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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晴风景

□ 吴翼民

秋高气爽，又逢长假，游兴油然勃

发，奈何疫情仍未全消，寻思不出

远门，也能饱赏大好秋光之妙法。妙法

自然很多，一点手机，即可购买各地时

令美食，品尝到五花八门的土特产，这

就是最实惠的方法。

回想过往，要想购买各地的土特产

是多么的不易。

以往，我出门在外（国内为主），每

到一地，喜欢淘淘当地的土特产品市

场，购买点当地的特色食品，自己尝尝，

也送送亲朋好友，彼此都高兴高兴，也

不枉去了某地。通过舌尖，感知和记住

那地方的风土人情，感觉到中国的地大

物博、缤纷多姿。

记得第一次出远门是“文革”串联

到北京，顿然感到京城风物跟江南相比

大有异趣，饮食不一般、有的水果也异

于江南。串联时吃饭不要钱，我们就坐

享其成，虽然知道京城美食多多，却无

能力品尝，只个别同学兜里有些钱，就

跑去前门全聚德品尝 3 角钱一两的烤

鸭（何等奢侈）。大多数同学只能听其绘

声绘色形容烤鸭的肥美，很是羡慕。然

而一俟改革开放，一觉醒来，烤鸭竟然

风靡全国，我们这地方，本土的烤鸭不

说，广帮的烤鸭也不说，光全聚德的连

锁店也有了好几家。

再说那时北京的水果吧，印象最深

的是嫩黄色的铜盆大柿子，削皮吃的，

透明而嫩甜，只几分钱一个，串联学生

尚消受得起，却不易携带，若干年后，

这种透明的大柿子到处都有，反而不

想吃了。

还有，当初在北京发现那里的蜜饯

既多且价廉，就捎了些回家。以后多次

赴京，蜜饯是必购的，然而曾几何时，北

京的蜜饯在江南许多副食品商店都有

得购买了，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二十年前去川渝采风，发现那里的

麻辣食品够劲儿够有特点的，乃在成都

和重庆等地的副食商品店里一再盘桓

流连，选购各种辣酱、辣肉食品及火锅

底料。那会儿川味东进江南，川菜及火

锅方兴未艾，但麻辣风味的小吃还不

多，因此我大包小包买回的川味食品包

括火锅底料大受欢迎，赠亲戚馈朋友礼

轻情重。然而过不了多久，江南各大超

市都能随手就买到这些川味食品了。我

庆幸赶在食品大流通之前，买了个巧、

送了个俏。

去海南旅游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里的椰子及其他热带水果真是铺天

盖地，于是免不了要捎些回家的，就到

处淘椰香食品和其他热带水果制品，买

了许多还不过瘾，寻思带鲜果吧，怕车

程迢迢变蔫致腐，有些遗憾，但凑巧的

是归程火车上竟然有热带水果供应，我

就不惜代价买了一只硕大的菠萝蜜回

家。回家后全家大小对着这家伙干瞪

眼，剖开后仍不知如何料理如何吃，最

后竟然一扔了之。如今呢，包括菠萝蜜

在内的热带水果山积海聚，江南人吃荔

枝芒果榴莲莲雾已成寻常之事，口福是

有的，但热带水果已经不再南方专有，

成了举国共有。

仍是十几年前事，我去青海采风，

青海的牦牛肉干和青稞酒当然对于我

们江南人而言是很稀奇的啦，于是我

带了不少，无奈飞机限带酒类，我就

将几瓶青稞酒夹带在行李箱里，用细

软层层包裹，总以为可以将青稞酒平

安带回江南，孰料仍出了问题，不是

在机场被查获，而是拉杆箱振动，酒

瓶破裂，酒渗入了衣物，让衣物喝了

个烂醉。几年过去了，牦牛肉干和青

稞酒不再神秘，我们江南也很容易买

到尝到。

岁月飞逝，如今我出门在外，再不

去关注什么土特产品了，有时想买了，

就会油然想到，其实土特产品已经不土

不特了，如果想吃想送亲朋，在本地同

样可以买到嘛，何必千里迢迢重死重活

随身携带呢。现在，时势的发展又有了

新的花头，网购异军突起，只要你想到

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从异地飞眼前，

致千里于咫尺，并且送货上门、价格公

道，货物新鲜。譬如，最近一次我们举家

自驾出游，驱驰五千公里，按说买些土

特产品也方便，随时可装车携运。但女

儿不让买，她说要买什么，只需手机一

点，随时可以搞定，而且，说不定你人还

在外地，货物已经先期赶到哩。诚如女

儿所言，她当下在手机上点购了一些四

川、陕西及河南的土特产，当我们风尘

仆仆回到家里，所购的一应物品也同时

飞抵身边。

基于全国物流大融通、网购大普

及，土特产已经不神秘了。窃以为最好

的度假方法就是信手一点，让各地可

意的土特产纷至沓来身边，为生活来

个锦上添花。

纷至沓来的土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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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兆麟

十多年前，我在上海老

年大学文学写作班授

课时，班上来了一位年过

七旬的老大姐，她名叫陈

素珍，是一位离休干部。

陈素珍小时候家境贫

困。1943年，10岁刚出头的

她，被送进上海日商宏康毛

纺厂当摇纱工，开始了受尽

欺压的童工生涯。那时，在

日本工头的监视下，一刻不

停地操作，时不时挨打挨

骂，连上厕所也被监视。工

头怕童工“偷懒”，不断地

用水龙头对着窗囗浇水，

稍有迟慢，就被浇得浑身

是水。陈素珍曾痛心想过，

“我在凄风苦雨中呐喊，不

知道这样的苦难究竟要熬

到何年何月？”所幸的是，

在迷茫中她找到了中国共

产党，在中共地下党的启发

和教育下，她成为了一名中

共党员。

1949年 5月 27日，上

海解放，陈素珍积极参加成

立厂工会和迎接解放军进

城的筹备工作。正当忙于筹备迎接工

作时，陈素珍接到通知，她被派往中

央团校参加第二期团干部训练班学

习。当年，只有 16岁的陈素珍和 18

名年轻党员一起乘火车，到了北平再

转车，到当时中央团校的所在地———

河北良乡报到。尚未开学，9月 29日

中央团校党委副书记宋养初向大家传

达了一个特大好消息：全体学员将参

加 10月 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

陈素珍闻此喜讯，按捺不住兴奋

的心情，10月 1日清晨，她随同中央

团校的队伍来到天安门广场。陈素珍

恰巧站立于中央旗杆西侧 2米左右的

地方，可以近距离看到和听到众多革

命领袖的音容笑貌。她亲耳聆听到毛

主席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她亲眼看

见毛主席启动电纽，五星红旗在天安

门上空冉冉升起。陈素珍说，这是她这

一生中最难忘的瞬间。

□ 朱亚夫

在虹口北沙港（现曲阳地区）的绞圈

房老屋，每家屋后都有花园，最有

气势的是“西间里”，花园总共有几百平

方米。有一种无根的、只靠枝干就可生

长的蕨树，俗称“枝杨”，打成蓠芭围着，

外人不得入内。枝杨一人来高，浑身长

刺，最可恨的是它逢春疯长，上面常有

带刺的彩色毛虫，形似蚕宝宝，但个儿

大多了，被它蜇一下，红肿奇痒。而我家

老屋有条通道与之相距不过一米许，难

免会遭殃，为此我小时候吃过不少苦。

我家老屋的花园，最不成气候，不

但面积小，十多平方米，而且品种单调，

大多是竹林，也有几棵杨树、柳树，但不

成林，因此起不了屏障作用，为此绞圈

老屋曾招来窃贼“掘壁洞”。但是我很喜

欢我家的“小花园”。

我家的“小花园”不在屋后，而在离

老屋几十米远的菜田中，没有枝杨相

围，人人都可光临。“小花园”约二三十

平方米，四周绿树成荫，中间花草飘香，

母亲还见缝插针，在林间种了些南瓜、

丝瓜等藤类植物。这里当然没有名贵

花木，大多是高大的榆树，常年碧绿的

女贞，挺拔的银杏，繁茂的桑树等。这

里喜鹊曾在树梢筑窠，知了在林间欢

唱。我曾在附攀树枝的丝瓜藤上捉过

纺织娘；周末，我在田间锄草累了，在

树荫下休息；夜晚，我打着手电在藤蔓

下捕蟋蟀……总而言之，它是我和小伙

伴们的乐园。

“小花园”留给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园中有棵柞树，一人来高，叶子似桑叶，

然皮质较厚，可喂蚕，树上也会滋生柞

蚕，我们称之为“野蚕宝宝”，它会自生

自长。“野蚕宝宝”成熟后会在树杈间结

茧，过些时日，蛾破茧而出，会在树枝上

播下蚕子。开春后，白白的小生命就会

破壳而出。这样的生命交响曲，曾给我

们的童年带来无限的欢乐和遐想……

还是这棵柞树，它在夏日，会分泌

一种状如松香的树脂，黏黏的。金火虫

最喜欢它，在烈日下，金火虫会三五成

群地飞来，嗜食它。而金火虫是我们那

个时代儿童的宠物，用根白线，顺着其

颈间的裂纹缚之，然后抛空一放，金火

虫以为自由了，展翅飞翔。手牵翱翔的

金火虫，就像放飞一个小风筝一样，那

感觉真爽！我就靠这棵柞树，成了“金火

虫王”，许多同学追我捧我，为的是得到

一只金火虫。记得那时候还有小贩下乡

高价收购金火虫，五分钱一只，当时绿

豆棒冰是四分一根，为此资源独享的

“西间里”有位同伴，每年夏天，都会发

笔小财。

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

写到雪后捕鸟的生动情景，我在“小花

园”中的捕鸟情景也十分有趣：在“小花

园”的中央辟出一块地，在地上挖出一

个长方形的坑，找来一块薄薄的青石

板，大小要正好罩住长方形的坑，用筷

子削好三片约 2寸许的竹片，坑中撒些

米粒，然后在坑沿用一根短棒，下端抵

住成扇形铺开的三片竹片，上端支起青

石板，一只精巧的捕鸟器就成功了。它

不需要“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

着”，因为“扇形铺开的三片竹片”是个

机关，鸟要下坑啄食，肯定会碰到竹片，

竹片就会撬倒短棒，青石板就会随之倒

下，罩住鸟坑。

我用这个方法，捉了好些鸟。下课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小花园”，远

远地看到青石板合扑在地，我的心儿就

像花儿一样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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