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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油菜正日渐成熟，只见那成片
的油菜朝天长着像柘树刺儿的角儿，慢
慢地饱满起来。那真是一床厚厚的印
着“刺儿花”的大绒毯。春风拂过，“绒
毯”泛起微波，大片竖着的油菜角儿煞
是惹人喜爱！

立夏时节，庄稼人就要收割油菜
了。薅黄豆，插早稻秧，收割小麦，抢季
节的农活总是挤在一起。地里的鹧鸪
鸟“咕咕咕”地叫得更急、更响，似乎也
增添了几分繁忙。那年月我既教书又
种田，每遇收割油菜就得忙上好一阵
子，人累得黑瘦黑瘦的。

那是洪涝灾害过后的一年（1997
年），我家的几块油菜长势旺盛。一蔸
蔸的菜籽梗跟我差不多高，秆儿粗壮，
角儿甚多，每一根都沉甸甸的，看上去
十分喜人。

也许是头一年我们那里“内涝成
灾”，庄稼被大水淹没了一个多月，那一
片黄豆全部烂在地里，等于埋了一季的
底肥，难怪第二年的油菜长势这么旺。

那是一个星期天，天晴日朗，南风
浩大，正是干农活的好时机。那一根根
的油菜就像小树枝，我一根一根地割，
一把一把地放，一个一个地堆起来，等
到割完这一块就把它们捆好，以便堆放几天以后再挑到
禾场去打场。

多好的菜籽啊！胀鼓鼓的角儿又多又大，每根似乎
那么均匀。真令人满心欢喜。我一时割得起兴，哪顾头
上热辣辣的太阳，不知不觉身上的衣服汗湿了。抹一把
额上的汗珠，撑起腰，稍稍喘气，又开始割菜籽了。假日
安心自在，何不趁这一天的工夫把两亩田的菜籽拿下！
于是，我割了一厢又一厢，割了一块又一块，衣服干干湿
湿的，身子疲疲软软。风急、天燥、口干，我不时地喝水，
汗珠从身上撒落。人就是有那么一点精神，咬紧牙关，硬
是把那两亩地的菜籽割完了。

上紧的农活是赶出来的。人一旦有信念支撑就可
以战胜劳累。累吗？腰酸胳膊疼；困吗？头晕腿软的。
身子很是疲乏。眼看摆放好的菜籽和那露出的青青的
黄豆苗，心里舒坦多了。只是我的嗓子一下嘶哑了，后
来在学校的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我想，是不是那天太
劳累？运动后喝水太多？流汗失水过多了吧？一天假
日要紧，到地里忙农活总得要干出个样子，哪顾得上身
体呢？

收割菜籽还有好几道工序。割下、捆好、堆放好几
天，或是等插完了早稻秧再来打场。

挑菜籽也是一门下功夫的活。从田头挑到禾场，路
脚远，又费力。我最多也只能挑十多个菜籽。一块田的
菜籽不知要跑多少个来回，肩膀上压起了深深的红印，手
摸上去辣辣的疼。只管快点挑完，哪还顾得上肩膀，左肩
换右肩的，中途还不能停下来，当心菜籽撒落。那时挑菜
籽用的是竹片弯成的“秧架子”，有一次，我挑了一担菜籽
到禾场，把菜籽从架子里卸出来，看到有几条“土公蛇”夹
在菜籽中间挑来了。那“土公蛇”是毒蛇，它跟土的颜色
差不多，长着土色的花纹。看上去很吓人，把我吓出了一
身冷汗。

那时总是在禾场上打菜籽，晒场宽，又平坦。早早铺
上的菜籽要晒到中午，趁太阳辣时才用连枷拍打，打了一
遍翻过来再打二遍。然后用杨杈（一种农具）一把一把挑
起来，抖一抖，抖下菜籽，再一个一个堆起来捆成一大
个。太阳热辣，汗珠直冒。待场上的桔梗收拾干净后，就
要用竹扫帚清扫菜籽壳，有时用木掀扬净，有时对着风用
扒撮抖一抖，少量的还得用小筛子筛一筛才行，尽量做到

“颗粒归仓”。后来打菜籽的方式改进了，不在禾场上打
了，就在田间选择一小块平地，铺上油布，在油布上打菜
籽。这样就不把菜籽挑到禾场上，省轻多了。只是菜籽
收回了家，还要用风车把它车干净。而今，用联合收割机
收割菜籽它的功效就更有威力了，那就是一次性“收”到
位，只用尼龙袋装好运回家，该有多轻松啊。

以前，打下菜籽的桔梗就是农家烧火做饭的柴禾，
人们用一个大垛“垛”起来，待日后慢慢扯着烧。现在
呢，农家也不烧柴灶了，菜籽的桔梗被收割机粉碎了，
不能就地焚烧，那会污染环境。可以回填到土地上，作
为天然的肥料。或者说被有关厂家回收利用，作为其它
原料处理。

菜籽是农家的夏收作物之一。这段时间农家忙乎
着，收了菜籽收小麦，还要抓好早稻的管理。这一季油
菜，多多少少会打下一些菜籽，少则大几百斤，多则大几
千斤。一部分供一家人全年吃油，大部分都卖出去，换来
一笔收入。庄稼人就是这样：忙，有着美好的憧憬；累，享
受着丰收的喜悦。

“ 螯 封 嫩 玉 双 双 满 ，壳 凸 红 脂 块 块
香。”——《红楼梦》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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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一句俗语：“常将冷眼看螃蟹，看
尔横行到几时。”据说这句话是明代人讥讽严
嵩父子的。严嵩父子恶大恶极，在嘉靖末年
受到了抄家的惩处，最后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这都是他咎由自取，然而螃蟹无辜地躺
枪了。螃蟹就这个生相，不会直行，只会横
行，怨不得它。

我不管它怎么“行脚”，只要壳里有肉就
行了。自古以来，人们便发现了螃蟹的美味，
只要捞得到，就不会让它跑脱。地无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都好一口。不过我说的是淡水
里的螃蟹，至于生活在龙王爷身边的咸水蟹，
稍后再谈。

阳澄湖的大闸蟹远近闻名。我在网上
见过一组美国《时代》记者拍摄的江浙人民
生活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民国三十六
年，照片中的少年衣衫褴褛，桌前的碗里全
是大闸蟹。他甩开膀子，吃得津津有味。大
闸蟹在当时很多，价钱很低，不似如今这般
金贵。

有一位朋友知道我爱吃蟹，每年秋季都
会给我送一篓子。篓子里的螃蟹个个都被困
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只能干瞪眼，口吐白
沫。他告诉我这不是池子里面吃饲料喂养的
螃蟹，而是他在夜晚打着手电筒，到湖沼河流
的芦苇林子里捉的。通常这时，我会将螃蟹
蒸着吃。蒸是常见的吃法，至于用炸、卤、炒
等法做的熟螃蟹，我还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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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家乡，我总会在拐弯的路口看见
有面包车停靠，面包车旁，车主在售卖螃蟹。
那些螃蟹都是吃饲料长大的，看起来肥，吃起
来味道却寡淡。我吃螃蟹，要有酒。这酒不

必是茅台或者五粮液，最好是普普通通的村
酒。村酒喝起来地道，不上头，口感绵柔，回
味悠长。吃蟹倘若没有酒，那将是丝毫没有
情趣的事。晋人毕卓为吏部郎，经常饮酒而
废弃公事，但他依然不改秉性，还曾对人
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
足了一生矣!”他对酒、螃蟹如此痴迷，破坏了
本应以稳健示人的形象，也算得上官场上的
一个另类了。

母亲曾对我说过，她小时候在她的外婆
家里吃河蟹，外婆交代她吃蟹不能火急火燎，
要慢慢吃，不能吃的心肺坚决不吃，可以吃的
蟹黄一点不能浪费。吃完了，外婆还要拿小
秤称一称我母亲面前的破碎蟹壳，看是不是
吃干净了。

我家住在北口预备堤下，附近有一条深
引河，河边的草丛里有很多野生螃蟹。有时
走在埂子上，可以瞧见爬在路上的螃蟹。螃
蟹的蟹螯夹人很厉害，为了防止它夹人，就抓
一把谷草包住它，再丢进布袋子里。回去后，
把螃蟹一洗。洗不干净的地方用刷子一刷，
就可以蒸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吃的，母
亲蒸好了螃蟹，几个兄弟抢着吃。一个蟹钳
子，在酱油里刷一下，兄弟们轮流着在口里吮
吸，吃得有滋有味。吃完了，双手在裤子上一
蹭，手指上的油自然也就没了。

也不是天天可以捡到螃蟹。运气好，可
以捡几个。运气不好，一年都吃不了几个。
那时觉得螃蟹很珍贵，感情也很珍贵，几个人
围在一起，人情味十足，亦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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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到江苏湖州，桌上有一盘炒
蟹粉，里面有蟹黄、蟹膏，吃起来很畅快。
厨房小工将蟹壳都剥去了，只留存了蟹黄、
蟹膏，省却了我的气力，怎能不高兴呢？还
有的烧烤摊将蟹剥壳，就放在火上烤，当然
是略烤一下，就蘸着孜然粉拿给顾客吃。

这 样 的 味 道 有 点 焦 脆 ，但 破 坏 了 很 多 营
养。烹饪专家公认的法子是把一只只的蟹
放在笼屉里蒸，蒸熟的螃蟹保留了它最多
的营养。

在武汉吃螃蟹最好的去处是梁子湖附近
的一家河鲜馆子。厨房里的食材来自水下，
省却了长途运输造成的损耗与高价。老板在
渔民手里挑肥的、品相好的河蟹拿到厨房去
清洗，然后根据食客的需要进行加工。有的
店主见了肥螃蟹不满足，还要将它们喂到大
缸里，每天喂几个鸡蛋给它们吃。几天后，肥
螃蟹又长胖了，厨师才笑盈盈地用钳子夹出
来进行蒸煮。这家店颇有些古风，吃蟹时，每
个食客的面前都放一根枣制的小木槌，食客
拿着小木槌敲打蟹壳，便可免去剥壳之苦。
我听说店里有一个伙计，经常为客人表演生
吃螃蟹的节目。我见了他，说也想看看。他
便抓来一只张牙舞爪的河蟹，掐断两根蟹螯，
再咔嚓一声，把蟹脐壳掰开，他直接啃食蟹
膏，然后扯碎入口大嚼。我看得胆战心惊。
生蟹身上有寄生虫，没有经过高温杀菌，吃下
去难道不会对人体有害吗？简直比神农架的
野人还要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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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位厨师，他说蟹黄蟹肉有很多
的吃法，最有名的是炝白菜、烧麦等等。这样
的蟹黄软软的、糯糯的，越吃越想吃。他说蟹
肉还可以腌起来做成蟹酱。后来，我看到了

《周礼》郑康成注：“青州之蟹胥。蟹胥,取蟹藏
之,使骨头解胥胥然也。”终于知道，蟹酱这种
美食，古已有之。

可惜我去过山东，却未去过青州，更别谈
吃哪里的蟹酱了。幸而我有一个导游朋友，
他曾去青州取景，在那儿买了几瓶蟹酱，并给
我寄来一瓶。收到蟹酱后，我打开盖子，只见
里面是黄澄澄的一片，全是蟹黄，香气扑鼻。
自己在家下一碗阳春面，舀两匙蟹酱，再加一

勺子油辣子，那样吃起来真够味。
海蟹的肉比较松散，但肉多壳大。记

得我乘船去过烟台，船停在岸边，舢板云
集，上面的很多渔民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
个个大声在叫卖海蟹、海虾。这些蟹虾大
多是煮熟了的，倘或有人去买的话，还搭送
一小包辣酱。我趁着大船休整的半个小时，
到渔民中间买了一包煮得红彤彤的海蟹，价
钱很便宜，只花了十元钱。海蟹的蟹螯咬起
来有些腥气，但里面的肉质肥嫩。吃完后，
感觉还比较满意，只是那辣酱太辣了。最满
意的一次，是在海南的一个码头上，买来两
只巨蟹，每只大约有八九斤。我借了朋友
的锅，蒸熟了它们。夜晚的时候，我邀请几
个朋友一起吃蟹。巨蟹味道很鲜美，朋友
们连连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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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朱彝尊诗云：“近日欲传糖蟹法，更
来笠泽借丛书。”吃蟹可以加糖，这是我看了
这句诗才知晓。翻看一些宋代笔记，某本书
上有一条是：“平原岁贡糖蟹。”平原就是现在
的山东某地。原来那时糖蟹便是一种贡品
了。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云:“大业中，吴郡贡
蜜解二千头……又何胤嗜糖解。大抵南人嗜
咸，北人嗜甘，鱼蟹加糖蜜，盖便于北俗也。”
现今的北方人还吃不吃糖蟹，我不知晓，反正
我至今没有吃过。将活螃蟹泡在醋里，泡好
了拿起来吃，这是猛汉子的吃法，于我，是永
远不可接受的。这样的血腥，让人联想起了
浙江河姆渡原始先民的生活场景。

“味尤堪荐酒，香美最宜橙。壳薄胭脂
染，膏腴琥珀凝。”这是宋人刘攽对蟹的揄
扬。吃蟹，有一种潜在的清高与风雅，香韵酽
酽，久而不散。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
学学会会员、中国明史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著作权学会会员）

监利河蟹肥鲜香
□ 安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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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乡走来，他立下鸿鹄之志，心怀改天

换地的理想；以诛杀同党称帝，他当乱世而傲
视群雄扬名天下；在拼实力，施谋略，选将才
中不及对手，他终败下阵来……

这位乱世英雄，就是安频笔下的元末农
民起义军领袖、汉皇陈友谅。

安频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刻画了一个
血肉丰满，且具感性的陈友谅形象。这在以
往的历史典籍和资料中，是没有多少描述陈
友谅的具体形象的。

在有些模糊的陈友谅历史故事的前提
下，作者在写作之初，做了非常充足的预备
性工作。他花费大量时间和汗水，用脚步丈
量历史遗迹；耗费大量心智和精力，到陈友
谅曾战斗过，洒下鲜血和汗水的战场遗址，
和当地老百姓深度对话，反复考察、论证，求
其史实的真实性。

由此，作者系统的获得了鲜活的，丰富的
第一手历史素材，开始全面而准确的描写陈
友谅及其义军人物形象和其历史故事。完
整的还原了陈友谅从起兵到兵败的历史全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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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言里，作者写了陈友谅的生平及简

历，称帝及被流箭射死，儿子陈理登基和出
降。在这段过场的铺叙里，将读者引入烽火
硝烟的历史场景中，让人穿越千年历史的天
空，读后欲罢不能。

引言同时将作者发起的陈友谅研究会，
极尽详细的叙写了作者及研究会员，行万里、
访知情、查资料、找答案、邀座谈，以及劳心劳
力、不辞辛苦的奉献精神。

作者的一份热情加万分的执著，对历史
人物及监利出了个皇帝陈友谅的尊崇。挖掘
其历史文化，整理历史资料档案，作出了不懈
的努力，值得赞赏。

特别是与人合著的《汉皇陈友谅》一书，
在文学界，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产生强烈反
响。其书填补了有关陈友谅在历史中的断代
记录，较全面、全景式的将陈友谅跌宕的一生
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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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效应可能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

题。争抢名人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核
心内容。所以，对于历史人物，陈友谅也不
例外，也有多地争抢、且纷争不断，甚至延
续多年。

作者在陈友谅故乡到底在何处，做了深
入客观和科学的考证、研究。有根有据地确
定了陈友谅是湖北监利人氏。让陈友谅这个
千年名人在纷争与抢夺中得到了应有的归
属，同时也得到了学术界及历史专家的充分
肯定。

在考证这一历史史实中，作者还将陈氏
家族的由来，追根溯源，列出详细的瓜藤图，
并援引清人顾祖禹，钱谦益等写的历史资料
加以佐证。

在陈友谅的故乡陈家棚，监利随岳南高
速公路勘界时，当地村民说，陈家棚的陈阁墩
台地下有大量古代砖瓦。

解放前土改时，村里曾挖古砖修了学校
和九间仓库。这些古砖瓦形制多样，造型各
异，专家根据实物认定后，确认是一处规格较
高的元代宫殿遗址。

这段描写，排斥众议，拔云见日。历史性
的肯定了陈友谅故乡的归宿，使名人有了一
个实至名归的家乡。

04
参加红巾军是作者写陈友谅不满朝廷，

揭竿而起的开始。尽管当了蝇头小吏，打死
湖霸。但在元军的追杀下，他成了反骨，走上
了反元的道路。

作者在这段描写中，陈友谅打了几场硬
仗，并与各路农民武装结盟。在历次征战中，
陈友谅的野心逐渐膨胀起来。他预谋杀死了
首领徐寿辉，成了实际上的老大。

行文至此，作者主要对陈友谅的个性特
征，心里因素、行事作风做了细微的描写刻
划。通过人物的行为举止，一个专横霸道，阴
险且刚愎自用，用亲不用贤的陈友谅形象跃
然纸上。

在我国古代，以弑上者为大忌。从这点
上看，陈有谅失去了军心，造成军内人心惶
惶。这必然会遭到部下的反抗与不满。

陈友谅从弃官，走上反骨的道路，组
织指挥规模庞大的起义军。这既是历史
的必然，同时，从另一方 面 看 ，存 在 许 多
问 题 和 不 足 ，这 也 是 农 民 起义军的劣根
性使然。

这种没有大局意识，莽撞蛮干，缺少谋略
的队伍，尽管取得短暂的胜利和成功，但也很
难避免保持胜利果实，骄败是其必然，只是时
间的问题。

05
陈友谅采石矶称帝后，拜五通神，在庙里

即位。此时，陈友谅的势力达到顶峰，拥兵
60万。

在这样的情势下，作者写道：他没有把握
自己所拥有的优势，有勇而无谋，朱元璋却

在元军面前假降。而陈友谅则公然称帝，招
致元军打击，这不能不说是暴露了陈友谅的
软肋。

作者在这段描写中，集中写了陈友谅胸
无大志，事无谋略的观点。尽管战场形势，人
气已到达巅峰，不能正确把握预判，不考虑后
果，骄狂之气重，暴露目标，所以失败也是必
然的。

古人云：骄兵必败。在陈友谅江东桥失
利这一个段落，作者写了与朱元璋部对峙较
量的过程。但陈友谅谋略逊于朱元璋，导致
应天之战失败。

在这段精彩的描写中，作者将陈、朱对阵
决战，描写得相当出彩。字里行间似乎听得
到枪炮轰鸣，看得到硝烟弥漫。文章把双方
用兵的具体细节，都交代得相当清楚，写活了
传统历史题材文章。

06
江东桥之战的描写，也是为后段鄱阳湖

大战埋下的伏笔。江东桥是陈友谅败走麦城
的开始，作者叙写时对陈氏义军是留有怜悯
之心的。但历史总归是历史，兵败主要还是
其主观因素。

鄱阳湖兵败，是此文描写陈友谅的重头
戏。在攻与防，勇与谋，斗心计与破谋略中，
作者写得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特别是写到朱元璋被包围，陈友谅杀俘；
朱元璋放俘；朱致书陈劝降；陈兵归降等段落
细节的描写，直到最后，写陈友谅混战中被乱
箭射中身亡。

这场大战的描写，不仅写了战场的惨烈，
更多的写了双方斗智斗勇，攻心与谋略，同时

也写了双方用兵的策略，指挥的稳重与成
熟，临阵不乱和其应变处置。从大的方面
讲，写人物的智慧和能力，以及战场的统筹指
挥等等。

作者在这场决定双方生死的战争中，也
明确写了战争的走向，陈友谅兵败的基本成
因。文中清晰的指出了陈的败局，是骄傲恃
强，被朱利用等造成的，且无谋略，无胜算，只
知蛮干。

这是对陈友谅义军较为客观的分析和
评价，也是历代农民运动的主要问题症结
所在。

所以，作者在这段的结尾处写道：“基于
这些原因，他遭到最终覆灭也是必然的。”

07
当曲终人散之后，英雄气依然在江湖的

上空回荡。陈友谅虽然失败了，他的惊天浩
气、勇猛豪情，至今还留与江汉平原人民口口
相传，作为谈资，为百姓茶余饭后所津津乐
道。

作者这样写道：“虽然陈友谅有这样或那
样的缺点，但是在江汉平原，树起了反元的一
面大旗……为汉人争了光……。”

在历史的长河中，陈友谅只是划过的一
颗流星。但陈友谅义军惊天地、泣鬼神之壮
举，依然留在荆楚大地上，他的事迹依然印在
人民心里，他的不屈之精神依然保存于他的
故乡监利，让后世所景仰。

人们称他为英雄。因他是湖乡走出的豪
杰，是敢于亮剑，反抗不平等，反抗压迫，反抗
官僚地主阶级剥削的真豪杰，他值得家乡人
民怀念。

乱世枭雄的勇猛与骄败
——评安频历史传记体散文《陈友谅征战天下始末》

□ 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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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汉皇陈友谅
□ 邓仲

谅圣颜于布衣间，
展鸿才自红巾起。
姿貌丰伟悍猛披靡，
文治武功敦严兼济。
雄纠纠兮浪遏湍楫，
吼嘶嘶兮策马狂疾。
杖剑斩断险堑关，
挥刃劈开生死路。
百战不殆碎铁衣，
枕戈待旦破顽敌。
纵横捭阖任驰骋，
紧锣密鼓布奇阵。
九转功成承大业，
陈汉国玺掌于手中。
政令畅行驭金鸾，
袤茂江土在我脚下。
鄱阳争雄定冕旒，
舞动乾坤失毫厘。
创业未半竟崩殂，
红颜白发悲泪雨……
汉皇安息兮魂归故里，
龙脉炳灵兮神采英拔。
天之骄子眠宝地，
英雄盖代誉监利。
每览君王兴感由：
缅怀叱咤事，
传承凌云志。
景仰前贤赢尽万世潇洒！
吾辈将自强不息，
固我泱泱城邦，
共创盛世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