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正值夏季，耳边不时传来蝉的叫声，让闷热的天气更加烦躁，令人如
坐针毡。不过，这小小的蝉，鸣叫了可不止一天两天了，而有整整几千年的历
史。与我们对蝉的态度不同，古人对蝉却是特别喜爱，并且大费心思，用珍贵
的玉材塑造以表崇拜。
古人认为蝉性高洁，超凡脱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蝉蜕于浊秽，以浮

游尘埃之外。”认为蝉在最后脱壳成为成虫之前，一直生活在污泥浊水之中，等脱壳
化为蝉时，飞到高高的树上，只饮露水，可谓出污泥而不染，故而古人十分推崇。
从汉代以来，皆以蝉的羽化比喻人能重生。如将玉蝉放于死者口中，成语中称

为“蝉形玉含”，寓精神不死，再生复活。还把玉蝉佩于身上表示高洁。因此，玉蝉既
是生人的佩饰，也是死者的葬玉。如今在汉代以来的出土文物中，常可以见到各式
各样的蝉形玉含，即使在现代的玉石中，也常能发现这类玉石。
今人讨厌蝉鸣，而古人却喜听蝉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从蝉的不

同鸣叫声中，理解出了不同的意境。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有一
段关于鸣蝉的文字：“三伏鸣者，声躁以急，如曰伏天、伏天；入秋而凉，鸣则凄
短，如曰秋凉、秋凉。取者以胶首竿承焉，惊而飞也，鸣则攸然；其粘也，鸣切
切，如曰吱吱；入乎手而握之，鸣悲有求，如曰施施。”
唐代诗人虞世南从这种蝉鸣中听出了一个人名声的重要，他的《蝉》诗

云：“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诗中包含了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
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借，自能声名远播。这里所突出强调的是人格的美，人格
的力量。唐太宗曾多次称赏过虞世南的“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
翰），而诗人笔下的人格化的“蝉”，可能也带些自我性情的抒发吧。
李商隐则听出了惺惺相惜，由蝉的立身高洁联想到自己的清白，由蝉之无人

同情联想自己同样也是无同道相知，所以他在《蝉》中说：“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
声。”宋代词人王沂孙则听出了悲伤，他的《齐天乐·蝉》词称：“病翼惊秋，枯形阅世，
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而柳永更是借寒蝉道尽了离愁
别绪，他在《雨霖铃》中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古人的咏蝉诗，最著名的当属南朝诗人王籍的《入若耶溪》：“蝉噪林逾

静，鸟鸣山更幽。”诗人从鸣蝉噪声中感受出了夏之静美，升华到了“禅境”，此
时的“蝉”与“禅”达到了殊途同归之妙。当然，古人并不都认为蝉是品德高尚
的化身，唐代诗人陆龟蒙便认为蝉趋炎附势，其《蝉》诗称：“只凭风作使，全仰
柳为都；一腹清何甚，双翎薄更无。”
古人缘何独爱蝉？大多数古人是在顾影自怜，以蝉自诩。在他们心中，蝉

高洁得不食人间烟火，生命凄凉短暂，却照样奏响生命的乐章。这的确很像一
些古人生命的自画像。这恐怕也是古人爱蝉的原因吧。

与冬天的冷不一样，冷可以多穿两件衣服御寒，而夏天的热，
如果没有空调，那才叫让人难熬。因此，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讨厌过
夏天。可夏天也有它的好处，比如，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母亲就会
做各式各样的酱，那是夏天我最爱吃的美味。
每年夏天，母亲做的酱，花色品种很多，有蚕豆酱、黄豆酱、豌

豆酱，还有甜酱、青果酱等。其中，数蚕豆酱最好吃，做起来也最费
工夫。
母亲做蚕豆酱时，先将蚕豆放入温水中浸泡，等到蚕豆吸饱水

分之后，再一一剥去外壳。干这种活最耗时，母亲通常也会让我们
一起参与，一人一份。刚开始剥还比较顺利，时间一长指甲泡软了，
一使劲便向外翻，触电一般，浑身酸麻很难受。没办法，我们只好用
牙啃。
等我们把蚕豆剥了皮，母亲就会把蚕豆米收到一起，用清水反

复淘洗，沥干后，放到蒸笼上蒸。母亲说，此时一定要把握好火候，
不能蒸得太熟，太熟了，一捏就烂；也不能蒸得太生，太生了下酱后
会捏不烂。
等蒸熟的蚕豆米凉下来，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用麦面拌匀，放

在筐箩、筛子里面，摊匀，接着盖上高粱叶、艾草，或是麻叶，再挪进
房屋的阴暗角落。这个时候，母亲告诫说，不仅筐箩筛子不能移动，
连窗户和门也不能打开，更不许我们掀开叶子偷窥。因为母亲的告
诫，对年幼的我们来说，做酱，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就这样，等过了一周时间，母亲再去揭去盖在蚕豆米上的叶

子，奇迹出现了，呈现在眼前的是绿茸茸的霉层，恰似生长在青石
板上的青苔，好看极了。上了霉的蚕豆，或者是黄豆、豌豆，通称酱
豆子。母亲做黄豆酱、豌豆酱的做法，大致和蚕豆酱相同。
接下来的工序是，母亲会拿发了霉的酱豆子到室外，使其饱经

日晒。晒透之后，正是一年最热的大暑天，早晨，将烧开的水加盐放
缸里凉透，把酱豆子放进去和匀，盖上玻璃，再放到太阳下暴晒成
暗红色，油光光的。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带着自豪的神情，用手一掀
开盖子，一股带着鲜气的酱味就会扑面而来。母亲做的酱，既可以
当菜吃，亦可以酱吃，花样翻尽，滋味无穷。
在我农村老家，每年大暑天，几乎家家都会做酱。小时候，我们

常常捧着饭碗，去左邻右舍串门，也会尝尝各家酱的味道，然后啧
啧称赞一番，那味道，至今还唇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新物语】

古人爱蝉寓意深
◎艾里香

【新食话】

夏日酱飘香
◎鲍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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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朱莉美》
作者:连谏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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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来得及拨电话，穆晓晨就忍
不住了，睁开眼，一把夺过手机，说：又
偷看我手机，你烦不烦啊？
这要以往，我会嬉皮笑脸跟她耍赖
跟她解释，但现在我一脑门黑蘑菇云，
嬉皮笑脸不起来，甚至苦大仇深，指着
手机问：这个洛名宇是哪个洛名宇？
穆晓晨一怔，好像不明白我为什么
会这么问，一副懒得理我大惊小怪的样
子说:当然是洛市长那个洛名宇了。
你怎么和他认识的？我明显感觉

到了心跳在加快。穆晓晨
把手机往枕头底下一掖，
躺下，闭眼，好像我完全
是在无理取闹。我说：穆
晓晨你不用装睡，这事你
不解释明白了我跟你没
完。穆晓晨闭着眼，很坦
然的样子继续装睡。
我跪在她的枕头前，
几乎要声泪俱下了，说：
穆晓晨，你给我起来，你
不给我说清楚我会死的。
穆晓晨可能不想担害死
亲夫的罪名，只好坐起来。跟我说，几
年前，市长大人为了表示自己亲民，在
他们台开了一档早间节目叫市长在
线，穆晓晨是主持人，洛市长是嘉宾。
节目做了大半年，因为市长大人实在
忙不过来，节目就停了。
我说：就这些？穆晓晨生气了：你

说呢？说完又一脑袋扎倒在枕头上。我
如释重负。

十六
公司的一批生物制剂原料出了问
题，我要求物料部退货。物料部说供货
合同是洛总和乙方签的，这事得找她。
我拿着检测报告去找洛可可。洛

可可接过来看了一眼，说活性不够了
啊？我说可能是运输过程中低温冷冻
没做好，必须退货。洛可可轻描淡写地
说扔了行了。我说现在不比以前，以前
是我们直接去医院收购，成本低，可几
个月前，所有医院，跟统一口径似的，
说有了新的合作单位，不再给陆家洛
生物工程公司供货，这样以来，我们物
料都是花大价钱订购的，运输路上出
了问题，是乙方的责任，要扔也要退货
给乙方，让乙方扔。洛可可恼了，说：是

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我不卑不吭地说你和

陆武俩说了算。
洛可可说，市场方面的

事我说了算，陆武只负责行
政。说完，就拿起电话，让物
料部把新进来的物料做无
害化处理后扔掉。
我气不过，去找陆武，

让他查合同，看看这批物料
的供货乙方是谁。陆武查到
了，是家新成立的公司。
我觉得这事有蹊跷，新

成立的公司，就有能力统一垄断本省
各大医院的新生儿胎盘和脐带，背后
势力肯定不小，就托人去查这家公司
的底，没两天，查出来了，公司是洛可
可舅舅开的，我觉得不对，让陆武警
惕。
陆武问警惕什么？我生气，恨不能
揍他一顿，把声色犬马从他脑子里打
出去，回到公司经营上来，可又知道，
他脑子简单，打也没用，只好强按怒火
给他分析。

明日关注：没有洛可可授意，她舅
舅能开这公司吗？就算开了，没洛名宇
的帮助，他统一得了全省的胎盘和脐
带收购市场吗？

《100个汉语词汇中的古代风俗史》
作者：许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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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再说“颐”。“颐”的古字写作

“ ”，也就是“颐”字的左边一半，本
义指下巴。东汉学者刘熙所著《释
名·释形体》中解释说：“颐，养也。动
于下，止于上，上下咀物以养人也。”
嘴巴张开，最原始的功能当然就是
咀嚼，因此“颐”训为“养”，咀嚼食物
以养人。
有一个成语叫“颐指气使”，意

思是不说话，光用下巴示意对方或
下属如何如何做，傲慢的样子多么
形象！还有“解颐”，意思是
开颜欢笑，高兴得下巴都
张开了。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古时下巴包括口腔上
下两部分，即上颌和下颌，
而今天更多的仅仅指下
颌。咀嚼食物的时候，上下
颌要共同运动，因此“颐”
这个字就跟饮食发生了关
系。
“朵颐”第一次连用，
出自《易经》。《易经》第二
十七卦叫“颐”卦，通篇讲
的就是饮食营养的养生之道，其中
出现了“朵颐”一词：“初九，舍尔灵
龟，观我朵颐，凶。”灵龟用于占卜，
因此非常珍贵，用来比喻财宝。三国
时期学者王弼注解说：“朵颐者，嚼
也。”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朵颐谓
朵动之颐以嚼物，喻贪婪以求食
也……朵是动义，如手之捉物谓之
朵也。今动其颐，故知嚼也。”“朵颐”
即鼓动下巴或腮颊咀嚼食物。这一
卦是劝谕之辞，意思是你不爱惜自
己最珍贵的东西，反而舍弃自己的
财富，艳羡地来看我鼓着腮帮子吃
东西，这就十分凶险了！
柳宗元有诗：“朵颐进芰实，擢

手持蟹螯。”“芰实”就是菱角。不张
开下巴和嘴巴，菱角怎么能够吃进
嘴里？这几乎是量身定做，专门用来
解释“朵颐”的一句诗！鼓着腮帮子
大嚼特嚼的必定是美食，因此“朵
颐”一词又引申为向往、馋羡的意
思。明代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
编》一书中曾经描述过一个官位空
缺的有趣场景：“辛丑年，浙江吏部
缺出，朵颐者凡数人。”用“朵颐”来
形容觊觎官位的猴急模样，实在是

太形象了！
仅仅“朵颐”还不过

瘾，古人又在前面加上了
一个程度更深的“大快”，
非常快活，那么这顿盛宴
一定是大饱口福了！

“灯红酒绿”的酒真的是
绿的

“灯红酒绿”也可以
写作“绿酒红灯”，这个
形容奢侈豪华、纸醉金

迷的享乐生活的成语让很多人困惑
不已：灯当然是红的，但是酒为什么
用“绿”来形容呢？
让我们重温一下白居易的著名

诗篇《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
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
无。”很显然，诗中的“绿蚁”指美酒。
为什么叫“绿蚁”？有的学者认为这
是用各种青色的草药兑制而成的
酒，呈绿色。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明日关注：刚刚酿出来、还没有过
滤掉酒糟的酒称“醅”，白居易明明说饮
的是“新醅酒”，而草药泡酒是需要一定
时间的，将各种草药兑制的酒调到一
起，绝对不能称之为“新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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