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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郭沫若书题“光岳楼”匾额

庄户美食
高崖鸡

房屋上的雀眼和猫道
□曹承章

我的家乡临淄一带，建
房有许多讲究，其中两项不
能忽视，两堵山墙的尖端要
留下雀眼，房门的左下角要
垒砌猫道。要是泥瓦匠忘记
了，那是建房中的败笔，会让
人笑话，必须补上。

所谓雀眼，就是在垒山墙
时，先留下一个窟窿，然后用泥
瓦砌成各种图案，有圆形的，有
方形的，有叶片形的，有花瓣形
的，看上去十分顺眼，给房屋增
添了不少光彩。房屋上为什么
留雀眼，人们有不同的说法。有
的人说房屋就像一个人，必须
五官齐全，房门是口，左右两窗
是眼睛，山墙上的雀眼就是两
个耳朵，能起到听觉的作用。人

住到这样的房子里，会更有灵
秀之气。也有的人认为，房屋的
山墙上留雀眼，就是给家雀留
垒窝的地方，要不为啥叫雀眼
呢？家雀是檐下之鸟，幼鸟常被
孩子们掏走，大人为了保护家
雀，就在山墙尖端给它们留下
生儿育女的家。这是人们亲近
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鸟
类的一种措施。

小时候，我最喜欢和小
伙伴们掏羽毛未丰的家雀，
放在笼子里当宝贝喂养。大
人怕我们掏家雀发生危险，
就给我们讲一些吓人的故
事，说别的村一个孩子掏家
雀时，站在梯子上，脸向上仰
着，一条蛇从鸟窝里窜出来，
钻进了他的嘴里，只有蛇尾
露在外面，家人用一支削尖

的筷子插进蛇身上，用力往
外拽，却怎么也拽不出来，这
个孩子连惊吓加遭蛇咬，很
快就死了。听了这个故事，我
们多长了一个心眼，掏房檐
下的家雀时就先用木棍往窝
里捅一阵，即使有蛇也早吓
跑了，然后再伸手去掏，这样
就安全了。房檐下的家雀难
得安宁，但雀眼里的家雀离
地面高，孩子们够不着，它们
日子过得很安全。雀眼确实
起到了保护家雀的作用。各
家房屋的雀眼里，家雀唧唧
喳喳叫着，为人们的生活增
添了不少情趣。雀眼为耳，感
受天籁之音，真是太妙了。

猫道自然是猫出入房屋
的通道，有的用砖垒砌，也有的
用土坯垒砌，道口有20厘米左

右，猫进出可以畅通无阻。过
去，乡村多是土屋茅舍，门窗不
严，难挡老鼠，建房屋留猫道，
猫可以随时进去捉老鼠。但是
建房者没有考虑到，房屋留下
猫道，也同样给老鼠出入提供
了方便，猫来鼠逃，猫走鼠
回，形成动物界怪异的游击
战，防鼠效果并不明显。不管
怎么说，房屋留猫道，是家乡
建房的一个特色，用文字记下
来很有必要。

如今，人们的生活条件
改善了，房子建得好了，但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淡薄
了，房屋山墙上不再留雀眼。
门窗是金属的，屋内地面是
水泥的，甚至铺了瓷砖，老鼠
再也进不来了，因而再没有
人留猫道。

□程广海

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名
楼”之一的光岳楼，坐落于山
东聊城旧城中央，始建于明洪
武七年(1374 年)，至今已经有
630 余年。因其地处鲁西辽阔
的平原，旧城少有高层建筑，
光岳楼显得格外高耸、壮观,是
闻名遐迩的旅游胜迹。1 9 8 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光岳楼周身悬挂着七块
匾额。书题时间最早的一块是
康熙帝书题的“光岳楼”，已经
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书题最近
的则是在光岳楼问世600周年
之际，由郭沫若书题并悬挂在

楼北侧二层檐下的“光岳楼”
匾额。

郭老为“光岳楼”书题匾
额，这与李士钊有关。李士钊，
聊城古城内郁光街人，早年在
聊城读书，后考入上海音乐专
科学校。抗战爆发后，辍学回
到家乡，追随范筑先抗战，参
与《抗战日报》的创办工作，兼
任编辑、记者。聊城失陷后，李
士钊来到国民政府的大后方
重庆，由于言论过激，被国民
党逮捕，遭监禁。抗战胜利后，
李士钊到上海。建国后，被调
到文化部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任
山东省省长的赵健民到北京
开会，了解到李士钊由于与别

人合作出版《武训传》而受到
冲击，因李士钊与赵健民在抗
战初期便相识，遂邀请李回山
东工作，任山东省地方志资料
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70

年，李士钊被“劳动改造”，在
聊城一个街道印刷厂做工。
1974年，是聊城光岳楼问世600

周年，李士钊萌发了请郭沫若
写匾额的念头。但碍于自己的
身份，无法赴京求见郭老，便
给沈雁冰去信，言及求郭老题
写匾额一事。

其实，郭老对李士钊是熟
知的。1946年，李士钊担任陶
行知创办的上海武训学校校
长时，就曾邀请郭老为教授。
李士钊与别人合作出版《武训

传》时，还请郭老写了序言。后
来，批判《武训传》，李士钊受
到冲击，郭老也受到影响，李
士钊因此而内心不安。当沈雁
冰把李士钊的来信拿给郭老
看阅时，郭老感慨地说：“真难
为他了，不知道李士钊这些年
是怎么过的。”

时隔不久，聊城县委办公
室就收到了郭老的公函，信里
面言及书写匾额的事情。郭老
书题光岳楼共两幅，一幅是草
书“光岳楼”，另一幅是行书

“光岳楼”。后来李士钊又委托
人用九宫格放大法，把郭老的
题书悬挂于光岳楼之上，为这
座气势雄伟的名楼又增添了
浓郁的文化色彩。

■饮馔琐忆

□秦博瑞

潍坊昌乐南部高崖街(村名)

一带，民间吃鸡有两种与众不同
的烹饪方法，一是与白菜配伍的
蒸鸡；二是先炸后炖的烩鸡。由
于风味独特，成为小有名气的庄
户美食，流传至今少说也有二三
百年的历史。近年来先后被省、
市有关部门认定为地方名吃，并
荣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笔者
家母系高崖街人士，会做一手道
地高崖菜肴，得她言传身教，我
也学会了这两种鸡的正宗做法：

高崖蒸鸡。选取当年生约二
三斤重的公鸡一只(老母鸡亦
可)，宰杀干净，去除内脏，反复
清洗，控去水分，以加入细盐的
香油涂抹、揉搓鸡身内外，使油

盐浸入。然后
将 切

好

的葱丝、姜片、八角以及发好的
海米、木耳连同其内脏一起填入
腹内，加适量酱油润色调味。将
其放入垫有白菜叶的盆内，四周
再将白菜叶一片片、一层层像庄
户人家存粮打褶子那样围着插
入，并随插随撒入适量细盐，直
至将鸡全部包裹起来，然后将盆
放入锅内隔水蒸二三小时。出锅
冷凉后装盘，将白菜叶竖撕成
条，鸡肉也撕成条块状，此时汤
汁已凝结成冻，连同木耳、海米
等用小勺盛入盘内，吃起来菜有
鸡肉鲜味，肉有白菜清香，相得
益彰，爽口而不腻。

高崖烩鸡。因其做的步骤是
先炸后烩，所以也叫高崖炸鸡。
将白条鸡(公鸡或母鸡皆可，内
脏去除)剁成三厘米左右的块状
放入盆中，加酱油、细盐、料酒腌
渍约两小时，撒入少许粉团或面
粉拌匀，再逐块放入鸡蛋汁内挂
糊后，炸至金黄色捞出。将炸好
的鸡块放入开水锅内，加葱、姜
丝、八角、细盐等小料，再放入泡
发好、撕成小块的绿豆粉皮，以
文火慢烩且要轻轻翻动，以防鸡
块脱皮。待锅内汤汁渐浓时，加
入清洗好的香菜梗、香油、味精，
即时盛出上桌。

近年来，昌乐县随着蓝宝石
的开发，名声大振。中外游客观
光、寻宝之外，品尝当地美食佳
肴也成为重要内容。县城各大宾
馆、酒店争相把两款高崖鸡作为
招牌菜，以满足各路宾客的口福
之欲。慕名而来的食客都以先吃
为快，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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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大陆称之为台湾先住民，是指汉人移居台湾前最早抵达台湾定居的族群。其主要族源是大陆南方的古越人人。从
古至今，他们与同是古越人后裔的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之间，不仅保留了不少相同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了许多相同的民情情风俗，充
分说明二者之间血浓于水，同根共祖的关系。台湾原住民族群众多，都有各自的图腾和来源于祖先和自然界的各种传说说，近年
来，随着台湾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原住民民间传说文本被采集上来，台湾原住民的民间传说，开始日益益被了解。

5月26日周六上午9：30，由山东省图书馆和齐鲁晚报联合举办的大众讲坛，将邀请台湾东吴大学教授鹿忆鹿，为读者讲述
《台湾原住民神话》。

鹿忆鹿，现任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以现当代文学、神话学、《山海经》及原住民神话为主。著有《走看九○○年代的台
湾散文》、《洪水神话》、《中国民间文学》、《台湾民间文学》、《台湾现代散文》等学术性书籍，近年来专注晚明明日用类书与《山海经》
的相关研究，所做课题都与晚明的异域文化想象相关。创作部分有《欲寄相思》、《想飞的鹿》、《临溪路70号》、《桃花红李花白》等
散文集。

时间：2012年5月26日(周六)上午9：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 无需领票 欢迎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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