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世 凯 与 汤 圆
齐连 声

元宵又
名汤圆。这
种应 时 食
品，相传始
于东 晋，兴
盛于唐 、宋朝代 。人们
最早 把 它 叫 作 “浮 元
子”或 “浮圆 子”。因
为这种 用 糯米粉搓成的
球状 食 品煮在锅里又浮
又沉，故而得名 。所谓
元宵，这是 由 于 历 史
上，人们 习 惯把一年中
的正月 十 五 叫 “上 元
节”（在 古 语 中 ，夜
又叫 “宵”，正月 又叫元
月）。因 为 在这个节 日 食
用这 种 食 品，故而为元
宵。

那么，为 何又 名 汤
圆呢？解释不尽相 同 ，
但归 纳 起 来主要 有两种

说法：一 是从 形 状 而
言，其外表是圆形 的，
并且里面带有加 水煮后
的液汁。所 以，叫 汤圆
就不难理解 了 ，二是从
地区 的 习 惯叫 法上讲，
北方人一般称为元宵，
南方人则一 般 多 叫 汤
圆。比 如上海 、广州 、
杭州 等 地都 习 惯 叫 汤
圆，西安 、兰州 、郑州
等地方大多 叫元 宵。这
种划 分，虽 不甚科学 ，
但也是有一定道理 的 。

“ 汤 圆 ”一 称 ，是 从
近代 才 开 始 的 。其
中，还带有浓厚 的迷 信

和忌嫌色
彩。一九
一二年二
月十五 日
， 袁世凯

篡夺 了革命成果，当 上
了临时大总统。从此 ，
他整 天 做 着 “皇 帝”
梦，又做贼心虚，十分
害怕人民起来反对。他
为其长期 的反动统治费
尽心机，并为 自 己能否
坐稳 “宝座”、“龙椅
而忧心忡忡。一九一三
年元宵节前，袁世 凯总
统府 的 阁 员们整天为元
宵节作着 准备，因 而时
常听 到一 些 关 于 “元
宵”二 字 的 话 语。因
为“元 ”和 “袁 ”、

“ 宵 ”和 “消 ”是 谐
音，“袁消 ”有 “袁世
凯被消灭”之忌嫌。他
越听越恼火，越听越害
怕，于是在那一年元宵
节前，就下令把元宵的
名称改为 汤圆。同 时，
他还传下 口 谕：“总统
府内大小官员，凡有把
汤圆 叫元宵者，都是用
心不 良，是有意 同 他为
敌。第一次不叫 汤 圆者

轻罚，降职一级；第二
次不叫 汤 圆者重 罚，削
官为 民；第 三次 不叫
汤圆 者 极 罚，定 斩 不
饶。”传闻，总统府里
有一个小官员，因 一时
疏忽，把汤 圆 叫 成 了元

宵。袁世 凯听到 下官报
告后，就 把这个小官赶
出了 总统府 。

袁世 凯不但不让人
们把这一食 品 叫元宵 ，

而且他从此 也 不 吃 元
宵，并且 他 见到 别人吃

这一 食 品，也是怀恨在
心。据有人说，在袁世

凯当 大总 统 以至当 皇帝
期间，总统府和所谓皇
宫内，每逢元宵 节，都

把吃元宵改为 吃饺子。
现在，河 南省的大

部分 地区没有吃元宵 的
习惯，每逢元宵节都是

吃饺子。有人说，这和

袁世 凯忌 嫌元宵有关 。
其理 由 是：袁世凯是河

南项城县人。由 于袁忌

嫌元 宵二字 ，当 时 的河

南地方官 员对袁十分效
忠，就 在河南 下令禁 吃
元宵，致使 这些地方的
老百姓不敢吃元宵 了 。
显然，此 种 说 法是不可
信的 。况且，这也是对
河南 人 民 的一种 贬低和
嘲弄 。究竟为 何，现无
据可考。我想，可能 是
河南 的大部分 地区不产

糯米 的 缘故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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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鸭 蛋 新 吃 法
咸鸭 蛋 是人们喜吃的佐餐佳品，除清水煮熟

外，还有 四 种 别 有风味 的吃 法 ：
一、把生咸 鸭蛋放入煮粽子 的锅 内煮熟，其

味清香 。
二、将 蛋壳一头敲破，用竹筷 在蛋 白 和 蛋黄

上戳几个洞 眼，放入少量米醋，取味 精用 温开水
调和 倒入蛋 中 ，煮熟 后吃起来鲜嫩无 比 ，似 同 蟹
肉。

三、用 熟咸 鸭 蛋 的蛋 白 切 成小块，加入香豆
腐一块，再加入 白 糖 、麻 油 、醋和味精 等调料拌
和，鲜嫩开 胃 。

四、取熟咸 鸭蛋黄一只，捣碎；另 取豆腐一
块，用 开水浸泡后 和咸 蛋黄拌和，再加入切碎的
皮蛋 一 只 及糖 、酱油 、味 精 、葱花，其味极佳 。

（ 胡 仁 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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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 友 为 何 要 土 葬

许世友同 志于一九八
五年十月 二十二 日 逝世，
按照 他 的遗愿没有火化 。
对此，社 会上有些议论，
现将 《星 火 》刊 登 许 世

友逝世前后记实的有关 内 容 摘 登 如
下：

许世友的长子 许光说，自 从一九
七九年，对越 自 卫还击作战之后，爸
爸就不断提到 自 己 的 后事 了，他从广
州寄 给我五十元钱，要我给他做一 口
薄棺。他也知道，山 区木 材 虽 然 便
宜，五十元钱是做不成棺材的，他生
怕我们做得太好了。……信上说，棺
材，不能超过一般群众，……还说 ，

在他百年之后，用 二辆解放牌汽车 ，
把他拉 回 去，埋在爷爷奶奶坟前。他
常向 我们说这一种老理：“当 兵三年
无孝子，我 当 了一辈子兵，自 古忠孝
难两 全，我生为 祖 国 尽忠，死为父母
尽孝，也就 两 全 了。”他还嘱咐，丧

葬的规矩，绝不能超过任何一代祖
先。我家祖祖辈辈 是贫苦农 民，还
谈什么规模。这也算是爸爸的非正
式的遗 嘱 了 。

许光又说，后 来我告诉他，他
要的棺材做好了，是用十二方原木
做的，放在小坡屋里，想让他高兴
高兴，谁 知道他深沉地责备说：“
噢，你们 也有钱，我就 是怕 你们做
得太好，才没有多寄钱给你们，人
死如灯灭，自 然地来，自 然地去，
干么要浪费人力 物 力 呢？”我也知
道，实行土葬，可能 引 起非议，我
也知道，他是没有 在火化的决议上
签字，自 愿嘛，当 时，中央是答应
过的 ！他老人家是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可是，他 的 经 历，他的 性
格，跟别人不一样，忠孝节义的 旧
礼教对他影响很深。面对这种生尽
忠、死尽孝的小小愿望，我们做晚
辈的 能说什么呢？

谝闲传

兔子 急 了 也 咬 人 么
喆夫

丁卯 年 兔 子 飞 也 似 地 奔 来

了。兔 ，在 十 属 象 中 ，无 疑 是最
善良 、可 爱 的 动 物 。尽 管 人们
常说 兔 子 急 了 也 咬 人 ，但 生 活
中却 从 没 听 闻 过 某 人 遭 了 兔 子
咬。在 童 话 和 民 间 文 学 中 ，兔
子从 来 不 担 任 邪 恶 、凶 狠 的 角
色；古 人 虽 有 “狡 兔 三窟 ”之
说，但 这 种 狡 实 乃 自 卫 的 智 谋 ，
而不 是 攻 他 的 狡 计 。旧 社 会
北京 、天 津 等 “大 码 头 ”
有一 种 男 妓 ，男 身 而 女

装，以 色 事 人 ，俗 呼 “兔
儿”。《木 兰 辞 》“雄 兔 脚 扑
朔，雌 兔 眼 迷 离 ”，说 明 兔 子
的性 别 很 难 分 辨 ，男 妓 称 “兔
儿”，便 由 此 而 来 ，倒 是 十 分
贴切 的 。但 未 免 使 可 爱 的 兔 子
蒙耻 了 。

《 西 游 记 》中 有 一 段 兔 子
作怪 的 故 事 ，大 概 这 是 兔 儿 唯
一的 一 次 演 反 派 。不 过 它 即 使
成精 作 怪 ，却 也 不 太 恶 ，孙 行
者闪 火 眼 金 睛 ，看 出 它 变 的 公
主顶 门 上 虽 有 妖 气 ，却 不 凶 恶 。
再者 兔 精 用 彩 球 打 唐 僧 的 动

机不 过 觊 觎 一 点 “元 阳 ”而 己 ，
并没 动食肉 寝 皮 的 恶 念 。相 反 ，
孙行 者 倒 是 作 了 大 恶：“破
人好 事 如 杀 人 父 母”嘛。但 兔
精毕 竟 作 了 些 恶 ，她 将 月 宫 仙
子下 凡 的 真 公 主 摄去 扔 在 古 庙
里，终 日 装 疯啼 哭 、粪 秽 狼 藉 ，
很受 了 一 点 “劫 难”。然 而
这是 有 其 因 果 渊 源 的 ，因 为 仙
子下 凡 时 打 过 玉兔一 掌 。以 仙

子的 娇 弱 ，这 一 掌 决 不 至 于 像
武林 高 手 一 样 给 兔 儿 的 玉 体造
成伤 害 。可 是 宿 怨 便 由 此 而 生 ，
报复 的 烈 度 也 更 好 似 通 过 了
比例 尺 放 大 。以 兔 子 的 善 弱 ，
尚且如 此 ，不 禁 使 人捏 把 汗 ，
倘若 仙 子 下 凡 时 打 的 不 是 玉 兔
而是 天 狼 、天 虎 之 类 天 上 动 物

园的 恶 兽 ，那 还 得 了 ？即 使 以
兔子 而 言 ，记 恨 之 心 也 太 令人
不测 了 。当 然 ，这 不 过 是 玉 皇 大
帝或 西 天 如 来 安排 的 “一 啄一
饮”，看 来 这 些 天 神 尊 者 的 心

眼实 在 狭 小 得 可 以 ，并 且 非 但
不在 人 间 传 播 善 化 ，相 反 在播
神仇 恨，难 怪 人 间 常 常 发 生 一
语乱 天 下 、一 念 杀 万 人 的 悲
剧！“文 化 大 革 命 ”起 于 几 个跳
梁小 丑 的 挑 拔 煽 动 ，却 使 无数
天性 善 良 、和 睦 相 处 的 人们 斗
得你 死我 活 ，整 个 民 族 元 气 大
伤。这 个 沉 痛 的 教 训 ，但 愿 人
们不 要 忘 却 。

人与 人 之 间 没 有 无
缘无 故 的 爱 和 恨 ，但 区

区一 行 或 一 言 不 得 体 ，

便埋 下 饮 啄 之报 ，并 由 此 发 生
连锁 反 应 ，冤 冤 相 报 ，步 步 升
级，终 无 竟 时 ，也 实 在 让 人魂
惊。倘 人们 稍 将 心 胸 放 宽 广 一
点，化 积 怨 于 谈 笑 之 中 ，解 小 恨
于原 谅 之 内 ，即 使 今 后 的 历 史
中再 度 出 现 逆 潮 ，也很 难 掀起
十年 浩 劫

那种 人 恨
人、人 吃

人的 狂 风

恶浪 了 。

怎样 打 台 球
台球在清朝末期 传入我国 。
台球的 主要器 材 有 球 台 、球

杆、球和 记分板 等 。根 据 打 法不
同，球台 和球的大小也不一样。球
杆是木 制 的，击球的一端较细，头
上贴一块皮子以 产生涩度 ，使击球
时不打滑 。

当今国 际上最流行 、最普及的
一种 打法是二十二彩球式打法。这
种打法 的球台长四米，宽二米。台
面四个角上和两 条 长边 的 中 间 各有
一个洞，下面 缀着 网袋。比赛用 二
十二个球，其中 十五个红球，一个
白球 （它 是主球 ），其它分黑 、粉
、 蓝、粽、绿 、黄六种颜色 。比赛
满分 为一百 四 十七分，由 本身带 有
分值的红 球和彩球累计而成 ，参赛
者谁先接 近一百 四 十七分，谁 就获
得胜利 。球 的 分 值是 ：每个红球是
一分，黑球七分，粉球六分，蓝球
五分 ，粽球 四 分 ，绿球三分，黄球
二分，白 球无分 。开球以 后，不管
是哪一方运 动 员 ，必须先把一个红
球打进袋 内 ，才可 以 打任何一个彩
球。打进的彩球要取出 放在开球时
的位 置上 ，进球得分有效。然后 再
打一个红球 （红球打进 后 不 取 出

） ，接着 打一个彩球，就这样红 、

彩球相 间 地 打，直到 十五个红球 全
部打 进袋 内。然后 再开 始 打彩球，
要按照球的分值高低排列击球顺序，
一般是从最低分值球打起，一 直打到
黑球为止。一盘比赛到此结束。

还有一种 打法叫撞击式，球台长
二点八米，宽一点五米。边沿是封闭
的，没有网袋。它 的 计分 是以球与 球
之间 的碰撞来计算的。这种比 赛用 四
个球 ，两个红色 ，两个 白 色。白 球是双
方的主球 。基本计分方法是 ：一方白 球
撞上对方 白 球得二分；一方 白 球撞上
两只红球得三分；一方 白 球既撞上对
方白 球又撞上两 只红 球 得 五 分。在
比赛前，双方约定一个分 数，以先达
到这个分数者 为优胜 。

撞击式比赛在击球时，要 求运 用
力学原理，讲究击球角度。因 此，被
行家们认为是高一级的台球比 赛 。

（ 细 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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