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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编者按：
在浩如烟海的漫长历史

当中，齐文化有太多成语故事
和典故，从“姜太公钓鱼，愿者
上钩”，“一鸣惊人”的齐威王，

“礼贤下士”的齐宣王，到“老
马识途”的管仲、“南橘北枳”
的晏婴……由齐国人物、故事
构成的成语和典故至今让人
津津乐道。为此，大众日报淄
博融媒体中心特别开设“齐闻
齐事”栏目，通过“新闻体”这
种现代的叙述方式，让人们

“近距离”了解齐文化成语
故事。

各位观众，晚上好。下
面为您播报一条体育新闻。

在陕西宝鸡磻溪举行
的“西伯杯”钓鱼大赛，已经
进行到第九个年头。日前，
来自山东临淄一位须发皆
白的姜姓老先生，以直钩钓
鱼的特殊技能，获得本次比
赛的组委会特别大奖。

据了解，西伯姬昌在外
出狩猎之前，有太史告诉
他，此行如果经过钓鱼大赛

附近的渭水北岸，必将有很
大收获。太史告诉西伯姬
昌，此次狩猎的猎物不是
龙，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
熊，而是一位公侯之才。

在了解到姜老先生直
钩钓鱼的特殊技能之后，姬
昌与其进行了深入交谈。
姜老先生通过“愿者上钩”
的理念，深入浅出发表了如
何招揽天下人才的独特
见解。

此前，姜太公的直钩钓
鱼技法，并不被观众和其他
选手看好。有人认为，用直
钩不用说三年，就是一百年
也钓不到一条鱼。相反，西
伯姬昌却对姜老先生“愿者
上钩”的人才理念大加赞赏。
姬昌说，自家太公说过，会
有一位圣人来到周地，周会
因为此人而兴旺，说的就是
姜老先生啊，我的太公盼望
您很久了。从此，姬昌称姜

老先生为“太公望”，意思是
姬昌太公盼望的人。

目前，姜太公的名声已
经传遍周地，西伯姬昌任命
姜太公为太师：即西伯军队
统帅兼执政大臣。

记者李波发自陕西
宝鸡

注：本文主要历史事实
依据《六韬》《吕氏春秋》《史
记》等历史文献，为增强趣味
性、可读性，做了一定演绎。

山东老翁获“西伯杯”钓鱼大赛特别大奖

□ 舒一耕
农历五月的一天清晨，我

站在乡下老家院门口，清亮婉
转的鸟鸣来自于门口那株老
槐树及其他周围的树上，晨风
徐徐吹拂在面上、身上，很是
惬意。我端详着院门外影壁
墙前的一株丝瓜，青青的茎蔓
已经爬满了架，手掌大小的绿
叶和黄花错落叠加，在微风中
轻轻摇曳。

良辰美景，促发童心，我
从屋里找出纸和笔，认认真真
地开始画面前的这株丝瓜，画
枝干，画青青的叶子，画黄艳
艳的花朵，画小蜜蜂和小蚂
蚁，一时沉醉其中、物我两
忘……

丝瓜是乡下人家几乎家
家户户都种的一种常见菜蔬。
记得小时候，每年春天，母亲
会从棚屋里把去年留种用的
干丝瓜拿出来，从里面掏出黑
色的种子，丝瓜瓤子则用来刷
洗碗碟。丝瓜种一粒一粒，是
黑色的，母亲把它们放在一只
不常用的有些残损的茶碗里，
上面盖上块小绒布，浇点水，
让绒布湿透，把瓜籽养起来，
然后放在案几或窗台上。过

几天，拿出来一看，这些小可
爱发芽了，嫩嫩的，很讨人喜
欢。母亲就用小铲子在院子
里刨几个坑，将它们种在小
院。很快，丝瓜长出了嫩叶，
开始长蔓和触角似的须子了，
大约长到30厘米左右，母亲就
会在丝瓜苗前插上竹竿、扎上
架，让其顺着爬。

宋代赵梅隐有《咏丝瓜》，
诗云：“黄花褪束绿身长，白结
丝包困晓霜；虚瘦得来成一
捻，刚偎人面染脂香。”丝瓜很
快就爬上了架，并开出了许多
黄色的花，招引了无数的蜂
蝶。蚂蚁就更不用说，始终你
来我往地忙碌着。丝瓜很快
爬满了小院，这还不够，有的
爬到了院墙外，有的爬上了房
顶。丝瓜也开始陆续生长，长
长的，有直直的，也有弯腰的，
大大小小胖瘦不一，成为一道
好看的风景。

丝瓜在小院内撑起一片
荫凉。人们在院内乘凉，偶有
点小风，招招摇摇的，很舒畅。
小鸡在丝瓜架下找虫吃，猫
儿、狗儿在丝瓜架下打盹，清
凉自得。

母亲用碎瓷片给丝瓜打

皮，然后或蒸、或炒、或煮，做
美味的丝瓜菜肴给我们吃。
丝瓜很能长，墙头房檐上到处
都能结，往往老的还没吃完，
小的就长大了，母亲就会送给
街坊邻居。

丝瓜可口，无论是蒸熟了
用蒜泥麻汁凉拌，还是炒鸡

蛋、做汤或者煎丝瓜饼，都很
好吃。关于丝瓜的吃法，李渔
在《闲情偶寄》中说：“煮冬瓜、
丝瓜忌太生，煮黄瓜、甜瓜忌
太熟；煮茄、瓠利用酱醋，而不
宜于盐……”意为有的瓜果菜
蔬宜保留原味，有的不宜保留
原味。

莫言读书趣事

□ 赵盛基
作家莫言从小热爱读书，自己

没钱买，就借书看。做客《朗读者》
时，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的几件读
书趣事。

那时，农村没有电，莫言每天
晚上点着小煤油灯看书。由于灯
光暗，他看得入迷，头离灯头越来
越近，结果常常把头发烧着了。他
笑呵呵地说：“头发烧焦的味道还
不错。”

村里有个人，家里有本《封神
演义》，莫言非常想看，就去借。那
家有两个与他差不多年龄的孩子，
他们对莫言说：“借书可以，但要帮
我们拉磨，拉五圈看一页。”莫言看
书心切，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莫
言笑呵呵地说：“那俩小子太坏了，
害得我拉五圈看一页，拉五圈看一
页，也不知拉了多少个五圈。好
在，把书看完了。”

莫言的二哥也是个书迷，非常
爱看书，莫言借来的书，必须让他
先看，但他借来的书不准莫言看。
他把书藏起来，以为莫言找不着，
可迫切看书的莫言总是能找到，然
后偷偷地看。有一次，二哥又把借
来的书藏了起来。趁二哥不在家，
莫言就去找，结果，脑袋触碰了马
蜂窝，马蜂群起而攻之，把他的脸
蜇了，肿得像个发面馒头。

莫言看书常常对书中的人物牵
肠挂肚，看着看着，似乎自己也成了
书中人。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
借来一本《三家巷》，晚上，借着小
油灯的灯光看了个通宵。第二天，
上课时，他还没从书中走出来，脑
子完全沉浸在书里，听着听着课竟
然哭了起来。老师问他：“你怎么
哭了？”他说：“区桃死了。”老师明
白了，他是看了《三家巷》，为书中
人物区桃之死难过了。老师没有
批评他，而是纠正说：“区桃，在这
里不念区（qū），而是念区（ōu）。”

夏日悠悠丝瓜翠
井水里的夏天

□ 尚庆海
记得小时候的夏天，每次从外

面玩耍回来，口干舌燥，一身臭汗，
跑到水井边，汲一桶井水，先喝个
痛快。凉爽甘甜的井水入喉，一种
无可言状的美妙滋味让人欲罢不
能。捧起一捧井水，扑在脸上，冰
凉光滑，酷热的感觉一扫而光。

炎热的夏季，西瓜是最佳的消
暑美食。为了让西瓜吃起来更爽
口，西瓜要在刚刚汲上的井水里泡
一泡，洗个凉水澡。在一旁等着吃
瓜的我忍不住用手拍拍，想象着西
瓜肚子里的红瓤黑子，又沙又甜，
涎水直淌。

跟母亲去外婆家，想想在火球
似的太阳底下徒步几里的路程，实
在犯怵，于是脱下褂子在井水里浸
一下，再捞上来象征性地拧一下
水，套在身上，太凉快了！下午从
外婆家回来时，照旧这样操作
一番。

午后，汲一桶井水放在太阳下
稍微一晒，拎起来从头顶浇下来，
这温温的又带着点凉意，凉凉的又
似乎有点温热的井水，像无数条柔
软的毛毛虫，由上而下，顺着肌肤
滑溜溜往下爬，所经之处，酥酥的、
痒痒的感觉，无比舒服。

轻轻闭上眼睛，童年时期那些
浸在井水里的夏天，就会浮现脑
海，那些清凉、甘爽又妙趣横生的
夏天，欢乐足，滋味长，叫人难忘。

绘画 王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