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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瓜 两 毛一 斤 ，包 熟！”
那喊 声 宏 亮 、厚 实 ，还 带 点 韵

味，显 得 那 么 有 信 心 。这一 下 子 吸 引
了我 ，便拣上 一 只 。卖 瓜 的 汉子却 捧
起另 一只 说：“这一 个 包 熟！”我 默
认了 ，请他剖开 来 看 。

一刀 下去 ，西 瓜一 分 为
二。可 惜 那 西 瓜只 中 心 显 出
一圈 淡 淡 的 红 晕 ，靠 当 中 的
几粒 瓜子 有 些 半 黑 ，四 周 的
瓜子 还 全 是 粉嫩 的 白 色。用
刀尖挑点 尝 了 尝 ，非 但 不
甜，反 而 酸 中 带咸 ，似 有一 股
吃肥 肉 皮的 感 觉 。这 算 什 么
瓜！

我们 争 执起 来 了 。卖 瓜
的一口 咬 定 是 熟瓜。我 于 是
恍然 大 悟 ：我上 当 了 。原 来
我们 两 人 对 “熟”的 标 准 不
一样 。

天底 下 有 多 少 争 执 ，都
是因 为 争 执 的 双 方 所 持 标 准
不一 样啊 ！由 此联 想 开 去 ，
如今 广 告 上 有 那 么 些 花 花 哨
哨的 东 西 ，诸如 “国 内 首 创 ，
誉满 中 华 ”啦，“信 守 合
同，实 行 三 包 ”啦等 等 ，说得 十 分 好
听，十 分 有 信 心 ，等 你 买 了 他 的 货 色 ，
真上 了 当 ，争 执 起 来 ，结 果还是 他
有理 。其 原 因 就 在 于 广 告 中 全 无 一 点
过硬 的 质 量指 标 ，只 不 过 是 利 用 你 对
这些 话 的 正 常 理 解 而 已 ！

你说瓜不 熟 么 ？他 说 瓜 瓤 有
了红 色 ，瓜子 也半 黑 了 ；你 说 瓜是
酸的 ，他 说我 当 初 喊 买 时 并 没 有 说
包甜 。你 说 瓜 是 他 拣 的 ，他 说 当
时你 何 曾 反 对 他 帮 你 拣？总 之

是他 有 理。虽 然 顾 客 大 都 帮 着
我，但居 然 也 有人说这 瓜 算 不
得生 ，剖 开 了 就 得付 钱。我 和
一切上 广 告 的 当 的 人一 样 ，只
好花八毛八 分 钱 买 这样一 个 又
酸又咸、根 本 无 法 品 尝 的 西 瓜
回家 了 。

上当 之 余 ，心 中 不 免 发 点
想法 ：我 若 有 权 ，一 定 在 中 国
出它 一部 广 告 法 ，那上 面 要把
质量 标 准 写 得 明 明 白 白 ，让 买
者一 眼就 能 看 清 看 懂 。就 说 西
瓜吧，你 说包 熟 ，熟 到几成？
是否 瓜子 全 黑 了 才 算
熟，半 黑 就 算 生？你
说包 甜 ，含 糖 度是 百
分之 几？百 分 之 几 以
下就 该 退 货 ！推 而 广
之，一 切 广 告 都要真
实而 过硬 地 来他 几 组
数字 ，否 則 就按 这 个

“ 广 告 法 ”法 办 ！让 那 些
空喊 国 内 首 创 、誉 满 中
华，实 行 三 包 而 其 实 什 么
也不 包 者 尝 尝 法 律 的 铁 拳
头！

陕西
名吃

宫廷 食品

蓼花糖
吴树 民

寥花糖，是三原
县的 传统名 贵食 品 ，
距今 已有二 百三十余
年的历史 。

相传其原名 叫 “辽
化糟”。清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 ），八国
联军攻入北京 ，慈 禧 太 后 挟光绪 皇 帝 仓 惶 出
逃，驻跸西安 ，地方官 以 “辽化糖”贡献。慈 禧
太后品尝后赞不绝 口 ，观其状象她所 喜 爱 蓼 花
的穗形花序，一时兴起，赐名蓼花 糖 ，从 而 成
为名贵 的宫廷食品 。

蓼花糖以江米、黄 豆、芝 麻、白 糖、食 油
（ 猪油 或菜 油 ）等 为 主要原料 ，这些原料都有一
定的药用 价值 ，也有一定的 营养 价值。蓼花糖 中
有人体必不 可少的 蛋 白质、脂肪、葡萄 糖和钙 、
磷、铁等 物质 ，而且 含量极为 丰富。

蓼花 糖形若鼓槌 ，个大 体 轻 ，色 泽 金黄 ，
外皮密粘芝
麻，香甜酥
脆；内质 膨
松细腻 ，洁
白如 雪。吃

时触齿 即 碎 ，粘 唇立
消，食 后美味无穷。
男女老 少均 宜 ，实为
接待至亲 厚友、馈 赠
高朋 佳宾 的 名 贵 食
品。

寥花糖生产 工 艺
细致 ，操 作 复杂 独特。从原料到 成品 ，要经过泡
米、粉米、蒸粉，配 浆、制 胚、凉 胚、装 缸 、
发糖、油炸等 二十四 道工序 ，历时半 年 方 能 完
成。

近年来 ，三原县的 蓼花糖厂 由 过 去的一两 家
发展到近百家，年产量达 数百万斤。其 中 以南关
蓼花糖厂质量最佳 ，不仅在西安一百多 家食品商
店固定经销 ，还进了北京的颐 和 园 、故宫等 。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 仪的弟
弟溥 杰 ，品尝 了 这个厂 的 蓼花糖后 连声赞好，挥
笔题词：“蓼花糖宫廷食 品”。省质 量 检查所已
把这个厂生产的 蓼花糖 ，
作为 这一食品的标准。今
年，该厂产品又打入国际
市场 ，远销 日 本等 国 家。

（ 题 图 ：王 凯新 ）

刊头设 计　徐 家 权

谁是“清 洪 帮 ”的 鼻 祖
魏宽 勇

“ 清 洪帮”，年纪 稍大一
点的人都知道 ，他们 曽受袁 世
凯的 利用 ，刺杀 宋教 仁；1927
年又为 蒋介石 所 用 ，参 与 了

“ 四 •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
抗日 战 争时 期 ，日 本特务机关
又利用 他 们进行汉奸活动。这
是他们的罪恶，人们记得很清
楚。可 很 少有 人知道，在太 平
天国 革命时 期 ，在孙 中 山领导
的旧 民主主义革命 中 ，不 管是
人力上还是物力 上 都 得 到 了

“ 清洪帮 ”之一的洪帮 的大力
支持。在清、洪两 帮 中 ，清 帮
源于洪帮 ，洪帮 的开 山 鼻祖 是
郑成功 。

郑成功（1624—1662），

字大 本 ，本 名 森 ，福 建 南 安
人。曾 在 广东 起 兵，从 事 反 清
活动。1661年，他率领将士数万
人，自 厦门 出发，经 澎湖 ，于台
湾禾寮港登陆 ，围 攻荷兰总督所
在地 赤 嵌城 ，击溃敌 人从巴达维
亚派来的援兵 ，经过 八个月 的战
斗，一六六二年二月 一 日 荷兰总
督揆 一投 降 ，使台 湾重 新 回 到 祖
国的 怀 抱。这 时 ，他的谋 士陈
永华和蔡德忠 等 建 议 创 设 “汉
留”，以 反清复 明 为 宗 旨 来 团 结天
下志 士。郑成功 同 意 了 他们 的 建
议。于是 ，他 们开 山 立堂 ，歃血
为盟，正式 成立 “汉 留”。

成立 “汉留 ”以 后 ，郑成功
又派蔡 德忠等 进入福建，发展 组

织。在斗 争 中蔡德忠 部与 另 一股
反清组织会 合，两股人马 在陈近
南的主持下，在湖北 的 万 云 寺
红花亭 借用 明 朝开 国 皇 帝 的 年
号洪 武的 “洪 ”字 召 开 了 “洪
家大会”，从此 改 “汉 留 ”为 “洪
门”。

这样，“洪 门 ”发 展 起来 了 ，
而清 帮 又源 于 “洪 门”，所 以 可
以说 “清 洪帮 ”的 鼻 是 郑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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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凉 面
李冬 秋

　大热天吃经济 凉面 ，
爽口 开 胃 ，既 经 济，又
好吃。做经济凉面讲究佐
料，要有葱、蒜、香 油、
辣椒面、芝麻 酱、酱油 、
醋、花椒面、白 糖，味精
等，还可 以 配上豆芽菜 、
黄瓜丝 、元 白菜 丝 ，使颜
色呈 青、红、白 、黄 ，增
加食欲 。调佐料要 因人、
因时 而异 ，青年人咸味重
一些，老年人淡一些；天
气凉爽时咸味重一些，天
热时宜加 重 甜 酸 味，或
者按个人喜好调配。其加
工方法是 ：先把面条放在
锅中煮热 （煮至九成 ），

捞出 放在干净的案板 上 ，
速加香 油或熟菜油适量 ，
再用 筷子把面 条 抖 散 冷
却，佐料在一个小碗 里调
匀，便可备食 。

五香 豆 腐 干

主料：豆腐干一斤 。
调料：五香粉八钱 ，

香油六钱，白糖一两 ，葱
段八钱 、姜片四钱 ，料酒
一两 ，菜油二两 ，酱油一
两，醋 四钱 ，盐适量 ，大
料四 个 ，桂皮二块 ，水二
斤。

加工方 法 ：将菜油 倒
入锅 内 ，油热 后放入姜片
葱段 ，再放入水和佐料 ，
最后放入豆腐干，用 小火

煨，入味即可。

（ 华 山 ）

高跟鞋对你

有害 无益
卫尔 康

高跟鞋是舶来品 ，欧
美国 家近来很 少 有 人 穿
了。我国 制鞋厂 却为 了利
润，把它捧若至 宝 充 塞 了
百货商店。不可否认，高
跟鞋穿起来走路 ，胸 部 隆
起，腰 扭动幅度加大，增
加了 不少美 感。尤其是个
子较低的女 同志 ，更愿意
穿它。但人们 应 当 问 一
问：欧美女士们为什么现
在不穿 了？因 为 穿 高 跟

鞋，血液都流 向 脚 趾 部
位，要 回 流到 上面却很 困
难，于是脚趾部位呈积血
状态 ，时间 长了，很容易
发生肿胀 ，如 有脚癣等 病
感染者 ，可能发生溃疡 。
除此之外 ，未成年的 少女
长期穿高跟鞋，骨 盆易 畸
形生 长 ，甚 至造 成生 育 困
难。医师们 认 为高 跟鞋 的
后跟，不能超过 三厘米，超
过这 个 限度就有 害 了。因
此奉劝 妇女同 志千万不可
为了赶时 髦 ，穿上高跟鞋，
以免招致 意 想 不 到 的 危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