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塍异彩
吴道富

    秋日胜春朝，旧雨新朋约游新塍古镇。驱车一小时
许即见牌楼迎候。去那“徐珍斋”早食，泡泡馄饨（小馄
饨）和烧卖，皮薄晶亮，鲜而不腻。当地食客告：这里老
铺特色不减，节假日外来的吃客不少呢。信然！新塍历
史悠久，春秋时吴王夫差筑城于此，称新城，至唐会昌
元年建镇沿用此名，后因这一带遍植柿树乃叫柿林，因
众流潆洄又呼新溪，清代定名新塍。老街虽短，改建甚
微，新塍塘一侧碧青蓬勃，另一侧黛瓦粉墙，水乡幽韵

犹存。
这里是上海大学教

授、上海非物质文化遗
产帛画艺术代表性传承
人穆益林先生母亲的故

里，他于此读完小学，今建有穆益林艺术馆。友与穆识，
热忱的穆老师欣然导游。步近“小蓬莱”公园，门殿气
派，匾墨逎劲。何得此名？相传明开国军师刘伯温曾遍
寻宝地，到此脱口而出“此小洲实乃蓬莱仙境也”，是以
光绪三年重建时冠名。入园古树遮荫，凉飔可逸。穆师
告：若暑入，顿觉温降二三度，空气清爽。举望蓬莱阁，
翘角飞檐，巍然耸立。讲解员小阮说：金庸先生曾住阁
内，为美景所感，在《射雕英雄传》中将其写入，阁逾扬
名。直径 2.17米、高 30米的 1500多岁古银杏，枝繁叶
茂，苍劲挺拔，为浙江十大受保护的最美银杏之首。
园内必观之处当为穆益林帛画艺术馆。未经染色

的绢、绫、绸、纺，在古代中国称之为帛，绘画于上称帛
画。纸本画产生前两千多年，中国画都是画在帛上的。
明清以降，董其昌、虚谷、任伯年、吴昌硕等大家都曾绫
上绘画。江南乃丝绸之乡，穆先生深爱家乡，深爱祖国
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数十年坚持探索，终于在现代画

坛独树一帜。一幅绿水青山图镇住了我，
移步左右、踮蹲复赏，闪现金山银山，我
赞不绝口，穆师说，点缀些金粉银粉，产
生了折光变色效果。小阮介绍：老师最谦
逊，许多画家来参观讲，丝绸固有透叠

性、折光性，但要得心应手，创造出奇异效果，绝非易
事！

园旁能仁寺，乃千年古刹，毁于日寇，1997年原地
重建。说及它，穆老师语气沉重：1938年日军为侦察游
击队活动，派密探假扮化缘和尚到新塍，被发现押讯处
决。于是日寇兽性大发，令 300余军人到新塍，发现能
仁寺内有晾晒军衣，便用硫黄枪喷射寺院和商街民居，
古刹和最繁华的东栅、南
栅毁于一旦，三千多人无
家可归，遇害者多人。“痛
惜啊，当时新塍廊棚的规
模不亚于西塘的！”穆师悲
愤之叹，竟至哽咽。嘉兴辖
新塍，“红船”递星火。1921
年即有进步青年创办《新
塍半月刊》传播新思潮，
1925 年共青团和中共新
塍小组先后成立，开展了
一系列革命活动，古镇文
化染透着浓浓的红色基
因。

晚霞满天，清风拂
面，移步新塍亲水栈道，
穿良田，越花海，过林
带，收不住步呀，憾暮色
渐浓今且回，新塍，我还
会来亲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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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外卖
秦文君

    年轻一代里，喊外卖几乎成了生活常态。
偶尔我中午去出版社，能在编辑部里闻到食
物的异香，看到琳琅满目的午餐：鸡排、咸肉
菜饭、拉面，五花八门，像走进美食城，有一次
不知谁买的螺蛳粉，特别的气味不但一层楼
里到处都是，还蹿上去好几层楼。
外卖餐食标志性的特点，闻起来特别勾

人，浓浓的袭人的香辣味容易让周围的人集
体沦陷。
其实，我点外卖的次数也在增加，特别是

在赶稿子的时候，午餐懒得张罗，或是休息日
被一些杂务拖累，对弄吃的感到懈怠了，动动
手指，半小时之内，摩托车骑士送来想要的五
花八门的餐食，这样的感觉何等潇洒、自在。
外卖价格合理，味道多样，唯有一点，
食材不讲究，调料里仿佛加了一些猛
料:油多，盐多。特别是盐多，那是要害
命的。

盐是“百味之王”，主要成分是氯
化钠，既为菜肴增香添味，也维持着人体正常
发育和新陈代谢。记得小时候读长征的故事，
看到物资贫乏，一些红军战士三五天没盐吃，
慢慢出现呕吐、心率加速、肌肉痉挛、眩晕、浮
肿等症状，心里不忍，恨不得背一袋盐巴穿越
过去。

人离不开盐，但吃了高盐，也要坏事，会
加重心脏负荷，对人体产生危害，诱发血压偏
高，血管动脉粥样硬化，还会引起肾脏的损伤
与恶化，增加胃癌风险。新的《健康中国行
动》，倡导人们每日食盐摄入量不高于 5?，

和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食盐摄取量一致。
我国人群的实际摄入食盐量远超标准，

高血压患者人数已达 1.6亿，每年因高血压
等心脑血管疾病死亡达 2600万，中国也是全
球中风发病风险高的国家，高中风发病率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高钠摄入，简单地说就是盐
吃多了。
我酝酿过一个提案，得到几十位政协委

员的联名。我还设法测试多道外卖餐饮的盐
分。一般说来，三餐都吃外卖，一天吃
下约 13?的盐，足足超了一倍多，这
还是按午餐、晚餐只点两素一荤的盒
饭来计算的，并不包含年轻人爱吃的
零食和夜宵。麻辣烫、烧烤什么的含盐

量更高，糖分、脂肪的含量也高。
曾找年轻人聊过，说我们来剖析一下，假

如把你每天吃外卖的并不新鲜的廉价食材和
超标的调料拿给你看，这样以最直观的表现，
肯定会让人瞠目结舌，你还能安心吃下去吗?

有的回答说，那还能怎样？没办法，懒得自己
煮。还有的说，吃惯重口味的了，要是吃清淡
的，还下不了饭。另一种回答是笑而不语，意
思是早就心知肚明，只是不忍直视。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控盐还没有深入

人心。这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国民健康，

特别有关年轻一代的体质和未来，青少年习
惯高盐饮食，日后发生高血压的几率会大大
增加。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芬兰、美国、意
大利、韩国等都陆续出台降低食品中的钠盐
含量的条文和法则，如在连锁餐饮店菜单上
标示提醒，从面包饼干的减盐开始。英国有些
餐厅将原本 17孔的盐瓶减少成 5个孔，这
些方法能有效地减少食盐量。

上海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人口密集，
餐饮发达，市民文明程度高，控盐应走在前
列。我们可以率先注意学生餐的食盐摄入，
每一餐在 2-3?盐，也可以饭店餐饮和外卖
餐饮机构等使用限盐勺或限盐罐，做菜不随
性放盐，用定量的方法控制放盐量。也可以在
菜单上写明盐含量的标签或标识，正常用绿
色，超盐用黄色，重盐用红色，并标示建议每
人每日食用合理量的油盐糖有关信息。
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某外卖团队曾吆

喝：外卖送啥都快，越吃越帅。外卖的快捷
和方便不假，但至于越吃越帅，要打问号。
一些店家迎合重口味的趋势，不把顾客的健
康放在首位。我们现在能避免的，是不频繁
地依赖外卖，保留一些慢节奏的生活，比如
闲暇的时候自制餐食，自己经手的食物不管
口感如何，在别处根本吃不到，也算是天下
一绝。最重要的是能选择新鲜的食材，调料
也可减下来，也警惕我们在无限膨胀的急躁
和懒惰———实践这一切也是一种生活情调，
美的情调。

有缘漕河泾
孔强新

    说起来，我与漕河
泾颇有缘分。上世纪六
十年代，还是小学生的
我，周日经常挎只竹
篮，从徐家汇跑到漕河
泾乡间割草，喂养家里一对兔子。

初中毕业因故未能上山下乡，我闲
着无事，学干木匠活。漕河泾街北有个
木行，供应废旧木料，我便成了光顾的
常客，有时趁便上镇逛逛。东街
宽阔，商铺店家集中在东街上，
有粮店肉店布店百货商店南货
店棉花店农具店五金店杂货店，
还有菜场酱园饮食店，东街木桥
桥堍边有菜农挑来的装在箩筐里的新
鲜蔬菜，还有小鱼小虾河蚌螺蛳之类河
鲜。赶早市的人多，街上很热闹。西街都
是民居，南侧沿河而筑，北侧有临街的，
也有窄弄内院。只见石灰斑驳，门窗朽
黑，呈现出年代的沧桑。除了路人，冷冷
清清的，与东街活脱脱两个天地。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待业两年的
我到区副食品公司当了小木匠，正巧有
个加工场在漕河泾镇桥堍东北面，有段

日子我在那里上班。有
时没带午饭，中午就到
镇上饮食店去吃面。记
得有辣酱面咸菜肉丝面
多种，阳春面浇了骨头

汤，撒了葱花，汤鲜面香，价廉物美。
恢复高考第二年，我有幸考进上海

师院。那时学校不供应夜宵，夜自修肚
子饿了，我常踏着月光，穿过菜田，绕过

康健园，去镇上吃夜宵。一碗热气
腾腾馄饨，或是一碗阳春面落肚，
倦意全消，脚步也轻快了。
工作多年以后，挤上单位优

惠购房末班车，拿到漕溪公园东
面一老小区的一室半住房，成了漕河泾
街道的居民。再看如今的漕河泾地区，
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了徐汇区繁华地段。
我居住的老公房，也成了香饽饽。
我这大半辈子，与漕河泾真是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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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叶的告别演出
林明杰

    叶子一直是花的陪衬，只有到了深
秋，它才成了主角，无论是被赞美还是
伤怀。

唐朝杜牧的那句“霜叶红于二月
花”，在中国人的审美基因里植入了一
分对深秋红叶的喜爱。不少人喜欢满世
界去追逐红叶的美景。在北京，一到季
节，人们就会结伴去香山看红叶。这算
是规模小的。四川阿坝州理县的米亚
罗，是我国目前已开发的面积最大的红
叶观赏区，红叶胜景绵延上百里。
日本的红叶景观也闻名于世。日本

的地理形态是纵向狭长型，秋天气候的
演变也是由北向南逐步变冷。于是，红
叶会跟着秋风的身影，以平均每天 27

公里的速度从北到南跑遍全日本，仅需
50天左右，山河一片红。在日本观樱花
则是反过来，由南往北蔓延。反正，观花

赏叶日本人都喜欢夸父逐日似的一路
追赶。
“枫叶之国”加拿大就更不用说了，

枫叶都成了国徽。这个国家的红叶景
观，从首都渥太华到圣安妮峡谷，无处
不是。

其实红叶不仅是枫
叶，火炬树、鸡爪槭、乌
柏等树的叶片，也都会
变为红色。

除了变成红色的叶
子，变成金黄色的叶子也令人心旌摇
曳。银杏树大概是最美的金色秋叶了。
中国最古老的银杏树在贵州省福泉市
马场坪街道鱼酉村，树龄约 6000年，根
径有 5.8米，树冠覆盖面积约 600平方
米，要 13个人才能围抱。落叶时，那一
大片金黄，恐怕只有梵高向日葵的绚烂

可以与之媲美。
落叶，往往是古代诗人悲秋时吟咏

的对象。但前些年，市民们曾经为了保
留街道上美丽的落叶，还兴起过一场热
烈的讨论。最后的妥协是，某些景观街
道上予以适当保留，于是皆大欢喜。

秋天的叶子变得
色彩艳丽，其实是叶子
完成它一生使命的告
别演出。它要退出舞
台，让植物可以集中能

量对付寒冬的降临。
一样的事物，人类可以有不同的领

悟。悲伤的人，把哀伤寄托给落叶；而乐
观的人，可以把枯叶看成是一种美丽。
像纳兰性德这样的，无论“春花秋叶”，
他都“触绪还伤”。

中国画家大概是最早聚焦秋叶之

美的。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宋画《枯荷
鹡鸰图》，那仅剩经脉的枯荷，美得令人
心颤。

树叶在深秋的告别中，也努力让自
己美成一道风景。我们人呢？有些人，人
到中年就已放弃了美的追求，这是挺遗
憾的。我在欧洲旅游时，看到年轻人大
多衣着朴素，很少穿名牌，散发着自身
的青春活力。反倒是老人们，衣着考究，
不少人戴着精致奢华的首饰。老而不失
其美，这才老得有尊严。令人欣喜的是，
这些年来，我们这里这样的老人也越来
越多了。人的一生，未必都能成就伟大，
但平凡如春花
秋叶也是很好
的———不同时
节，添一花一
叶之美。 责编：林明杰

    鸡
冠花之
美，不可
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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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光杯有两棵树，一棵
是枣树、一棵是柳树。植树的
起因，都是为了让小读者铭
记夜光杯进校园的活动，更

好地探索对文学巨匠不朽功勋的活化传承。枣树是两
年前的 11月 28日，由新民晚报副刊部的老师和向阳
小学鲁迅知己社的同学种植在向阳小学，因为鲁迅先
生笔下最有名的树就是枣树。种植枣树的时候我想到
了巴金先生，是他最早提出了鲁迅先生是民族魂的观
点。枣树已枝繁叶茂！
今年 11月 20日，由新民晚报副刊部老师和南洋

中学雷经天班同学联合种下的是柳树，
因为巴金先生笔下和自己最喜爱的就是
柳树。如今在四川的巴金先生早年故居，
他和哥哥亲手种植的柳树已成当代各国
作家前往拜访时的留影景点。
需要说明的是：雷经天是笔者所在

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曾
经是南宁学生领袖、早年就是受了巴金
反封建著作《家》《春》《秋》的影响而投身
革命活动。雷经天是广州起义和百色起
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二万五千
里长征，是新中国法制理论的主要奠基
者；参与了欢迎巴金从朝鲜战场归来的
上海集会。在去年新中国七十华诞前夕的国家烈士纪
念日，南洋中学设立雷经天班。
我是雷经天班的课外辅导员，辅导这批初中的孩

子们学习什么呢？主要辅导他们学习、品味和借鉴夜光
杯上的出色文章，当然还有晚报头版的要闻。文章及要
闻由小读者们自己选择，我和学校领导加以点评。一年
多下来，全班同学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都有了明显
的提升；自然他们和其家庭也就更加热爱新民晚报和
夜光杯了。初中生们在“爱上海、爱夜光杯”的格言前，
还加上了“爱校园”。

今年的夜光杯进校园活动就选择在南洋中学举
行，和我同是夜光杯资深读者的王圣春校长，把和晚报
副刊部老师一起植树的荣誉给了雷经天班全体同学。
而植树之前，新民晚报社和南洋中学还共同举行了“巴
金夜光杯邮筒”的揭幕典礼。
主持邮筒命名典礼的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洪

民荣研究员则告诉我：“百年树人 素质第一”是南洋中
学百年校庆之时，已长久不能动笔的巴金先生勉力提
笔为母校的题词，简短数字饱含着巴老对母校的赞美，
寄托着对母校为国育桢干的期盼。另据南洋中学党委
副书记郑蓉介绍：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学校早年成立
了“巴金文学社”；每年的 11月 25日，南洋中学巴金文
学社的孩子们都会前往武康路巴金故居，进行走访和
纪念，这也是南洋学子和文学巨匠不变的约定！
此番巴金先生喜爱的柳树，以夜光杯的名义由读

者、编者、作者一起种植在南洋中学博物馆旁的铁路文
化园。这是一段近代文物铁道，钢轨历经百年依然闪闪
发亮、仿佛是我们民族的铮铮铁骨！这是先烈曾经浴血
奋战的铁道，那是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南洋
中学校友赵一肩率全旅官兵依托铁道抗击日寇！
少将旅长赵一肩文采飞扬，他视死如归的铿锵誓

言在沪上媒体发表之后，得到了鲁迅先生、宋庆龄先生
和巴金等著名作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赏；上海兴起
了精忠报国、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热潮。如今夜光杯种
下柳树，是对先烈和巴金先生最好的铭记。来年柳树上
燕子筑巢，不正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晚报象征吗？

迎新小曲
王养浩

           一
秋意涌，举目尽红枫。

彩菊遍野游客众， 鸿雁飞
天乡恋中。 落叶迎新松。

二
绿叶枯，遥指一片树。

秋水将逝难戏鱼， 冬雪欲
临上梅圃。 回眸笑春雨。

三
年将尽，元月喜相迎。

抗疫昼夜念群英， 扬帆日
月吟佳音。 九州飞翠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