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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只飞鸟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与自然
食相笔记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须臾不可离的头等大
事就是吃饭。中国人是非常重视饮食的，自古就
有“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一饮一啄的生活，是和生存、发展、享受融为
一体的；吃饭，不仅仅是在吃食物本身，也是在吃
文化、吃科学、吃艺术，蕴藏奥秘，意味无穷。

就拿中国南北的饮食差异来说。我们知道
一个地区居民的饮食，首先是由物产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以旱地为主，产量低，通常缺
菜，居民也舍不得吃菜，以五谷杂粮来调剂口
味。南方水田居多、菜蔬丰饶，人们用菜蔬配口
味，但主食基本上就是大米，比较单调。这是人
类征服自然、同时也是适应自然的结果。

人类高级于其他物类的主要表现之一，在于
他能够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同时理论不断引导实
践。中国人一饮一啄也不乏智慧。早在《黄帝内
经》中，就提出了“五谷为养”的饮食理念。从现
代营养学的知识来看，“麻、麦、稷、黍、豆”对机体
代谢、生理功能、健康状况等起作用很大，最主要
的养分，乃是能量和蛋白质。能量是一切生命活
动所需动力的来源；蛋白质是所有生命细胞最基
本的组成部分。能量和蛋白质，是当代所有营养
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五谷为养”主张和强调的
就是：人们日常所必需的能量和蛋白质，主要应
由粮食来供给。粮食是中国人的主食，是生命的
动力。提倡人们杂食五谷，并以此为主食，抓住
摄取营养素的主体、根本。在此基础上，通过果
为“助”，畜为“益”，菜为“充”的配合，辩证施食，
达到养生健身的目的。而研究表明，蔬
菜是人们日常必需的几种维生素和矿
物质的主要来源和重要来源；多食蔬菜
是长寿的保障。中国人的饮食之道是
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讲究养生却也符
合科学。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农业
文明国家，农业讲究“靠天吃饭”，要求
稳定、安宁，不然“人误地一时，地误人
一年”。而西方国家很多是游牧文明的
民族，马背漂泊，逐水草而居，往往为争
夺生存资源互相吞并、动荡不安，饮食
往往无固定场所。自然选择的结果，烧
烤（马、羊）生肉成了他们的主要食物，
工具固定为刀、叉、盘等，形成了独有的
口味（味蕾）习惯，沿袭成俗。科学昌明
后，经过现代人研究，发现这一套餐饮模式和欧
美人的营养结构已经很协调。这就是“西餐”这
种饮食形态，为近代率先进入工业文明的欧美
人所使用的大致脉络。

东西方不同饮食习俗，直接影响人的体格
和脾性，是形成不同民族性格的基础：欧美人多
高壮、外向、运动、好斗、尚武、崇物；中国人相对
低矮、贞静、稳重、平和、重文、崇权、尚德。欧美
人更重视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中国人拥有博大
精深的人文资源。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对中国
人的饮食与欧美人的饮食作了比较：“中国人之
饮食，不特不为粗恶野蛮，且极合于科学卫生。
单就饮食一道论之，中国之习尚，当超乎各国之
上。此人生最重之事，而中国人已无待于利诱
势迫，而能习之成自然，实为一大幸事。吾人当
保守而勿失，以为世界人类之导师也可。”

我们中国人的食，并非经常上餐馆吃大菜，
赴宴会。就多数人来说，经常性的饮食，多是以
家庭为单位，吃家常饭，食家常菜，这些家常的
饭菜，材料大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多数乃是萝
卜青菜，豆芽豆腐，蜀黍杂粮，大米白面，鸡鸭鱼
肉。“常珍蔬茹耐咀嚼”，就是这些常珍蔬茹照样
给人以饮食的快乐。

吃饭还是家常饭！正是在平常的吃饭中，
我们体会五味调和，玩味天人相应，享受饮食之
乐。

充足的阳光下，一块平整的空地上晒
着农人收获的五谷杂粮。

谷子是金黄色的、豆子是金黄色的、玉
米籽儿是金黄色的，金黄色的粮食在金色
的阳光下仿佛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一位农人坐在晒场的一边，整个上午
他的嘴从没有停止过，就像训自己的孩子
一样，唠唠叨叨一直在训话。

一群小麻雀时而飞起、时而落下、时而
盘旋，围绕晒场叽叽喳喳，整个上午它们的
嘴也从没有停止过。农人的训话和麻雀的
欢叫美妙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乡村最美的
音乐，这也是乡村特有的音乐。

我曾经坐在一边，长时间观察过守着
晒场训话的农人，请不要误解这位农人是
闲着无事在瞎唠叨，其实他是在和这群小
麻雀对话。

在乡村人眼里，不管是树枝头飞舞的麻
雀还是脚下欢跑的蝼蚁，都是村庄里的成
员。千百年来，他们在一起和谐地生存着。

淘气的小麻雀可以成群结队地飞到农
人家的院子里去寻找食物，即使有农人从
它们的身边经过，它们只会原地跳跃几下
躲开，而不会立即飞走，它们知道农人不会
伤害它们。有时候把农人惹急了，农人们
就像严厉的父亲去训自己的儿女一样训

鸟，鸟儿懂得农人们的训话。
整个上午，在晒场上，小麻雀会在农人

回头或低头的瞬间，飞落在粮食上去吃几
口，守晒场的农人回头看见偷吃粮食的麻
雀，就会很严厉地喊：“还没有吃够吗？你
们这些喂不饱的东西，地里那么多散落的
谷籽儿不去拾吃，偏偏来晒场上闹，快走，
快走……”小麻雀听到农人的训话就会知
趣地飞上树梢，毕竟这是偷吃，是不光彩
的。等农人再次回头的时候，它们还会乘
机“下口”，农人又会训，如此反复着。

如果中午散学的孩子，手拿自制的弹弓
弯腰去拿小石头子打鸟，大人会训孩子淘
气，甚至会没收孩子的弹弓，阻止孩子打鸟，
此时失去了弹弓的孩子在一边气得哭鼻子，
成群的麻雀却在树枝头叽叽喳喳地欢叫。

村庄是和谐的，不管是鸟还是猫和狗，
它们都是淘气的，又是乖巧的，它们都能听
懂农人们的话。在城里养的宠物狗需要花
大气力去调教，在乡村完全不用。比如一
条黄狗，乡村人很随意给它起一个名字：

“黄毛”，不用刻意去教它，时间久了，只要
主人站在院子里喊一嗓：“黄毛”，狗无论跑
了多远，只要听到主人呼唤总会飞奔而来，
用身体蹭着主人的裤腿撒娇。

如果狗和猫打架了，正好被主人看见，

主人会去训狗：“放开，你干甚要去欺负
它！”狗听到主人的呵斥后鼻子上带着猫抓
伤的痕迹，会立即躲到一边，很委屈地用眼
睛偷偷地看主人。

我每次到乡村，途经田野，都会久久地
去注视乡村田地里的稻草人。那些用几根
树枝撑起来，穿着草衣戴着草帽的稻草人，
随风摆动着身姿，站在即将收获的田地里
是一道最美的风景。其实聪明的鸟儿早已
洞穿农人们的伎俩，它们会旁若无人地站
在稻草人的头顶上或肩膀上放歌。整个秋
天下来，你去看吧，稻草人的头上、身上满
是鸟粪，农人们也知道这些稻草人是不起
作用的，但下一年的秋天他们还会绑制几
个稻草人在地里。

稻草人是乡村人最善良的象征，他们
没有采取极端的方式去除掉这些淘气的、
抢吃秋粮的鸟儿，而是做一个稻草人在地
里，就像说：“狼来了！”来哄骗淘气的孩子
一样哄骗鸟儿。即使最为恶劣的野猪到田
地里去糟蹋秋粮，他们采用的多是放爆竹
和敲锣，只要能吓走它们，乡村人从不舍得
伤害它们。或许乡村人不会去讲关于和谐
共存的大道理，千百年来，他们知道，在同
一块土地上，每一只飞鸟甚至爬行的蝼蚁
都有生存的权利。

一饮一啄滋味长
□杨志民

宋江的财产

□郭震海

□金错刀

众 所 周
知，《水浒传》
里的宋江原为
郓 城 县 的 押
司 ，因 出 手 阔
绰 ，挣 得 美 名

“及时雨”，在
“山东、河北闻
名 ”。 也 就 是
说宋江家里银
子 多 ，挥 金 如
土 ，“ 济 人 贫
苦，周人之急，
扶人之困”，哪

里有穷苦哪里就有宋江的身
影，“及时雨”=慈善家+“孟尝君”。

《水浒传》记载，宋江曾十七次送银子
给别人。如送武松、李逵各十两，送唱曲
的宋老儿二十两。在琵琶亭，为接济卖唱
为生的玉莲一家三口，宋江拿出二十两银
子。薛永在揭阳镇上使枪买药，无人施
舍，宋江看不过眼，先赏五两，临别又送一
二十两。刺配江州后，请公人喝酒时，贿
赂五两，后来请差拨时贿赂十两，请官营
时贿赂加倍。宋江曾包养一个原酒店小
姐阎婆惜，给阎婆惜母女买了一栋别墅，
没过半个月，还把阎婆惜“打扮得满头珠
翠，遍体绫罗”，他的准岳父阎公死了，赠
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

先测算一下宋代一两银子的购买
力。朝代不同，或同一朝代的不同阶段，
购买力肯定有些差别。为了更客观和直
观一些，我们不妨从《水浒传》中直接找依
据。第十回，陆虞侯拿出一两银子给店小
二，买三四瓶好酒，菜肴随便上。第十五
回，吴用劝阮氏三兄弟入伙劫生辰纲时，取
出一两银子给阮小七，沽了一瓮酒，并买了
生熟牛肉二十斤，大鸡一对。由此估计一
两银子大概等于800～1000 元人民币，起
码能供三口之家大半月的基本生活。

再了解一下宋代一个押司的收入。

作为县级政府没有品级的“小公务员”，押
司主要是征收税赋或处理狱讼，辅助政府
官员的日常政务，负责案卷整理工作或文
秘工作，一般一个县有八个押司。古代成
熟的县政府编制等级为县官、师爷、通判、
捕快、押司、狱长。宋朝一个正七品县官
的月俸只有三十两银子，押司与县官差了
四个等次，月俸绝不会超过十两，而且没
有奖金和补助。

《水浒》中，宋江“上有父亲在，母亲早
丧；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
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
活”。说明宋江距离“富二代”很远。他做
押司，顶多因为与县令私交甚好，能多开
几张发票，装点碎银子进腰包。因为“吏
道纯熟”，在“上下经手”中，可能有些“好
处费”，但押司官小身微，灰色收入不会很
多。《水浒》里也没有关于他从事第二职业
的记录。

我们只好心理阴暗地推想，宋江的银
子是否来自“吃黑”。他曾给晁盖“通风
报信”，其沉稳心态和娴熟伎俩，不免让
人怀疑宋江平日没少干这类事，而晁盖
只是其中的一个。那些因为犯事却被他

“周全”过性命的人，事后风平浪静时，
按惯例当然要“意思意思”。比如晁盖逃
脱官府追拿上山后，一出手就送给宋江

“一百两金子”。这些金银应该是宋江的
主要经济基础。

宋江对社会的危险性在于，他一面在
县衙当差办案，一面又为犯罪分子通风报
信；一面从贼人那里捞取钱财，一面又救
济别人赚口碑，是一个标准的“执法犯法”
者。如果说晁盖是黑社会老大，那么宋江
就是黑社会老大的老大，一个与江湖黑道
联系密切的官吏，一个为犯罪分子充当

“保护伞”，并且收取黑钱、赃钱、不义之财
的“黑三郎”。难怪深知宋江“底细”的阎
婆惜，临死前骂他“公人见钱，如蝇见血”

“做公的人，哪个猫儿不吃腥”，原来他是
“黑三狼”啊。

金龙谷的蔓草
□王剑冰

在泰宁的金龙谷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
植物，其中有一种藤，有着很坚强的茎，能够
攀爬到很远很高的地方，它甚至和树一同生
长，让人赞叹不已。仰头看去，总能看到这
种叫做藤的植物。

渐渐进入丹霞地貌的峡谷地带，眼前是
一片孤峰赤壁。向上看去，岌岌欲倾，令人
眩晕。将要收回目光的时候，我看到了另一
种植物。它就像一种软体动物，在光糙糙的
崖壁上攀爬。而在这样的崖壁上，强壮的藤
们不见了，它们早就借助一些树迂回地前
行。只有这些不知名的像红薯秧似的蔓草，
一根根蜗牛般的向上攀。

摆在它们面前的，其实只有死路一条。
这些蔓草，完全是靠着自身的生长来延伸行
程的。它们生长的速度一定很慢。因为我
突然发现，它们上边的身子青着，下边的身
子却早已断了。不是山风吹折即是老化掉
了，越接近根部的地方，越像化石或者像燃
剩的灰烬，似有似无地贴在崖壁上。

就像看见了一列没有车头而飞奔的火
车，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第一次见到这样
的植物，叫做根的部位已是名不副实，枝蔓
却还活得有声有色。太阳热辣辣地照在石
壁上，那些紧爬慢爬的无根的蔓草，绿汗油
油，同赫色石壁形成鲜明的对照。

崖壁的上边有一块突起的地方，给蔓草
造成了困难，一些蔓草爬到那里就垂落成悬
空状，痛苦地等待着风雨的判决。几根坠落
的蔓草已经枯萎。后面的蔓草还在攀着。
也许就在我转身的一瞬，又一根悬空的蔓草
仰身落下。

肯定是不知道危险不知道迂回不知道
低头的道理，我想，蔓草的活着，真的是没有
人那么多羁绊和顾虑，向上攀爬就是蔓草的
方式。既然生长的环境是悬崖峭壁，就毫不
犹豫地去爬，即使爬得残肢断体，爬到再不
能爬的境地。

滴水藏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