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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锅贴

    欣赏煎锅贴的过程，是视
觉和味觉结合的享受，闻的味
道有时比吃还美妙。锅贴要蘸
点米醋才好吃，二两不够，再加
一两，美味渐入佳境，心里装满
了对上海小吃的念想。

几十年前虹口舟山路上有
一长排马路饮食店，做锅贴的
师傅 40来岁，腰间系一块白围
单，做的锅贴比提篮桥的摊头
好吃。一两锅贴一角钱。读中学
时，我偶尔会得到父亲给的 2

角零用钱，除了买学习用品外，
省下一角钱去吃锅贴。在记不
清的岁月中吃过多少次锅贴忘
了，却记住了它的焦香和鲜美
之味。后来成了家搬到杨浦区

长阳路，我还是喜欢到舟山路
吃锅贴。再后来搬到普陀区曹
杨路，想起要吃锅贴，就骑脚踏
车先到曹家渡，坐 13路电车乘
到唐山路，弯到舟山路吃锅贴。
那时没有地铁，来回要花 2个
多钟头。在城市改造中，舟山路
的马路饮食店拆除了，从此我
吃不到自己最青睐的鲜肉锅贴
了。

现在每当路过卖锅贴的小
店或摊点，品尝下来总觉得味
道不如从前。10多年前我还在
上班，到龙华路百联党校办班，
4号线下来经过东安路，有一
家“锅贴大王”的小店，买了二
两品尝名副其实，吃出了我向
往的老味道。有太多卖锅贴的
小店做不好锅贴。生煎和锅贴

是一只平底锅里的伙伴，在上
海一起生存延续了近百年。其
中锅贴没有一家做成老字号。
生煎倒有著名的大壶春，原来
在汉口路四川路转弯角子上，
26路电车终点站。我工作的单
位距离大壶春仅几百米。不过

我常常舍近求远，跑到中央商
场沙市路食摊去吃锅贴。后来
因动迁大壶春搬走了。据说牌
子还在，但名气没有老早响了。
小吃市场黑马“小杨生煎”，开出
了不少连锁店，连上海最顶级的
环球港也有其门店。锅贴落在后

面，至今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
牌，更谈不上连锁经营了。

其实各种小吃在上海人心
目中都有一定地位。前提是要
弘扬传统，加上创新，越做越
好，用地道的口味来吸粉百姓。
这个发展空间很大。当下夜市
经济蓬勃兴起，小吃无疑受到
欢迎。搞直播带货，除了口才，
关键货要价廉物美。我先后买
了 4盒鸡子饼。又到王家沙吃
两面黄，去沈大成尝条头糕，国
际饭店买蝴蝶酥。一帮退休朋
友也三五成群，铆牢蟹壳黄、葱
油饼、开口笑、大雪藏、拿破仑、
沙琪玛等名小吃逛马路，生活
变得有滋有味。

最近看到西坡的锅贴文
章。刘笑冰等文友擅长写诗，说

要为历史悠久的锅贴“诗意”一
下，争取更多的吃客。于是如梦
令词牌“锅贴”赛诗会收到 9篇
佳作。老胡的头两句“如月如舟
如耳，亦素亦荤亦美”，一下子
吸引了我的视线。而老吴的想
象更加气势恢宏：“黄海玉度争
舟，鼎沸涛声如鼓。渐渐味香
舒，松脆嫩鲜丰卤。丰卤、丰卤，
馋煞万家千户。”

我相约了 3个好友，走进
一家锅贴小店，每人二两先吃
起来。这次真的吃出了美好诗
意：寻味鼎中晶皎，琼玉月眉青
袅。炙浪烩鲜滋，酥面千金妖
娆。

家乡变近
俞亮鑫

    沪苏通铁路 7月 1日开通了，
从上海火车站出发，仅过了短短 51

分钟，“七溪流水皆入海，十里青山
半入城”，江南古城常熟到了！

高铁时代的快捷便利，使我想
起了少儿时代回常熟故乡看望祖母
的旅途艰辛和时间之长。上海至常
熟不足 100公里，但数十年前要去
一趟，还真不那么容易，可用起早摸
黑来形容。

当年的上海火车站，如今被人
们称之为“老北站”。1987年“老北
站”停用前，去北京、南京、杭州、广
州等各地的火车均在此出发。而去
常熟要坐长途汽车，汽车站就在“老
北站”铁轨的北端———虬江路上。
遇上火车通过，铁轨常会放下栏杆，
赶长途车的只能耐心等待。

回一趟家乡常熟，天不亮三四
点钟就起床了。然后，急急地赶往
虬江路去等车。如果遇上春运，长
途车上站满了人，甚至连站脚的地
方都没有。行李和包裹都只能放在
车顶上，用巨大网兜紧紧罩住，像驮
上了一座高高的小山。
那时，沪虞公路没铺上柏油，汽车

颠簸在沙石路上，总要卷起一路飞扬
的尘土。车顶上的网兜晃荡不停，真要
担心行李是否会被震落下来。

路况让长途车开得很慢，路过
太仓，还要休息一刻钟，汽车加油，
大家方便。下午一点前，一定要赶
到常熟支塘站，以便去码头换一张
到东张镇的轮船。坐船两小时后，
沿乡间土道，步行要 12里，再赶回

离长江岸边的老家。如果遇上冬天，
回到俞家宅已是天黑点灯的时刻。
记得上中学放暑假，我还扛过 30斤
大米及背包走了一路，累得腰酸背
痛。

那时，坐在长江岸边，江面茫茫
一片，唯有白帆点点，一眼望不到
边。只有晴空万里，才能望见北岸南
通隐隐约约有一座狼山。但它在我的
眼中，已是一片遥不可及的天地。坐
船过江，当天还回不来。如今高铁开
通，跨越长江只是一瞬间。

最难忘的一次回家乡是一个春
节，我刚告别中学校园参加工作不
久，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兴致勃

勃地骑车回乡。也许是想躲避长途
车程的拥堵，也许是为了便于乡间
通行，我竟随父亲一起踩车回常熟。

去的路上，正好遇上了寒潮来
袭，西北风劲吹，风刮在脸上冷得发
痛。逆风而行，爬坡上桥，非要咬紧
牙关、憋足全力才能过去。但江南水
乡就是河多桥多，这一路，竟踩了七
八个小时。城里人平时缺乏锻炼，等
骑车回到了常熟老家，屁股早已发
痛，双腿早已无力，浑身汗流浃背，
累得连话都说不动了。吃了晚饭，倒
头就睡。

没想到的是，一周后，要赶回去
上班，我一人骑车回上海的路程就

更为艰
难了。天
气转暖，
风向变
了。当地
农谚说：“东南风，雨太公”。老天飘
下雨来，让路又滑又烂；更让人一筹
莫展的是，前几天下雪冰冻的路化
开了，乡间土路泥泞不堪。烂泥堵住
了自行车的前后挡泥板，犹如在前
后轮子各上了一道刹车，根本无法
骑行。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艰难行走，
甚至连推车都变得十分困难，最后
只得气喘吁吁地扛在肩上。因行李
分量都压在车的后座，致使车身失
去了平衡，前车轮高高竖起，泥土又
不时掉下，夹杂着雨水落在身上头
上，让我变成了一只“泥猴”。我从俞
家宅把车扛到最近的公路，至少走
了二三十里地，简直一身泥水一身
汗，狼狈不堪。此刻，脑海里不断用背
诵当年流行的名句来鼓励自己：“明
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
在那个年代的词典里，没有“退缩”
二字。

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回常熟
的路变得越来越便捷，那种艰难感
渐渐远去。如今，开车回乡，全程高
速，只需 1个半小时。新的沪苏通铁
路开通，更提速至 51分钟。上海去
长江对岸南通，也就 1小时 6分钟。
路途变快变短了。火车飞驰过大江，
长三角再添“新干线”，这画面真让
人为之赞叹：“一江烟水照晴岚，两
岸人家接画檐。”

少
年
记
忆
里
的
粽
子

    少年时代，特别期盼
着过端午节包粽子和吃粽
子。记得读小学时，每逢端
午节，奶奶给我角票，让我
到苏州河边停泊的船上买
粽叶。买回粽叶后，她开始
用两个大脸盆浸泡糯米和
粽叶、马莲。几个小时后，
干巴的糯米变得晶莹剔
透，粽叶也有了水润
的感觉。奶奶坐在小
凳上，手里摆放好粽
叶弯成漏斗形，用调
羹把糯米盛到粽叶
里，放上几颗红枣，
压实，细细的流水从
粽叶里流淌出来。她
那布满青筋的手灵
活地把粽叶左折右
弯，糯米被包裹得严
严实实，随后从嘴里
抽出一根马莲，绕着
粽子紧缠几圈，一只
三角形的粽子变戏
法似的做好了，翠绿
的小三角，像一件工艺品，
精致美丽。

包完一大堆粽子，见
缝插针般地放入大锅，加
满水，开始煮粽子。我早早
候在厨房里不停地掀盖，
急等着尝鲜。于是，就弯着
腰，特别卖力地挥扇子，把
煤炉里的火生得旺旺的。
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慢慢地
飘散出来，弥漫了整个厨
房。粽子刚一开锅，我便猴
急地捞出一个，烫得把粽
子当皮球扔上扔下。

1967 年端午节那几
个粽子，有着刻骨铭心的
记忆。这年端午前夕，父亲

被打成了走资派，这年奶
奶也没心情包粽子。
翌日傍晚，我趴在窗

台上，羡慕地望着小伙伴
们在小巷里玩耍，见路灯
下的小伙伴手里拿着粽子
“狼吞虎咽”，我默默地咽
着口水，心里好生羡慕。
突然，门外传来了轻
轻的敲门声，一下，
两下⋯⋯我们好害
怕，家里已好久没
人串门了。奶奶迈
着小脚摇摇晃晃地
向门口走去，
警觉地问：
“谁？”“我是
晓明。”尽管
声音很轻从
门缝轻轻钻
进来，但那熟悉的
口音，一听便知是
6 号底楼的吴晓
明，悬在心上的沉
石才坠地。
奶奶打开门，见她递

给祖母一箩筐粽子，悄声
说:“舅妈让我送来的。”说
罢便消失在漆黑的楼道
里。奶奶迈着小脚回到屋
里时，我迫不及待地拿起
一个粽子狼吞虎咽起来，
白嫩嫩的糯米，还热呼呼
的，里面的肉馅特别鲜美，
那么有味！吃完后舔干净

粽叶上的糯米，吮着大拇
指，真不过瘾，又拿起另一
只吃了起来。

我拿着剥开的粽子，
问道：“奶奶，你咬一口，真
好吃。”她呆呆地坐在床
边，不停地抽烟，游动的星
火一闪一闪。奶奶摇摇头：
“不吃。”说罢，两颗泪珠涌
了出来，在月光下亮闪闪
的。我从未见奶奶流泪，吓
得放下粽子，不敢出声。奶
奶嘴角挪动了一下，喃喃
地说：“你吃吧。”我不知怎

的见大人伤心，
也哭了起来，边
咀嚼边流泪，清
香的糯米合着苦
涩的泪水咽到肚
里。

淡淡的月光泻在淡窗
帘上，斑驳的叶影在淡蓝
色的窗帘上描着静默的影
子。忽然觉得那窗帘上的
叶影颇似有棱有角的粽
子，倏忽又觉得更似山东
老乡吴家舅妈那双粽子似
的小脚。

每年都过端午节，也
吃过各种各样鲜美的粽
子，但是 1967年的粽子给
我的印象最深刻。这不仅
仅是几个鲜美的粽子，而
是品尝到了人间的善良和
温馨。

赵丽宏的收藏与写作
朱效来

    走进作家赵丽宏的书
房 ，两幅娟秀、清丽的书
法作品引起我的关注，一
幅是周慧珺老师书写的老
子《道德经》，另外一幅是
沈从文摘录的李商隐五
绝、七绝和五言古诗共八
首诗，横批———玉溪生
诗。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
地从这两幅字展开 ，早些
年颇有书画造诣的
书画家曹辛之，把
沈从文在一批清宫
御用彩色蜡笔上书
写的章草裱成长
卷，见丽宏爱不释手，倾心
无比，便大度地借给丽宏
从北京带回上海欣赏，次
年当丽宏去北京把这幅长
卷完璧归赵于曹先生时 ，
他哑然一笑：“我还以为你
不想还给我了呢。”言毕，
拿出珍藏的沈从文全部书
法，让丽宏挑选，丽宏一眼
就看中了这幅《玉溪生
诗》。这是一张一米多长的
横批，书写的是每字二厘
米见方的小字，也是 1976

年沈从文在异常艰难的情
况下书写的书法，他在署
名和边款上这样写道“试
一手金千帖千字文法书李
商隐诗，华呆求宕，反拘束
书法内，不能达诗中佳处，
只是当不俗气而已”。沈从

文的字文雅内敛，不张狂、
不浮躁，中国文字的优雅
和奇妙在这幅字上表现得
淋漓尽致。从此，丽宏便将
这幅悬挂在他书房电脑的
正前上方，遇到文思枯竭、
生涩、疲劳时，抬头仰望沈
从文的字，便会神清气爽，
文思泉涌⋯⋯
丽宏收藏周慧珺的书

法作品，颇有戏剧性。早年，
两人都住在北京路上，随着
交往的频繁，了解深入，丽
宏挥笔写下了报告文学
《心画》叙述了周慧珺不平
凡的人生，而悬挂在丽宏
书房里的周慧珺书法，空
灵潇洒、飘逸俊媚，漂亮的
楷书记录了老子的名言：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
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
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
下正。老子这段饱
蕴智慧与哲理的
话，丽宏非常欣
赏，每天看看，过
目不忘，烂熟于
心。
著名画家黄永玉赠送

给丽宏的是一幅骏马，题
记为———忆昔当年草上
飞。马儿的四蹄舒展、奔
放，令人想起当年倒提青
龙偃月刀的关云长，封金
挂印，过五关斩六将驾乘
着那匹赤兔驰骋疆场。黄
老为丽宏画这幅画时已是
高龄了，丽宏说，黄老是一
位十分有个性的画家，同
时他又是在文学领域很有
建树的作家。黄老豁达的
胸怀和人生智慧，正体现
他在绘画和文学两个领域
成果丰硕，他的名言“认
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
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
一切有趣的书”，给我们有
益的启示。
海派书画巨匠，上海

画院原院长程十发先生赠

送给丽宏的是一幅我们经
常见到的少数民族年轻姑
娘的仕女图，无论是谁，只
要一见到这类题材就知道
是程老的独创。而那头颇
有意思的鹿让我联想到一
匹活泼欢快的小鹿，奔跑
在无尽的草原上。看了这
幅画，我多次前往虹桥路
伊犁路囗的程十发纪念

馆，观摩程老的精
品，再与丽宏交流
观摩程老画后的
感悟，丽宏说：“绘
画艺术是人类历

史的记忆碎片，也是人类
文明历程的高度浓缩。”从
艺术角度来说，其代表了
金字塔上的审美高度，从
历史角度而言，不可复制，
艺术价值不可估量，而程
老的书画作品正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承上启下的见
证。一张白纸，可以书写最
佳最精的文字，也可以绘
最美最好的图画。琴、棋、
书、画从来就是互为关联，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

补充，融会贯通。五
十年来，丽宏是用
文字来绘画，绘眼
中所见，心中所思，
梦中所想，读他的
散文，有时会觉得

正在浏览一幅中国传统的
精妙山水画，高山流水觅
知音⋯⋯年轻时的丽宏如
果把精力、兴趣放在绘画艺
术上，当今画坛或许会多一
个画家。早年，程十发大师
就对当年丽宏画在农民灶
壁上的画，大加称赞：“画
得好！”

上面表述的只是丽宏
的一部分收藏，从大师的画
作中，领略大自然的奇妙风
光，从中激发诗情画意，寻
觅灵感与才思 ，“搜尽奇峰
打草稿”。写作之余，他欣赏
字画，画画写字，是调剂，是
放松，是娱乐，是余兴，更是
对用文字描述精神世界的
一种形象补充吧。这正是丽
宏这么多年来精心收藏字
画，对文学创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益处所在。

李

动

                          (剪纸)李建国

王妙瑞

养猪有学问
稼 穑

    黑猪、白猪、本土猪、外来杂交猪，哪块猪肉更好
吃，这是吃肉的人们常常关心的问题。中国地域广阔，
猪的品种也非常多，全世界有 600多个猪的品种，中
国就有 1/3。瘦肉多肉质好，是外来杂交猪的优势；肥
肉多口感好，是本土猪的特点。上海的
养猪专家王龙钦在饲养与饲料上不断
地摸索对比，经过多年的试验形成了
自己的配方。

只有好的原料才能加工成好的饲
料，在养猪饲料中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实行无抗生素
养殖。为了让生猪提高免疫力，改善猪肉的风味，他在
饲料配方中加了一些中草药。当问到为什么要加中草
药时，他说这是他传统的经验和外来技术的结合。他
是兽医出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猪得了毛病就用中草

药治疗，野猪健壮，免疫力强也是因为生长在野外吃
了百草。他在外资企业工作时与日本、欧洲的专家在
饲养技术和配方饲料方面有了很多的交流，特别是与
日本专家的交流，他们在饲料中应用中草药给他有很

大的启发。于是，他把传统的中草药与自
己几十年的养殖经验以及外来的先进技
术都融合在他的配方里。优质的原材料，
自己研究的配方，自己加工的饲料，饲料
品质好，又经过发酵，有一股香酸的味道，

生猪喜欢吃，于是，长出来的猪肉也有特别的肉香味了。
吃了中草药饲料的猪，那个猪肉做的排骨汤、红

烧肉又鲜又香，又嫩又肥，红烧肉即使冷了皮和精肉
都不硬，人们所说的“老辰光”的肉，大概就是这个味
道了。

收音机的奥秘

百家话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