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天花玉露霜
王平华

    上海郊区有好几个比
较经典的镇，人们编成了
顺口溜：金罗店、银南
翔、铜真如、铁大场。罗
店旧时商贾云集，百业汇
聚，但此地又是兵家必争
之地，所以罗店被称“金
罗店”。

金罗店有几件“非
遗”文化食物，其中“罗
店鱼圆”已经是罗店人的
家常传菜了，而罗店“天
花玉露霜”由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已经失传半个多
世纪了。

“天花玉
露霜”在我儿
时的五十年
代，随母亲到
宝山罗店镇来

吃到过。
据说亁隆二十二年

（1757年）正月，乾隆皇
帝第二次从京城起驾来江
南巡视，于春夏相交之际
来至南翔。当时的嘉定县
府要求辖区内的糕点师，
各做一份点心呈献给圣上
享食。罗店老字号“祥
茂”糕点坊接到旨意，业
主将聪明才智与饮食文化
充分结合，利用当地时令
原料杜瓜根磨成粉，连夜
赶制出精品罗店糖霜予以
进贡。

当时天气炎热，乾隆
皇帝正心胸烦躁，食欲不
振之时。在进贡众多的糕
点中，唯有罗店糖霜，独
具清热解火、润心中烦躁
渴之功效，乾隆皇帝品尝
后大加赞赏，其形洁白如
玉、恰似雪霜，食其味甜
而不腻、甘苦中带凉意，
入口即化，乃是人间仙品
也。乾隆皇帝问及缘由，

因其主要材料为天花粉，
故当即御赐罗店糖霜为
“天花玉露霜”之称，并
颁旨连年进贡，从此罗店
“天花玉露霜”成为“清
廷贡品，养生御宝”。
儿时的记忆，让我一

直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旧时此食物是金罗店的特
产，是罗店人的手工传世
食品，是头等的送礼佳

品。可距今六十多年了，
以后再无见过其芳影，而
被人逐渐淡忘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罗店人在挖掘宝山
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想到
了罗店“天花玉露霜”，
宝山区的有关部门通过项
目调查，多方协调，组织
产品研发，并在原罗店食
品厂张敏先生提供了祖传
秘方的基础上，有好几位
糕点老师傅不断地研制调
试下，传统口味的罗店
“天花玉露霜”终于进入
了大家的视线。
我得到此消息，经几

方打听，终于在罗店镇亭
前街的老字号“祥茂顺”
买到了罗店“天花玉露
霜”，捧着一盒包装精美
的“清廷贡品”，看着这
一块块洁白如雪的罗店
“天花玉露霜”，口中的舌
头像蹦跳的小鹿，大脑神
经即指挥我解开了包装，
先取一块尝一下，塞到嘴
里，即化到肚里，清爽到
心里，爽！味蕾神经让我
又连吃了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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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无名海岸
李榕樟

    1992年，浦东开发刚
起步不久，我在南汇芦潮
港吹泥造的工地拍摄过一
张图片。

那天，是交通部领导
来沪视察支持浦东改革开
放进行航运建设工程的情
况，我随领导来到工地，
我觉得工地现场非常漂

亮。小路弯弯通向远方，人影
点点，一条用来作交通船的木
质机帆船停在岸边，耐人寻味，
很有诗意，就调转相机视角拍摄
了 2张。回报社后在暗房里洗印
出来一看，效果不同凡响，而且
不论用原图还是裁剪后改构图为
横竖向，都很不错，这种奇妙是
其他图片很少有的。文友和中文

系的同学见到后，纷纷配诗。
这张图片，参加过中日海员摄

影比赛并获奖，它记录了浦东改革
开放发展初期的艰辛和不易。

当时，浦东开发开放交通先
行，需要进行长江口整治和疏浚，
规整岸线扩充土地，施工缺乏石料

资源，从外地引入成本高、周期
长，过海吹填造陆围堰的过程中，
为了解决石料供应矛盾，企业和有
关科研机构，创新了造地施工法。
图中“小路”凝聚着施工和科研人
员的智慧、心血和汗水，是用土龙

布织袋灌沙沉淀，筑成的沙袋堤
心，内侧抛石护面；外侧抛石作消
浪结构护坡及护底。而那段日子，
为了采访，我曾经多次走过这种小
路，登上交通船乘风破浪去施工船
采访，所以可以说，它也留下过我
新闻生涯的职业印记，对我而言有
着特殊的意义。

30 年，多么漫长的岁月，
又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浦东已
经崛起，芦潮港也今非昔比。每
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要默诵我

珍藏的蕴含丰富的诗歌，咀嚼再三；
就会想起浦东的人和事情，想起自
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也是那么弯弯曲
曲，有艰辛、有风雨，但毕竟还是
登上了该上的那条船，自己是值得
庆幸的。

“吃
饭
要
照
镜
子
”

联
想

郭
树
清

    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组部部长。中组部最初设在延安城内，日本飞机轰炸
延安城后迁到北门外约两公里的一个山坡上。山脚下
有一饭馆，名叫西北菜社。当时一些为追求革命跑到
延安求学的城市青年，一时过不惯艰苦的生活，常到
西北菜社去“解馋”。这些人毎次都点上许多菜，吃
不完就扔掉，与延安军民艰苦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为此，陈云同志大力倡导艰苦朴
素，勤俭节约的作风，严厉地批评了
随便扔掉饭菜的铺张浪费行为，提出
“吃饭要照镜子”的这句名言。意思是
说，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
子用馒头擦干盘底的油迹，面对干净
明亮的瓷盘子，不正像用镜子照脸吗?

“吃饭要照镜子”，正是我们党在
革命战争年代，在物质十分匮乏，生
活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与人民同甘共
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生
动写照。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一
直强调艰苦奋斗，崇尚勤俭，厉行节
约，反对铺张浪费。

然而，在摆脱了贫困，进入了小
康，人们不再为缺衣少吃而担心的今
天，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和作
风正被渐渐淡忘。从吃饭和排场讲究
上，随处可见铺张浪费。诸如，摆阔
气，搞攀比，高规格，上档次等现象，

屡见不鲜。
当然，经济发展了，条件改善了，吃点好的，喝

点好的，无可厚非，政府并不反对消费，消费是繁荣
市场拉动经济增长的需要。但是，要消费而不浪费。
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
倡适度消费，反对大吃大喝，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

中国有句谚语叫“聚沙成丘，积流成河”。失掉
了艰苦节俭，就失掉了中国人应有的志气；失掉了艰
苦节俭，就失掉反腐败斗争的武器和勇气；失掉了艰
苦节俭，更会失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优势。

我们每个人都要始终坚持艰苦节俭的品
德，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从点
滴养成，切记“吃饭要照镜子”的光荣
传统，选择节俭的人生，在全社会形成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

与花相遇

    在我的感觉里，一棵
树，一朵花都有自己的时
间记忆。站在 6?北面的
长窗前，可以看见对面的
两棵玉兰树。每年冬去春
来的时节，是她们变化最
大的时候。当凛冽的风减
弱了锋利，一棵玉兰树的
枝枝丫丫上渐渐地长出了
花苞，眼看着花苞一天天
地结实饱满起来，终于玉
兰花开了。而与她相距十
米开外的另一棵玉兰才刚
刚结出娇小的花苞，同样
的玉兰树，同样的地域，
同样的温度，开花却前后
相差有半个多月，十几个春
秋过去了，她们总是一前一
后开花，看来一棵性子急，
一棵性子慢，她们各自有着
顽强的时间记忆。
那棵先开花的玉兰树

会遭遇气候突变的伤害，
早春 2 月突然升高的温
度，会让花苞儿倍感暖
心，欢欣鼓舞地生长着，
奔着迎春绽放的日子，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会突然
的升温，也会突然的降
温，豪横的北风又带着冷
雨呼啸而至，玉兰树上的
花苞们如何承受呀？我眼
睁睁地看着她们在凄风苦

雨中紧缩着娇小的身躯，
有些即将开放的花儿就在
冷雨中僵持着，既不能盛
开，也不能重回花苞的状
态，生命是不可逆的，没
有岁月可回头，她们承接
天地的精华，蓄积了四季
的能量，只为了献给春天
最诚挚的表白，就这样被
突变的天气，任性的温
度，打乱了节奏，眼看着
这些没有尽情绽放的玉兰
儿慢慢地凋谢，心里怅然
良久，我很心疼她们，但
又无能为力，感觉自己不
配说爱花，而玉兰树坦然
而勇敢，温存而坚定，不
计前嫌，明年春天依然在
春寒中孕
育 着 绽
放，岁岁
年年她们
保持着自
己的时间记忆，坚持着自
己的生命节律。

两棵玉兰树恰好都在
我家的附近，其实我们相遇
一朵花，一棵树往往是偶然
的，在某一个地理环境中，
在某一次游历的时候。

今年的春天很特别，
不仅是循着自然的节律，
似乎是因着无数人的期待
如期而至：没有一个冬天
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不会来临。我走出家园，
坐车沿着高速公路在江南
的腹地穿行，从绿意葱茏
的天目山到了上渚山奇幻
谷。在夕阳的余晖中，我
走在高低错落有致的花径
中，与嫣红，橘黄，浅
黄，淡紫，粉红，多种层
次粉色的花儿们迎面相
遇，一阵阵温润的春风吹
来，月季在风中摇曳，风
中带着月季的馨香，这里
真是月季的家园，略有起

伏的坡地上烂漫着百多种
月季。我摘下口罩，深呼
吸，春风如花的抚慰，心
田从冬日的紧张中苏醒；
我拿出手机，靠近月季，
留下与花相遇，为美倾心
的记忆。当重大疫情让我
们感到生命的脆弱和有限
的时候，珍惜原本平常的
游走，自由的呼吸，倾听
花的心律，欣赏花的娇
美，感受短暂的生命之美
中隽永的意境。
我的视线随着飞舞的

蝴蝶相逢了她们，两朵在
晚霞中盛开的月季，挺直
有力的花茎上，浅粉色的
花瓣亲密相依，形成饱满

的 花 朵 ，
娇媚而又
典雅，这
是什么月
季呢？我

在花前自言自语。“这是
瑞典女王，是由英国的奥
斯汀家族培育的，她们耐
热耐寒，花期很长……”
我转身，看见身穿黑色连
衣裙的女子，黑色的披肩
长发，明眸善睐地透着笑
意，“你的话，让我记起
了杨万里的诗句：只道花
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
风。你是这里的园艺师
吗？”我揣测着问，她微
笑着答：“我管理着这里
的运营团队……”她在夕
阳中与我挥手告别。

她与花儿相处的工
作，让我想到了法国女作
家柯莱特。她带着团队在
奇幻谷，在自然中养护着

真实的月季园；她用文字
种植了一片沁人心扉的芳
菲苑。1947 年，瑞士出
版商梅尔莫定期给柯莱特
送一束不同的鲜花；他邀
请柯莱特分别描写如约而
至的繁花中的一种。一年
四季不同的鲜花来到柯莱
特的身边，而柯莱特将身
边的鲜花变成了笔下永不
凋谢的花卉，第二年梅尔
莫出版社推出的 《花束》
丛书中就有了一本别致动
人的《花事》。
这真是一个别出心裁

的约定，让我们分享了诗
意唯美的花语。柯莱特在
写《花事》的时候，她已
经 74岁了，她以亲昵的
口气呼唤着花儿，以拟人
的笔法叙写了她与花儿的
交流，她从百合的天真，
栀子花的独白，铃兰花的
芬芳馥郁中，回首着自己
的韶华岁月。

无论花卉还是文学，
都需要我们静心会意，在
阅读中亲近，在亲近中倾
听，当我们沉浸其中，才
能感受文学之魅，花卉之
美与我们心灵切近的联
系。我想，一棵树，一朵
花都有自己的时间记忆，
而面对一棵树，一朵花，
每个人也会找到不同的回
忆。

第一台电风扇

小 易

    郑逸梅在他的《艺林
散叶》中说，我国第一台
电风扇，由杨济川试制成
功，时为一九一六年。杨
本在一布店做会计，通晓
电气之理论，娴于实用技
术，后遂发展为华生电扇
厂，所制电扇，迄今尤为
名牌产品。

王雪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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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自己的身体吗？
我确定，你知道，又不知道。你当

然知道自己的身体了，你从娘肚子里出
来，就被父母关心着，也被自己关心
着，高多少，重多少，一顿能吃多少，
哪儿长得好看，哪儿有些不足，哪儿
痛，哪儿病，你一清二楚。我也断定，
你肯定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清楚
地知道了，你就不会半夜不睡，还去吃
那些油腻的烧烤，你也不会看这个不顺
眼看那个不顺眼，动不动就发脾气，你
更不会一天到晚捧着手机，你如果知
道，为什么还要去折腾身体呢？持续不
断地去折腾呢？你还是不知道自己的身
体嘛！

你知道你家屋后那座山 （如果有
山）、你家屋前那片田野（如果
有地）吗？

我确定，你知道，又不知
道。你当然知道了，你从娘肚
子出来，会跑会跳时，就经常
往山里钻，往田野上跑，山脚
的路，山上的树，田边的溪，
溪中的鱼虾，哪儿有野果，哪
儿有鸟窝，哪儿还有一个小山
洞，哪儿还有一个小竹林，你
一清二楚。我也断定，你肯定
不知道那些山那些地，至少没
有你老爹老娘以及村里的那些
伯伯叔叔们知道，他们出门，
抬头看天，知道哪天会下雨，
哪天可以播种，他们知道什么
时候，庄稼地里，这个虫那个
虫要来了，他们知道山和地的
今世前生，而你根本不关注这
些，你从没有问过你的祖宗来自何处，
甚至，你都不知道米是从哪里来的！你
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以此类推行业
职业），还是不知道农村农业嘛！

要是知道了，知道得很细，知道得
和别人不一样，那你就是发现，你的文
章就会将读者带进被你发现的天地，可
以清活活地展现你家门前小溪里的一切。

比如我们日日照面的昆虫和植物。
看人家是怎么发现的。

法布尔发现了最美的昆虫，多诺万
写出了 《中国昆虫记》
《英国昆虫记》 《印度昆
虫记》，华莱士发现了
《马来地区的凤蝶》，阿
兰·科尔班发现了 《青草

图书馆》，戴维发现了 《看不见的森
林》，雅克·达森知道《植物在想什么》，
克里斯汀·金博尔能够 《耕种食物爱
情》，艾米·斯图尔特写出创造了世界名
酒的植物《醉酒的植物学家》，他（她）
们，都是真正的发现者，我们读得入
迷，数代人在读，数年来一直读。
其实，我们的前人早就在各种门类

的发现中做出了榜样。
宋慈为什么要写《洗冤录》，他说：

每当我想到狱情的失实，大多起始于开
头调查的失误，检验判定的差错，根本
原因都在于检验官员的经验不足，于是
就广泛采集近世流传的各种有关检验书
籍，精选，考证，加进自己的意见，归
成一书。

《天工开物》 《本草纲目》
《食疗本草》 《考工记》 《齐民
要术》 《农桑辑要》 《饮善正
要》 《救荒本草》 《营造法式》
《茶经》 《酒经》，植物、医学、
农学、饮食、建筑，每一本经
典，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专业
的天地。即便李渔声色娱乐的
《闲情偶寄》，袁枚看似吃喝的
《随园食单》，也都是他们经年
独到的体验和发现。

我说写散文从做学问开始，
显然不包括所有，此学问和彼
学问，亦有些区别，我的重点
所指，乃多一些专业细致的态
度和方法，在某一行业，有精
深独到的钻研和累积，那么你
的文章、你的书就会呈现出别
样的扎实和气象。我喜欢史景

迁，我以为，他的中国史系列《前朝
梦忆》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大汗
之国》 《胡若望的疑问》 《王氏之
死》 《中国纵横》 《太平天国》 等，
勾连纵横，深度和广度兼具，文学
和史学皆佳，是历史文化散文写作
的良好榜样。

学问也是问学，一个领域，一种
现象，一个人物，一种动物，一个地
名，一棵树，一朵花，一件事，甚至
一个字，唯穷追不舍，深挖猛挖，什
么边角料也不放过，才能从草蛇灰线
中，寻出粗壮的印迹，从而演绎成一
段段的完美。写散文从做学问开始，
尽可能，少一些空谈，少一些浅薄，
少露几只马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