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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
风景 安阳散记 □徐子鸣

夏令时节，在众多当季蔬菜中，吃
夜开花是最相宜的。这本末如一的长
条的瓜，俗语叫做蒲子，又称 子，它的
正式名称则叫瓠瓜。夜开花性寒凉，止
渴消热，有一定的保健和药用功能。周
作人说，夏天吃饭有一碗 子汤（即夜
开花汤），倒是很素净也鲜美可口。这
是知味之言。夜开花于酷暑中透着丝
丝的凉意，你瞧，这淡淡的青、隐隐的
白，色泽够诱人。且其色介于青白之
间，近内则偏向于白，近表则倾向于青，
青白相间，煞是好看。

我常在离家不远的一家老宁波风
味饭店用餐，有时一道用夜开花豆板搭
配鳝鱼烹制的宁式鳝丝，一盆冷菜，一
瓶啤酒，吃得津津有味。我不太喜欢用
韭菜或韭菜芽制作鳝糊，特别钟情于夜
开花做帮头，除非是每年二三月份新上
市的鲜嫩春韭。夜开花软软的，再加上
新鲜蚕豆肉，颗颗碧绿镶嵌其间，这样
做出来的老宁波鳝糊咋叫人不爱呢！
蚕豆肉，有些地方叫蚕豆米，可与肉丁、
火腿丁同烩，其味也不错，关键是要鲜
嫩的蚕豆，若用干蚕豆泡涨后剥皮，也
可制作上面的菜，只是味道大为逊色
了。

夜开花塞肉也是一道时令菜。夜
开花挖掉当中的籽和瓤，切成一段一段
的，塞进肉糜，放油里稍许一煸，而后加
酱油，做成红烧的夜开花塞肉，风味别
具一格——地道的宁波家常味。吃着
这菜，令我想起另一道夜开花豆肉羹，
儿时常吃的家乡风味菜。这道平常菜，
饭店里不一定有，其实把它列在夏季时
蔬之中，倒比其他蔬菜诱人。时下，酒
店餐馆的蔬菜大多一般，夜开花豆肉羹
这样的家常菜大可上桌。

民间有好菜，若去采风，粗菜细做，
食客定是欢迎的。就说夜开花，周作人
在《 子汤》里有言：“ 子的汤是很简
单的，只是去皮切片，同笋干等物煮了
加酱油而已。”他又说：“每年在夏至那
天照例要吃蒲丝饼，用 子切丝煮熟，
加面粉、白糖和匀，入油中煎之，每片约
如手掌大，小时候很喜欢吃，同中原的
南瓜饼一样。”这蒲丝饼饭店也可一试，
说不定也能像当年的南瓜饼一样红火
一阵子呢。

多年前，在甬上餐饮名店汉通曾有
幸品尝过中国烹饪大师、甬菜大家戴永
明先生烹制的创新宁波菜——瓜柱虾
丝，至今仍记忆犹新。此道菜，在形状上
采用少见的双层围边，把虾丝“围困”其
中，围边一橙一绿，参差相映。其间十只
瓜柱，亭亭玉立。这瓜柱便是用夜开花
做的，经高汤吊鲜，糯而软，入口即化，既
有质感，又鲜美怡人。夜开花烹饪到如
此境界，真可谓时蔬馔羞中的佳品！

终于到了安阳，我入住市中心的安阳宾
馆。说实话，专门来一趟这座位于河南省最北
端的三线城市，还挺不容易的。但它毕竟是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尤其有
着殷墟和大运河永济渠两大世界文化遗产，不
到此一游，心头总觉得存有一种遗憾。

早起出门健身，慢跑到离宾馆不远的天宁
寺。8月的阳光已经升起，映照得整个寺院轮
廓分明。暗红色的围墙边全是在早锻炼的人
们，有打拳的，有舞剑的，倒没见有跳广场舞
的。沿着天宁寺转了一圈，规模并不大，唯有
寺内的古塔造型颇为别致，我还是头一次见
到。整体为砖木结构的塔身，坐落在2米多高
的圆形莲花座上，上面五层由下往上逐层增
大，呈伞状向外伸展，细瞧八面的砖雕上，还
刻有栩栩如生的佛教故事。询问一位正在寺
边散步的老伯，他认真地告诉说：这塔叫天宁
寺塔，又称为文峰塔，是安阳古城的标志性建
筑。它由辽式塔身和藏式塔刹相结合，建成已
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安阳曾发生过几次七
级以上的地震，此塔都是屹立不倒，是很珍贵
的文物呵！老伯还指点道，在塔内可攀登72
个台阶到塔顶，能一览全城的风貌。但此时寺
院还没到开放时间，塔门紧闭，我无缘眼福
了。沿着解放路，走在安阳的街头，看到宽阔
的道路上车辆并不拥堵，上班的人们步履也不
显匆忙，路边早餐摊摆着粽子，个头足有半公
斤以上……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大概
过得还是比较悠闲的。

或许是安阳的用地并不紧张的缘故吧，我
发现城里的几座博物馆四周都很空旷，前面都
有开阔的广场，远望过去非常显眼。来到中国
文字博物馆，我自摆了一个乌龙：因忙于拍摄
广场上正逗玩鸽子的孩子，没有看清前面大理
石基座上的馆名，走进馆内又没顺序参观，加
上观众摩肩接踵，起初竟以为是到了殷墟博物
苑。据介绍，2001年4月，安阳市政府启动殷
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时任河南省省长的
李克强要求将文字博物馆建在安阳。建馆工
程历时两年，于 2009 年 11 月 16 日正式开
馆。整体建筑集殷商宫廷韵味与现代建筑风
格于一体，给人以巍峨壮观、恢宏大气之感。
一楼大厅也是馆序厅，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天
圆地方的理念，四周的浮雕分别展示了中国文
字载体发展史、中国书法发展史，以及一片甲
骨惊天下和少数民族文字大家庭的盛况。展
厅则分为“字法自然”“甲骨纪事”“钟鼎千秋”

“物以载文”“文字一统”“由隶到楷”“说字传
义”等内容，以汉字为主干，少数民族文字为
重要组成部分，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
诠释了古汉字的结构特征和演化历程。对于
我一个学汉语言文学的人来说，着实是上了一
堂形象的汉字基础知识课。

前往位于安阳西北郊小屯村的殷墟博物
苑时，不知是司机从没走过这条路，还是一时
糊涂了，明明景区就在前面，他开着车子愣是
转不出去，最后硬是从一条茅草丛生的小路闯
了出来。好不容易来到博物苑简单而朴实的
栅栏门前，上面有“殷墟宫殿宗庙遗址”的匾
额。进门迎面就是世界青铜器之最的后母戍
鼎，当然原件已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了。这件殷
墟王陵区出土的青铜礼器，高为1.33米，重达
875公斤，造型庞大雄浑，纹饰精致细腻，其铸
造方法之先进，当今的冶金专家都为之叹服，
充分反映了商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和人民
的创造能力。整个博物苑的展厅都设在地下，
主要展品就是挖掘出来的甲骨文和青铜器。
其中的甲骨文，目前已从挖掘出来的约15万
片甲骨中，共发现了4500个单字。这些文字
都为当时占卜的记录，但所记录的内容却涉及
商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也使
殷墟成为秦之前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
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我走马观花
般地看完展品，只能是大致领略一番，要想深
入探究殷商文化，那得有专家的水平了。

在安阳城里晃悠了两天，也品尝了当地有
名的小吃安阳血糕。它用荞麦面拌以猪血，再
加上配料，蒸成条状的糕块。当地人都说营养
丰富、酥香适口，我沾着蒜汁吃了后，觉得味道
不对口味，尝过就作罢，想必这也是所谓的“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了吧。晚上买了张安阳地
图，躺在床上慢慢查找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一
逛，忽然发现安阳河北岸注着小小的“袁林”两
字，再仔细一查，乃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墓
地，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很有点意外的欣
喜了！隔天上午叫了辆出租车，起步价仅5元，
到了目的地只付了7元钱。袁林又称袁公林，
当地百姓叫袁坟，位于安阳洹上村东北角的太
平庄，环境非常清幽。据史料记载，袁世凯是
河南项城人，他清末下野时曾隐居于洹上村，
1916年6月6日病逝后，北洋政府按其“葬吾洹
上”的遗愿，耗资73万银两，历时两年多，在此
处建成了占地140亩的墓园。然而我从南到北
走遍墓园，发觉整体的设计较为怪异和奇特，
前半部分的照壁、牌坊、神道、亭碑，以及红墙
绿瓦的享堂大院，都是仿照明清皇陵的格局，
而后半部分的墓冢，包括大铁门、石供台等，皆
是西洋建筑风格。有人说这是古今并用、中西
合璧，既折射出袁世凯多变的身份，又反映了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特征。我想如此的说
法，实在也是后人的一种肆意附会，当初的设
计者想必不会有今人的政治觉悟吧！1952年，
毛泽东主席赴安阳视察，途中至袁公林参观时
指出：袁公林虽是袁世凯的墓地，但还应该保
存下来，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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