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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中，一位伶牙俐齿的中年女教师追问：“五
常为什么只有大米出名？”我笑着说：“五常的特产，
不仅是大米，黄豆也是独一无二，更有黄豆做出的
豆腐，保准让你们三月不喜肉味！”

五常的豆腐大体分为三种：大豆腐、干豆腐、小
豆腐；另有豆浆、豆腐脑，五常人习惯上不把这两样
作为豆腐的正规军。大豆腐白柔鲜嫩，水灵灵的，
可做汤，可煎炒，可做麻辣豆腐，可蘸香酱吃，还可
冷冻成冻豆腐。五常人将大豆腐与萝卜做成的汤
叫做“顺气汤”。此种“顺气汤”做工简单，只需将萝
卜切成片状或条状，与切成小块的豆腐相煮少许，
待开锅后加上些作料，即可食用，切记：吃时必须加
上一些香菜碎末。这种“顺气汤”一般适于阴冷天
食用，管保让人吃得满头大汗，满腹舒服。

干豆腐肉肉头头，可做多种多样的炒菜和凉
菜，然而，最省力、最实惠、最有趣味的却是干豆腐
卷大葱。将黄得爽目的干豆腐整张平铺于桌上，摆
上几棵鲜嫩的大葱，撒上点儿家乡的香酱，紧紧卷
上，然后，一边慢慢咀嚼，一边细细品味，此时，即便
是不会喝酒的人，也想就着几口高度数白酒才感到
心满意足。

自我懂事起，我的生活就与“豆腐”二字结下了
不解之缘。小的时候，我家很穷，十口之家，靠父亲
做工维持，生活可想而知。那时，我在姥姥家的时
候很多，姥姥家人口少，是“五保户”，比我家还穷。
然而，在一段时间里，豆腐还是可以吃到的。姥姥
挂在嘴边的话是：“富人吃驴肉，穷人吃豆腐”。而
我却感到吃豆腐乃是人生之一大乐趣。每当小脚
姥姥摇摇晃晃将热气腾腾的一碗豆腐汤端上来时，
我就会乐得在炕上乱蹦，姥姥会唠叨道：“真是穷人
家的孩子，别把炕蹦塌了！”当时，我只注意碗里的
豆腐，没有注意姥姥的表情；现在回忆起来，姥姥说
这话的时候肯定是很难受的，“少年不知愁滋味”真
有道理啊！

豆腐的故事，从古传到今，大都与穷人联系到
一起。电影《白毛女》中有这样的描述：漫天风雪
中，佃户杨白劳躲账七天回到家，卖豆腐赚下几个
钱，给喜儿买了二尺红头绳，女儿依偎在老父怀中，
老父流着眼泪给女儿扎起了红头绳。每当我回忆
起这个场景，心里就有一种感情的冲动，总是想挥
笔写点东西。豆腐能把穷人来拯救啊。

三年灾害年代，大豆连年减产，要想吃豆腐，必
须捱到过年时节。于是，人们就热切地盼望过年。
然而，当时的豆腐是按人口凭票供应的，又只限于

大豆腐，我们家得到的必然要多些。记得有一年，
临近除夕的一天凌晨，我奉父亲之命，披着月光，怀
揣豆腐票，手端洋铁盆，来到离我家不远的国营豆
腐坊。我自认为起的很早，到了那里，却看到了拐
了好几个弯的长长的队伍，心里顿觉发冷。正在我
踌躇不定之时，朦胧的月光下见有人向我招手。我
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老师，她已经排到了队伍的
前边。我来到她面前，她趴在我的耳旁悄声说：“你
就站在我的前面。”我刚刚站在她的前面，就听到离
我不远的后面的一个大汉的吼声：“不许夹塞儿！”
我吓得立即就要离开这里，老师一把拉住我的胳膊
说：“你不用动，我到后面去！”没等我再说什么，她
已经站到队伍后面去了。

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我才将十五块豆腐买到
手。我欢喜地将要往回转时，抬头看见我的老师还
在离我很远的队伍里排着，心里很不好受。老师看
出了我的心思，抚摸着我的肩膀微笑着说：“快回去
吧！家里的人都在等着你。”我刚要迈步，忽听得柜
台里发出了一声粗野的吼叫：“豆腐没了，改日再
来！”我愈加不安，眼巴巴地望着慈祥的老师，老师
却仍然微笑着安慰我：“没关系，明天我再来！”

我将这十五块豆腐端到家，母亲将五块豆腐装
入平时打零工用的饭盒里，外面又用厚布包了两层
要我给姥姥送去。我拿起饭盒高高兴兴地朝离我
家三里地的姥姥家奔去。路上不知从何处猛然地
蹿出来一条大黄狗，冲我狂叫起来。我吓了一跳，
撒腿就跑。哪里想到，狗比我跑得快多了，竟然扑
到了我身旁。恰在此时，一块大石头将我绊了个嘴
啃泥，饭盒里的豆腐全都抛在了土地上。饥饿的黄
狗立即放弃了对我的追咬，狼吞虎咽地吃起地上的
豆腐。我愤怒至极，搬起那块石头，狠命地向它砸
去，那只狗嗷嗷叫唤着逃跑了。我看到地上残留的
豆腐碎块，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如何向家人交代
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表哥家陷入了困境，他
的妻子因患心脏病无钱可治。一心想给妻子治病
的表哥突然灵感袭来，想起了做豆腐挣钱的办法。
说干就干，他很快地将做豆腐的工艺流程学会了，
自己拉磨，自己操作，十几天下来，他已经领着两个
孩子，推着手推车，在附近的几个村子卖起了大豆
腐。

如今，五常的豆腐如同五常的大米一样，满街
都是。一个早市，一份挨一份的豆腐摊，没有一份
能剩下豆腐的，可以见出，五常人对豆腐的喜欢程
度了。

在哈尔滨工作的大哥，前几年回来探望母亲，
临回去时，都必须到市场买几斤干豆腐带回去。我
笑他迂腐，五常的好东西多得很，却只买几斤干豆
腐，哥却得意洋洋地说：“别人想吃五常豆腐还吃不
到呢！”

五常豆腐情滋味
钟长荣

我省著名中医张泽普的诗稿《虫吟诗
草》在黑龙江省中医科学院张缙先生手中
珍藏了 60余年，经过整理和多方努力，现
在即将出版了。这是弘扬中医文化、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说到张泽普的《虫吟诗草》（以下简称
《诗草》），首先应介绍一下张泽普先生。张
泽普，字蔗圃。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农历九月十一日生于奉天营口县大石桥后
拉拉山子村(今辽宁省大石桥市)。按家谱
排辈为“汝”字辈，所以名叫“汝恩”。行医
后改为“泽普”，字“蔗圃”。

先生自幼天资聪慧，但因家贫，仅读了
二年私塾，不过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文章
写得好，老师常常将其作为范文给大家传
阅。壮岁的张泽普投奔沈阳姑母家，先是
学木工，后到沈阳“万育堂”帮助老板炮制
中药材，按方抓药，又通过学习《汤头歌
诀》、《医宗金鉴》等医书，懂得了一些辩症
诊断，慢慢地开始坐堂行医了。为求发展，
大约在 1922年来到黑龙江省庆城县（今庆
安县）行医。由于先生不断刻苦专研，在医
术和理论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在参加
齐齐哈尔市中医“会考”中名列前茅，并为
以后做中医讲师打下了基础。此后经过好
友吕亚望大律师帮助，遂于 1935年来到齐
齐哈尔市落户，并被聘为“万育堂”坐堂医
生，后又到长发祥药店行医。因其对中医
研修至深，在应诊同时，还从事医教工作，
1938年曾任汉医（中医）讲习所讲师，讲授
中医中药课程。

解放后，1952 年，齐齐哈尔市首创第
一所由名医组成的黑龙江省联合中医院
（齐市中医院前身）张泽普任副院长。他主
张中医必须精通中医理论，掌握辨证施治，
活用中医方剂，强调“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的原则，临床效果良好。他以善治妇科病
闻名。同时还精通内科、儿科。1954 年，
省会转为哈尔滨，1955 年，先生调任哈尔
滨，任黑龙江省中医进修学校讲师。1956
年 7月 10日因病在哈尔滨逝世，年仅 60周
岁，

张泽普先生秉性耿直，不慕荣利。以
“不为良相为良医”自励，以济世救人为己
任。对患者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医德
医风深为界内与广大患者称许。著有《妇
科心粹》、《儿科刍缀》。

张泽普先生博学多才，从医之余，尤爱
诗词、书法，并与王召南、胡斗南、李慕韩等
组织过雪鸿诗社多年，著有《虫吟诗草》《春
草唱和集》等。遗憾的是《春草唱和集》已
佚，传世者，惟独这部《诗草》，其功劳当归
功于张缙先生。

《诗草》分为上下两卷，共收录民国乙
亥（1935年）至民国乙酉（1945年）10年诗
作 181题，310首。《诗草》绝大多数为七律，
另有少量绝句和古风。所录诗词大抵按编
年顺序排列。由于诗歌创作的时间正是东
北沦陷时期。诗人感到所学知识“用之于
立言、济世、治国、安邦则不足，用之于记豆
腐账、写拘魂符则有馀”，而入医林，为的是
求温饱，并不敢言“济世活人”。为了使诊
余之暇，“觅以消遣之方，使精神有所寄
托”，于是便于饭后茶余，“作虫吟蝉噪。十
载于兹，积成卷帙，不忍焚弃，姑订成编。
因无益社稷民生，仅懔霜泣露之哀鸣而已，
故名之曰《虫吟诗草》。”（《虫吟诗草自序》）

在伪满当局的高压统治下，人们只能作秋
虫之吟。先生在《诗草》自题的三首七绝中
对《诗草》命名的原因进一步作了详细的说
明：

姑自吟之姑自听，懔霜伏草暂藏形。
无聊学作秋虫语，厌看人间鬼脸青。
《诗草》是咏怀的话筒。咏怀作品在

《诗草》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作品中，
忧国忧民之情现于字里行间，可以说是秋
虫吟哦中的低鸣。“群鸦未解兴亡事，犹傍
宫门早晚哗。”（《过沈阳故宫》）乌鸦无知，
人却有意，国土沦丧，江山易主，故国情怀，
油然而生。该诗以沈阳故宫寓意故国，以
乌鸦讽喻麻木不仁的国民，含蓄而深刻。
1945 年 8 月 15 日祖国终于光复。这一年
的九月初九，先生激动地写下了“劫后余生
感慨多，江楼独上发狂歌”（《九日新咏》）的
诗句，10月 10日又写下了“八年百万同胞
血，绘出中华大版图”（《十月十日》）的诗
句，表现了对祖国光复的喜悦心情。

《诗草》是咏物的大观园。咏物诗在
《诗草》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触景生情，托
物言志，托物咏怀，融情于景，借景抒情，是
诗人的重要表现手法。《诗草》有多首咏春
柳、秋柳，春草、秋草的诗篇，除此以外，诸
如红叶、白菊、牡丹、葵花、蟋蟀、秋蝉、孤
雁、小燕、飞雪等等都是歌咏的对象。

《诗草》是诗人感情流淌的河流。《诗
草》思亲怀友的诗篇大多感情诚挚，情真意
切。首先是对妻子陈慕光的怀念。先生与
慕光结成夫妻，两相恩爱，如鱼似水，举案
齐眉，堪称美谈。两人身居两地之时泽普
曾写下了“空蓄囊中千百药，疗卿一味少当
归”（《戏赠慕光》）的诗句。泽普是郎中，手
中自有千百种中药存储，然而治疗慕光心
病者惟独缺少当归。一语双关，风趣幽默。

不幸慕光于 1938年英年早逝，年仅 38
岁，这给先生的心灵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一气就写下了《悼亡》诗 10首。接着又写
下了《落花吟》4首，同时怀念慕光的诗还
有《偶检与慕光合影有感》《秋过慕光冢有
感》等诗作，共计 17首之多。

“花谢水流春去也，令人肠断夕阳天”
的生死离别和“芳魂今已随春去，再共春回
不可期”的情景展现在眼前。

《诗草》又是记述齐齐哈尔乃至黑龙江

诗词文化的重要史料。通过诗人与众多诗
友的诗酒唱和、赠酬互答的诗篇的记录，不
但可以看出七八十年前文人的文化生活，
从中可以看出齐齐哈尔诗社的发展脉络。

从《诗草》中的唱和诗中可以看出雪鸿
诗社主要成员，其中有王召南、胡斗南、李
慕韩、魏毓兰、马泽长、张恕一、张栩人、富
考年、崔寿彭、关守身、韩经九、张鲁箴、佛
桑馆主（荣孟枚）、马剑鸿（马泽长胞妹）
等。因此，可以说《诗草》是研究齐齐哈尔
沦陷时期诗社历史的宝贵资料。

先生为了行医，远离家乡大石桥，先后
到庆城（庆安）、齐齐哈尔行医，家书则成为
连接先生与家庭的纽带。岁暮接到家书时
写下了“压线边关一岁终，探囊依旧豁然
空，冬冬腊鼓催归思，字字家书湿泪红’’
（《岁暮偶书》）的诗句。新秋接到了家书写
道“寄语辽天南去雁，此行休傍吾乡飞”
（《新秋得家书有感》）的诗句。此时更是
“两地离怀系一身，因思儿女转思亲”（《秋
感二首》）；“遥怜故里痴儿女，朝夕不闻笑
语频。”（《边城感春四首》）。“霜从此夜白，
月是故乡明”，缕缕的乡愁连成的诗句自然
感人。

《诗草》风格近似杜甫，又颇具李商隐
遗风。《赠李慕韩》二首之一：“白也诗无敌，
抄来转赠君。临风怀渭树，对月忆春云。
绣虎雕龙句，咳珠唾玉文。吟坛荒废久，愿
假笔耕耘。”一看便是由杜甫的《春日忆李
白》脱胎而出。其中第一句，完全借助杜诗
句。而颔联“临风怀渭树，对月忆春云。”则
由杜诗“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转换而
来。《诗草》文辞清丽典雅，缠绵凄婉；寓意
深刻，对仗工稳；用典自然含蓄蕴藉；沉郁
顿挫，意韵深微，耐人品读。如“咏絮才华
飞絮命，昙花身世落花姿”（《挽诗友剑虹女
士步召南原韵三首》）；“色映荷塘鸳梦冷，
影飞荻岸雁声悲”（《再咏红叶戏赠慕光四
首》）；“一寸冰心酬夏日，十分傲骨战秋风”
（《 戏咏白菊》）；“一腔哀怨凭谁诉，半世清
髙只自伤”（《秋蝉》）等等，皆清词丽句也。

正如龙沙王伯寅在题《诗草》的题诗所
云：“字字辛酸句句声，锤炉已到火纯青。
奇才笔下无遗物，禅语虫吟尽性灵。”

张泽普笔下的蝉语虫吟
柳成栋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是干支纪年
的癸卯年，影响了中国 1300多年的科举制
在穷途末路之际留下了回光返照的一瞥，
也为历史记录了永恒的一瞬。尽管清朝
末年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但科举考试的余
威却严重制约着新式学堂的发展。“庚子
事变”之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社
会欲发生巨变首当废除科举之制度。1901
年，清廷下令改革考试内容，废八股，兴策
论。

1903 年 3 月，清政府于河南开封“补
行”了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5月，清
廷举行殿试录取了 315名进士，次月还举
行了从戊戌变法以来便多次酝酿的经济
特科考试及复试。8 月，又举行恩科乡
试。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成为中国
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乡试。黑龙江省档
案馆保存的一份光绪二十九年陕甘总督
菘番为甘肃满洲癸卯恩科乡试送与黑龙
江将军衙门的翻译乡试试题，成为清末科
举考试留给后人的见证。

该试卷长 105.5厘米，宽 75厘米，红底

黑字，以楷书自右向左书写。右下角盖有
监临关防、监试关防、提调关防三枚印章，
标题后书有满文题目。正文由汉文书写，
需考生用满文进行翻译。内容是关于民
间牙行盛行的利弊得失以及监管措施。
原文如下：“民间贸易官为设立牙行以评
市价，所以通商便民彼此均有利益也。是
以定例投认牙行，必系殷实良民，取有结
状始准给帖充应，盖殷实则有产业可抵，
良民则无护符可恃，庶几顾惜身家懔遵法
纪，不敢任意侵吞为商人之害，乃闻各省
牙行多有以衿监认充者，每至侵蚀客本拖
欠货银或恃情面而曲为迟延或藉声势而
逞其掯勒，以致羁旅远商含忍莫诉，甚属
可悯。从前外省衙门胥役有更名换姓兼
充牙行者，已经言行禁革，而衿监充行其
弊兴胥役等，应将现在牙行逐一详查，如
有衿监充认者即行追帖，令其歇业，永著
为例。”

清代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举考试分
为院试、乡试、会试三级，而乡试则是科举
考试过程中竞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深远

的一级考试。乡试虽然分省考试，但统一
时间，统一步调，统一考试大纲（尽管考题
不一），实际上是一种全国统一组织的考
试。清康熙三年（1664年），改山西右布政
使司为巩昌布政使司，次年改为甘肃布政
使司，甘肃始建省，并设甘肃巡抚驻扎兰
州。由于甘肃地处西北边荒，在军事上属
于要冲地带，重武功轻文治。因此，甘肃
建省初期并没有设立贡院，甘肃乡试设在
陕西举行。由于乡试路途遥远、耗资甚
巨，由甘肃真正抵达陕西完成乡试者甚
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看到甘肃乡试的不
利局面后，力主改变这种落后面貌，遂奏
请朝廷并获得许可，同时得到了甘肃官绅
士人的赞助。光绪元年（1875年），甘肃贡
院建成，并于当年 8月举行了甘肃首次乡
试。

中国科举制虽然到 1905 年才正式被
废止，但乡试和会试是三年举行一次，1905
年不是“大比之年”，此前一年即 1904年举
行的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会试就成为最
后一科会试，而 1903年举行的癸卯恩科乡
试则成为最后一科乡试。该年 8月 9日至
15日，各省贡院按章同步举行乡试。末科
乡试的考试内容已脱离了八股取士的格
局，改为讲求经世致用。

科举考试的废止标志着一个漫长时
代的结束，也预示着清朝帝制的覆亡。从
此，新式学堂从真正意义上登上了中国社
会的教育殿堂，为中国社会摆脱腐朽的封
建制度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基石。

甘肃满洲癸卯恩科翻译乡试试题
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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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鸡，最长可以活到二十岁，鸟纲雉科
家禽之王，堪称包括鹅鸭在内的各族家禽的
首领。世传南宋王应麟编著的《三字经》云：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把鸡作为
禽族的惟一代表，令其堂而皇之的跻身畜族
行列。

雄鸡体态健美，红冠高耸，肉髯垂饰，羽
衣华丽，鸣声嘹亮而悠长，是人间独有的司
晨天使。

二十世纪中叶，我居住的嫩江平原荒野
小村，没有计时钟表。一年四季，无论是母
辈们起早烧火做饭，还是父辈们身负重任离
家远行，都须悉心聆听雄鸡报晓的啼鸣。记
得寒冷的严冬长夜，雄鸡鸣叫三遍，东方才
能呈现曙色。

雄鸡的鸣唱，嘹亮而悠远。于是我故乡
无际平原寂静的清晨，在雄鸡啼晓中，我们
欣赏绚丽的朝霞，喷薄的红日，男女老幼披
着晨曦驱牛逐马，描绘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的古朴画卷。

雄鸡的鸣声，给沮丧迷途者带来希望的
曙光。少年的我和二弟，曾作为疲惫饥渴的
失路之人，在无边暝色雪野中艰难地行走。
当听到遥远的隐约的鸡鸣时，立刻精神振
奋，忘却饥渴，循着鸡声奔走——我知道，鸡
鸣处低矮的草屋会给我们温暖，鸡鸣处善良
的父老会给我们饱餐。

养育我童年的明水县通达镇高木匠屯，
有四五十户人家。每户都喂养十几只乃至
几十只鸡，鸡群的行动，都由一只雄鸡率
领。威武昂首羽翎艳丽的雄鸡，引领着众多

臣民，跑向村路，奔向场院，隐没草地，钻进
林丛，自由自在地刨土觅食，翻沙洗羽。当
高空盘旋的苍鹰，俯冲着来劫掠母鸡雏鸡的
刹那，群鸡惊慌失措，或呆若木立，或悲鸣飞
蹿。惟有率群的雄鸡，颈项怒毛高竖，飞箭
般冲向贴近地面的老鹰，锐喙盾翅利爪齐
发，攻击得老鹰收敛魔爪飞逃而去。

我家的大红公鸡则是我家庭院的忠诚
卫士，对外籍鸡鸭鹅狗等不速之客，会满怀
愤怒地将其驱逐出境。就是陌生成人带领
孩童串门，对我家守护庭院雄鸡的示威也望
而却步。

童年居住的僻野荒村，没有清明节斗鸡
的习俗，祖辈们也没见过两只雄鸡各为其主
的生死决斗。但是，我们却不难看到两只雄
鸡格斗那惊心动魄的场景。

一次，众多人围观我家的大红公鸡，和
东邻老于家的芦花公鸡打斗——它们仿佛
是践盟一决雌雄的侠士，两只雄鸡都浑身杀
气，站位相距两三米远，颈毛高冲，虎视敌
手。继而，不约而同地把伸长的脖颈低垂向
地表，逐渐缓慢稳步前移，突然，像两道闪电
飞起相撞。锐喙对啄，钢翅互击，铁爪相勾，
同时伴以咯咯的短促怒叫。直斗得尘土腾
飞，双方彩羽纷落，头颈血染。几十个回合
过后，双方都已遍体鳞伤。但是，哪方也不
肯败北臣服。围观的众人采取恫吓的办法
想使它们分开，然而，平时令其惊恐万状的
大声吆喝，它们已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奶
奶怀着疼爱之心进行武装干预，挥动竹条扫
帚才把两只精疲力竭的雄鸡打分开来。

童年在故乡还常看到这样的场景，雄鸡
偶尔觅到昆虫或米谷等美食，并不自己享
用，而是咕咕低鸣着，呼唤带领一群雏鸡的
老母鸡，把美味佳肴让给雏鸡之后，昂首眺
望踱步他方。难怪西汉韩婴在其所撰《韩诗
外传》卷二中，赞扬雄鸡的美德：君独不见夫
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
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
失时，信也。鸡有此五德……

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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