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外的“邂逅”
吴伟余

    清明时节，朋友邀约
前往有“东方邮都”美誉
的高邮踏青。作为苏中重
要门户的高邮市，现在名
头不仅多，而且都很响
亮。除冠有“世界遗产城
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更兼
有“中国民歌之乡、中华诗
词之乡、全国集邮之乡、中
国建筑之乡”等盛名。不过
在其诸多名号里，我还是
对其拥有的“邮都”之名，
情有独钟。

据史料称，高邮有
7000 多年文明史和 2240

年建城史。秦王嬴政于公
元前 223 年在此筑高台、
置邮亭，故名高邮，别称秦
邮，所谓华夏一邮邑，神州
无同类，是中国两千多个
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
市。该市的盂城驿，是邮史
专家公认的，目前中国保
存最完整的古代驿站建制
原貌遗存。
兴许是有感于信息对

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的认知，尽管我二十年前
曾到过高邮，这次有机会
去邮都旧地重游，依然热
情如初。自忖，对于被迫登
上信息化时代列车的我们，
在当下，大有必要重新沾
一点有“邮都”圣地标志的
仙气，以便更好地跟上和
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
因此，我为本趟踏青观光

可以赋能信息化时代的
“高大上”，充满了别样的
新奇感。
那天下午，我与几位

朋友一起，从上海虹桥火
车站登上由衢州开往连云
港的高铁列车，花时仅两
个半小时，就到了高邮。比
照我二十年前费时近七个
小时，坐的还是绿皮火车
才能到达高邮，在我步出
可媲美大都市气派的高邮
火车站，举目宽敞街衢旁

绿烟般飘舞的柳树，在感
慨时代飞跃发展的同时，
心底洋溢着一种今番行程
特有的“春风得意马蹄疾”
的快意。

信息化时代的灵魂，
应该是信息速度的比拼。
谁拥有了信息的速度之
冠，谁就拥有了世界。当我
再度踏入“盂城驿”的“秦
亭明驿”，拾级登上邮亭的
最高处，凭栏溯源：中国在
两千多年前就有每隔二十
里一个驿站，一旦要快速
传递公文信息，只需在公
文上注有“马上飞递”字
样，便可每天六百里、八百
里地快马传递信息的驿站
建制。我明白了今日中国
为何能成为独步天下的
“快递王国”的历史之问。
遥想古人完成一次朝廷同
边陲的联系，不知有多少
“快马加鞭”的接力壮举，
进而让信息得以推动社会
历史进步，甚或改变社会
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画
面的回溯呈现，令我站在
高邮的古运河大堤，面向
被运河围拥了逾千年的
“镇国寺塔”，感觉秦唐的
马蹄声正契合眼前运河上
“突突”的货轮声，浑然贯
穿成一支通达古今的交
响，仿若历史在我的思绪
里有种美丽的“邂逅”。
这样的美丽“邂逅”，

是历史的情感追怀。只要
你来到高邮，内敛深沉的
运河水浪无疑会不时地在
你耳畔回荡。一条“历史的
运河”更似乎无时无刻地
会在你心里澎湃流淌。作
为县级市的高邮，现存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6处：盂城驿、龙虬庄遗
址、高邮当铺、高邮明清运
河故道、镇国寺塔、平津
堰，高邮民歌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中国大
运河高邮段入选世
界遗产名录，菱塘
清真寺列入中国海上丝绸
之路申遗遗产点之一。即
使你驻足在高邮华灯通明
的高楼旁，走进烟火气浓
郁的市井小巷，它也总让
你在不经意间，会有美妙
的人文历史奇遇。

在高邮短暂的行程
里，我们就“巧遇”当代著
名作家汪曾祺。自然，这里
说的“巧遇”，是我们在踏
青返程途中，怀揣高邮城
外阡陌乡野的菜花芳馨，
以及古运河上满是历史思
索的凉风，穿街走巷急急

赶赴饭局之际，意外“邂
逅”了“汪曾祺纪念馆”。

在汪氏纪念馆里，陈
列着一张张泛黄的相片，
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我获
悉，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汪
曾祺在西南联大毕业后一

度在我的母校“致
远中学（长新中学
前身）”任职国文老
师。此项“发现”，高
邮在我心中瞬间平

添了一种额外的亲切感。
而由“致远中学”，又

不能不让我怀念起母校的
创办人高崇靖老校长。他
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之
一。高老校长学贯中西，有
着不凡的见识。他一口标
准的北京话，待人接物谦
恭优雅，见人招呼一式欠
身鞠躬礼，在那个特殊岁
月俨然是一道特殊的“风
景”。作为参加过中国早期
话剧运动的前辈，他曾经
对我说，他参演过的一部
话剧，演出场地只是现在

两三间教室的大小，但这
部话剧的演出活动被编写
进中国话剧史。其时懵懂
少年的我，听高老校长的
那番介绍，对“小剧场”与
“大时代”的勾连极为讶异。
现在想来，以往总认为凡编
入历史的，一定是与规模
宏大相联系的，殊不知，历
史的源头形体与其未来往
往并不般配，唯有历史的
精神才是不变的。

念及以上对历史的感
悟，大概是我日前高邮之
行，最为意外的“邂逅”收
获吧。

七夕会

雅 玩

微信群布置作业当休
吴锦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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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砖结缘在乡野
丁旭光

    我对青砖的情有独钟，可
以追溯到多年前。

40多年前，18岁的我，分
配到市郊的一家工厂看仓库。
黄浦江流淌在工厂东面，对岸，
是上海县的陈行镇。除了星期
天，平时住厂里的宿舍。宿舍的
窗外，是一幅曼妙的水墨江南:

?过掩映的花木，可以看到零
落的农舍，袅袅的炊烟；一条无
名小河，在田野上蜿蜒而去。

一天黄昏，我沿着小河，顺
着乡间的小路，走到了农舍。远
远的，一只中华田园犬开始护
卫家园。被墙角的花儿吸引，我
对狗吠声置之不理。走近墙角，
只见花丛一侧，有不起眼的青
砖一块，青瓦一片。这乡间的常
见之物，于我是如获至宝。

第二天，我用锯刀磨成刻
刀一把，
对青瓦作

了处理后，在青瓦上刻了篆字
“长征”两字。那一块青砖，被我
用沙皮打磨后，置于桌上。从
此，我与青砖结缘。
真正开始收集青砖，是三

年前，我移居农家大院之后。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如火

如荼，建新房必须折旧宅。
农家老宅被拆时，大小不
一的老青砖被弃之一旁。
每每，我会开着江淮电动
小车，出现在乡间小路上。
然后，移步于农家已拆老宅前，
寻寻觅觅后俯身取砖。有农家
和我闲聊后，说我们家还有整
齐的青砖上百块，你这么喜欢
就送给你。两年后，我已收集青
砖几千块。由于喜欢和大自然
交流，常常在田野上披风见日，
本来就黑不溜秋的脸色，被大
自然亲吻后，泛起了铜色。
我把青砖码在樟树下井台

两侧的围墙边。青砖之上，我还
特意放了两只陶罐。一边的围
墙上，蔷薇花枝繁叶茂：另一边
的围墙上，七里香的香味隐隐
而来。没过多久，因为十几只占
我庭院大树为巢的小鸟来来去
去，金钱草和一些无名野花便

一溜儿齐整地沿青砖盛开。微
风里，青砖墙上小鸟的叽叽喳
喳声高一声低一声地传来。此
时的我，却是目不转睛地看花
开叶落。
一天，我在南汇航头乡下

遛狗时，看见一农户门前居然
整整齐齐地码着二十来块 40?

40 厘米的特大青砖。那一瞬
间，我被震撼！震撼之后，敏感

的我感到这特大青砖和四周的
农舍相违。上前搭理一正在干
木工活的老者，然后追根刨底。
老者答曰：“大青砖是某城隍庙
的地砖，当年因为改建，旧地砖
弃之一旁，本来有百来块，因古
建筑队装修工人睡觉的地方太

潮湿，大青砖被铺在地上，
大青砖上，还铺了五夹板。
几个月后，大青砖基本上
都是缺胳膊少腿，这二十
来块，属于死里逃生。”少

顷，老者又对我说：“这大青砖
又叫金砖，是汉族传统窑砖烧
制业中的珍品，古时专供宫殿
等重要建筑使用的一种高质量
铺地方砖，是以淋浆焙烧而成，
因为质地细，强度好，敲之若金
属般铿然有声，所以叫金砖。”

细看老者，天庭饱满，仙风
道骨。凭直觉，不是古建筑队的
老总，也应该是一位设计师。

后来
又去了几
次，阅人无数的老者认为我不会
亏待这大青砖，于是，把大青砖转
交于我。
我搜集的青砖中，有十几块

尺寸是 33×17厘米。其中带有青
苔的两块，被我安置在大院一隅。
青砖之上，是一只上口直径 47厘
米的黑褐色老缸。这不起眼的景
物，却因为天圆地方的造型，每每
让我神游黑白，思载千里。而缸里
野性十足的野生河鲫鱼，在庭空
鸟鸣中摇头摆尾。一时间，我也是
宠辱皆忘。后来，我用近千块青
砖，在大院里铺了一条曲拐有致
长约 18米的青砖小道，又在枣树
橘子树和柿子树的根基处，分别
用 12块青砖为它们砌了六角形
只露出砖体三分之一高的围护。
因满目青砖，大院显苍苍古

意，一时间，我也被神闲气定了。

三林塘
何鑫渠

    三林塘现在很大，北至川杨河、南出
外环线，东至杨高路、西达黄浦江。但传
统三林塘不大，上南、济阳
路内，中外环之间。我刚搬
入三林塘凌兆小区，小区
原居民在工作日看你出门，
打招呼多用：“到上海去上
班？”休息日见你在家多用：“上海回来了？”

十多年过去了，小三林变大三林了。
三林现分为十块区域，但三林的古镇还

在，一条中林街代表水乡的古镇元
素———河、桥、店、宅、院、亭阁、戏台，但

数十米长的三林名人廊，
别处没有，里面记载了 30

位三林名人的传奇人生，
有武举人、警察厅长、画派
巨擘、百乐门舞厅承建者、

本帮菜德兴馆创始人等。三林本帮菜馆
至今仍为网红店，长期沪居者不能不去。

三林最荣耀的是一块黄浦江以东、
川杨河以南、济阳路以西、
华夏西路以北的“前滩”区
域。前滩定位“陆家嘴”升
级版，将成为“既适合工
作，也适合生活”的上海新
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但
三林仍是三林，尽管现在
高楼大厦不多，但售货市
场不少，如位于宝丰路的
花鸟市场。原来市中心鼎
鼎有名的花鸟市场是西藏
南路 417号的万商花鸟市
场，2020 年 7 月关闭后，
其中的摊位大多搬到了浦
东上浦路高青路交叉口的
宝丰路花鸟市场。人们在
这里买鲜花、购绿植、斗蛐
蛐、看金鱼、养猫狗……延
续着西藏南路的美好。

三林有“三宝”、“三
绝”、“三特”之说，“三林本
帮菜”、“三林塘崩瓜”、“三
林塘酱菜”、“三林舞龙”等
都在这些“三”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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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家附近的和平公园，是我经常散步的去处。偶
尔，我在园内买张动物岛的门票，进去看看。

去年仲秋的一天，我又踏入动物岛，转到猴棚，喂
猴的游客多，就停步看了一会。被铁丝网围住的猴棚
里，散布着近 20只大大小小的猴子，或近或远，都在注
视游客手上的食物。
对猴子，不少人以“猴精”来形容。我认为倒不是贬

义，实在是猴子太灵活，太顽皮，太聪明，讨食憨态可
掬。这不，猴子看到两老人带着小孩走近，顷刻，连跳带
爬过来三只，四肢搭在铁丝网上，嘴皮掀掀，似乎觉得
露牙不雅，又闭了；红眼皮下，眼睛直勾
勾地盯着，前肢一爪伸出网圈，作捧取
状。老人举手送了两只香蕉，两猴子各自
捏了，沿着铁索，三步并作两步跳到角
落，剥皮往嘴里塞。老人将剩下的一只继
续往上送，第三只猴子似乎急了一点，伸
出来的肢爪没抓牢香蕉，一脸懵逼地看
着香蕉落地，再抬起眼睛望着老人。老
人想捡香蕉，无奈隔着一米多高的栅栏，手够不到。她
老公肩上骑着小男孩，喊一声“哎呀”，也觉得遗憾。小
男孩呢，一开始还开心拍手，此刻也失望地看猴子，看
老人，再看地上的一只香蕉，小脑袋就这么来回摆着。
老人边嘟哝边离开，去找枝条。几分钟后，她过来说寻
不到，两老一小有点扫兴地走了。

这一幕，作为旁观者，我禁不住笑了，真的是意外
呀。估计精明的猴子也知道不是游客捉弄它，双方配合
不够默契吧，错过了。这猴等了一会，无果，“拂袖而
去”。猴子要食，其实是讲究秩序的。每次也就二三只
攀在铁丝网上，不管是面包，还是水果，拿到就走，把
位置让给同伴。我看到一只母猴，怀揣着一只小猴
子，耐心在一侧等待，伺机跃到铁丝网前等待游客喂
食，拿到食物后立即离开。小猴子始终黏贴着母猴胸
腹来去，大的尽显母性，小的乖巧依偎，是猴棚里面最
温馨的情景。
去年年底，我看到和平公园贴出公告，大致意思是

因改造要关闭 16个月，动物也都会搬迁。未来，和平公
园更大气更美观，这是一定的。而曾经的动物岛，游客
喂食与猴子讨食的趣味，则成了我的记忆。

本
地
蚕
豆
上
市
了

袁
以
星

    一年一度的立夏将要到了，让人又联想起了老古
话，“立夏要吃蚕豆”。

其实，菜市场里的蚕豆早已上市，不过看来看去
都是外来品种，或者是南方品种，或者是改良过的日
本品种。虽然说味道也不错，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回小
时候的那种滋味。做这个比较，绝对没有半点“歧视”
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喜欢本地新鲜蚕豆
的那种味道。
当然，统称本地蚕豆，味道也不完全一样。小时候

最喜欢的就是嘉定“三白蚕豆”，它的外表长相大多是
两节豆荚，看起来豆荚个头要比日本蚕
豆小，但长得个个饱满。尤其是剥开豆
荚，可以看到白皮、白肉、白眼的色泽，活
像一个个“小白脸”，特别讨人喜欢。刚刚
采摘的嘉定三白蚕豆，豆皮只有薄薄的
一层，包裹着的豆肉白皙细嫩，哪怕连皮
一起生吃，含在嘴里也会有一种甜滋滋
的味觉。它不但皮质很薄，而且豆瓣软
糯，还带有一种天然的鲜味。

吃本地蚕豆，一定不要错过立夏前
后的好辰光，而且要现剥现炒。在剥豆
前，先把手洗干净，再用手轻轻把豆子从
蚕豆壳中挤出来。这样剥出来的蚕豆既

干净又新鲜，豆皮表面还带有一层保护膜。记住，刚刚
剥出来的蚕豆，千万不能再用水去冲洗，否则豆皮没了
保护膜就会老化，嚼起来就会有一种豆渣的感觉。
最后一道功夫，就是把蚕豆放油锅里炒，这也有讲

究。油锅加热到七成热时，将葱花和蚕豆一同倒入锅
中，不要加盖，从中火到大火，快速爆炒，只要四五分
钟，那些细嫩的蚕豆，一层表皮卷缩起来了，但还是碧
绿生青，而豆皮内却隐藏着一股稍带苦涩的甜味，这
种味觉之美只能自我意会，很难言表。然后，根据各自
口味爱好，可加点细盐、冰糖，或者花椒之类调味品。
此时起锅的蚕豆，绝对是人见人爱的美味佳肴。

前几天到菜市场去兜了
一圈，蔬菜摊贩们告诉我，
再过四五天本地蚕豆就要
上市了。真是觉得嘴馋，又盼
望一年了。

郑辛遥

    茶圣、烟鬼、食神、酒仙……皆有
过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