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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宝贵的嘱托
高洪波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简
简单单的一句话，但包含了一
个儿童文学作家老前辈陈伯吹
先生非常重要的文学创作理念
和儿童文学观。

陈伯吹文学奖四十周年
到了。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因为我想起在陈伯老七十五
岁那年我们同登泰山。那是在
1980 年一个儿童文学界的重
要会议，作为《文艺报》分管儿
童文学的一名记者，能出席当
时的“儿童文学峰会”，我激动
中又掺杂着不少胆怯。我聆
听，我记录，我观察，自然我也
少不了思考。就是在那次泰山
会议上结识了一批前辈，严文
井、任大星、任溶溶、任大霖
……他们的作品滋养过我的
童年，我对他们充满感激和崇
拜。陈伯老自然也位列其中，
而且我知道他是与会者中年
纪最长的一位。我记得我们同
登泰山的时候，主办方不太同
意让陈伯老登顶，可他微笑着

默默地在背后跟随着我们。当
我们一批年轻人高傲且快捷
地抵达泰山天街之时，还没来
得及欢呼胜利呢，年纪最大的
陈伯老居然也抵达了终点！那
一刻终生难忘：陈伯吹先生倚
在泰山的青松下，让明媚的阳
光灿烂地照射着，他留下与泰
山的合影，也留下一个从容登
山者的气度。
很快陈伯老拿出自己有限

的存款，即他节俭一生的储
蓄———我记得是近六万元人民
币，这在当时几近天文数
字———创办了“陈伯吹儿童文
学奖”，最初叫“儿童文学园丁
奖”，用以褒奖上海乃至全国的
儿童文学新人佳作。这个奖项
创立于 1981年，也就是登泰山
之后。我曾获得过这个奖项，获
奖的原因是刊发于上海《儿童
时代》的一组儿童诗，奖金不
多，大概是三百元，但难得的是
陈伯吹老人亲自执笔写信致
贺，我当时非常感动，现在奖状

和陈伯老的奖励信我仍珍藏
着，同时我也珍藏起一个文学
前辈的殷切期待。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
与老人家的接触逐渐多了起
来。每到上海，他那简朴而拥挤
的小院我是必到的，我喜欢他

摇曳的白发和白发下无邪的微
笑，喜欢听他讲述自己的儿童
文学见解，更喜欢听他评点沪
上新出现的儿童文学新秀。他
的确像一棵古老的大榕树，荫
庇着小花小草小树苗，更像一
个慈爱的老爷爷，无条件地关
爱着每一个晚辈。

现在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已经成为上海一个重要的文
学品牌，成为宝山的文化地标，
这个奖项对陈伯老最先的初衷
有很大的拓展，而且我几次聆

听到他的公子、我的北大校长
陈佳洱先生讲过，陈伯老当年
是如何为了节约几分钱而步行
上班，不坐公共汽车。这些事迹
深深地打动和激励了我，这是
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纯粹
的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家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嘱
托和无形的文化资产。

所以说，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在疫情中能继续颁奖，
甚至形成了一次我平生中最
特殊的评委会，我们在同一个
时段通过视频的方式和美国
的、英国的评委朋友们一起评
出我们的绘本，我们又和国内
的儿童文学专家评委们评出
了优秀的图书。这是一次终生
难忘的评奖，这也回答了当年
陈伯吹老人发出的呼吁，也是
“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
中总序的题目：为小孩子写大
文学。序中是这样评价陈伯老
的：“陈伯吹，从 1923 年创作
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1997 年驾鹤西行，对儿童文
学，对上海，他一往情深，矢志
不渝，他毕生都在上海这片土
地上守护着他珍爱的儿童文
学的事业，也只是因为战乱、
奉调两次短期离开过上海。如
今，他已经成为我们心中一个
高大的儿童文学泰斗的背影，
一份沉甸甸的儿童文学承诺，
一股真诚的童真挚爱。”

时间过得飞快，但是孩子
们是永生的，一代一代的儿童
会记住这句话“为小孩子写大
文学”，会记住这个说话的人，
以及被这个说话的人所激励
的一代又一代为孩子们写作
的中国乃至世界的儿童文学
作家、画家和出版家。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注

定永生！

蟹宴笔记
石 磊

    丰子恺先生写一笔糯
米文字、画一笔糯米画，性
情气韵，亦是一团糯米。丰
先生回忆他的父亲，无事
在家，每天吃酒，看书。

他不要吃羊、牛、猪
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
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
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
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
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
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
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八仙
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
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
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
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
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
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
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
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
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
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

丰先生这一段文字，
清汤一碗阳春面，不疾不
徐，漫漫写尽一枚中国男
人的良夜，有蟹的良夜。
等丰子恺姐弟长大一

点，一家人，团团坐于月
下，食蟹。
我们都学父亲，剥得

很精细，剥出来的肉不是
立刻吃的，都积在蟹斗里，
剥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
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
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
亲吃菜是很省的，而且他
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
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
也学他，半蟹斗的蟹肉，过
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
亲的称赞，又可以白口吃
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
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

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
大口饭，这滋味真好。

借丰子恺的文字暖场
完毕，写蟹宴。

一向对蟹宴不是很有
兴致，庸厨们整顿出来的
蟹宴，从头至尾，只得一个

味道，蟹粉味，近年多了一
个秃黄油味，食一席蟹宴，
无非是蟹粉的各种盖浇作
品，审美相当疲倦。食蟹本
是风雅之事，至此就粗恶
以及无趣极了。

施炜先生一个月之前
跟我讲，试试我们的蟹宴。
言下之意，本店作品，不至
于落入窠臼。

晶浦会的蟹宴，大闸蟹
之外，兼取梭子蟹、松叶蟹、
帝王蟹和青蟹，五种名蟹共
襄盛举，巧冶一炉，眼界和
思路，骤然辽阔，施炜先生
手舞足蹈，问我好不好玩。

darling，好玩的，这一
夜，食到一席海棠铺绣、梨
花飘雪的蟹宴，真有惊艳
之叹息，一扫我对蟹宴的
冷倦态度。

八道凉菜，极尽巧馔
之思。

金橙红膏蟹糊，以当
令的金橘，满盛舟山梭子蟹
之蟹糊，金玉满堂，秋意浓
稠。碟子于桌上缓缓转圈，
金橘的香，芬芬飘过，雅不
胜雅，让我深为着迷。木樨
尽，金橘黄，四季之美，让人
心软如麻。而蟹糊通常的溃
散，亦得到了解决，小小一

口之闷，无限馥郁美味。
蟹粉豆花配黑醋鱼

籽，以自制的豆浆压的豆
花配以蟹粉，有日本料理
中胡麻豆腐的清甜以及入
口即化，而蟹粉与黑醋鱼
籽的勾肩搭背，完成一曲
娟娟细歌。加之大口香槟
杀到，酣畅淋漓，满足之
至。施先生讲，灵感来自鸡
汤豆花。

蟹肉沙鳗鱼饭，融潮
州鱼饭与日本人的押寿司
于一体，口感密切，沙鳗与
蟹肉，一清一浑，相得益
彰，亦与前面两款轻灵之
作，跳开饕餮距离，布局十
分懂经。

蟹粉姜醋松花蛋，亦
是一碟功夫巧馔，完美贡
献清凉软滑口感。八个凉
碟子，八种口感滋味纷呈，
实在是今年里，见识过的，
最佳凉菜阵容，满分之作。

跟着是两道汤品，一
清一浓，一弛一张。清汤是
冬瓜、帝王蟹肉、西施舌
汤，粉淡衣襟，落落满怀，
食一个鲜甜嫩脆不已。浓
汤是大闸蟹拆肉、蟹汤、烩
鱼翅，浅浅一盏，真如马嘶
人起，浓到化不开。施先生
在我左肩，讲，汤底是用了
110 枚大闸蟹的蟹壳吊
的，当然不同凡响。
蟹宴的汤，其实是至

难的，蟹是奇鲜之物，汤要
如何整顿，才能不寡薄？我
家里，自幼食蟹，从来不伴
汤，都是薄薄白粥，就是避
拙。母亲认为，蟹季里，新
米当时，食蟹过后，一碗烫
粥，于小孩子，最是祛寒。
今夜的两道蟹汤，真真宽
阔了我的食趣。
热菜上桌之前，我请

教今晚伴蟹的醋，特选的
意大利黑醋，来自意大利
Modena 产区的 Giusti 家
族的醋品，1604年至今不
衰，1926 年成为宫廷用

品。今晚的这款，是 25年
的陈物。据说，如此一款
醋，陈化过程中，要经历七
次转桶，从橡木桶、枫木桶
到杜松子桶，等等。滴了一
些在碟子里，拿手指蘸尝，
醋味圆融凝润，酸甜正确，
岁月消磨得毫无火气，美
不胜收。我从小食蟹，都是
在家里，从不去馆子里食
大闸蟹，原因之一，是母亲
看不上馆子里的姜醋，再
好的蟹，没有得体的醋，终

究不得其味，不食也罢了。
我们讲完醋，热菜迤

逦而出。
25 年雕皇清蒸松叶

蟹，咸亨雕皇里，布了当归
黄芪种种滋补药材，蟹香
酒香药香，浓香馥馥，而松
叶蟹之细甜，真是娇软可
喜有姿色。这个碟子，是当
晚唯一一个我一筷子不
足、连食了两筷子的菜品。

帝王蟹拆肉、治蟹
饼、配雪花牛肉，碟子里

一肉一蟹饼，一抹杏黄色
的酱汁，一边食，一边点
头，蟹饼好，肉好，最要
紧，还是这个酱汁佳美。
食完搁下刀叉，问是什么
酱汁，如此提神点睛？施先
生讲给我听，是芥末醋酱，
德国的，芥末里，调了三种
醋进去，葡萄醋、雪莉醋、
酒精醋，所以酸得复杂多
层次，转弯抹角婉转多
姿，胜过太多平铺直叙的
无趣醋味。这个酱，是我

张伯驹与袁克文
郑有慧

    近来在微信中看到，某个公众
号在叙述张伯驹老先生，浏览至尾
声突然大吃一惊！该文中配发的一
幅老先生的作品，移花接木后，居然
是他在 1981 年八十三岁高龄时 \

赐给我的佳作……
张伯驹先生（1898～1982），近

代大收藏家、诗词学家、书画家、京
剧艺术研究家，小于先祖父三
岁，却早先祖父十年仙逝。一生
酷爱书画文物，生前捐赠给国
家多件稀世珍宝，高风亮节，值
得怀念。

他与先祖父相识多年，“文革”
前的一些书信往返和他赠予先祖父
的书画是荡然无存；但是七十年代
起他与先祖父的书信和墨宝至今基
本保存着。

伯驹公的生辰在元宵节前后。
今年辛丑年是 2月 26日，明年壬寅
年是 2月 15日，辛丑 2月 26日是元
宵节，恰逢他的诞辰日 123周年。在
逝去的日子和未来的时辰，特别能引
起感慨，不禁又动笔叙述往事……
去年岁末偶尔买到新书《春游

琐谈》七册，近日又将新书翻阅在
手，古朴的装帧，典雅的文字，油然
而生对伯驹公深深的怀念；此书先
祖原有伯驹公赠予的数本油印本。
《春游琐谈》是伯驹公任吉林省

博物馆副馆长，集众专家在讨论古
书画时，有关金石、书画、考证、词
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等话题撰
写的文章。里面特地选了篇先祖父
的文言文《蒋蔼卿之穷困》，伯驹公
曾言：“阅读此文言文舒服之极！”
伯驹公和先祖父熟识，爱屋及

乌，吾也得以有公公的墨宝；他自做
诗题于画上。
深为感怀的是老人家在得知我

喜爱画画后，特作诗一首并画了兰
花，落款“有慧小友”，从北京寄赠于
我。画面雅静毫无烟火气，讫印四
方，分别为“京兆、平复堂主、伯驹长
寿、丛碧八十后印”，赋诗：“郑氏风

流岂更论，清芬犹获楚骚魂。我看吾
土金瓯满，不画无根画有根。”老人
家的爱国情怀充盈着纸素，即使在
“文革”浩劫后依旧如故，其风范真
是高山仰止啊！他所赠予的兰花图，
已成笔者的“镇宅之宝”。
舍间还留存着他赠予先

祖父的夫妇合作墨迹《梅竹
图》，红梅昂首墨竹飘逸。另
有溥杰书写的“饮食琐谈”横
批，也是他老人家赐赠。横批
内的法书，笔墨雅致，线条俊美安
静，笔者一直悬挂在厅室壁上观赏。
先祖父二三十年代和袁克文的

交往也值得一叙。袁克文（1890～
1931）仅长祖父五岁，但是离世很
早，终年四十二岁。他是袁世凯的子
嗣。袁氏子嗣都以“克”字为名，最长
者克定，克文行二，他的生母金氏，
是韩国贵族。克文生有多子，其中三
子是袁家骝科学家。
先祖母的兄长周梵生曾经在袁

家担任西席。克文老人平时喜爱交
友，包天笑、严独鹤、周瘦鹃、钱芥

尘、刘半农、尤半狂等诸公均是他的
好友，并且喜好与人结金兰之交，
如：网师园旧主人张今颇、书法家刘
山农、著述家周南陔、周瘦鹃……瘦
鹃公编辑《半月》杂志，克文老人写
了许多作品供给他……

他多才多艺，又工书法，华赡流
丽，别具妙姿，既能作擘窠书，又能

作簪花格，有时也作画；曾画
山水画赠刘山农，又画松梅赠
陈巨来，还画红梅图赠予梅兰
芳。先祖父的敝箧中也有他所
绘红梅扇，一枝虬曲，着花数

蕾，甚为妩媚。他还喜作诗，最脍炙
人口的要推：“绝怜高处多风雨，莫
到琼楼最上层”这两句了，其意隐含
袁世凯称帝之事！

他和先祖父二三十年代在报社
交往颇多，特别是最后的四年，在上

海和先祖父来往频繁。因此
在七十年代初，先祖父用笔
名陶拙庵，在香港著名文人
高伯雨公的协助下，出版了
小册子《辛丙秘苑———“皇

二子”袁克文》著者袁寒云、陶拙庵。
里面较翔实地记载了他的平素往
事，有数万字。

以前先祖父一直保存着一九
三二年前的《晶报》全套，他人如要
了解当时资讯和许多人物包括袁
克文，可以从《晶报》中爬梳出许多
有关他人和袁克文的材料，可惜这
份《晶报》在一九六六年已归无有
之乡了。

今后如果有人要撰写袁克文的
生平行谊，可能需要参考先祖父的
这篇文字了吧。

责编：刘芳

银杏暖秋冬
刘文方

    一年将尽，三两只
小松鼠在林间来来回回
地拨拉着地上的叶子寻
觅着什么，它们是在收
藏落在树叶中的松果。

严寒将至，就连这小生灵也开始存贮起食物来了。此
刻，突然间有了些许的感动。
每到秋末冬初的日子，我总会赶赴几十里以外的

小顶山，去看望那棵几个人搂抱不住的千年银杏树。或
者是去到邻乡镇达店村和大寺看那两对古老的银杏
树。夕阳中，满地厚厚的银杏叶上洒满了一层红晕，每
一片叶子像掰碎的小太阳，透出一阵阵温暖来，让人想
起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梵 ·高画中朵朵朝阳盛开的向日
葵，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想起了三毛的一句话：“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没有悲伤的姿势。”不知道在她心中，究竟要
成为哪一种树。在我看来，尤其是一瞬间被这金黄的银
杏叶震颤以后，我想如果要成为一棵树，一定就做银杏。
有人说，一棵自然生长的雌性银杏，从生长到结

果，需要二十年以上。据说五百年以上的老银杏树亦能
正常结出果实来。或许正
是这份从容淡定吧，银杏
的寿命竟然有三千年以上
的记录。

银杏叶是一种特别
的树叶，柔软，细腻，有着
细细的长条纹，每片树叶
上有着八九条柔嫩的褶
皱。雌性银杏树叶质地比
较薄，叶子落得也比较
早，树叶上半部分中间有
个小小的豁口。雄树叶子
质地稍厚实些，叶子上半
部一般无豁口，色彩更为
明媚鲜亮，叶子落得也比
较晚。
细细看来，一片片银

杏叶犹如打开的折扇。
又到一年银杏叶变黄

飘落的日子，总想趁一个
有阳光的午后，或者是晚
霞满天的傍晚去看一看。
立冬过后，像一个人

迈入了老年。银杏暖秋冬，
面对人生之冬，何不像银
杏那样老得更从容，优雅，
淡然些呢？

去法兰克福，看他们德国
人吃猪手，配这个酱汁解
腻，看到心里去了。东方巧
遇西方，我拿回来，还改良
过，过滤掉一部分芥末籽，
太辣了，滤掉一部分，口感
变得细柔温存，配蟹和肉，
刚刚好。

倩影立花荫 （中国画） 庄艺岭 画 陆 康 题

    他在生活
的细节中，永远
以蔼然仁厚和
浑朴天真的姿
态感动着我们，

影响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