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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未成年人关爱未成年人””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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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两篇
□ 胡焕平

月光雪

月光穿透云层，与我相遇，给皎洁夜镶了道蓝盈盈边，连

我整个人都是宝蓝宝蓝的，而月淡黄。

今夜故乡月，照见江南雪，天涯此时，幽蓝幽蓝……

孩子们燃起隔岸焰火，点亮高挂灯笼，尽兴之后，甜香入

梦。欢乐，是你永远羡慕，也无法猜透童心的理由。

这时，母亲的呓语彻夜不眠，唠叨着：儿啊！几时回来？

雪花簌簌划窗而过，夜猫嗷嗷追逐墙根，雪光清冷，月色

幽微，蘸万家灯火划点横撇捺，枕斑斓夜色任思绪翻转。

我已打理行装，电话里嘟嘟音节，如此美妙，由小令而长

调，多么和谐的平仄，月光照我，雪花伴我，漫卷诗书还故乡。

娘啊！儿都已经是家成业就的人了，您且宽怀！

雪是绝好的颜色，那化去的每一滴，都照得见人的倩影，

映绿碧玉翡翠，照红明艳娇媚，梅含冷峻，雪藏高洁，月光雪、

雪光月，一曲人间天上的清丽词格。

只想打磨一块纯粹浑圆璞玉，温润剔透，无棱无角，你看

那天上圆月，遇冷而温润，遇热而微凉，来去不惊不宠，起落品

行清冽，混沌之初、盘古神斧，除了天然之外，必定还有独到匠

心，不然，一块他山顽石，何以玉臂清辉，光照九州寰宇？

江南飞雪，夜雾朦胧，有梦入怀，乘风万里，醒来，人在

故乡。

人的观念因时事而改变，如果我们的生活总如理想的描

述，或是，诗意停留于过往，反复迟移，那么远处，月光、雪，人，

在树下，一定是冬雪融化的江南风景，也可能是春雪覆盖的故

国山川。鸿雁飞来飞去，从此苦尽甘来，书写情感的真挚，彼

此相思，两不相欠。

旷野天低，有树怀月，问雪，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

照人？

风来时花开，雪化时泪流，今夜的故乡一片幽蓝，梦里潜

行，风花雪月，诗人说：日下繁香不自持，试问，月下流艳又与

谁分享？美人迟暮，马踏珠玉，雪拥蓝关，不忘春衫薄，不忘初

相遇。玉树寒碧，凌波微步，飞溅起白月光。

举头一轮明月，忽忆起喋喋不休慈母吟，忽忆起朝朝暮暮

青丝诺……

曾经渴望相见

岁月流金，浮沉起伏，故乡留下些记忆，似有还无，偶然

间，如花绽放，朵朵涟漪，在几番消磨之后，伴流云，随清风，与

时光氤氲旧梦。

是的，那个地方就叫故乡。记得那时在故乡，最后去看

你，秋叶满地落黄，天蓝盈盈，卷起的云朵儿，比棉花还白。

因为你的模棱两可，记得回家时，夜流渔火，冷月无声，我

刻骨铭心。不久后，你来学校，树叶儿还绿，花儿香溢浓，我们

并立如篱畔竹枝，相视而笑，笑得有阴有晴，笑得各自低下了

头，笑得彼此弯下了腰，笑得抚肩捶背，最后只剩下青涩。

如今，以春节的名义，举杯，祝福流年，祈愿安好以至永

恒，也期盼年里我们能够相见。醇香米酒与元宵焰火，点燃点

亮青春仍存的迷离，灵光时隐时现，可惜，还是无法抚慰美好

之后的失落。层层荆楚乡愁，仍然搁置在茫茫人生情怀。

曾经渴望相见，谁料想，挥手一别，搁置为纸短情长，彼此

无从再续前缘。云深处，擦肩匆匆，空留下浮光掠影。哪怕是

惊鸿一瞥，早已不在你我的寻寻觅觅之中。

电光石火，三十年后依旧奢望。江南纷起六角小楷，杨柳

轻浮流光心念，都只为年里与你相见。兰陵美酒，云海苍茫，

时光书写着阔别，传唱亘古流传的故事、吟哦多情靓丽的诗

篇。长空皓月，吁语轻叹，只一句：相见不如怀念。

漫长等待，蛊惑了银汉迢迢永隔魔咒。假如、假如有那么

一天相遇，又何从滴滴清泪，回复彼此竹马当初。又如何微笑

如酒，面对今天远行归来，青梅依旧，再度重逢的我们。

欲语还休，银丝华发……曾经渴望相见，你是我云里故

乡，我是你梦中归人。绵绵情义，携了流光，相约槐花树下，喁

喁细语，相依漫步堤坝沙滩。三五成群蜂儿，小狗耍欢嫩黄，

不知不觉蝴蝶沾染花衣，青云打湿诺言。相逢何必曾相识！

假如你我不曾相遇，生活又会赐予怎样的一副模样？我

怀疑生活的苟且，怀疑那一阕断垣残壁的真情，城南春波又

绿，陌上草木已森，斜阳画角，梨花清影，又怎奈何得了岁月相

思！只因缘浅，只得转身。哪一节是开头，哪一段是结局，预

想的情节早成了神话里传说的情深。悲欢聚散，离离合合，相

见不如怀念！

别是一把相思乡愁年纪，结果都被岁月改写，覆水难收。

花香鸟语，今年又开了新局，就忘了你我曾经的相遇。存留岁

月深处那份美好。伸出你的手，伸出我的手，摩挲岁月，彼此

不必握手，彼此不说再见，面向各自静好人生，珍惜，尊重。

洋糖发糕
□ 束继敏

“卖洋糖发糕，五分钱一块，又香又甜，快来买……”这句

熟悉而远去吆喝声时常在我耳边萦绕。

我曾依稀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当“卖洋糖发糕，五分钱

一块，又香又甜，快来买……”这阵清脆的吆喝声由远而近时，

天真灿烂，无忧无虑的我便拉扯着父亲的衣角往街上奔。卖

发糕的是供销社合作商店的一位女营业员，我亲切叫她“发糕

阿姨”。她用筲箕端着刚出笼的发糕一边吆喝，一边扮出一副

好吃的样子，招惹得行人嘴馋。我有时馋得跑去假意买发糕，

那双稚嫩的小手总希望能碰一碰发糕，好让手上沾点发糕味

道往口里舔，品尝着那扑鼻的香味。父亲每每瞧见我这副馋

相，虽手中没有多余的钱，但从不吝啬，还是会掏出 1角钱、2

角钱买上几块发糕让我饱饱口福。

有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放学回家路上，将“发糕

阿姨”团团围住，想拿发糕吃，这阵势可把她急愣了。这一幕

刚好被教书归来的父亲看见，他掏出两元钱买了四十块发

糕。这下可把我乐坏了，慌不择食拿起一块吞起来，并向小伙

伴们炫耀着。当我将一块发糕还没有吃完时，父亲便将发糕

发给小伙伴们，你三个、他四个……顿时，我气得倒地哇哇大

哭，稚气的哭声里流露出几分恨意，恨父亲不该把我的美食给

大家分享。

弹指一挥间，我已年过半百，已为人夫、为人父。我每次

回老家总爱在集市上搜寻着买洋糖发糕的吆喝声，但这声音

伴随着供销社的改制而远逝。现在我回想起来，那时的洋糖

发糕味道也没有什么特别，仅仅是筛过的碎米用水浸泡半天

左右时间，然后用石磨磨成细粉拌少许酵母和糖精，放在锅里

用竹制的蒸笼蒸，蒸熟出笼时每块上面用筷子点一个红点便

可上街出售。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起来，一点也不比现在

孩子们吃的洋零食逊色。

我不是馋那洋糖发糕，只是怀念那段岁月，思念儿时朋

友，珍惜今天美好生活，努力奋斗。

记忆中登梧桐山，已是 20多年前的事
了。这次登梧桐山缘于堂哥铁军，他得空来
深圳出差，跟我说想登深圳最高的山。

一个周日，虽过了小寒，但南国的冬天
仍是春天般的温暖。早上 8点多，铁军、我
和我侄儿一行三人吃完丰盛的早餐，驱车约
一个小时到达梧桐山村。梧桐山山门是典
型的中式牌坊，高大巍峨，气势恢宏。上书

“梧桐山”三字，鎏金行栺，苍劲有力。
我们登山，选择的是最经典的泰山涧溯

溪线路。冬季是深圳的旱季，溪谷大都已经
干涸，露出各式各样嶙峋怪石。走过绳索吊
桥，植被茂密起来，藤蔓缠绕，榕须飘忽，树木
葱茏，遮天蔽日。“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
阴”。空气中弥漫着树木和泥草的芬芳，深吸
一口，神清气爽，负离子爆棚。路边偶见清澈
小溪，忍不住停下脚步，双手掬起一捧山泉，
美美地洗一把脸，顿时又充满了攀登的力量。

踽前行中，左前方一条细瀑跃入眼帘，
瀑布沿着山壁飞流而下，如凝如练，如丝如
带，水击深潭，山鸣谷应，有余音绕梁之感。
愈往上，坡愈陡，路愈险，非手脚并用不能前
行。我和铁军吭哧吭哧吃力地往上爬，脱了
外套，湿了衣背，三步一停五步一歇，且行且
休息。抬头望处，侄儿早已不见踪影。侄儿
年十八，大二学生，头天晚上才回，今天拉上
他一起爬山。年轻就是资本，如此险峻的山
路，他却如履平地，谈笑间，把我们两位老同
志不知甩了多少条街。如此攀缘而上，约莫
花了一个半小时，我们才走完了泰山涧，来
到了公路边上，这时已是上午11点多。

再往前，经过一座水泥大桥，来到好汉
坡广场。好汉坡位于梧桐山腰，是登顶大梧
桐的中转站，全长约一千多米，有数千级台
阶，坡度陡，强度大，鲜有人能一步不停一口

气登顶的，故名“好汉坡”。穿过人造石拱
门，站在好汉坡脚下，向上望去，“好汉坡”犹
如一架通天梯，直插云霄。我们被人流裹挟
而上。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年轻人多，
运动的人多，充满了朝气与活力。途中看到
一女孩带着一只硕大的金毛，以跑步的速度
向上冲刺而去，那金毛一级一级蹦跶着，累
得伸出舌头直喘粗气，听那女孩讲，金毛已
伴她多次登顶梧桐山了。

我们维持着蜗行牛步，一步三摇，能歇则
歇，毫不含糊。越往高处，难度越大，腰部发
胀，两股颤颤，腿不能迈。铁军用上了两根登
山杖，是在中途买的，一根20元。越往上走，
风景也越来越好，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山海
相连，花草相映，动静相宜。“仰观宇宙之大，俯
察品类之盛”。远处小梧桐顶的电视塔变成了
云中的一根绣花针，还有那深圳的三代地标地
王大厦、京基100以及600米高的平安金融大
厦则拼命将颀长的身体挤出云端，犹如海市蜃
楼一般。近处山下是浩渺的南海，清风徐来，
水波不兴，薄雾霭霭，岛屿纵横，盐田港的集装
箱堆满了码头，香港的大雾山也近在咫尺。

我们一边徐徐上攀，一边欣赏美景，不
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爬过一段最陡
的坡，我们终于登顶。远远望去，山顶横卧
一巨石，石上石下人山人海。我们顾不得劳
累，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巨石前，透过人群的
缝隙，只见石上雕刻有“鹏城第一峰”五个红
色大字，笔力瘦劲，有柳公权之风。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的感
觉是一种征服的快感！是一种融入自然的
洒脱！是一种睥睨天下的豪迈！

在大梧桐顶上，我们一边欣赏深圳的繁
华，“摩天与鹥鹭齐飞，山海共长天一色”；一
边坐在山坡石头上稍事休息，吃些自己带来

的干粮补充体力。忽然，耳边传来金属撞击
般的歌声。初以为是谁带了音箱在放，一抬
头，只见右边山头挤满了人，大圈小圈围了
好几重。出于好奇，我走过去看个究竟。只
见一支由三个小年轻组成的乐队在开演唱
会，一个主唱，一个鼓手，一个调音师。主唱
戴花纹面巾，着墨镜，手拿吉他，声嘶力竭，
肢体扭曲，有摇滚范。看那装扮，似伊斯兰
妇女，又恰似金庸、古龙笔下的蒙面侠客，给
人一种另类的神秘与酷炫。

时间不早了，我们便开始下山了。刚下
到第一个险要处，我看到前面一人上身全部
俯在路边的攀援扶手上，整个身体侧身缓慢
下移，我只能绕道从他另一边下去，当我下
到下面，再看那人，发现他是一位独腿人士，
他的左腿整体截肢，装了一个机械假腿。此
情此景，一种强烈的敬佩之情油然生。我
想，独腿蹬上千米陡峭的高山，这是何等的
毅力！何等的坚持！是对自然何等的向往，
对生活何等的热爱。

下到好汉坡，再向左往小梧桐方向走，
经过的第一个景点是“梧桐烟云”，为深圳八
景之首，上有“栖凤亭”。《诗经》曰：“凤凰之
性，非梧桐不栖”。《庄子·秋水》中“夫鹓雏发
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
食，非醴泉不饮”，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梧桐树一直被历代中国人视为吉祥之物。

我们走过十里杜鹃长廊和蝴蝶谷，在豆
腐头的一条山脊上，看到有一界碑，两面刻
有“罗湖”“盐田”字样。沿途见到一位白发
体瘦古稀老者，趿着拖鞋爬山，一副云淡风
轻的样子。还有一位扛着超 20公斤重摄影
装备的大叔，硕大的照相机表明他绝不是一
般的发烧友，他们都是生活的热爱者。

走到山茶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

了，沿途茅草、芦苇很多，微风吹过，摇曳生
姿。约莫走了一公里，我们来到了深圳电视
塔下面。电视塔为小梧桐最高处，海拔 692
米。这里有“梧桐茶海”景观。茶花历代诗
人咏颂很多，隋炀帝的《宴东堂》诗云：“海榴
舒欲静，山樱开未飞”，陆游也留下了“唯有
山茶偏耐久，绿枞怒放树枝花”的诗句。在
小梧桐广场北侧有一沟谷，叫“杜鹃谷”，位
于海拔 500米的地方。这里生长着有深圳

“花仙子”之称的“毛棉杜鹃”。她是世界唯
一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大都市中心的
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毛棉杜鹃花海也是
北回归线以南、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上层、
大都市中心原生最大规模的花海，分布面积
有 20余公顷之多。据介绍，每年 3至 4月，
整个山谷毛棉杜鹃怒放，一丛丛，一片片，犹
如撒落在色彩斑斓的阔叶林中的粉色珍
珠。在烟云缭绕之中，如披上乳白的轻纱，
远远望去好似在那缥缈的仙境里轻歌曼舞，
绚丽动人。拾花径、寻香径以及花溪径蜿蜒
于密林幽壑，都是观花赏鹃的好去处，只是
还不到那个季节，我们也只能在脑海中想象
毛棉杜鹃盛开时的美艳了。

绕过电视塔，离开小梧桐广场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5点半左右，天渐渐暗了下来，
我们得赶紧下山。通往仙湖的登云道有 1，
300米，愈下愈陡，愈陡愈险，有的地方不敢
正面往下走，只能手扶道边的扶手，面朝里，
背向外，匍匐着一步一步往下挪。当我们下
到一大半的时候，一幅最美的深圳夕照图映
入了我们的眼帘。落日、晚霞、群山、东湖、
暮霭中的摩天高楼，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
痴如醉。赶早不如赶巧，在登山快结束的时
候，大自然给了我们最大的高潮，这无疑是
我们这次登山看到的最惊艳的风景。

登梧桐山记
□ 余捷

“叮叮当当……”一阵急促的闹钟铃声
响起，惊醒了正在做着美梦的哈哥，哈哥睁
开矇眬的双眼，连忙用手摁住了闹钟的按
钮，时间还早，两点钟都还不到，哈哥没有马
上爬起来，他打了一个哈欠，用尽全力伸展
了四肢，闭上眼睛，努力地回味着刚才梦中
的情景。

梦中的他又梦到了自己的老婆，老婆还
是那样温柔体贴，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特别是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长头发，飘飘洒
洒，人见人爱，仿佛诉说着生命的活力。为
了孩子，夫妻俩年纪轻轻就过起了牛郎织女
的生活。孩子在县城读高三，今年要高考
了，关键时刻，不陪读不行啊。

“为了孩子，自己受点委屈，也未尝不
可，等熬过了这几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一想到这里，哈哥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马上来了精神，掀开被子，一个鲤鱼打挺，坐
了起来。

洗漱，一阵忙碌之后，按照惯例，哈哥口
服一粒硝苯地缓释片，这是医生给他开的高
血压丸子，已经吃了好些年了。

打开大门，一阵冷风袭来，天空飘着淅
淅沥沥的细雨，哈哥发动他的电动三轮车向
着虾池一路狂飙。车经过一片墓地，一向胆
大的哈哥，今天也变得害怕起来，他本来告
诉自己不能往那方面想的，可是到了那里，
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海儿。

海儿是他的堂侄子，人高马大。俗话说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突
然的一场工伤，让海儿的父亲丧失了劳动能

力，迫不得已，在外打工的海儿和村里大多
数农民的儿子一样，子承父业，转包了四十
多亩地，养起了小龙虾。

海儿的龙虾池正好和哈哥的紧紧相邻，
叔侄两人平时一起给虾投料，一起捞虾，一
起卖虾，一起喝酒，更多的时候，俩人一起聊
天，聊国家大事，聊生活琐事。

一天夜里，乌云滚滚，电闪雷鸣，瓢泼大
雨下了整整一夜，哈哥躺在床上，心想，这下
全完了，虾池肯定水漫金山，满池的虾子也肯
定全跑了。一年的希望也肯定泡汤了……

雨住了，天亮了，哈哥赶到虾池一看，
他和海儿的虾池四周早已筑起了一道道高
高的泥巴墙，波涛汹涌的湖面上，一个熟悉
的身影倒在水中随波逐流，哈哥连忙跳入
水中，此人正是海儿，为了抢救两家几十亩
的虾池，海儿不顾狂风骤雨，或许是遭雷击
了，又或许是劳累过度，最后献出了年轻的
生命。

海儿走了，哈哥接手了海儿的这些虾
池，把海儿埋葬在这片墓地里，让海儿的墓
碑朝着这片虾池，日夜守望着他生前未完成
的虾业。

现在哈哥的车行至此地，突然“啪”的一
声，车子轮子上好像绊上了什么，他的魂都
差点吓跑了，他哪里还顾得了什么，于是，猛
踩油门，飞奔而去。

到了虾池，哈哥早已吓得一身冷汗，浑
身湿透了，他戴上头灯，仔细检查起车轱辘
来，原来车轮上缠绕了好多菜籽梗子，不知
是哪位爱占小便宜的叔伯婶娘，在墓地两旁

种的油菜籽，油菜成熟了，风一吹，雨一淋，
倒在路两边，缠进车轱辘，害得我们的哈哥
虚惊一场。

此时凉风习习，细雨蒙蒙，远处的湖面
上，灯光若隐若现，哈哥知道，那是和他一
样，早起的养虾人，已经开始了他们一天的
劳作，田野里的蛙鸣声此起彼伏，给这个寂
静的夜晚注入了勃勃生机，仿佛在迎接他这
个早起的客人。

哈哥换好齐腰深的水裤，拖着小船，来
到一根竹竿处，他解开竹竿上的地笼绳，将
地笼提了起来，并使劲往下抖动，最后把小
龙虾抖集中后，再解开地笼绳另一端的系
绳，他把地笼朝船舱里抖了抖，从地笼里抖
出了好多东西，有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有生
龙活虎的各种龙虾，有上下翻滚的鳝鱼、泥
鳅，还有田螺、蚂蟥什么的，没有收几个地
笼，船舱早已装不下了，他把船儿拖到岸边，
用滤筛把小虾过滤掉，再把鳝鱼泥鳅，各色
鱼种，分门别类，装好盖严，再次下水，如此
反复，没有几个回合，竟装了满满的十大篓
龙虾。

此时天已微亮，细雨还在绵绵，哈哥浑
身湿漉漉的，雨水和着汗水，顺着脸颊流了
下来，模糊了双眼，哈哥用手一抹，发动车
子，向收购点驶去。

收购点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讨价的，还
价的，卖虾的，择虾的，有的拖着虾子来了又
走，有的走了又来。

因为是熟人，哈哥也没有问价，任凭老
板搬上搬下，老板在纸上写写画画，计算机

一番乱摁，最后老板报出了金额：2678元。
“怎么？你没摘错吧？今天十篓龙虾只

卖了这么多，昨天同样多的虾子，快接近
4000块！”哈哥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兄弟，没有搞错，虾子行情不好，跌得
厉害……”老板有气无力地说。

“那对不起，我到别处看看，价格悬殊太
大了！”哈哥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一边
赔着不是，一边往车上搬着一篓篓的龙虾。

天下乌鸦一般黑！哈哥拉着满车的龙
虾，兜兜转转跑了几个收购点，都像开了会
一样，给出的金额都差不多，有点甚至还少
一些，最后有一个老板见哈哥为人忠厚老
实，勉强答应出3000块钱收他的龙虾，但实
际只能付 2800，老板的要求是明天要他继
续到他这里来卖龙虾，明天再一起把 200块
钱加上去一起算账。

此刻的哈哥早已筋疲力尽，脸上不知到
底是雨水、汗水、还是泪水？他接过老板递
过来的一沓钞票，数都没有数，直接装进了
口袋，发动了车子。

哈哥来到一个早餐店，买了二个包子，
一杯豆浆，豆浆一口气吸完，包子吃了两口，
觉得实在没有胃口，吃不下去，便用袋子把
包子装好，丢进了虾篓，等回家再吃。哈哥
正准备往回家赶，突然觉得一阵头疼脑热，
心想，是不是穿了一夜的湿衣服受了风寒？
得赶紧上医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是
养虾的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

于是，哈哥掉转车头，一溜烟朝医院跑
去，迎接他的不知又是一个什么结果……

奔波养虾人
□ 谢康平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描述其形状：“河豚
状如蝌蚪，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文。”又说
其肉滑腻丰腴，有人称之为“西施乳”。明人
陶宗仪在其所著《南村辍耕录》中说：河豚，
鱼类也，无鳞颊，常怒气满腹，形殊弗雅，然
味极佳。煮制不精，则能杀人。河豚之所以
会鼓起肚子来，多半是因为碰到危险了。它
的胃有弹性，腹部的皮肤很松弛，可以通过
吸气来使肚子膨胀，让自己变成原来的数
倍，吓退掠食者，起到保护自己的效果。他
指出，烹饪不精，吃了可能会致命。但为了
这一口极鲜美的河豚肉，有很多人拼死吃河
豚。自古以来，有侥幸心理的人一向如此。

因为中毒而死的人，毕竟是少数。
中国人最早吃河豚的记载出现在秦

代。当时就有人被毒死。但之后的几百年
里，没人有一个安全的办法去吃河豚。因此
吃的人很少。到了宋朝，河豚的毒性被破解
了，一时风气大盛，很多人尝试着去吃。当
事人用小刀挖去河豚的鳍、眼，剁掉鱼嘴，剥
去皮，取出肠、肝脏、卵巢和肾等含剧毒的内
脏，再把肉质紧密的河豚肉切成片状，放进
清水中漂洗。一会儿后，夹起鱼片蘸些辣椒
汁，放进嘴里就可以吃了。此外，还可以炖
成汤或炸了吃。

譬如苏东坡曾谪居常州，听说当地盛产

河豚。于是在每年的三、四月间，总要去餐
馆吃一顿河豚肉。当地有一个贤士，会烹制
河豚，听说苏东坡爱吃河豚，就借着请客名
义来结交他。苏轼一到贤士家，他的河豚菜
已经端上来了。苏轼拿起筷子就吃，吃饱喝
足后，对主人说：“据其味，真是消得一死！”
贤士听了，忍不住笑了。有美味在面前，他
甘愿冒着中毒的奉献，可见河豚肉的诱惑有
多大。特别是河豚在四、五月间产卵时，卵
巢、肝脏均含剧毒，毒性是氰酸钾的十三
倍。那个时候去吃河豚，简直是去寻死。但
科学家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种毒性，想法子
将毒素从其体内提炼出来，用于麻醉、镇静、

治癌、戒毒等方面。据说在国际市场上，一
克河豚毒素，是黄金价格的一万倍。

河豚的标签是：毒在味中，味在毒里。
宋人梅尧臣云：“炮煎苟失所，入喉为镆铘。”
古人说河豚的毒“入口烂舌，入腹烂肠，无药
可解”，还说“惟橄榄、木鱼、茗木、芦根、乌蓲
草根煮汁可解”。我觉得这些中草药的药效
是赶不上毒性在人体血液中扩散的速度
的。吃河豚中毒，一般的症状是嘴、手脚发
麻，睁不开眼睛，吞咽困难，呼吸急促。不久
之后，彻底丧命。我们普通人只能感叹造物
主的神奇，竟能把至毒融于至鲜味中，让人
欲罢不能。

河 豚
□安频

遗失声明
▲肖淑华不慎遗失由监利熙银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定购监利状元园 1-1-1401
号房首付房款收据（第三联）壹份，编号为
NO.3606896，金 额：300000.00 元（大 写
叁拾万圆整）。

▲张全忠，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
坐落为监利市大垸管理区群益巷 17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监国用（2000）
第 10115011 -1（43）号，分摊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32.60平方米。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
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张全忠，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

坐落为监利市大垸管理区群益巷 17号的
《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监国用（2000）
第 10115011 -1（43）号，分摊土地使用权
面积为32.60平方米。现权利人已在《荆州

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
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
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4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