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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成风化人

鸳鸯五珍脍，是金庸小说里
最神秘的一道菜了。

说它神秘，是从头到尾只闻
其名不知其形，反反复复只出现
一个名字而已。

大饕餮北丐洪七公重伤快要
死掉的时候，告诉郭靖和黄蓉：我
只剩下一个心愿，趁着老叫化还
有一口气在，你们去给我办了罢。

周伯通、郭靖、黄蓉都以为他
要说出一件天大的事情来叫他们
去办，结果七公说：我想吃一碗大
内御厨做的鸳鸯五珍脍。

这样的方式出场的鸳鸯五珍
脍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人。大概读
者的心里都在想，要亲口吃吃这
菜才好啊，这可是被洪七公死活
惦记着的菜啊！

黄蓉觉得这好办啊，去临安
皇宫偷几大锅出来就是。

可是洪七公说这鸳鸯五珍脍
御厨是不轻易做的。当年他躲在
皇宫三个月，才只吃到两回。

周伯通说那去把皇帝老儿的
厨子揪出来，要他好好地做就是。

洪七公说不行不行，做这鸳
鸯五珍脍，厨房里的家生、炭火、
碗盏都是成套特制的，只要一件
不合，味道就不一样了。必须得
到皇宫里去蹲守，等御厨做了，
再吃。

于是，黄蓉和郭靖真把洪七
公和周伯通送到临安皇宫去了，
去等吃鸳鸯五珍脍。

七公真是吃货状元。懂吃。
黄药师也是懂吃的。但二人的

“懂”又各自不同。七公是重食物
的 味 道 ，重 视 舌 尖 对 食 物 的 感
觉。黄药师是重食物的形、意、
境，做食物像做诗做画，讲究的是
人对食物所产生的审美感觉。当
然，黄药师做出来的菜，口感不会
差的。

这一次藏在皇宫中等吃的七
公比较幸运，吃到了四次鸳鸯五
珍脍，算是过足了瘾。并且，还吃
了荔枝白腰子、鹌子羹、羊舌签、
姜醋香螺、牡蛎酿羊肚……

这一串食单看得我嘴馋，心
想也不要什么鸳鸯五珍脍，来只
现 卤 的 甜 皮 鸭 子 啃 ，就 过 瘾 得
很啊！

只是，到底这鸳鸯五珍脍是
什么好东西啊？书里就只写它
好 吃 、吃 到 了 几 次 ，就 不 再 写
了。它是浙菜？粤菜？还是作
者掉的书袋呢？

脍，生肉为脍，还是细切的
肉或者鱼。五珍脍，顾名思义，
应该是指五种比较珍稀的禽畜
或鱼肉。 到 底 哪 五 种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鸳 鸯 ”在 此 的 意 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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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里写
吃，写来令人看得流口水，也想
立即吃上一口的有三回。其中
一回，是写令狐冲吃豆皮。

其实他写令狐冲吃豆皮，
只有一段，三句话而已。而这
三句话里，写豆皮的，只有两句
话。而写吃豆皮的，只有五个
字，“连尽三大碟”。但是这五
个字，却把吃者的酣畅淋漓和
看者的馋涎都写出来了。

原文是这样的：
令狐冲向北疾行，天明时

到 了 一 座 大 镇 ，走 进 一 家 饭
店 。 湖 北 最 出 名 的 点 心 是 豆
皮，以豆粉制成粉皮，裹以菜
肴，甚是可口。令狐冲连尽三
大碟，付账出门。

连尽三大碟！令狐冲这种
吃法，让我觉得这豆皮是麻辣
味的，像面条或者粉条，甚至怀
疑这豆皮是四川的凉粉在湖北
的名字。而我仿佛能听到令狐
冲 吃 得 呼 噜 噜 的 声 音 。 呼 噜
噜，一碟滑溜溜的豆皮就被令
狐冲吸到肚皮里去了。

于 是 想 像 若 某 一 天 到 湖
北，吃豆皮，也要像令狐冲一
样，连尽几大碟。

当时令狐冲，是要去少林
寺救任盈盈。

这之前，他正护着恒山派
诸尼回恒山。在九江口，令狐
冲抓到白蛟帮人称“长江双飞
鱼”的易、齐两位堂主，而知道
任盈盈被扣在了少林寺。恒山
派掌门定闲师太和师妹定逸为
报令狐冲护派大恩悄赴少林寺
做说客，留令狐冲一人护着恒山
派剩下弟子。有一晚，船泊在汉
水旁的小镇鸡鸣渡，令狐冲上岸
喝酒，遇上了衡山派掌门“潇湘
夜雨”莫大先生。二人喝酒，说
话，令狐冲心中块垒被消掉不
少。又知任盈盈是为救他才舍
身少林寺的，豪情一起，决定只
身 闯 少 林 去 回 报 任 盈 盈 的
深情。

这豆皮，便是令狐冲和莫
大先生分手后吃的第一顿饭。

他吃得这么快，这么多，这
么狼吞虎咽的样子，一是心中
块垒被浇掉不少，二是感于任
盈 盈 的 深 情 而 激 发 的 豪 气 豪
情，三是他一夜疾行，的确饿
了。当然，还有豆皮好吃的缘
故吧。

2016 年 秋 天 去 武 汉 做 新
书推广，出版社的老师特意叫
了几份豆皮到餐桌，说要大家
尝尝湖北的名小吃。解开食品
袋，我疑惑了，这哪里是豆皮？
分明是四川的腊肉豌豆糯米饭
呀，不过裹在一张面皮里而已。

我再次向买豆皮的老师确
认：这就是豆皮？

“是，豆皮，这就是豆皮。”
喔，我晓得了，这是湖北的

豆皮，不是金庸小说里的豆皮。

令狐豆皮鸳鸯五珍烩

文化动态

绿，自河流之上向四外浮荡，
明洁的水光似可消去一切浊尘。
迈着平静步伐的我，走过南河的两
岸，满心都是春。

这是川北的广元，一座诞生了
武则天的古城。“正月二十三，妇女
游河湾”，这话，传了千百年。正月
二十三，是武则天的生日。到了这
个日子，广元人是要过女儿节的。
披彩的凤舟在南河上竞渡，莹澈的
波光里开满欢乐的花。

“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一个
地方的灵气，来于水。有了水，这
个地方的风景就活了，更添了精
神。可是话还有另一面，假若弄得
不好，即便有了水，也还是死板板
的，叫人透不出气。

我到过的一些城市，有河，两
岸却筑着水泥护坡，自然够得上规
整和精致，跟左右耸起的楼林也颇
相适，可在感觉中，那河水总像是
被钳束得紧了，挣不开身，失掉些
随性与自由。浪花欢畅的歌声沉
寂了，使心灵感到痛苦。这样做，
当然是物质条件具备的时候做出
的本能反应，而本能并非等同正
确。这些地方的人们，眼界还是受
限，意识不到施加硬性的改变后，
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压力已悄然迫
近，潜在的破坏与危险正在形成。

“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
盲目的进步。”盲目的进步，反而是
倒退。

广元的南河不是这样。这条
河的长度七十多公里，总流域面积
上千平方公里，从市区东北方向的
朝天区南流而西折，汇入嘉陵江。

广元人天天喝着南河的水，河
水在祖辈们的身体里流着。母亲
河，很多人这样唤着它。清清之水
伴着生命的成长，他们从波声里听
出了岁月的旋律。

向前奔流的河水，代表着运动
和发展，象征着永不枯竭的生命
力。河流也会思考——作为自然

在思考。它更能知晓宇宙的意义
和法则，这种深刻性或许是人类不
能完全理解的，因此对大自然包涵
的一切加以尊重，应该是理性的态
度。城市的规划者，也是历史的参
与者。他们掌握知识、技术、工具
和资源，懂得学会顺应河流的本
性，合理地行使改造自然的权力。
科学的设计理念是心中的太阳，照
亮思维。他们懂得，河流依附土
地，更倚靠守护。当这条市河映入
建设者的视野时，创造性想象闪熠
出光芒，他们看见河畔的远景——
国家湿地公园浮升于这美丽的光
芒中。

南河之美，全在一个“野”字。
临水亭台、卧波廊桥自不待说，蒲
草、树木、花叶遮覆的泥土散发的
气味，最觉亲切。我游走的不是一
座城市，更像是“江上人家桃树枝，
春寒细雨出疏篱”的乡野，本色、天
然、浑朴，作态的样子一点也无。
长长的步道与悠悠的河水纡徐地
向前延展，平行线似的，虽不相交，
却依依互伴。步道与河身之间，是
狭长的草滩。这些草应该都有名
字，我却叫不出。我是北方人，很
多南方草木不认得。不认得，却无
碍欣赏它们在风中摇缀，在水面披
拂的曼妙姿影。有一块沙洲，面积
不大，簇簇水草竟生得丛密，细长
的清影让涟漪漾着，舞蹈一般的动
感，真叫美！河滩平阔一点的地
方，种了树，树身还瘦，却显出生长
的朝气。

绿，是大自然的礼物，它在阳
光下的流水上闪着，在春夏的草树
上染着，这是世界上最年轻的颜
色，郁郁光景会诱得游人流连不
去。一水盈盈，当目光收尽这片河
流 湿 地 时 ，所 有 的 心 都 会 明 亮
起来。

河道傍着苍苍南山。南山多
树，繁茂的树影浸在清流里，浓浓
淡淡。正是“溪光不尽，山翠无穷”

的宋人词境。浅滩上，芦苇长得
旺，莲藕也带着泥香露了头。鱼儿
随时出水，瞬间就是一道光。

栈桥依水铺架，折出几道弯，
形姿很好。造了数座亭子。坐入
题为“望凤”的木亭，默诵柱上“朝
望琼楼最好五处看凤舞日出，暮观
碧水曾来一夕听龙腾风声”的联
语，雅趣不浅。在名为“柳廊”、“鹤
榭”的观景台上小憩也极惬适。柔
条袅袅，四近一片清润。夜来了，
月亮是挂在天上的灯，微茫的水光
里，看鹤立花间，听莺啼树丛，再嗅
一嗅幽淡的荷香，便是心上挂愁的
人，也会落得快活。

游河湾，武则天的乡人们一边
遥想历史，一边观览景致。放眼沿
岸，不见把河水、河道与河畔植被
粗暴分隔的石砌护堤，因而没有将
护堤土体和其上的水气互换阻断，
也没有遏止河道与河畔植被的水
气循环。河床与河岸基底具有的

“可渗透性”使自然状态的水岸成
了绿色海绵，给许多陆上植物和水
生动物保留了生存空间。

一个健康的植物与动物群落
在水滨养育着。枫杨、垂柳、水杉、
木犀等湿生植物活泼泼地生长，把
河岸打扮得极养眼。鸟儿多得是，
远远近近地飞来，群集于这块圣
地，在欣悦的空气里旋舞，劲健的
羽翼闪耀花样的色彩。按鸟纲分
目看，白鹭、苍鹭等鹳形目鸟类，翠
鸟、冠鱼狗等佛法僧目鸟类，灰鹡
鸰、红尾水鸲、白颊噪鹛等雀形目
鸟类，小天鹅、赤麻鸭、绿头鸭、斑
嘴鸭等雁形目鸟类，还有水中的鱼
虾 、泥 下 的 昆 虫 ，都 在 这 里 安 了
家。良好的生境，维护了生物的多
样性。

这是我曾经憧憬的情境，自然
界所有的生命，都应当享受到这样
的愉悦。巴金写过一篇《鸟的天
堂》，珠江边的飞鸟让大榕树近旁
热热闹闹，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力；

南河畔的飞鸟也是这样啊！城市
的营造者，从扑扇的翅膀上看到理
想的高度。

满岸的空气都是湿的，飘溢泥
壤特有的鲜润气息。清清之水、萋
萋之草、郁郁之树，构成了河流生
态系统。这个系统的完整性，使它
犹如一条廊道，为生物提供了基因
交流的场域；而丰富的河流地貌，
保证了河岸与河流水体之间的水
分交换，对于水况的调节功能，又
显示一定的抗洪强度。

“栖凤廊桥”跨在河上，半圆桥
拱在河心沉着静静的影，接受大自
然光彩的映照。倚着桥栏，目迎东
边的凤凰山。山上耸屹一座凤凰
楼 ，极 高 ，入 了 云 ，远 翔 的 样 子 。
凤，当然是指武则天。我无心追
史，思绪仍恋着一河的绿。南河湿
地公园的线性河道、南山森林公园
的带状植被，使水生生态系统与陆
地生态系统融在一起，分不开。分
不开的还有治河人对于故土的深
情。岸边立着市、区、乡（镇）各级
河段长公示牌，职责与管护目标列
得分明，意味着对母亲河的庄严承
诺。公示牌上有河长的名字。这
些环境卫士站在岸畔，如同人类选
定了在自然界的位置。他们把责
任和情感交付家乡的河流，并对水
景养护的课题做出清晰的回答。

着眼地球之大，面前的河景固
然属于“微观”，却是和宏观宇宙关
联着的。

南河长流，流入嘉陵江。再往
前，就是长江，一派壮阔。

作者简介：
马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

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旅游报社
原总编辑。著有《鸿影雪痕》《南北
行吟》《走遍名山》《走遍名水》《山
水文心》《中国现代风景散文史》
（上下卷）《魅力长江》等。曾获冰
心散文奖等多项文学奖项。

母亲河，流向嘉陵江
◆马力

离开喧嚣的都市，走进蒙古高
原，感受那辽阔的天地，拥挤的心
哪，一下就放空了。那青青的草、
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生动又鲜活，
悄悄地游走在天地间，游走在人的
心坎里。

去到一个地方，或许有许多理
由，有时也不一定说得清，每个人
心里总有一些秘而不宣的东西。
也许是色，也许是空，正如《般若波
罗蜜多心经》中所说的：“色不异
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那座重新鲜活的城

鄂尔多斯，一座“空不异色”的
城市，来之前，首先想到的是“鬼
城”，其中的原因就是“空”。当年
这个靠煤炭和矿产起家的城市产
生了无数土豪，土豪们争先恐后、
热火朝天地建设了一个超前的豪
华城市，由于“步子”迈得太大，加
之经济泡沫化，使得大量楼房工程
烂尾、人去楼空，那年美国《时代》
刊文《中国鄂尔多斯：一座现代鬼
城》，“鬼城”之名由此而来。

“一夜之间可以成为一个暴发
户，但一夜之间绝不可能成为一个
贵族”。这句话对当时的鄂尔多斯
恰如其分。鄂尔多斯是蒙古语，意
为“众多的宫殿”。过去因成吉思
汗宫帐众多而得名。

鄂尔多斯，像一面镜子，天空，

大地，未来，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变
化，都在这一片土地的映照下，苏
醒，重生。

当年的“鬼城”已变成一座具
有现代化“宫殿”特点的新城。博物
馆、电影院、图书馆、文化广场、婚庆公
园等建筑之美、色彩与天地之融合，
让人心生愉悦。夜色与灯光相拥，像
一对脉脉含情的恋人。蓝天白云，
广阔的湖面，飞翔的水鸟，让这个城
市充满着无限的鲜活和灵动。偶
尔有牧民骑马飞驰而过，让我们看
到这个城市自由的灵魂，鄂尔多
斯，恰似草原上的“东方明珠”。

那汪灵动的红海子

清晨水如镜面，海天一色；傍
晚波若龙粼，水光一色。有如草原
上一汪明亮的星湖，它就是鄂尔多
斯著名的红海子湿地，城市间一颗
解毒的肾脏。

鄂尔多斯是地球上最原始的古
陆之一，在多次复杂的地壳运动和
海陆变迁中，最终形成了鄂尔多斯
高原。从地形上看，地势呈西北高、
东南低，宛如一条巨龙，龙头就是鄂
尔多斯城，东海子、西海子就像是
龙的两只眼睛。也有人说鄂尔多
斯阿勒腾席热镇的郡王府是一张
祭拜成吉思汗的桌子，东海子、西
海子就是桌子上的两只酒盅。

前些年所谓的“鬼城”康巴什
区 就 在 红 海 子 湿 地 的 不 远 处 。

2016 年当地政府开始重视对红海
子湿地的保护，打造北方城市大型
湿地生态人文主题公园。红色沙
滩、碧波绿岸相映在白云和蓝天之
间，多彩植物、多样动物相伴在自
然和人文之中。

看到湿地公园的湖水，不由得
让我想起前些年的鄂尔多斯草原，
那时水贵如油，奇货可居。如今却
是雨水充足，草原绿色美如画，俨
然塞外江南。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
岸、鱼翔浅底，鸟语花香，人间天
堂。那一双龙的眼睛、那两樽精美
的酒盅，就像是草原与日月同辉的
明珠，这就是鄂尔多斯的红海子。

那片芳香的小木屋

清晨，推开浪漫芳香的小木屋
门，望着倒映在红海子中的彩色城
市，伸一个懒腰，深吸一口空气，顿
时一股清凉沁入心肺。

行走在木屋之间，犹如置身于
风景之中，与长期习惯了的水泥大
厦相比，此时心境宽敞了太多，没
有喧嚣、没有拥挤，没有羁绊。静
坐于海天一色、蓝天白云间，可以
修心也可以休憩，可以心如止水也
可以思潮澎湃。来这里的人们有
的参禅悟道，有的修身养性，有的
思考天下，心境不一，收获却同。
小小一座木屋，四季如春、冬暖夏
凉，与自然为伴，与生命对话，总有

道不尽的感悟和心得。
站在木屋望对岸，仿佛可以看

到鄂尔多斯的历史和现在。那个
铁流滚滚的战阵似乎还在所向披
靡，那个康巴什“鬼城”的夜景已经
是天上人间。博物馆、图书馆、大
剧院、CBD 商务广场，还有乌兰木
伦河的音乐喷泉、乌兰木伦的大桥
都已经成为了这座新兴城市的地
标性建筑。

站在对岸看木屋，绿荫下星星
点点，仿佛就是“北京的后花园”，一
条高铁，连接了鄂尔多斯的未来。
人口、资源、环境，注定这个城市不
会停下来，就如成吉思汗那一往无
前的铁流战阵，具有源源不断的无
尽能量。鄂尔多斯成了一个会思考
的城市，从鬼城事件中学会了反思，
心不荒漠，城市就不会荒漠。旅游、
宜居，资源、文化，可持续的空间，
就像辽阔的草原和洁净的蓝天。

蓝天下，这里是变化着的鄂尔
多斯，这里是红海子湿地，这里是
那片芳香的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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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部主任。曾在报纸刊发《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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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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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如 四 川 的 鸳 鸯 火 锅 一
样 ，是 麻 辣 和 清 汤 两 种 味
道 或 者 其 他 两 种 味 道 呢 ？
也不得而知。

南宋有个人叫张俊，在
家里请过一次大客，客人是
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南宋人
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第九
卷 里 记 录 了 这 次 请 客 的 菜
单，从饭前开眼开胃的各种
蜜饯干果到正菜下酒菜一共
196 道。其中，“脍”菜，好几
道。从正菜的第五轮开始，
五、六、十一、十二、十三、十
四轮，各有一道“脍”菜，而第

十一轮的那道脍菜就叫“五
珍脍”。

原来，这“五珍脍”还真
跟皇家有关啊。而七公说他
在皇宫吃到的荔枝白腰子、
鹌子羹、羊舌签、姜醋香螺、
牡蛎酿羊肚也都能在周密的
这张菜单上寻到影子。

唐宋时期，从皇宫到民
间，流行鱼脍或者肉脍。到
明清时期，“脍”这一菜式，
才 开 始 式 微 。 流 传 到 隔 壁
邻 居 家 ，成 鱼 生 ，倒 风 靡
至今。

本报记者王琳琳10月23日北京报
道 由中国环境报社主办、中华环境保护
基金会协办的发现中国生态之美系列活
动今日在京正式启动。

活动以“发现生态之美 建设美丽中
国”为宗旨，将通过电影、纪录片、微视频、
动漫、公益广告、舞台演出、电视剧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展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成
就，提升全民生态环境意识，为建设天蓝、
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据了解，系列活动目前已确定“我为
家乡生态代言”、全民生态旅拍大赛、在
全媒体宣传平台开设中国艺术家生态短
视频公益栏目——地球之眼、发起设立生
态影像优秀作品奖等内容。其中，首届全
民生态旅拍大赛将率先在全国开展。

发布会上，活动 主 办 方 、协 办 方 共
同 发 布 了 此 次 系 列 活 动 的 首 部 生 态 环

保 主 题 电 影《等 儿 的 湿 地》。 这 部 电 影
七 赴 黑 龙 江 三 江 国 家 级 湿 地 保 护 区 实
景 拍 摄 ，注 重 挖 掘 、展 现 人 物 的 心 理 活
动 ，更 深 层 次 地 揭 示 了 人 与 自 然 、人 与
人之间的关系。

活动组委会将从这部电影开始，以
“发现中国最美湿地城市”为主题，启动发
现中国生态之美系列环保主题电影拍摄
制作“520”项目，即结合全国生态脆弱贫
困城市或地区，5 年内拍摄制作 20 部生态
环保主题系列院线电影、微电影、中短篇
纪录片等。

此外，发布会还同时宣布启动中华环
境保护基金会发现生态之美公益基金，以
支持系列活动的开展。据悉，基金由合美
康谷（厦门）孵化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捐
赠，首期将针对云南澜沧江世界茶源地

（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古茶树生态保护
开展系列活动。

发现中国生态之美系列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