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宾宾有理
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

文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
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快乐，分担忧伤。

都
市
慢
生
活

生生

活活

07
2023年12月15日

星期五

□主编：郝 良

□编辑：罗烽烈

□美编：王万礼

邮箱：
3213456266@qq.com

阅读副
刊精品，请
扫 描 二 维
码，关注南
门口微信公
众号。

尽
在
南
门
口

人
间
烟
火
气

先礼后兵

从湖南到四川，一去几千里，一待二
十年。青春年少的那份乡野戾气少了，嘴
里从小吃出的口味却深深地藏着。好在
两地的饮食习俗相差不大，尚辣，不过辣
中多了花椒的麻，至今不太习惯。

四川人吃辣，有些费料。宫保鸡丁、
辣子鸡、肝腰合炒、水煮肉片、毛血旺，此
类都是川菜谱系中的主打家常菜，辣是其
出味的灵魂。但是，当地人吃辣只吃其
味，并不吃辣子，青辣椒切成一节节，半生
不熟，也不入味，纯粹做了菜肴中的配角，
吃不得。更有甚者，干红辣椒干脆不切，
直接置入锅中烧炒，猩红色泽挑逗人的味
蕾，诱人垂涎，实则咬不开，也是吃不得
的。火锅就更不必说了，一锅干红辣子漂
浮，恰似一场洪水裹挟下来的枯枝浮木，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于一个嗜辣之人
而言，无疑是暴殄天物。不过，后来转念
一想，四川人吃辣，不在辣物本身，而在辣
意，这是吃辣的另一层境界。

湖南人吃辣，那是一绝。辣椒就是
菜，菜里少不得辣，无论与荤腥配伍，还是
单成一味，辣椒都是解酒送饭的好物。湖
南人一餐不吃辣椒勉强，一日不吃将就，
三日没见辣椒如同得了一场重感冒，口中
干涩，舌苔发白，口水、鼻涕止不住。乡间
家庭吃辣椒，更是吃出了境界。农忙时懒
得费周章，直接从地里取来青辣椒，燃起
枞毛针叶或者枯树叶，将辣椒往火里一
丢，火钳翻两下，夹出来，嘟嘴吹吹，用陶
制的钵子捣碎，放盐、猪油，用筷子蘸一滴
豆油，香绝了。捣辣椒吃完，钵子上有残
留的辣物，把剩饭倒进去，用筷子沿壁撸
干净，将头埋进去，吃相难看，味道却是一
绝，撸椒钵也是乡间最得意的吃法。辣椒
炒荤菜，功夫全在刀法上。洗净的辣椒一

条条摁在案板上，刀刃横陈，与辣椒成四
十五度角，切成薄片，状如技艺精湛的镂
空剪纸。如此切法，荤菜入辣，辣入荤菜，
二者兼而有之，下咽的全是辣椒的精髓。

湖南人种辣子，大气，一种便是三五
垄。青辣椒吃不完，摘取部分回家，去蒂，
阴干水分后用镰刀划开，擦盐，晾晒后制
成盐辣子，置入瓮中，随吃随取，不温不火
的日子万年长。留在园子里的辣椒，让它
继续幻化，先是尖上一点紫，然后全身一
片水墨红，最后便是一园子热辣辣的火焰
了。红辣子用石碓捣成灰，便是辣子灰。
辣子灰不如青辣子内敛、隽永、绵长，辣得
直接干脆。乡人炒白菜、菠菜、茼蒿、空心
菜、苋菜，一律放辣子灰。青绿中点点红
粉，如国画新成落了几笔朱砂，色泽艳丽
明快，口舌自然也痛快。湖南人钟爱辣
味，连汤也不错过。无论鸡汤鸭汤还是鸡
蛋汤素菜汤，出锅前总要撒一把辣子灰，
拿勺的手一抖再抖，试图用田地里练就的
手上功夫，精准调和汤味里的辣劲。

很多离开湘楚故地的人一直离不开辣
味，但耐辣之劲却弱了不少。以前每年回
老家，见辣都猛吃一顿，吃完口腔里像点
燃的灶膛，直呼过瘾。但近几年回去，见
辣仍旧生出几分倾慕，但入嘴却抵挡不住
那份生猛的辣劲。我想，在四川生活多
年，不知不觉还是同化了口味。正宗辣子
本是夏秋食物，不过现在市场上四季都
有，新鲜得让人恍惚分不清时令。那些油

头粉面的彩椒胖乎乎圆滚滚，肥厚的肉质
一看就是虚张声势，不辣，自然勾不起好
辣之人的欲望。那些俗称二荆条的，也是
光亮平滑，绷直的身子看着颇有几分功夫，
但也不是太辣。一群上了年纪的乡人聚在
一起吃饭，话题跑不了三米远，便回到辣子
上。还是小时候那种辣味正宗，辣子品种
与众不同，喂养的是天地甘露人工粪肥，吃
出来的自然是人间原味。现在大多是大棚
温室培育，原生态的辣味自然淡了。

在外地生活多年，无论如何，我都改
不了吃辣的习性。有时确实感到味淡了，
便自己做爆辣子。街边小餐馆原本有虎
皮青椒，那不是我要的味道。虎皮青椒用
的是肉质肥厚的嫩辣椒，炸得泛白的表皮
起皱，软趴趴地，看着辣人，其实是软货，
吃在嘴里除了浓厚的酱油味，便是从舌根
下返回来的苦味。爆辣子需用细长的二
荆条，用菜刀一只只拍扁，碎成撕裂状；将
锅烧热，放入干煸，用铲子翻炒并用力下
压，使之均匀受热；待表皮微显焦黄并起
白皱时，淋入植物油，均匀撒盐，再次用铲
子翻炒并用铲背下压，使盐味渗入辣椒；
旋即，放姜末蒜蓉，加料酒加酱油，翻炒匀
净，即成。每次我将爆辣子端出，不善劲
辣的爱人，都要眼冒金花，迫不及待捉箸
先吃为快，喋喋说道“过瘾，过瘾”。

过瘾的不是辣椒，而是她深藏心底的
那份眷恋。其实，对于每个异乡人而言，
口味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乡愁。

辣子辣出味
□郭发仔

虽已是初冬，景色和深秋却没有太大
差别。除了常绿的树木，还有诸如梧桐、
银杏、枫树等落叶树，离枯叶掉落还有一
段时间，叶片从绿色渐变成深深浅浅的黄
色或红色。一时间，小区、公园、山林中，
演绎着岁末色彩斑斓最后的美丽。春天
的花虽然绚丽灿烂，但是数量上到底不及
树木的叶片多，在渲染城市的力度上输了
气势。花不够叶来凑，是秋冬抗争春夏的
法宝，一如大妈们拍照举着鲜艳的丝巾。

但是，不管初冬和深秋的景色有多相
似，冬天始终是日渐阴霾寒凉，夜长昼短，
少了秋之天高云阔的阳光明媚。太阳露
脸的时候少而短暂，每每看到出太阳，人
们便稀罕着三三两两出门，找到可以晒太
阳的地方，享受冬天的阳光。对于上班
族，离单位稍远，早晚就是两头黑，最希望
周末休息碰到好天气，去户外晒太阳活动
筋骨。

一个周末的下午，就是这样初冬里难
得的好天气，赵医生舍了平日的娱乐——
桌游，徜徉在公园里暖和的阳光底下，一
小时后全身微汗，心率 100+次/分，中年人
最佳运动效果，慢下来，坐在能晒到太阳
的长椅上歇息，看天看景看周围的人，甚
是惬意。

不远处有两名中年男子，一高一矮很
大声地交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便细听
他们讲故事。情节简单，高个子嗓门特别
大，说他到某部门办事，手续齐全按章办
理，本该不费吹灰之力顺利完成。然而，
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缺点手续不能办，他认
为这分明是刁难，十分生气。

矮个子哦了一声，问是不是找个熟人
打声招呼。高个子情绪激动：为什么要找
熟人，还要欠人情，本来就是他们不对。

然后自顾道来：先是好言好语解释，他们
不同意，便吵将起来，闹到领导那里，威胁
不解决就打投诉电话，最后达成目的。听
高个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你不得不佩服他
的语言艺术，辛辣幽默极尽挖苦讽刺之
能，却句句在理不容反驳。末了，总结一
句：先礼后兵，谁怕谁！

一直认为，先礼后兵，是比孙子兵法
三十六计更有效的一种计谋，不仅可用于
国与国之间的邦交，这个成语出自《三国
演义》：刘备远来救援，先礼后兵，主公当
好言答之，以慢备心，然后进兵攻城，城可
破也。也可用于各种社交场合，是一种博
弈的方式，任何双方打交道，都可以一试，
比如开初耐心给熊孩子辅导功课，终于情
绪崩溃大吼大叫“妈的”，就是希望先礼貌
争取，实在不行只得采取强硬手段。

那么，解决问题时，为什么先礼后兵，
在很多场合行之有效？分析一下，当需要
先礼后兵这种手段时，双方已经出现了矛
盾，这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黑白之分，每个
人（或集体）站在自己的立场，都希望对方
让步。礼，是打感情牌，讲事实摆道理，亮
出底牌和对方较量，甚至给点好处达成目
的；兵，就不友好了，是武器是战斗，是抛出
杀手锏，威胁加逼迫，让对方掂量后果。

先礼后兵最终能达成目的者，一般有
两种情况，一是特别占理，一是特别强
势。有理走遍天下，这世上道理二字还是
最好的通行证，有理的人敢高声，不怕把
事情闹大，评理的、管事的、看热闹的人越
多，胜算越大。但是，道理从来不是单一
的标准，理都差不多的时候，力量强大的
一方占优势，落后要挨打，是不争的事
实。所以，运用此法者，需先评估一下自
己的道理和实力，否则操作下来，还落下

风，就尴尬了。
然而，兵者诡道也。有时候，看着既

不占理，也无实力的一方，最后却稳操胜
券，为什么？想来是被对方抓住了软肋或
把柄，不得不妥协。但此法胜之不武，局
面很有可能反转，需慎用。礼在先，却埋
伏是随之而来的兵，故，礼和兵，非绝对的
态势，相互之间转换着控制权，这种礼，大
抵就是糖衣炮弹。

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听着故事联想翩
翩，目光转向草地上两个嬉戏的孩子，大
约三两岁的稚童，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玩
具，其中一个小孩，看上另一个小孩的玩
具，便把自己的玩具递过去，意思想交
换。然，那个小孩却不愿意，侧身欲离开，
这个小孩又努力一次，递过去玩具，那个
小孩依然不肯，这个小孩便劈手去抢，于
是扭扯哭闹起来。瞧，连小孩都知道先礼
而后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