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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小菜园

林伟大学毕业后就和张媚

结了婚，并且住到了市里的岳父

家，而他母亲独自一人住在乡下

小山村。林伟是个孝子，他想到

母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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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守寡，含辛茹苦将他

抚养大，供他上了小学、中学、大

学， 母亲为他付出了那么多，自

己住在条件优越的城市里，母亲

却孤独的住在乡下，那里条件很

差，他觉得无论如何也应该将母

亲接到城里住在一起，好让她老

人家晚年享享福。

近年来， 母亲身体不好，风

湿性关节炎和头痛的毛病时常

发生，一个人在乡下看医很不方

便，那里离乡卫生院很远，而且

山路崎岖难行。 林伟和妻子商

量， 决定将母亲接到城里来。为

此，他们为母亲买了新床、新被

子、新床单，并为母亲的房间安

了空调，还买了许多她爱吃的东

西。他想，这下母亲一定很满意

了。

星期天林伟开着自家的小

轿车回到了老家，刚进村口就看

见母亲在菜地里锄草，见儿子回

来她很高兴， 赶忙回家烧水做

饭。吃饭时，林伟对母亲说：“妈，

你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要

再住乡下了，快搬到城里和我们

一块生活吧。” 母亲笑笑说：“我

这把老骨头在乡下住惯了，到城

里去住多难受啊，难道让我天天

逛大街、看电视吗？我不想去，就

在乡下过一辈子算了。” 林伟好

说歹说，但母亲就是不松口。

回到家里，林伟对张媚说母

亲不肯来怎么办？张媚说，我看

他老人家一生在乡下生活惯了，

到城里来生活一下子难以适应，

没有事让她干。 林伟一想也对，

但这高楼林立， 交通四通八达，

让她干什么呢？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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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儿莹莹正在

写语文作业，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就问林伟。林伟拿起莹莹的语文

书一看，是朱德元帅的文章《回

忆我的母亲》， 那也是当年自己

学过的文章，有一句话映入他的

眼帘：母亲最大特点是一生不曾

脱离过劳动———虽到老年，仍然

热爱生产。他心里一震，哦，原来

农民出身的母亲也和朱德的母

亲一样，终生热爱劳动。心想：我

为什么不想办法先给母亲创造

出一块劳动的土地呢？一连好多

天林伟都在苦思冥想，如何弄一

块土地让母亲来拾掇。终于有一

天，他有了一个想法，何不将自

己楼下的车库扒掉，腾上一块地

铺上粪土，造成一个小菜园让母

亲种菜呢？他同妻子商量，妻子

欣然同意。她早在两年前就反对

林伟买车盖车库， 说那太花钱，

以后女儿要上高中念大学，要花

很多的钱，应该早点给女儿做准

备， 那点积蓄买了车盖了车库，

女儿以后怎么办？现在妻子一听

说他要扒房卖车，高兴极了。

小菜园造好了，正好过三天

是女儿的生日，林伟回老家将母

亲接来一块儿庆贺女儿的生日。

吃过午饭，林伟陪母亲到楼下散

步，刚走到楼东头，一方整齐的

小菜园出现在母亲的眼前，母亲

眼睛一亮，说：“这是谁家的小菜

园， 真好啊！” 林伟对母亲说：

“妈， 你喜欢这个小菜园吗？”母

亲说：“太喜欢了，如果城里有这

样的小菜园种菜，那我就不回乡

下了。” 看着母亲满面笑容乐呵

呵的样子， 林伟心中很高兴。他

拉着母亲的手说：“妈，这是我们

给你准备的小菜园。” 母亲说：

“真的吗？ 该不是哄我的吧！”这

时，张媚从楼上下来，对婆婆说：

“妈，是真的，这块小菜园就交给

你老人家了，今后家里吃青菜全

由你包了。” 母亲高兴地说：“那

一定，那一定！”

这时正是初夏季节，母亲每

天天刚亮就起来了，她一生都习

惯早起，在那块小菜园中忙个不

停，她种上了番茄、豆角、丝瓜、

上海青———天天去浇水、 松土、

除草、 捉虫———她从不打农药，

她说：“我种的青菜保证是无污

染的。” 看着自己亲手种上的青

菜，母亲高兴极了，脸上总是洋

溢着满意的笑容。菜多了，家里

吃不完，她就送给楼上楼下的邻

居，大家都夸母亲种的蔬菜又鲜

嫩又绿色，邻居要给她钱，她都

婉言谢绝了。

看着母亲每天愉快地忙碌

着， 林伟和妻子感到开心极了。

他们明白了，孝心原来并不只是

享受丰富的物质，更重要的是理

解并尊重老人的爱好，并且为老

人的爱好提供一个施展的平台。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与蔡特金

一百多年来， 克拉拉·蔡特金这个名字，

一直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紧密联系在一

起。作为这一节日的创始人，蔡特金毕生都在

为全世界妇女的幸福而奋斗。 然而作为一位

女性， 她的一生却只经历了一段持续

7

年的

婚姻。

倡导确立“三八”妇女节

克拉拉·蔡特金

1857

年出生于德国的一

个小学教师家庭。

1878

年， 年轻的蔡特金结

识了她未来的丈夫———流亡德国的俄国革

命者奥西普·蔡特金， 并在后者的影响下投

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1889

年， 在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上，蔡

特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为了妇女的解

放》，并当选为第二国际的书记之一。

1909

年

3

月

8

日，美国芝加哥的劳动妇女

和全国的纺织及服装业女工举行了声势浩

大的罢工示威和游行， 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增加工资、实行

8

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

一年后， 在丹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社会

主义妇女大会上， 国际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

记蔡特金提议，将每年的

3

月

8

日定为“国际劳

动妇女节”，以团结和巩固全世界争取妇女解

放的力量。 她的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

护。 蔡特金也因此被誉为 “国际妇女运动之

母”。

与“危险人物”相守

7

年

蔡特金的革命道路，离不开丈夫奥西普

的指引和帮助。而她和丈夫崇高真挚的爱情

更被传为一段佳话。

1878

年，

21

岁的蔡特金在德国莱比锡女

子师范学院读书时，结识了比她大将近

10

岁

的奥西普·蔡特金。当时，奥西普经常向在德

国的俄罗斯留学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和

奥西普的接触中，蔡特金爱上了这位流亡革

命者，她不顾家人和朋友的规劝，认定了要

同这位帮助她找到人生真谛的 “危险人物”

相伴终生。

1880

年， 奥西普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

被迫流亡巴黎。

3

年后，蔡特金在巴黎市一间

简陋的小屋里， 找到了日夜思念的奥西普。

两人悄悄地结了婚。婚后，蔡特金夫妇过着

拮据的生活，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将主要

精力投入到革命斗争中。

1888

年初，奥西普因患恶性脊髓病而导

致全身瘫痪。

1889

年

1

月， 奥西普与世长辞，

当时的蔡特金只有

32

岁。从此之后，蔡特金

终身未嫁。这位为全世界妇女的幸福奋斗一

生的伟大女性， 却只享受了短短

7

年的家庭

生活。

人物延伸

蔡特金与列宁是亲密战友

作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领导人，蔡

特金是恩格斯与列宁的亲密战友。她经常同

列宁探讨问题，也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向列宁

提出自己的观点。

1920

年秋日的一天，列宁同蔡特金进行

了一次有关“性问题”的长谈。这次谈话的背

景是：十月革命之后，面临巨大的社会变革，

俄罗斯国内对婚姻、家庭、爱情、性等问题的

观点，也经受着时代的冲击。于是，“爱情解

放”、“性解放”的口号一度十分盛行。

对于这种对性生活玩世不恭的态度，列

宁和蔡特金进行了严肃的批驳，鼓励青年人

树立更高的人生追求。在谈话中，列宁与蔡

特金得出了“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

社会的责任”的著名理论。直到今天，这一理

论仍然是世界各国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研

究婚姻、家庭和性问题时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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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与瓷文化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

盐酱醋茶，茶是人们不可以须臾离

开的。 正由于人与茶息息相关，久

而久之，对于茶的品类，烹茶之水，

泡茶之法，饮茶之具，敬茶之礼，有

着许多讲究。于是，产生了丰富多

彩的茶文化。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饮茶具有

悠久的历史。早在三国时期，江南

人已有了饮茶的习惯。到了魏晋南

北朝，士大夫中已形成饮茶之风。唐

代中期，一些较大城市开始出现专营

茶水的茶肆。江淮一带的茶叶，被商

人车装舟载贩往各地。著名诗人白居

易在长诗《琵琶行》中有“商人重利轻

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浮梁即

今景德镇，为当时茶叶集散地。中国

又是瓷国， 陶瓷文化更是博大精

深。茶文化与陶瓷文化一旦相撞击

相结合，两者相得益彰，更提高了

文化品位。 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

专著是唐人陆羽的《茶经》，其中便谈

到茶汤的颜色与陶瓷茶具颜色的关

系。唐宋时代有斗茶的习俗，王公

贵族、平民百姓，竞相以此为乐。所

谓斗茶，是将茶饼置于杯中，冲以

沸水， 依色泽和汤花的优劣定输

赢。斗茶最讲究的是茶盏，宋人多

把福建建窑烧制的黑釉带有鹧鸪

斑或兔毫、油滴之瓷盏视为珍品。

谈到茶具，最为珍贵者要数明

代永乐青花压手杯了。 其造型优

美 ，纹饰清雅 ，钴兰纯正 ，极富美

感。如此高贵的茶杯，专供皇宫和

贵族之家享用，烧制的数量自然甚

少。据载，万历时已所剩无几，尽管

历代皆有仿制，但皆难以企及其艺

术高度。现时，永乐压手杯世间仅

存三只，当是稀世之宝；且不说原

物，即便前朝仿品的残片，也难得

一晤。明代中期以后以壶泡茶渐成

风尚，其中小巧古朴的紫砂茶壶最

受称颂。因为紫砂壶较之银、锡、瓷

壶更具优点和特点，可以说每件都

是精巧的艺术品。李渔说：“茗注莫

妙于砂， 壶之精者， 又莫过于阳

羡。”阳羡就是江苏宜兴。曹雪芹是

一位谙于茶道的大家，在他的《红

楼梦》中，有

97

回写了与茶有关的

情节。最为精彩的第

41

回《贾宝玉

品茶栊翠庵》。 妙玉招待贾母等人

的茶是“老君眉”，水是“旧年蠲的

雨水”，茶具是“成窑五彩小盖钟”、

“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自是不凡，

而与宝钗、黛玉吃的体己茶更是不

同。茶具是王恺定制、苏轼鉴赏过

的“分瓜瓜包”、似钵而小镌着垂珠

篆字的“点犀”，水则是五年前收的

梅花上的雪，自然清醇无比。这充

分体现了中国贵族的气派，大约也

是最高层次的茶文化了。

（燕 燕）

息 夫 人 挑 灯 劝 君

春秋息国息君夫人， 是陈国君主之次女。

天生丽质，聪慧过人。自幼在宫里学文习武。她

勤读诗书，细写文章，日学周易，夜观星斗，演

绎八卦，通晓六艺，学礼乐知天命，文韬武略样

样精通。真乃亭亭玉立，英姿飒爽。君父和国母

疼爱她如掌上明珠。才把她选配给息国息侯。

息国地处大别山下淮河之滨的息壤之

地 ，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桑麻遍野 ，稻香鱼

肥，得天独厚，物华天宝。息夫人出嫁到息国，

就像掉进了福窝里尽享荣华富贵。但是，息夫

人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有远大的志向，

而且有极强的忧患意识。 她从当时的周室已

礼崩乐坏，业已形成列国纷争，强食弱肉，列

强争霸称王的局面中观察认为，国家要生存，

必须要走富民强兵之路。 怎奈息侯是个贪图

淫乐不思治国的君侯，长此以往必然误国。于

是，她订下了利用正月十五玩放花灯之机，谕

灯比国，巧劝君侯的妙计。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 息夫人和息侯在宫

娥彩女和常随官的陪同下， 来到了卧龙台的

酒宴桌前坐定，在此赏月观灯。卧龙台紧靠淮

河的北岸，与濮公山隔河相望。一轮明月在奔

流无尽的淮河的东方悄然生起， 河水泛起银

色的波浪， 前来参加灯会的盏盏明灯照映在

淮水之中，与天上的繁星浑然一体，好一派人

间仙境。此刻，只听得一声巨响，漫天的火彩

犹如龙飞凤舞。那是灯会开始的信号，灯会开

始了， 只听灯官报灯名唱道： 太平盛世国太

平，正月十五放花灯，尊声国君和夫人，听我

细细报灯名：盘古开天灯、女娲炼石灯、精卫

填海灯、羿射九日灯、嫦娥奔月灯、炎黄二帝

灯、尧舜禅让灯、大禹治水灯、文王访贤灯、太

公钓鱼灯、幽王戏侯灯、妲己误国灯、东西南

北中，到处都是灯，哧不楞登一愣登，你快看

灯快看灯！哎———那边的花灯又来了———

息侯感叹道：“花灯如此繁多， 真乃太平

盛世，太平盛世呀！”息夫人道：“夫君呀！太平

盛世享太平，莫忘宗庙祭祖宗，先祖留下的世

袭地，咱世世代代要传承。”息侯道：“夫人所

言极是，夫君记下了。”接着息夫人对每盏灯

笼逐个解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 炎黄尧舜

自如今，社稷沉浮论功过，青史把因果记的十

分清楚———尧舜禅让顺民意， 大禹治水应民

心，文王访贤得姜尚，扶助武王大周兴；幽王

峰火戏诸侯，褒姒一笑天下丢，纣王专宠苏妲

己，助纣为虐社稷崩。以史为鉴定国策，善恶

忠奸要分清，勤政治国安天下，才能永保江山

固若汤金。”息侯对息夫人称赞道：“贤夫人不

愧为陈国公主，果然是容颜好能文善武，一席

话虽平常道理颇深，只说的本侯我口服心服。

夫人所言极是，夫君记下了。”

息夫人见息侯已开了心巧，便继续进行。

于是口尊夫君道：“接下来我们来玩灯谜游戏

如何？” 息侯：“但不知是怎样个玩法？” 息夫

人：“当花灯从台前经过时， 夫君必须事先闭

上眼睛，由本宫来出谜面，请夫君来揭谜底，

如果夫君答对了，本宫便认吃罚酒一杯，如果

答错了夫君也认吃一杯罚酒。 不知夫君意下

如何？”息侯：“正合吾意。”息夫人：“请夫君闭

上眼睛，不许偷看。哎———花灯来了。”她一板

一眼的念道：

这盏灯笼明又亮，短短的尾巴耳朵长。

豁嘴子圆眼跑得快，你猜这灯啥明堂？

息侯道：“这乃是一盏兔子灯。” 息夫人：

“夫君猜对了，我当认吃罚酒一杯。夫君快快

闭上眼睛，细听我出下一个灯谜。”接着她又

一板一眼的念道：

这盏灯笼亮堂堂，听我给你述端详。

角儿弯弯在头上，不论老幼胡子长（长音

chang

）。

一生吃素食百草，光叫妈来不叫娘（妈音

mai

）。

这是一盏什么灯？

息侯：“这是一盏山羊灯。” 息夫人：“夫君

又猜对了！”息侯睁眼一看，眼前果然现出一盏

活蹦乱跳的山羊灯。息夫人急忙端起酒杯吃了

罚酒开言道：“夫君快快闭上眼睛听本宫述说

下一个灯谜。”接着她又一板一眼的念道：

一声呼啸震山中，张牙舞爪好威风。

王字写在脑门上，口似血盆往前冲。

这是一盏什么灯？

息侯：“这是一盏猛虎灯。”息夫人：“夫君

又猜对了。我当认吃罚酒一杯。请夫君侯睁开

双眼仔细观看猛虎和山羊在一起是怎样的一

个情景！”息侯放下双手睁开双眼定神仔细观

看， 但见一只张牙舞爪的猛虎灯正在向毫无

觉察的山羊灯扑去。息侯见状，大叫一声：“危

险！”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拦住了猛虎进攻。息

夫人拍手称赞：“拦得好！拦得好！”然后细致

解释道：“现如今周室已礼崩乐坏， 各诸侯国

开疆拓土相互吞并，连年征伐。那楚国就像一

只猛虎，咱息国可不要学这只小山羊，在猛虎

张开血口要吞吃他的时候， 还丝毫没有一点

警惕性！咱息国应该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才是

正理。”息侯如梦初醒，惊呼道：“哎呀夫人哪！

今日观灯让我猛然醒悟， 而今咱息国之危就

如同小山羊伏卧在猛虎脚下， 随时就有落入

虎口之险。先祖留下这息壤宝地，一旦被荆楚

夺走，何处是咱们安身立足之地呀！夫人有何

良策救我息国之危，快快献了上来！”

息夫人见息侯对息国的安危已产生了

强烈的危机感 ，心中暗暗自喜 。便把事先准

备好的压轴节目 “献国策 ”的花灯队呼唤出

来。口尊夫君请看，上天飞来了一群仙鹤，来

为国君献国策来了 。息侯定神一看 ，但见一

行仙鹤灯展翅飞来 ，每一个仙鹤嘴上 ，各衔

一双彩色飘带，领头的飘带上写道：“息国息

壤，当图自强。”第二只仙鹤飘带上写道：“勤

政纳贤治国安邦。” 第三只仙鹤的飘带上写

道：“倡耕奖织，广兴农桑。”第四只仙鹤的飘

带上写道：“富民强兵 社稷安康。”第五只仙

鹤的飘带上写道：“交齐联陈，共御霸强。”息

侯只看得出神入化，赞不绝口的感叹道：“此

乃治国良策 ，治国良策也 ！”于是 ，他对息夫

人称赞道：“贤夫人谕灯比国把国策献，不由

得本侯我喜在心间 ， 为立国倡耕织富民强

兵 ，为御楚必须和陈国蔡国结为联盟 。从今

后我要勤政振兴国力，进君子远小人荐能纳

贤 ，从今后要走向强国之路 ，永保息国江山

社稷千年万年长。”

国际政坛上的女性“第一”

近现代女性为争取自身的

权利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

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女性开始

涉足长期被男性独占的政坛，并

逐渐出现了女性国家元首和政

府首脑。

1.

世界第一位女总统是拉

美国家阿根廷的伊莎贝尔·贝隆

夫人，

1974

年

7

月

1

日至

1976

年

3

月

24

日在任，就职时

43

岁。

2.

世界第一位女总理是斯

里兰卡的西丽玛沃·班达拉奈

克夫人，

1916

年出生，是斯里兰

卡已故总理班达拉奈克的夫

人。她从

1960

年起，曾三度出任

斯里兰卡总理， 直至

2001

年在

任上逝世。 她也是至今世界上

出任总理次数最多、任期最长的

女性。

3.

欧洲的第一位女首相即

是以“铁娘子”著称于世的玛格

丽特·撒切尔夫人。

1925

年出生。

1975

年当选英国保守党领袖 ，

1979

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她

不仅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女首

相，还开创了英国政治历史的先

例， 三次蝉联首相。

1990

年

11

月

22

日辞职。

4.

世界第一位直接民选女

总统、欧洲第一位女总统是冰岛

的维格迪斯·芬博阿多蒂尔 。

1980

年

8

月

1

日至

1996

年

8

月

1

日

在任，当选时

50

岁，连任

4

届。

5.

亚洲第一位女总统是菲

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夫人 （华

裔），

1986

年

2

月

25

日至

1992

年

6

月

30

日在任，当选时

53

岁。阿基

诺夫人目前是阿基诺基金的领

导人，她虽然卸任多年，却始终

活跃在政坛上，被政界人士视为

菲律宾的道德领袖。

6.

非洲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是 利 比 里 亚 的 埃 伦·约 翰

逊———瑟利夫。 有 “非洲铁娘

子” 之称的瑟利夫

2005

年

11

月

23

日成功登顶，瑟利夫当天称，

她在选举中的胜利标志着她的

国家和所有非洲妇女迎来了新

的时代。

7.

北美第一位民选女总统

是尼加拉瓜的比奥莱塔·巴里奥

斯·德·查莫罗夫人，

1990

年

4

月

25

日至

1997

年

1

月

10

日在任，当

选时

59

岁。

信 阳 菜

（接上期）

“信阳鱼丸”的传说

信阳鱼丸是一道历史名菜，几

乎是家家会做，人人爱吃，也是家

宴和酒店必备的高档菜。相传产生

在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 楚文王极爱吃

鱼， 几乎达到每餐必食的地步。一

次，楚文王吃鱼时，不小心被鱼刺

扎了喉咙。楚文王大发雷霆，随即

下令斩了厨官。一天，楚文王又要

吃鱼。于是，许多厨官纷纷推辞，不

肯再为楚文王做鱼。 为难之际，一

个厨官想了一个办法，将鱼斩头去

尾，剥皮剔刺，然后将鱼肉剁成细

茸，做成鱼丸给楚文王吃。楚文王

吃起来感觉香鲜可口，也不担心鱼

刺卡住喉咙，非常喜爱。从此，将鱼

做成鱼丸食之在荆襄一带很快成

为时尚，也很快传到信阳，并在信阳

流传开来，而且吃法也越来越多。

“麻里贡馓”的传说

据传，信阳淮滨县的“麻里贡

馓”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淮滨人孙叔敖

出任楚庄王令尹，在期思一带兴修

水利，消除水患，受到百姓的爱戴

和尊敬。当地有一位老翁用极细的

面粉，加入少许盐和好，搓成细条，

组成一束，然后扭作环状，放到油

锅里炸熟送给孙叔敖品尝，以表心

意。孙叔敖品尝后，感到既焦脆又

爽口，非常好吃，便把老翁请来传

授技艺。因炸熟的面条呈扇形有序

排列， 就将这种炸制食品称作馓

子。于是，馓子很快在楚国境内传

开，一直流传至今。

现在的馓子同春秋战国时期

的馓子有很大不同，早已从旱油条

改为油盘条， 颜色更加金黄美观，

口感更加酥脆， 味道更加香咸。每

当寒冬季节来临的时候，淮滨县家

家户户都要炸许多馓子贮放起来，

天寒地冻时， 人们便把馓子和羊

肉、白菜等放在一起烩制。馓子烩

羊肉、馓子烩白菜、馓子烩粉条等

至今仍是沿淮一带冬春的家常菜。

“信阳勺子馍”的传说

“信阳勺子馍” 据传最早出现

在汉代。

传说西汉末年，王莽带兵追杀

刘秀，刘秀马不停蹄，日夜逃命，不

免又饥又寒。一天，刘秀逃至信阳，

策马穿城而过， 行至白马桥时，见

一卖勺子馍的店铺油锅上放一排

炸好的勺子馍， 刘秀顾不上下马，

拔出佩剑，一剑刺过去，直刺勺子

馍的中心，然后，手腕轻轻一抖，将

一串勺子馍挑起，飞马而去。路上，

刘秀在马上边跑边吃，感到又香又

脆，甚是好吃。

后来，刘秀登基后，一直没有

忘记逃命信阳时的那家小铺和勺

子馍， 专程到信阳酬谢店铺主人。

从此，信阳勺子馍名声大噪，前来

品尝的人络绎不绝。这家店铺的主

人也十分有心， 在炸制勺子馍时，

特意将原本中间没有孔的勺子馍，

正中留一个像剑穿过的孔，以表明

其正宗。后来的勺子馍中间都有一

个孔，人们吃勺子馍时，也是拿筷

子或树枝从勺子馍中间的孔中穿

过，四圈咬着吃。

再后来， 刘秀酬谢的那家饭

店，因为生意兴隆，家资巨富，后不

幸遭劫，房塌人散。而他们制作勺

子馍的技术却代代相传下来。

（未完待续）

固 始 皮 丝

固始县制作猪皮丝的

历史已有

100

多年，早在清

咸丰年间就成为贡品，属宫

廷御膳佳肴，名扬京城、天

津、济南等地。

固始皮丝松散，富有弹

性，放下起堆，翻炒不会粘

边搅条，其味松嫩爽香，含

有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可

做 “松花皮丝 ”、“肉松皮

丝”、“凉拌皮丝”、“皮丝圆

子”等名菜。皮丝不仅享誉

国内，在美国唐人街数家餐

馆也享有盛名，视为珍品。

皮丝的制作方法是：用

大肥猪之皮， 刮尽皮上肥

肉，趁鲜制作，先将其切成

纸一样的薄片，然后切成细

丝，在通风处阴干，不能曝

晒。

邮票上的女名人

我国邮票上出现的第一位杰出

女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

庆龄。 她也是出现在我国邮票上次

数最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女革命

家。

第一位与丈夫一起被请上方寸

的是何香凝。

1987

年

4

月

23

日， 廖仲

恺先生诞辰

110

周年，我国为此特发

行纪念邮票一套

2

枚，有趣的是在第

二枚票面中， 展现出曾任全国妇联

名誉主席何香凝的坐姿， 而廖公则

站立在她的身旁。

第一位走上我国台湾地区邮票

的巾帼英雄是秋瑾 。

1967

年

7

月

15

日， 台湾地区以名人肖像为题发行

了秋瑾画像邮票。

第一位展现在新中国邮票上的

古代女科学家是黄道婆。

1980

年发

行的一套《中国古代科学家》邮票，

第四枚即为元代女纺织技术专家黄

道婆。

第一位登上“国家名片”的女运

动员是潘多。

1975

年我国发行《中国

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特种

邮票，一套

3

枚，其第三枚票面上是

站在珠穆朗玛峰最高峰上前排第一

人是潘多。

第 一 位 上 邮 票 的 古 代 女 军

人———花木兰。

2000

年

4

月

30

日，我

国发行一套四枚《木兰从军》特种邮

票，展示了花木兰“将军百战死，壮

士十年归”的大无畏精神。

第一位被搬上“国家名片”的女

英雄———刘胡兰。我国

1977

年

1

月

31

日，在刘胡兰英勇就义

30

周年之际，

特发行毛主席亲笔题词和刘胡兰塑

像和画像纪念邮票。

第一个“唱”上邮票的是“七仙

女”。安庆黄梅戏《天仙配》原名《七

仙女下凡》，唱出了广为流传的爱情

故事，久唱久火，一直唱上

2002

年

10

月

26

日发行的《董永与七仙女》邮票

上。

第一次“踢”上邮票的是中国女

子足球队。

1991

年

11

月

16

日至

30

日，

在我国广州举行第一届世界女子足

球锦标赛， 中国女子足球队大胆拼

搏，一举夺得冠军。踢出了国威，踢

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为此，我国以中

国女子足球队员为素材， 发行表现

中国足球运动员矫健英姿的纪念邮

票。

孙 姓 先 贤

孙姓源远流长，源头较多，先秦

时期第二大孙姓起源为楚国

芈

姓。

芈姓是楚国王室后代， 春秋时期楚

国名相孙叔敖就是这支孙姓的始

祖。孙叔敖，名敖，字孙叔，是楚王

蚡

冒的后代，父亲

蒍

贾官至司马，为权

势杀害， 孙叔敖全家避难隐居期思

（今淮滨县东南）。 后出来辅佐楚庄

王，任楚国令尹时，为官清廉，政绩

卓著，以德治民，重视民生生产，严

明法纪，民皆安居乐业。又辅助楚王

打败晋国，一举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其后人为纪念他 ， 就以他的字中

“孙”为姓。

孙叔敖家乡所立的 《楚相孙叔

敖碑》 记有其家庭的发展和迁徙情

况，长子居食邑寝丘（即河南固始），

三子居楚国都城：

郢

（即湖北荆州），

中子居地碑文残缺。 其后代主要活

动区域约在今河南南部与湖北大

部， 这支

芈

姓孙氏到汉代已有一定

发展，其家庭规模还相当可观。

孙姓在当今中国排第

12

位。

□

赵 燕

□

赵 艳

□

赵 燕

□

王 林 崔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