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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听雷》

内容概要

《黄鱼听雷》讲述了:我重新回到童蒙，回到少女，回到初初成年，回到岁月任何一个发光点。那些食
物永远在等着我，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从来没有改变。就像海里的黄鱼听过了雷声，纵身沉入深深海
底。我们尝过了人生不同时节的烟火，因而甘愿走向下一道未知的餐点或考验，轻轻拾起刀叉碗筷，
继续享用舌尖触着滋味的刹那，愉悦苦涩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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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听雷》

作者简介

张曼娟，出生在春暖花开的三月天，祖籍河北丰润县。现为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教授，为畅销华人世
界二十多年的知名作家。　　面对越来越多的未知与变动，她从古典诗词中发掘人生启示，不断思索
人生价值与感情状态，并且积极寻找一种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溯岁月的河流，明白了每—种转折
的幽微，不管是随遇而安，或是逆流而上，只要从容自在，便是人间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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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听雷》

书籍目录

饮食是写给时间的诗（序）夏日宴  蕉里的快乐  棉花上的沉睡者  敲开一只蛋  瓜架雨如丝  一颗小小的
偈  一片薄薄的冬瓜  似苦还甘一只瓜  染上香芒色  贝上的一只蝴蝶  虾饼的膨胀仪式  葡萄成熟时秋日
宴  乖乖的粟鼠  小精灵的蘑法屋  剥开我，你只会流泪  茄子种在大观园  黄鱼听雷  深海缎带  怎能缺少
马铃薯  相亲相爱小虾米  蚵仔的阳光  馒头的预言冬日宴  溪边的打某菜  玻璃化为烟罗纱  甜蜜如浆烤
番薯  上好大白菜  繁华旧梦一豆红  童年的飞鸡场  葱笛悠悠  张家小馆饺子兵  腊八粥的集合式  黏牙食
年糕  没有砂锅的鱼头  涮出来的年味春日宴  韭韭长长的春天  猪小妹的高跟鞋  翡翠镶黄金  我的番茄
寓言  如果你来，泡茶招待  甜蜜的毒药  九层高塔的气味  吐司的千变万化  铁板上的青春牛排  飞翔的
云雀举箸前，忘记忧伤（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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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听雷》

章节摘录

　　夏日宴　　棉花上的沉睡者　　自然课的老师穿着一条花裙子，她发给每个同学三颗绿豆，然后
问我们发绿豆给我们干什么呢？顽皮的男生说：“煮绿豆汤啦。”大家都笑起来，年轻的老师也笑，
她笑起来有很好看的酒窝。不是的，她说，我们要来发豆芽喔。老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告诉我们，
将棉花浸湿铺在器皿里，再把绿豆摆在上头，不要晒太阳，每天在棉花上浇点水，豆子就会发芽了，
一天天地长高了。七天之后再带着豆芽来交作业，看看谁的最高？谁的最粗？我到这时候才知道，自
己爱吃的豆芽菜原来是从豆子里生出来的。　　兴奋又好奇地，我东挑西拣，最后选上一只烟灰缸作
为豆芽的家。我家没有人抽烟，可是家里还是要预备着一只烟灰缸，当客人掏出烟盒时，便赶快把烟
灰缸放在客人面前，那时候来家里做客的朋友，也从不会因为抽烟而向主人致歉的。我把绿豆放在烟
灰缸里，宝贝一样地捧进房，找了个阴暗的角落安放它。我记得它最初毫无动静，让我很焦虑，有时
候连睡着了都不安心，还要爬起来跪在地上，将绿豆烟灰缸拖出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成长。　　缴
交作业那天我呵护着成果到学校，因为自己真的培育出生命而欣喜，多么希望路上行人都能看见我亲
手养成的绿豆芽。　　再一次培养绿豆芽却是在美国居住的那段时间，美国人的超市里很少卖豆芽的
，中国人的超市里豆芽卖得很贵，看起来都泡了太多水，有些肿胀到腐烂了。偏偏我家吃豆芽吃得很
多，合菜戴帽里主要的食材就是绿豆芽；春天里要吃春饼也得裹绿豆芽，我们有时候去越南人开的河
粉店里吃汤河粉，看见人家送上来的又粗又脆的绿豆芽，真是嫉妒到眼中流油了。于是，父母亲决定
自己来发豆芽，这次的发芽行动声势很浩大，期望也很高，只是发了好几天只有三到五公分高的成绩
，而且又老又硬，可谓功败垂成。为了没有豆芽吃，留在美国的诱惑力当场减到最低。　　我是这么
爱吃豆芽，却又这么怕家里要吃豆芽。因为我家豆芽在烹饪之前，必须先把根摘掉，一根根豆芽摘完
根总要几十分钟。小时候除了练毛笔修身养性之外，摘豆芽是另一项磨耐性的功课。一大包豆芽倾在
面前，堆积如山，看起来就很令人崩溃了，而我们必须要将它们梳理得干干净净。好多次我都提出抗
议，为什么别人家都不用摘根，偏偏我们家这么麻烦？等到我把根都摘除，堆成另一座小山，母亲指
着那堆脏兮兮的根问我：“你要把这些都吃进肚子里吗？”当然不要，谁看了都恶心，我只好乖乖地
继续做摘根女工。　　我家吃绿豆芽的方式很简单，母亲将干虾米用油爆得很香，再将绿豆芽投进锅
里一起炒，只放盐不搁醋，吃起来很像咸鱼炒豆芽的口感。黄豆芽的吃法就变化多端了，有时候我们
拿它炖汤，用鸡骨熬出高汤，再将黄豆芽放进去煮软，起锅前撒一点番茄提味，汤的滋味特别好，黄
豆芽嚼起来还透着甜味。最热闹的吃法，就是过年时必不可少的十全如意菜了。许多黄豆芽，配上胡
萝卜、芹菜、金针花、香菇、冬笋，加上葱、姜和其他的调料，总之是要凑成十样烩炒在一起，讨个
吉利。这是一道素菜，在年菜油腻塞胃的时刻，人们便要寻一点如意菜来醒胃了。　　在棉花床上沉
沉睡去的豆子，总有一天会发芽的，这从童年时便留下的印象，令我在许多困顿的时候，感到了不可
灭绝的希望。　　敲开一只蛋　　中国开天辟地的神话里，有一则是这样说的，说在宇宙初生的时候
，是混沌不清的，如一只鸡子，后来，浊气下沉成了大地，清气上升便是天空，天地都安排好，就生
出了第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巨人，叫做盘古。我喜欢这个神话，喜欢他们将那清浊相混的鸿蒙比喻成
鸡蛋，鸡蛋变成了宇宙。　　谁不爱吃鸡蛋呢？在平底锅里煎一个荷包蛋，当作早餐，嗅闻着咖啡香
气，听着油锅里吱吱吱蛋在凝结的声音，真是非常幸福的感受啊。我喜欢半生熟的荷包蛋，蛋白边缘
最好还有一点焦脆，淋几滴酱油，配全麦吐司面包吃。轻轻挑破蛋黄，金黄色的汁液涌出来，像阳光
温柔筛过窗边挂在睫间。用烤过的面包蘸着蛋汁吃，然后再将凝固的部分切成小片，细细吃尽，可以
抵得过一个甜蜜的亲吻。　　我也曾在酒店的早餐桌旁，看过一个仿佛宿醉还未醒来的男人，整张脸
埋在碟子上，噘起嘴来苏苏苏地将蛋汁全部吸进嘴里，这或许是对于蛋的礼赞，却显得太过贪狠。　
　小孩子多半都蛮喜欢蛋，端午节争先恐后地抢着将蛋竖起来，常常是失败的，而且还要经过冗长的
过程。大人陪着我们竖蛋，说是念书都没有这样的诚意专心。母亲说起她小时候的故事，说起她家里
养的鸡生了蛋，便让母鸡孵，母鸡孵了好多天也没动静，外婆便盛一盆温水来，将鸡蛋搁在水上，如
果鸡蛋在水面上滚啊滚的转动，就表示小鸡几乎生成了，在踩水呢。若没生成小鸡的蛋，便静静沉下
盆底。“可以捞起来吃啊。”我们一旁嚷嚷。母亲说孵不出来的蛋也坏了，吃不成，只得丢掉。我想
像着在黄土高原上，那个被太阳晒得黧黑的小女孩，满怀希望的在母鸡肚子下面取出孵过的蛋，却都
是吃不得的。　　四十年后，我们在黄土高原，在那座倾圮的院落里，遇见最丰盛的鸡蛋宴。陪着母
亲返乡探亲时，外婆已经过世好些年了。十一二岁的母亲离家时只当是去远方旅行，脚步如此轻巧地
跨过院墙，却花了四十几个寒暑，才又走回来。姨妈们一路哭着迎着我们回家，稍稍休息之后，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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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听雷》

们端上一大碗一大碗补品，白糊糊的，原来全是水包蛋煮白糖水。每人的碗里大约有七八只水包蛋，
我们五个人可能吃掉他们半年或者一年的蛋了。在围绕着的孩子歆羡的眼光中，亲人催促我们，吃吧
，吃吧，多吃点，好补的。那个黧黑的小女孩，隐约也在窗边，看着我的蛋。我将白糖水喝了几口之
后，放下筷子说，我不喜欢吃蛋，给小孩子吃吧。孩子欢快地一拥而上，他们的大快朵颐减轻了我说
谎的愧疚感。　　其实，我是爱吃水包蛋的，特别是酒酿煮蛋。从小家里总有亲朋好友送的自制酒酿
，寒流来临的夜晚，就用小锅煮甜酒酿，厨房里全是甜酒蒸发的香气。起锅前敲开蛋壳将生蛋坠人酒
酿里，整颗水包蛋浮在酒酿上，我故意戳破蛋黄，就成了黄金酒酿了。　　有些人不敢吃生蛋，如果
可以吃生蛋，这里倒有一个治久咳的秘方：没进过冰箱的粉红色土鸡蛋，在一个碗里打匀，撒少许碎
冰糖，放一两滴麻油，煮沸的热水浇下去，再用盘子盖起来，等蛋汁似凝非凝趁热饮下。母亲得了这
秘方便做给我和父亲吃，味道不错，也还有效。　　我近来感到兴趣的是虾仁烘蛋。新鲜虾仁先用姜
和酒浸过，再用蛋清裹一裹，放进油锅里炒熟，捞起备用。打几个蛋放进油锅里翻炒，将熟时放入虾
仁，再翻几回，两面都呈现麦黄色，成一个蛋饼。虾仁埋在蛋里，保持幼嫩；蛋汁吸收了虾的鲜甜，
特别惹味。　　不会做菜的人常会说：“我会炒蛋啊。”连蛋都不会炒的人，煮泡面时也会放一颗蛋
，蛋是这么亲切的东西。或许是受了母亲讲的故事的影响，我在敲开一只蛋的时候总会想，这个未知
的小宇宙里，是否曾经发生过一只鸡的可能？　　瓜架雨如丝　　用削皮刀将碧绿的瓜皮刮去，里面
翠白的瓜肉露出来，同时，那一股从泥土里喷薄而出的、饱含汁液的新鲜气息也蔓延开来。削去瓜皮
的内层，细细地沁出丝瓜露来，我想起有位老师以前告诉我们的，她说她都用丝瓜露来敷脸，自然又
滋养。“尤其是丝瓜的幼瓜，特别好。”那位老师很少化妆，她的脸一年四季都紧绷着，透着光亮。
别的老师用一种艳羡又嫉妒的口吻说：“你们这个老师可爱美了，一到九点就要睡觉了，老公小孩都
丢下来不管哕。瞧她美的⋯⋯”少女的我心里想，如果真的这么羡慕，你也用丝瓜露就好了嘛。　　
长大以后我告诉朋友这个美容小窍门，朋友很惊奇地向我求证：“真的吗？你也用过吗？”我说没有
，可是我知道丝瓜确实有点神奇功效，那是在我童年时代印证了的。可能因为体质燥热的关系，我和
弟弟从小就常流鼻血，和同伴一起玩着玩着，忽然，血从鼻管里流出来了；夜里正熟睡着，忽然，血
从鼻子里沾染在枕头上了；最尴尬的是正在教室里上着课，鼻血汹涌而至，白衬衫立时一片血渍，像
刚刚杀过人。年轻的女老师看见这形状，紧张到快要晕倒了，她拉着我上保健室，从她冰凉的手指，
我探测到她的恐惧。保健室阿姨一向临危不乱，让我躺下，用棉花塞进鼻子里止血。躺下的瞬间，鼻
血不往外流，却从鼻管流进咽喉，再进入食道，流进我的身体里。我咽着浓重的血腥味，忍住欲呕的
情绪，等待血液干涸，这也是最难受的时间，干凝的血结成硬壳，糊在鼻管和咽喉里面，好像怎么清
都清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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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听雷》

编辑推荐

　　饮食是写给时间的诗。当我们举起筷子，就应该忘记一切忧伤和烦恼，向美味致敬，向生命致敬
。　　纯净·纯真·纯美，爱情·亲情·友情，文学博士，美女教授，畅销作家张曼娟，用文字为心
灵，构筑一个可以停泊欢喜悲忧的港口。　　热爱美食的张曼娟，第一本透过食物观照生活与感情的
美食散文集！　　全书配上精美插图有如一本读之余味无穷的美丽图文书！　　读着一篇篇果蔬肉鱼
里的张曼娟，彷佛也嗅到了，从她字里行间释出的千百种最细腻动人生活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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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听雷》

精彩短评

1、书很好，只是封面有些折痕，希望以后注意。
2、饮食是写给时间的诗，恋食物品人生。还可以学到一些清简的食谱，甚是喜欢
3、女人的胃是心的好朋友。
4、下午刚收到书，草草翻阅了一两篇，是作者通过饮食来写记忆的文章，让我比较满意，也勾起我
的许多记忆。
5、由食物引出过往岁月中的人和事
6、你会认为原来世界时这么美好，各种各样的食物在她的笔下都是优美，秀色可餐且带着感情。
7、一直喜欢曼娟老师的作品
8、这本书其实还没看完，但是却感触颇多。往往我们会记得某种食物的味道，我们是把在吃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体会到的情感记住了，才会对这种食物印象深刻。就像我们很多人记忆中童年有很多的
零食、小吃很好吃，可是到终于千辛万苦找到当年的零食时却没有了当初的感受和体会。有些食物、
食材是要和一些特定的人、某个特定的环境、发生了特定的事情时才会深深的在大脑里烙印下关于食
物的痕迹。我们的记忆是以情景记忆居多的，就像小说里面形容的：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就像一幕幕电
影在脑海里播放一样；就是这样的一种形象的记忆方式，而情感记忆特别是两种极端的情感——愉快/
受挫的情感印象特别深刻，自然的和这些情感有关的记忆也会在大脑里牢牢的扎根。而散文里，张曼
娟的每种食材都有着一个故事。特别是里面提到我家乡潮汕的一样特产“薄蚬”（P31），从来没去
注意壳上的花纹很像蝴蝶。我们这边叫做薄壳，要小小的更正一下，不是七月有八月就没了，而是要
看每一年的季节，通常都是暑假这段时间，大概有两个月左右，最好是下午四五点之后再去买，因为
刚好渔船回来，这个时候是最新鲜的。形状大的大概有2厘米长，可能还会再大一点点，这种价格大
概十几块一斤。买回来之后洗干净，大火连着金不换一起炒，要下的稍微咸一点，滋味相当的好；又
或者可以和潮汕的果条一起煮，那个滋味也是相当的赞。
9、每天晚上睡觉前读几篇，感觉很饿～
10、可爱的散文，朴素的封面，优雅的女子，珍贵的童心。是让我阅读这本书的理由。
11、一本好书，推荐大家购买。
12、书中老师对美食的描写真是入木三分，所写的对美食的感悟也十分出彩
13、一如既往的喜欢张曼娟
14、食物就是人生
15、书很薄，作为消遣看看还不错
16、这是张曼娟写关于美食的书，里面有她的心得，喜欢美食和张曼娟书的读者同，不要错过。
17、很喜欢的风格，以及，又是一本关于美食的书
18、吃货表示真心喜欢
19、张曼娟的书总能让人心静下来
20、第一本关于饮食的随笔。
21、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本书难以读下去
22、the sentence is best, the emotion is happy
23、紙張的質量很好.
用食物寫出感情真的很少見,卻依舊寫的感人.頓然讓人對食物有超大感情
真的很細膩,從食物中綻放出感情.
24、很喜欢看她的书，不过书封面有一点点旧，但不影响阅读
25、张曼娟，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从海水正蓝开始，这次买全了。
26、女性美食散文已經到瓶頸了。一出一沒再嫺熟，終究是新瓶裝舊酒
27、我也時常會用美味去回憶過去的人生。
時光荏苒，舊日的味道仍殘留在唇齒之間，美味得無法抗拒。
每一種味道都那么獨特，無法復制。
也許，這就是看別人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
28、十分喜爱
29、张曼娟的文字隐隐有着古典诗词的美，以前买过好几本，借出后都回不来了。这本是写吃食，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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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写来，像是我们就在吃着一样。
30、她不是美食大家，文字也不妖娆，是朴素的慰籍。
31、回想起自己这几年有滋有味的黄鱼，谢谢曼娟的提醒
32、还不错，还可以从中学到如何做菜
33、还没读完，书本质量还可以
34、我能看得下去完全是因为在讲吃的，文末的感想啊之类的真是太俗了
35、关于美食的记忆。
36、差强人意，不如同是台湾女教授的林文月的《饮膳札记》远甚。
37、张曼娟的书，我都喜欢看，准备都买齐
38、“第一次读张曼娟，是在大学，那本书叫《永恒的倾诉》，我莫名的喜欢，好几篇文章一读再读
，还作了摘抄，写了读书笔记。因为现在喜欢睡前读书，所以当时在买书的时候，毫不犹豫的选了这
本，因为我如此信赖她的文字，有让我安然和清宁的魔力。我从夏日篇读到了冬日篇，最应景的春日
篇还没读到。她笔下的食物，都牵连着家常的记忆，让人一不小心就能想起自己儿时的味道。整本书
，没有一幅美食，文字满载着看得见的幸福和温存，让人回味、留恋。其实并不是文字动人，而是凝
结其中的情，最动人。”我的枕边书，睡前读物。读完了好久，但想起来依然觉得温暖。
39、比较老的书了，保存得很好。就是书页有几页折了，但是不影响。
40、吃得好细致 ！
41、精致地生活精致的饮食
42、一向喜欢这类书，怎么在这本书里看到一丝淡淡的伤感？
43、

童年時期對於飲食從來不講究，看張曼娟的《黃魚聽雷》，仿佛如身在童年的快樂之中。

44、读这本书真的能引起很多共鸣，一些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原来能关联出这么精彩的文章，让人想
起遗忘已久的味觉感受，好想好想再回到小时候，那时候好想觉得什么都好吃，不像现在，似乎对什
么都不再那么有食欲，到底是为什么呢？
45、偶然读到这本书的片段，便被它吸引了。作者在描写一些美食记忆时加入了自己当时的所情所感
，让人在感到温暖同时也不免有些惆怅。时光如水，我们无法将它挽留，只好绽放出最美的姿态，让
沉淀在时光中的景象美好一些。
46、第一次买张曼娟的书，仔细挑选了一番才买的，果然没让我失望。书谈饮食，娓娓道来，平淡而
有诗意，推荐有文艺范、爱家常美食的吃货一族读一读。
47、好书 很温暖
48、在张曼娟的这本食材书里，我找到了治疗鼻血的方子。
49、食物的味道就是生命的味道
50、温暖，细腻，感动。冬瓜煮过就透明了，人生却要经历多少的烹煮，才能够明明白白？
51、把情感通过美食抒发出来，是这本书吸引人的地方。
52、读着一篇篇果蔬肉鱼里的张曼娟，彷佛也嗅到了，从她字里行间释出的千百种最细腻动人生活原
味。

53、张曼娟的书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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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过许多关于吃的文章，大多都是评论菜如何好吃，如何烹调，像攻略一样。看的时候很想吃，
但看完以后很快就会忘记。曼娟老师的这书却不尽相同，以食物作为媒介，引出一个个的故事，人总
是有回忆的，儿时的，青春时的，记忆多多少少都会和吃有关系，其实也跟人有关，记得有人说过，
“我不是饿了要吃饭，而是要寻找一起吃饭的人。”即使是很简单的食物，由于有了人和回忆，瞬即
成为了人间的美味，多少的食物承载了多少的乡愁？！而这书，也就是说着这样简单的故事，也勾起
了我对食物的记忆。我喜欢吃鸡肉，为什么呢？现在想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小时候不能经常吃
到的东西吧，因为太少吃到了，每次吃都会特别珍惜，久而久之，长大了，即使小时候的记忆逐渐模
糊消失，但是味觉依然没有改变，凡是菜中能出现鸡肉我都会觉得特别幸福！幸福，是食物带给我们
的另外一个感受！暖暖的汤，雪白的米饭，饱满的饺子，飘烟的咖啡都会让人感到幸福！下班回家，
妈妈总会滚汤让我先喝，滚汤通常是当天晚上要吃的菜汤，满满的一碗菜，热腾腾的汤，汤一定是要
最热的，一碗下肚，顿觉温暖无比，幸福自然而生。曼娟老师的文字一贯温馨细腻，温暖的文字，温
暖的食物，让看的人陷入了食物的回忆当中，感受默默的温情！这也是我喜欢曼娟老师文字的原因~
2、张曼娟在后记曾经写道：“想写一本以食物为主题的散文，已经想了好久，却总觉得自己既不是
美食家，又不懂的料理，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呢？分享，是我一啄一饮之中， 最可珍惜的感受“。当下
有很多谈饮食的书，他们都是以饮食为线，谈的却是食物背后的文化与情感，《黄鱼听雷》无疑是这
类型饮食书的代表。常说人对味道是有记忆的，而这种记忆的往往来源于我们的原生家庭。小时候的
味道记忆怎么都无法从我们呃脑海中抹掉的。
3、什么时候开始，我迷恋上了食物的呢？从张曼娟的《黄鱼听雷》？还是《朱莉和茱莉亚》？亦或
者是他们两个给我的胃施了魔法，让它变得强大而机敏。在我的胃忽然强健了很多天之后，我忽然想
起了《非常完美》的一句台词：“女人的胃是心的好朋友，胃总是在配合着心的情况在转变，失恋中
的女人，心就像漏了一个洞，胃会不顾一切的帮它去填那个洞，仿佛这样就可以帮助心，去重温失去
的满足感。”我失恋了么？算是吧。我将要失去大学时光，失去学生时代，失去身旁的朋友。而我与
他们的恋情，谈得那样缠绵而深入。我们念叨着，现在交通这么便利，肯定还能见面。可当我们说这
句话时，“肯定”那两个字说得多么不肯定。我开始踏访美食，去原来去过或者没去过的地方。找寻
记忆或者留下记忆。刚开学的时候，我自己回过一次儒东。骑着车，风很大。记忆中的场景除了牌坊
，全然不见。儒东的小篮球场，不见了。乒乓球的案子，不见了。儒东的食堂，也不见了。篮球场的
欢呼声似乎还在耳边，食堂里上演的话剧似乎还在眼前，夜晚徐徐的凉风似乎还怕打在脸上。可现在
这一切都不见了。我站在儒东门口，静静地伫立了好几分钟，记忆中的味道忽然唤醒了一样。我忽然
想起了儒东门口的煎饼果子，第一次吃了裹着油条的煎饼。忽然想起了周末的某个早上，为了烧饼里
脊才从温柔乡中出来，然后背下四个人的喜好，拎着四份烧饼里脊回来的欣喜与骄傲。我忽然想起了
军训的某个中午，挥汗如雨，急急地在门口买上一份炒饭，多放菜，少放饭，不要辣子。我忽然想起
了儒东门口的炒刀削，刀削面被各式各样的蔬菜环抱着，五颜六色的，煞是好看，像是满园的春色。
上面盖着一个圆圆的煎蛋，好像一轮明日，金灿灿地挂在天上。吃完这份炒面，一晚上都会满足而温
馨。我站在那里，任由记忆的潮水奔腾，眼睛却扫视着四周，想抓住哪怕一丝过去的影子。忽而发现
，炒面店没有关。我踱步过去，希望一切都发生的慢一些，好让我记得更清晰一些。推开门，房子没
有变，陈设没有变，但是厨娘变了。原来那个胖胖乎乎、手脚麻利的厨娘换成了一个更年轻的姑娘。
我没看菜谱，直接点了一份炒刀削。等餐的时候，我环顾四周，这个店还真是原来那个，一点都没有
变。我雀跃地等待，企图再尝到记忆中的味道。可当炒刀削上桌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的那个愿望，
真的只能称之为愿望。原来，记忆真的只能成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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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黄鱼听雷》的笔记-黄鱼听雷

        尝过人生不同时节的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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