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ntrbwhsd@qq.com

编辑：顾遐 美编：邵云飞 校对：曹云 组版：蒋培荣

2023年3月13日 星期一A7 广玉兰

笋，蔬食中第一品
□安铁生

教你猜灯谜（二十一）

谜底：1.淮安跑得快（怀安跑得快，
怀：怀孕，安：安能）2.无霜期（无双期）
3.白素贞（白素真，素：素来）4.洗衣液
（喜一夜）5.胰腺炎（宜献言）6.德艺双
馨（得意霜欣）

五湖四海盘中算
□孙同林

植树乐
□海德

张謇与对联
□徐俊杰

朋友，您知道米丘林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米丘林上过中学

课本，成为许多青年学习的榜样、理想
的偶像。米丘林是苏联杰出的植物学
家，伟大的自然改造者。他的名字曾经
为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尤其是
学习科学的青年所熟悉。

我家屋后有条小河，一棵树临水而
生，粗壮的树干横亘于水面。人蹲着洗
菜淘米汰衣服，昂起的树头撑起一片绿
荫，挡住夏天火辣辣的阳光。小河也是
我们小孩子的天然游泳池。家门口的
小沟旁，有几棵长势茂盛的杨树，绿荫
遍地。夏天，大嫂子小婶子坐在树下边
纳鞋底边聊天。我们拿出一块门板，靠
着树根放平躺下，在一阵一阵蝉声中午
睡。大人说，杨树长不大的，不是虫蛀
就是枯死，我们河边的杨树却长得壮壮
实实，树头蓬勃得如一把把绿伞。开春
时，绿芽满枝头，大家争相采摘，回家做

青团，品尝春天的味道。问起这些杨
树，谁人所栽？没有人能说清楚。反正
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哥哥结婚，父母把河边世居老屋让
出来。我们搬到新园舍，两间草房，光
秃秃的，没树没荫。我们就房前屋后栽
树，绿化祖国，从植树做起，从自家做
起。父母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梸。栽树
还有这么多讲究？原来是桑与商同音，
南通话“商”，是借讨的意思，开门看桑
（商），不好听，不吉利。“梸”音同“利”，
栽在屋后“利”看不见，看见了也是“后
利”。于是调换过来，前面栽梸后边栽
桑，“利前后商，全家沾光”。屋前还栽
了两棵榆树，年年有“余”，顺遂吉祥啊！

我们临江大队南边紧邻桃园大队，
坐落在狼山脚下。阳春三月，桃花开
放，粉色满园，云蒸霞蔚。新鲜桃子上
市，个个如样，犹如寿星献桃，让人垂涎
三尺。我和弟弟在后门口栽了两棵桃

树，结的桃子只有银杏大。我家的桃树
比桃园的高大，枝繁叶茂，桃子结得又
少又小；而桃园桃树矮而胖，桃子挂满
枝头，怎么回事？母亲说得好，桃树也
像人一样，你看邻居月侯娘，身材矮小，
养了丫头小子七八个；琴侯娘高个子大
汉似的，生了一个独苗苗。没想到，目
不识丁的母亲说起话来蛮风趣，且句句
充满生活哲理。

那时，我正好学了课文《苏联科学
家米丘林》，才知道桃园的桃树是经过
嫁接培育的新品种。米丘林一生兢兢
业业，克勤克俭，生活上保持简朴，研究
上精益求精。他毕生培育出果树新品
种300多种，在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创
立了“米丘林学说”。他提出，生物学的
基本原则是主物体与生活条件的统
一。他认为生物对生活条件有高度选
择性，而生活条件对生物的发育和遗传
变异则起主导作用。遗传性是生物基
本特性之一，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遗传性
也在变化和发展，获得性状可以遗传。
人类控制生活条件，或者进行有性的或
无性的杂交，以及用驯化等手段来动摇
或改变植物的遗传性，实现定向培育，
创造人类所需要的新品种。

对于米丘林的高深理论，我弄不
懂，也不想弄懂，我只知道“嫁接”。我
叫弟弟做帮手，从桃园折回两根桃树
枝，把我家桃树的一根枝削掉，把两种
树枝的横切面对接，固定好。每天放
学回家都要观察一番，俨然一个小小
科学家，期待嫁接成功，期盼奇迹出
现。开始几天，嫁接树枝叶子青绿如
初，一周过后，叶尖开始卷缩，大势不
妙，应该舒展才对。果然，树叶枯萎、掉
光……嫁接失败。第二年，继续追寻

“小米丘林”的梦想，也以失败告终。连
续几年，没有出现奇迹，只好罢休。嫁
接，不是我们小孩儿过家家，如此这般，
科学家也就不叫“科学家”了。嫁接，非
同儿戏，受果树种类、生长环境、季节
条件等诸多因素影响，犹如古人所言

“天时、地利、人和”。米丘林理论，在
解放初期的中国盛行多年，青年科学工
作者奉为圣典。科学理论是不断发展、
不断修正、不断完善的，米丘林理论也
不例外。袁隆平是我国最伟大的科学
家之一，他培养杂交水稻，曾受米丘林

理论的影响。后来结合中国国情，转而
学习其他理论，在学术上闯出自己的一
片新天地，解决了中国无数人的口粮问
题。谈到米丘林理论，袁隆平后来跟学
生们说：“幸亏我梦醒得早，没拴死在一
棵树上。”

我家的桃树不适合嫁接，土生土长
原生态，生搬硬套外国理论和方法行不
通。十年下来，我家的桃树茁壮生长，根
深叶茂，桃子虽小但甜。有一年结满枝
头，青里透红，采摘了一篮子。母亲说，
今年桃树是大年，结得多，明年就少了。
果然，次年真的少得许多。神了，母亲算
得真准！原来果树是分大年小年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权修》
中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最难长的是柞榛树，“南通柞榛胜
过紫檀木”，可见其金贵。柞榛做的小
型家具或者把玩小件，不走形，不裂缝，
牢固耐用，是富贵人家的首选，也是收
藏极品。柞榛，纯粹自然生长，栽种的
人极少，民间有“爷爷种树，孙子乘凉”
之说。一般的树种，是当代栽树当代乘
凉，上乘品种如梸树、榆树、桑树，质地
紧密、光滑、细腻、结实，适合做家具。
长势缓慢的银杏树，当代人栽种也能摘
到银杏果。长得最快的要数水杉，没有
几年就长成十几米高，而且笔直，从不
转弯扭曲，杉木作梁建房，材质虽然比
松木还松，但经济实惠。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建设狼山海
港，我家房子拆迁，当年栽下的树已秀
木成林，砍伐后，运到九圩港的南通驳
船厂调换杉木建房屋。桑树、梸树、榆
树，树质坚韧但弯曲不直，不适宜建房
造屋，做柱做梁。而船上舵、轮等部位
零件需要这些耐磨耐用、细腻光滑、弯
里曲拐的木料。物尽其用，树尽其材，
对于驳船厂来说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正好派上了用场。换回来的杉木
做了新屋的顶梁，进门看梁，住在里面
心情舒畅。十年树木，我们收获了自己
栽种树木的快乐和喜悦……

配图楼传兴

谜格除了对谜底字形增减及排列顺
序进行改造外，还有一类是将谜底中某
些或全部文字用谐音来读（即用同音字
代替）扣合谜面，这一类谜格称作谐读类
谜格。它与现在网络或脱口秀中的谐音
梗相类似。根据谐读字的位置和数量的
不同，这类谜格又分为：白头格、素心格、
粉底格、梨花格等等。

白头格，又名白首格、皓首格、素冠
格等，谜底不少于二字，将首字用谐音
的别字来代替。如：“野火烧不尽”（三
字电视剧，白头格）刘老根（留着老根）。

素心格，又名玉带格、夹雪格、素腰
格等，谜底字数不少于三字的单数，将中
间一字用谐音的别字来代替。如：默读
（三字学科，素心格）心理学（心里学）。

粉底格，又名白足格、踏雪格、素履
格等，谜底不少于二字，将最后一字用谐
音的别字来代替。如：吕奉先辕门射戟
（西藏著名景点，粉底格）布达拉宫（布达
拉弓，吕奉先即吕布）。

梨花格，又名飞白格、谐音格、全白格
等，谜底不少于二字，谜底全部用谐音的
别字来代替。如：放翁含恨（电脑配件，梨
花格）路由器（陆游气，陆游，号放翁）。

白头、素心、粉底、梨花格谜一束，
请君试猜：

1. 有孕焉能疾步行 （5 字扑克游
戏，白头格）

2.希望脱单（3字农业词语，素心格）
3.说话从来不虚假（3字民间故事

人物，粉底格 ）
4.通宵乐（3字日化用品，梨花格）
5.正是进谏好时机（3字疾病，梨花格）
6.骄傲自满白开心（成语，梨花格）

（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

春天的鲜蔬多，当然少不了第一品春笋。炒、炖、腌、熘
都是不二选择。

20世纪末我在宁波工作，曾去过几次浙江最著名的饭
店“楼外楼”，为接待客户订宴席。除了山珍海味，西湖宋嫂
醋鱼、笋烧肉也是必点的名肴。有人问，笋烧肉是江浙一带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乡土菜，为什么要在高档的楼外楼吃
呢？这就与著名漫画家丁聪的名作《笋烧肉》有关了。那是
他为庆贺中华老字号楼外楼创办150周年时留下的作品。画
面中间站着一位楼外楼女服务员，双手端着砂锅笋烧肉，左边
站着宋代苏东坡，右边站着清代郑板桥，穿越时空、穿帮搞笑
的两人，各执一双筷子大眼圆睁，俯首盯着那钵笋烧肉。丁聪
请出东坡、板桥二公，用名人作宣传当然吸引眼球。丁聪在配
文中引出，“郑板桥先生平生爱竹喜竹画竹，与竹为伴并有诗
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然后打出自己酷爱食肉的大
旗，与郑板桥反其道而行之：“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可
谓针锋相对。于是又请来“爱竹复爱肉的苏东坡先生”作协
调，记述东坡先生诗云：“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若要不
瘦又不俗，天天笋烧肉。”幽默而有味。杭州人吴君还作小
诗调侃：“东坡肉，板桥竹，名楼好佳肴笋烧肉，苏郑不俗当
爱竹，小丁不瘦偏爱肉！”

其实，酷爱竹又喜食笋的除了东坡、板桥，还有位出生
于如皋的文化名人李渔。李渔是生活情趣浓厚的大家，在
《闲情偶寄》中说：“惟竹不然，移入庭中，即成高树，能令俗
人不舍，不转盼而成高士之庐。神哉此君！”当然，李渔更爱
食笋，认为“此蔬食中第一品也，肥羊嫩豕何足比肩！”远肥
腻，甘蔬素，是李渔养性修身的重要内容，“吾为饮食之道，
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之所以将笋列为第一，他说：“论蔬食
之美者，曰清、曰洁、曰芳馥、曰松脆而已矣。不知其至美所
在，能居肉食之上者，忝在一字之鲜。”笋的风味特点正在于
鲜美。李渔从小在如皋长大，当然如皋人爱食笋，但不及浙
江人，在其19岁父亲去世前，家中伙食一直是浙江风味为
主，笋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鲜蔬，习惯成爱好，“不负春天不
负鲜”，将笋列为“蔬食中第一品”，不足为怪。

“食笋之法多端，不能悉纪，请以两言概之，曰：素宜白
水，荤用肥猪。”李渔作了详细解读：“食笋，若以他物伴之，
香油和之，则陈味夺鲜，而笋之真趣没矣。白煮俟熟，略加
酱油。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此类是也。”这白水煮笋
之“孤行”，是他品尝原汁原味的独到诀窍。“以之伴荤，则牛
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独宜于豕，又独宜于肥。肥非欲其
腻也，肉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但觉其鲜之至
也。烹之既熟，肥肉尽当去之，即汁亦不宜多存，存其半而
益以清汤。调和之物，惟醋与酒。此制荤笋之大凡也。笋
之为物，不止孤行并用，各见其美。”这大概也是笋宜烧猪
肉，楼外楼重点推出笋烧肉的缘故。董必武诗句：“昭苏万
物春风里，更有笋尖出土忙。”笋是蔬菜，又鲜于蔬菜，更脱
俗于荤腥，大有文人隐士之风，难怪李渔酷爱笋呢。

“七子之家隔两行，十全归一道
沧桑。五湖四海盘中算，三教九流珠
上忙。柴米油盐小黎庶，江山社稷大
朝堂。八方天地经营手，六六无穷今
古章。”这是一首描写算盘的诗。文
字形象生动，内容贴切准确。

我与算盘结缘于少年时代。乡
下人历来敬重会打算盘的人，称其为
先生。我的一个本家老人算盘打得
好，按辈分，他是我的祖父辈，祖父便
让我也叫他爹爹（如东西路乡下将祖
父叫爹爹），并请他教我学算盘，我就
顺嘴叫他算盘爹爹。算盘爹爹家是
富农成分，而我家是贫农，在那个特
定年代，他很乐意跟我家接近。算盘
爹爹教我很上心，隔不了几天就要关
心一下我的学习情况，再讲一些新知
识。在算盘爹爹那里，我懂得了不少
关于算盘的常识。

算盘为长方形，由框、梁、档、珠
构成，整个算盘均为木制（有的算盘
用两根铜档，以固定算盘的框），档上
串有算珠。算盘多为13档，少的有9
档，最多的曾见过27档。横在算盘中
间把算珠分成上下两部分的为梁，每
档7颗算珠，横梁上两颗，横梁下5
颗。梁上的两颗珠子每颗以5计数，
梁下的五颗珠子每颗表示１个数。
在计算上，算盘爹爹讲了几个要点：
其一是“进位”；其二是对加减法运算
时一定要记得“个位对准个位，十位
对十位，百位对百位……”；其三，空
档表示零。只要记住这三点，就基本
掌握了加减法技术。

算盘爹爹常说的一句话是：“拳
不离手，曲不离口”。为了加快打算
盘的速度，算盘爹爹教我练“666”（从
1加到36）和“5050”（从1加到100），
在确保准确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快速
度。后来还练过“三盘合九”和“九盘
合九”。三盘合九就是将算盘上拨出

1-9九个数，然后见一加一，见二加
二……见九加九，三盘就将算盘上的
1-9的形式变为9-1。而九盘合九则
是对算盘上的1-9定位，一直以1-9
相加，至九遍，算盘上的1-9形式变
为 9-1，这个做法主要是练习定位
准，速度快，得数准确。每次，算盘爹
爹总要先作示范，他打算盘不仅快，
且准确率高，令我敬佩不已。听祖父
说，算盘爹爹以前在家里管账，人称
大先生。

为了提高我对算盘的兴趣，算盘
爹爹还给我说过一些谜语，比如有一
条我至今还记得：“竖起来一扇窗，放
下来一张床，下面睡兄弟五个，上面
睡姊妹一双。”谜语形象地描述了算
盘的形状。在祖父的督促下，在算盘
爹爹的引导下，我进步很快。

我1975年参加工作，3年以后，
被单位调整到会计岗位，先是做辅助
会计，后又担任总账会计，从此，算盘
成了我日常工作的必需品，结账、记
账、发工资等等，都离不开算盘。由
于我有打算盘的基础，又经过努力，
终于成为单位的理财好手。一次，系
统搞珠算比赛，开赛前，选手们忙着
清盘，将算盘上靠中梁上下的珠子用
手指逐一拨开，场内噼里啪啦乱响。
我坐到桌前，随手抓住算盘的底部，
将前部稍稍抬起，然后轻轻一摆，叭
的一声，挨着梁子的算珠齐刷刷地分
到上下两端。坐在我身旁的几位选
手看了，心里一惊，以为遇上高手，不
由紧张起来，他们一紧张，居然让我
在比赛中获得较高名次。其实，那一
手，大多老会计都会，我的这点小技
巧就是在平时练习时学会的。

几年前，在南通珠算博物馆，我
看到馆内收藏的各种算盘，形状不
一、材质各异。大多算盘为木制，有
香樟的、红木的、楠木的等等，多用铜

皮包角。也看到过水晶、象牙算盘，
这种算盘多小巧玲珑，做工精致，但
大多为观赏品，不太实用。后来，我
还在朋友的钥匙圈上看到过一只算
盘挂件，极精致，珠子一个不少，只是
拨动时，需要用牙签，再尖巧的手指
也显得粗笨。听朋友讲，算盘有避邪
作用，古时候富豪人家会在小孩脖子
上挂一只“百眼筛”，那就是算盘。

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
录·算盘》中说：“古人布算以筹，今用
算盘，以木为珠，不知何人所造，亦未
审起于何代。案陶南村《辍耕录》有
走盘珠、算盘珠之喻，则元代已有之
矣。”明永乐年间编纂的《鲁班木经》
中，介绍有算盘的制作规格、尺寸：

“算盘式：一尺二寸长，四寸二分大。
框六分厚，九分大，……线上二子，一
寸一分；线下五子，三寸一分。长短
大小，看子而做。”

近年来，有专家考证，算盘起源
于唐朝，依据是，在宋代名画《清明上
河图》中，有一家药铺，正面柜台上赫
然放着一架算盘。算盘出现的年代，
目前未有定论，有待进一步考证。

随着计算技术软件的开发应用，
尤其是智能手机自带计算功能，算
盘，这个活跃在人们生活中上千年的
计算工具被取代了。但是，我还是很
佩服祖先的大智慧，要知道，中国的
算盘因为制作简单，运算简便，所以
得到广泛应用，在阿拉伯数字出现以
前，它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工
具，并且流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
国家和地区。有人说，我国的两弹一
星就是靠算盘拨出来的，核潜艇的研
制，算盘也功不可没。

一首《算盘》诗写得好：“身方气
正骨铮铮，起落铿锵和璧声。排好良
心一串串，不谋私利为天平。”算盘不
仅能算账，更能教人正直、公正。

对课是对联的基础，俗称对对子，旧时私塾中的一种功
课，讲究“属对森严，造语雅健”。当年会对对子只是平常事，
但是能对好并不容易，能不能对出高超的意境，更能看出一个
人的胸怀和抱负。张謇（当时用吴起元的名号）是从十一岁开
始学习属对，一开始连基本的平仄也不了解，但是总能对得很
大气。一次，张謇用“日悬天上”对先生的“月沉水底”，父亲张
彭年知道后感觉孺子可教，就把先生请到家里。这个对子虽
然不谐平仄，但却开启了张謇的真正读书之路。

很多人知道张謇，是从他的一个对句故事开始的。这
个故事记录在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中。张謇十二岁的一
天，父亲张彭年来私塾，先生宋蓬山可能想展示一下教学成
果，当时正好有一武弁骑马过门外，遂即兴以“人骑白马门
前过”命对，张謇应曰“我踏金鳌海上来”。先生大喜。张彭
年也高兴得很，回去就急忙告诉张謇母亲。还是母亲冷静，
说：“儿子固然可喜，但是不要过分称赞他，将来能不能成才
还不知道呢。”

张謇日记中，有一段关于属对的记录堪称经典。光绪
八年（1882）的一天，张謇在朝鲜与吏部参判金昌熙（石菱）
交谈。石菱人虽姓金，但分不清金属的品类，张謇戏以“论
金不辨青黄赤”让他对。黄即黄金，而青金为铅、赤金为
铜。石菱大喜，认为非常切合，就请张謇自己对，把完整的
对联送给他。因石菱出使过中国，张謇就以“观乐能知雅颂
风”为对，石菱更高兴了，问还能对吗？张謇娓娓道来：“标
卷平分甲丙乙”“贡赋犹区下上中”“闻乐徐参肉竹丝”“品酒
能分碧白红”。其属对功夫，可见一斑。

会对对子，自然也就会自撰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应
用文体，对联在题赠贺挽的日常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张謇是从二十多岁起就已经是高水平的对联作家，除
了自己撰联，还经常受邀替别人代撰联文，在他的日记中有
大量的相关记录。以挽联为例，1878年乌鲁木齐都统英翰
去世，张謇花了一天工夫，代吴长庆、束纶各撰书挽联三副，
而且都是长联，六副对联总计近三百字；1884年吴长庆去
世，张謇更代人作挽联多达八副；1925年孙中山去世，张謇
一口气撰写五副挽联，除自己一副，分别代张詧、张孝若、县
长卢鸿钧、南通女子师范学校。

因为书法造诣精深，张謇所书对联尤其为人珍视，沧桑
百年，至今依然有数百副存世，绝大部分是张謇多次卖字时
期的作品，对联内容则多是集前人诗句，而且大多不是张謇
本人所集。当年想求得一副张謇撰书的题联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1923年，钱基博为其父钱祖耆求一联，张謇还是很
给面子，破例撰书“金匮纲由书有太史子，泰山耸秀若颍川君”
八言联为赠。如今原迹已不存，某书家重写刻挂于钱钟书
故居，可惜其中的“纲由”字误为“抽”。

翁同龢去世之前，写了一副自挽联遗嘱由张謇书，联
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而张謇也有自撰
生挽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长伴五山灵。”师生二人倶以
对联来总结自己的一生。

张謇一生创作数以千计的对联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
文化遗产，在《张謇全集》中可见其全貌。逸散在外的，有时也
能见到，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王瑶卿、王凤卿兄弟之母逝世，
张謇撰书的一副挽联：“百年真逆旅光阴，荠味能同茶味苦；二
子并教坊领袖，梅郎所敬李郎师”。（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