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影视中的共产党员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7
2021 年 5月 17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殷健灵 编辑邮箱：yjl@xmwb.com.cn

炸猪排的考究
斐燕子

    “在维也纳，我吃到
了炸猪排，你想不到
吧！”
“啊，奥地利也有炸

猪排？是裹面包糠炸的
吗？”
“是啊。很大一块，有

家里做的两倍大，不过，没
你做的好吃，也没有辣酱
油。”

这是三十多年前，先
生出差奥地利回来，与我
的一段对话。那时，炸猪排
在我脑子里就是一道上海
菜，奥地利竟然有，太意外
了。辣酱油没有，是当然
的，那是上海才有的，可两
倍大，不可思议，炸猪排用
的是大里脊，用刀拍松了
也顶多大一圈啊！问我先
生，他笑说：别费脑
筋了，以后去吃就
知道了。
奥地利的炸猪

排当然不是说吃就
吃的。不过，看了 N?的
《音乐之声》里的一首歌
儿，让我“遇到”了炸猪排。
电影里，雷雨的晚上，玛丽
亚陪着孩子们，唱起“My

FavoriteThings（我喜欢的
东西）”，三拍子节奏，轻快
跳跃，歌里唱的那些东西
好可爱：玫瑰的雨滴、小猫
的胡须、亮亮的铜水壶、暖
暖的羊毛手套。唱着唱着，
有好吃的了：“酥脆的苹果
馅奶酪卷”“炸肉排面条”，
以前听这首歌，怎么没留

意到“炸肉排”？心想，也许
这就是他在维也纳吃的炸
猪排？电影的故事就发生
在奥地利啊！于是去问，他
说：“歌里的 schnitzel（炸
肉排）就是我那时吃的，菜
单上写着的。”哈，奥地利
炸猪排，没吃到，“遇到”也
好嘛。
多年后，偶然哼起玛

丽亚那首活泼的歌儿“My

FavoriteThings”，哦，炸肉
排，顺手在键盘上敲下了
“schnitzel”，搜索。万能的
网络告诉我，这是奥地利

的国菜，有近两百
年历史了，最早的
做法是把小牛肉裹
上面包糠炸制，上
盘时配些蔬菜沙

拉。
后来开始用价格便宜

的猪肉、鸡肉来做炸肉排，
而牛肉做的就用“Wiener?

schnitzel”以示正宗。做法
也有介绍，扑面粉、过蛋
液、裹面包糠，就是我们做
炸猪排时的所谓“三部
曲”。后来，我从一个奥地
利人那里知道了奥式猪排
大两倍的原因，就是把大
里脊肉用蝴蝶刀法来切，
然后拍成一个大肉片。
没过几年，我到了多

伦多，终于在一家餐厅
吃到了奥地利国菜
schnitzel ，绝非我心存
偏见，上海炸猪排就是
更好吃。其一，老外用的

是细细的面包粉，上海炸
猪排用的是颗粒状的面包
粉，口感差别不言而喻；其
二，上海炸猪排的灵魂酱
汁“辣酱油”的有无，味道
差别很大。从餐厅出来，心
里的快乐毫不掩饰地流露
出来，说了句“确实没我做
的好吃”。因为我做的是
“上海式”的，“辣酱油版”
的。近年，有的餐厅用番茄
沙司搭炸猪排，还有用西
式塔塔酱浇在猪排上，当
然，这不同的酱汁，也有其
特别的味道，但品尝过后，
我却更加相信，上海式配
搭是不可撼动的。
虽说如此，我仍然对

奥地利炸肉排心怀敬意，
那就是它特有的“三部曲”
烹饪方式。它使食材别有
风味，问世后就广受喜爱，
至今可说是风靡世界了。
发展至今，它已跳出原有
的食材局限，即不只限于
肉类。以我的烹饪实践来
说，除了做炸牛排、炸猪
排、炸鸡排之外，还做过海
鲜类的鱼排、虾排、炸生
蚝、炸鱿鱼圈，也尝试过蔬
菜料理，如洋葱、花菜、茄
子等，都非常好吃，当然，
别忘了辣酱油哦。
这种烹饪手法，在广

东还被冠以“吉列”之称，
开始很不解，后来知道
了，这是英语“cutlet”的粤
语音译，而“cutlet”一词，
原指肉片，后特指“三部

曲”之烹饪方式。比如吉列
猪排，吉列鱼排，吉列虾排
……刚到广东时，在餐厅
菜单上看到“吉列”，还很
好奇，便点了“吉列猪排”，
端上来一看，这不是上海
炸猪排吗？看来，吃在广
东，也有学问呢。
有人说，炸猪排好吃，

但不健康。我不这么想。这
种“裹”了三层的肉片入油
炸制，比爆炒肉片、水煮肉
片、火锅涮肉等健康得多。
我非常赞同美国知名美食
编辑拉斯·帕森斯在其书
中的一段话：“入锅油炸的
食物，蒸汽和油脂互相碰
撞，达到一种不稳定的平
衡，这就是为什么炸得好
的食物外层酥脆内层柔软

的原因。事实上，食物外层
是用炸的，内层是用蒸
的。”即肉片裹在里面炸的
时候，它的营养能很好地
保留而不会受破坏和流
失。既然如此，就不必担心
了吧。

说说我心中最佳炸猪
排四大标准：自家厨房出
品，上好的带骨大里脊，日
式面包糠，上海辣酱油。有
人会问，怎么还用带骨的
里脊肉？哈，炸猪排里的那
根骨头，才叫香呢。至于面
包糠，那是我的经验之选，
吸油量低，且更蓬松酥脆。

几十年都做的一道
菜，了解了它的来龙去脉，
用了心思去做，也不枉我
做了一回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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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拿破仑将军的这句话曾经激励了多少士兵，浴血
奋战，勇往直前，建立功勋，一步一个脚印朝着伟大目
标前行，从而有望彪炳青史。可是现在有些人，样样期
望速成，最好一步登天马上当将军，因为士兵既辛苦钱
又少。岗位招聘，往往会有无数人争抢一只“将军”饭
碗，也不管自己是否是当将军的料，而对某些“士兵”饭
碗却眼皮也不抬。有出了校门的年轻人当不成将军又
不愿当士兵，赖在家里一边啃老一边还
要骂爹娘是饭桶，没有能力为他谋个将
军来当当。试想，这种只想当将军的心
态，如果“不幸”当了士兵，还能当得好
吗？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句名言，改
一下为“只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呢？
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它哭，它也

对你哭；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

这是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名言，已
被世人无数次引用，正常的镜子都应该
是这样的。可是如果这面镜子变了形，或
者成了面妖镜，那也许你对它笑，它就朝你哭；你对它
哭，它会朝你笑。诚实努力者不一定有好果子，奸猾取
巧者却可能处处得益；肇事伤人者逃逸了，施援救人者
被怀疑犯案遭冤屈……倘如此，生活的这面镜子已失

真，那么萨氏这句名言的可信度已打了
折。
哀莫大于心死。

孔子有言。这样的话鲁迅也说过，总
是指人心麻木绝望是世间最可悲哀的事

情。确是这样，心都死了，还能指望有什么作为呢。然世
上还有心不死比心死更悲哀的呢。譬如恋爱，初始两情
相悦，后来一方心死撤退，而另一方却心不死，死缠烂
打撞南墙，最后人命己命俱毁，岂不更悲哀？还有文雅
的心不死，把心死的人日日烙在心里，弄伤弄痛自己一
世春夏秋冬。这“心不死”之悲哀远胜“心死”呀！
一只笼子寻找一只鸟。

这句话出自作家卡夫卡。脑子有点弯弯绕的卡夫
卡说这句话或有他的深意，但从字面审视，确是对自然
界的正常表述。鸟有翅膀，天性在于飞翔，所以笼子寂
寞，笼子需要找鸟。而现在，鸟已懒惰，不思飞翔，或是
已有觉悟，飞翔觅食毕竟辛苦，不如去找一只笼子，请
求圈养，吃喝不用发愁。于是“一只鸟寻找一只笼子”倒
是常见。人们把关在黄金笼子里的鸟，称作“金丝雀”。
需要说明的是，如今金丝雀已无关性别。

威武不能屈
陆海光

    许云峰，是长篇小说《红岩》中重庆
地下党领导人，也是我们 50后 60后少
年时代就熟知和崇敬的英雄。

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底正式出
版后，在社会上曾引起过轰动，被誉为
“黎明时刻的悲壮史诗”。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被多次重印达 400万册。到八
十年代，又再版发行达 800 万册，创当
代小说发行之最。我是 1962年的春天
读到这本书的。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
每天下午 4 点钟和同学总要去附近的
天山中学操场上踢足球。有一天，我偶
然发现草坪旁的一长排橱窗里，中学图
书馆专门拆解了 2本《红岩》，分页贴满
了橱窗，以满足学生对《红岩》的阅读渴
望。我每天站在橱窗前阅读，但总感到
不过瘾。这年的暑假，我的邻居从天山
中学图书馆借到了《红岩》。我向她借
阅，因借期已到，她只答应让我看一个
晚上。我傍晚拿到书，津津有味地通宵
读完。

书中塑造的一批信仰坚定、意志刚

强的共产党人，给我们年少的心灵，留
下了至今都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许云
峰义正辞严斗敌酋；江姐在竹签钉十指
的酷刑面前坚强不屈；龙光华英勇献
身；彭政委被砍头颅；双枪老太婆勇劫
刑车；华子良装疯卖傻
骗敌人———英雄对我
们世界观、人生价值观
的形成，都有着深刻影
响。以至于在我们学生
时代，会把贪图享受，没有理想的人，都
戏称为“叛徒甫志高”。

1965年上映的电影《烈火中永生》，
是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的，当时在
社会上又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影片中的许云峰由著名演员赵丹
出演。赵丹在影片中追求的是一种自然
平实的生活化表演。他所扮演的许云峰
既有内在的英雄气概，又有一种平易近
人的亲切感。许云峰，是赵丹创作的银
幕形象中，最少“舞台化”的一个角色。
其实，真正的共产党人也确实不应该

“舞台化”，而应该是一个表里一致，具
有恒定信仰，具有为了人民利益“威武
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
许云峰 1916年出生。15岁便积极

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22岁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
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
长；24 岁担任重庆新市
区区委书记。1940年 4

月，被叛徒出卖不幸被
捕。国民党特务把他押往贵州息峰集中
营。作为狱中中共秘密支部的核心成
员，他鼓励大家：“越是艰难的时刻，越
是要让敌人知道，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坚
定意志是不可动摇的。”1946年 7月，许
云峰被敌人押解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
合作所”第一看守所，即“白公馆”监狱。
敌人用 48套刑具威逼许云峰，许云峰
怒斥敌人道：你不仅用 48套刑具吓不
倒我，哪怕你用 84套刑具，更吓不倒
我！如果我怕了，就不是共产党员。敌人
转而又用金钱美女、高官厚禄利诱他。

许云峰怒骂道：你们这些无耻之徒是不
懂共产党人的远大志向的！我们视官位
金钱如粪土！

1949年 11月 27 日，重庆解放前
夕，蒋介石下令，对狱中革命者血腥大
屠杀。许云峰被押上刑车，沿途高唱国
际歌，从容就义。
许云峰的原型叫许晓轩。许晓轩被

捕后，她的夫人姜绮华 1946年转移到
了上海，居住在江宁街道。当年，许晓轩
曾在狱中一块泥土上栽下的一棵石榴
树苗。50年后，石榴苗已长得枝繁叶茂
花红。姜绮华参观监狱旧址时，曾剪枝
带回上海，栽活了 11棵石榴树苗，然后
栽种到 11所学校里。

2005年 4月 7日，许晓轩塑像的揭
幕仪式在上海嘉定长安墓园举行。

红色题材的“沪剧”表达
秦来来

    沪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被誉为“上海的声
音”；1949年以后，上海沪剧界，
有创排红色题材作品的优秀传
统。1952年，努力沪剧团的顾月
珍先生根据电影《赵一曼》改编的
同名沪剧正式上演。后来，《雷锋》
《江姐与双枪老太婆》又成了努力
沪剧团奉献给观众的新作品。

自沪剧《赵一曼》之后，长江
沪剧团的《史红梅》（汪秀英主
演），艺华沪剧团的《黄浦怒潮》
（王盘声主演），爱华沪剧团的《青
春之歌》《年轻的一代》《红灯记》
（均有袁滨忠、凌爱珍、韩玉敏主
演）等，先后创排上演。而作为主
力军的人民沪剧团，更是义不容
辞，多年来创作排演了《白毛女》
《翠岗红旗》《母亲》《星星之火》
《江姐》《金黛莱》《芦荡火种》（分
别由丁是娥、石筱英、解洪元、邵
滨孙、筱爱琴等主演），还有《金沙
江畔》（与艺华沪剧团合作，由王

盘声、解洪元、石筱英、筱爱琴等
主演）等一大批享誉剧坛的红色
题材的作品。其中《星星之火》还
被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演。即使
在“十年”期间，依然排演了反映
抗战期间军民鱼水情深的《金绣
娘》（由诸惠琴、徐伯涛、石筱英、
沈仁伟等主演）。

沪剧是最具上海本
土文化特色的地方剧种，
它源于民间，白口语言生
动，伴奏音乐柔和，唱腔
委婉动听，带有浓郁的江南水乡
情调，善于反映现代生活，是上海
文化大都市的一张名片。所谓戏
曲，戏，是故事；曲，是唱腔。这些
剧目的成功，充分发挥“讲一个好
看的故事，留几段精彩的唱腔”，

从而赢得观众的欢迎。纵观那些
沪剧的红色经典，莫不如此。
丁是娥先生在《芦荡火种》里

的“旧恨未消新仇添，革命的意志
比钢铁坚”大段唱腔，采用“长腔
中板”缓缓起腔，连下来是无伴奏
的“清板”，然后转到“快板”。演员

以饱满的激情抒发了阿庆
嫂对伤员的满腔深情，恰
到好处地表现了阿庆嫂排
除万难营救伤员的决心和
信心。
邵滨孙先生表演的中国第一

代工人领袖刘英（沪剧《星星之
火》剧中人，原型为刘华），在“启
发杨桂英”一场中，念白抑扬顿
挫，极富音乐性；他的邵派唱腔更
是刚直高亢，铿锵有力，深受观众

喜爱。因为邵滨孙曾经拜京剧大
师周信芳为师，他表演时举手投
足、演唱时行腔转腔，带有浓厚的
“麒派”韵味，被誉为“邵老牌”。

其中，筱爱琴先生扮演的杨
桂英控诉日本大班欺压中国工人
的大段“赋子板”，至今还是让人
震撼、荡气回肠。
以王孝和烈士英勇事迹为蓝

本创作的《黄浦怒潮》，是王盘声
先生的代表作，他扮演主角林耀
华（原型即是王孝和）有许多令人
难忘的唱段，尤其是写遗书“三封
信”，更是脍炙人口的唱段。王盘
声除了运用了沪剧的多种板式，
像“三角板”“赋子板”等，还融合
了某些京剧唱腔的韵味、润腔，增
强了阳刚的成分，成功地抒发了
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丰富
的思想感情。
率先在舞台上演出《红灯记》

的袁滨忠，一改过去风流小生的
表演路子，满脸络腮胡子上台，粗

犷英武，外形上的变化，活
脱脱一个中年铁路工人的
形象树立在沪剧舞台上。
他的唱腔也在原来华丽圆
润的嗓音中，融入了刚强
和壮烈的亮色，特别是“迎
寒风含愤赴刑场”的唱段，
成为沪剧袁派唱腔的新的
代表作，至今仍在沪剧爱
好者中间传唱不息。

演的是红色的题材，
唱的是革命人宽广的情
怀，亲情、人情、革命情
……通过艺术家们各自流
派纷呈的演唱，不仅久久
留在观众们的脑海里，还
常常成为爱好者们争相传
唱的经典。
如今，红色题材的“沪

剧”表达，又成为了新一代
沪剧人的自觉行为，《一号
机密》《赵一曼》（新排）《早
春》等一批新戏，展现在今
天大舞台上。

鸟窝
詹政伟

    各种动物，生活百
态，生死存亡……现实
情景往往是很无趣的。
对面十二楼的一只空调
外机箱破了，适逢三月，

有两只鸽子侦察了好几回后，确定在此筑窝，培养后
代，它们不停地在机箱里钻进钻出，叼来了草，叼来了
树枝，几星期后，大功告成。
每每看到它们忙碌的样子，我总是有点担心，万一

天热了，空调的主人会开机，那鸽子和它
的宝宝不是全都要完蛋了？我心里巴望
着人早点发现了，进行干涉，好让它们及
时迁移。如果它们实在不想放弃，我希望
夏天慢一点到来，或者夏天到了，但温度

还没升上去，不需要开空调。
我忍了好几天，终于没忍住，去敲了后面那幢楼的

12层，我和一个陌生的老头说了鸽子的事。我说，看样
子，鸽子是喜欢上那地方了。老头很和善，说他会注意
的，一直到鸽子带着宝宝离开，他再开空调。
我愉快地下楼来，心里乐滋滋的，好像被自己和老

头的举止感动了。是啊，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应该成为
所有人的共识。

责编：杨晓晖

    他曾下出一
步步“妙棋”，请
看明日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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