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仔细阅读后，
一段记忆猛然从脑海深处浮现。记
得那是上世纪末的事情，我大学毕
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单位就位于上海
黄浦路 108号，相去不远的地方就
是家属院青浦路52号和54号，与家
属院一墙之隔是一个很大的蛋厂
（厂名已经记不清了），大门正对着
黄浦路，去家属院这里是必经之
路。每天一早这里门前总是车水马
龙，人来人往，生意红火。令我记忆
最深的就是临近家属院的那堵墙，
黑黝黝的一片与其他地方的墙面不
同，在好奇心的作用下，我请教单
位一位“元老”级的员工：为啥这
墙黑黑的一片？他告诉我，听以前
的人说，解放前这里曾经发生一起
大火，烧得很严重。这段记忆在我
一声“哦”中，随即湮没在脑海深
处。二十多年过去了，不曾想与郑
源兴先生的“隔空”之缘，因这则消
息而触发。

在这段“隔空”缘分的激励下，
我也不断提速对郑源兴和他经营的

“茂昌蛋业冷藏公司”相关档案资料
的征集。做足功课是征集之旅的第
一要务，我一边与郑女士保持了通
畅的邮件往来，以便获取更多的信
息资源；一边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
成果，一路探寻着郑源兴先生创业
的人生轨迹。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
丰富，我更加震撼于郑源兴先生和
他的“茂昌制蛋业帝国”。这位仅读
了三个月私塾的郑源兴先生，一边

做工一边自学，在与外商接触中不
仅谙熟于英文交流，还对俄、法、德、
日等语言有一定的掌握，曾经多次
赴欧美等国考察制蛋行业，拓展海
外蛋业市场。当时这名年仅 13岁
的孩童背井离乡到沪上谋生，从一
个小学徒起步，通过不懈努力，不断
破茧化蝶，最终成为一位席卷当时
国内外制蛋领域庞大商业帝国的领
军人，在振兴民族企业之路上留下
了浓浓的一笔。根据档案资料记
载，郑源兴的茂昌公司除了上海黄
浦路的总部外，还分别在青岛、香港
和伦敦设有三家分公司，在宁波、亳
州、芜湖、泰州、高邮等都有蛋制品
加工厂的办厂经历。值得一提的
是，茂昌的青岛分公司曾是民国时
期青岛的四大工业巨头之一，仅在
山东境内就设有分庄 10多处。新
中国成立后，茂昌公司积极参与国
家经济复兴建设。1954年 4月 16
日，香港《大公报》头版报道：“沪茂
昌蛋业公司已改为公私合营。”当时
参与公私合营的茂昌公司有上海的
总厂、南厂、北厂、沪东栈、青岛分公
司、宁波制蛋厂和高邮制蛋厂等单
位。其中上海的总部和青岛分公司
作为当地重要的工商企业参加了首
批公私合营。郑源兴先生创造了近
代中国制蛋业辉煌，被誉为“蛋大
王”，他不仅是大兴民族工业的爱国
实业家，同时还是热爱家乡的慈善
家。他曾给“奉化孤儿院”多次捐
款，接纳许多家乡人到茂昌公司工

作，他们有的成长为茂昌公司不断拓
展中一股重要技术力量。郑源兴还为
奉化水蜜桃在沪上的推介作出了很大
的贡献，当时的茂昌公司在奉化不但
拥有最大的桃园，还在萧王庙设有专
门的种植园，在上海还有自己的水蜜
桃专用商标。

五年来，我沿着郑源兴先生人生
奋斗的轨迹一路追寻，先后函调、电联
了宁波、杭州、上海、青岛、亳州、高邮、
南京等地的国家综合档案馆以及香港
公共图书馆等多家单位，虽有曲折，终
究还是得到上述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同为编研行当的青岛馆周老师还
给了我不少点拨和指引，辛勤的耕耘
换来的是满满的硕果，这一份份档案
资料，记录了郑源兴和茂昌公司“征
战”的点点滴滴，激励着后人不断前
行。我也曾一度想试图收集些郑源兴
先生打造的海外“茂昌帝国”——海昌
公司的档案资料，但因个人资源有限
未果，内心深谙遗憾，期许有生之年能
有所斩获。吾自知愚钝，尚不能对这
一百余件档案资料有更深层次的研究
挖掘，可待有识之士涉猎。

五年征集之路，感触颇多。虽然
郑源兴先生已经离我们远去，回到了
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百年茂昌
也几经周折身份变换，北外滩的开发
拭去了她在黄浦路上的最后一抹记
忆。然而这一份份档案资料永远铭刻
着郑源兴先生的奋斗和茂昌公司的辉
煌，印证了其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振
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档案为媒，我与“蛋大王”郑源兴的“隔空”之缘

裘国松

五代后梁年间的公元 917 年
（一说 916年），布袋和尚（契此）在
明州奉化县岳林寺圆寂，县衙与乡
民共同为他塔葬。不久，在明州之
外异地，又有多人见他荷布袋而
行。由此，江浙民间颇感神奇，开始
画其像供奉。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成书的
《宋高僧传》，高僧赞宁最早将布袋
和尚生平记载于文献之上。不久，
黄庭坚、李之仪这两位苏轼十分得
意的弟子，也借诗词赞颂了布袋和
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
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
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
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他与张耒、晁
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

“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
世称“苏黄”。他的书法，也能独树
一帜，为“宋四家”之一。

生活中的黄庭坚，喜欢常拿朋
友调侃。他的好友、“苏门四学士”
之一的张耒体形肥胖，大腹便便，他
就在一首诗中戏称张耒为“形模弥
勒一布袋”。《以香烛团茶琉璃献花

碗供布袋和尚颂》则是黄庭坚创作
的一组五言绝句：

其一
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浮。
知音若相问，不住涅盘州。
其二
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
若问下生时，不打这鼓笛。
李之仪（1048-1117），字端叔，

古沧州无棣（今山东省庆云县）人，
北宋著名词人。他是苏轼门人，为
北宋中后期“苏门”文人集团的重要
成员，官至原州通判。他的《卜算
子·我住长江头》这首词，为后世称
道并广为传诵。他诗词文章出色，
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苏轼的熏陶与指
点；他仕途多舛，也由于受到苏轼的
牵连。

22岁进士及第后不久，李之仪
最初任职四明（宁波）僚佐四年，与
沈括族侄沈睿达成为同僚。他对奉
化县布袋和尚生平以及当时明州百
姓对布袋和尚推崇备至的状况，了
解甚多。他的《布袋和尚赞》，长短
句，乃词之前身、诗之别体，为他明
州任职时期所作。其云：

盛着底是病，拈出底是药。众
生以相见我，却道风狂颠错。

秋来叶落归根，春去鸟啼花
落。只这便是生涯，说甚重重楼阁。

从最初江浙民众的信崇，到佛
教文献的记载，再到著名文士的诗
词赞颂，直到朝廷认可而敕封，作为
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真实历史人
物，布袋和尚并非一举成名，他最终
饮名天下有着一个不断递进的过
程。

到了北宋元祐、绍圣年间，人们
于布袋和尚之塔凡有祈祷，必定应
验不差；水火疾疫，也必有预兆，于
是奉化县令将此奇状上奏朝廷。北
宋元符元年（1098年），哲宗皇帝赐
号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此可谓

“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之后，元代
天台山国清寺住持昙噩所撰的一卷
人物传，其名即称《定应大师布袋和
尚传》。

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奉化
岳林寺住持募建佛阁时，塑布袋和
尚像奉为弥勒菩萨于阁内，宋徽宗
赐年号“崇宁”为其阁名，从此举国
寺院才开始普遍供奉布袋和尚形象
的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从威仪
堂堂的天冠弥勒，应世而为出自奉
化民间、深得江浙民心的奇僧，实为
佛教信仰中国化的一个典型案例。

回头再说黄庭坚、李之仪赞颂布
袋和尚诗词创作的年代。虽然李之仪
年少黄庭坚三岁，但李之“赞”为20多
岁在明州所作，应该早于黄之“颂”。
它们同为北宋著名文士最早一批赞颂
布袋和尚的诗词作品。

人道是诗可证史，亦可补史之
阙。李之仪家乡的当代史家，考订出
他初为四明僚佐的时间为公元 1072
年末至 1076年。至少依笔者所研究
掌握，李之仪的《布袋和尚赞》，为全国
权威文人诗词中最早赞颂布袋和尚之
作，而弥足珍贵。只是从南宋起，像岳
飞之孙、著名文学家岳珂，奉化籍著名
诗人陈著等等，官方著名文士的布袋
和尚题材诗词之作，才渐渐多了起
来。释家的涅盘，也称涅槃，其意为不
生不灭、超离生死烦恼、安住永恒快乐
的境界。而宋代时的明州，已有“东南
佛国”之美誉。中国古代顶流文人黄
庭坚在其诗中，将布袋和尚故乡明州
喻作“涅盘州”，诚为一语中的，当属明
州一个当之无愧的殊荣。

诗和词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
文学样式。当下的我们应该认知，北
宋这两位著名文士对布袋和尚的诗词
赞颂，对当时朝野及后世的影响是不
可低估的。

北宋著名文士诗词中的布袋和尚

虞燕

虾蛄弹，学名虾蛄，又叫皮皮
虾、富贵虾、琵琶虾、濑尿虾、螳螂
虾、虾爬子等等。看吧，每个名字
都带着“虾”，但人家偏偏不是虾，
虾是十足目，而虾蛄为口足目。
只能说，这货想混入虾界的心思
太明显了。

幼时，我对虾蛄弹印象不佳，
一则受那个老掉牙的传说影响
——虾蛄弹与龙头鱼原是邻居，
虾蛄弹爱舞枪弄棒，龙头鱼喜舞
文弄墨，两者虽文武有别，也算相
处融洽。有一年，龙王要在水族
中开科取士，虾蛄弹和龙头鱼各
得武状元和文状元。龙头鱼一激
动，喝多了酒，结果生了病，龙王
授冠之日，只得央虾蛄弹代领。
贪心的虾蛄弹戴上了武状元的帽
子，又把文状元的头冠套在了脚
上，而后，溜之大吉。从此，虾蛄
弹的子孙便个个头顶盔，脚套帽，
身披铠甲，一见龙头鱼赶紧低头
缩脚，死抱冠帽，怕被抢走。再
者，虾蛄弹全副武装，无从下嘴，
我屡屡受挫，不是扎破手就是戳
破唇，便有了那么点因爱生恨的
意味。

剥虾蛄弹是个技术活。母亲
习惯从尾部插进一根筷子，让筷
子贴着背上的壳直到头部，捏着
尾巴用力拽，壳便可揭开，但我力
度掌握不好，畏畏缩缩，筷子对我
毫无用处，反倒成了累赘。徒手
剥吧，我就不信了，这么大个人还
斗不过熟得透透的虾蛄弹。几经
实践，总算得出了一套剥虾蛄弹
妙法，能剥得很完整的那种。掰
掉扎手的小脚，从两边掀开背部
的壳，一手捏壳尾，一手捏头部，
轻拽，肉就滑出来了。摸索过程
堪称孜孜不倦，代价当然有，受了
无数次小刺伤，不过，为了更好地
享用美食，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
么呢？

清明前后，虾蛄弹最为肥
壮。春天是虾蛄弹的产卵季，挑
母的为佳，只只肉肥膏美，拿起背
对光线，若背部有条褐色的线从
头连到尾，没错了，那便是膏。这

样上等的虾蛄弹清水快煮最好，
原味至简至一，是海岛人致敬鲜
货的惯用方式。一盘虾蛄弹在
前，都懒得客套，口水泛溢，手指
发痒，果断出手剥壳，红褐色的膏
像一条玛瑙项链镶在雪白的肉
上，连肉带膏咬下，软的肉韧的
膏，嚼起来油润丰美，鲜中带甜，
让人欲罢不能。

可不要小看没了膏的秋冬的
虾蛄弹，这个时节尽量买公的，没
有生产过的公虾蛄弹肉质更厚实
肥美，选购时，以眼睛清亮、外
壳青绿有光泽、弓着背的为新鲜
的标准。天冷了，人们更需要肥
甘厚味的食物，于是，虾蛄弹多
数被做成了椒盐的。一道成功的
椒盐虾蛄弹是经沸油炸、香料
炒、椒盐提味之后，香味能夺
魂，滋味会穿过外壳入侵到肉里
的。“嘎嚓”一口，壳酥脆如薯片，
肉紧致弹牙，丝丝入味，边剥壳
边嘬手指为吃椒盐虾蛄弹的正确
姿势，面对如此美味，哪舍得浪费
一点儿。

除了清蒸、椒盐，爆炒和生腌
也是惯常吃法。虾蛄弹不够新鲜
或者冰冻过，父亲就放葱姜蒜等
爆炒，油光红亮，口味浓郁，特别
费米饭。生腌虾蛄弹，我们叫“呛
虾蛄弹”，步骤相当简单，开水凉
透后放盐，让洗净的虾蛄弹淹没
于盐水中，倒点白酒，冷藏起来，
数小时后即可食用。父亲习惯以
汤饭为早餐，在他眼里，呛虾蛄弹
蘸米醋是汤饭的绝配，热乎乎的
汤饭就着冰冰凉的呛虾蛄弹，他
能“唿唿唿”吃掉两大碗。

每到虾蛄弹捕捞季，父母亲
会大量买进，一部分煮熟了晒干，
一部分剥肉冷冻，他们怕我和弟
弟在外吃不到虾蛄弹，就想法子
保存，等我们回去就能美美享用
了。生的虾蛄弹极难剥壳，也费
时，父亲和母亲的手指常被刺得
血淋淋的。

我一直觉得，解冻后的虾蛄
弹肉炖蛋是不可多得的至味，每
一口都值得好好珍惜。这世上，
能花大量时间和精力默默为你剥
虾蛄弹的人，能有几个呢？

虾蛄弹不是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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