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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妙瑞

□ 侯宝良

□ 孙卫星

□ 王芸萱

地铁车厢犹如“万花筒”，折射出沪上

众生相。略记一二，聊以补白。

■ 清晨读书郎
清晨6：30。临近“大雪”节气，早班

地铁开动了，天色尚未大亮，小小读书郎

却络绎不绝地去赶地铁了。车厢里并不

拥挤，小男生一入座，便相互倚靠着又

“睡”了，似乎抓紧时间养精蓄锐；小女生

却很用功，默背英语单词，琢磨几何题

目；有的还在抄作业。稚气未脱的少男

少女并不轻松，也许听够了太多的唠叨：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所以，他们赶

地铁时也带有几分凝重。

■ 有人赶路忙
早晨6:50。铁路上海站，一队头戴

安全帽的民工转乘地铁1号线。地铁车

厢里尚有余座，农民工们谁都没有争先

入座，生怕会“蹭”着其他乘客，迷彩色工

装上染着不少泥尘，变得更加迷彩。有

个睡眼惺忪的工友问多久才到莘庄，工

友们咧嘴一笑：“还有好多站。昨晚卸

车你太累了，你赶紧再眯一会儿！”听着

这番对话，有对中年夫妇起身让座，农民

工们却笑着摇头：俺习惯了，蹲着也能睡

着呢。

■ 白领忙补妆
早晨8：50。地铁2号线很是拥挤，

一名白领姑娘坐稳后，从坤包里掏出粉

盒补妆，她对着小圆镜，往双腮上擦粉，

还用眉笔细描蛾眉，再勾勒唇线……邻

座的老太太说：“现在年轻人蛮辛苦，化

妆打扮也没辰光。”正在描眉的姑娘莞

尔：“阿拉在陆家嘴金融区上班，加班加

点是家常便饭，还要培训充电哦！”老太

太笑了：“年纪轻忙点好，说明侬蛮有出

息额！”

■ 父女情深图
地铁10号线的车厢里，有个脸庞

黧黑的中年汉子胡子拉碴，身旁轮椅上

坐着红衣少女，脸颊瘦削过于苍白。中

年汉子死劲攥住轮椅车把，欲把孩子安

危攥在手心里。

列车匀速行驶着，车门玻璃犹如明

镜映出了轮椅少女，只见她面对车门玻

璃，整理着红围脖、梳理着马尾辫……

瞅着轮椅上的孩子，提着CT片子的中

年汉子红了眼圈，低声提醒孩子“医

院快到了”，他梦想女孩能重新站立起

来吧！

上海人讲究吃要有

“吃相”，从吃相就

可看出一个人的家教。吃相

还会影响到公众对一个人平

常行为及说话态度的评价，

常听讲：“侬看看伊迭能的吃

相吓人哦，少跟这种人搭

讪。”嗨，“吃相”难看的人还

会影响其谈恋爱找工作呢。

小梅当初“毛脚”上门，

吃相难看，小梅爷娘看不

惯。上了台面没等大家坐

定，“毛脚”倒先举筷就近夹

了块肉放进嘴里。小梅见老爸皱眉就轻

轻碰碰男朋友，小梅妈只好微笑打圆场：

“都是熟人，没啥。”这仁兄把客气当福气

了。出于好客，上菜总是先送到他面前，

看，碗没放下，他的筷子早就伸进碗里

了。事后小梅多次提醒，男友还以为她规

矩多。小梅想起平时聚会时，作为客人的

他也总是狮子大开口地点菜、要酒，人家

多次非议。与这种人厮守终身，靠谱

吗？三思后，小梅只好跟他“拜拜”了。

男人吃相难看惹人“触气”，女人的

吃相刺眼，同样叫人心生不快。徐娘半

老的顾阿姨刚刚退休，凭她能说会道的

本领，应聘到一家私人公司做接待。有

次工作会餐，性格爽快的顾阿姨，话讲得

口水溚溚渧，拿调羮舀汤的兰花指跷得

比杨丽萍孔雀舞里的手势还经典，旁若

无人的幅度相当大，有人只好停下筷子

来“欣赏”。吃完烤羊排后的手势，更加

不忘“鲜得来”招牌式的吮手指，舔了拇

指舔食指，起身后还习惯性用油腻腻的

手朝自家头发上揩。老板直摇头：“虽说

阿拉小公司，可是事关企业形象，还是请

她歇歇吧。”

吃相好比是每天做人的腔调，往大

里说是他的人品，老人一向重视从小教

育子女要有吃相，吃饭有严格的规矩：要

先招呼长辈落座，看长辈举筷后晚辈再

拿筷、主动给长辈或客人添饭、吃菜只夹

各自面前的，不好专挑自己喜欢的，更不

好随便拉近菜盆。筷子不许敲碗盆（这

是讨饭动作）。吃饭、喝汤嘴巴不许咂出

声响等等。去做客吃相更谨慎，不自作

主张提要求，客随主便。

现在有人对吃相不当回事。要知吃

相，就是自己的人相啊。

如有一碗好汤，没菜我也吃得津津

有味，比如菠菜猪肝汤。40年前

它属于营养汤，我在老市府大楼上班吃

不到，但马路对面九江路上的市化工局

食堂有买，2角5分钱一碗；我托熟人买

了饭菜票，一汤一饭，吃得心满意足。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广州开会，每

天的午餐和晚餐很丰盛，先端上桌的是

一大盆美味鲜汤。邻座的河南同行说，

这像是花木兰替父从军打头阵啊，于是

谓之“木兰汤”。饭前汤颇有开胃效果，

老广会吃名不虚传。我出差西安也喝

过荷花汤，可说是红烧肉的绝配，一口

汤入嘴，油腻全无。荷花是杨贵妃的最

爱，一碗鲜美的“贵妃汤”，将我“醉”了

好久。

退休了，自己学烧一碗好汤。凡

偷懒烧的汤，仅为应付润喉之需，会让

一顿饭吃得比较扫兴。比如快到饭点

了，急匆匆在小锅里放点开水，倒点袋

装榨菜，打一只鸡蛋。这样的汤端上

桌，有如被辞退的打工女脸色尴尬，只

好将就喝了。讲究的人家一年四季烧

汤，经常翻花样，既调节口味，也有益

养生。

煲汤是一个费时过程，好比一场恋

爱，心诚抱得“美人”归。高汤在文火中

升华，最终或清如泉水，或白如牛奶，浓

缩的精华堪称“超女”，无比鲜美。那年

去成都旅游，品味了仰慕已久的“开水

白菜”，据说汤要熬好几天呢，一碗“开

水”价值不菲啊。我难以仿效饭店做

法，另辟捷径。上网花几百元买了一瓶

著名的台湾荫油，往碗里倒一小调羹，

放几片煮熟的娃娃菜，熬好的大骨汤一

冲香气扑鼻。自制的“开水白菜”味道

也不错，而成本降至8元。花同样的钱

还能烧一碗“草原羊汤”。一把鸡毛菜

像青草一样碧绿，土豆片像羊群一样奶

白，再加几片牛肉，浇点芝麻油更香

了。心情一愉悦，哼起了“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曲子，这就是好汤带来的生活

乐趣。“白青和汤”也营养爽口，烧法简

单。白蘑菇配几朵墨绿的西蓝花，汤底

要先熬制好。汤名源于《白蛇传》的主

角白娘子和小青的故事，我各取一字，

听着名字不加芝麻油汤也香着呢。

家里的一碗汤，映照出不同时代的

生活区别。当年穷人家的饭桌上清汤

特别多，没有油水，碗里漂着几根鸡毛

菜，像三毛头上的稀疏毛发，谓之“三毛

汤”。早点留下的半根油条中午见，剪

成小段放入碗中，倒一点红酱油，开水

一冲，酱油汤端了上来。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烧汤的好料品种繁多。秋天莲藕

上市，我常烧“西施汤”，藕片白如肤，肉

排鲜香浓，撒点枸杞色更艳。偶尔也会

外出喝碗好汤，如王阳明游览过的安徽

含山有“玉姿仙鹤”汤。与老友们奔波

400公里，去品味传承近300年的“仙

汤”。到达饭店，停车场上满是来自长

三角各地的私家车和旅游大巴，见到的

几乎都是老年人，也许和我一样，是为

弥补“贫汤年代”的缺憾而来吧。走进

当地规模不小的“老鹅村”，原来“玉姿

仙鹤”汤就是老鹅汤。圆台面上没有

菜，就是一锅老鹅汤。啧啧，如此鲜美

的汤从没喝过啊。

人老了，汤也越喝越香了。其实类

似感受又何止是一碗汤呢。

白的、黑的、黄的、灰的、棕色的

流浪猫，一共五只，躺在小区

路边晒太阳，我脱口而出像一群

“五色猫”。

这群猫原来住在新小区旁边的

城中村，五六年前动迁时，居民们

搬走了，却把养了多年的猫留下自

寻出路。我在楼上看到被遗弃的

猫钻进了小区的后门，从此开始了

流浪生涯。起初旧房未拆，它们在

夜里回到自己老家睡一觉。后来

施工队进场开挖地基，猫就在新小

区长居了。

和我同楼的宋阿姨充满爱心，管

养起了流浪猫。她养过宠物狗小宝

16年，现在养这一群流浪猫6年，投

入的精力和财力远超养狗。去年流

浪猫患了传染性很强的猫瘟，吃药不

管用，送宠物医院吊针。而病猫有好

几只，光这项支出就花了上万元。很

遗憾一只漂亮的雌猫“红颜薄命”，没

能救过来。后来又来了一只，与病死

的那只猫很像，“五色猫”不缺色也

是缘分。

宋阿姨退休后，被一家单位聘

用，收入一半用在读研究生的女儿身

上，一半花在养猫的开销上。她新买

了一只方形拉杆箱放置宠物用品和

食品。给猫喂食早上和晚上各 1

次。从没让流浪猫饿过一次。强台

风来了，夜里她下楼去“查猫铺”，猫

听见猫妈的脚步声一动不动，意思是

安全呢、放心吧。

宋阿姨会开车，节假日却出游

不成，她在小区为猫“加班”。天气

冷下来了，猫吃热的食物有利于增

强抵抗力，她每天把鸡胸脯煮熟，撕

成细细的小条放入保温桶里下楼喂

猫。还买来猫粮罐头等为猫调节口

味。猫也实行分食制，一猫一碗，颜

色不同。

一天晚上我外出回来，小猫跟在

脚后，看来它想上楼。开了大门，我

招呼说进来吧。流浪猫不像宠物狗，

从来不肯乘电梯，它沿着楼梯的台阶

轻松上去，到宋阿姨家的门口叫几

声。真是乖猫，来道一声“晚安”的

吧，然后下楼去了。7月一天，宋阿

姨开车去上海博物馆，参加古埃及大

展“奇喵夜”活动，她特意带了“五色

猫”中的一只老猫，到外面见识友好

接待它的广阔世界。

地铁车厢里的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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