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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长假，带小咖去
青岛旅行，返程的飞机上，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舷窗外
逐渐变小的青岛，一直到
云层完全遮蔽了地面，才
转过头，老气横秋地长叹
一声，凑到我的耳边问：
“妈咪，你猜猜我现在最喜
欢的地方是哪儿？”我忍不
住笑出声来，又是这个老
套路！朝他翻了个白眼：
“青岛呗！”他并不在乎我
的嘲讽，语带激动
地说：“对！我现在
最喜欢的地方就是
青岛！天津只能排
第二了，我决定让
青岛做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这是

他第几次擅自篡改
家乡了，每出去旅
行一次，他通常会
见异思迁，喜欢上
某地，然后就一厢
情愿地将此地作为
家乡了。历数那些
曾被他视为家乡的
城市，厦门、三亚、
福州、南京、天津
……倘若你问他最
无趣最不喜欢的是
哪个城市？他必定
会毫不迟疑地答：
“杭州！”嗯，那是他
户口本上的出生
地，真正意义上的家乡。
“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但在小咖的眼中，还
能有比杭州更乏味的所在
吗？他老是抱怨，杭州的春
天雨下个没完，杭州的夏
天太闷热，杭州的秋天太
短暂，杭州的冬天阴冷无
比却怎么都不下雪……西
湖，天天看，也不过如此。
这大概就是如今的孩

子，小小年纪就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眼界自然不会
仅仅局囿于家乡，心心念
念着的，都是外面的世界。
我笑着答应他：“放心

好了，我们肯定会再来的，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青岛，
我觉得是我去过的国内城
市中最漂亮的一个，蓝天
碧海青山红屋顶，这儿的
生活悠闲快乐，海鲜新鲜
好味……”
是啊，家乡的情结，别

说在现在的孩子们身上，
即便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
身上，似乎也越来越淡薄。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可以自由地选择在更繁
华、更美丽、更舒适的地方
求学、工作、生活，直把异
乡作家乡。

长假的一个清晨，同
学发了个朋友圈，照片上

是老母亲，瘦弱憔悴地站
在老家小院里的一棵橘树
下，正微仰着头，看着那满
树的橘子。黄灿灿的橘子
缀满枝头，更映衬得同学
母亲脸色灰败。我大惊，你
怎么放心让你妈妈回老
家。同学的妈妈去年刚做
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情
况并不理想，很快就复发
了，现在几乎是靠药物维
持着。而同学的老家，位于

离市区一个半小时
车程的偏僻小山
村，大多数村民早
就搬到山下定居，
只有部分老人不肯
下山，固执地留守。
十八弯的盘山公
路，万一病情恶化，
很难及时送医。
同学苦笑：“没

办法，她吵着要回
老家，这几天状况
稍微好一点点，更
是闹得不行，我们
只好趁长假，索性
全家都陪着她一起
回了老家。好在我
姐是护士，打针什
么都自己可以操
作，为了防止意外，
连制氧机、氧气袋、
轮椅都搬过来了。”

又叹气：“唉，
爸妈说起来在城里已经住
了二十多年了，嘴上不说，
可心底从没把城里那个家
当做真正的家，只有这个
叫茶山的小山村，才是他
们真正的家！说来也怪，我
妈的病灶，在胃和十二指
肠之间，胃口一直不好，可
这几天回来后，每餐吃得
足足比平日多了一小半。
我妈说这儿的空气特别清
爽的，这儿的水是甜丝丝
的，这儿的青菜是甜糯的，
这儿的鱼特别鲜美……”
想起我的家乡，是浙

东南一个依山傍海的小
城，小时候随爸妈工作的
调动四处为家，又少小离
家在外求学，最后留在杭
州，自以为并无多少家乡
的情结，可有时看到公号
上有关小城的
推送，也许不
过是道再寻常
不过的小吃，
也许是条窄小
破败的老街，
却触动了内心
最深处的某个
按钮，温暖的
回忆弥漫开
来，思念突如
潮水，呵，这是
我的家乡呀！
即便是小

咖，好多次，和
他站在异乡街
头的人行横道
线前，一辆辆

汽车飞驰而过，根本不顾
及站在路口的行人。每当
这时，他总会生气地嘟囔：
“还是我们杭州最好，车子
在人行横道线前，都会主
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过
的。”这一刻，他觉得杭州
这个家乡还挺不赖的。
周末秋高气爽，我特

意骑了电动车送小咖去上
美术课，沿着北山路，一面
是西湖水，一面是保俶山，
路边法桐的叶子正由绿转
黄，桂花已是强弩之末，但
隐约还有暗香浮动。我跟
小咖说，你看到法桐的叶
子了吗？估计下个周末你
来画画的时候，就要变黄
了；你闻到桂花香气了吗？
美好的总是短暂的，下个
周末桂花肯定彻底谢幕
了；你有没有觉得秋日的
湖水特别纯净，不过还是
赶不上雪后天晴时的西
湖，简直就像一块硕大无
比的祖母绿……
我知道，多年以后，这

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会
成为家乡的特殊密码，烙
在他的心底，融进他的血
液，即便走得再远，飞得再
高，都不会忘记，无法抹去。

网购南瓜有感
肖俊锋

    现在网购很普
遍，我也学着时髦，
在手机上点着买了
南瓜，不几天收到
了来自陕西省一个
村子农户发来的一箱南瓜。拆开纸箱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纸，起先以为它是
一张商品说明书，打开一看才知是一封
感谢信，阅读后不免感慨颇多。
写信的这位年轻人小余自我介绍是

帮助全村人在网上售卖南瓜。因受新冠
病毒影响，今年农产品的销售发
生了很大困难。信中写道：她每天
早上 5点钟起来，把大家的南瓜
用三轮车拉到 15公里外的小镇
上给客户发货。读到这一句，我仿
佛看到自己当年下乡在农村时，天刚蒙
蒙亮，各家农民纷纷将自家的农产品背
出家门来到队部，恳求着赶大车的车老
板、争先恐后地往队里派往镇上的车上
装货，唯恐挤不上去。信中说的 15公里，
按现在山区农村的路面状况，机动三轮
车也许要开一个半小时，这是多么不容

易的一段路程啊！
信中还写道：

难以保证每个南瓜
都个头均匀，没有
一点瑕疵……那情

景，如同集市上守着摊位的老农，用无奈
的眼光看着顾客在自己的菜筐里翻来覆
去地拣选着农产品，以求尽早把它变成现
金、欢欢喜喜收摊回家。农民是靠天吃饭
的，当过农民的我，深知农民兄弟的不易。
信中最后写：如对南瓜有不满意之
处，希望大家多多包容，可能你
的一个小小差评，就会让全村人
的销路更窄。一辈子脸朝黄土背
朝天的农民是多么希望自己种
出来的农产品能有个好销路，得

到广大城里人的欢迎啊。可是遇到不尽
如人意的东西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宽容
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城
里的人应该有这种大气，尊重农民兄弟
辛勤劳动的成果，帮助农民朋友畅销他
们的丰收果实，给贫困农户在早日脱贫
奔小康的大道上尽一点微薄之力。

外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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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
嗽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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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童年，咳嗽声可谓司空见惯，
因为我和外公睡在一张床上，每天都是
在他如雷的咳嗽声中迎接新的黎明，躲
是躲不开的，也从没有躲开的想法。
外公是一名志愿军战士，只知道他

在朝鲜战场上冻伤了，具体是哪次战役，
没有听他说起。或许是他不愿说，或许是
他说过而我幼小的心灵没有在意，总之
那段历史穿越了时空，又在今年的咳嗽
声中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
今年女儿大学刚毕业，国庆期间，我

们一家五口人沿着杨浦滨江步行了十公
里，孩子最后有点坚持不住了，我颇有点
感慨。不要说三十八军 14个小时急行军
145华里，而且身负装备，到达指定地点
立即投入战斗，就是我们轻装简行，脚蹬耐克阿迪达
斯，走在风景如画的滨江大道上，不过 10公里，最后不
是叫着膝盖疼，就是叫着口太渴。可见，当时外公他们
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挑战着人类极限啊。
外公从朝鲜战场上撤下来，据说在扬州医院昏迷

了七天七夜，好不容易醒过来，落下个怕冷的病根。隆
隆的枪炮声远离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从此不绝于耳。
我的印象中，即便是大夏天外公也穿着很厚的衣服，数
九寒冬棉衣棉裤大衣自不必说，还要成天坐在那种木
制的火桶里，手里捧着《三国演义》。晚上睡觉，除了盖
得很厚，一般要灌上暖水袋。早起是从来没有过的，经
常坐在床上洗漱吃东西，还一边往床前的地上吐着痰。
那时候住的是草屋，地是泥巴地，地上的痰和鸡屎不好
扫了，便撒上一些灶膛里的灰，和在一起，来回扫几下。
这样的卫生状况，病毒细菌总是高兴的。
外公给我讲故事，讲到激动处，咳嗽声就成了伴

奏。外公本没有文化，是在队伍上识的字，这从一个侧
面见证了当年我军政治工作的伟大而富有成效。我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爱好，除了父亲的熏陶外，最初就是受
外公的影响。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曹操刺杀董卓的故事。
外公坐在床上，有时眉飞色舞，有时唏嘘叹惋，不断地
重复着这个故事。董卓在镜子中看到曹操手握宝刀上
前，大声呵斥，曹操急中生智，佯称献宝，趁董卓还没回
过神来赶紧逃走。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那张床的内
侧也有一面那样的镜子。历史就这样在镜子中重逢了。
重逢的还有今天的咳嗽声，那是历史对人们的提

醒。不要忘记历史，因为有了回忆，咳嗽声也很温馨。女
儿第二天笑着说：“昨天走多了，今天还是在家好好看书
吧。”我回道：“好，下次抽空，我们沿着滨江再跑一次。”
外公已经听不到我们的对话了，多年前在我上军

校期间他已经过世，我甚至没有听到他最后的咳嗽声。
但他没有走完的路，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

小记徐慧棠
祝淳翔

    《沈寂口述历史》里忆
及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
青年作家中有“五虎将”之
说，包括三位“粗线条”作
家：石琪、郭朋和沈寂本
人，此外还有沈毓刚和徐
慧棠两位，专门迻译外国
杂志文章。而沈寂在另一
本书《沈寂人物琐忆》同样
回忆柯灵的一节文字里，
则提到了与徐慧棠的初次
见面：先
与柯灵在
巴黎大戏
院后台碰
头，然后
一同到戏院对面的一家俄
罗斯菜馆，其时店内已有
两位青年等着，经介绍，一
位是石琪，另一位便是专
事翻译的徐慧棠，他们都
是震旦大学医学院学生，
也都为《万象》写稿。在沈
寂的记忆中，“五虎将”彼
此私交甚好，“每个星期在
震旦大学碰头一次，晚上
到洁而精饭店吃晚饭”，还
经常合作写小说，每次都
能顺利发表。

说起徐慧棠的个性，
可从一则文坛旧事略窥一
二。1942年 10月出版的

《万象》第二年第六期，主
编陈蝶衣在《编辑室》（类
似编后余谭之类）中介绍
孙了红所著《三十三号屋》
本期业已结束，下期起决
定继续刊载《侠盗鲁平奇
案之五：一〇二》，并略记
此案梗概，内容紧张刺激，
情节波谲云幻。然后话锋
一转，竟向读者发出求助：
“孙了红先生因患咯血症，

已由鄙人
送之入广
慈医院疗
治，除第
一个月医

药费，由鄙人负担外，以后
苦无所出，甚望爱好了红
先生作品的读者们能酌量
捐助，则以后了红先生或
犹能继续写作。”此后多期
《万象》“编辑室”，除了报
告病情，还陆续刊出捐助
钱物的读者名单，但见男
女老少，各尽绵力。转至次
年 8月，孙了红病情略有
好转，便在由柯灵任主编
的《万象》第三年第二期，
刊出《病后随笔·生活在同
情中》一文，声情并茂地写
道：“以前我做梦也未曾想
到，像我这样一个卑微不
足齿数的人物，会有那么
多的朋友，对我如是关
怀。”并点名感谢陈蝶衣、
徐慧棠及平襟亚的侄子威
廉，其中“进医院的一切应
有的手续，都由慧棠负责
代办。……在我进院之前，
他为催促我，每天奔波一
次。在我进院之后，他为探
望我，又每天奔波一次。计
算在我病中，他为我而奔
波的路，已足够作一次由
上海到北平的长途步行而
有余。”又说徐慧棠“虽顶
着‘大学生’的吓人的头
衔，事实上，他还是天真跳
踉玉雪可爱的孩子。我每
次在看到他的顽皮活泼的

样子，每每使我幻想：他在
家里，也许还会伸出他的
穉嫩的小手，向他的太夫
人要几张毛票而去买香蕉
糖。可是，他为了我，不但赔
掉无数的脚步，并也赔掉无
数的钱。他对我的态度，使
我无法形容他的真挚！”

徐慧棠的笔名众多，
据一位笔名萧持隆的作者
所记，有“余爱渌、康悌露、
单庆舫、端木洪、罗薏等”。
注意到“康悌露”谐音康悌
路（Rue Conty，得名于法
国驻华公使康悌），即今建
国东路；而“单庆舫”谐音
善庆坊，即建国东路 580

弄，它多半便是徐慧棠当
年的家庭住址吧。既作了
大胆假设，不妨也来小心
求证。经查核，见 1949年
4 月 15 日《前线日报晚
刊》刊有一则广告《医学博
士徐慧棠医师更订门诊时
间》，写着“住宅：建国东路
五八〇弄六号”，果然吻合。

徐慧棠除在《万象》
《春秋》等刊物发表作品，
同时还与人合作担纲《宇
宙》《中国文摘》《袖珍》等
的编务，以及《光化日报》
第一版记者。另外曾客串
编辑《大侦探》1949年第
33期，此时徐慧棠化名余
爱渌、端木洪，发表了两篇
侦探作品，其中《图照侦探
测验：神枪手之死》设计新
颖，很像今天司空见惯的
“三分钟探案”。值得注意
的是，该刊前期主编即为
孙了红。

1950年 1月，徐慧棠
经由唐大郎介绍进入了
《亦报》社任采访部主任，
工作繁忙。至 1952年《亦
报》与《新民报晚刊》合并，
徐氏退出新闻界，转赴上
海信谊药厂任厂医。算是
干回了老本行。

沈毓刚在《忆友人》文
中对这位老朋友是这么表
述的：“我们相知很深，又都
属于洋学堂的学生，平日天
南地北无所不谈……在那
黑暗的年代里，我们等待胜
利；在那腐败透顶的社会
中，我们欢呼新中国的诞
生，我们希望有一个公正的
社会、一个富强的国家，自
己能够尽点力，也希望能
够有各较好的职业，养家
活口。”话说得很平实。

茄 饼 黄顺福

    上海人给新产生或刚传入
的物品起名根据什么，是一个
有趣的问题。小时候，我常常手
握一副大饼油条边吃边上学
去。大饼即北方的烧饼，传到上
海怎么叫大饼了呢？

困难时期，粮食定量配给
大米搭配面粉。妈上班工作忙，
常将面粉调成糊状，往热锅里
一倒，摊成面饼给我们吃。奶奶
却常做搨饼作主食。我心里疑
惑：搨饼比点心店的大饼小，当
然不叫大饼。那么为啥叫搨饼
呢？奶奶叫我看她做饼。她把包

馅的面团放
进锅里，

然后用铲刀用力搨面团，使面
团扁而薄。这就叫搨饼啊！

有一次，奶奶不在家，我决
定改革奶奶的操作法做搨饼。
我将面团压得薄薄的，放进锅
里，煮熟，拿出一看，饼都裂开
吐着糖液，似乎张着嘴在对我
嘲笑。原来那时市面上没有糯
米粉卖，家里都是一般面粉，冷
水调的面粉一压极易破碎。我
才知道，面粉加热才产生黏性，
在热锅里搨薄面团是必要工
序。搨饼的名称原来来自于制
饼的特殊过程。北方寒冷，多火
炕，用火烤饼方便，那饼叫烧
饼。烧饼传到上海，人们看到这

饼比搨饼大不少，是不是根据
这个特点，人们就给它改名叫
大饼？奶奶看着开口的搨饼直
笑，叫我学做饼先从简单的摊
面饼开始。我总懒得学，觉得没
有馅的面饼不好吃。

秋天到了，茄子成熟，奶奶
就做有馅的面饼给我吃。她将
茄子切成丝，揉捏去水，加调料
拌和，把面糊倒进锅里，舀一勺
茄丝，上面再加一勺面糊。裹着
茄丝馅的面饼既可作主食，又

可作下饭的菜。早晨，如果有一
碗薄薄的粥，稀里哗啦喝一口，
再咬一口饼，那真叫好吃。因为
好吃，妈怕我吃多了，超出定
粮，不让奶奶经常做这种饼。立
秋后，茄子一包籽。茄子籽不好
吃，奶奶将切丝的茄子用盐揉
捏，用水淘尽籽，然后做馅。茄
籽富含茄子碱，吃多了会中毒，
这种做法甚合乎今天的科学养
生道理。同样摊面饼，只因饼里
有茄丝，上海人叫它“茄饼”。

我的故乡浦东高桥有一种
特产“高桥松饼”，一口咬下去，
外皮淅淅沥沥往下掉，酥软好
吃。据说当年电影明星赵丹、周

璇、黎
丽 丽 等
去海滨浴场戏水，必定要买回
几大包品尝。其实，高桥松饼和
苏式月饼做法相同，吃口一样，
但是，上海人偏不叫它苏式月
饼，却根据其特点另起名叫“高
桥松饼”，成为当地有名特产。
原来上海人起名没有一定之
规，似乎含有“拿来主义”的意
味。

奶奶已经故世多年，每当
秋天啖茄饼，奶奶做茄饼的那
些快乐日子总萦绕心头。真是
“今朝啖饼味何如？”齿颊留香
满心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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