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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也是一种滋味
马蒋荣

    吃年夜饭时，大家回顾了 2020年春
节去宁波旅游度长假的囧事：年夜饭因
疫情改成了快餐面，且第二天就打道回
府，所幸全家全年都平安健康。因此，冀
望新年继续安康无恙。我给孙子的压岁
钱已经不再用纸质红包，而是从微信转
账。儿子媳妇也给了我老妻红包，说她在
灶台前忙碌了一年，辛苦了！
突然想起，全家人每天吃的不是鸡

鸭鱼肉就是河鲜海鲜。每年去外地甚
至出境旅游度假换
口味，吃的也都是重
油重荤腥的。因为今
年疫情还有反复，政
府提倡就地过年，因
此建议今年春节假期不妨由我来做一
次菜，一来让老妻休息几天，二来也好
换换大家口味、吃吃我清淡又拒绝味
精的乡下菜！
在家人半信半疑眼光下，年初二我

成了“马大嫂”（买汏烧）！
第一个菜是梅干菜烧肉。先在砂锅

里放上一大碗梅干菜，再把切成块的五
花肉均匀地放置在梅干菜上，切几片生
姜，纯净水放到正好平过梅干菜。先开中
火煮，待砂锅小孔里冒出肉香和梅干菜
香味的半小时后，再用小火煨着，直到汤
汁基本收干，梅干菜和肉就都酥了。因为
梅干菜是我绍兴乡下妹妹亲手做的，几
乎有四分之一的笋干，因此非常鲜美，别
说佐料，连盐都不需要放。
第二个菜是豆腐煮蛤蜊。那是我住

漕溪三村时隔壁邻居刘妈妈教我的苏北

菜。蛤蜊买来后一直养着，等到切成 3?
米见方的老豆腐放少许盐和水煮上 10

分钟味道进入豆腐后，马上把洗净的蛤
蜊放到豆腐上，再旺火煮上两分钟，把已
经张开大口的蛤蜊和豆腐搅和后，放入
香葱和姜丝少许，即起锅盛碗。这个菜有
特殊的乡土味。

我买的土豆一大半用来烧咖喱土
豆，余下的为罗宋汤用料。切滚刀块的是
烧咖喱土豆的，我烧的咖喱土豆起锅前

放咖喱粉和白糖时，
土豆块必须是既不
黏糊，又酥软到位。

青菜大家都会
炒，但我烧的青菜放

油很少，因为冬天的太湖菜叶子多，梗子
也非常容易烧得酥，吃起来甜津津的。
一盘黑木耳蛋饺是我年三十上午做

的，买来夹心肉后，自己再用菜刀剁细，
吃起来特有嚼劲。
最后是“罗宋汤”。土豆切薄片，红肠

切小丁，番茄切小块，牛心菜则切成菱
形。除了番茄先用少许油煸炒一下，其他
食材一股脑儿放进锅里煮……
都说菜好不好吃，就看光盘不光盘！

不曾想到，初二这天，我这套五菜一汤中
西结合南北大杂烩以清淡为主的“拿手
好菜”，当天家人两顿正餐吃过，居然连

汤也一点不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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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女人的碎片》出现在影片开头
30分钟以后，这段时间，是这部加拿大
电影最牵动人心，或者说最揪心的部分。
肖恩是一个建桥工人，他匆匆赶回家，此
刻，他的妻子正挺着大肚子待产，崇尚在
家分娩的玛莎和肖恩并不知道，等待这
个未出世的宝宝的，是什么样的结局。一
个惊心动魄的长镜头记录了玛莎分娩的
全过程。

这是引导影片走向的最关键内容，
并由此改变了电影中人物的生
活。分娩场景拍摄了两天共六个
长镜头，最终第四个长镜头被用
到了电影中。在这个饱满而起伏
的长镜头中，我们看到超过预产
期的玛莎在获知助产士换人以后
的紧张，以及肖恩和她说笑话、安
慰、抱吻；看到玛莎从宫缩、破羊
水、疼痛、恶心、呻吟到婴儿出生
的过程；也看到新来的助产士伊
娃如何接生：鼓励玛莎、检查开
指、让玛莎泡浴盆、测婴儿心
率———在低于正常值范围，请肖恩打电
话向医院求救，孩子虽然出生，但只有几
分钟时间，便没有了呼吸。毫无疑问，扮
演玛莎的演员凡妮莎·柯比贡献了杰出
的表演，让我们几乎无法呼吸。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的凡妮莎，从未生过孩子。她
观看了许多纪录片和视频，并在伦敦北
部一家医院当助产士助手，并被允许和
正在生孩子的妇女待在一个房间。

这是一部令人悲伤的电影，在悲剧
发生以后，一切已经改变。肖恩对
着医生咆哮：“你不知道这事是否
可以避免，不知道责任在谁身
上。”玛莎的母亲要把助产士伊娃
送上法庭，告她犯过失杀人罪。虽
然电影在经过紧张的分娩场景后，让玛
莎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她身穿红衣服，穿
行在街上，游荡在服装店，在超市嗅苹
果，但面对小孩，会出神、微笑。伤痛烙在
她的心里。

卡塔·韦伯是一名编剧，故事基于她
和本片导演，也是她丈夫凯内尔·穆德卢
佐的一段经历———韦伯在怀孕期间失去
了孩子，她无法承受痛苦，独自搬到柏

林，在那里写了剧本。她曾说：“我的圈子
里有很多人都在发表对流产的看法，我
的身体不再属于我，我必须通过写作来
找回自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治疗。”电
影中，玛莎失去孩子后，就会受到别人异
样的关注，比如休假后回公司，所有人的
眼神都很特别；而母亲的牌友，也会对助
产士表达特别的愤怒。
本片用时间呈现来连接叙事，每一

次画面上，大海两边都有一座未建造完
成的桥，只是随着时间逝去，渐渐
向中间靠近，直至合龙。这是一个
寓意镜头，意味着玛莎创伤的愈
合。可以说，自始至终，玛莎以反
抗的形式自我疗伤：当丈夫和母
亲想把婴孩葬在墓地时，玛莎却
要把女儿的遗体捐给大学做研
究；当时母亲和丈夫要和助产士
打官司，玛莎却不愿出庭。玛莎拒
绝丈夫的亲热，被丈夫认为冷漠，
惹得丈夫出轨，最后他们没能在
一起；玛莎暴怒地指责母亲，打官

司是母亲的做事方式，不是她自己的，引
来母亲大段的痛说历史。遭遇人生变故，
最受伤害的，是玛莎，她不愿让人们，哪
怕是家人，代替她作决定；她默默承受、
隐忍痛苦，不意味着内心的火山不会爆
发；撕裂的碎片会复原，悲伤的经历会翻
篇，但一定要用时间来作证。
电影结束在法庭戏。玛莎最后答应

出庭，在休庭时，意外发现丈夫留下的
女儿出生那天的胶卷。返回法庭时，她

要求发言：“这个女人并没有故意
伤害我的女儿，那天晚上，她只是
想接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发生
这种事，可能是有原因的，但不在
这里。我无法让女儿复活，任何金

钱、判决都没法让她复活。我女儿来到这
个世界上的短暂瞬间，不是为了让我那
么做的。”
电影里反复出现玛莎培育苹果种子

的画面，到最后，苹果树叶在风中喧哗，
果实累累。一个小女孩———可能是玛莎
后来出生的女儿，在树上采摘苹果，被玛
莎唤回吃晚餐。那是多年以后的事，这意
味着，玛莎的生活，也结出了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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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 55岁生日前，石楠老师从安庆给我寄来了珍
贵的生日礼物：一幅题有杨万里诗句的荷花图，一本
《画魂———潘玉良传》。她在书的扉页题写：“这是画魂
第十七版。求美的人从来都是勇士。”她像母亲般的关
怀备至，令我感动！
石楠老师在 40多年文学之旅中，用最真实的笔触

为苦难者立传，把自己的人生磨难连同真实生活的情
感，化为作品中对人物的细腻描写，激励
人们奋发向上。她的《画魂》曾广为流传，
并拍摄成电影、电视连续剧、黄梅戏电视
连续剧，又以话剧、歌剧、沪剧、黄梅戏等
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同时还有众多画家
创作连环画出版。当年，90高龄的刘海
粟老人看了《画魂》后激动地提笔写下：
一卷画魂书在手，玉良地下有知音！

石楠老师晚年一直跟疾病作斗争，
古稀之年，她握起画笔，忘情地绘写色彩
的浪漫。丰厚的文学修养和敏锐的艺术
感悟，令她笔下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作

品洋溢着古典气息与蓬勃生机，令人回味无穷。
那天早晨，石楠老师温和的口音在微信里响起，要

我去《新安百姓讲堂》给她拍照。一想到 82岁的老人家
来合肥参加文学活动，内心就涌现出激动之情。我一遍
又一遍检查测试单反相机，生怕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我有幸追随着石楠来到安徽省图书馆，在广场硕

大的印有石楠头像的喷绘写真前，拍下了她灿烂的笑
容。一时间，不同年龄的读者争先与心中的女神合影。
报告厅座无虚席，石楠老师披着红色披肩登上讲

台，与我们分享她的文学之路。与其说她是一位坚毅的
女性作家，不如说是一位温和的耄耋老人。她坎坷人生
的奋斗历程是一曲在逆境中磨砺、在阅读中求知、在奋
进中前行的赞歌。她用自己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无论
身处怎样的环境，只要坚持理想并执著追寻，就一定能
开拓更广阔的人生道路，成就更精彩的未来。真是难以
想象，如此高龄而有患有眼疾的石楠老师能坚持念完
一个半小时的讲稿。她的真情付出触动人心，丰盈了生
命里的时光，氤氲了红尘里的岁月。
翌日下午，我随石楠老师参加另一场活动，她把

《画魂》最初的创作背景向观众娓娓道来：“我在冬天的
夜晚做完家务，从晚上 8点开始至深夜 11点，第二天
一早又开始写作。为保证传记人物故事的真实性和丰
富性，还去采访了主角人物身边的很多
人，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她说自己很
爱看书，做笔记，摘抄好的句子。“可以
说是读书影响了我，书读多了，就有写
的欲望，因为读书让我成为可以点亮读
者的作家。”书是桌案上的花朵，也开在人们的心上。许
多读者没有买到心心念念的《画魂》，他们捧着《舒绣文
传》和《张恨水传》静静地等候石楠老师的签名，排队人
群似蜿蜒的溪流，我把相机举过头顶，记录下此刻。
我看到石楠老师缠着膏药的手移动缓慢，字越写

越大。我站在她的身旁，听她说手不能动了。此刻，她默
默忍受着腱鞘炎发作的疼痛，默默地翻开书页，拼尽气
力，表达对读者的喜爱和感激。读者也把一束束鲜花送
给她。石楠老师深爱文学艺术的初心和敬畏心如一束
光，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

先上梅花十万枝 （中国画） 齐铁偕

维 兰
谢 冕

    维兰不是花的
名字，尽管听起来像
是在说一种兰花，但
在我的心目中，维兰
就像是一朵美丽的

花。其实维兰是一家西餐厅。我不讳
言我是这家西餐厅忠实的食客。从
发现到现在，至少也有四十年的时
光了。维兰最初的店面，是在西苑
通往颐和园的同庆街上，一座简朴
的四合院民居，是否即是店家的老
屋，不得而知。西餐厅和四合院构
成一道中西合璧的奇特的风景，这
在当日特别显眼。门厅，左右厢房
都摆了餐桌。中式的房舍，西式的内
装修。灯饰、壁画、侍者、洁白的餐巾
和闪光的餐具，都是让人刮目相看
的正牌的“洋装”。餐厅做的是法式
和俄式大餐。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动

乱的结束，国门开放，迪斯科、牛仔
裤、可口可乐、手提录放机，一时涌
上中国街头，西餐馆也大模大样地
开张了。维兰的出现传达了早春的
讯息。有趣的是，中美恢复交往，维
兰主人有与尼克松总统的合影，据
说，基辛格和克林顿也拟到访餐
厅。美国人显然是把维兰的出现当
作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
窗口了。当然，这是与中国社会的
整体走向攸关的现象，久经锁国的
西餐厅的营业，这姿态和氛围是摆
脱重负的社会走向开放的一种象
征，对于长期压抑的人们来说，是
心情的松绑和释放。

但维兰正宗的、高雅的品位，却
是让人倾心的真正原因。这几十年，
我走过许多地方，也吃过许多的餐
馆。就北京而言，也有几家名声很响
的西餐馆，海淀五道口周边，清华北
大一带，尽管餐馆如林，说实话，实
在是乏善可陈。这些餐馆对我而言，
是一个边吃边忘、边吃边淘汰的过
程。只有维兰是一个例外，它可说是

奇特的存在。自它开业以后，多年
来，我像当下那些痴迷的追星族一
样，一直紧紧地追寻它的踪迹，从最
初的同庆街、到西苑菜市场沿街，再
到颐和园内厢骑楼，随后是中关村
科技大厦，一直到现在的万泉河路，
我都“亦步亦趋”紧追不舍。
维兰的每一次搬迁，可能均与

经营有关，例如中关村科技楼，据说
是因为租金太高，很难赢利。但不管
落地何处，我总能“追踪”寻到。而且
总是惊喜地发现，它的风格没有变，
都是秉承高端的、清雅的品位。维兰
的创始人郑维之老先生是名厨出
身，他自述，年轻时曾在北京的“英
国府”和俄国使馆当过主厨，做得一
手地道的西餐。他为维兰确定的经
营方针是高品位、中低消费。也就是
说，维兰以坚持高端的品位和合理
的消费标准相结合的经营方针吸引
了像我这样不求炫示的普通食客。

时间久了，来的次数多了，作为
“资深”的回头客，我知道它的菜肴
风格。每次光顾维兰，必点的一道菜
是法式奶汁烤鳜鱼———洁白的大盘
衬着散发着热气的平底锅，奶汁浮
于上，白色泛黄的微焦。鳜鱼被奶汁
裹着，外焦里润，香气四溢。再就是
维兰的汤，堪称绝佳，我总点蟹肉奶
油汤，有时也点奶油蘑菇汤，它的好
处是浓稠而柔，洁白如玉，冒着热气
上桌。俄式的红菜汤也做得好。每次
前往，我们总对维兰的汤赞不绝口，
热，微稠，适当的盐和胡椒，佐以香
脆的“法棍”，堪称绝配。

郑维之很敬业，他自己常来店
“巡查”，女孩子们亲切地喊他爷爷。
爷爷来了，到处看看，指点。有次遇
见，他兴趣很高，亲自为我们做了一
道红酒鸡。维兰的菜单被我翻烂了，
它的罐焖牛肉、它的铁板杂拌、黑胡
椒牛排以及最后咖啡、冰淇淋，我们
都喜欢。要紧的是它的价位，始终定
在中低档上，一般工薪阶层和老年
顾客都乐于接受。量足，味道正宗，
价格合理，当然是宾客盈门了。

维兰的奶汁烤鳜鱼，几十年，总
是 58-68元，而我最爱的蟹肉奶油
汤，也总是 12-14元，人均消费总在
百元上下。加上它的优雅的环境和
彬彬有礼的服务，几十年来，我总是
避开中关村的嘈杂和喧哗，把最亲
密的朋友带到维兰来，让他们与我
共享这平和的、温馨的、同时也是高
层次的西餐美食。兰花般的美丽而
端庄的维兰，总让人不忘。

白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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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菜回来，新抱进室内的白菜，仿佛
还挟着室外的霜雪之气，触手冰凉，白菜
看起来饱满，瓷实，叶子油亮，码在阳台
上，叶子青碧，帮子雪白，一青二白，看起
来十分悦目。

白菜还有一个典雅的名字叫做菘，
《本草纲目》上说，“菘性凌冬晚凋，四时
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过去人们爱用
白菜做摆件，常用到的是和田玉，只有青白二色，取其
一清二白之意，寓意着清明。
现在菜品丰富，白菜慢慢退出了一枝独秀的地位，

但是在以前，我小的时候，在北方的冬天，白菜是当仁
不让的当家菜。白菜汤、白菜馅饺子、醋溜白菜、白菜泡
菜，家家离不了白菜。白菜谐音百财，但我以为白菜这
样朴实的字眼就是百姓的当家菜的意思。
白菜最适合天冷食用，温度越低，白菜的叶片包裹

得就越紧实，尤其是经历过霜雪之后，更有一种清甜之
气，极甘美。瓷实不瓷实是衡量白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
准，软塔塔松散不成形，口感上就会寡淡。
白菜既可做主菜，也可以和别的菜搭配，它有博大

的胸怀，与任何菜搭配都相得益彰。白菜馅饺子比萝卜
馅的好吃，白菜的脆爽与肉的丰腴相融合，口感上更丰
富，萝卜馅的太软烂，不够有嚼劲。我小时候不喜欢白
菜帮子，粗纤维太多，但是抗拒不了醋溜白菜的酸爽，
极下饭。白菜帮子用来做泡菜最是可口，单用白菜帮
子，洗净切成块状，放在坛子里腌渍，吃的时候，挑出几
块，咀嚼有声，齿间有冰雪之声，完全没有纤维感，爽脆
带着一点点的清甜，极开胃的小菜。而令朱元璋心心念
念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其实就是一碗极普通的白菜豆
腐汤，白菜耐煮，有嚼劲，别的菜煮久了都煮烂了，吃起
来如棉絮一般，可是白菜久煮不烂，最适合炖汤喝。
小时候北方的冬天有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买蜂

窝煤，二是储存大白菜，买蜂窝煤是为了生炉子取暖，
买白菜则事关口腹之事。那时候专门有卖白菜的，成卡
车地拉过来，这是民生大事，家家户户都要买，有的一
买就是几麻袋，家里人口多的，甚至要用平板车拉上好
几趟，下雪了，卖菜的就少了，一次要储存够一冬的菜，
只有把白菜买好了，人们的心里才算踏实，这个冬天的
菜就有了着落了。
每当这时院子里就特别热闹，人来人往有了过年

的气氛，俨然是段快乐的时光，小孩子们打打闹闹，跑
来跑去，大一点的就帮着大人搬白菜，买好的白菜堆在
院子里或阳台上，上面再盖上草苫子，有时候楼道间堆
的也是，常常一侧摆满乌黑的煤，一侧码着雪白的菜，
虽嫌拥挤，但人们看着这些心里才踏实，过年不慌了。

    只要全家人的心
在一起， 即使一个人
在另一个城市吃年夜
饭，也不会觉得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