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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露后，台风临近，一阵秋雨，几声
惊雷，驱散了秋老虎带来的烦躁闷热，夜
凉的风吹黄了江南秋色，清晨，阳台上，
枸杞老桩一串红若玛瑙，晶晶透亮，盆栽
的佛手果泛出鹅黄色，邻居院子里，扁豆
花开，浅紫呈祥，几根丝瓜懒洋洋地垂挂
在老藤上，桂枝隐含花蕾，街头有人拎过
一串大闸蟹，临近 10月，魔都，处
处呈现秋天里的祥和喜悦……

中秋、国庆期间，一丝怀旧
涌上笔端，在那食品匮乏的日子
里，节前，上海人家已经开始储
存美食，新鲜水果上市，砀山梨、
上海蜜梨、国光苹果等水果每篓
一元，什锦糖、小蛋糕、麦乳精，
都是从前国庆节的送礼佳物，过
节，每户分配冻鸡一只、鸡蛋 500

克、皮蛋 10只、鲜带鱼 1500克、
木耳、香菇、金针菜 500克，河鱼、
虾、猪头肉、鸡下脚是不凭票，可以到牛
庄路小菜场排队买。我父亲门槛精，他常
常乘火车去苏州、昆山弄点土产，什么爊
鸭、焖肉、酱肉、甲鱼回家烧烧吃吃。上海
过国庆，热闹，白天，南京路上看游行，晚
上，屋头顶上观焰火，淮海路、南京路、外
滩建筑上挂满彩灯，人群如潮水，
传呼电话的阿姨嗓子喊哑，烟纸
店里啤酒卖空，鸡鸭鱼肉烧好小
菜上桌，全家团聚大吃一顿，补充
一下肚子里缺乏的油水。

步入新时代，沪人口福满满，秋季吃
大闸蟹、春天品刀鱼，初夏尝三虾面，冬
来食大龙虾。宴席上三文鱼、金枪鱼、象
鼻蚌、大鲍鱼、松茸、松露、四腮鲈，新奇
八怪的美食样样有，想吃什么手机一点，
闪送到家门口，感谢高科技带来生活快
捷。微信好友小聚一三五，饭局二四六，
朋友蒋兄高举红酒杯喝到微醺，夜深，朋

友圈里蹦出妙语连珠，晒出海鲜大餐图
片，让人看了馋煞饿煞。如果不是疫情干
扰，10月正是旅游好时光，乘上飞机，高
铁，几千里之外半日到，天涯海角到处玩。
今年国庆家里美食多，快递小哥频

频敲门，送来海门好年农庄、苏州杜三珍
鲜肉月饼、五香酱肉、焖肉、黑毛猪大排

骨，网名“老刘”的好友快递来武
夷山大红袍岩茶，一箱法国乐吉
隆红酒，瓶子上还有漫画大家郑
辛遥老师特别创作的个性化酒
标，红底，金色公牛，气势雄壮，
喜气洋洋，象征着牛年大吉大利
的美好愿望。我在好物福利美食
群里买到生飞农场 9 月上市的
“国庆稻”稻米，盛上一小碗柔软
的上海产的新米饭，清香扑鼻。
奎仲兄从山东快递来一只秋天
会鸣叫的叫蝈蝈，闷在快递盒暗

无天日里不吃不喝两天竟然没有被闷
死，体现出小小生命的顽强力，窗外风
声雨声，室内蝈蝈鸣叫声，天籁之音伴我
夜来读书。微信圈传得多的视频是上海
市民购买淮海中路上光明邨鲜肉月饼
那长长的队伍，人群里还闪现出几个久

违了的贩卖月饼的“黄牛”，小小
一只鲜肉月饼衬托出国庆前的欢
乐气氛。

国庆前，儿子带着孙子自驾
车去迪士尼游玩，发回来的视频

真有趣，4岁多的小男孩与大人一起坐在
幻想曲旋转木马上，笑得合不拢嘴，在雷
鸣山漂流的漂筏上，小孩睁大眼睛看着
变幻奇异的场景，脸上充满神秘和惊喜。
现在的小囡能尽情享受美好童年，都要
归因于祖国的繁荣昌盛，正如我的老师、
沪上篆刻名家陈茗屋新刻庆贺国庆之印
《祖国万万岁》，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国庆回看菜篮子
袁念琪

    喘息也好，欢乐也
罢，节日离开一个吃是歇
不好和乐不痛快的。

1949年以来，上海对
元旦、春节、五一和国庆
的市场供应保量保质，国
庆更是重中之重。就说
1959年国庆，上海副食品
行 业 广 购 远
采，才做到每
户供应家禽 1

只、每人供应
蛋 1只。

鸡成为节日标配和
家庭餐桌的重头戏，只因
平日无鸡可买。配给家禽
是鸡鸭两选一，不是活的
是冰冻。冰家禽十几只拥
抱一块，营业员用木棰砸
开，一一剥离出售。买回
红烧，冰鸡不适合做上海
人欢喜的白斩鸡。配给蛋
有上海人叫“热气蛋”的
鲜蛋，平时每月配给多是
“冷气”的冰蛋。冰蛋没壳，
装在不封口纸袋，冻成黄
色固体。后来才知道，鸡
蛋白出口或制药，内销多

为冰鸭蛋黄。
猪肉国庆也加量。

1976年至 1979年，凭票
供应每人每月 2 元（折猪
肉 1.18公斤），国庆加 1

元；郊县城镇居民加 0.75

元，郊县农民加 5 角。
1959 年后，因水产品货

源较紧，主要安排春节和
国庆两大节日，重点是春
节。那时的家中国庆一桌
菜，荤菜全靠配给。

巨变发生在
改革开放后。1988
年 4 月 30 日，我
在友谊会堂报道
市九届人大产生
的新一届市府首次中外
记者招待会，保障市民副
食品供应列为新一届政
府工作突破口。1987年菜
篮子被上海人列为“一号
问题”，“菜篮子工程”实

施后的 1988 年退第四。
1988、89两年，投入副食品
基地建设资金 5.63亿元；
新增猪肉年生产能力 40.59

万头，鲜蛋 2160万公斤，年
产淡水鱼 7万吨……到 1

989 年，人均吃肉 34 公
斤，比上年增长 17%；吃

鲜蛋 19.5 公
斤，年增 26%。
淡水鱼占水产
品供应量由
1979 年 的

8.7％ 升 至 1989 年 的
34.8％。

上海人吃荤比重逐
步上升，吃素下降。70年

代人均每天吃菜
400 克左右，80 年
代跌至 350到 380

克 ；1990 年 330

克。著名人类学家
马文 ·哈里斯说：“植物性
食物可以维系人的生命，
而动物性食物的享用可
以使人在生存必需之外
和之上追求健康和幸
福。”

1991 年 11 月 1 日，
豆制品取消凭票。1992年
1 月 28 日，鲜蛋敞开供
应。6月 1日，猪肉取消凭
票供应……

自 1959 到 1992 年
的 33 年中，国庆凭证
（票）按户（人）定量供应
近 28年。之后的国庆市
场供应，变为增加品种
和投放。国庆家里的一
桌菜是越来越丰富，反
映了经济繁荣，也观照
了上海人生活质量的提
高。这些年，不少上海人
是举家外头吃，省得家里
的掌勺人操劳。

今天百姓的菜篮子，
已经演变成网上的购物
车，多样的选择背后，是
一条条强有力的供应链、
服务链、保障链，从中看
到的不仅是时代进步，更
是团结的精神和强国的
荣耀。

寻 秋
戴 瑛

    和孩子一起诵读古
诗，读到秋的诗句，总会让
人回味无穷，意境万千。连
孩子都忍不住说，“秋”真
是一位话题王，说古话今，
说不尽的魔力呢。

想来，经过夏的繁盛
和骚动，步入微凉九月，喧
闹的田野花间开始回归朴
实的状态。于是，放慢匆忙
的步履，和孩子相约在季
节的回廊里一起寻秋。

这时，抬头望天，发现
天空日渐清朗，少了浑浊
的气流，云朵淡淡如棉，微
风柔柔如丝，阳光灿灿如
柿，一切美得恰到好处，让
人感到阵阵舒爽，身心惬
意，找到了内心久违的平和。

白天，孩子喜欢的知
了早已停歇了嘶鸣，在为
这一季的告别作着生命的
谢幕。换场的是父辈衣袋

里金蛉子的欢
歌，若有若无，
隐隐作响，还
有傍晚草丛里
的蟋蟀声，此
起彼伏，清脆悠扬。是啊，
生活的忙碌，疲惫的辛劳，
总让我们淡忘了季节的更
迭，而虫子们却用它们简
朴的方式启封了每一个值
得纪念的四季流光。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

前梧叶已秋声。”走过公园
的荷塘边，我们找寻着荷
花仙子的孤单倩影，却见
茵茵一脉的青翠莲蓬里，
紧裹着颗颗成熟而丰盈的
莲子，欲将甜的美味和苦
的秋心传递。一池荷花半
生梦，她的心事又有多少
人能懂？能解？
漫步在大街上，路旁

的树木依然挺拔苍翠，偶

有几片飘下
的落叶，亦如
裙角飞扬，轻
轻拾起，绿中
带黄又泛着

一丝绯红，脉脉显真情。不
由记起《一片叶子落下
来》。每片叶子都不相同，
来自不同树种，但唯有历
经风雨，懂得给予，活出存
在的价值，才能明白“生如
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
静美”的真谛。叶是秋的落
笔，秋是叶的文章，抖落满
怀情愫，留给了我们沉思
的课题……
人生之路，总在跋涉、

期待、寻找中交错前行，但

有时候，生活简单又有意
义，更觉幸福。当岁月的年
轮坦然爬上眉梢，当繁华
的过往终成序章，就把那
些经历、磨砺、沉浮当作生
命的馈赠吧，学会接纳和
释怀，提升发现美、创造美
的能力，本色做人，角色做
事，用更淡然从容的心态
去感受岁月的沉淀，为朴
素的日子增添光的质感。
“妈妈，快看！”当孩子

把捕捉秋的相片递给我
时，不禁欣然一笑。不负时
光，心若浅秋，也许生活的
美好就在身边，就在当下，
不用苦苦追寻，驻足回望，
秋早已入心入怀，不是吗？

你我皆是寻梦人
沈昳丽

    当代生活为什么需要戏曲？为
什么需要六百多年的古戏曲？人为
什么需要戏剧？
我们总是要赋予自己一种生活

方式的，而昆曲，就是一种有美感的
生活方式。

杜丽娘、杨贵妃、霍小玉、薛宝
钗……表演并不是为了塑造一个虚
构的角色，也是借着“她”发现
自己。刹那间，在虚虚实实的多
重“镜像”之中的流转幻化，以
及表演者和观演者往来流荡的
能量交换，大概就是表演艺术
令人欲罢不能的魅惑。寻寻觅觅，每
一场演出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是一以贯之而又彼此独立的唯一的
一次。
昆曲六百年，中华上下五千年，

如何从传统中萃取精华、汲取营养，
如何磨炼技艺、融会贯通，是需要毕
生钻研的课题。
从学生时代的《游园惊梦》《寻

梦》，到世纪之交的全本《牡丹亭》，
再到实验剧场《惊梦》《题曲》《浣莎
纪》，乃至……《牡丹亭》就是这样一
个宏大的创作母题和无比丰富的精
神宝库，源源不断地给我能量，可游
弋可栖居。

越是在出现异象之时，越呼唤
宁静持守的本心。我从不会忘了当
初是为什么站上舞台，而站上舞台
又是为了什么……

艺术是最骗不了人的，真、善、
美于观众是欣赏，于我们是志业。像
杜丽娘用生命守护她的“完美爱情”
一样，我们要守护自己的创作，对得

起自己的作品，因为一个人的所思
所想，都会毫不留情地“暴露”在自
己的作品中。
一日当三省，愿一日能进一知。

你我皆是寻梦人。
我想，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

创造力的高度信心，求真、向善、尚
美，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努力追求
无限的文化价值，就有可能创造出
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剧场”。
我们根植于传统，在每一个当

下追梦，为每一个未来造梦。从儿时
起，我常常会被昆曲的美好惊艳到；
这几十年的追寻与磨砺，也从不回
避自己时刻葆有似乎与生俱来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昆曲不应以被动的
身份存活在当代，而应以主动的姿
态乐活在久远。

202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
产代表作名录 20周年，也是我与
昆曲结缘的 35周年，值此良辰美
景，新书《昆曲日知录》的出版，是
我献给昆曲重生“生日”的一
份诚挚心意。
在这本演剧随笔里，从“传

统剧场”聊到“实验剧场”，再到
“音乐剧场”“昳丽道场”……剧

场艺术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概念，更
多的是心灵空间的开拓和释放，是
创作者与观者共同创造的无限能
量。借助一点一滴的新鲜变化和异
次元体会，打开“自我”，是为了不断
更新和升级后的回归。

我们拥抱有美感的生活方式，
此刻，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痴心如
初。动静张弛，是场上做戏，但愿也
是心有灵犀。

南京西路陕西北路路口 （速写） 高 昭

十日谈
从艺先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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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陆 康

爱我中华

    不走捷径，

风清气正，创作
美好作品。请读
明日本栏。

我们一起唱歌去
徐 音

    西汉《毛诗序》
中提到：“……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
叹之不足，故咏歌
之……”情发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唱歌是人声唱出的带有
音乐的语言，是音乐艺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人类最初
的语言传承通过韵律化的口头语言本
身，这大概就是原始的歌唱了。人们之
所以喜欢唱歌，不仅仅因为它是表达和
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也是增强身体机
能，陶冶情操，启迪心智的金钥匙。

五年前，偶遇一个学习声乐的机
会，由此接触到亨德尔、莫扎特、普契
尼、威尔第等所作的许多歌剧咏叹调。
据说作曲家亨德尔在写作过程中，时
常自己被感动得泪流满
面，甚至湿透手稿。我深
信这一点！因为亨德尔的
咏叹调刻画技巧高超、人
物性格形象鲜明，能给观
众带来一种身临其境的
情感体验。亨德尔在清唱
剧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
合唱，并将合唱和独唱结
合起来，在宏伟的合唱之
后加入富有旋律感的独
唱，两者一起一落，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今年有幸参加上海国

际联盟合唱团的合唱排
练，这种训练对我这个非
音乐专业的参与者来说不
可谓轻松，但是对音乐的
敬畏让我鼓起勇气，充满
激情地去迎战困难，从而
更深刻地领悟了亨德尔作
品中蕴含的技巧和趣味。
指挥 Jordi 的训练方法切
实有效，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为矫正中国同
行对辅音的忽略，他很形
象地比喻发这些音的感
觉：“让第一排的观众撑起
伞”。随着排练的进展，我
越发喜欢这些曲子了。

合唱是集体精
神的体现，它要求
歌唱群体整体的力
度的变化，音域的
宽度，音色的丰富

和音响的层次高度的统一与协调。人声
作为合唱艺术的表现工具，有着其独特
的优越性，它能最直接地表达音乐作品
中的思想情感，激发听众的情感共鸣。
对我来说，和一群对唱歌有着共同

爱好的国际友人在一起探讨音乐，交流
人生感悟，感受合唱艺术的无穷魅力也
是一种人生体验。祝愿我
们和谐的团队，美妙的音
乐，优雅的歌声会带给观
众极致的享受，同时也让
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彩。

微
微
欠
身
十
五
度

何
振
华

    有种说法，叫作“家中无字画，必是
俗人家”。我的感觉，墙上字画太多，杂乱
无章，更显得俗不可耐。上世纪 80年代
初，我头一趟造访赵堂子胡同臧克家先
生的老四合院，踏进正厅客堂，迎面就是
满墙字画，年份之久，名头之大，一派不
同凡俗的阵势，望之俨然。说起来，我得
到的第一幅名人真迹，即是臧老手书。
我专门请傅湘源先生亲自托裱，傅老和
我说，挂镜框时，正面由墙朝下略微倾斜
呈 15度角最好。

现在，不管是布置书画展览，还是各
自的家庭装潢，极少再见有用木条钉成
的画镜线了。讲究大气，追求高雅，墙上
的字画，布局错落有致，稳稳安置得平平整整。虽是避
免了观者或客人的不慎触碰，但每每止步驻足，欣赏
的同时，我总觉着少了些许彼此相对的温情和柔暖。
少的其实就是这微微欠身的 15度。

我收藏的名家字画并不多，而且都是与自己有直
接交往的前辈及师友。一直以来，我习惯了一年当中
按着季节变换偶尔选挂一幅法书和山水。除了卷轴，
凡已放入镜框的字或画，悬挂时我都小心谨慎地让其
呈 15度角面朝于我；一如往昔或平素晤面对方颔首
时的微微欠身，我呢，也不是一味地仰望，而是恰到好
处地相视，哪怕大多数时候寂然，乃是一份莫逆于心
的拥有啊。

观展也好，观摩别人家的名家真迹也好，若承允
许拍照留念，你镜头对着 15度倾斜的镜框之时，不需
要努力高高举起相机或手机，以拍下一张方是方、圆是

圆的规整图案。说到底，人生
情缘，邂逅的美景，与其说美
在如此值得珍藏的画中山
水，不如说腕底撇捺的，正是
这 15度的襟怀，不偏不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