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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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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 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于右任喜好

美食传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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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陕西人，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投

入反清斗争，担任过靖国军总司令，是民国时期风云人物、国

民党元老，历任监察院长等高职。

于右任的书法成就斐然，世人公认。 然这位美髯公还是

美食家。 他是西北人，却被浸透六朝文化意蕴的京苏大菜的

风味所征服。 京苏大菜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制作精致。 在烹调

上擅长炖、焖、叉烤，讲究原汁原味，风味清鲜和醇，咸淡相

宜，有“七滋七味”之说。酸、甜、苦、辣、咸、香、臭

(

如臭面筋、臭

干，臭而香鲜

)

；鲜、松、酥、嫩、脆、浓、肥。

因他讲究美食，十几年

(

除去八年抗战南京沦陷时期

)

里，

吃遍了南京的京苏风味菜馆。 如开设在夫子庙秦淮河畔的

“老万全”的京苏大菜，头菜是“素鱼翅”，用上等龙口

(

地名

)

粉

丝、虾茸、鸡脯、蛋清等原料精制的。其他如“炖菜核”“芦姜

(

嫩

生姜

)

鸡脯”“炖生敲”

(

鳝鱼油炸后清炖

|)

“熏白鱼”等名菜也久

负盛名，令于右任赞不绝口。 此外，“绿柳居”“马祥兴”“邵复

兴菜馆”

(

今江苏酒家

)

等菜馆的看家名菜如 “贵妃鸡”“一棵

松”“金腿里梅炖腰酥”“贡蛋炖海参”等，于右任都多次品尝

过，还曾应店老板之请为其京苏风味菜肴题联、赋诗。 后来他

干脆花钱聘请一位南京城南邵姓厨师，为其烹制京苏风味菜

肴。

那时登门或辗转相托求他墨宝的人很多，不少日本人及

海外华侨也欣赏于右任的书法。 起初于右任拒收酬金，怎奈

薪金收入有限。 况且他除了养活老小十余口子，还得接济到

南京向他求助的陕西老乡亲和袍泽家属，压力不小。 于是，于

右任指示秘书可酌情收取求书法作品者的“润例”。 对清贫之

士则仍一文不取。 这一来，于的业余收入颇为可观，上海商界

大亨刘鸿生

(

火柴大王

)

托请于右任为乃父撰写墓志铭文一

篇，就付“润例”

2000

银元，足够美髯公开销半年的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南京城南夫子庙的“大集成菜馆”

虽店门面不大却也有些名气。 该馆子经营正宗的维扬风味菜

肴，狮子头、大煮干丝等名菜。 于右任虽说最欣赏京苏风味菜

肴，对扬州菜也有良好印象。 一日，他听到来他家做客的中央

大学教授，名书法家胡小石说到大集成菜馆胡姓老板摊上了

麻烦，原因是这家菜馆里的名叫胡小红的女服务员乃是胡老

板的远房侄女。 她原在家乡扬州读过中学，受过新式教育，又

爱好文艺，而且生得俊秀，又挺聪明，因家遭变故，生活艰难，

只得来南京投奔亲戚胡老板。 不想才工作几个月就被中央宪

兵司令部的李姓处长盯上了，常来馆子里纠缠，并讲明要娶

胡小红为小老婆。 小红坚拒不同意，胡老板也没同意，李处长

遂示意一些平日充当他的线人的地痞流氓常去大集成菜馆

捣乱滋事，吓跑了很多客人。

于右任闻讯很生气

:

堂堂民国首都竟有这等事！ 考虑再

三，他生出一计

:

某日，他拉上胡小石、杨仲子等几位平日谈得

来又都喜爱书法，且有造诣的学者、教授去大集成菜馆小聚，

要了包间，点了些菜和一瓶六朝春白酒，酒过三巡，于右任请

来胡老板，言明自己的身份，让他讲讲胡小红被李姓宪兵处

长逼迫为亲之事。 胡老板考虑再三，如实相告。 于是于右任又

叫来胡小红，见她年方十六七岁，果然俏丽出众，楚楚动人，

但在诉说中不时落泪。 于右任好生不忍，好言安慰几句，表示

认胡小红为义女。 小红喜出望外，她知道这位很和善的大胡

子伯伯可是党国元老，她是有救了，忙下跪欲磕头，却被于右

任拉起来，还递给她十元礼金。 而且叫胡老板取来笔墨。 他挥

笔题写了店名，让老板制成店匾挂上。 这一招居然很起作用，

那个平日凶巴巴的李姓处长从此不敢再打胡小红的主意了。

事后，胡老板特精心准备了一桌精美菜肴，装入十只食盒，雇

人送往城西宁夏路

10

号于公馆作为酬谢。 于右任哈哈一笑，

收下了，但坚持付了钱，并又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赠给胡老

板。 此事在古都南京成为一段佳话。 可以说于右任是民国高

官中一位政声民声均较好的人物。 他有所为有所不为，堪称

是不同寻常的美食家。 （王 磊）

史沫特莱纪念邮票轶事

———忆黄华与“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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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之友 ”纪念邮票发行

于

1985

年

6

月

25

日，是纪念美国记

者、作家和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

朗

(

简称“三

S

”

)

的邮票，本文作者参与

了这套邮票的策划工作，他的文章记

述了这套邮票与前外交部长、国务院

副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时任中国三

S

研究会会长黄华同志

的关系。

在我的收藏品中，有一件被我视

为珍品的首日封， 发行于

1985

年

6

月

25

日，上面有三帧纪念美国记者、

作家和友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

(

简称 “三

S

”

)

的邮票 ，还有前外交部

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时任中国三

S

研究会会长

黄华同志的签字，以及该邮票设计者

李印清的签字。

说起这套邮票的发行，特别是史

沫特莱肖像的确定，是与黄华同志的

具体指导分不开的。

那是在这套邮票面世一年前的

9

月

20

日， 中国三

S

研究会由全国近

百位新闻、外交、历史工作者、各界人

士以及外国友人联合发起，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成立，并推举邓颖超同

志为名誉会长、黄华同志为会长。 我

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了该研究会的

筹备和初期的工作。 研究会成立后的

第五天，我们就根据筹备会拟定的工

作计划， 起草了一个 “关于发行三

S

纪念邮票的建议”。 这个建议很快就

获得了黄华会长的同意和批示，即以

报告的形式呈送给邮电部有关部门，

被全国邮票总公司采纳，列入了

1985

年的纪念邮票发行计划。

记得是

1985

年初春二三月的一

天，我和著名邮票设计家李印清来到

黄老在人民大会堂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向黄老汇报纪念邮票的设

计方案，请黄老审查和提出意见。 当

时李印清同志根据研究会提供的图

片资料，分别为斯诺和斯特朗绘制了

两张头像草图，为史沫特莱绘制了三

张头像草图。 我和李印清怀着忐忑不

安的心情，不知黄老对这些设计草图

会有什么意见， 会不会全部否定，重

新设计呢？ 然而，黄老的反应很快就

打消了我们的疑虑。 他当即就拍板选

定了斯诺和斯特朗的头像草案 。 然

而，在对史沫特莱的三张头像草案进

行审视和选定时，黄老却花费了一些

时间，做了一些斟酌。 当时，我和李印

清都比较倾向一张较为流行的史沫

特莱正面头像，希望这张草图能被选

定。 然而，黄老最后没有选定我们倾

向的那张，而是选定了一张侧面昂首

的头像，他在经过一番思索后 ，带着

稍稍激动地口气说

:

“用这一张， 这张

头像反映了史沫特莱的性格，有横眉

冷对的气概！ ”

在这次向黄老当面汇报几天后，

黄老又于

3

月

6

日给我写来书面意

见，还是确定选用史沫特莱昂首侧面

的那一张，指出那一张“目光神态更

好，有横眉冷对之慨，更突出了她的

性格”， 同时还提出在制版及印刷效

果上，要“色彩浓淡适度，线条能显出

来，背景要干净、洁白”。

在接到黄老的亲笔信后，我有幸

与黄老一同赴美国堪萨斯城参加了

于当年

5

月召开的第二届斯诺研讨

会。 回国后，又立即投入于

7

月间在

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的“纪念斯诺诞

辰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 的准备工

作。 就在讨论会召开之际的

6

月

25

日，邮电部发行了这套名为 “中国人

民之友”的纪念邮票，被刊登在

1985

年第

6

期《集邮》杂志的封面上，同时

还配发了黄老的文章《为了永久的纪

念》。 我们带着这套邮票的首日封和

纪念邮折，来到黄老办公室向他报喜，

请他签名留念。 他高兴地看着这套邮

票，并欣然签名。 在一个月后的内蒙

古呼和浩特，许多参加研讨会的代表

都纷纷拿着这套邮票的首日封和邮

折， 请黄老和参加会议的斯诺夫人洛

伊斯·斯诺、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爱泼

斯坦、韩丁、魏璐诗等签名。每逢有求，

黄老都欣然允诺，并高兴地与大家合

影留念。

这套邮票的发行确实给与会的中

外代表带来了惊喜。 斯诺夫人洛伊斯

在大会致词的第一句就提到这套邮

票，她说

:

“我来中国前，在美国收到了

‘中国人民之友’的首日封……邮票上

分别印有三位美国人的头像

:

艾格尼

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

埃德加·斯诺。 这三位是既注重信仰、

又最注重实践的美国人，是为世界各

地的人民都能过上美满的和有意义的

生活而努力的世界公民。我非常幸运，

因为这三位我都认识，而且还和其中

的第三位结婚，并共同生活了很长的

一段时间。 对于我们这些熟识他们的

人来说，从邮票上看到他们的面容更

是不同寻常，这确实是对他们的高度

评价。 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的话，将

有什么感想？ 这几位外国人跨越了愚

昧和贪婪的疆界，成了另一个民族全

体人民的朋友。 ”

“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被评选

为

1985

年度最佳邮票。这套邮票的发

行，对于纪念、研究、学习以斯诺、史沫

特莱、斯特朗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发扬

他们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套邮票的诞生，凝聚着黄老作

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在多年的政治、

外交生涯中，与众多的国际友人结下

的深情厚谊，也凝聚着黄老晚年为推

动国际友人的研究和纪念工作所付出

的心血。 （据人民政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