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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诗画
甘建华

    虹桥路。家东面数百米外，就
是那片曾拨动我心弦的绿荫。上
世纪末，离别南方大鹏湾的那座
学校，回到上海编撰城区的文化
志，走进这片与虹桥路文化带呼
应的文化绿地，我被这块实属凤
毛麟角的城市绿洲吸引。它闹中
取静，旖旎多姿，草木繁茂，花开
莲塘。最是令人流连的，是那几座
散布在绿荫中的文体活动人物的
花岗石雕塑，线条简约柔美，造型
圆润敦实，神情呆萌可爱且栩栩
如生。当时，南国的茂密植被、苍
山绿海，尚在脑中牵念不忘，而家
乡西大门的国宾道，这块略显单
薄的绿地，能在寸土寸金、钢筋水
泥扎堆的大都市领生态营造风气
之先，且匠心打造，如诗如画，足
令我欢喜、喝彩！
一晃近 30年。因工作变动、

忙忙碌碌，虽相距不算遥远，我阔
别这块绿地竟然也有二十多载！
直到退休后，有一天忽然来了雅
兴，提根鱼竿来莲塘休闲垂钓。正
值夏日，四下绿肥红瘦，浓荫如
盖，叶间鸟鸣，细雨蛙声，没想到
这里至今还是个宜人的世外桃
源，显见维护管理上的真功夫！
半年前，我把家搬迁到了虹

桥路，这块绿地自然是饭后百步
的首选。我竟然怀疑自己认错了
地方！那方曾令我流连的莲塘不
见了，代之以一泓弯曲的细水，清
浅见底，上有一木一石两座袖珍
小桥。这一改变，增添了几个微景
点，还明显拓展了绿地的空间。一
条逶迤弯曲的健身
步道，如彩带飘
落，将地块内不同
类别的花木群和景
观，巧妙自然地串
连起来！我呆立许久，终于醒悟：
莫叹垂钓梦难圆，这里的一切已
然变得更精致、更合理。不是吗，
除了健身，附近居民还能踩着蜿
蜒“彩带”，在绿地各处赏花、亲绿
和观景呢！忽然觉得，此身正置于
一件集自然、人文、智慧与匠心的
艺术作品之中。有一种感动，源自
于环境对人的反哺与回报。此刻，
一种生活在这座城市、这个时代最
真的幸福感，又一次袭上心头。
不经意地想起，前一阵在微

信朋友圈里发的一组图文。那些
在城市已不足为奇的镜头，留存
在手机，配文移录如下———

应友人之约，来到长宁区水
城路，时间稍早，顺便走进路边的

长宁老年公园。这也许是个最名
不见经传的公园了，记得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进去过一次，只有巴
掌大，其余印象全无。此刻发现，
这个楼房夹峙中逼仄而形状不规
则的活动空间，居然植物葱茏大
树参天，布局巧妙移步换景，而且

分外静雅，简直是
个都市里的桃花
源！不经意想起，前
几日采访外企，询
问一家日企的董事

长高木先生，在沪一年多没回家，
有何感觉？高木先生回答，他在日
本、美国、英国、匈牙利、泰国等国
家的城市里工作过，比较
起来，还是上海最舒服，有
些地方已经超过了日本！
另一家中日合作企业的山
本先生，在沪的感受与高
木大同小异。像他们那样，对中国
和上海抱有好感的人士，如今很
多。我想，除了经济发达，智能化
程度高，生活多姿多彩之外，城市
细节的精彩，一定也是吸引他们
的重要品质之一吧！
人同此心。如今国人爱到处

走动，见多了好山好水好风光，许
多有了把年纪和阅历的人，尤爱

把目光投向异乡的生活环境、远
方“家”门口的美丽细节。这些较
之山水风光，具有更浓的味道和
普世的亲切感，足以令人流连忘
返，直把他乡当故乡！

最难忘西双版纳景洪的市
井，那些与店铺、人家连为一体的
艺术绿化，小巧绿荫和林林总总、
乱花迷眼的树桩、盆景摆设，简直
令我迈不开脚步。还有丽水的古
堰画乡，整整一条艺术小街，利用
植物和一些简单、陈旧的生活道
具搭配，点石成金，古雅巧拙，意
境盎然，使得家家门前有景，户户
窗外有“画”，令我这个外乡人，端

着相机如痴如醉掉了队。
在这方面，欧洲许多人口
密集，房屋拥挤的古街老
巷，绿化的装扮点缀也毫
不逊色，创意巧思百出，时

时令人眼睛一亮！在我的眼里有
所区别的，仅是洋人较偏好色彩
与造型，国人则更讲究奇巧与意
境。说到底，人类天生喜爱锦上添
花。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经济社
会发展，幸福感便附丽于环境的
再造和养眼的绿植之上。换句话
说，舒适优美的环境，折射了生活
的富足和更高层次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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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鲜花饼，大家不约而同会指向云南，那特色点
心在昆明店铺随处可见。业内人士估算云南鲜花饼年
产量约 2万吨。2万吨什么概念？如果上海常住人口以
2400万计，50克一枚，相当于人均 16枚。这个数字超
过了上海人均中秋月饼的消费量。

鲜花饼缘于云南旅游的能量，看到一组数字：新冠
疫情下的 2020年，云南国内外游客超 5.3亿人次。当
然，游客绝非只为鲜花饼而去，但带回鲜花饼特产则十
分普遍。二十多年来，我去云南多次，鲜花饼必带回，只
是近来发现被朋友叫好的鲜花饼，开始有了变化。

2000年前，10枚一卷的鲜花饼多用牛皮纸圆筒装
送人；不久有了类似的月饼盒装；几年后
用上了全塑制盒；现今全封闭、可保存半
年甚至更久的塑封装。当然，工业化的驱
动，食品安全的要求，变化也正常。但就
利弊得失，我则喜欢盒内分隔之包装，不
容易在旅途中“破相”，时尚而上档次。
说到味美，文友挑剔了。前次去曲靖

对口援助点讲课后捎去的鲜花饼，竟然
请我以后云南行不用再如此礼遇，婉言
中直截了当，他图食鲜花饼原有的养眼
馅色、沁人花香、本真正味，不待见漂亮的包装。诘问，
现在的鲜花饼又在吃什么？只有自然美好的才让人食
而不忘，食味永存。我能理解他的话意，其实大家口中
外婆的味道、妈妈的味道，追的就是自然本真。

讲究且品尝鲜花饼的文友非首个。有 40年烘焙生
涯的大师说，鲜花饼不仅缘于产地花卉之优，也缘于产
花之地的时令季节，更缘于制作加工的严谨与执著。农
历四月正是云南玫瑰花香之极，去蒂并将花瓣拆散，入
砂糖轻揉，用蜂蜜留存花香且发酵，锁住了花香与新
鲜。当然，高温烘焙会让花韵“减分”，而些许糯粉增稠
花馅，多少还保留着鲜与香，才有鲜花饼扬名的“范”。

过去个体生产的方式，全手工的鲜花饼能满足家
庭、家族、家乡小众市场的需求。如今人群流、商品流、
信息流涌动下的商机，工业化生产顺势而生，围绕原
料、工艺与流程的改革，鲜花饼的概念也就多元化了。

大师说他们店原经营的豆沙包，赤豆馅都是前一
晚洗净制熟才压榨，第二天入馅裹包装笼蒸熟后出售。
现在豆沙馅等馅，都已专业化生产，要什么植物香味，
突出哪种味道，应有尽有。当然，产业
化馅料都符合食用标准，有安全保证，
只是离你惦记的味道或有不同。文友
怀旧又溯源的脾性，也无关对错。

鲜花饼无疑是中华传统美食。云
南几位创业朋友表示，他们注重韵味，为鲜花饼远行跨
出了一大步。鲜花饼的酱馅是现代技术的产物，而质量
必须讲究，当然采花季节、加工流程、工艺标准、制作规
范等，将关系到产业的兴衰。

时令节气是传统点心包括鲜花饼的经脉，文化风
味是款款点心的灵魂，中华美味点心以植物之精华、节
气之休闲、工艺之匠心、口味之醇厚以及简约而含蓄之
美，既具丰厚的精神内涵、感情作用，能够“抒情达意”，
也具“填饥”的本能，从而让食者在了解历史、传承文明
中续写文化的新篇章。

看来，鲜花饼的启迪十分充盈，包括鲜花饼及所有
创业经营者，瞄准市场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提供初心、良心、实心的产品，才是人间正道，才能
走得更远。

你笑起来真好看
徐华泉

    艾眉瑞，你笑起来真好看；
艾玛，你也笑起来真好看。

在回蒙特利尔的傍晚，下
着细雨，去机场的七人座车已
经停在门口了，三代人在厅里
温暖地告别。女儿幻幻对艾眉
瑞说，让谁送呀？艾眉瑞温柔而
明亮的眼睛在我们脸上迟疑地
滑过，爷爷。她的好看笑容停留
在爷爷奶奶的脸上，我有点遗
憾。她飞奔过来吻我们，艾玛也
摇摆着来吻我们，脸上都是口
水。我们在大门口向她们挥手，
直至看不到她们的好看笑脸。
太太凤说，艾眉瑞还有良心，毕
竟爷爷奶奶在加拿大陪伴的日
子多。我说，两个孩子出生时你
都去了。凤也满足地笑了：来上
海艾玛笑着要我抱，就不要你
抱，记得我的！
艾眉瑞三岁的时候第一次

来上海，她来看阿太的时候，阿
太的眼里有明亮的光，噢，幻幻
的。人的骨肉亲情最深的在于
血缘的传递吧？四代的亲情竟

然没有留下
一张照片，

真是不可原谅。艾眉瑞第二次来
上海的时候，是拉着艾玛的。在金
茂大厦午餐后，三代人合了影，她
俩被奶奶外婆抱着，笑容甜甜，拳
拳可爱。

我对幻幻说，要不要领她们
看看外滩，坐坐浦江游轮？幻幻
说，她们还不懂呢，儿童乐园最喜
欢。那天，到龙湖天街去的时候，
我握着艾眉瑞她温柔的手，让凤
和她在地下
车库入口边
等我，我把
车开下车库
再来接她，
我怕我的车技在停车时出错。她
看我一个人开却说：我要保护你。
真是超越童心之美。在我保证安
全的誓言中，她笑了。幻幻离开的
时候，艾玛是不待见我的，哭得一
脸泪花。后来，她去捞鱼，才不哭，
笑着拿回一小缸鱼，在家养着很
是欢喜，早上记得会放鱼食。

她回蒙特利尔后，我把鱼缸
拿回来，用水塘里的水养着，却也
养不好，最后遗留的竟是一条从
缸里跳出来的鱼，干干地挺在玻

璃桌上，待我发现已经死了。是不
是鱼不见小公主了呢？我不忍弃，
置于砚台上，它晶亮的身体使我
想到艾玛捞鱼的憨态及和艾眉瑞
争要鱼网的窘样，最后，都一笑而
过。现在，她会和姐姐一起奶声奶
气地祝我们生日快乐。艾眉瑞则
生疏地弹一曲生日快乐，在视频
中嫣然一笑。可爱！其实，她都可
爱。她从乐园沙坑里奔出来找我，

满眼的惊讶
也是一种可
爱，惊讶后
的笑容更是
灿烂。我知

道我不能离开她的视线，她才会
安安静静地给小车装沙。我在她
的视线里，她才会细细心心的涂
色。于是，我安安静静地看她玩。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和氏璧别传》
中夹着艾眉瑞给我采的枫叶，还
有一张蜡笔画，画的是辽阔的草
地，蓝色的天空，以及一棵顶天立
地的大树，草地上鲜花盛开，象征
着她美丽的笑脸，还像模像样地
用英文签了名。那是她对我的祝
福。我想，待艾玛大了以后，我能

收到什么
礼品呢？
什么都好，哪怕是好看的一笑，那
是心的温暖，只要她们真心记得。
人就靠这真心温暖地活着。
今年六一儿童节，幻幻发了

一个视频给我们，视频里艾眉瑞
笑得很好看地拉着方形纸做的风
筝在绿草青枫中奔，风筝飞得低
低的，她的头发扬得高高的，像只
小鹿。我说，蒙特利尔有大风筝买
吗？我们送她一个，飞得高高的多
好看！幻幻说，好的，让她考好试，
放给你们看。我对艾眉瑞放风筝
放得高远是有信心的，我见到过
她滑雪的视频，高高的雪山，斜斜
的滑道，她似一只小鸟开心地飞
翔而过。凤说，练琴也这样多好！
我说，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多好。
视频里，艾玛呜里呜里吹着不着
调的口琴很滑稽，但很好看的是
她晶亮的笑眼。艾玛也会蹦迪了，
也会仰起笑脸和云儿亲吻。

自由自在的生命是人间大
美。我希望艾眉瑞和艾玛永远有
这样的大美！这大美中有你们真
好看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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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塞罗那的波盖利亚菜市场以其活色生香的颜值
在游客这儿享有盛名。按照领队孙先生的说法，如果不
去菜市场走一走，逛一逛，你会后悔的。
我在国内游览，逛逛当地的菜市场是我必做的功

课，而到了这个被誉为全欧洲规模最大、商品最多、人
气最旺的巴塞罗那最古老、最地道的食品市场波盖利
亚菜市场，路过岂能错过！
一进菜场，映入眼帘的是遍布了上百家或大或小

的摊位，横看竖看，无论是蔬果、干货、香料、乳制品、火
腿、糖果，还是海鲜等铺位，无一例外都摆放得井井有
条，让人赏心悦目。菜市场打理得如此山清水秀，那心
中的印象分当然腾腾地往上蹿，“适宜！”
老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就像人的着装一样，

穿得整洁得体，不仅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更会让人产
生亲切感而高看一眼。我相信，菜市场那
些操劳营生的业主一定是懂得顾客心理
学的高手和践行者，精心码放给消费者
留下第一美好印象的货品，当然让购物
者留下舒心、放心的心理暗示，让每个脸
庞上洋溢着兴奋的人到此购物人，都忍
不住激动，拎着大包小包地买买买。
导游介绍波盖利亚是巴塞罗那最美

丽的“菜场”，确实实至名归。我观察到，
除了摊位货品排列有序，在颜色搭配也
独具匠心，五彩斑斓的各色水果、琳琅满
目的牛皮糖、棒棒糖和水果糖，鲜艳欲滴

的菜蔬，银光闪闪的海鱼，各种色彩穿插错落，很是赏
心悦目。好似大画家手中的彩笔，将尽情挥洒的赤橙黄
绿青蓝紫呈现在每一个走近她创作的意境里。此时此
刻的你怎能不浮想联翩：难道诞生过高迪、毕加索、达
利、米罗等众多大师，因为应了中国“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的俗语，这些普普通通的摊主都是“视觉艺术家”，
司空见惯的货品一出手就夺人眼球，展现审美与创意
体现的艺术品？有一点我敢说，这些操持营生的摊主一
定是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向往美好生活，有品位的人！
徜徉在满目五彩缤纷波盖利亚菜市场，会让你浮

躁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记得有位美食作家曾经说过，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爱上一座城市，从菜市场开
始，一座城市里最有温情的地方，是菜市场；旅途中最
地道的风情，就在菜市场。若允许我自作多情地补充一
句，那一定是：活色生香的菜市场，最素面朝天，也最给
老百姓日常生活带来慰藉和乐趣。
走马观花波盖利亚菜市场后，回归集合点，同团老

友笑着打探：感觉如何？我用“活色生香颜值高，味道好
极了”这一句滥大街的广告语作了回应。老友表扬我，
刚刚去了一趟菜市场，侬闲话讲出来比过去有“味道”
了。

绝 配
冯 强

    天下好面者无数，可
要吃得地道，讲究主辅料
般配仅为入门，择其“郎才
女貌”，才是最佳之选。
雁荡路上老面馆味香

斋素简的麻酱面与鲜美的
小牛汤是绝配；福州路上
老半斋刀鱼面与肴肉一个
提鲜，一个解腻，是绝配；
思南路上阿娘面馆与众不
同的黄鱼面与那一小碟咸
菜是绝配……到杭州奎元
馆吃面，无须多问，肯定首
选虾爆鳝与柔韧光滑的
“坐杠面”搭档的绝配。

每到杭州，必去奎元
馆吃鲜美的虾爆鳝面，这
差不多成了常态，有这种
常态的上海人不
少。可多数人或许
不会去了解这碗
面、这一绝配的来
龙去脉。有 150多
年历史的奎元馆，原本只
是家徽州小面馆，几易其
主，到民国之初，当时的第
二代掌门人李三林将徽式
大面转变为品种丰富的宁
式大面系列，并首创人坐
在杠棒上，反复压制，然后
擀面、码面皮、切面，做成
柔韧光滑的“坐杠面”。
1937年，第四代掌门人的

养子陈桂芳接手奎元馆，
改良了前任草创的虾爆鳝
面，将黄鳝先养后杀，吐尽
泥土气，又现剥新鲜活虾，
烹制时，鳝片用菜油爆，猪
油炒，小车麻油浇，还把握
好火候、佐料、时间，一切

恰到好处，才形成如今我
们享用的虾爆鳝面。此面
名声大振，除达官贵人频
频光顾外，一些文化名人
也纷纷光临，著名书画家
程十发吃了此面，欣然写

下“江南面王”的匾
额，悬挂在楼梯转
角醒目处；武侠小
说大家金庸半年内
居然三顾奎元馆吃

面；著名散文家黄裳在品
尝之后，还写下了随笔《虾
爆鳝》。此镇馆之宝面子之
大，难找比肩者。
不过，依我愚见，凡夫

俗子蜂拥而至，才是奎元
馆最大的财源和面子，才
是它真正的底气。然而，去
年秋天去奎元馆吃面，或
许人们还未从疫情中缓过

神来，客人意想不到的少，
令人感叹。在食客稀稀拉
拉的大堂里，与我们隔开
两桌的是一对上海老夫
妻，他们只要了两碗虾爆
鳝面，老头边吃边讲：“有
人说这里面贵、料少，我倒
觉得物以稀为贵，很正
常。”他们说，已记不清来
这里几次，从几元几角一
碗面，吃到现在 50多元一
碗，大有“为伊消得人憔
悴”的意思。那天，恰逢奎
元馆搞促销，每消费 100

元送 50 元消费券，他们
说，明天还要来吃面。有这
样的粉丝，是奎元馆的福
气，也是这碗绝配招牌面
最成功之处。今年清明时
节，我选奎元馆附近酒店
入住，将其当作食堂，三番
五次去就餐，挤入人满为
患之所，不亦乐乎。

区区数十元，就可大
快朵颐，同样是名店、名
品，却比昂贵的楼外楼、味
庄等，实惠很多。欣赏绝
配，如同欣赏美人“巧笑倩
兮”，而稀罕绝配之面，也
算现实生活中一朵浪花，
可使人渐入享受生活之佳
境。绝配不仅来自时间磨
砺，还得皆大欢喜才好。

故乡三更水 （帛画） 穆益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