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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有一对大别山里来的夫妇，做
了十余年的手工豆腐。他们家的豆制品，始
终保有童年里遥远的豆香气。
一直喜食豆腐。挑老一点的，切薄片，油

煎至两面橙黄，移至砂罐，加滚水慢炖，愈久
愈入味。佐以适量肉片，肉末亦可。倘想吃
得丰盛些，可搭配腐竹、木耳、干黄花菜等，口
蘑尤佳。关火前，酱油、钾盐适量调味。上桌
时，热气氤氲，小气泡咕噜咕噜冒个不停。夹
一片搁饭上稍微凉一凉，再咬一口，鲜美汤汁
遍布整个口腔，豆腐外韧里暄，细腻中见香
糯。每次，豆腐如数吃完，肉片无人问津。
一次次想方设法将例行的豆腐煲逐渐

地提升档次，或者加些牛肉丸、鱼丸、肉丸。
最关键，要事先吊好高汤。无非猪棒骨，焯
水，入砂罐，小火慢煨。这罐汤，是豆腐鲜味
的来源。
古语有云：唱戏的腔，厨师的汤。
一道菜可口与否，汤殊为关键。
一日，看美食纪录片，讲的是鲁菜。泰山

脚下的豆腐，颇为著名，得益于山脚下一眼泉
水。泰安小城有一道豆腐白菜，令食客交口
称赞。大厨同样先吊汤。猪棒骨、瑶柱若干，
老母鸡一只，用泉水，煲四小时，末了，捞出三
样食材，将事先剁好的鸡肉耸、猪肉茸一齐放
入汤中，瞬间，汤中杂质被肉茸悉数吸净，重
新过滤掉肉茸，徒剩一锅清汪汪的汤水，色近
泉水般清澈。豆腐、白菜断生，汇入清汤之
中，上桌。岂不鲜美？
川菜中，也有一道白水青菜。
考验一名川厨的勺下功夫，也是让做一道

白水青菜。说是“白水”，实则，还是清汤。所谓

素菜荤做，过程繁琐复杂，食客看不见而已。
扬州的煮干丝，关键也靠吊汤。汤之鲜，

同样依靠鸡、鸭、猪棒骨。特制的豆腐干，切细
丝，于碱水中过一遍定型，再入滚水汆烫，祛除
豆腥气，装盘，顶上放一撮鸡丝，淋上高汤。
日本人在豆腐面前，呈现出一种奇崛的

清心寡欲。刚做出的豆腐，切小块，既不煮，
也不汆烫，直接入嘴，佐料全无。他们追求
的，是最极致的本源之味。
午餐，当我们吃着豆腐煲，孩子又一次提

及小城芜湖那家饭店里的青菜豆腐煲，意思
是让我下次也加点儿青菜进去。
癸卯正月初一，回小城芜湖探望双亲，在

饭店也点了一道豆腐煲。大半年过
去，小孩犹记它的鲜美。一座城市，恰
好被长江、青衣江环抱——水好，豆腐
可口。土质好，青菜美味。
在乡下，我自小学会如何做豆

腐。是腊月，临近春节，大人自镇上买回一块
生石膏。早饭粥烧好，锅洞中草木灰残留余
温，石膏埋进灰中焐熟，火钳轻轻夹出，捣碎
成末，备用。浸泡一宿的黄豆饱胖而亮堂，晶
莹如琥珀。以石磨，一点点磨出浆水，用纱布
袋过滤出豆渣。浆水烧开，舀至木盆中。热
气滔天里，用葫芦瓢顺时针慢慢搅动豆浆，一
边搅，一边加入事先兑过水的石膏末，徐徐
地，徐徐地，浆水形成一个漩涡，让其静置几

分钟，撂一根筷子入盆，筷子直直站住了，豆
腐即成。
彼时，一家老少怀着喜悦，各自舀一碗豆

腐脑享用着，连黄浆水也一起喝下去了。随
后的事，由大人去完成。五斗橱的抽屉洗净，
铺上纱布，豆腐脑舀进去，包上纱布，压上大青
石，黄浆水汩汩而下。想要千张，便多压几块
石头。剩下大半，统统成了豆腐，菜刀划成一
块一块，托在手上颤巍巍，终日养在水中。三
四日，换一次新水，可一直吃到正月十五。
我以白话叙述豆腐的制作过程，颇为无

趣。读读元人张邵的七律，美得飞起：
漉珠磨雪湿霏霏，炼作琼浆起素衣。
出匣宁愁方璧碎，忧羹常见白云飞。
蔬盘惯杂同羊酪，象箸难挑比髓肥。
却笑北平思食乳，霜刀不切粉酥归。
我的偶像苏轼更懂得享受，他一边吃豆

腐，还一边不忘痛饮蜂蜜酒：
脯青苔，炙青蒲，烂蒸鹅鸭乃瓠壶。
煮豆作乳脂为酥，高烧油烛斟蜜酒。
正是受到他啃食羊脊骨的启发，

近期，我时不时去内蒙古牛羊肉专卖
店，买几根羊拐，焯水，小火煲汤久之，

色如牛乳，喝着且黏嘴。
喜好撒胡椒粉的小孩，一碗羊汤尽，发出

嗟叹之声。
剩下的骨头也不浪费，将骨髓小心剔出，

一滴也不放过，全部吃下去。这样的羊拐，三
四根足矣，所费菲微，八九元而已。下回煲汤
时，也可放一条鲫鱼，切几块嫩豆腐。
富人有海八珍、山八珍之说。平常人家，

羊汤豆腐，一样养人。

钱红莉

漉珠磨雪湿霏霏

西溪，有蒹葭泛月，渔村烟雨；有秋
芦飞雪，火柿映波，一派迷人的闲情逸
趣，仿佛一帧年代久远的古画。
西溪，有吱呀的摇橹船，跃出水面的

鱼儿，不知哪儿冒出来的鸟鸣，这活泼泼
的一切，又分明是鲜活的。
杭州人好福

气。想看山，有山。
想涉水，有水。想游
览湿地，有西溪。
不必打飞的，不必
坐高铁，只需一抬脚，风景便可触及。
漫步在西溪的福堤、绿堤和寿堤，心

头会活泛起来，小时候那种郊游一般的
欣喜，仿佛时光倒转，眼前的景物，像久
别重逢的老友，与你打着欣喜的招呼：你
好啊，亲！

曾以“冷、野、淡、雅”
著称的西溪，的确是经受
了老时光的。明代文人
张岱《西湖梦寻》中，有
云：“欲寻深溪盘谷，可以

避世如桃源、菊水者，当以西溪为最。”如
今的西溪，除了碧水晴空、芦花飞雪的自
然美景，除了端午龙舟、花朝节的人间烟
火，更是鸟儿们自在栖居的天堂。
莲花滩生态保护区位于西溪腹地，

是西溪主要的观鸟区，这儿自然野趣，生
机勃勃，是飞鸟、鱼类、昆虫和草木的王
国，可观测到近两百种珍贵的鸟类品
种。西溪十景之一“莲滩鹭影”，描述的
就是这儿，有着鹭鸟飞翔天际、鸣禽婉转
丛林的迷人景致。
观鸟区有着观鸟楼，一楼适合观看水

鸭、鸳鸯，二楼适合观看飞鸟。一年四季，
吸引着数不清的“长枪短炮”和鸟类爱好
者。通过双筒、单筒望远镜，你可以观察
到迷人的鸟世界：可爱的鸟儿们，或静谧
独立，或打闹嬉戏，或择枝而栖，或戏水觅
食。你还会被可爱的水鸭、白鹭“萌”上一
回，被成双成对的鸳鸯“虐”上一把。
一天之中，观鸟的最佳时间是清晨

和傍晚。清晨，成群的白鹭栖息树冠，不
经意间，林梢响起“哗啦啦”一阵，惊飞的
鹭群，营造出“南村烟树接蒹葭，白鹭翩翩
满白沙”的意境。傍晚，暑气渐落，夕阳西
下，成群鹭鸟从林梢掠过，当你经过，脑
海里会漫起“蓼花荻叶可以解我忧，鸬鹚
白鹭可以从我游”这样的诗句。
清初画坛“四僧”之一的八大山人，

笔下的鸟，总是透着孤傲与仙气。晚年，

八大山人更是将鸟儿比作知己，与鸟相
伴，领悟人生的酸甜苦辣和世态炎凉，思
考着万物共同的大寂寞。便想，八大山
人若是生在今日，到西溪走一走，看一
看，欣赏西溪春日的杂花生树，鸟声啁
啾；夏日的草翠水绕，鸟鸣园幽；秋日的

鸟翼与芦花齐飞，
鹭影共火柿映波；
冬日的雪泥鸿爪，
萧散清旷……他笔
下的鸟儿，应该会

有另一番气象和韵致吧。
或许，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飞翔

的梦。红尘中，当沉重的肉身让你稍觉
疲惫时，不妨去看一看飞鸟，亲近一下艺
术，不妨把自己放逐于自然的水墨画卷
中，顺便思考一下，什么是万物有灵，什
么是和谐共处，什么是同生共荣。
西溪是一只穿越时空的翠鸟，历经

光阴的皴染，时代的勾勒，散发出愈来愈
神奇的光泽和魅力。它飞过洪园，飞过
高庄，飞过河渚，将属于中国江南的神话
和传奇，带向更远的地方，向人们深情诉
说着：西溪且留下，且留下……
到西溪去看鸟吧，让灵魂轻舞飞扬。

卢文丽

莲滩鹭影舞西溪
如果我可以飞翔（插画）赵晓音

时光进入7月，昔日热闹的校园
安静了下来。于我而言，暑假虽是
学期结束，更是一种新的开始。每
年暑假，我都会对幼儿园近一年的
情况进行复盘，梳理下阶段的目标
任务，对幼儿园的未来发展规划谋
局。此外，暑假班的课程质量、教工
的学习培训、身心状态，以及家访、
基建等，这些已经成为我每年暑期
的“必修课”。最担心的还有台风暴
雨，事先需要叮嘱门卫加强巡检，避
免因下水道堵塞而造成室内倒灌，
之后，会带着团队在三个校园实地
检查，安排工人清除已折断还未掉
落的树枝，外墙的剥落，甚至还需要
处理邻居装修影响校园环境、安全
等问题。我认识的所有有责任感的
园长都是这样度过暑假的，遇上园
所扩建的，更是惺惺相惜。
今年暑假有些与众不同，我与

这样一群园长相聚了，开启了一个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颇具闲情
雅趣的特殊暑假。教育部园长培训
中心第五期幼研班即将迎来毕业答

辩，整整5年，作为每个省市代表的
幼儿园园长在线下线上建立起深厚
的友情。7月初，我们要在东北长春
共聚首，这个特殊的夏天，更充满着
兴奋与喜悦。

7月初，我只身踏上暑期学习的
旅程。虽
然大家来
自五湖四
海，但由于
飞机延误
等，我取了行李，心想着最好能遇见
哪个同学，四处环视，还真远远地就
看到了：高个子的是山东薛园长、略
矮的是广西谢园长。于是，大声呼唤，
欣喜无比地互相拥抱。突然，“我来
了”“我也来了”戴着头巾的宁夏黑园
长、一身短袖短裙的厦门叶园长都拖
着行李一路小跑过来，能在川流不息
的机场人群中相遇，我们还真有缘。

5年前，来自全国各地的32位园
长也是这样拖着行李来到中心的，我
们成为了同学。5年间，因学习的压
力、身体状况、岗位转换等原因也牵

绊了个别同学，甚至有两位同学先后
退出了团队。更多的我们都克服种
种困难坚持着，尤其是山西的赵园
长、河南的常园长不仅努力工作、认
真学习，还添了二宝，数她俩收获最
大，令人欣喜。需要用汽车、火车、飞

机接力 60

多小时才
能来到园
长培训中
心的新疆

修园长，是我们中最年轻的园长，每
次她一出现，我都充满敬佩；来自北
京的李园长阐述完办园思想后，PPT
定格在最后那张幼儿园的教师集体
照时，她突然哽咽，因为她即将要离
开这所热爱的园所，奔赴下一个新的
岗位；四川的彭园长曾一度病倒、身
体虚弱，这次很高兴见到她脸色红润
许多，并坚持到现场参加结业活动，
这本身就是胜利的预告……五年间，
我们已多次得到导师们的指点，一半
学员成长为特级教师、特级园长、正
高级，硕果累累。

和导师、同学重温师恩，共叙友
情也是结业的重要内容。来自西藏
的卓玛园长，因为家人身体原因，只
能参加半场的结业活动，她亲手为
老师、同学们献上了洁白的哈达，感
恩中心的培养，感谢一路结伴同行
的同学们；来自广东的金园长，也是
唯一男同学，为每位老师、同学准备
了一份茶叶礼物，茶叶罐上刻着金
灿灿的班级名字等字样；云南的何
园长唱着当地的民谣，用她嘹亮的
歌声祝福着大家……在现场的我多
次泪眼模糊，感动于这群幼教人的
执着与热爱。
幼儿园园长的聚会让这个充满

着闲情雅致的夏天多了一份感动，
多了一份亲切，这是一次幼教人蓄
力赋能的夏日交流会，是结业学习，
是尾声，更是特别的开篇。

龚 敏

幼儿园园长的夏日聚会

今春认识一位叶先
生，室内设计界翘楚。大
学老同学的中学同学。老
同学讲他俩一道出黑板报
的，一个抄写文字，一个画
插图，相友至今。原来你
们也出过黑板报
呀，情不自禁脱口
而出。好像找到了
接头暗号，记忆闪
回。我小学、中学
也是黑板报主力
军。一问家人，他
说当年也是初中班
级的黑板报能手，
他负责插图，和写
文字的林同学搭
档，合作相宜，成为
好同学好朋友。好
像出黑板报是能成
就搭档的路径，文
字插图，配得好，这
期黑板报才出得漂
亮嘛。出黑板报，
也培养了少年人的某种能
力，写字的功夫，插图装饰
的眼光，版面配合的安
排。自然，也少不了一些
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班级
黑板报是一种，如果出的
还是全校那块大黑板报，
受到老师们的肯定，看到
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不无
两腮红扑扑的发光感。
有些场景还是很清

晰，小学常被老师叫去出
的黑板报是学校大门口那
块，抄录的文字一般由老
师提供，此外，我还负责排
版，绘花边，画插图。有一
年学习着打格子画雷锋

像，像的像的，反馈
不错。还学习着隶
书来写标题。如今
对写字的兴趣回溯
起来就源自小学，
一是临帖，二是观
察老师们的板书，
三就是在黑板上的
实践了。到了中学，
常被母亲差遣给她
任教的小学班级里
出黑板报，画点小
画，绘点花边，录点
文字，粉笔灰扑扑
的，但也蛮开心，大
概就是劳动带来的
成就感吧。从讲台
望向教室后方，排

列有序、生动活泼的一期手
工黑板报，虽然不过白粉
笔绿粉笔蓝粉笔，偶尔几
处红粉笔，黑板的底子不
像之后的那么细致，噪点
满满，但看着还是欢喜的。
出黑板报，也蛮考验

一个人的耐心和周到。如
果个人独立完成，相对容
易风格统一，总体考量内
容和形式的搭配即可。如
果是多人合作，那么如何
分工，不同字体安排，也须
得当，还得顾全小组成员
的性情。记得高二时由我
组队出一期黑板报。内

容、版式我心里早就有了
谱，大家也都认同的。想
着其中有的同学字写得过
淡，有的字体比较野豁，以
风格统一故，就没请她们
抄录。也是我没及时事先
沟通，为抓紧时间，就和一

位同学一起把黑板报出
了。黑板报是出得蛮好，
但引起了同学的不开心，
虽然事后也道歉并沟通
了，但总归是个瑕疵，自己
也是恍然了其中人事，有
些事不求做到完美，更需
和谐。一期黑板报，彼时
似乎是追求完美的一道
题，其实回首不过是做件
事，每个人各自发挥，效果
如何也许并不要紧，良性
的互动才是要紧的。黑板
报不只写写粉笔字，而且时
不时也写出了人生感悟。

60后的黑板报
记忆中满满也都是
历史。和家人聊起
来，初中时他出过
的很多期黑板报中
有一期印象最深。那是
1976年春天，是年1月8

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所以
一开学就要出一期纪念周
总理的黑板报。他们拿到
了一首手抄诗《周总理办
公室的灯光》，想着如果这
首诗的左边能配一幅周总
理的头像，就非常完美
了。于是放学后，他在黑
板左侧三分之一处打上格
子，将总理的头像搬上了
黑板，黑板右侧三分之二

就由林同学抄写诗歌。第
二天同学们和老师看到后
都感觉不错，表达了大家
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彼
时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担心
其他同学也模仿乱画总理
头像，还特地叮嘱大家，除
了出黑板报的同学，其他
同学不准乱画领袖像。他
说遗憾当时也没有照相机
拍下那期特殊的黑板报，
否则现在回忆起来就有血
有肉了。说的是啊，那些
年出过的黑板报若如当下
留影方便，可谓少年成长

小印记，也算历史
小资料。
电脑手机的当

下，学校里还出黑
板报吗？我咨询了

研究生毕业后在沪某高中
任教的学生小王。出的，
小王说，每班宣传委员负
责，一般每月一个主题，诸
如心理健康、热爱劳动等，
学校每月检查。也是用粉
笔，有的比较高级点就买
水粉来画。小王发来两期
黑板报图片，黑板是正常
的黑板大小，但两边贴了
其他表格等，板报就剩下
中间一小块了。一期“国
庆中秋”专题，中间画了天

安门，以云纹烘托，内容不
多，“中秋来历”“中秋情”
两篇几百字，倒蛮像微博
文体。另一期主题“发现
身边的美”，大树小花为装
饰主体，文字也就两三百
字吧。见微知著，似乎可
见当下图像手机时代的黑
板报新风格，以图为主，文
字为辅。不过，黑板报还
在出着，已然欣慰。
梅雨季最后一日，去

取托裱的一批拙字拙画。
顺便也和沪上知名古画修
复暨装裱老法师周国伟先
生聊聊书画和旧事，他说
起初中毕业时上海手工业

局来挑学生去读彼时的上
海工艺美术厂工业中学，
也为培养后备人才之需。
此时周先生脱口而出“阿
拉老早在读书时出黑板报
的呀，所以字写得还可以
咯，老师就推荐我去了”，
不由得莞尔，又像听到了
接头暗号。今年认识了好
几位少年时代出过黑板报
的新朋友。他们成年后专
设计，做书画装裱，做老
师，做生意等不一，欢喜写
写画画的性情里似乎也能
追溯到出过黑板报的。
小小黑板报，腾挪起

来，天地并不小。

龚

静

你
也
出
过
黑
板
报

每到夏天荷
花盛开之际，苏浙
一带善烹治的巧
妇，便开始酿造荷
花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