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城乃至整个河洛地区那些积淀深厚、古韵犹存的老宅，会不会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河洛文化的
血脉会不会因此不再丰盈？

请您拿起相机或手机，记录下老城那些残存的文化符号——老宅，展示它们沧桑的容颜和动人的故事。
■投稿邮箱：wbheluo19@163.com ■电话：0379-65233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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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两片牡丹尝尝
□记者 张丽娜 文/图

一片冰心在玉壶

【诗画河洛】

【河图洛影】 老宅古韵

【娜说河洛】

□王恺

王凌汉庄园

来洛阳赏牡丹的游客，在大饱
眼福的同时，不知有几个人会垂涎
欲滴，想弄两朵牡丹尝尝。这种人
肯定不少，否则，牡丹饼、牡丹酥等
土特产就不会那么受欢迎。

牡丹饼只是掺了些牡丹花酱，
主料其实是各种豆子；在一般人看
来，“我在吃牡丹”的心理过瘾，多过
味蕾的过瘾。

真正生猛的吃法，是直接摘下

牡丹花瓣，把那芬芳娇嫩的牡丹用
油炸着吃。

这个近乎蹂躏牡丹的“残忍”吃
法，很受苏东坡青睐——当然，在苏
先生和他的同好们看来，炸牡丹不
是虐待牡丹，而是爱它的表现。

苏东坡曾写过《雨中看牡丹》，
其中有“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
的句子；他还写过《雨中明庆赏牡
丹》，说“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
着酥煎”。他不忍心看见那么美的
牡丹凋谢在污泥里，索性用酥油将
它们煎炸着吃。

苏东坡是有名的吃货，一道东
坡红烧肉，在吃货们心中流芳千
古。可这油炸牡丹，还真不是他的
独创。

据宋书《古今事文类聚》记载，
后蜀时期，高官李昊常把牡丹作为
礼物赠送给好友，附赠兴平酥，还切
切嘱咐：“花快谢的时候，赶紧用酥
油煎炸一下吃掉，莫要浪费了如此
香艳的好东西！”

南宋初年有个吴太后，也喜欢
吃炸牡丹，为丰富口感，炸之前还将
花瓣裹上面汁。

也有宋人炸牡丹时放盐，当咸
菜，用来下饭。

明清时的美食家将炸牡丹这一

传统发扬光大，并且扩大外延，几乎
尝试了所有能吃的花瓣：炸芍药花、
炸栀子花、炸玉簪花、炸荷花……只
要吃了不会被毒死，都敢尝试。

明代文人王世贞，摘取书房前
的玉兰花，挂上面糊油炸。他好吃
甜食，所以吃时撒上糖粉。吃完炸
玉兰花，他感觉“芳脆激齿”。这个
形容很精妙，爽脆芬芳、唇齿留香，
谁吃谁知道。

苏东坡和王世贞都是风雅之
人。鲜花盛开时，他们用心欣赏；
花将凋谢时，他们细心品尝。赏而
未尽则吃，精神满足，肚子也满足，
这大概是他们对美好事物的终极
推崇。

也有人骂他们装风雅。《牡丹荣
辱志》的作者，话说得尤其难听：你
们这些炸牡丹的吃货，跟头戴鲜花
上厕所、坐在花丛前酗酒的人没啥
两样，简直是牡丹的灾难！

是真风雅，还是装风雅？被吃
的牡丹最有发言权，可惜牡丹不能
言。就一朵牡丹来说，牛嚼牡丹与
人嚼牡丹，其实没啥区别。

但是，牛嚼了牡丹闷声不响，人
吃了牡丹还要感叹一番，说是将花
儿吞进肚子里最享受、最保险，还说
牛糟蹋了牡丹，这就有意思了。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每每想起王昌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我就会觉得格外亲切。
但洛阳人对王昌龄的认知，往往忽视两点：
一是王昌龄在诗坛上的地位有“诗家天子”
和“七绝圣手”之称，在当时很有名，洛阳的
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无不仰慕其才华；二是
对王昌龄与洛阳的关系知道得不多。

这里不说王昌龄的诗歌艺术成就，只
说说他与洛阳的故事。

王昌龄性格内向，不事张扬。在洛阳
做了校书郎后，他勤勤恳恳，安分守己，渐
渐地喜欢上了东都，把家也安在这里。他
的两个儿子已经成家，大媳妇娘家石门谷，
是姐姐做媒；二媳妇是洛阳姑娘，虽然娘家
门第不是太高，但是人好，有文化有教养，
孝顺爹妈、和睦邻里。

眨眼间王昌龄来洛阳又过去了两年，
算起来他在校书郎的任上已经有五年了，
但仍没有升职的迹象。宰相张九龄很欣赏
他，认为他早该升职了，关键是内敛的王昌
龄不主动要求，也不活动。尽管张九龄先
后担任过多重职务，但这些职务都管不了
官员的升迁。他有心提拔王昌龄，却爱莫
能助。至于皇上为什么不重用王昌龄，张
九龄也想不出什么原因。再说，张九龄在
外面任职多年，对朝廷的事情也不怎么了
解，万一说错了，就会大祸临头。所以，张
九龄对王昌龄的事只好保持沉默。

王昌龄仍然保持豁达的胸怀，从来没
有跟人提起关于职务的事儿，也从来没有
发泄内心的不满。很多人来到东都已经觉
得很不错了，这里自古是宜居城市，能否升
迁无所谓，万一去个糟糕的地方还不如不
动。于是，王昌龄认真从事校书郎的工作，
或者跟同事朋友聚会，饮酒赋诗。在他看
来，这样的生活很平静，在此安度晚年也是
人生幸事。在洛阳的几年时间里，他写下
大量诗歌，其中有不少是歌咏洛阳的，这为
他在当时乃至后来的文坛上赢得了很高的
声誉。

洛阳特产牡丹饼

（资料图片）

汝阳县蔡店乡蟒庄村的
王凌汉庄园，是民国时期国
民党中将王凌汉之弟王凌云
所建的大宅，原制三进四合，
房屋二十余间。

该庄园虽然始建年代距
今并不算久远（始建于1946
年），但它是洛阳目前保存较
为完整的传统民居大院，单
从建筑构件完整性和精美程
度来讲，其文物价值较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