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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供销社这张上世
纪计划经济时代的响亮名片，
最近又一次在媒体上火了起
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缘于父亲担任区供销社
主任的关系，我自幼在供销社
院子里长大。上世纪中后期，
供销社是农村商业的主力军。
父亲所在的义乌县城阳供销
社承担着全区数十万农村人
口的生产生活资料采购和供
应任务。父亲肩上担子十分沉
重，但在外人看来他总是笑呵
呵的，平时没有一点官架子，
常年与工人打成一片，脏活累
活抢着干。

每年腊月是供销社的销
售旺季，父亲和工友们常常要
忙到深夜。小睡一会儿，天刚
亮便要开门迎客。农业生产资
料供应的旺季在春耕以后，当
时，大到农药化肥小至钉耙锄
头，在供销社都能买到。在父
辈的耳濡目染下，刚上初中的
我便学会了打算盘、填票据、
识皮张。每逢节假日、寒暑假，
我便主动到门市部义务劳动，
送货下乡时我总是走在前，不
仅从小磨炼了意志，而且培养
了热爱“三农”的感情。

当年，父亲所做的几件事
令我印象深刻。

记得父亲的宿舍在离县
城中心的湖清门门市部楼上。
门市部不算大，父亲却在这里
为顾客专门安排了一个休息
区，休息区里有桌椅板凳和两
个大号的茶水保温桶。每天早
上，父亲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为顾客烧茶水。父亲说，农
民进一趟城不容易，要步行十
多里甚至几十里，让他们进店
歇歇脚、喝口茶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后来，这
个休息区和两只茶水保温桶保留了数十年，父
亲退休后，作为“为民办实事”的传统被继承下
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另一件事是父亲坚持多年为农民新买的农
具“号字”。父亲从小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楷书，
上班时他很少坐办公室，而是到一线门市部放
一张桌子，铺上笔墨，为农民顾客新买的扁担、
箩筐、畚箕等农具“号字”。久而久之，父亲写得
一手好字的消息传遍了县城周边的十里八乡。
为方便农民兄弟，每逢休息日父亲还会骑上自
行车带着我走村串乡，主动上门服务。春节到
了，农民家中需要春联，父亲便自掏腰包买来
红纸，抽空写上一批斗方和春联，红彤彤的

“福”字和春联挂满店堂，大家来了可自取，深
受顾客欢迎。

门市部前有一条小街，隔天便聚集着一批
前来赶集的农民，大家把自家的农副产品拿来
交易，换点孩子的学费和家里的零用钱。然而在
那个年代，有人要取缔它，在会议上父亲勇敢地
站出来反对，得到了县委书记的肯定和支持，经
多方努力最终被保留了下来。数年后，这里成了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父亲晚年时，我曾与他聊过供销社。父亲
说，当年我为农民供应茶水，为农具“号字”只是
途径，通过这些事，我们彼此拉近了距离，了解
了农民的需求，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寥寥数语，
在父亲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供销社人对农民
兄弟的真挚感情！

往事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在我脑海中
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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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响，蟹脚痒；菊花黄，蟹体壮。
“不时不食”，乃国人之智慧。但无论

是立秋的西瓜，还是冬至的鸡汤，较之于
秋天的螃蟹，都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

万象生活，莫负味蕾。吃蟹，吃蟹。

一

螃蟹属甲壳类动物，壳厚扁平，头
部有两支长钳，另有八支脚爪，体态略
呈梭形。

模样如此丑陋，却有一身嫩肉让人
嘴角流涎。而在不知这等凶横之物实为
美食之前，人类大抵是对其敬而远之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鲁迅
先生说的。我们亦常常拿这话形容勇于
改革的先行者，却始终无法考证谁才是

“第一个”。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中国人
吃蟹史至少有 5000 年。资料显示，考古
学家在对上海青浦的崧泽文化、杭州的
良渚文化层发掘时，发现先民食用的废
弃物中,便有大量蟹钳、蟹壳。

螃蟹味美，但古人食蟹的初衷却是
出于对螃蟹的憎恨。江南水润，万年之前
便已种植水稻。其间，螃蟹披坚执锐，横
行田里，啃咬稻秆。直到元朝，江南一带
还把这种“糟蹋”称作“蟹厄”。高德基《平
江记事》记载：“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
满，稻谷荡尽，吴谚有蟹荒蟹乱之说，正
谓此也。”

稻谷乃五谷中的翘楚，多用于祭祀。
“无肠公子”率性祸害，噬我饭食，农人岂
有不恨之理？恨到极点，只能捕而食之，
以泄心中之愤。

中国人喜欢虚构各种传说来演绎万
物来源，但此说并非坊间传闻，更非笔者
杜撰。《礼记·月令》有言：“孟秋行冬令，
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郑玄注称：“败
谷者稻蟹之属”，谓蟹咬食稻而成灾也。

《月令》是关于岁时大事的文献，它郑重
其事地提醒人们防范蟹灾，可见蟹厄并
非罕见之事。

吴越争霸，越王得以雪耻，笑到了最
后。个中原因，众说纷纭。而《国语》记载
的史实却少人关注：有一天，越王勾践召
其谋臣范蠡问道：今吴国“稻蟹不遗种”，
是否到了攻打它的时候？勾践灭吴，人们
常常赞其“卧薪尝胆”。剧本《胆剑篇》亦
写了这个故事。

民以食为天。私下揣测，勾践舔尝猪
胆，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而在靠天吃
饭的年代，螃蟹咬坏水稻，造成吴地粮食
紧张，连种子都成了问题，无疑是给越国
帮了一个天大的忙啊。

二

蟹灾之记录，元代以前还有，再晚就
罕见了，盖因嘴巴是个无底洞，人定胜蟹。

只不过，螃蟹生前横行霸道，死于非
命之后却极尽哀荣，“食过螃蟹有菜无
味”，吃蟹吃到这份上也算功德圆满了。

蟹酒足一生。东晋末年,有一位名士
叫毕卓，出任平南长官，在江南鱼米之
乡，遍尝鱼虾蟹鳌，唯倾倒于螃蟹。他津
津乐道地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那持螯举觞
之态，疏狂晕乎之状，逐为我国最早的食
蟹名家。

嗜蟹痴如命。清代戏剧家李渔是金
华兰溪乡贤，嗜蟹如命，故有“蟹仙”之誉
——蟹出则每日食蟹；过了蟹期，取瓮中
醉蟹过瘾；醉蟹尽，则念着、盼着、等着。
他说：“螃蟹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
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则绝口不能形
容之。”有一年，李渔居于嘉兴平湖，因无
钱买蟹而叹息，好友何县令听闻之后，及
时送去蟹与酒，他大喜过望，赋诗一首:

“人去呼童涤釜尘，蒸豚煮蟹开芳樽。豪
饮酣歌还大嚼，贫儿今日忽辞贫。”

以蟹示身份。清朝同治年间，两江总
督张之洞微服私访于民间。一日，松江知
府寿辰，张之洞替人前往。席间，宾主让
座，张却毫不客气地坐上首席。知府不
悦，指着席上的松江名菜鲈鱼道：“鲈鱼
四鳃，独占松江一府。”张听罢，亦指着席
上的螃蟹说：“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
州。”知府闻言，料定此人来历不凡，忙向
席间缙绅打听。当被告知是两江总督张
之洞时，大惊失色，急忙叩头请罪。

蟹馔助情调。“吃遍天下百样菜，不
抵水中一只蟹。”唐代诗人皮日休咏
颂：“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中
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
行。”全诗不提一个“蟹”字，却将蟹之形
态勾勒得惟妙惟肖。持蟹赏菊，把酒唤
蟹，历来被人们视为至乐。诗人李白在

《月下独酌》中曰：“蟹螯即金液，糟丘是
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将品
蟹、赏月、醉酒之乐与蓬莱仙境相提并
论，足见闲情逸趣。诗人陆游吟曰：“蟹黄
旋擘馋涎堕，酒渌初倾老眼明。”持蟹饮
酒的馋相，高兴得昏眼顿时明亮了。明末
清初的吃蟹名家张岱认为：“食品不加盐

醋而五味全者，无他，乃蟹。”他在《陶庵梦
忆》中写道：“河蟹十月与稻谷俱肥，壳如盘
大，而紫蟹巨如拳，小脚肉出，掀起壳，膏腻
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清代文人袁枚也
在《随园食单》里说：“蟹宜独食，不宜搭配
他物。最好以淡盐汤煮熟，自剥自食为妙。
蒸者味虽全，而失之太淡。”更为世人所乐
道的，是文学家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三十
八回中的蟹宴，极富雅趣，食蟹之法，即使
今天仍可采用。

古人吃蟹，有“文吃”“武吃”之说。“文
吃”是指优雅地细尝慢品，消磨惬意时光；

“武吃”则指不讲章法的粗糙剥食。为迎合
吃蟹雅好，古人还特地发明了许多辅助工
具，俗称“蟹八件”。

三

我国蟹类有 800 余种，其中螃蟹最为
著名。而螃蟹又可分为两种：海水蟹和淡水
蟹。海水蟹主要有梭子蟹和青蟹，淡水蟹则
有江蟹、河蟹和湖蟹。

河蟹大多盛产于中秋前后，因为准备
过冬，只只体态丰盈，俗称“膏蟹”。若论品
质，江蟹胜于海蟹，湖蟹又胜于江蟹。清人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蟹自湖至者为
湖蟹，自淮至者为淮蟹。淮蟹大而味淡，湖
蟹小而味厚，故品蟹者以湖蟹为胜。”

前文《国语》所言造成吴国粮荒的蟹
种，应是湖蟹无疑。因为苏南历来是湖蟹的
重要产地——太湖之“太湖蟹”，阳澄湖之

“大闸蟹”，吴江汾湖之“紫脐蟹”，昆山蔚洲
之“蔚迟蟹”，常熟潭塘之“金爪蟹”。其中，
以紫脐的吴江汾湖蟹最为有名，曾与松江
四鳃鲈鱼并列“江南美品”。

蟹之鲜美，取决于水质。无论何地，当
自然环境蒙难，蟹也沉沦。

兰江位于钱塘江上游，是金华江的末
梢神经。早年，兰江水质也曾有不良记录，
但随着近年流域治理的持续进行，就连长
江刀鱼也频频洄游兰江。

刀鱼是兰江水质的最佳试剂。在追踪
“刀鱼洄游”这一新闻事件时，我曾专访兰

溪水利专家，还顺便聊起兰江蟹品质之所
以不输吴地大闸蟹之原因：江底覆盖着青
紫泥土壤，微量元素丰富，此乃其一；其二，
兰江是湍急的流性水域，江蟹运动量大，肌
肉氨基酸含量很高；其三，兰江属于钱塘江
潮起潮落的尾端湖泊，螃蟹食饵丰盈。

兰江蟹呈青灰色，脐部饱满、雪白，蟹
螯蟹脚坚硬结实，一只足足有三四两。蒸熟
之后，“两螯盛贮白琼瑶，半壳微含红玛
瑙。”（元代·杨维桢）打开外壳，蟹黄似金
黄，蟹膏如玉白。

四

中国是螃蟹的故乡。翻看典籍，人们不
难发现，国人识蟹吃蟹始于江南水乡。唐宋
之后，食蟹之风才渐渐北移。宋朝孟元老在

《东京梦华录》中说，北宋时期，皇宫中已把
吃螃蟹当成了日常之事。

螃蟹脚长，北起鸭绿江，南至珠江，甚
至到达远离长江口一千多公里的湖北省沙
市，都能见到其踪迹。但产量最多的，还是
长江下游。

螃蟹漂洋过海，“祸害”欧美，则纯粹是
个意外的“历史遗留”问题。

据资料介绍，100多年前的清代，中国
特产茶叶和瓷器通过商船进入欧洲。为了
增强稳定性，船底蓄满了直接从长江抽取
的压舱水，大闸蟹苗就这样“偷渡”进了泰
晤士河，后又“流窜”到欧洲其他国家。因为
大闸蟹在欧洲没有天敌，逐渐被当地视为
破坏生态的“害虫”。

2009年，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专门立
项研究，发现大闸蟹居然是中国和东南亚
人民的佳肴，于是提议人们张嘴吃掉它们，
可是英国人既不会做也不爱吃，标价5镑
(约合人民币50元)的大闸蟹在超市半价促
销也少人问津。

万不得已，欧洲人只得将其捕获，尔后
用压路机碾碎制成饲料或有机肥。对中国
老饕而言，此举无异于“焚琴煮鹤”，可惜可
叹！（2013 年 12 月 18 日《人民日报》，孔杰

《大闸蟹的奇异漂流》）

吃蟹，吃蟹

◆汉诗节拍

◆吴风越俗 潘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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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名称

江 东

北 苑

第五中学

儿童公园

空气污染
指数AQI

68

68

66

63

空气质
量级别

Ⅱ
Ⅱ
Ⅱ
Ⅱ

空气质量
状况

良

良

良

良

首要
污染物

可吸入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

可吸入颗粒物

二氧化氮

简要说明：当日我市城区空气质量状况为良，空气污染指数AQI
为65，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空气质量可以接受，但某些污染
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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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浙江省20选5第2329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11月9日
本期销售金额：172584元
本期开奖号码：04 07 09 11 16
本期出球顺序：07 16 04 09 11

本期中奖情况

奖 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地中奖注数

（注）

6

416

5565

单注奖金

（元）

5990

50

5

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止
日为2024年1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329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11月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20249422元
本期开奖号码：8 0 8 3 9

本期中奖情况

奖级

一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

91

91

单注奖金（元）

100000

/

应派奖金合计（元）

9100000

9100000

114303908.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截
止日为2024年1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浙江省）第23299期开奖公告
开奖日期：2023年11月9日
本期全国销售金额：46134148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4628314元
本期开奖号码：8 0 8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注）

17176

26169

0

本地中奖注数（注）

1574

3369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59163423.0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本期兑奖
截止日为2024年1月8日，逾期作弃奖处理。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黄昏·东海边
徐 敢

爬山涉水寻觅大起大落，

难得在这里一睹潮涨潮退……

渐渐归拢了，

一堵赭色的樯桅，

一片阳光浇铸着古铜色，

像阳光一般散漫的鱼腥……

船老大回家了，

网住了野性的大海，

向依门相待的渔女讲述着

沉船和美人鱼的故事，

然后折叠出一个童心的世界。

女娲补天失落的听潮石，

费劲地送去隐忧，

还给远离潮心的孩子，

送去父辈的灵感。

父亲
季志强

父亲走在夜深，很平静

平静得没吵醒任何人

父亲的嘴张得很大

一句来不及交代的话，

急匆匆画上了句号

父亲在世时很风光

怒放在乡村里一朵艳丽的花

已是父亲的父亲

冷冷清清送走父亲

想到坐在独轮车上，路倒退光阴

车子牵着父亲，笑容很温暖

如那些年正月初四的阳光

与父亲隔上了一块更大屏障

我早已是一个寡言的父亲

观鼎湖峰
有感
方晓光

你从远古走来
黄帝曾与你共眠
奇峰突起
女娲曾带你补天
腰间肚脐眼
流不尽仙丹
看遍万水千山
阅尽沧桑人间

渔歌渔歌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