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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物资紧缺，食品都需要凭票
供应。每到过年前，居民小组长都会挨
家挨户发来各种各样的票证，大家再拿
着手里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票证去购
买鸡鸭鱼肉、南北干货等，过个还算丰
盛的大年。食材买来后，大人们还要精
打细算，少量尝鲜外，大部分东西还得
留着过年招待客人用。

中国人历来热情好客，宴席上不摆
满各种菜肴，都会觉得没面子。于是，
一边是客人一个劲地劝主人别再炒菜
了，菜够吃了；另一边的父母却像变戏
法似的不断从厨房端来各种美味佳
肴。酒足饭饱，客人散去，母亲便会把
各种剩菜“合并同类项”，冷菜放在一个
碟子里，鸡鸭肉菜放一个碗里，热炒较
多，就分几个盘子放。虽然那时候家里
没有冰箱，但寒冷的天气足以给这些食
物保鲜。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吃这些“残羹

冷炙”了。先在砂锅里放入几勺隔日的
剩汤，再挑一些剩菜放入，加水等锅烧
开后，再放入新鲜的白菜或青菜等。我
最喜欢的则是在汤里放粉丝和菠菜，那
甜丝丝的菠菜头、清爽爽的菠菜叶，吃
起来非常解腻。这种包含了各种荤素
食材的汤品，不仅味道鲜美，而且热气
腾腾，在寒冷的冬季吃起来特别有滋有
味。

父亲把这种汤叫“折箩羹”，那时
候我还不知道有“折箩”二字，以为就
是把那些杂七杂八的剩菜放在一起烧
制的汤菜，当然这是错误的。折箩的

“折”属于动词，就是倒过来、倒过去的
意思。所谓“箩”，是名词，就是箩筐的
意思。把剩菜倒入箩筐里沥干，就是
折箩，北方也叫做合菜、杂和菜等。

以前的时候，有钱人请客也是在
酒楼大摆筵席，吃剩下来的剩菜剩饭
很少有拿回家的。于是，酒家的伙计
们就把可利用的剩菜倒入箩筐，干的
变成了折箩，湿的就成了泔水。不像
现在的饭店，顾客吃剩下来的菜肴不
管干的湿的，一股脑儿都倒进了泔脚
桶。伙计们嘴馋的话，就把折箩热热
后吃了，算是打了牙祭。也可以把那
些折箩拿出来卖，那些穷苦的劳工花
了小钱吃到了一些平时吃不起，或舍
不得吃的美味，而伙计们也把这些“营
业额”占为己有，算是为自己谋到了一
些额外的“福利”。

因此说，狭义的折箩就是以前酒家
所卖的“折箩”，而广义上的折箩包括婚
宴、家宴等吃剩下的菜肴。过去听过相
声演员刘宝瑞说的一段单口相声《珍珠
翡翠白玉汤》，讲的是，朱元璋落难时，
在一座破庙里神疲力乏，两个乞丐给他
做了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吃后顿时
精神大爽。原来所谓的珍珠翡翠白玉
汤就是乞丐讨来的剩米饭（珍珠）、白菜
帮子（翡翠）、半块发酸的豆腐（白玉）熬

制而成。这碗让朱元璋恢复元气的“珍
珠翡翠白玉汤”应该也算是比较另类的
折箩了。

有一年新年，去一位同学家做客。
他的父母走亲戚去了，他说今天请我吃
菜汤面，我心里犯嘀咕，怎么新年里吃
面呀？同学把一大锅菜汤面端上桌，盖
子一掀，香味扑鼻，这怎么是菜汤面，简
直就是八宝面呀。除了青菜和面外，汤
里还有牛肉、熏鱼、肉皮、蛋饺、百叶包、
咸肉、鸡肉块、冬笋等。以前我吃过冷
盆里的熏鱼，这放在汤里的熏鱼我还是
第一次吃，口感更为酥嫩。牛肉过去只
吃过零食中的咖喱牛肉，这样大块吃卤
过的牛肉也是第一次，大快朵颐的感觉
特别满足。同学说，不好意思，这些菜
都是前两天吃剩下的，我把它们都放在
了面里。而在我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
的这顿菜汤面，应该是最为豪华的“折
箩面”了。

现在饭店生意比较难做，一些经营
者就想搞一些创意来吸引眼球。个别
老板就想起了以前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的折箩菜。可他们不是要把剩菜卖给
顾客，而是炒上十几盆菜，再把它们拌
在一起论斤卖。这种形式上像，而内容
上全然不对的大拌菜，还能说是折箩
吗？

有些地方如今还保留着初四吃折
箩的习俗，就是把节日里的剩菜尽量吃
完。就像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但外出
就餐吃剩的饭菜还是要打包回家一样，
都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邻家有对七
十多岁的老夫妻，过年时，儿子女儿带
全家来看望老人，老人总是要做一大桌
菜招待。儿女走后，老人天天吃折箩，
最后因为有些食物变质，老人吃得上吐
下泻，令人唏嘘。所以说，如今不管是
婚宴家宴，都不要因为面子铺张浪费，
根据宴请人数，菜肴尽量做到少而精，
折箩少吃，甚至不吃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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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生活从下午四点开始。披上大外
套，戴上小棉帽，踏上运动鞋，雄赳赳气昂昂，大
步流星踏上过街天桥、大路小道。

附近有3处佳境：南曰凤凰苑植物园、北曰
东昌湖、东有千年古运河，处处景色，各有千
秋。徒步、小憩、远望、思悟，揽博大浩瀚，享人
间美景。

凤凰苑植物园景色宜人，河、湖、溪、岛、路、
所、园相交叉，植物万余株，以林地、湿地、花卉
景观为特色，形成“一轴、四区、多点”的主题景
色。园区以松竹梅“岁寒三友”、木兰、海棠、牡
丹、月季等六园交叉布局；根据春、夏、秋、冬属
性设置五园——樱花园、紫薇园、彩叶园、百果
园、木樨园；还有槐香园、水生植物园、儿童乐园
等特色园。各园各具特色，最是散步好去处。
背着手、挺着腰，沿着沥青路、石板路、条块路、
疙瘩路、木板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横七竖
八，左左右右，走着像天门阵、八卦图，实则条条
相连、路路相通。累了就歇会儿，路边相隔百米
就有各式各样的椅子、凳子，还有一些奇葩卧
石，也是合适的座位。有人说，它春天似花海，
夏天是果园，秋天像林海，冬天为桃源。

东昌湖为宋代掘土筑城形成的护城河，又
名环城湖，现在是江北水城的地标。每每散步
东昌湖岸，常常想起西湖。有人说，它有白蛇传
奇、我有胭脂故事，它有白居易、我有傅状元，它

有雷峰塔、我有光岳楼，它有西湖三宝、我有铁
塔古楼玉皇皋。何必相比呢？我们自豪并欣
赏：龙堤的繁华、古城的庄严、二十一孔桥的雄
姿、水城明珠的壮观。是的，东昌湖是我们的名
片、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家园。

古运河的变化太大了。上世纪80年代，我
在聊城一中读书的时候，它静静地躺在学校旁
边，河窄、水浅、速慢，两边有杂草、矮柳、水蚊
子。沿着运河向南，有一处开阔的河滩，平整、
宽敞，经常看到一些人牵着逮兔子的“细狗”，聚
集于此，像开运动会一样，解开狗绳看谁家的狗
跑得快，煞是热闹。现在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运河两岸是青石垒砌、杨柳成排，
有码头、能行船，水深处超两米，护栏外悠长小
路，是居民朝夕锻炼的乐园。原来荒野的河滩
现在打造成了湿地公园，林草错落有致，高的有
四季不落叶的树、矮的有团团簇簇的草。树上
有大小不一的鸟窝，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
上下嬉闹，毫不在意游人的关注。水草和芦苇
荡里飘着一群水鸟，有的鸣叫着水上飞，大部分
藏在草堆里面，仅仅听到、看到它们呜呜呀呀的
吵闹声和嬉戏形成的片片涟漪……天蓝、水清、
树多、草茂，自然界忽然多了一些调皮的伙伴，
飞舞着、欢跳着、歌唱着，歌唱生活之美，歌唱生
命之美。

乐游佳境
■ 张明国

起初，对“无双谱”三个字的认识并不深刻，
也没有认真仔细地研究。

从字面上看，无双就是唯一，没有第二；谱
就是谱写。无双谱就是把独一无二的人或事，
谱写到一块，组成一个集子。这样理解我觉得
是对的，但不一定全面。

有一次，去古玩市场，一位朋友拿着一个周
身都是人物和字的罐子，爱不释手，激动地说：
他收到了一只“无双谱”的粉彩罐。一问价格很
贵，碍于情面，也没有详细了解。

“无双谱”三个字却牢牢地印在脑子里。回
到家立刻查阅有关资料，方知“无双谱”瓷器是因
瓷器釉面上绘有“无双谱”图案而得名。因其绘
画特点突出、图文并茂，深受瓷器爱好者欢迎。

《无双谱》又名《金陵无双谱》，实际上是由
清初绍兴画家金古良撰绘而成，康熙时期御殿
刻工朱圭镌刻。绘者从汉代至宋代1400多年
间，挑选了40位广为称道的名人，如项羽、苏武、
武则天、李白、司马迁、花木兰、岳飞等举世无双
的人物，绘成绣章并配诗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人物事迹。

《无双谱》刻成以后，流传翻刻甚众。景德
镇工匠以版画为蓝本摹画于瓷器上。康熙时
期，无双谱人物便成为瓷器上常用纹饰，道光、
同治时期“无双谱”瓷器盛行，并一直延续到清
末。主要品种有瓶、罐、碗、盘、坛、笔筒、帽筒
等，大多为粉彩器，也有青花瓷。

我就曾与一件康熙青花“无双谱”四方尊失

之交臂。夏津县雷集村有位朋友，是村里的文
书，也是古瓷爱好者，受父亲的影响，从小走街
串巷收购古玩，手里的好东西不少。其中，有一
件康熙青花人物配诗文四方尊。青花发色纯
正，四面人物栩栩如生，当时还不知绘的是“无
双谱”人物，但朋友要价太高，去了几次均未谈
成。再次去时，朋友却遭了难，那件瓷器连同其
他有收藏价值的东西，被几个歹徒洗劫一空，至
今仍未破案。从此朋友一蹶不振，再也不玩古
玩了。

入冬以后，我和朋友去德州古玩市场，无意
中喜得一个“无双谱”粉彩果盘。去时主要想了
解一下市场行情，转转看看，并未打算买东西。
当转到一个摊位时，突然发现有一个“无双谱”
果盘，一问价格不算太高，于是动了买的心思，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终以理想的价格购得。
此盘为清同治时期海棠形粉彩果盘，高7厘米、
长26厘米、宽20厘米，盘的外围与盘内共画了6
个人物并配有诗文，是他刚刚从农村一户人家
收上来的。非常难得，也圆了我收藏一件“无双
谱”瓷器的愿望。

值得思考的是，古人能把历史上有突出贡
献的人物绘刻成册或制成瓷器，以示纪念和传
承，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影响了几代人的英
模人物，像雷锋、黄继光、董存瑞等，我们也要因
应形势发展需要，积极创新叙事风格及传播平
台，让英模精神焕发夺目光彩。

无双谱
■ 韩英民

老妈喜欢开荒，农闲的时候在河道地头
开荒种红薯、蔓菁、豇豆、绿豆，每到腊八前
夕，一些亲戚邻居煮腊八粥，凑不够八样食
材的时候，就会找老妈讨要一把豇豆或者几
个红薯。如果老妈外出，就把盛这些粮食的
袋子放在院子里，让讨要者自行拿取。

过新年，腊月二十四大扫除。家里没有
长杆子，扫房子的时候，脚下要放一张桌子，
桌子上再叠一把椅子，人站在上面操作，跟
演杂技一样，非常危险。一次老妈去走亲
戚，看到亲戚家有竹竿，就讨了一根，腊月二
十就绑上笤帚扫房子，扫完房子，笤帚也没
有解，就那样竖在当院，从门前经过的邻居
一眼就可以看见，随即就找老妈借去扫房
子。老妈的扫房子“工具”被借出去后，在村
子里流转，直到腊月二十五才完璧归赵。老

妈解下扫帚，把那根竹竿擦抹干净，拿进屋
里，架在两根大梁上，妥善保管起来，准备明
年使用。

二十八蒸年馍，村子里的各家各户像是
约定好似的，都赶在二十八蒸年馍。前两天
家里没有馍了，也懒得再去做，准备等二十
八那天放开膀子一次蒸个够。有小孩子吵
着要吃馍，大人吼他，两天没有馍吃能咋
地？等到二十八让你吃个够！老妈总是在
腊月二十六就把年馍蒸好了。老妈蒸的菜
包、豆包、大馍，又大又暄，蒸完最后一锅，老
妈拿笼布包上几个给送我们竹竿的亲戚送
去，让他们尝尝菜包香不香，豆包甜不甜。
回来后，还要给邻居们送几个，也让他们尝
尝。那两天，邻居家的小孩子往我们家跑得
欢，老妈把豆包菜包早早地温在炉火上，见

孩子来了就分一个。
善良的老妈从没有和街坊邻居拌过嘴，

总是把“吃亏是福”挂在嘴上，来教导我们。
老妈平常做的种种方便大家的小事为我家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我们家弟兄多，家庭困
难，但我们弟兄四个在讨媳妇上没有费一点
劲儿，这全得益于老妈的好名声。

后来我打趣把老妈的以上行为定性为
“新年外交”，老妈听不懂这个名词，笑着说：
“啥‘新年外交’？家家都好才真好！”

我们弟兄几个得到了老妈的“真传”，把
老妈的“新年外交”在各自的生活圈和工作
圈继续发扬光大，看似经常吃亏，但白天过
得充实愉快，晚上睡觉踏实安稳，这是用多
少金钱都买不来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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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的月色

给我披上一层霜寒

抑制不住的乡愁

朝家的方向吹去

呼应故土正落下的一场雪

我在内心点燃一团篝火

四溅的火星子

由眼眸向天空映照

凛冽的风将云朵剥离

所有希冀凝结在气温中

等候即将升起的朝阳

气温给万物按下休止键

时光在风雪中叩问

生机的奥秘在冬日蓄势

等候着来年盎然的讯息

磨损的老式碟机里

旧唱片曾截留住一缕阳光

周而复始播放年月往事

依靠在窗前

一只飞鸟掠过眼眸

携去这个季节的内敛

往原野之上，裁剪天空

揭开来年新的序幕

冬辞旧岁
■ 朱炜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