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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酥 西 坡

    拙文《高桥松饼》刊出，意外
地获得许多呼应，但其中有个“声
音”不太“和谐”，呵呵，那是从老
朋友、知名翻译家祝子平先生那
里发出的：“你吃过马蹄酥吗？吃
过你才知道什么叫好吃！”言下之
意：你是井底之蛙，或者说是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
我想，翻译家倒不是对高桥

松饼心怀敌意，而是对马蹄酥一
往情深啊！这和曼联死忠不鸟其
他俱乐部，是一样一样的。
马蹄酥？以前我好像没吃过，

或许吃过之后不知怎么称呼，或
许干脆忘了。
次日，翻译家竟然专程寻上

门，送来马蹄酥一盒。
我很惭愧：这虽然算不得明

抢，但基本上等于暗夺哩！
翻译家坦言：没事，我每次一

买就是 100斤，送送亲戚朋友，吃
过的人，没有一个说不好吃。
吃白食当然要说好，否则岂

不是要背“忘恩负义”的锅？然而，
因为不想背这样的锅而狂喷溢美
之词，不是我的风格；更何况，一
盒五只装的马蹄酥，二三十元而
已，被“收买”，至于嘛！

端详那只大饼大小的马蹄

酥，仿佛看到
苏州枣泥麻饼
的高仿版，只
不过枣泥麻饼
表面“一‘麻’平川”，而马蹄酥表
面剞刻着一道道条纹，由中向外
呈辐射状，仿若菊花；馅料从条纹
中挤出，显出饱满的气象。
还未品尝，脑子就冒出一串

疑问：1.马蹄酥马蹄酥，外形总得
有点像马蹄形吧，咋一点不沾边？
2.既然是烘烤物，怎么不脆，更有
点软不拉沓之感？3.表面黏黏的，
是刷了一层蜂蜜还是饴糖？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庄子

的“三观”跟孔子是有些不同的，他
说：“名者，实之宾也。”意思是，名
义上的东西都是实际存在的事物
所派生出来的。按照这个诠释，马
蹄酥的确名不副实；但又有人说，
庄子这句话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有了实质，就不要在乎名义啦。

我是跟孔子呢还是跟庄子？
思想斗争了一番，最后定了———
吾从庄。我跳过纠结于“名”的过
程，直接切（吃）入实际的部分。
凡酥者，必得分而食之的话，

不可用刀，否则它就粉身碎骨了，
比如桃酥。

马蹄酥，
虽云“酥”，但
软中带黏。对
付它，照例可

用扳、掰、拗、撕、扯、攥等手段，事
实上我都放弃，原因是它有些甜、
有些油———稍微扳、掰、拗、撕、
扯、攥，切分出的块头有点大，无
法消受。故我只用一把小刀将它
切开，这样可以保证符合心向。
大卸八块太夸张，小卸八块

差不多。我心里暗自盘算，顶多吃
八分之二了；吃到八分之四就是
极限；再上，便若悬崖边上
玩自拍———嗨过了头，一
不留神，掉到谷底，玩完。

看包装上的说明，马
蹄酥的主要成分是面粉、
豆沙、绵白糖、植物油、核桃仁、松
仁、瓜子仁等。
一勺面，一坨豆沙，一把芝

麻，一匙白糖，一撮瓜子，一些核
桃，一点松仁，一滴油，分开来吃，
乏善可陈；精诚组合，则别有洞
天，好比花生牛轧糖，将花生和饴
糖各自的优点发挥到极致。

然而，这些食材的合作模式
并非马蹄酥独家，凭什么要给它
一个与高桥松饼平级甚至更高

的评价？
很多时候，一个馋痨坯就像

热恋中的女人，往往智商下降得
很快。我的嘴巴一点也不听大脑
的使唤：吃一块，还行；吃两块，不
错；吃三块，挺好；吃四块，绝妙；
吃五块……说好的“止损点”全
然不顾，阵脚大乱。我甚至特意
把切分好的马蹄酥放在离自己
比较远的位置，有意增加拿取难
度，可惜没用。

闻着香的东西并不高级，吃
到嘴里满是芬芳才算上品。马蹄

酥大概属于后者。说不出
它究竟好吃在哪里，只要
放在家里，我总想到它的
存在，忍不住要跟它打个
照面。
我对土得掉渣的马蹄酥产生

了浓厚兴趣，竟把庄子的话丢在
一边，忍不住去翻它的老底———
马蹄酥，清代贡品，江阴特

产；以酥、松、香、甜闻名江阴及周
边地区；原本形状近于马蹄，后转
变为圆盘形……

至于它号称对人体有补血、
健脾、养胃之效，究竟是老中医
还是老军医，是实效还是预期，大
伙儿自个看着办吧。

沉醉秋色
汪 洁

    晨间的一场秋雨，气温昏昏地随风沉降，风把雨吹
迷成褐烟，把气漫化成清辉，漂移在阴沉安静的家园。
无人的小道，湿湿的水门汀生出一些散落的枯叶；干涸
的池塘灰寒的水底，鹅卵石上铺着生烟的青苔藓；石凳
边的草丛间，幼小的白蝴蝶无忧无虑地纷飞追逐。在这
清如水、明如镜的雨后，在园地遭遇秋天，正如陶渊明
诗：“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因为明净寂静，因为由
衷而寻，遂见闪着青光的色彩，细听青田撩人的声音，
更闻及湿润的青雨的清香。

庭院四周，围绕着鸟语虫鸣，匍匐在梧桐枝干的
寒蝉凄鸣，伫立在香樟枝头的昏鸦悲鸣，蟋蟀躲在石
缝泥土里活跃地使劲
长鸣，蝈蝈、金蛉子此
起彼伏地鸣叫，清脆而
不绝于耳。小野猫蜷缩
在谁家门前的鱼塘边
低沉地喵呜，见人不畏；谁家院篱笆外的银杏树吧嗒
吧嗒掉下成熟的白果，可惜遗弃在道边；谁家的小楼
飘来幽幽的如流水般的琴声，在微凉的空气中飞扬
着；又是谁在戚戚地低吟浅唱着秋意浓。
乡居湿地，菱形叶片的乌柏树高耸入云，成排的黄

杨灌木丛还留着发亮的雨珠，像流泪的眼睛，榴树上的
果实等着采摘，从夏至秋，等得都快要萎谢了，伤逝欲
绝；老木桥依旧守在河边，寂寞相依的衰柳低垂沉寂入
水，留给青天黯淡的剪影，映出水中飘渺的倒影；无人
问津的竹林泥地被密密的竹叶遮掩，几尽碎影断梦。唯
独临水楼墙上的爬山虎仍倾力攀升，七叶枫树依然深
含青翠，丝毫没有染红天地的迹象。

河岛中央，熏风不止，茂密的植被安然无恙，蒸腾
着植物特有的香气，引得几只鹭鸶沿小河哗地低飞绕
岛，留下一阵微澜的水花；孤鸭用伸头摆尾的泳姿悠
闲地游过枯变的芦苇塘，大叶的芦苇几时开花，几时
残败，其境遇和况味，谁也不知。满绿的紫薇张开枝藤
临水，藤上既挂着焦香的淡紫花，也结着雾般清香的
果子。
“朝来入庭树，孤客最先闻。”雨，打残了菊，湿遍

了桂；秋，叫寒了柚，吹黄了橘。踩不尽湿软的泥土，看
不透秋色的飘逸，秋的家园是多么富有诗情画意。怀

着清凉如水的心绪，欣
赏，聆听，呼吸，细致寻找
秋的美妙之处，用心体会
秋的深切情意。在如此的
秋色秋情秋意中沉醉，定
会沉醉到底。

一个都不能少
陈燕萍

    “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一说起
抗美援朝，大家都会哼起
这首激昂的志愿军之歌。
弹指一挥间，今年已经是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了，国家将要颁发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纪念
章。7月，
我所在的
单位收到
了市、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通知，
要统计上报符合条件的受
颁对象的材料。
前些年，我们根据军

休干部的档案记载梳理过
参战人员的名单，负责档
案管理的金秀同志根据名
单很快找到了 4位符合条
件的军休干部档案材料。
我接过档案，小心翼翼地
翻开。“邓翠生，1950年 11

月在湘乡县志愿参军赴朝
作战。于明汉，1950年 10

月，第 27军 79师野战医
院赴朝参加抗美援朝
……”透过这一张张泛黄
的案纸，看着登记表上的
字迹，昔日的峥嵘岁月慢
慢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感
动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原本以为这项工作就

这样顺利完成了，但军休
联络员陈
芳的一番
话引起了
我 的 注
意：“我记

得干休所编印过一本书，
名字叫《军旅人生》，书中
记载了冯锡福等人抗美援
朝的经历，还配有参战纪
念章的照片，但是档案里
看不出。”
那个年代，档案制度

还不健全，归档方法也不
统一，缺档漏档不是没有
这个可能。如果我们只凭
档案记录，可能会造成漏
报。对于参加过抗美援朝
的老兵来说，这枚纪念章
的意义重大。70年，人生
能有几个 70年？这枚纪念
章不仅是他参加抗美援朝
的纪念，更是对他不畏艰
险、舍生忘死为国家和人
民所做出贡献的肯定和赞
许。办公会上，我与全体工
作人员达成共识：绝不能
漏，一个都不能少！
“可以把申领

纪念章的通知刊登
在我们的刊物上。”
“我把 1958 年 10

月前参军的老干部档案再
认真查一遍。”“我把书里
提及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
干部梳理出来，上门确认
信息材料……”工作人员
集思广益，接着分头行动。
七月的午后，天空透

蓝，火辣辣的太阳伴着嘶
哑的知了声，让人打不起
精神。工作人员却没有一
丝困意，围坐在会议室里，
安静地翻阅档案材料。
“你们帮我看看，这是

不是朝鲜的朝字？”办公室
杨老师戴着老花镜指着档
案兴奋地提高了嗓门。原
来，她在蒋洪昌密密麻麻
的档案副本中发现“中朝
联合空军”字样。“对，是朝
鲜的朝字，我现在就去给
他打电话核实情况。”联络
员陈芳激动了起来，扔下

放大镜就往办公室跑去。
“喂,我是干休所小陈

……干休所，宝山干休所
……我是干休所……”陈
芳声音越来越大，其他工
作人员忍不住笑出声来。
老蒋耳背几十年了，以往
戴着助听器能听到一些声
响，年纪越大越听不到了。
“还是我去一趟吧。”

组织委员王升彪自告奋
勇，接了这项原本不属于
他的活儿。干休所里男同
志少，遇到紧急、难办、花
力气的活儿他都主动承
担。这一趟跑得值得，很
快，小王就将老蒋参加志

愿军的相关材料
和勋章拿了回来。

就这样发通
知、查档案、翻事
迹、上门确认，最

终找到了 7名符合申领条
件的老干部。

有人说，档案里没有
材料就不用报，别自找麻
烦。但落实好军休干部政
治待遇，褒扬军休干部为
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
的精神不就是我们的职责
所在吗？

你们曾竭尽全力写下
光荣人生，我们将尽心尽
力争取所属荣誉。新时代
的军休工作需要忠诚的传
承者、忠实的传播者。期待
为您送上纪念章的那刻。

向志愿军老兵致敬！

定

调
陆
仲
绩

    “降 E调，哦，降 E，记住喽……”
要站在台上唱歌，对于一个五音不全、五线不识、

五调不灵的人来说，那是一种折磨，而给这种人钢琴伴
奏，应该也是一件令人不会很爽的事情。当我随性随欲
尽情吼喊后，一旁弹琴的上海老年大学钱老师，还和颜
细语这样叮嘱我，真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
到老年大学去学唱歌，是老伴的主意：一是怕退休

后少与人打交道，大脑退化；二是能循环呼气吸气，短
歇长叹，有助身体健康；三是希望能“移情别恋”，换个
脑筋过日子……也许还有什么，总之，本身兴趣爱好不
多，哼哼哈哈起点或许不高，但这样的激励诱导，显然

还是难以培育出一个好学生的。
得钱老师的开导，当然是本人接受

的最专业最直接的一次点拨。为此，乱翻
书的时候多了个心眼：看到梅兰芳大师
的一段话，有些启发。说的是外国人之所
以唱腔绵长温婉，是因为外国人的词语
由多字母组成，中国人也可以模仿将拼
音扯开，让其延长而不落套，表达层次可
以丰富些。其实也比较符合我的习惯，要

快就“冲锋陷阵”一往无前，要慢就“娓娓道来”拖泥带
水，只图个天马行空，任我纵横，高兴就好，爽快就好。
到了期末考试前夕，又被点名要上台试听，长吸一

口气，有机会将自己所学所思的成果展示一下也好。走
到老师旁边站定，吐字发音……走下台，谁知老伴对我
的表演很不满意，太慢咧，慢得钱老师调整了几次，吃
力啊！再这样下去，大家都不要下课吃饭了。不会吧！当
我下来的时候，钱老师的微笑依旧啊！
事后想来，是啊！老师给定了调，但自个走了拍。古

今音乐界中有想急着回家把乐谱改成快板的，如果我
真能唱得影响到大家吃饭，也算是成就了一朵“奇葩”。
定调不容易，能在给人指点后，让人自个学着走

路，走过一段弯路后，依然保持微笑，更不容易。让人去
思考，让人去学习，让人去发挥，让人
去感悟，然后还是给人一个微笑。微笑
是给旁人一个悄无声息的鼓励，一次
平等相待的交流，不由觉得眼前是一
个让人敬重的优雅风范。
婴孩时，在撒娇声中，躺在姆妈的怀里享受着呵

护、爱怜，母爱无言，感恩亲情；老年时，在叹吼声中，伴
着老师的琴声享受着捧场、纠正，上善若水，大爱无言。
不要轻易地认为“何乐不为”，不要亏待要珍惜，何尝不
是一种回报。在有暴戾的角落，有温馨之花盛开，人生
才会有一份美好的回忆。经历过岁月的历练，时光才能
透过内涵积淀渗透出来。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撕心裂肺
“高调”吼叫的年代，“温良恭俭让”曾是惹人嫌弃的廉
价物、埋藏心中的奢侈品，如今作为一个老年大学的学
生在和善的老师面前，令人感受到一股久违的春风。

人生如歌，缤纷着调：出生时声嘶力竭、清脆带
有激情；学步时轻盈舒展、默默含带摇滚；成年时灵
活纤脆、清爽伴着轻巧；壮年时结实饱满、高亢迸发
激昂……步入夕阳，人生渐渐有了深沉的积淀，还添
了稳重的秉性，不由展露些浑厚的抒情，夹着舒展的
旋律。如把唱歌作为夕阳养生的运动，长吸长吐，紧
吸缓吐，吸足吐尽，何尝不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和
无处不在的“瑜伽”。
心有所恃，音如所出。人生不再高调，“降 E”正好。

新买椟还珠
朱一瑞

    “买椟还珠”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
是种取舍不当、抓了次要的、丢了主要
的做法。比如有些人去健身房竟然主要
是为了洗澡。哦，有些人，就是鄙人。

掐指算来，我坚持健身也有十二年
了。每周去健身房一到两次，一般在练
器械前先在跑步机上快走或慢跑约 10

分钟热身，再做些简单的拉伸。器械只
练六个，多于此怕太累而影响次日的精
神状态，少了怕被人笑话；每个做三组，
每组十六下，全程约四十分钟。这种运
动量在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而且每天
或隔天就来一次的健
身达人看来，简直就
是小儿科。其实，说来
难为情，即便这种程
度的健身，在我也逐
渐沦为洗澡的附属行为了。该洗澡了，
我就去一趟健身房，否则真懒得去。

冬天在家洗澡太冷，即便打开浴霸
也不顶用，脱光衣服赤条条的瞬间，会
冷得寒毛直竖，关了热水打沐浴乳时也
是寒意侵骨，整个过程慌忙得很。到公
共浴室去吧，太闷热，狭小的空间里满
眼是人，水汽蒸腾白茫茫一片，一不小
心就可能与人撞个满怀。往往一个澡洗
下来，会有一种近乎虚脱的疲倦。记得
小时候在公共浴室的大池子里泡过澡
后再淋浴时，就感觉头晕乏力，非坐下
来休息五六分钟不可。到健身房洗澡则
刚刚好，不冷不热。更衣室里空调开到

了 30度，旁边就是
淋浴间，两排八个

站位，相互隔
开。室内温度宜
人，人少，空间大小合适。特别是在锻炼
完后，身体舒展，略微出汗，此时冲个热
水澡，别提有多舒服。完了用健身房配
备的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再穿上干爽的
衣服，感觉身体都变轻了似的。满身热
乎地走到室外，再冷的天也无需戴帽
子，吹吹风反倒有一种喝了冰镇啤酒般
的清爽感。为了这种舒适感，我也得续
卡，把健身进行到底。
我的健身之路始于 2007年在成都

读研时。众所周知，成
都是一座多雨而潮湿
的城市，前两年传唱
度颇高的《成都》里就
有一句“在那座阴雨

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来自东部地
区的我对湿气重的环境很不适应，当地
人可以吃辣排湿，我却吃不了辣，怎么
办呢？某天突然想到不妨运动出汗来排
湿，而室内健身无风更容易冒汗，于是
到健身房办了年卡开始一定频率的锻
炼。回到上海后，继续办卡。要问我健身
有何效果，实在汗颜，乏善可陈，腹部依
旧软软的，一直偏瘦的体型也没见体重
有丝毫增加。那为何十多年坚持不懈？
或许习惯起了那么点作用，仔细想来，
恐怕更多的是———洗澡的美好感觉。

为洗澡而健身，说来贻笑大方，自
己也忍俊不禁。聊以自慰的是，我好歹
也是顺带锻炼的，尽管时间较短，总比
宅在家里不动要好得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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