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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可 阅 读

在白城明仁南街156号，8000余平方米的土地上矗立着一
座沉默的讲述者。它曾是1937年诞生的铁路会馆，青砖木梁间
浸透殖民时代的寒霜；80年后，当阳光穿过修复后的俄式拱窗，
我们仍能触摸到历史的心跳——这里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吉林
省唯一保存完整的省级“红色心脏”，中共辽吉省委旧址。

1946年的夏天，这座建筑迎来了它真正的生命。当四平战
役的硝烟尚未散尽，陶铸带着辽吉省委机关迁驻于此。那些不眠
的夜晚，二楼会议室的煤油灯总在子夜时分摇曳——他们在绘
制巢匪地图的间隙讨论土地改革方案，在鼠疫疫情通报上批复
医疗队组建令，用算盘珠子计算着支援前线的每一担军粮。
2022年的春风叩响了尘封的门扉。修缮工匠们像考古学家般小
心剥离墙皮，让1946年的墨迹标语重见天日。如今我们看见：一
楼展厅里的200余件文物正在低语——褪色的马褡子上的补丁
缝着浴血奋战的刚强，土改丈量尺上的刻度刻着翻身农民的喜
悦，防疫手册扉页的指印叠着3万医护的誓言。3年来，5.2万余
人次在这里驻足。8000平方米的时空剧场正在上演永恒的对
话——那些清剿土匪时的马蹄声、土地改革时的铜锣声、战胜鼠
疫时的欢呼声，依然在砖木结构间轻轻震颤。夕阳透过弯顶玻璃
投射在“全国党史国史教育基地”铜牌上，光影流转如同时光长
河。有人说历史是过去的回响，但在这里，我们分明听见了未来
的召唤。让我们继续在时光的胶片上，寻找照亮前路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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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题图片：本报记者 李晓明

原来，这俩人用无人机在玻璃
营子分场巡逻时，发现有个人为设
置的粘网，虽然破旧得被弃用了，
但上面也挂住了几十只鸟。他俩
连忙赶到近前，下到苇荡里，不顾
泥陷进半个裤腿子，硬是一个一个
将被困的鸟摘下来，解困放飞了，
其中好多只朱雀、黄雀，都是国家
保护的鸟类。那个粘网被他俩彻
底清除了，解除了后患。

镇南的月牙湖是个天然的泡
塘，也是大雁的栖息地，野生动物
经常出没，白鹭、丹顶鹤也时常光
顾。其实这个地方我也听说过，只
是还没来得及去溜达溜达，这不就
把自己“摔”进了派出所。

在月牙湖生态环境变好后，一
些城里人闻着“味儿”就来了。干
啥来了？听说这片泡子里有鱼，一
传十，十传百，垂钓者们日渐增
多。为了保护月牙湖的生态环境，
也为了对垂钓的人身安全负责，派
出所本来一天忙得要死，还得对月
牙湖周边加大巡逻力度。

就在今年的5月份，有群众到
派出所举报，说看到有人驾着捕捞
船非法下网电鱼。说到电鱼，曹
所马上意识到这会对野生动物造
成伤害，他二话没说，带着几个警
务助理就去现场进行阻止。听说
对方态度还挺强硬，竟然说，月牙
湖是你家的啊，用你管。当然，曹
所他们也不吃那一套，当场就收缴
了非法电鱼的设备，依法对这些人
进行了相关处罚，自此起到了震慑

作用。
本来处理完这个事，也就结案

了，可曹所回去后把自己关在办公
室半天没出屋，然后他在所里开了
个会。会后，他们就弄了一批警示
标牌，在相对面积大一些、野生动
物出没频繁的泡泽周边，挨个竖起
警示标牌。

曹所这是针对“攘外必先安
内”的原则，他和同志们到农场的
各家各户好一顿走啊，一边宣传反
诈，一边搂草打兔子都别闲着，专
门就保护野生动物进行宣传。可
能担心当地群众对“野保”工作重
视程度不够，他们挨家挨户发放印
制的保护野生动物宣传单和警民
联系卡，车轮战似的轮番宣传，还
现场讲解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
向群众普及有关禁止捕杀、圈养野
生动物的法律法规。

从此，我们就有了一个统一的
昵称：“野宝”！

对“野宝”的宣传，他们一干就
是2年多，啥叫深入人心？就这么
说吧，这个国有农场的职工对“野
宝”工作早已入脑入心，不但不捕
杀、不偷猎野生动物，只要见到野
生动物、鸟类受伤，都会立刻报警、
帮忙救治。“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
责”的乡规民约，蔚然成风。

三
每年春耕的时候，都是个热闹

又紧张的时节。那年的春耕对镇
南来说，因为一窝丹顶鹤的“光

临”，变得与众不同。麻雀跟我说
这件事的时候，虽然过三四个月
了，但它依然激动万分。

原来，警务助理王小胖那天在
巡逻时听群众说，朱家窑分场的水
田旁发现一窝刚破壳的鹤崽……
这可把所里的人都惊着了！王小
胖那家伙，急得像被火烧了屁股似
的，一步三跳跑回所里，嘴里还不
停地嚷嚷着，然后火急火燎地将这
个情况向曹所做了汇报。不一会
儿，警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麻雀说
它们好信儿地紧着跟，还拉半里
地。曹所带着王小胖他们开着警
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了。

到地方一看，几个人都愣住
了。麻雀跟我叽叽喳喳描述得眉
飞色舞，说是从来没见过一窝刚破
壳的4只鹤崽呢，毛茸茸的，可爱
极了，不过也脆弱得很。还有一公

一母两只成年丹顶鹤，它们就像威
严的卫士一样，戒备森严地守在窝
旁。那眼神里透着紧张和警惕，仿
佛在说：“谁敢靠近我的孩子，我就
跟他拼命！”

当时王小胖就忍不住开始埋
怨鹤爸鹤妈了，他扯着嗓子喊：

“你说你俩咋这么不会生，你弄稻
田地里噶哈？人家地还种不种
啦？再说这天气，小鹤着凉感冒
了咋整，你们这当爹妈的不没正
事儿嘛。”可鹤爸鹤妈哪有心思理
会他呀，它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
自己的宝宝身上，眼睛紧紧地盯
着周围的动静。

（未完待续）

海鱼的掌故

《记海错》开篇，就是胶东一带的名产——加吉鱼，郝
懿行称之为“嘉鲯鱼”，从“加吉”这个俗名的发音，找到了
对应的古字，这是他常用的方法。他写道：“登莱海中有
鱼，厥体丰硕，鳞鳍赪紫，尾尽赤色，啖之肥美，其头骨及
目多肪腴，有佳味，率以三四月间至，经宿味辄败。”加吉
鱼学名真鲷，谚语中有“加吉头，鲅鱼尾，刀鱼肚皮，唇
唇嘴”的说法，是指四种海鱼的鲜美部位，加吉被排在
首位。至于为什么叫“加吉”，历来说法不一，《烟台水
产志》给出了几种解释：“因体色艳红，是吉庆之意，故名

‘甲级’，宴席上有它可代替鸡，故又称‘家鸡’。”这里说的
“甲级”“家鸡”都是谐音，也有人从字面理解为“增加吉
祥”。加吉鱼有红黑两种，烟台的龙口、蓬莱多有出产。
旧时有“无鱼不成席”之说，婚宴上更是要用体形较大、鱼
肉肥美、样貌端庄的“有鳞鱼”来担当重任。于是，加吉鱼
在众多海鱼中脱颖而出，成为压轴硬菜，当热气蒸腾的清
蒸加吉鱼上桌时，意味着宴会接近尾声，席间众人就要把
杯中酒饮尽，然后开始吃鱼，故有“鱼扫尾”之说。

加吉鱼的头骨还可制作一种叫“加吉孩”的饰物，
用加吉鱼的头骨拼接，再加上花布，缝制成孩童形状，
再用白布填充棉花，缝制一颗小圆球，画出眉眼口鼻，
一个小型的布娃娃就做成了，给孩子随身佩戴，据说可
趋吉避凶。随着加吉鱼种群的衰落，“加吉孩”也很少
见到了。

老般鱼，又称老板鱼，家常鱼之一种，属于底栖鱼
类，学名孔鳐，扁平的身子贴在海底泥沙上，背部的保
护色与泥沙几乎融为一体。郝懿行认为“般”古音为

“盘”，老般鱼即老盘鱼，因其身圆似盘。郝氏的“音训
法”似乎稍嫌迂阔了，这一俗称似乎源自渤海湾天津一
带，因为这种鱼的身子像一块平板，经常落在海底，

“落”的方言发音为“烙”，后来以讹传讹，变成了“老”，
于是就变成了“老板鱼”。如今老般鱼已经讹传为“老
板鱼”，每每看到海鲜馆子里手写的“老板鱼”菜单，总
觉得怪诞莫名。

鲅鱼，学名蓝点马鲛，《记海错》中就有此鱼的古
字，并说“俗人谓之鲅鱼”。山东半岛的鲅鱼种群在黄
海南部越冬，到了谷雨前后，洄游到胶东半岛南岸的青
岛，随后绕过成山头，向莱州湾、渤海湾行进。在胶东，
鲅鱼有着另外一层意义，每到谷雨节气，男人就要买鲅
鱼送给自己的岳父，故有“鲅鱼跳，丈人笑”之说。据说
这种习俗是近年来兴起于崂山沙子口一带，后来风靡
胶东，郝懿行生活的年代还未有此风。胶东人家若有
女儿即将出嫁，旁人便对其父戏谑道：“恭喜你，很快就
能吃到鲅鱼了。”在靠海吃海的生存环境下，人们认为
鲅鱼是最贵重的礼物，镶嵌在节令时序里的海洋动物，

参与了胶东民间风俗的构建。
值得一提的还有梭鱼，春季的“开凌梭”最为鲜美，

春季冰雪消融时，捕上来的梭鱼还带着冰碴，所以叫开
凌梭。郝懿行写道：“以冰泮时来，彼人珍之，呼开凌
梭。”因为梭鱼平时吃泥沙中的微生物，有土腥味。开
凌梭则不同，整个冬季梭鱼潜入深海过冬，很少进食，
故而开凌梭少有异味，到了春季就游到胶东半岛的河
流入海口附近索饵觅食，这时的梭鱼味道最为鲜美。

海鲜的美味

靠海吃海，构成了胶东半岛的饮食文化底色。鲁菜
中多数海味的做法来自烟台的福山。旧时有谚语说“要
想吃好饭，围着福山转”，说的就是福山一带的风味。

鲅鱼饺子是胶东的名菜，因为早年间胶东家畜较
少，在包饺子时就用鱼肉代替猪肉，鲅鱼的肉最肥厚，
杂刺也少。剔除鱼骨，将鱼肉剁碎，形成肉泥，加入葱
姜末和花椒水，去除鱼肉中的腥气，为了增加鱼肉的香
味和弹性，还要加一点猪五花肉，再加韭菜碎屑作为搭
配，共同搅拌为泥，包进饺子皮里，下锅煮上三个“滚
儿”，捞出来装盘，个个肚儿滚圆，咬一口，肉馅细腻鲜
甜，远胜猪肉。

鲳鱼也是肉质肥美的海鱼。胶东沿海人家的做法
通常是清蒸或者红烧，郝懿行《记海错》说鲳鱼“其形似
鲂而圆，如镜而厚，丰肉少骨，骨又柔软，炙啖及蒸食甚
美”，可谓掌握了鲳鱼的特点，同时他又提到，“今莱阳、
即墨海中多有之”。

带鱼是凶猛的食肉鱼类，在延绳钓作业时，渔钩上
挂鲅鱼肉，带鱼争相咬钩，有的带鱼咬钩之后，后面又
有它的同类咬住它的尾巴，几条带鱼首尾相连为一
串。胶东一带称带鱼为刀鱼，“莱人呼为林刀鱼”。林
刀鱼这个名字今天还在方言中流行。在胶东的餐桌
上，带鱼多是切段，然后用油煎至金黄，酥脆与鲜美兼
具。也有的人家在带鱼段上裹了面糊再油炸，面粉是
自家种植的小麦磨成的粉，带鱼则是自家渔船的收获，
融合了大地与海洋的精华。

蛤蜊，小海鲜的代表，郝懿行说它“肉甚清美，热酒
冲啖，风味尤佳”。今天辣炒蛤蜊已经成为市面上最常
见的菜，而在渔民家里，则更喜欢清蒸，不加任何调料，
以保持蛤蜊原本的鲜味，但蒸的时候不能过火，否则蛤
蜊肉便会干枯，一般在蛤蜊刚开口时即可出锅。

海肠也是胶东的美味。“形如蚯蚓而大，长可尺许，
土色，微红。”海肠学名单环刺螠，乍看像一条肠子，是
栖息在海底泥沙里的软体动物，海边人得到海肠，多是
在大风浪过后，郝懿行写道：“或遭风浪漂断，游肠栖泊
岸边，为人所得矣！”近年来在烟台沿海出产海肠颇多，
据当地渔民称，因为海底的泥沙被地拉网的铁齿搅得

松动，遇大风浪天气，栖息在泥沙中的海肠就会被冲
出，一直冲到岸边。郝懿行提到了一种古代的海肠食
用方法：“去其血，阴干其皮，临食以温水渍之，细切下
汤，味亦中啖。”这种吃法类似于方便面，海肠的干制品
可以长期保存，在没有冷藏技术的时代，不失为一种好
办法。渔家的吃法，则是用海肠炒韭菜，海肠入口弹力
十足，鲜味又不输虾蟹。

海洋的奇幻

博物学尚未昌明的年代，人们观察海洋动物时，难
免有些偏差，甚至生出一些颠倒错乱的奇思异想。古
代博物学著作里，有些动物带有神话色彩。在《记海
错》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脚跟肿痛，人们认为是蛤蜊的精魂在作怪。这种
说法也见于《记海错》：“腹有小蟹，螯足悉具，状如榆
荚，是蛤之精。”蛤蜊腹中的小蟹，我们今天叫豆蟹，可
寄生在牡蛎、扇贝、贻贝和蛤蜊等贝类的外套腔中，能
夺取宿主食物，妨碍宿主摄食，使宿主身体瘦弱。而在
古人看来，这种小蟹是“为蛤觅食，蟹饱则蛤饱”。人们
甚至认为，小蟹和蛤蜊之间有红线牵连，蒲松龄《聊斋
志异》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若这条丝线被风浪扯断，蛤
蜊就会死去。郝懿行援引《北齐书》中的典故，说有人
患了脚跟肿痛的奇疾，医生难以治疗，名医徐之才认为
是“蛤精疾也”，并指出这是因为乘船入海，把脚放在水
里导致的。随即通过手术剖出了两只豆蟹，认为就是
这种小东西在作怪。

再比如鱼，今日在胶东沿海已经很少见到了，
《记海错》里认为鱼“青黑色，长三尺许，有印方长，在
鱼颠顶，文理纵横，略如缪篆，头颅坚硬，大鱼被触，靡
不僵毙，船艇着处，亦为罅漏”。在民间语境里，鱼头
顶的红印（吸盘）是海龙王的官印，鱼若在大鱼身上
盖一下印，就宣布了大鱼的死刑。同样，渔船底部如有
鱼，人们就认为这条船即将破漏、沉没。实际上，是
鱼用吸盘粘住大鱼或渔船底部，做免费的长途旅
行。古人在海上行船，最怕船漏。他们看到这种现象，
就将其想象为龙王的玺印，把它与船漏联系到一起。

人们对海洋动物的认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在
古人充满神话色彩的想象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蕴藏其
中的时代风俗和文化信仰。

《记海错》：

从 美 味 海 鲜 到 奇 幻 海 洋
●盛文强

“ 老 等 ”向“ 南 ”呼 唤呼 唤
●●李彤君李彤君

古 树 故 事

文图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

保 护 古 树 名 木 赓 续 历 史 文 脉

吹过山谷的风，
吹进我的城。
吹醒我的花朵，
灿烂了往昔。
风啊风，
好人可爱可以爱，
好情悠悠入典籍。

风啊风，
你是云帆我是影，
你是飞机我是翼。
我在等你的张望中，
慢慢慢慢，
学会了惦记！
吹过池水的风，

吹进我的梦。
吹香我的心思，
温馨了追忆。
风啊风，
好伴可亲可以亲，
好意绵绵泪沾衣。
风啊风，
你是远方我是家，
你是诗歌我是曲。
我在想你的漂泊中，
深深深深，
学会了痴迷！

中共辽吉省委旧址门前。

本报记者李晓明摄

中国古代研究海洋动物的著作，以浙闽两地文献最为丰富，有屠本畯《闽中海错疏》、林日瑞《渔书》、
郭柏苍《海错百一录》、聂璜《海错图》等佳作。而在北方的山东，自古便得“鱼盐之利”，更有深入海中的
狭长半岛和蜿蜒曲折的岸线，形成了众多海湾，是海洋生物理想的栖息地，这里其实也有一册《记海错》，
封存着古代山东的舌尖记忆，不太为人所知。

《记海错》的作者郝懿行，字恂九，山东栖霞人，生活在清代乾嘉年间，以训诂考据闻名于世，曾中过
进士，做了个挂名的户部主事，可兴趣却不在做官上，一门心思研究学问。王善宝在《记海错》的序言中
提到了郝氏的生活细节：“农部郝君恂九，自幼穷经，老而益笃，日屈身于打头小屋，孜孜不辍，有余闲记
海错一册，举乡里之称名，证以古书，而得其贯通，刻画其形亦逼肖也。”蜗居在随时会碰头的“打头小
屋”，郝懿行写出了《记海错》。郝氏为胶东的鱼虾蟹贝正名溯源，从古书中寻得相关典故，同时又兼顾了
胶东的地方经验。此书不失为珍贵的地方海洋文献。

清
光
绪
彩
绘
本
《
毛
诗
品
物
图
考
》
里
的
鲳
鱼
。

图
片
由
作
者
提
供

大神树：
一级古树，树龄 520 年

乾隆年间，一僧侣云游到此，被这棵老榆树所吸引，在古榆南修建了喇
嘛庙讲经修行。闯关东的百姓慕名而来，开垦荒地，渐渐形成屯落。庙因
老榆树而建，屯以喇嘛庙为中心而立。追根溯源，百姓称其为“大神树”。

大 神 树

♠树种：榆树，榆科，榆属。
♠位置：通榆县边昭镇西站村学校房后。
♠等级：一级古树，树龄520年。
♠状态：树高16米、胸径154厘米、冠幅20.5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

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古树历史：该树于1504年自然生长。

风 中 的 张 望
●赵培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