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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蝴蝶甜蜜蜜
郑小铭

    集中
了 7 万多
只色彩斑
斓活体蝴
蝶的上海
动物园蝴蝶展，是教育“双减”
政策落地后，给小学生亲近自
然的一个好机会。
那天是周五下午放学后，

十几个小学生们背着书包乘
坐地铁，在几个热心家长的组织下，约
了去上海动物园参观“飞舞的精灵”蝴
蝶展。一个家长告诉孩子们，这里有
从蝴蝶卵到毛毛虫、再从蝶蛹到成虫
的踪迹，孩子们特别好奇，一个个睁大
眼睛寻觅、探索蝴蝶带来的乐趣。

上海动物园给蝴蝶馆营造了一个
温馨的花香天地，白雾四溢，蝴蝶在花
丛中翩翩起舞，优美的身姿、轻盈的体
态引来孩子们欢快的笑语。蝴蝶馆有

好几个红色的食
盘，盘中有成片
的甜橙，慷慨地
供蝴蝶享用。最
吸引小学生们目

光的是枯叶蝶，它是生物界出色的伪装
大师，合拢翅膀就像枯叶，形状和色彩惟
妙惟肖，它们吸吮着甜橙蜜汁，纹丝不
动；这时缓缓飞来一只前后翅外缘在黑
边中有一列白斑的大帛斑蝶，对着甜橙
吸蜜；我随即打开相机，采用多重曝光手
法，调整白平衡至白炽灯状态，按下快
门，第二张白平衡调至荧光灯状态，偏蓝
带紫，后景的几只枯叶蝶也呈现紫色，如
梦似幻，美不胜收。
花开蝴蝶甜蜜蜜，当孩子们知道蝴

蝶只能成活 5至 7天时，都露出惊讶的
神态，动物园把它们制成蝴蝶标本，作为
科普教材，让更多的孩子们感受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关系。

青山为证
南 妮

     “以史为鉴、以人为本、居安思
危、戒奢以俭。”———就像所有经典
的艺术作品一样，既古代、又现代，
京剧《贞观盛事》它能够穿透漫漫的
时间，以正义的感染力与理性的人
性直接俘获人心。国庆节在大光明
电影院看 3D 全景声的京剧电影，
此片的开场至今难忘。
青山之下，绿树之旁，朴素清寒

的草屋一座。尚长荣扮演的谏议大
夫魏征在里间书房用功，他的太太
在屋外操持。唐代贞观之初，明君李
世民知人善用、广开言路，采纳了魏
征的诸多上谏。魏征满足而自重，魏
征太太贤惠而慈善。庭院粗茶淡饭，夫
妻和睦心齐。卖炭人走过小屋，魏征太
太把一个小手包塞给他：“天暖和了，
再卖不了炭，要回家乡去了。拿上吧，
一点小钱。”“哎呀，前几天，刚刚拿了
魏大人的几件旧衣裳！”———卖炭人
感动。

铜锤花脸的魏征是黑色面妆。
尚长荣黑脸中露出的炯炯眼神多么
威武而喜气。他唱我朝的欣欣向荣，
唱职业生涯的成就感，唱自己清贫
生活的快乐……铿锵浑厚的嗓音在
绝美的音效中将我们震撼。一句“结
发妻赛新娘”直抵人情感的高潮。
青山为照，绿树作衬。3D电影

与京剧舞台的区别，自然景观的突
出是一个重要元素吧？上好的人品，
是只有上好的山水来相称的。魏征
的“穷屋”与后来李世民舅爷摆寿宴
的奢宫正成反比。魏征太太捐旧衣

送余钱的“不浪费”与皇帝后宫养三
千前朝当朝宫女的“浪费”也成反比。
最后，李世民幡然觉醒，悄悄地

亲自来到山间魏征的家，“将相和”
的团圆戏也在青山绿树间演绎。过
往的历史与现实的提醒终于使明君
仍然为明君。而对魏征草屋的震撼，
则使李世民的觉醒带着双重意义。
简 ·奥斯汀的代表作《傲慢与偏

见》，影视剧一拍再拍。英国导演乔 ·

怀特所拍的电影版，拍出了新意。第
一次达西向伊丽莎白的求婚，是在
瓢泼的大雨中。结尾，达西与伊丽莎
白是在清晨初露阳光的山坡上相

逢。这一次，求婚成功。是什么滋养
了女主角那被几代的、无数的读者
所迷恋所推崇的独立自爱的性格？导
演在影片中将英国乡村、自然原野拍
得美丽至极。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在 8K全景声京剧电影《捉放
曹》中，白脸曹操误杀了以为要杀他
的贤伯吕伯奢全家大小七口人，与
释放他、想与他共谋灭董卓大业的
中牟县县令陈宫逃出吕家。也是青
山绿树的山间路途。买酒而归的吕
老伯遇此两人，心善的他以为两位
是怕给他惹来麻烦，于是又邀去他
家。“老伯啊，你回家看看，自然明
白。”陈宫又揪心又愧悔，而曹操再

把老伯也杀掉。“宁
可我负天下人，不
叫天下人负我。”青
山无言，绿树惊诧，
此时，漫漫路途中的
青山绿树是奸臣残暴的见证，也是陈
宫曹操善与恶、正与邪开始分崩离析
的分水岭。

中国的故事，道德的讽喻，文化
的底蕴，国剧的辉煌，无论是《贞观
盛事》还是《捉放曹》，3D电影既呈
现了优秀京剧的魅力，同时又是好
看的电影：考证人心、拥有悬念。声
音、画面、蒙太奇，现代技术如何服
务于演绎传统舞台艺术，两片导演
滕俊杰与他的团队，一定工作得辛
苦。国庆节看《贞观盛事》，带上了家
族中最小的小女孩。8岁的一年级
小学生在两个小时的观影中始终认
真。她说她看懂了。那些丰富而美好
的唱腔与典雅纯正的唱词，小姑娘
会在以后的人生中，在慢慢成长的
某个阶段，突然参悟其好。———
“浸润”，美景是浸润，美词、美乐也
是浸润。

陈宫、曹操，两个灵魂的对峙与
分歧发生在山阴道上。《捉放曹》，山
景如何静美，屠杀就如何丑陋。静与
动的对比惊心动魄，恶的极端挑战
常识。艺术是在对比与极端中显示
其强烈的感染力与思想性，传统的
艺术表达讲究简练，简练是力度，是
韵味。现代艺术可以从中得到鼓舞
与启迪。

富安滋味
刘建春

    富安如今是隶属江苏东台的
一座古镇。在古代，作为淮南盐场
之一，富安与东台是平起平坐的。
因这里地势高耸，就像老虎踞蹲在
海边，唐代称此盐场为虎墩场。北
宋时，范仲淹带领民工筑捍海堤，
堤旁又开挖了一条串联起南北各
盐场的串场河。从此，堤东灶火熊
熊，白盐似雪；堤西池塘蛙鸣，稻菽
飘香。串场河白帆片片，两岸杨柳
婆娑。小镇因盐而兴，渐渐人口繁
衍，商业兴旺，元代初年始称富安。
明清时，富安颇有一番江南意境，
人称“小姑苏”。

一条米市路见证了古镇当年
的繁华，至今依然是镇上的主要街
道。那时桥下停满了来自湖广、高
邮、兴化等地的米船。青石板街两
旁，是青砖青瓦连绵的店铺。人们
爱吃，懂吃，吃得讲究，吃得专业。
当时镇上有粮行 31家、八鲜行 21

家、茶社 12家、酱园 9爿，直接从事
商业活动的人口超过 1000人。

从人们保存至今的茶社结账
清单上可以看出，富安人喝早茶，
有一样主食是必点的，那就是“徽

面”，不知道当年的徽面是不是鱼
汤煮成？如果是，那就是最初的鱼
汤面了。鱼汤面如今是省级非遗美
食、东台的名片，也是小镇早餐的
翘楚。在富安，要吃头锅鱼汤面一
定要趁早。老街上，你看到凌晨四
点多就灯火通明的店铺，直接跨进
去，一定是鱼汤面馆。前来喝早酒、
吃头汤面的，十有八九是老食客，
也是街坊邻居。许多人一年三百六

十五天，一天不落，面馆成了他家
早餐食堂。在他们眼中，富安的早
晨，是由汤的浓白、面的鲜香、灶上
的热气和店堂里亲切的乡音组合
而成的。每天来同一家面馆，坐同
一个位子，吃同样配料的一碗面，
吃着吃着，就从少年吃成了老翁，
鱼汤面就这样不着痕迹，嵌入了富
安人一生的历程。

酥儿饼是古镇特产，据说从明
代就有了。外面是面粉和油酥，有

甜咸两种馅，甜馅主料是赤豆沙加
蔗糖，咸馅主料是猪油渣和葱花，包
好后放在平底锅煎成金黄，趁热吃，
外脆内酥，是佐茶佳肴。

粉皮汤能在富安流传几百年，
其亲和力功不可没，不挑人家，丰俭
由人。这道菜并不是饭店的专利，家
家户户都会做。绿豆粉没有，可以用
蚕豆粉，蚕豆粉没有，还可以用山芋
粉。粉液调好，少量倒入铜盆，浮在
大锅沸水之上，不停地转，顷刻间粉
液凝固成一层薄皮，揭下摊在竹匾
里晾干。家中没有丰盛配料，没关
系，剥点蚕豆瓣，菜瓮里切两棵咸
菜，一碗简约版粉皮汤就制成了，就
像汪曾祺的家乡高邮的咸菜茨菰汤
一样，有一种自带烟火气的咸鲜。条
件允许，还可以加鸡丝、海米、蛋皮、
冬笋等许多食材一起煨，淋上麻油，
夏天撒胡椒粉，冬天撒青蒜叶，一碗
豪华版粉皮汤就新鲜出锅了。

在富安大街小巷慢慢逛，还有
许多美食来不及品尝，如猪头肉、
雀儿头馄饨、贴锅米饼、胡萝卜菜、
麦嫩仁儿转等，留个念想，下次再
来。

扫 码
桑胜月

    应该说，对于手机，我
会的不少了。但我不会扫
码付费。不是不会，而是压
根儿没手机钱包。原因嘛，
不想让钱款与手机亲密接
触，进而日久生情，来个无
情私奔！
所以有时跟女儿进菜

市场，看女儿举起手机，对
着摊位的二维码，一摁一
响间，付费成功，潇洒而快
捷，不由心生羡慕，更生好
奇。就这样，女儿的钱“叮”
一声就到了摊主那看不见
的袋袋里去了？我似仍在现
代化的门外徘徊。我想，那
门内定有我不知晓的神秘。
一天，女儿稍有空闲，

我便提出看看她手机上的
付费记录，瞧瞧她的钱都
扫给谁了。连着看了几个
收款人的头像，忽然发现，
稍微上点规模的小店，都
有正儿八经的店名，而那
些小摊小贩的收款账户都
是各自的微信账号。不经
意间，我竟窥见了他们千
姿百态的微信昵称，个个
阳光，美好向上。
卖活鱼的小郑：“坚持

到底”。呵呵，好励志啊。小
郑的摊位原是其父母在经
营，老夫妻做不动了，才由
小两口接了班。丈夫管凌
晨批发及送货到客户，小
郑打理摊位卖鱼售虾，分
工有序，生意还过得去。然
而，父母不因远在家乡而
给他俩少添麻烦，一会儿
这个病了，一会儿那个摔
坏了，而且还非得他们去
一人陪护就医；在家乡读
书的孩子，也不因你生意
忙而不呼唤父母的关爱与
照拂。中考那阵子，小郑就
急急回了乡，几天后又匆
匆赶回。我都心疼她，怎不
多住几天，陪陪父母孩子
啊？她摇头：不行啊，疫情
期生意难做，歇不起的。
“坚持到底”的昵称，

莫不是小郑的真实写照和
精神支撑？“美好未来”，这
个昵称是谁？小周！我想起
来了，她是一个逢人就笑
的蔬菜摊主，摊位上码放
着新鲜的菜蔬，分量总给
得足足，葱也一给一大把。
其实他夫妻俩也历尽了艰
辛。小周入驻的菜场一直
人气不旺，像一个羸弱的
人总差那么一口气，疫情
到来后，为了切断传染，通
往菜场的路又堵死了一
条，所以她和同伴的生意

雪上加霜。她也曾出菜场
跻身路边摊的行列，但路
边摊像是欺生，顾客涌过
来涌过去，就是不在她摊
前落脚。这个凛冽之势，敏
感的小周嗅到了，觉到了，
路边不留她，自回寂寥的
菜场，守候她绿色的摊，笑
迎每一位来到摊前的顾
客，坚信会有“美好的未
来”，一定的！
“钱多多”，莫非就是

卖肉的小钱？全场三个肉
摊就她一人姓钱。不是她
是谁？头像是个可爱的娃
娃，估计是她的外孙。“钱
多多”，不知是本名还是昵
称。这名字好啊，钱多进
账，喜气洋洋。三家肉摊，
就她家生意最好，即使封
了路，我也绕道去她那里，
她知道我家不吃肥的，知
道我好清爽，总把肉块让
我闻过才开秤。摇肉糜，也
不忘问清是包饺子还是油
面筋塞肉？绞一遍还是两
遍？像这样的贴心服务，赚
钱多多是自然的了。以后，
我一定改口不叫她“小

钱”，直呼“钱多多”喽！
还有一家卖水果的自

称“平静是福”，一家卖杂
货的昵称“老有所有”。前者
追求宁静平和，后者期盼老
有所依，生活衣食无忧。
稀罕的是，众多摊贩

里，发现了一个实名：胡朝
军。直觉告诉我他曾是个
军人，少说也是个军人迷。

女儿马上接过话头，
说起这“军人”来：他摆的
是一个馄饨饺子皮面条
摊，因为是后来的，摊子只
能缩在菜场角落头。偏偏
那里网络信号不好，每当
扫码都不能顺顺当当显示
出来，只能跨过几个摊或
干脆到菜场门口去扫，很
不方便。有次，女儿便放下
饺子皮，拿着手机跨“千山
万水”般扫码去。“军人”在
后面喊：东西拿着去啊，拿
着去啊！就差没追出来了。
扫毕重回摊点，“军人”哎
呀呀地批评道：干嘛还费事
地跑个来回，我还信不过你
吗？今后直接拿了就走！
其实，女儿说，我还真

不认识他，他是新摊子，刚
来的。生活总有艰难的时
候，但“叮”的一声扫一扫，
欣喜地扫出了平民百姓的内
心：“相信美好”“坚持到底”！

风
帽
和
马
虎
帽

寒
漫
思

    旧时的风帽是十岁上下女孩冬日所
戴之帽。风帽以黑哔叽布为面料，夹里是
深色绒布为之，面与里之间，铺一层棉
花，缝好即可。风帽形如畚箕状，前面戴
至脑门，即眼之上；脖颈处围成衣领状，
有纽扣扣紧；衣领下有偌大的风帽飞边，
覆盖左右两肩及后背上半部。位于后颈部
的两条风帽飘带为女孩增添美感。无论多
大的冷风，都吹不进衣服。

马虎帽是昔时男性冬日所戴之帽，
确切地说是老中少男性皆戴之，青年戴
者甚少。马虎帽系毛线编织而成，伸缩性
大，暖和至极。马虎帽呈直筒状，长约 1.3

尺，直筒上部约 3寸处开一小口，可将双
眼及鼻子露出，以便视物和呼吸。编织时扎紧帽顶，马
虎帽即告完工。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小孩不听话，当心
马虎来。马虎是鬼的俗称，该帽取名马虎帽，真乃名符
其实。

原来你还在这里
林筱瑾

    幼年，母亲每每周末
去单位值班，总会带上我
们姐弟俩，坐上 26路从市
中心到遥远的徐家汇，电
车启动时会带出一丝柔板
般的滑音，随后售票员从
票夹上飞快地撕票、打孔
递给乘客。快到站了，售票
员拿出小旗拍着车壁、拉
出头顶上方的黑色按钮，
中门后门便扑哧打开，一
按又哗啦地关门合上，从
不失手。电车在转弯时常
“掉辫子”，此时我们就像
碰到了好玩的戏码般兴
奋，一段旅程载着令人着
迷的时光……而父亲也时
常带我们去朋友朱伯伯家
串门，伯伯家临近江边码
头，相比 26 路电车的温
柔，往市南的 66路汽车
开得很恣意。夜深时，回程
的车厢显得空荡，前后两
辆 66路车你追我赶，趴在

驾驶员
边前横
档上的
我看着
司机娴
熟地操控着长长的排挡
杆，行云流水般地飞奔着
最终不让后方超越。
上世纪八九年代的上

班时分，常坐 212、220路，
三位数号码的大站车是早
高峰时乘客们的救星，因
为其停站少速度快，再挤
也要拼出吃奶的劲上。春
天，在拥挤的车里望窗外
倏然闪过的玉兰和紫荆，
心中背着单词、向往着未
来，至今虽没实现宏大的
梦想，但玉兰花却化作向
上的图腾伴随每一次命运
的挑战。难耐 37摄氏度气
温的夏日，双向车道的延
安路隧道内还时常有抛
锚，没有空调的车厢每平
方米内挤挨着七八名乘
客，绝对是场耐力的考验。
也有让人陶醉的时刻，秋
日的车窗外，糖炒栗子和
鲜肉月饼的香气飘进车
厢，勾人魂魄。也喜欢冬天

的车厢，
在水汽
朦胧的
车窗玻
璃上用

指尖画一对柳眼，用它们
看外面皑皑的雪景。难忘
最美的一条线路是下班和
闺蜜去夜校坐的 42路，穿
越在遮天的梧桐走廊，兜
兜转转中听到了琴声、邂
逅着竹篱笆墙，透过围墙
看见的红砖老别墅，典雅。
如今，自己虽可以用

方向盘任意东西，但骑行
和公交出行还是首选方
式。世界是辩证的，手把方
向盘看似自由，实则充满
规则和束缚；坐公交出行
则相反，可开小差、可览风
景、可思考亦可远程沟通。
即便在陌生的远方，若时
间充裕、体力充沛，也以公
交出行为主，尤其首选地
面交通。这是了解一个城
市的安全、便捷方式和角
度。前一阵在西藏自由行，
坐 25路公交往返景点和
酒店，于老城区的众多牦
牛火锅、川味食肆中发现

一家老鸭粉丝汤店，久违
之乐让人果断提前下车追
“粉”；行走西宁时，适逢甘
肃、内蒙古、西安疫情当
前，看到每辆公交车上都
增派了一名驻车协警。

曾经担心我们公交线
会否像老城住宅一样随城
市建设动迁而消失？会否
因 18条地铁的开通而减
少？答案是否定的，上海虽
拥有了世界最长的地铁
线，但地面公交仍保留了
人们耳熟能详的老线路。
随着城区变化它们不断更
新和延伸，深植在那些曲折
中的是不变的基因，让人们
记住来路，随车轮驶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