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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一词，由来已久。《战国
策·魏策一》谓：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
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
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

所谓“四平”，原指四处平坦而
无险阻。由于“平”有平定、平息之
义（《诗·小雅·棠棣》：“丧乱既平，
既安且宁。”）故“四平”一词，又引
入封爵之中，特指平东、平西、平
南、平北四将军。《晋书·职官志》
谓：“四征兴于汉代，四安起于魏
初，四镇通以柔远，四平止于丧
乱。”（意为：在东、南、西、北之上各
加上征、安、平字）《隋书·百官志》
也说：“又诏以将军之名，高卑舛
维，命更加厘定……四平四翊，为
二十班。”注：“四平，东西南北；四
翊，前后左右。”（按，翊y ，潮音<翼
>，辅佐，护卫。）这里的“四平”，仍
指平息四方的将军名号。

大概从元、明以后，“四平”才
与“八稳”结合并注入“安稳”之新
义。《荡寇志》第九十二回道：“吴用
便替宋江传令班师，将一乘 轿，
四平八稳地抬了宋江。”又专指深
于世故，老成持重、言行稳当的
人。《水浒传》四十四回：“戴宗、杨
林看裴宣时，果然好表人物，生得
面白肥胖，四平八稳，心中暗喜。”
而到了近现代，“四平八稳”的人由
于多少带有一点因循守旧、安分守
己、只求不出差错，固步自封、毫无

锋芒的意味，该词渐渐地被赋予贬
义，如鲁迅先生在《热风·知识即罪
恶》中就说：

我本是一个四平八稳，给小酒
馆打杂，混一口安稳饭吃的人。

而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
更说：

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
“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
去，也觉得空空洞洞的了。

抛开“四平八稳”在为人处
世、发议论、干大事等方面的利弊
得失不说，即从日常生活的很多

“小事”而论，“四平”也不一定就
能“八稳”。

比方说，制作有四条腿的家具
如桌子、睡床等，因为有四条腿，木
工师傅是量了又量，比了又比，务
使长短分毫不差，符合“四平”的起
码要求。但每当到了安置现场，问
题来了：家具老是摆不平。不管如
何调整位置，总有一条腿与地面之
间留下一点点缝隙。按理说，“四
平”就能“八稳”，可为什么床、桌就
是摆不安稳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地板不平。别说是古民居凹凸不
平的砖面地板，即使是现代化装修
的磨石、瓷砖地板，看起来像镜面
一样平滑光亮，实际上都达不到

“绝对平面”的标准。而自然界的
规律却是如数学理论所阐明的：

“三点决定一个平面”。四条腿的
家具在安置时，其中的三条腿肯

定处在同一平面上，第四条腿的
支点如果不在该平面范围内，自
然就会悬空而导致家具不安稳。
补救的办法也很简单，在悬空处
加 子就是了。

从宋代有了四脚椅桌等家具
且流行普及到民间开始，四脚桌椅
着地不稳的糟心事便伴随而来，宋
代官修的字书《广韵》中也开始有
了“ ”字（s，潮音<洗4>）。元代
的周驰则有赞美“ 子”“安危住不
轻……能使四方平”的诗篇。相应
地，潮州方言才有“ 床脚”一语。

其实，古人对“三点决定平面”
的现象早就有了从感性到理性的
认识。试看商周时代有“国之重
器”美称的青铜鼎，除方鼎外，哪一
个不是三只足而稳如泰山？以致
后来有了“鼎足而立”的成语，还誉
称状元、榜眼、探花为“三鼎甲”。
再看古民居庭院中晾衣服的“三脚
马”，只用三根细长木棍，在偏上方
处扎根小绳子，便可收放自如而稳
稳当当地架起晾衣服的竹竿。生
火用的红泥炉子，最上方炉沿上支
锅用的是三个凸起的块状支点，锅
子坐到支架上，锅底与炉沿之间有
一道空隙，既可使炉子通风顺畅、
火焰上扬，而锅子又稳当妥帖，毫
无晃动之虞……看来，前人早就明
白“四平”不一定“八稳”，“三平”却
能“百稳”的道理，并运用到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中。

这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更是值
得继承与弘扬的传统文化的宝贵
遗产。然而，最近笔者花了近二千
元换上一座“名牌”煤气炉，却有如
吞下一颗无可奈何的涩果。也许
是炉子的设计师囿于“四平八稳”
的理念，一心想打造出“与众不同、
风骚独领”的新产品，竟把炉子上
方的支锅炉架做成按90度角等分
的四脚座式，美观与否姑且不论，
实际使用时，不管是炒锅、平底锅
还是瓦煲，一概搁不平稳，特别是
炒菜时，铁锅晃动，哐当作好不烦
人。炉心火焰升腾，垫无从垫，

无从 ，没办法，只好左右开弓，
一手按住锅把，一手拨弄锅勺……
狼狈之余，禁不住浮想联翩：按说，
大公司的设计师也有高学历吧，难
道他们连初中几何课就学过的“三
点决定平面”的常识都忘个精光？
炉子设计出来以后，难道他们只想

“上领奖的厅堂”，不屑“下实际操
作的厨房”，连试都不试用一下
吗？大公司在全国不知有多少销
售点，这么多年下来，销售商、消费
者难道就没有人反馈过这个质量
问题，或者说，反馈了而厂家置若
罔闻，反馈讯息的渠道原本就是徒
具形式的噱头……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二千元的
煤气炉价值不菲，丢了舍不得，于
是只好将就着用，权当花二千元买
个“四平不一定八稳”的教训吧。

“四平”果能“八稳”吗？
糜饭是花粉，多吃才漂亮；饭

有五谷气，多吃长力气。这两句话
是我们潮汕地区老一辈人哄小孩
子吃饭时的口头禅，很简单也很形
象地阐述了米饭对人的重要性。
我们这里的一道有名小吃粿汁，便
是用大米做成的。久煲的粿汁有
浓浓的米香味，汤汁也会像稀米糊
一般浓稠；熟透的粿片柔中带韧，
富有嚼劲；低位的价格，精良的制
作，高品味的享受，是粿汁一直以
来深受人们欢迎的原因。现在有
些粿汁摊除了保留传统制作法，还
在用料和酱料方面做了改善，使这
道潮汕小吃，更加美味，更具特色。

黄冈的街道上巷子里，遍布着
卖粿汁的小食摊。当一碗热气腾
腾白雪样的粿汁来到你面前时，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的句子便会跃入脑海，引人无
限遐想；而当低头一闻时，米香之
浓，又会让你为雪辩上几句：明明
就有香气嘛！点上一段卤猪肠、卤
肉，一个卤蛋，几片炸豆干，撒上一
勺菜脯珠（切得细碎的萝卜干），再
为粿汁画龙点睛：浇上一圈浅棕色
的卤汁，一碗色香味俱佳的粿汁便
可以上桌了，你可别看只有一碗
哦，它妙在：够饱！

从前的黄冈，街道不像现在这
样宽敞、商铺琳琅满目，窄窄的街
上商铺开着的不多，果菜商店或糖
烟酒商店都是定点的，就那么三两
间，其他的大多是杂货店或理发店
等等；而小吃，便只是穿街走巷肩
挑叫卖，记得小时候听到的叫卖小
吃有很多，除了粿汁，还有油麻糕、
草粿、卡辣苏、破铜锣、糖卡等等，
而记忆最深的便是粿汁。每当巷
子里响起“卖粿汁~~爱食粿汁猛来
买啊~~”这拖着长音的叫卖声时，
总能让小时候的我们兴奋无比。
当一碗碗冒着热气仿若白雪的粿
汁呈现眼前时，立马就能让我们馋
涎欲滴，若再添上一点“菜脯珠”，
圈上一圈卤汁，整碗粿汁立马又变
成了梅花状，香气沁入心脾时是那
样的令人陶醉。因为粿汁既是小
吃，也能当中餐，正在长身体的我
们，来一碗粿汁，佐上一颗卤鸡蛋、
几片五花肉……，便又可以饱上好
一阵子而不致饥肠辘辘。于今回
味起来，仍能感觉到口舌生香。

粿汁的起源，在黄冈流传着一

个小故事。黄冈是一个小城，城里
的人们经商的很多，各种小吃更是
多不胜数，但那个时候还没有粿汁
的出现，嫩滑的粿条却是其中一
种。有一对夫妻，其妻子叫阿香，
他们经营粿条生意，因为阿香的名
字较为易记，于是便将店名叫“香
记”。

有一年，刚好是中秋节过后，
阿香如常蒸好粿条开店售卖，谁知
节后人们的食欲不强，结果直到午
后还剩下好多卖不出去，这一来，
可将阿香愁死了，自己吃是吃不完
的，又不能久放，送四邻与亲戚吧，
小本生意，这一送，本钱无回生意
难继，怎么好呢？阿香往外探头一
看，太阳正热辣辣地挂天上，阿香
灵机一闪，晒成干吧，留着以后自
己当饭吃。阿香将这想法告诉她
丈夫得到他的支持，夫妻俩说干就
干，将剩下的粿条掰成一小块一小
块放筛子里然后搁置在阳光底下
晒，低矮处蚊蝇多，阿香夫妇将一
筛筛的粿片端到屋顶上晾晒，减少
了蚊蝇的叮咬。后来有一天阿香
因为有事误了购买大米，于是她想
起那晒干的粿片，想着不吃太浪
费，于是将粿片取出熬成汁，尝了
一口，那味道，居然比粿条汤更为
美味！阿香喜出望外，舀上一碗端
给她丈夫品尝，她丈夫也赞不绝
口，富有生意头脑的阿香预感到这
将是一门好生意，于是，又舀给四
邻品尝，无不拍手叫好。随着，问
题来了，这样的一道美食，如果出
去售卖，要称之为何名？机灵的阿
香笑问大家：“各位婶婶阿婆阿叔，
好吃给好名粿，大家说说把这道食
物叫什么名字好？”大家七嘴八舌
地给取了好多名字，什么：白壁、白
棉、糜糕、粿糕等等，争论个没完，
最后隔壁的一位阿婆说：“这是用
原来的干粿条熬成的，有粿有汁，
并且是阿香巧妇之炊，就叫阿香粿
汁吧，易叫易记。”阿香粿汁的名气
越传越远，效仿制作的人也越来越
多，慢慢地，阿香的名字被人忘记
了，只有粿汁恒久地流传下来，成
为一道传统名小吃。

现在的很多酒楼也有粿汁这
道小吃，其在制作及选材上比小摊
更为讲究与精良，“粿汁”这位平常
百姓家的小女儿也跳上高枝变凤
凰啦。

阿香 汁
□ 郑婵美

时下有些流行语，看似流里流
气不正经，其实若理解对路，实则妙
不可言。试举例如下：

○恐龙与青蛙：人们没有见过恐
龙，但想象中是一种凶猛的动物。“恐
龙”常常用来形容出没于网上，面似
恐龙（也许只是想象之中）的女性网
民们。“青蛙”多用来形容男性网民，如
青蛙般伏在线上，由于长时间盯着电
脑屏幕而使双眼像青蛙眼一样，也有
暗讽“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意。

○炸弹（BOMB）：对破坏力极
强、秘密植入电脑的病毒程序的统
称。植入炸弹的目的在于以某种方
式损伤或毁坏系统。一般没有时钟
或其它“引爆”条件，一旦启动，便如
炸弹一样删除硬盘上的数据或彻底
破坏操作系统。

○媒体即按摩：这是一本书的
书名，出版于1967年。全书畅谈
MARSHAII MCLUHAN这位媒
体专家的理论。书中的主要观点为
是：“媒体彻底改变了我们。媒体无
所不在，不管是个人、政治、经济、审
美观、心理、道德、伦理与社会，皆受
其影响、改变，因而媒体即信息……
所有媒体都是人类机能的延伸——
不管是心理上或是生理上的。”

○骨灰级：形容某人爱一件事
物已爱到入骨的无以复加的极致地
步。正如以往情人眼里出西施时所
说的“傻不死你”，“恨死你了”之类的
亲昵语。

○踢（KICK）：聊天室的常用俗
语。形容在聊天室某一“房间”由于
应用于俗称的表现而被“房间管理
者”请出房间的动作。但有时莫名
其妙地被人踢出门来，并非因为违
反聊天室规定，很可能是某些拥有
专业“踢人”软件的人“想练一练脚”。

○脱光：大龄未婚男女青年，找
到自己中意的另一半，终于脱离光
棍行列。

○裸奔：电脑高手为显能耐，什么
防火墙、杀毒软件、360卫士之类的都
不装，就像人不穿衣服一样，在网络的
疆场上纵马驰骋。“我自横刀向天笑”，
许褚裸衣斗马超，更显英雄气概。

○美女：别以为一定是指有沉
鱼落雁的花容月貌之人，如西施、虞
姬或貂蝉之类的女子。“美女”一词，

早已沦为“任何一个女人”的简称。
你若不信，无妨在大街上轻轻喊一
声“美女”，保证路过的女人中回头率
极高。不是路人看美女，而是一群
女人齐刷刷地看你。当然，水涨船
高，什么都升级。那传统意义上的、
真正的美女又该怎么称呼呢？别
愁，早已有像英语的“比较”级一样的
词儿在等着你——“大美女”！

○LOL：全文是 LAUGHING
OUT LOUD，网络用语，开怀大笑。

○KISS：在聊天室里看到这个
词，千万不要自作多情，因为你可能
误会了对方的意思，他（她）也许是说

“ 简 单 一 些 ，傻 瓜 ”（KEEP IT
SIMPLE，STUPID）

○网络天使：如果你在ICQ里
频繁遭遇某一位陌生人的性骚扰，
或你的电子邮件经常无端收到莫名
其妙的侮辱性邮件你就该请求“网
络天使”的帮助。他们都要是些电
脑黑客、技术高手，会替你巧妙地跟
踪这些邮件的来历，摸清其底细，

“埋”一颗地雷在他的电脑里，或者替
你永远删除这个邮件地址。这个

“网络天使”，有时是一个自发的网络
组织，有时是一个“孤胆英雄”，通常
在聊天室里可以找到他们。

○知本家：资本家里的“新新人
类”。以前，拥有土地，或者货币资
本才算是拥有财富，而现在人们把
知识看作了财富的象征。可拥有渊
博的知识并不能成为一个知本家，
只有擅长“投知”的企业才能称之为
知本家。“投知”，即把知识转换为财
富从而双获取更多的知识与财富的
一种循环过程。他们可能没有工厂
车间和土地农田，但手中的知识为
他们带来了财富与荣耀，很有些“稻
草变金条”的味道，令人目眩，为之
神往。

○跳舞毯：跳舞毯来源于一种
叫跳舞机的大型电子游戏机。其玩
法是由电脑按照乐曲提供有方向指
示的节奏，舞者根据节奏和箭头的
指示，去踩踏跳舞毯上的相应区
域。另者，这种毫无创意的舞蹈形
式印证了一个危险的观点，就是说
人们已经乐意于按照电脑的安排来
娱乐和生活，很快就会习惯于听从
它的指挥和调遣。

妙解流行语
□ 郑全

又到了探讨年味的时节。在
我看来，年节最可咀嚼最有趣味的
东西，不是鞭炮的喧闹，不是乡愁
得遣的芙蓉脸，是宛如雪花漫天飞
舞的手机短信。即令近年微信语
音盛行，可一俟年节，还是要数短
信至为庄重和活跃。都说过年讲
究年味，那些传承下来的过年习俗
仍在，而今偏多拜年短信，让人感
觉温馨的同时，不也深切地感受到
杂糅着浓厚现代气息的短信的味
道——这就是飘舞着轻盈身姿的
可追寻的新的年味。

回想2014马年除夕夜，在铁路
供职且离退休只有一二年的我，居
然像个潮男似的埋首掌中之物，不
计关系亲疏，对收到的短信，悉数
回复，间或也抢先向新朋旧友发送
一波波短信。稍加改进的“拿来
版”贺年短信，那是手到擒来，不费
吹灰之力；难得是自撰祝福短语，
既要不离喜庆和祈福主题，又得兼
顾对方身份及文化品位。最早发
来短信的是身居闽北的铁路作家
谢月英，时在年三十上午。斯言
为：“新年将至，美妙的钟声又要敲
响新年的幸运之门，带给你一年健
康平安如意吉祥。小谢祝您和家
人马年快乐马上有福!”我当即回
复：“马年万年如意，佳作迭出！”过
后发现，“万事”被输错了，赶紧又
发一条补救：“万年如意者，小谢
也！”

接着给同城的网名“辛也的水
缸”发短信：“马年跃马提枪，愿诗
人辛也水缸有酒有墨香。”此君好
酒，生性豪爽，诗句夹杂着浓浓的
酒味。此前我曾为其写评，题曰

《诗人的姿态：半梦半醒》，开篇即
云：“读辛也的诗，我有一个突出的
感触，那就是：不故作高深，不扭
捏作态。口语化的文字，饱蘸精
盐，像麻辣牛排；空灵的影像，浸
润老酒，似罐煲猪肚。真性情的
诗人，炮制出不同于火车铿锵却
如巨浪拍岸般的豪迈而又清爽的
诗行，让你接受一次次时而高昂，
时而深沉的旋律的撞击，心中也
跟着升腾起一股浓烈的飘着酒香
味的吟咏之冲动。”辛也的回复
是：“扬鞭跃马道上，春风何其浩
荡。”十二个字既有时令与意气的
渲染，又巧妙地将余名字镶嵌其
中，可谓匠心独具也。

在接近子夜，也就是新年的钟
声即将敲响之际，我给南昌铁路
网友“仁善之乐”再次发去一条报
捷短信：“适才于网上见拙作《述职
的汗与不汗》已刊昨日渤海早报副
刊。阁下启我文思，专此致谢。”对
方回道：“同喜同乐。祝君马踏祥
云展宏图！”这里有个插曲。蛇年
春节前夕，《讽刺与幽默》报发表我
一则杂文《大冷天述职也流汗》，这
位文友是在岁末才读到此文的，他
觉得对电视述职者中的口讷而实
干及能言善辩却不务实议得不够

透彻。据此我专门写下了此命题
的续篇，赶巧也在春节前二日面
世，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新年
贺礼罢。

曾荣获首届“福州市十大杰出
志愿者”称号的铁路文友周琦发来
的短信是一首“的”字歌：“生活会
越来越美满的，工作会越来越繁忙
的，日子会越来越充实的，人生会
越来越丰富的，希望会越来越临近
的，微笑会越来越灿烂的，明天会
越来越美好的，朋友会越来越贴心
的。祝新春快乐马年吉祥！”此则
短信道出了平民百姓心中的憧憬，
不失为实实在在的中国梦。我当
即回复：“爱心人士周琦会越来越
美好的……马年吉祥，事事如意！”
之后过了二年，到了鸡年春节前
夕，又闻周琦荣获南昌铁路局“十
大平凡之星”，应验了我的“越来越
美好”的良好祝愿。

有人说过，群发的短信都一个
腔调，缺乏真情实感，因而不喜欢
不愿意读。我则不这么认为。只
要心同此心（即普天同庆），图个吉
利，即使将其当作应景之作也无不
可。换言之，读到的短信或属对方
自创，或属堂而皇之地引录，只要
将其当作朋友的记挂与关爱，阅后
总会感受到暖烘烘的春意在心中
升腾。好比他人问你幸福吗，一时
间你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高大上的
问题，然过往的一桩桩细小的温馨
片刻或感动，则记忆犹新，某种快
乐的情绪也在不知不觉中组合成
所谓的幸福的感恩全席。说起来，
这也是快乐可治百病的一剂良药
之最好诠释罢。有人对朋友发来
的短信数度不回，说明友情已淡，
或者已被其视作一枚无利用价值
而废弃的棋子。若此，短信有时也
可成为一块真假朋友的试金石。

近年常闻年味寡淡之絮叨，莫
非因为一些城市禁炮远离鞭炮声
就不热闹不好玩了？我看未必。
譬如手机短信拜年就是崭新的年
节文化元素，是年味的添加剂，亦
是新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过年必备仪
式。至于快乐与否，关键看你以何
心态度之。撇开大而空的口号，带
着喜庆色彩的对口味的短信方能打
动人心。片羽文字，滋润心灵。之
所以马年春节令我难以忘怀，就在
于几条互动的短信近似鲜美调味
品，让年节这道文化大餐，有种年年
花相似，今岁景不同的感觉。

转眼就到了猪年春节，文化味
浓当首推央视春晚，其次就是多年
被人视作亲情润滑剂的短信了。
适逢其会，谁与我，或者我与谁短
信互动，对作为常怀感恩之心者而
言，他必然懂得在美好时节做美好
之事情。孔子曰：“与善人居，如入
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
化矣。”春节之祥和之雅致，谅可从
各类短信中感受到此间人文气息
于一二。

年味追寻
□ 陈其浩

白米饭
朋友和我路过一片颜色灿

烂的花圃。这花圃是一位老园
丁照管的。我们看了直夸奖
他。朋友还问他，既然有这么
多颜色鲜艳的牡丹、芍药和郁
金香，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么多
颜色平淡的“满天星”白菊花
呢？

园丁一脸笑容。“啊，”他解
释道，“要有平淡的，才能把其
余的衬托出来。这正像白米
饭，比不上大鱼大肉，看似平淡
无味，但是三餐还是要靠它做
主角。”

争吵之源
买衣服是夫妇争吵之源。

因为，一个有7件衬衫的丈夫，
即便他是解数学难题的高明博
士，他也没办法弄明白太太有
28件短外套却缘何会说：“我今
晚要去参加同学聚会没有一件
像样衣服穿。”他不可能知道，
男人穿衣服的目的是要尽可能
和别人外表相似，而女人则千
方百计要力求与众不同，一枝
独秀。

各有其妙
现代绘画的妙处在于如果

你的色彩涂抹错了，即便是行
家也不易看出来。

秃头的妙处在于你不必花
心思去判别多种牌子的洗发水
里面何为优何为劣，好把心思
全部用在做大事上。

年轻的妙处在于你的经验

不足以让你知道，你不能做你
现在正在做的事。这在哲学家
的书中，被总结为：“不经一堑，
不长一智。”

中年发胖的妙处在于增大
了腰围的同时也增大了亲和力，
大家更容易“接近”你，接触你。

知足之道
知足之道，就是能够感到

至少某日某时的生活是美好
的。这种感觉的来源，往往非
常简单，非常直觉。

比如，昨天的绵绵细雨替
我浇了花，把我留在屋里，它并
不令我感觉沉闷阴郁，反而对
我有好处，像一个禅师一样平
添了心境的宁静。今晚的停电
虽然让我少看了新闻和体育赛
事，却让我在烛光下和老婆、孩
子们下了三局跳棋，交流了彼
此在今天碰到的有趣事儿。

鸟鸣
不少鸟类学家都有依据十

足地坚称鸟类歌唱有其目的：或
向倾慕的异性表达情意；或警告
别的鸟不得侵犯他的领域；或对
危险的即将来临发出警报。“子
非鸟，安知鸟鸣之缘因？”

为什么鸟类在风和日丽的
日子里便喜欢放开喉咙唱起快
乐的歌？为什么在狂风猛雨的
日子里它们“守口如瓶”不肯鸣
叫？难道它们便不可能与人类
一样：碰上好天气心情就好一
些，就大呼大叫表示喜悦，而碰
上坏心情就恶劣一些，当然也
就缄口不言、更别谈歌唱了？

篱边拾叶
□ 黄雄

幸福的味道 王彩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