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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秀金老人住在黄贝街道
水库社区沿河北路 2022 号东深
大院，她刚过 100 周岁，保姆在
家照顾她。听说我是来看望她
的，老人坚持自己从卧室走到
客厅，还不让人扶。我在旁边
护着，不住感叹：“老人家身体
真好！”

“老人一直在深圳住吗？”
“是的，这个房子是她自己

的。她有4个子女，2个在东莞，
1个在福田，1个在广州，老人老
家在广州花都。子女很孝顺，经
常过来看她。”保姆答道。

说话间，老人指了指天花板，
用白话说：“开灯！”

我这才注意到室内确实有点
暗。我不由感叹，老人心思真细
腻。

“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
“1、0、0。”老人是分开说的

数字，一字一顿，惹得大家开怀
大笑。

“您百岁的秘诀是什么啊？”

“她一直很瘦，吃得比较清
淡。”保姆在一旁说道。

“您年轻时也很瘦吗？没胖
过吗？”

“嗯。”老人点点头。
“老人饭量大吗？平时爱喝

茶还是喝什么其他的？”
“饭量还挺大的，不喝茶就喝

水。”保姆回答。
“老人家，保姆平时对你好

吗？”我笑着问。
“嗯，好，好！”老人也笑着

说。
屋内氛围其乐融融。我起身

准备离开：“祝您身体好啊！”
“嗯，也祝你身体健康！”老

人很认真地对我说。我笑着应
着，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刚刚出来，碰巧遇到同一栋
楼的邻居，得知我来看望百岁老
人，立马竖起大拇指说道：“一百
岁，身体还很好，真不容易！”都
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看，就连
邻居都与有荣焉！

姓名：毕秀金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20年10月（100周岁）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广东深圳罗湖
受教育程度：小学
是否识字：是

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30

千金难买老来瘦
□月同

千金难买老来瘦。瘦有基因，也有自控
力因素。阿婆身体轻盈，头脑清明，得以长寿。

百岁老人小资料

话说有天，曾大帅曾国藩那
回戎马倥偬，这回是放马轻松，说
是视察，顺便也是去李鸿章军营
里玩一玩，放松放松。

“只见有一人裸腹踞坐南窗，
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
饮酒一盏。”受了帝王师参谋长三
跪，曾大帅点了点头，继续前行，

“各人见我出来，都改容屏息肃
之。”忽听书声琅琅，南窗之下，见
有个人，坦腹东床，在那里咿咿呀
呀，哇哇咕咕。什么人呢，曾大帅
来了，怎么着也得来个此致敬礼
嘛，那人却无动于衷，依然在那里

“长啸绕座，还读我书”。“视其
书，司马迁《史记》也。”

这次曾大帅视察李营，未审
是曾大帅主动去的，或是李鸿章
邀请去的。李鸿章是相当会来事
的。直接说吧，李鸿章是想借此
良机，让曾国藩提拔提拔他手下
干部。完了，李鸿章问曾大帅：您
觉得哪个有培养前途？“将来成就
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

南窗裸腹持酒人，正是刘铭
传。

刘铭传就是这样，曾国藩偶
尔视察部队，于万千鸡中，如见一
鹤，给发现出来的。

这是《刘铭传传》里的版本，
转到张树声那里，说法有所不
同。说的是，那回，不是曾国藩去
李鸿章营中去视察，而是李鸿章
要推荐他部队军官，直接将人带
到了大帅部。其中有三个人，一
是张树声，一是吴某某，一个是刘
铭传。“靖达体修硕，而刘公短小
精悍，文正迎至廊下。蹀躞往来，
独步至两小时之久，未出一语相
谘询。自靖达以次，肃穆寅恪，鹤
立鹄候，莫敢声咳。时壮肃气最
盛，以文正之侮己也，挥袖磨拳，
势将用武。”

先，曾国藩好生客气，赤脚跣
步到大帅部走廊外，来阶界迎接，
热情有如三月天。没过多久，曾
大帅把三个人撂在一边，不理睬
了，他兀自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
踱方步。两个多小时，一句嘘寒
问暖都没有。

靖达者，张树声也，他是站如
苍松，低眉颔首，恭恭敬敬，默默
站立；刘铭传站不住了，按捺不住
了，一副要跳将出来，一脚去踢翻
曾国藩的样子；那个吴某某呢，此

处没说他，别的版本里有他表现，
说他看到曾国藩直眼过来，立刻
肃立，待曾国藩转过身去，那双细
细如鼠眼珠子，滴溜溜，到处瞟。

曾国藩不是在刁难三位，他
是在给三人相面，末了，“文正笑
迎之”，来，今天我请客，“已饬麾
下列几筵，请与诸君聚饮，尽今日
欢。”大家喝得是真的开心，“沆瀣
相合，有如宿契”。

这 三 人 果 然 都 是 蛮 不 错
的。张树声后来级级升，步步
高，先后任道台、按察使、布政
使 、巡 抚 、总 督 、通 商 事 务 大
臣。刘铭传呢，他在历史上的
贡献更大了去了，首任台湾巡
抚，官至直隶总督。曾国藩说，
此人后来功胜于我，指的是他
收复台湾，且将台湾治理得井
井有条。那个吴某，本事是有
的，曾国藩交代李鸿章，那家伙
你 得 慎 着 用 。 李 鸿 章 没 怎 么
听，这人后来果然叛变了。

以上版本都说到刘铭传的精
神气质。概言之，便是四个字
——不卑不亢。见了大人物，他
不跪，不拜，不阿，不谀，不谄，不
媚，也不是太骄，不是太傲。

这三人有点意思，若各用一
个词语来形容他们仨晋见首长之
形态，则：张树声是恭敬恭谨，吴
某某是东张西望，刘铭传是不卑
不亢，假如还有一个李公公，则是
三跪九拜。

这四人中，李公公者，曾国
藩不会用的，这般人太次；吴某
某，曾国藩也不会用，这厮眼睛
转得快，立场是首鼠两端随风快
速 转 ，奈 何 是 李 鸿 章 ，甚 爱 用
他。真正可以大用的，一是张树
声，一是刘铭传。张树声见领导
垂首不敢仰视，可见他恭谨厚
重，故可委派补给工作。刘铭传
昂然而立，眉宇间似有不平之
色。此人胆量与才气，远在诸人
之上。

若说李公公三跪九拜，是下
品，吴某某左顾右盼，是下下品，
那么，张树声恭敬恭谨，是上品，
刘铭传不卑不亢，则是上上品。
见权势，有心而卑，是奴气；不卑
不亢，是胆气，是勇气，是骨气，是
沛然真气。

独具天赋，算不了上品，得加
上独立人格，方是上上品。

拿破仑是法兰西历史上最
伟大的人物。然而，滑铁卢一
战，却让他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拿破
仑的战将叫布吕歇尔。这位和拿
破仑打了一辈子仗，屡败屡战、曾
经被俘虏的老帅，在71岁这一年
翻了身，终于打败了拿破仑。

晚年，布吕歇尔躺在西里西
亚的别墅里享受生活，拿破仑则
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终了此生。
有人说布吕歇尔是人生赢家，几
十年磨一剑换来人生辉煌，而有
的人却说他是一个失败者，受尽
了屈辱，这一刻的辉煌对漫长人
生来说不值一提。那么，布吕歇
尔怎么看呢？

1819年 9月，病入膏肓的布
吕歇尔睁开了眼睛，军政界的要

人都守候在他的身旁。布吕歇
尔让儿子拿出了一封信，然后对
大家说：“这是在滑铁卢我从拿
破仑那里缴获的，是拿破仑写给
他最倚重的格鲁希元帅的信。”

大家开始传阅，信上意思表
达得很清楚。拿破仑说，这一
生 我 都 在 征 战 ，从 来 不 敢 停
歇。因为，布吕歇尔就是一个
战争疯子，无时无刻不在惦记
着我。我必须拿出十足的精神
以应对他，我简直快被他折磨
疯了，我受够了。

布吕歇尔微笑着看着大家，
显得很骄傲。他开口说：“许多
人说我用一生换来了一场胜
利。其实我不这么看。我与拿
破仑斗了一辈子，最大的成功是
在他的心里种下了阴影。他在

不断地胜利，而这个阴影也在不
断地扩大，最后，阴影将他的胜
利覆盖了。”

布吕歇尔停了一会，又补
充 说 ：“ 其 实 任 何 一 场 胜 利 ，
都不单纯是谁打败谁，而是精
神与意志的长期较量。胜利
来自于精神的坚定，而这种精
神需要长期磨砺。亦如我一
样。我与拿破仑战斗，做到了
败而不馁，最后把他的意志消
磨掉。”众人听后纷纷鼓掌。

布吕歇尔一生只打败了拿
破仑一次，但谁都不能否定他的
功绩，他的功绩并不是胜了一次
拿破仑，而是一点点消磨掉了拿
破仑的战斗意志。要记住，长期
坚持干一件事的韧劲，是成功最
坚实的基础。

不卑不亢上上品
□刘诚龙

美食江湖中
深藏不露的

对厨师来说，炒
饭是考较功力的试
卷，选择食材、掌控
火候、一气呵成。对
食客来说，炒饭则是
证明见识和阅历的
字典，虽然配料和做
法千变万化，但有经
验的食客总会拨开
繁复的表象，洞见炒
饭制作者的幽微用
心和炒饭滋味的高
下。

而对食物本身来
说，炒饭则符合中国
饮食因地制宜，丰俭
由人的传统：在鸡
蛋、米饭、葱花所构
成的朴素根基上，搭
载由肉禽、河鲜、海
味、蔬菜、块根所组
成的无比宏伟的味
觉殿堂。

若要选出一种最
能代表中国的食物，
非炒饭莫属。炒，体
现出中国先进的冶
金史与对油料作物
贫瘠矛盾的化解；而
米饭，则彰显了华夏
先民驯化水稻的智
慧和全世界最大的
米食国家的餐桌底
蕴。

炒，一种极其高级的烹饪手
法。取少量的食用油加热，放进食
物后快速翻拌颠锅。油脂良好的导
热作用，让食物表面发生焦化反应，
散发出油香和焦香。同时，表面的
保护层对食物内部形成包裹，锁住
了食材的原香原味。可谓融合了煎
炸和蒸煮的优点于一身。

炒最早写作“鱦”，从字形上理解，
是把各种食材混合，放在金属容器中
离火加热——是一种没有油的干炒。

至今，中国很多地区依然保存
着干炒食物的传统。比如京津地区
流行糖炒栗子、安徽地区流行的炒
米。容器保证了相对均匀地加热和
更缓慢地脱水，这一过程激发了食

物，特别是淀粉食材蕴藏的香味物
质，甚至让一部分淀粉发生糊化作
用，让食材变得更加甘甜。严格意
义上来说，它们都是炒饭的原型。

油的缺席，也许与中国古代食
用油的缺乏相关。对农耕文明来
说，肉食相对珍贵，动物油脂本不易
得；而中国的原产农作物中，油料作
物相对稀缺，以出油率极低的大豆
和收获率极低的油菜籽为主。在芝
麻、核桃、花生、玉米、向日葵等外来
者进入中国之前，食用油仅局限于
贵族阶层烹饪昂贵的食材、或用于
军事火攻设备和战车机械润滑。它
与平民阶层无缘，更与廉价的谷物
无关。

成书于南北朝的《齐民要术》
中，记载了一味很有意思的菜肴：炒
蛋。“打破，著铜铛中，搅令黄白相
杂。细擗葱白，下盐米、浑豉、麻油
炒之。”在中国饮食史中，这是一段
里程碑式的记载：油与炒，第一次关
联起来。

从时间线上来看，这是汉代张
骞、班固等人积极通西域，带回芝
麻、核桃，让植物油价格降低之后的
长尾红利。当然，这种饮食的进步
也见证了中国冶金技术的发展。南
北朝的黄铜在物理强度和温差耐受
上已经做得很好，打造的器皿也远
比青铜轻而薄。

技术和材料上的迭代，让鸡蛋
这种本来很容易粘锅的以蛋白质为
主的食物也有了下锅炒制的可能
性。南北朝统一后，担任隋炀帝御
用主厨“尚食直长”的谢讽，在他的
《食经》里记载了一种将米饭、鸡蛋
和油放在一起炒的“碎金饭”。炒完
后的米饭裹上蛋液，粒粒如金，模样
好看、寓意讨巧，从当时的技术条件
来说，制作也相当考究。可见这种
食物在贵族中多么流行。一般认
为，这是中国，也是全球第一份有记
载的炒饭。

唐宋两朝，进一步从技术上和
材料上给予炒饭成长的空间。开

疆拓土进程空前的唐朝，引入了大
量来自中亚、南亚的香料，它们被
用到了百搭的炒饭中，成就了千变
万化的滋味。尤其是一种名为安
息茴香的植物种子，磨成粉后加入
炒饭，能有效祛除鱼虾肉类辅料中
的腥膻气味，还能赋予炒饭无与伦
比的烟熏香味。今天，我们把它称
为“孜然”。

而宋代铁器冶炼成熟并普及，
锻打技术的提高让炒锅的应用场
景飞速发展。真正现代意义上的
炒饭终于在民间广泛出现。作为
饭菜一锅，操作简便，还能有效消
耗剩菜剩饭的食品，炒饭的平民性
被无限放大。

这种情况的好处是，炒饭和
中餐，有了千丝万缕的连接，再难
割断。而坏处是，炒饭被贴上了
市井江湖的标签，与文人审美中
细致的饮食产生了隔膜，宋代以
后，士大夫们在诗词文章中，再也
没有咏赞过“碎金饭”之美味。

比如，记载了 300 多种南北饭
肴的《随园食单》，居然对炒饭只字
未提。在袁枚生活的清中叶，绝不
可能没有炒饭。但《随园食单》不收
录炒饭的做法，却暴露了作者对于
炒饭这种食物幽微的心思——不上
台面。

明清之后，虽然中国精英阶层
的饮食审美逐渐抛弃了炒饭，但这
种伟大的食物，却以另一种形式获
得重生。

在闽南、广东，在原本被破碎丘
陵地形阻隔的南方，却保存了许多宋
以前的古韵古风。当中原地区饮食
中炒饭地位急转直下的时候，岭南人
却越来越多地提升着炒饭江湖的味
觉天花板。

南方特产的咸鱼、鸡粒、凤梨、
大虾、火腿、叉烧、瑶柱等万物都可
入炒饭。包括著名的扬州炒饭、福
建炒饭，最早都见于20世纪初的广
东老照片中。

在岭南，正餐、点心、夜宵桌上
都可见炒饭身影。在茶餐厅里，总
能听到食客们说的换“炒底”，就是
把白米饭换成炒饭的意思。

最值得一提的是，近代炒饭

流行的地区，恰恰是最早吹来西
学东渐之风、最早大规模下南洋
出 海 的 地 区 。 作 为 一 种 现 象 级
饮食，炒饭被华人华侨们带到了
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
最 后 飘 洋 过 海 到 达 大 洋 彼 岸 的
美国。日式蛋包饭，也是那个年
代 基 于 中 国 炒 饭 诞 生 的 日 本 改
良料理。

华人们还习惯于用那个年代老
外们熟悉的中国名词对炒饭进行包
装，扬州炒饭、李鸿章炒饭的声名日
显。同时，他们还因地制宜地在炒
饭中加入番茄酱、黑椒、牛排、蟹柳
等食材，创制出更适合西方人口味
的西式炒饭。

到今天，炒饭已经成为海外中
餐馆真正的扛鼎大作，也是区别于
日料、韩餐、越南菜等同为东方饮食
的重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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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饭：
曾经的宫廷贵族美味“沦落”至市井江湖，后在岭南获得“重生”

扫地僧

一度被贵族青睐的炒饭逐渐受冷落

明清之后炒饭在岭南重获新生

用一生去
打败
拿破仑

□程刚

广东地区炒饭的多样面貌

最早的炒制食物不放油

1、生炒糯米饭

广东人能用生米做炒
饭 。 生 炒 糯 米 饭 的 配 料
大多是牛肉、腊肠、虾米、
花 生 、香 菇 、胡 萝 卜 等 。
这 道 炒 饭 不 像 其 他 炒 饭
一样配料与米饭并重，它
的重点更在于米。

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
高，煮熟后性状黏糊，人
们 大 多 用 它 来 做 点 心 甜
品，却甚少直接拿来当主
食 。 但 如 果 做 生 炒 糯 米
饭，又是另一番样子。

先将浸泡多时的大米
下 油 锅 炒 ，然 后 加 少 量
水，把水分炒干，再加水
把 水 分 炒 干 ，如 此 循 环
往 复（也 有 做 法 是 加 少
量水焖制，再开盖翻炒，
再加水焖），直到糯米熟
透 。 火 候 和 时 间 要 搭 配
得 完 美 ，否 则 米 不 是 夹
生 ，就 是 过 度 烂 熟 。 因
此 生 炒 糯 米 饭 的 制 作 是
技 巧 和 耐 心 的 集 合 。 经
过 这 样 的 炮 制 后 ，糯 米
干 爽 的 颗 粒 感 便 能 代 替
原本的黏软。

2、橄榄菜、菜脯、
紫菜、芋头炒饭，炣饭

宋明时代起，粤东潮
汕 地 区 就 有 腌 制 橄 榄 菜
的 做 法 。 将 腌 制 后 的 芥
菜与橄榄同煮，就得到颜
色 乌 黑 的 橄 榄 菜 。 橄 榄

菜鲜香嫩滑，佐粥、下饭、
入菜皆宜。

橄榄菜炒饭，最早就
是 由 潮 汕 地 区 的 酱 菜 铺
伙 计 发 明 的 。 橄 榄 菜 自
然 是 其 中 的 灵 魂 配 料 ，
但 还 要 加 入 潮 汕 特 产 的
紫菜、菜脯（萝卜干），以
及 广 式 炒 饭 常 用 的 虾
仁、火腿、瘦肉丁等。一
般 不 另 外 加 盐 ，只 需 食
材 本 身 的 咸 味 即 可 。 毕
竟 将 橄 榄 菜 拿 来 炒 饭 ，
取 的 就 是 橄 榄 的 油 香 。
经 过 热 油 与 旺 火 的“ 洗
礼”，炒饭中竟然还能吃
出肉味来。

此外，潮汕人还会用
本 地 特 产 的 芋 头 炒 饭 。
先把芋头切小块煸香，再
加 入 米 饭 和 各 种 配 料 翻
炒，成品夹带着芋香，是
很特殊的体验。

潮汕炣饭也是炒饭的
一种，但制作过程却有细
微 的 差 别 。 潮 汕 人 会 先
用猪腩肉煸出猪油，把虾
仁 、芋 头 等 各 种 配 菜 炒
熟 。 连 油 带 汤 放 进 生 米
里一起煮熟，最后出锅再
炒。相比普通炒饭，炣饭
多 了 一 步 煮 饭 的 过 程 。
油脂、调料和配菜的味道
能 更 好 地 浸 入 饭 里 。 饭
菜浑然一体，都已烂熟，
能吃到浓浓的猪油香味，
却 看 不 到 碗 底 的 残 油 。
潮 汕 人 甚 至 拿 它 作 为 幼
儿 的 辅 食 和 产 妇 补 身 的
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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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秀金（左二）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1号

钟树泰：
本会已于2020年9月23日受理申请人

广州市骏轮轮胎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3651号，现定于2021年8月5日09:30在广
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13楼仲裁
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26日作
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9月2
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2号

吴宏慧：
本会已于2020年9月27日受理申请人

芜湖晴悦演出经纪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合作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3823号，现定于2021年8月5日10:00在广
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13楼仲裁
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26日作
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9月2
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3号

梁冰洁：
本会已于2020年9月27日受理申请人

天达信安（北京）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方关于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
案字第13840号，现定于2021年8月5日10:
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
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
月26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
年9月2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
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4号

张雨：
本会已于2020年9月27日受理申请人

天达信安（北京）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你
方关于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
案字第13856号，现定于2021年8月5日11:
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
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
月26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
年9月2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
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7号

张圣意：
本会已于2020年10月27日受理申请人

梁江与你方关于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0）穗仲案字第14991号，现定于2021年
8月5日14:3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
新城C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
2021年8月26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
间为2021年9月2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
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5号

陈聪：
本会已于2020年11月03日受理申请人

北京中保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
追偿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6432号，现定于2021年8月5日11:30在广
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13楼仲裁
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26日作
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9月2
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8号

董红新：
本会已于2020年11月16日受理申请人

郑伯鹏与你方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为（2020）穗仲案字第17409号，现定于2021
年8月5日15:00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
湾新城C座13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
于2021年8月26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
时间为2021年9月2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
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1）穗仲公字第726号

蔡枝：
本会已于2020年12月11日受理申请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与被申
请人吴彦忠、钟会、吴锡及你方关于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19175号，现定于2021年8月5日14:00在广
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新城C座13楼仲裁
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8月26日作
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9月2
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