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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恭王府现在是一个热门旅游

打卡地。恭王府所在的那条东西向的

小街现在叫做前海西街，海指的是什

刹海，这条街南边，有条胡同，叫做

羊角灯胡同，羊角灯胡同与前海西街

并不完全平行，它呈西南往东北延伸

的态势。也许是被恭王府旅游热的带

动，近来羊角灯也成了一个旅游打卡

地。其实这条胡同，长度不足二百

米，宽度大体在两米多，胡同两边的

院落，也至多不过是些寻常的小四合

院，影壁后也就一进，没什么两进或更

宽阔的院落，其中有的早成了混居的杂

院，实在是无足观。那为什么有越来越

多的人对其感兴趣？我想，首先是胡同

的名字吸引人眼球吧。

既叫这名字，那是否与一种特殊的

灯具——羊角灯——有关呢？答案是

肯定的。北京胡同的名字，千万不要一

律望文生义，比如也在什刹海附近的两

条胡同：大翔凤胡同、小翔凤胡同，我初

到那里时，就以为一定有过彩凤飞翔的

美丽传说，或至少是以前生产凤凰头饰

的作坊集中地，后来知道，其实是大墙

缝、小墙缝的谐音转化，因为那两条小

胡同，是依附在大王府高墙之间的隙地

形成的，谐音将俗义转为雅称，是北京

许许多多胡同命名的不二法门，比如大

格巷原来是打狗巷，奋章胡同原来是粪

场胡同，高义伯胡同原来是狗尾巴胡同

（北京话尾巴发音为“以巴”）……但难

能可贵的是，羊角灯胡同并非俚语俗音

雅化而来，它确确实实是跟羊角灯这种

独特的古灯具相关。

熟悉《红楼梦》的人士，肯定能想

起，书中出现过羊角灯。第十三回写王

熙凤从荣国府出发，出至厅前，上了车，

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书“荣国府”三

个大字，款款来至宁国府。明角灯就是

羊角灯，灯上可以写上大字，等于是荣

国府的告示牌，可见灯体很大，透明度

很强，体面而威严。第五十三回，写祭

完宗祠，荣国府那晚各处佛堂灶王前焚

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

香供，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

两溜高照，各处皆有路灯。大观园的园

门，据第十七回交代，是正门五间，虽比

不上荣国府府门宏伟，也应该相当阔

朗，门上所挑的大明角灯，也就是大个

儿的羊角灯，想象中或许比十三回为凤

姐开路的角灯体积还大。第五十四回

写荣国府元宵开夜宴，廊檐内外及两边

游廊罩棚，将各色羊角灯、玻璃、戳纱、

料丝，或绣或画，或堆或抠，或绢或纸，

诸灯挂满。在各色灯具中，羊角灯居首

位，可见羊角灯已成为贵族府第奢侈级

别的一种标识。

现在网上可以查阅关于羊角灯胡

同的资料，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位于

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区，在三座桥胡同

与龙头井街之间……羊角灯胡同这个

名字从乾隆时期开始叫到现在，据说当

初这里有许多制作羊角灯的作坊。也

有民间传说这里是负责和珅府安全的

警卫人员驻扎地。夜间士兵提着羊角

灯巡逻，故名羊角灯胡同。21号院曾是

刘心武先生住过的地方。23号院内北

屋姓张，其主人的先辈是著名的大鼓表

演艺术家张宝和，俗称‘大鼓张’，相声

大师侯宝林曾向他学艺。侯宝林先生

小时候也曾在此住过。”还有一些别的

条文，大同小异。

羊角灯胡同北边的恭王府，其称呼

是因为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皇帝

继位，将原庆王府赐给其六弟恭亲王奕

訢，咸丰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恭亲王奕

訢迁居此府，始称恭王府。现在不少人

士参观了恭王府以后，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荣国府——

几进院落呀，垂花门呀，抄手游廊呀，东

西夹道呀，穿堂门呀，后楼呀，都能在小

说中找到影子，而叫做萃锦园的恭王府

花园，里面更有诸多景观，令人联想到

书中的大观园。但是《红楼梦》成书于

乾隆朝中期，作者不可能超前到晚清去

从恭王府及其花园撷取素材，因此，有

一种说法，就是恭王府的前身，一度是

乾隆宠臣和珅的宅邸，和珅当时有可能

看到过《红楼梦》抄本，他是参考书中的

大观园，来营造他的花园的，晚清恭亲

王对其照单全收，才形成这么个格局。

此说可供参考。

周汝昌先生曾出版一书，考据《红

楼梦》大观园的园林原型，首印时，出版

社可能是考虑到书名最好能简捷明快，

就叫做《恭王府考》，有的人不仔细去看

书里内容，只凭这个书名，就严重质疑：

恭王府是《红楼梦》成书很久以后才有

的，就算从和珅府说起，其造成也在《红

楼梦》手抄本流布于世之后，你这考据

意义何在？其实，周先生此书自定的书

名，本是《芳园筑向帝城西》，再出此书

时坚持以此为书名，盖是取《红楼梦》中

元妃省亲，薛宝钗奉命题诗的第一句。

这一句大有考据的必要，意思是大

观园的位置，在京城的西部，再参考书

中其他的描写，更可知具体位置是在西

北。虽然书中的大观园是作者把关于

中国古典园林的识见加以融会贯通后

形成的浪漫想象，但追踪蹑迹，探讨作

者这想象的最主要的原型依据，还是很

有意义的。周先生书中考据了和珅府

建造前，那处空间的沿革，可知最早

可追溯到明朝，那处地方，原有明代

成化、弘治年间，擅权的大太监李广

私建的园林，我1961年到那处空间工

作、居住时，地名还叫做李广桥斜

街，听老居民说，直到1950年，那里

的水道以及以李广命名的拱桥还在，

大约1952年，河道才被改造成暗河，

桥才拆毁，李广桥斜街的地名一直保

留到1965年，才改名为柳荫街。那一

地域，不仅有什刹海前海、后海的大

片湖泊，还有许多的网状水系，李广

当年在那里建造别墅，就是利用了那

里的水资源，形成一处美丽的园林。

清朝取代明朝，明朝的紫禁城成了

清宫，明朝遗留下的一些豪宅园林，也

多被清朝统治者接收，逐步分配给清朝

的贵族达官建府建园享受，李广遗留下

的那处园林，后来归了谁呢？应该是被

清朝内务府收管，在康熙帝分封他的众

多阿哥时，修葺为某阿哥的府邸，但因

康熙晚期，有九子夺嫡的闹剧，最后四

阿哥胤禛即雍正胜出，而两立两废的二

阿哥太子胤礽，以及大阿哥胤禔、三阿

哥胤祉、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阿

哥胤誐、十四阿哥胤禵（后来雍正把这

些兄弟名字中的胤字全改成了允字，而

且八、九阿哥还被革出宗室，取了侮辱

性的称谓“阿其那”“塞思黑”），都被不

同程度打击，他们当中是否有的倒台前

的府邸，就在李广桥那边？和珅后来所

获得的地盘，应该就是那地方的一处废

府，而这样的废府，照例应该由内务府

处置。在成为废府的时期，官绘京城全

图，当然只能画成一片卑陋之地，而将

废府改建成新权贵的宅邸，应该由相应

的工部官员负责，其下面应该有具体实

施工程的营缮郎。

曹雪芹的父辈曹頫在雍正朝的江

宁织造任上遭到查抄，但未被斩尽杀

绝，逮京问罪后，还给他家在北京蒜市

口一个十七间半的院落居住。雍正驾

崩乾隆登基初期，乾隆实施缓解前朝紧

张形势的怀柔政策，起用了雍正朝被治

罪的内务府官员，其中就有曹頫。曹頫

很可能就参与了废府改造为新府的过

程，那过程绝非短时可竣，负责施工时

可能就会常到现场，而他的儿子曹雪芹

（若非儿子应是堂兄曹颙的遗腹子），那

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也可能就会趁机跟

过去打打下手，对那园林有了细致的观

察深刻的感受。乾隆四年发生了“弘皙

逆案”，曹頫被牵连，才终于“忽喇喇如

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以至于“落

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頫不知所

终，曹雪芹潦倒沦落，贫居西山，举家食

粥。但这倒成了曹雪芹后来撰写《红楼

梦》大悲剧的动力，他真事隐，假语存，

一个有原型的大观园，在其丰富的想象

力和高超笔力下，也就呈现出来了。

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当时北京市副市

长、著名红学家王昆仑等人陪同下到恭

王府视察，关于恭王府花园前身是《红

楼梦》大观园原型的说法，他指示说：

“不要轻率地肯定它是，但也不要轻率

地否定它就不是。要将恭王府保护好，

将来有条件时向社会开放。”

至于位于恭王府南边的羊角灯胡

同——羊角灯是一种奢侈品，而且应该

首先是供应宫廷，由皇帝来享用的。恭

王府居然连其巡府的兵丁也大摇大摆

各执一盏，可见府里摆设悬挂提用的更

不计其数，这是很惊人的。明朝的李广

在此建造别墅园林，后来李广倒台，大

臣们弹劾李广八大罪状，其中的第四条

就是“盗引玉泉，经绕私第”，玉泉山的

水本来只能皇帝引用，李广却通过月牙

儿河把那泉水引到了自家的花园里，这

就是僭越。和珅被嘉庆治罪，开列罪状

多达二十条，其中第十三条：“所盖楠木

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

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与

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

僭侈逾制，其实是各朝各代贪官的通

病，《红楼梦》里写到的荣宁二府，地位

其实在王爷之下，其吃穿使用，如玉田

胭脂米、凫靥裘、大玻璃穿衣镜、大明角

灯等等，不仅直追王府，甚至简直就是

皇宫水平。羊角灯胡同满布的羊角灯

作坊，其生产的羊角灯，主要应该是供

应宫廷，其次才是其它贵族府第，但和

珅府却独占鳌头，几乎垄断了羊角灯产

量的大半，这当然是严重的僭侈逾制。

那么，羊角灯究竟是怎么生产的

呢？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说，将山羊角煮烂成糊状，

然后置于浅碟中冷却，最后形成类似玻

璃的薄片，然后把这些薄片镶嵌在事先

制作好的灯框上。但这样形成的灯具，

不能呈浑然一体的圆筒形或枣核形，与

留存至今的实物不符。

另一种说法，则是有一种模具，类

似两个大小不一却也相差不多的圆形，

把煮烂的山羊角形成的糊状物灌进两

个圆形的缝隙中，待冷却干燥后，拆去

模具，就形成了长圆或浑圆的灯体，上

下再附加铁丝等制成的烛台提手，就形

成了羊角灯。邓云乡先生持此说法，可

供参考。

但我相信第三种说法，这是我在李

广桥斜街工作居住期间，在羊角灯胡同

里，听一位老爷爷告诉我的。我结识他

的时候，不到三十岁，他却已经八十开

外，左近的人们都称呼他冰爷，我也跟

着那么叫。

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写出来是

“兵爷”，想必他当过兵丁，后来才知道，

所谓“冰爷”，就是在冬季什刹海的冰冻

期，参与采冰的爷们，直到上世纪七十年

代，每到冬季，什刹海还都有采集天然

冰，运往冰窖保存，在夏季加以使用的

做法，但我结识冰爷时，他早干不动采

冰，听左近有的知根底的人说，其实也

可以叫他杠爷，就是在解放前，他一度

当过给人抬棺材的杠伕，这个称呼比冰

爷难听，有人那么叫唤他，他不应声。

但他跟我熟了以后，我问起羊角灯

的事情，他就说自己在光绪三十年，十

二岁的时候，到这羊角灯胡同的作坊

里，当学徒制作过羊角灯，他说那时候

这胡同里原来的羊角灯作坊已经倒闭

过半，但也还有继续坚持那营生的，来

订货的主顾，达官贵人多过了皇家贵

族。他跟我细说羊角灯的制作过程：

把大山羊角截去尖端，放在大锅

里，放满水，用大量的白萝卜丝一起焖

煮，掌握住火候，一定要在山羊角没有

煮烂却又软化的情况下停火，然后把煮

得膨胀的羊角捞出来晾起，也要掌握住

火候，在捞出的山羊角仍温热的时候，

用一组木头制成的楦子，塞进羊角里

面，将其撑大，开头使用的楦子类似纺

锤形，然后逐步换成中部鼓起更多的楦

子，这期间，有的羊角就会破裂，那就只

能放弃，没破的，再小心翼翼地换更鼓

的楦子撑开，最后，才形成或圆筒状或

大体浑圆的灯膜，灯膜形成后还要再细

心打磨，使其各方位厚薄大体一致，最

后再附加上下的提框烛座，成为一盏可

供使用的羊角明灯。

听他这么说，羊角灯制作过程中的

损耗率是相当高的，他说煮一大锅羊

角，最后成型的，也就三两个，大型的成

品，往往一季也就几盏，而且羊角灯使

用期也短，冬寒夏暑，容易开裂，不经磕

碰，即使外壳完整，也往往会变得失去

透明度，不再美观。我很感谢他给我提

供的这些宝贵信息，就跟他说，我管您

叫灯爷吧，他摆手，说还是叫冰爷好，原

来他是从国营采冰队退休的，他以那个

正经职业为荣。冰爷已经谢世四十余

年，羊角灯胡同作坊的制灯工艺，随他

那代工匠湮灭无传了。

如今存世的羊角灯，非常罕见。整

个故宫博物院，也仅存1889年光绪大婚

时坤宁宫洞房使用过的两盏硕大的喜

字羊角灯。从网上得知，浙江在诸暨大

唐箭路村，至今还有一位羊角灯制作传

人——张方权。他家祖上四代做灯。

他的制作方法，与我从冰爷那里听来的

类似，不同处是他将两瓣熬煮过的羊角

撑大后，再合拢加以焊接，焊接后使用

工具仔细打磨，使人看不出接缝。如果

北京羊角灯胡同要进一步开拓旅游事

业，或许可以请张方权先生到胡同中开

一爿羊角灯店，展示其特殊工艺，并将

制成的灯具作为旅游纪念品发售。若

再将大鼓书艺人张宝和以及侯宝林故

居布置成曲艺博物馆，再将胡同里现有

的小餐馆改造为可听大鼓书与相声的

茶寮酒肆，或许人气可更旺。

至于网上说羊角灯胡同“21号院曾

是刘心武先生住过的地方”，不知何所

据。我自己从未说过、写过曾在羊角灯

胡同居住。网上有的相关信息还配发

羊角灯胡同21号的华丽门面，看了吓我

一跳。现在郑重声明：我不曾在羊角灯

胡同居住，不要再以讹传讹。我现在是

一个退休金领取者，在哪里居住过也实

在不值一提。

但我与羊角灯胡同确实有不浅的

缘分。我在青春期，追求过居住在那胡

同里的一位女郎。那期间我傍晚常从

龙头井那边往胡同西口里去，但往往就

有一位大体同龄的小伙子，偏在那时候

在胡同口舞剑，他身手矫健，剑法专业，

似乎也并不是故意要阻拦、威胁我，但

我望见那阵势，总觉得还是退避三舍的

好，于是转身从前海西街，绕到羊角灯

胡同的那一头，叫做三座桥的地方，试

图从东口进入，但也就有好多次，我到

了东口，他却又出现在东口那里，依然

默默舞剑，令我大囧。我们从未过话，

但都心照不宣：互为情敌。我知道他那

时所属的单位远比我任教的学校高级，

而且他的母亲也通过强有力的中介人

士，向那女郎的父母表达了迎娶其女的

愿望。后来他不再出现在胡同口舞剑，

因为那女郎最后选择了我这舞笔的，成

为我的妻子。我们生下了儿子，儿子幼

时就放在妻子父母那里抚养。我虽然

常常会去岳父岳母居住的院里，却从未

在那里过夜。我和妻子另住在柳荫街，

因此那个院落不可说成我一度的居

所。更何况那时候那是个居住了五六

家的小杂院，即使从我岳父岳母的角度

来说，也不能算成是一家的宅院。

不行了，流年碎影荡漾心头，都是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忆，不能再往下写

了。爱妻去世马上就满十三年了。羊

角灯胡同虽非我曾居之地，却是我生命

中难以忘怀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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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跛（bǒ）斯毛儿，没几人

懂。说痒拉（l?）子、洋辣子、阳拉罐、洋

喇罐，在农村生活过的，懂的较多。说

坦克虫，新世纪中养宠物的人，知道的

多些。

2021年冬季的一天，我在网上闲

逛，发现有十几家在出售一种圆圆的小

东西，用来喂养叙利亚仓鼠、坎氏毛

足鼠、北非肥尾沙鼠、花枝鼠、蜜袋

鼯、鼯鼠、金花鼠、赤腹松鼠、小仓

鼠、黄金仓鼠、睡鼠等宠物，为其提

供高质量的蛋白质和脂肪，使之快速

育肥。其商品名很多，常用的是坦克

虫！这显然不是它原来的名字，因为

坦克的历史太短了，百姓之前不可能

用这样的名字称呼它。

它究竟是什么虫子呢？无论怎样

解说，不了解其生活史的人可能依然没

有感觉。它是鳞翅目一类很闹心的蛾

的茧。作茧，是蛾类的本事。比如，

银杏大蚕蛾有粗网格状的茧，网络状

似国家体育场鸟巢，网内有一只虫

子；家蚕的桑茧通常为白色纺锤形，

茧皮由蚕丝组成，一只茧的丝长可达

1500-3000米，茧内的蛹为褐色的大

虫子 （可食）。而这种个头较小，茧呈

坚硬的椭球体，长轴10-14毫米，两个

短轴等长7-11毫米，略微倾斜半包裹

在直线型小树枝或小树丫上。茧内虫

子松软，外表没有硬壳，呈淡黄色，仅

两头有几簇暗色短毛。说这类蛾很闹

心，是因为它们属于刺蛾类，夏秋季

节的幼虫非常厉害。虫体长有鲜艳的

有毒刺毛，碰到手臂、胳膊的皮肤

上，奇痒无比，立即会肿起来，很久

以后才会消退。数小时之后，局部都

会麻酥酥的！在北京，果园的秋果将

成熟、快下霜的时候，这类毒蛾尤其

多，一片树叶上就会有十几只，采摘

时得特别小心。这些毒虫，在东北都

叫作跛斯毛儿。上山时穿长袖衣服主

要就是为了防它的毒刺拉 （l?） 人，

也能在不小心撞上野蜂巢时避免被蜂

螫伤。

用昆虫学的语言讲，它们是刺蛾科

若干属的刺蛾，常见的有六、七种，以稍

扁平的种类毒性为强。上面提及的这

种幼虫短棒状，还不算最厉害的，它叫

黄 刺 蛾 ，学 名 为 Monemaflavescens，

1855年由英国昆虫学家沃尔克（Fran 

cisWalker，1809-1874） 分类命名。

此蛾一年繁殖一代，以老熟幼虫结茧

在树枝上越冬。黄刺蛾分布很广，中

国、朝鲜、日本、俄罗斯都有。在我

国，除宁夏、新疆、贵州、西藏外，

各省区市都有分布。越冬茧外壳碳酸

质，暗白色，沿长轴有灰白色粗条纹

2-4条。通常作茧于鼠李属、桦木

属、枣属、榆属植物的小枝上。

京东网、淘宝网上那么多商家出售

坦克虫，即黄刺蛾的茧，主要是做食物，

看上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确，茧中

的小虫油脂特别多，弄破外表，像咸

鸭蛋之蛋黄中的油脂一样立即流出

来。此虫稍加热，或用火烤，周围散

发着特殊的芳香。大约四十年前，我

读小学时，在东北长白山的农村，学

生经常把从山上采集的阳拉罐 （黄刺

蛾的茧） 带到学校。一为吃，二为

玩。那是食物、蛋白质极为匮乏的年

代，吃虫子很好理解，况且此虫真的

非常香甜！香是因为虫体一小半为油

脂一小半为蛋白质。甜是因为啥不太

清楚。烤熟的虫子咬下去，第一感觉

确实是甜，一种特别的甜味。接着才

是香，单纯闻味是闻不出甜的。东北

的冬季非常冷，-30℃也常见。

我读的那所小学教室窗子为单层

玻璃，个别窗口还缺玻璃，临时用窗户

纸糊着，室内维持温度还靠地中间的一

个火炉。火炉呈坛状，中间粗，上头收

口，有折来折去的长长铁皮导烟管通向

户外。下午放学后，炉子中的块煤或者

黄泥和的煤坯会一点一点熄灭，每天早

晨值日的学生天不亮就得到学校把炉

子重新生起来。生炉子是技术活儿，每

个小学生（8-13岁）都得练会，而且要

从自家带引火柴到学校，这在现在完全

不可想像。课间最有趣的活动就是在

炉子上弄东西吃，通常是炒玉米和大

豆、烤红薯片和土豆片，偶尔会上几只

高档的阳拉罐！老师不主张在教室内

弄东西吃，但通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每当烤了阳拉罐，没吃到的都馋得要

死，老师走进教室，吸吸鼻子，哼了一

句：“又整阳拉罐啦！”

重点说一下玩。对于孩子，其实

玩胜过了吃，即便在那饥饿的年代也

如此。

阳拉罐或者黄刺蛾有啥可玩的？

没有尝试过的人，永远都无法体验到其

中的乐趣，就像许多人不理解单板滑雪

一样。

作为农村儿童的一项重要游戏，顶

阳拉罐（黄刺蛾的茧），不亚于奥运会的

比赛项目。什么冰壶啊、钢架雪车啊，

其实都没有顶阳拉罐带劲。带劲，是东

北方言，有趣、激动人心的意思。游戏

的操作很简单：选手各执一枚阳拉罐，

单手或双手握紧，端对端对顶（对撞），

被顶碎者负。由于用力很大，被顶碎的

阳拉罐，里面的虫子有时被碎裂的茧片

扎破，黄亮的油脂会流出来。胜者立即

用手把它抹在自己的阳拉罐上，相当于

赛具养护，跟雪板打蜡一个道理。有时

一名选手的阳拉罐一连能顶碎十几名

对手的阳拉罐，可谓常胜将军。久之，

加上抹油处理，得胜的阳拉罐会变黑。

小伙伴谁手中的阳拉罐不断取胜，就像

一直在自家存着奖牌一样自豪。挤碎

的阳拉罐，不会浪费。虫子破损的，如

上面讲的用其油养护其他的阳拉罐；虫

子完好的，拿出来加热、烤熟了当小吃

享用。

有竞赛，就会有人想窍门。顶阳拉

罐这般自然的游戏，也经常出现造假的

情况。其中一种手法是，挑选个头大的

阳拉罐，在凹槽下部钻一个小孔，把茧

里面的黄刺蛾虫子取出，放入一枚钢

珠，通常由自行车的轴承上取得。然后

灌满蜡油，一定要挤满，然后在封口处

抹锅底灰，伪装成未做过手脚的自然阳

拉罐。封口一定要制作得自然，不被对

方看出。可以想像一下，塞了钢珠的阳

拉罐更容易取胜。但也不尽然，也有被

顶破的，主要原因是茧内的钢珠与蜡油

没有充分贴紧。不过，时间长了，为防

止作弊，比赛前双方要互相检查对方的

赛具。被发现作弊，通常要挨揍，尤其

是把人家常胜将军给搞破了的时候。

顶阳拉罐是挺正式的活动，之前要精心

准备，上山采集、赛前养护等都要花些

时间，用时可能超过了写家庭作业。那

时候，作业确实少，很快就能做完。

阳拉罐在中医药中也有利用，名曰

雀瓮。阳拉罐外表像鸟卵、鸟巢，只是

小些。春季阳拉罐中的虫子会在碳酸

质的茧上部四分之三处开一个非常圆

的小孔，爬出来变成蛾子，树枝上就会

留下一个空的阳拉罐，呈鸟窝状或葡萄

酒杯的上部形状。在枝头，这种废弃的

雀瓮会失去光泽、变苍白，能够保留数

年。雀瓮之外壳和虫子都可入药，带虫

子的也叫天浆子，据说有熄风止惊、解

毒消肿之功效，常用于小儿惊风、脐风、

癫痫、乳蛾肿痛、喉痹等。

黄刺蛾总体上算一种农业害虫，分

布又很广，因此目前看对其取用没什么

不利影响，从开发的角度看，甚至可以

人工养殖。一盘100克炒黄刺蛾幼虫，

应当卖多少钱？成本在150元左右。

有没有人买，肯定有，或许比几百元一

份的和牛肉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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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本文作者在

恭王府天香庭院匾前

上图：光绪大婚使

用的一对大羊角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