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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也能打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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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民间记忆】

□苗得雨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生活经
历不一样，吃饭口味不相同，对各种蔬菜的
喜厌好恶也因人而异。

平心而论，人们是普遍喜欢胡萝卜，
要不然，国人就不会把它誉为“小人参”
了。而在荷兰，胡萝卜与土豆、洋葱混合烹
调的菜肴被定为“国菜”，日本、美国等国
家认为胡萝卜是根茎类蔬菜中的“健康保
护神”。胡萝卜是既普普通通、平平常常，
又物美价廉、营养丰富的一种蔬菜。胡萝
卜到处都有栽种，它们有红的、有黄的，有
红里透黄的、黄里透红的，还有极少数是
黄里透白以及红得发紫的。不仅颜色鲜
美，晶莹亮丽，而且肉质细密，脆嫩多汁，
芳香甘甜，沁人心脾。特别是它含有丰富
的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具有促
进人的机体正常发育，维护上皮组织，防
止呼吸道感染，健脾除疳，润肠通便，益肝
明目等功能。

胡萝卜有多种吃法，生吃熟吃，鲜吃干
吃，炒、蒸、馏、煮、炖、拌，喝糊糊、包水饺、
蒸包子、炸丸子、煎托子、腌咸菜，随心所

欲，任君选择，不管怎么做，都能让人闻起
来馋涎欲滴，吃起来口舌生香。

据民间传说，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早
年家境贫寒，曾经流落街头逃荒要饭。当上
皇帝后，整天山珍海味、美馐佳肴，让他吃
腻了，他忽然想起当年有一次乞讨而来的
一碗饭。那碗饭色香味俱佳，颜色是满碗一
片白，中间几点红，闻起来淡雅清香，吃到
嘴里如糖似蜜。多少年了，他忘记了这碗饭
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只知道那是碗“白边
红心饭”，吩咐御厨重新做来，让他再享受
那样的美餐。可是厨师们查遍了高档的菜
单食谱，询问了多处特色名吃，都不知道

“白边红心饭”是怎么做成的，最后派人到
他当年讨饭的地方去找，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终于找到了那位舍饭的人，才知道这是
一碗白花花的豆腐渣中间又剁了通红通红
的腌制胡萝卜碎末。

然而，我对胡萝卜却经历了一个爱恨
交织的过程。事情还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
末的大跃进“刮五风”说起。

我的家乡汶上县蜀山湖畔，地势低
洼，易涝怕淹，那时的雨水好像特别多，防
洪排涝水利设施比较简陋。1 9 5 7年秋天，
家乡暴雨成灾，庄稼被淹得一塌糊涂。土
地产量本来就低，这一淹吃饭成了大问
题。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不仅有自然界的
狂风暴雨，更有政治上的大浪滔天。上级
布置任务，要求农村树起“三面红旗”，搞

“一大二公”，做大锅饭，吃大食堂。大锅饭
的主食就是胡萝卜。把胡萝卜和黄豆一起
放在大锅里煮熟，然后再把胡萝卜捣烂，
满碗都是胡萝卜，只有星星点点很少的黄
豆粒，还美其名曰“豆梅”。开始还觉得挺
好吃，可是，上顿吃了下顿吃，今天吃了明
天吃，吃来吃去胃受不了，吃伤了。有几
次，我甚至把领到的“豆梅”仅仅挑了黄豆
粒吃，然后就把胡萝卜全部倒掉了。倒了
几顿，没有别的食物可吃，饥肠辘辘，饿得
发慌，为了活命，只好继续吃。

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慢慢好起
来了，但我却对胡萝卜深恶痛绝，只要一看
到它，就脑子疼，条件反射式地排斥、拒绝，
很多年不吃胡萝卜。

结婚后，妻子知道我这个毛病，就试
着帮助我纠偏。她说胡萝卜真的是个好东
西，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循
序渐进，精炒细烹，逐步调适我的胃口，慢
慢地，我恢复了正常的味觉，又喜欢上胡
萝卜了。

后来，我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这不是
胡萝卜的错，为什么要恨胡萝卜呢？不仅
不应该恨它，相反，应该好好地感谢它，要
不是胡萝卜，还不一定能熬过那个可怕的
年代呢。

济南的茶叶博览会之多、之高位
让人眼前大亮，中国茶叶的高地正在
向茶之北极转移，是一件大好事。如果
说，一年一度的中国北方茶叶博览会
是地方粮票的话，那么，带有国字号的
中国茶叶博览会就是全国粮票，具有
更强的传播和流通功效。上下交叉，无
缝隙覆盖，无人能在如此铺天盖地的
茶叶袭击战中逃脱，至此，中国离真正
的茶叶强国已经不远。

不是很清楚国字号茶博会的周期
是多少，本年度的中国茶叶博览会于
2013年10月23日至25日在济南举行，
时间有些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
本次茶博会的有关茶产业高层论坛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先生提出
两个问题。一个是农药的残留，陈院士
表示中国茶叶的质量安全问题80%是
因为农药残留超标。农药残留不仅可
能引起慢性中毒，也会引起急性中毒，
特别是对儿童的危害性更大。再一个
就是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仍面临产能
过剩的问题。

茶叶的农药残留问题不是今天才
提出来的，出现这个问题的国家也不
止咱们一个。但是，唯独中国茶叶备受
关注，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产茶地
区。虽然茶叶的单产面积不及日本、印
度、斯里兰卡，甚至不如非洲的肯尼
亚，但种植面积却在迅速增长，以大面
积取胜高产量，兵团作战对决精锐战
师，实际上就是简单的粗放种植对决
精细耕作的种植方式。种的面积少，自

然就管理严格、仔细；漫山遍野地种
植，管理自然而然也就放松了。农药的
残留超标，茶叶质量的下降，都严重影
响了世界第一产茶大国的国际地位。
我们的茶叶不能大批量走出国门，大
多只能自产自销，而自销和出口的茶
叶要求又不一致，导致自销茶叶质量
下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产茶国，但
这并不是衡量中国茶世界地位的唯一
标准。中国茶的世界地位是因为其强
大的传播力量、影响力、推动力和普
及作用。大唐帝国受世界各国仰慕追
随，来自丰厚的社会资源、人文精
神。最早从大唐帝国带回茶种的日本
人是最澄禅师，日本天皇第一次喝到
茶水的时间是公元815年。这个没怎
么见过世面的天皇，即刻被那碗清汤
茶水所征服，颁令在全日本推广饮
茶，茶树在这个岛国得以大面积栽
种。到了大宋，一个叫做荣西的日本禅
师，不仅来学习佛经，走的时候带了满
满一船的茶树种子，还把博大精深的
中国茶道也带回了国，并制定了适合
日本人使用的饮茶仪式，称为日式茶
道。模仿陆羽的《茶经》，荣西写了一
本《吃茶养生记》，是日本的第一本茶
书。在书中，茶叶被神化为“圣药”、

“万灵长寿剂”，大大推动了日本社会
的饮茶风尚。从此，宣扬不怕战死就怕
病死的日本人，嗜茶如命，甚至将清寂
的茶道引入极端。当年英国佬大肆贩
卖鸦片进中国，并趁中国人吸着大烟

昏睡时，扛着洋枪洋炮捅了天朝窝。中
国人厚道仁慈，没有趁日本人沉迷于
茶道时偷袭打劫，反被喝了“圣药”精
神起来的日本鬼子倒打一耙，输了个
精光。

日本人放出狂话，宋代以后中国
已经没有茶道，世界茶道在日本。

我们该怎么说？历史是如此记录
的，到了19世纪，中国茶叶的传播遍及
全球，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是，1886年
茶叶出口量达268万担。我们现在看到
的一组数字是，喝起来没滋没味的立
顿茶，在中国的销售量基本与我们出
口茶的总量差不多。茶叶出口第一大
国的地位有些动摇，如果把不住关口，
说不定哪天就要让出坐了很久的头把
交椅。澳洲和新西兰在繁华地段都有
卖茶的专业店，但多是印度和斯里兰
卡茶，我们的茶屈居旮旯里，不大好
找。

茶已入道，茶道如人道。我想，如
此盛大的中国茶叶博览会仅在国内开
意义不大，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卖便
宜货的大卖场。到海外，推销中华茶文
明，让更多的老外喝中国茶，这是远
谋，此乃大略。

我这里略去了“汉奸”二
字，他们是国家与民族的背叛
者，已是民族敌人，人称“二鬼
子”。“二鬼子”也是鬼子，不必
单列。

我们家乡县有位鲁中区
第二名劳动英雄叫王兑一(第
一名朱富胜)，得奖时，画报上
一个壮汉，牵着奖品——— 大黄
牛，羞答答像个小媳妇。有一
年我在那一带采访，专门安排
了一个时间，去看望这位“小
媳妇”。已62岁的老英雄，仍红
光满面，不显老。

叙起来，才知老英雄也是
“牛倌司令”徐敏山下面的一
员将，是七八个村民兵的小指
挥，同时在徐敏山的整个队伍
中是有名的“爆炸大王”。他会
埋各种地雷，什么“和尚帽子
雷”、“麻雷”、“趋雷”、“牛蛋
雷”、“鳖盖雷”、“拉雷”等等。

“和尚帽子雷”是十个雷埋一
窝子，上面有个A字形板像个
和尚帽，一踩便翻，踩哪边哪
边响，炸敌人一炸就一堆。有
一次在波池桥，炸死鬼子两
个，炸伤六个，鬼子到了西波
池，过河时，又炸伤七个，炸死
一头马。1942年和1943年，在贾
家庄子一带炸死汉奸不少。有
一次在垛庄西桥上，炸了鬼子两辆汽
车，把车炸翻在桥下，着了火，车上一个
排的鬼子都死了。还有一次，鬼子“扫
荡”快结束时，部队一部分插到了敌人
的后方，他们配合着埋地雷炸敌人，在
大辛庄河边，地雷响了，炸死炸伤四
个……

我听老英雄叙说着，打量着他，我
想他那一双手，为了根据地的生产丰
收，可以使土坷垃开花，为了打击敌人，
又可以使石头开花。他说：“从打鬼子到
打蒋介石，没伤着我一根毛，身上这几
处伤，”说着他指手、胳膊、腿等处，“是
埋的雷没用着，起时受的伤。那是在孟
良崮战役前，为了阻击敌人进攻，百多
个人负责埋雷，头一天敌人来了一个
营，估计第二天来一个团，想把原来埋
的雷起出来再重埋，响了一个，炸伤的，
接着我被抬到高湖部队医院，后来养伤
去了渤海……”说着，他的双手动作仍
灵巧地做好了饭。我们吃着，他讲了一

个有趣的打汉奸头子公佩敬的故事。老
英雄叙说往年，一点没提当时正是日本
鬼子连年“扫荡”沂蒙山时。

他说的那个故事是：1942年古历七
月十五，在蒙阴城鬼子那里当汉奸大队
长的公佩敬，带一营人去老家铁城子给
他爹上坟。他爹是三年前这天死的，叫
忌日，死了以后一直没来上坟。这家伙
当汉奸头，有名的坏，蒙阴、沂水地里没
不知道的。手下管着一千多人。我们在
敌人内部打进了十三个人，有夏庄的来
成仁、他本村的公佩元等，敌人有什么
情况，我们都知道。这天前，县大队长徐
敏山送来信，说我们的人送情报来，公
佩敬要带一个营的人马来他家林上给
他爹上坟，要组织人打伏击。要力争抓
活的，这家伙刁滑，抓不着也打他个腿
断胳膊折！

县大队组织了三百来人，区中队参
加四五十，各村游击小组去了六百，兴
旺庄的一大帮，李家庄子十三个。都戴

着隐蔽帽，在苇笠上插上草
或高粱叶。在半夜时，插到
蒙阴地界，在敌人要经过的
地方，大家散开在四面庄稼
地里埋伏着。

成队长在官庄西边大
官地，那里洋槐很多。俺在
桥子正北的村里。岩麓村的
上了西边高庄正北。不到吃
饭的时候，我们几个装锄地
瞭望情况的告诉大家：“公
佩敬来了！”

公佩敬骑在马上，问这几
个“锄地的”：“喂！刘希宜、刘
汉民都在家吧？”公佩敬问的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锄地的

“问：“你是谁？”公佩敬说：“我
是公司令！”此时，隐蔽着的人
们叭叭叭一阵排枪，边喊着冲
出来：“我们是八路军！”公佩
敬离成队长有三百来步，成队
长喊道：“打公佩敬！”汉奸们
一看被围上了，忙求饶说：“别
打！别打！”我们说：“投降？投
降就不打！”公佩敬看事不好，
打马跑进了一个庙里。有十几
个汉奸钻豆地里趴下了。

大家一齐吆喝着追，追到
河南，顺着河追。徐敏山一个
手榴弹炸伤了公佩敬的马，马
一头栽地下。公佩敬下了马

在打匣枪时，人们说：“打那个穿大衣
的，那就是公佩敬！”有人高声喊：“公佩
敬，你这个王八羔子！当汉奸，卖国求
荣，你这个不孝之子，你老子死了，你三
年不来上坟，今天让你见你老子去！”有
人喊：“八月十五人节，七月十五鬼节，今
天让他和老子一块去了！把他当鸡宰！当
猪杀！”

公佩敬一看，这回是要他的命了，不
再还击，剥下大衣就窜。汉奸扔下十几个
盛祭品的大抬盒，也没命地窜。公佩敬混
进了里边。人们打了一气，找不着公佩敬
了。敌人过了骑马石，被蒙阴城出来的大
本营的汉奸接应回去了。

这回，我们追得紧，敌人跑得狼狈，
打死了他们十七个，伤了不少。公佩敬学
了马超反西凉时曹操的办法，没被活捉
着。十几个上坟的盒子，除了烧纸，有猪
头、各种菜和大白馒头。大家一边吃着，
一边嘟噜：“可惜没吃着公佩敬这贼羔
子！”从那，公佩敬的汉奸队再没敢来。

【饮馔记忆】

爱恨交织
胡萝卜
□刘明远

【问茶齐鲁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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