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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邬达克建筑 （中国画） 洪 健

十日谈
品质生活

责编：林明杰 殷健灵

听说倡导“断舍离”生活方式
的日本“收纳女王”近藤麻理恵，
在生了三个孩子后，自己家里也
无法维持“极简主义”风格了。她
无奈地自嘲：“自己只要在睡觉前
刷牙就可以了，孩子只要活着就
可以了。”
我听后不禁有种“幸灾乐祸”

的开心，我不太主张推广“断舍
离”的生活方式。个人喜欢，无可
厚非，推广，何苦呢。我们
每个人迟早都会跟生活中
的一切“断舍离”的，何必急
着现在？
小时候看到一幅老照

片，一位大思想家客厅，地上乱哄
哄堆满了书，坐在沙发上随手就能
捡到一本书来读。我觉得这样的
客厅，这样自然堆放的书，很美。
很多家庭客厅茶几上，都喜欢

放几本高奢时尚杂志或能衬托主
人身份的高级图书。但放得太有
设计感，就缺了点自然真趣。两年
前，荣氏文化基金邀我和九位艺术
家一起参与中意时尚抗疫公益活
动，设计艺术口罩义卖。发布典礼
时，意大利国家时尚集团董事长通
过视频致辞。他讲了什么我没注
意，他背后的书架吸引了我。作为
意大利时尚界的大佬，他的书架就
像是一个中学老师家的书架，上面

层层叠叠塞满了书，都是普普通通
的书，没啥精心安排的精装本大套
集。一看这些书就是真实读过的，
翻旧的，而且是读完就随手插那儿
的，不是装饰用的。
家，不是宾馆，不是美术馆展

厅。主人的审美品位要体现在真
实的使用过程中和时间叠加的痕
迹上。
其实我也很喜欢极简主义设

计风格的空间布置。看看杂志上
那些外国收藏家、设计师、艺术经
纪人这样的宅子很有味道，但我们
要明白人家首先是拥有足够大的
空间，另外这些空间的主要功能还
是给来宾观赏——摆剖视的。
真实使用的居室或者工作室，

我更倾向于略显杂乱的自然美。
只不过我自己的空间也太乱了，不
足取。我喜欢买各种小玩意儿、工
艺品，古今中外不论。往往某个阶
段对某个类别发花痴，然后就边买
边学。网上淘，出去旅游时淘，不
亦乐乎。有一次我买了一个用日
本寺庙古山门朽木做的香盒，其制
作工艺精妙，让我花了好长时间去

琢磨，至今也不太明白。
每当一类玩意儿了解得差不

多，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就不玩
了。但过段时候，又会被另一类玩
意儿勾魂，旧病复发……
我越来越倾向于买可以使用的

小玩意，譬如茶具、餐具、花瓶、花
盆、文房四宝等等。于是陋室乱七
八糟堆满了大收藏家看不上的杂
货。说实话，虽然可以使用，但大多

用不上。不过，无聊的时候东
翻翻，西摸摸，可以让我开心
呀。就算是疫情严重，足不出
户时，也不太寂寞。
其实我觉得自己占有欲

越来越淡。很明白人生终究要和
喜欢的所有一切拜拜，但是既然还
活着，何不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多缠
绵一会儿呢？而且，搞懂的过程，
真的比拥有这些东西还开心。当
然，这也许是我安慰自己有太多难
以企及的好物。
见过即拥有，所以我到别人

家，也喜欢看看人家拥有的我所
没有的好物，不想看那空荡荡的
高级感。

林明杰

别急着“断舍离”

上海人的“补”就是进
补，坊间也叫“保身价”。
进补可在一年里随时切
入，但寒冬腊月是它打卡
红档期。“馋痨坯”只晓得
“秋风响，蟹脚痒”，而“老
克勒”却是“北风响，进补
忙”。当年，一家调查机构
在沪抽样调查：
89.3%的上海人认
为，上海人一个最
突出的优点是“注
重生活情趣和质
量。”上海人的补，
正是其中的一项。
进补在冬至打

响第一枪。这原是
“祭先人”的日子，
不知何时被“补后
人”抢了头条。细思
不恐，在那句“冬至
夜里一块肉，譬如不冬至”
的老古话里，早就埋下了进
补的种子。冬至起天冷
日短，肚上多块肉就像贴
了抵御寒冷的暖宝宝。
老底子，“保身价”是

少数人的事；对大众，平时
炒只蛋就是加营养补身
体。大众的进补只在特定
情形下：坐月子、开刀和重
病康复等，补起来不过就
是炖鸡笃蹄髈，能吃甲鱼
是大补，端上人参炖鸡是
补到了天花板。
在农场时，一个月才

吃趟小肉，连里流行的“保
身价”格言是：“穷人没有
大肉吃，睏觉养精神。”那
时，躺平就是进补。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保身
价”成了大众行为。在上
世纪，上海人流行过“鸡血
疗法”和喝红茶菌，其中红
茶菌记忆犹新。那时正读
大学，有同学用大茶缸大
口玻璃瓶装满红茶菌带到
校内，有的索性在寝室培
育红茶菌，菌种放瓶蒙纱
布，几天后掀开，漂浮着白

乎乎海藻般的玩意。味道
有点酸溜溜，后来喝一牌
子颇响的保健品，口感似
红茶菌。与“鸡血疗法”相
比，喝红茶菌“保身价”是
人多影响大。大众流行离
不开经济基础，经济制约
你能否补、怎么补。

我把进补看
作经济活动。一
要有成本意识，革
命的本钱不能只消
不长，更不能蚀本。
二要有投资意识。
有投入才有产出。
三要有期货意识。
不可能今吃蹄筋明
破奥运纪录，不可
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不可见异思迁
一会儿深海鱼油

一会儿卵磷脂。四要有
联动意识。进补与锻炼
结合。我一大学同学原
打乒乓球，他转教练的
一句话至今不忘：锻炼
后最能吸收，像烧红铁块
浸在水里。
上海人进补“门

槛”就是实惠。牛
奶是上海人历史悠
久的首选日常补
品，价廉物美。在
上世纪，牛奶作为营养品
配给电视发射机房、殡葬
馆及专业复印人员等特殊
行业工种。直到本世纪，
邻居说来装修的油漆工提
出，工作要喝牛奶补。而
人参，则是上海人心中最
有腔调和最补的补品。
孩子幼年时，老人就说，要
吃点上海人叫“孩儿参”的
太子参，打好基础。若有
人说“侬人参吃饱了”，那
不是夸而是在“敲木鱼”。
除药补，上海人还重

食补，讲究“吃啥补啥”。
在计划经济年代，骨折病
人凭证明可在菜场买紧
俏的肉骨头，献血配给营
养菜是猪肝。我供职的电
视台，自改革开放起，多个
部门制作了食疗节目和
图书：莲子猪肚健脾益气，
枸杞肉丝滋补肾阴，葱炖
猪蹄补血……
吃补品，上海人还讲

方便。吃参用只拳头大小

紫砂锅隔水蒸，费时劳
神。在上世纪80年代，服
用方便的人参蜂皇浆、深
海鱼油和各种口服液风靡
上海滩。它便于携带，开
盖吸管一插，“哧溜”间就
完成了进补大事。
理性决定进补。二

十多年前，我借调市委某
机关，办公室有来轮岗的
青年一男一女。女生每日
一片泡腾片，后带动了男
生。那男生吃了段日子说
吃不消，不跟了。那时，一
管泡腾片10片 26元左
右，每月开销七十多元；
与平均一天喝瓶啤酒差不
多。经济学家贝克尔教授

认为，理性的经济
行为就是指效用函
数或福利函数等良
序函数的一致的极
大化。进补也是这

样，好钢用在刀刃上，有的
刀只用一时，有的刀是要
用一辈子。
我的补龄算较长的，

三十岁出头起步。动因是
被一老中医一言击中：年
轻不补，老了机器咬死，想
补也补不进了。进补选天
然补品，认牌子。先是天
天泡西洋参，后听供销社
通讯员说新鲜蜂皇浆好，
我也买来放冰箱，每日空
腹吃小手指甲大小的一撮，
觉得神清气爽。后防“三
高”，换成每天空腹一小勺
三七粉，掺点西洋参更好。
冬令进补，不为打

虎。有人说，吃什么和怎么
吃是决定一个民族的命
运。那么，补什么和怎么补
也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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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乔羽作
词、刘炽作曲）家喻户晓，
国人耳熟能详。这是几代
人的集体记忆。
先说一个插曲。2016

年12月一位女作
家在香港大学演
讲，题目是《一首
歌，一个时代》，在
随后的互动环节，
在场的香港浸会大
学一位副校长被问
到启蒙歌曲的时
候，说是《我的祖
国》，副校长还唱了
第一句“一条大河
波浪宽”，现场许多
学生随之合唱，气
氛立即高扬。相关
视频后来在网上流
传。当时我还在节
目中提到此事。
《我的祖国》有

多种版本，有一个交响曲
版本，值得一说。

2018年7月18日，英
国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在

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演
出。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
成立于1840年，是英国最
古老的乐团，也是以皇家命
名的三个交响乐团之一，

经费来源于英国王
室，已故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是这支乐
团的主要赞助者。
当天音乐会的

曲目都是交响乐名
曲。按照惯例，乐
团在音乐会开始的
时候，演奏了到访
国家的乐曲，利物
浦爱乐演奏的就是
管弦乐版《我的祖
国》，乐曲声刚刚响
起，台下的观众为
之欢呼，开始跟着
演奏合唱，乐团演
奏家们似乎略显不
习惯，但立即安定

下来继续演奏。
利物浦爱乐的指挥瓦

西里 ·佩特连科1976年出
生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

堡），从小接受音乐教育，
2002年在西班牙卡达柯
斯（在加泰罗尼亚）的国
际音乐指挥比赛获第一
名，两年后即被利物浦爱
乐聘为首席指挥，年仅26

岁。（与他同姓的52岁的
西里尔 ·佩特连科，同样
出生在俄罗斯，是柏林爱
乐的音乐总监。两人同
为欧洲乐坛的传奇。）这位
青年指挥家的苏
联/俄罗斯背景，似
乎使他在指挥《我
的祖国》的时候，更
加能够理解乐曲的
真谛，更加能够带动乐团
的演奏融入中国观众。
佩特连科一开始就以

他的激情带动了整个乐
团，乐团的管乐部分高昂
激越，色彩非常明亮，随后
的弦乐部分音色饱满温
暖，充分体现了歌曲的抒
情性，难怪观众的哼唱这
种不合常规的现象，不仅
没有妨碍演奏，反而刺激

了乐团，形成了难得一见
且无法重现的互动。整个
演奏不到5分钟，却是高
潮迭起，整个演出一气呵
成，精彩异常，观之令人动
容。后来听过多个不同的
乐团演奏版本，总觉得佩
特连科指挥的这个版本最
激动人心。
还值得一提的是钢琴

家郎朗在白宫演奏《我的祖
国》。那是2011年11

月华盛顿中美峰会
结束后，东道主举行
国宴，郎朗在现场演
奏了一曲《我的祖

国》。郎朗先是与爵士乐大
师赫比 ·汉考克以四手联
弹的形式演奏拉威尔《鹅
妈妈》的片段《瓷偶女王》，
然后独奏了《我的祖国》。
郎朗的演奏行云流水，以
钢琴充分表现了歌曲的神
韵，博得全场一片喝彩。
相信《我的祖国》将长

盛不衰，成为中国人永久
的音乐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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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黑瓦绿树，碇步流水人家。
那个很火的舞蹈节目《碇步桥水清

悠悠》，让“碇步”这种古老的渡河工具，
唤醒了人们对江南的记忆。舞蹈中，江
南女子在碇步桥上踏石而行、缓缓走来，
从天而降的水瀑和轻巧的舞姿，尽显中
国传统山水画的生动气韵，让人仿佛置
身于烟雨江南之中，回味悠长。
远古的神话，都把天上的彩虹，比作

人间的天桥。因为，江南是水的
世界，“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
百九十桥”，到处是江河纵横，水
网密布，家家开门见河，人人出
门跨桥。从古至今，智慧的江
南，架桥者甚众。追溯江南的桥
梁发展史，最早起源于水乡的碇
桥。它们由渡船桥、浮桥演化为
石墩石梁桥，再由木梁桥、石梁
桥发展到石拱桥。这些桥梁，因
地理环境的不同，具有“桥型繁、
名桥多、石雕精、密度大、故事多、内涵
深”等特点，它们书写了江南水乡辉煌的
桥梁史。构建了青山绿水的江南图景。
有桥便有路，水乡成通途。最早的

碇步，寄托了人们美好的向往和追求幸
福生活的期盼。粉墙风竹动，水巷古桥
通。小桥流水人家，古朴雅致、简洁灵
巧，为便利通行，又建桥遂成市，长桥架
彩虹，往来便市井。而“桥上走一走，活
到九十九”的美好心愿，让人们在“走桥”
时，不仅能欣赏江南如画的风景，更可以
领略桥梁的诗书画等艺术。桥是立体的
开放的文化展示空间，与周边的自然景
色融为一体，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记得我小时候，寄养在浙江河姆渡

畔的外婆家，山溪和河流相伴，到处是这
种简单而又古老的渡河碇桥。据说这一
技艺始于远古时期，盛于唐宋年代，属于
堤梁式桥，因市镇的兴盛而发生。碇步
桥是将一些形状大小基本一致的石块，
在水中整齐排列而成道，石块之间相隔
约一步之遥而称“碇步”。由于碇步桥面

的不连续，我小时候走的时候，每当看到
脚下哗啦啦流淌的河水，常常有些惧怕，
唯恐自己不小心掉入水中。我每次随外
婆去溪边浣洗衣服，淘米洗菜时，总被她
老人家告诫要当心脚下。然而，这一条
条长长的碇步桥，有序地嵌入溪床，一直
延伸到了溪流对岸，犹如黑白相间的钢
琴琴键。行走在其中，不论是缓缓漫步，
还是一蹦一跳，总给我带来刺激的享受。

当年，河姆渡古镇，远处青山
连绵，近处古屋巍然，宅门巷门相
连，鸡犬之声相闻；清澈流水潺
潺，碇步之中笑声盈盈……仿佛
是一个桃花源里的仙境。水，是
河姆渡的灵魂，溪流加上碇步，让
古镇气韵灵动。桥，将村镇贯通
在一起，有了四通八达的贸易。
荷担的樵夫、捕鱼的渔翁，矫健地
行走在这如琴键般的碇齿上，碇
间流水发出如古琴般的悠扬回

响，让我神清气爽，豪气顿生。
如今，我每次回河姆渡古镇祭扫外

公外婆的坟墓，历经沧桑的古镇，依然
浸泡在千年浩渺的时光里。在碇步桥
边已经修筑了连接宁波和杭州的高速
公路，但碇桥的古朴、宁静和灵秀，依然
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纷至沓来。为
的是让自己优雅的身姿，在历久不衰的
“琴桥”上打卡亮相。在“碇步”桥上走
上一走，来一番诗情画意般的审美体
验，沉浸于一步一碇、自如行走的感受，
领略“人在石上走，水在脚下流”的青绿
美景，凝结成人们缱绻曼妙的乡愁回
忆，弹奏出人与水和谐共存、梦里水乡
的天籁之声。
江南因水成城，因桥而兴盛，因桥而

美丽。如今，从古老的碇步桥到现代桥
梁，点缀了最江南的青山绿水，映衬出最
江南的无穷诗意，那灵动流畅的桥梁造
型、独特的结构、精湛的工艺，是造桥人
的匠心独具，智慧的象征，让我情不自禁
为之赞美，为之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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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菜其貌不扬，以前似
乎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会想
起她。老人们总说过年要
吃点塌菜，上海话叫“沓沓
扑扑”，这使我一度以为这

菜应该写作“沓苦菜”。在塌菜上市旺季，霜打过的塌
菜，依然精神。矮小的叶瓣和其他绿叶菜比起来更加
硬挺，这也意味着更脆爽和香甜。
我家最常做的方式是塌菜炒冬笋。冬笋切片汆

水，下一勺猪油，一定要猪油，就像我先生炒蔬菜一定
要用铁锅一样。那猪油一入烧得滚烫的铁锅，就化成
澄亮的热浆和缕缕香气，下塌菜，刺啦刺啦的，再放笋
片，翻几下，撒点盐就可以出锅了。碧绿生青，关键是
香。热气腾腾地盛在一只大蓝边碗里，端在手心里，那
绿叶被油润渍的香，是不可多得的温暖和慰藉。如果
有年糕，放入一同炒，炒到年糕有点微焦，那滋味更是
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塌菜另一做法是入汤。餐桌上常见的肉丸蛋饺

汤，塌菜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为数不多注重摆盘的
汤。高汤打底，塌菜一层，上面再依次铺上蛋饺、爆鱼、
肉皮、冬笋等，真是应了“沓沓扑扑”的好口彩。
随着五湖四海的人汇

聚上海，上海人的口味越
来越多元化。但这些传统
的、充满温情的传家菜，却
是根深蒂固的上海味道。

小 逸

塔菜

喜逢双春年，
春雨暖人间，
春江奔腾欢，
奋楫齐争先。

邓伟志

双春年颂

多花点钱
配个舒服的眼
镜，和忍受多年
不舒服的眼镜，
哪个代价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