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前，女儿上班

走得匆忙，忘带

电脑。她微信我：

“妈妈，赶快把我电

脑里文件发给我。”我一下

很紧张，面对她超大的电脑

屏幕，我不知如何操作。按

她指令一步步，将文件传给

她。她收到文件那一刻，我

开心得仿佛自己是“电脑专

家”，我告诉自己我不笨，还

是很强大的。遗憾的是没

有见闺女表扬，有点失落。

我有点不甘，微信给

她，讨个表扬：“老妈怎样？”

“厉害死了！”

我为此竟窃喜了半日。

只要哪天拿到稿费，我

就会在邮局隔壁的面店来

一个很入味的溏心蛋、一碗

虾仁鲜肉小馄饨犒劳自己。再去隔

壁的面包房买一袋巧克力面包、两

块三明治带回家当晚餐，最后在家

门口水果店买一斤澳橘全家享受。

窃以为：老年人的生活是单调

还是灿烂，全依凭自己的心态。“登

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

说的就是我们只有热爱生活，生活

才会让我们感受到幸福。

“虎威惊现一纸中”——我把

生肖“寅虎”剪纸发到朋友

圈后，同窗题写了一首七绝，这是

其中一句。

2013年5月，那年我第一次设

计的生肖剪纸“福蛇”，登上了《新

民晚报》文化版，不知不觉间我和

生肖剪纸结了缘。岁尾之时冥冥

中催促，我都会创作第二年的生肖

剪纸，至今已有九年。

进入2021年12月，我面对第

二年生肖“寅虎”，一筹莫展。怎么

能让这只“纸老虎”虎虎生威，又不

失灵动呢？这让我辗转反侧。上

山虎，有步步登高寓意；下山虎，有

消灾避邪的深意。两年的疫情，让

我们更加渴望新的一年，疫情消

退，让猛虎镇住邪灵，“寅虎”形象

在我心中慢慢清晰起来……凶猛

的老虎，从松林走出，威风凛凛，呼

之欲出。

用剪纸在昔日同窗好友中征

集诗句，不负所望，好诗迭出。“雄

居山野威风生，长啸一声百兽惊，

虽然只是纸上剪，王者之位谁与

争？”“猛虎本应啸山林，独步群兽

显至尊，微信群里一声吼，纸剪身

影更精神。”“世上少人觅虎踪，古

今有谁与之同，啸声堪比林涛吼，

虎威今现一纸中。”“气势浩浩无敌

手，雄踞蕴含中华魂。”五首《寅虎》

诗荡气回肠，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不

屈精神，相信寅虎之年，疫情定会

终结。

新年前一天，又一家社区食

堂——幸福餐吧，在兰溪路花

溪路口开张了。点了一客套餐，牛肉

炒菌菇、粉丝炒肉糜、炒小青菜和酸辣

汤，味道可口，只花了19.8元。菜肴品

种近10个，吧台还供应咖啡等饮料,几

个老人都说味道不错、价廉物美。餐

吧陈列着书架，《习近平在浙江》《习近

平在福建》和《决战》等红色经典书籍

随手可阅。当过知青上山下乡、插队

落户的老人爱看《习近平的青年时

代》，因为大家有共同的人生经历。

我的15分钟生活圈近几年来有了

3个社区食堂，每个食堂特色不同。

曹杨路枫桥路口的同心家园社区

食堂占地500多平方米，场地宽敞明

亮，空调电视俱全。每天供应早中晚3

餐。早点的肉包、菜包、豆沙包做得好

吃，还要排队；花卷、烧麦、玉米棒、赤

豆粥和杂粮馒头等都不错，大馄饨、小

馄饨、各式面条品种很多；中晚餐供应

的特色肥牛砂锅、海鲜砂锅、腌笃鲜锅

等供不应求。除羊肉砂锅贵一点外，

售价一般30元左右。我时常1碗白米

饭、1只小砂锅，熟人说我太潇洒了。

和我同楼的85岁王阿婆点了一荤

两素，油煎小黄鱼3条、番茄炒蛋和蒸

南瓜各1盆，还有1碗汤共19元。一杯

盒装小牛奶是送的。我对王阿婆说，

国家年年给我们加养老金，侬要舍得

吃好点，明天点个肥牛砂锅尝尝吧。

王阿婆说好的好的。

曹杨六村的社区幸福食堂靠近梅岭北路杨

柳青路口，早点有豆腐花、油酥饼、油条、生煎、锅

贴等等，中晚餐的品种近20个任选。食堂室内养

花，室外养鱼，还有凉亭长椅供饭后休闲。我坐

了一会赏花观鱼，感觉甚好。

社区食堂是老人的生活新天地。街道方面

可谓煞费苦心，投入很大。我小区门口旁边的同

心家园食堂是规模最大的一家。从家里出来，我

走百来米可就餐，是真正的“一碗汤”距离。原来

这里是开发商租赁给一家大药房的，3年前经协

商转给社区租赁，约2000平方米的大药房保留了

大概200平方米面积经营。老人笑称以后可以

“少吃药、多吃饭”了。曹杨六村的幸福食堂是通

过搬迁一家单位改造为食堂的，代价也不小。最

近新开的食堂原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因为离

著名的“劳模村”近，为了让老人就餐少走路更方

便，让出了好场所变为新食堂。党群中心就搬到

社区大食堂的楼上来了。

为了老人们的一日三餐，社区的人力、精力、

财力都豁出去了。枫岭居委党总支书记静竹说，

把社区食堂打造为老人青睐的“小灶”，是我们街

道的惠老工作目标。吃小灶意味着伙食好，我在

部队干过10年，知道这是当年团首长的待遇。复

员回到上海在机关工作，记得1985年老市府大厦

食堂新增小锅菜，价格比一般菜品贵几分钱，一

块面拖大排1角5分。我看今天的社区食堂烧的

大排也很好吃。社区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到居

委开通老年卡，就餐一次满15元能优惠3元钱。

已有8300余人享受优惠了。有人说最好优惠再

多点。我看可以啦。一个人全年要吃1095顿饭，

如果在社区食堂吃300次的话，等于多加了有的

人两三个月的养老金呢。

想起了自己从小到大，吃过上世纪60年代的里

弄食堂、学校食堂，70年代的连队食堂，80年代的机

关食堂，90年代的企业食堂等等。而此生吃得最满

意的要数新时代的社区食堂。比喻一下吧，它像外

表深红色的广东克皮甘蔗一样甜。乐得我在3个

食堂轮流就餐换口味，直呼太适意啦。

写《繁花》的作家金宇澄是老曹杨人，也许他

知道后会说，吃食堂的老友们哪，这就是当今老

年社会的幸福感！

初冬是江南新米应市的美好季

节，有朋友想到我这个嗜好新

米的老饕，或亲自送上门，或通过快

递，把散发着浓郁清香的新米递到

我家里。于是乎我家的厨房便开启

了新米模式，天天变着花样烹煮新

米吃，今天来一锅新米粥，明天来一

锅新米咸肉香肠菜饭，那新米粥和

饭看着就讨喜，白霜霜亮晶晶糯笃

笃香喷喷，要不是患有糖尿病，我会

夯它个几大碗。在品尝新米的时候

我会油然感谢朋友的馈赠，因为这

是厚重的人情，如新米一样浓郁美

好得化不开。

人情乃人与人之间十分珍贵的

纽带及链接，我享受并感念着人情，

进而会想到如何将这浓浓的人情扩

散开去，让更多的亲戚朋友共享之。

共享人情是国人的优良传统，

我记得长辈们就经常践行，视之为

做人的一个准则。从前物质相对贫

乏，但长辈们不因物质贫乏而懈怠

了人情，相反总是让有限的物质延

伸出无限的人情。记得困难年间，

叔父因结交了许多乡村朋友，乡村

朋友会隔三差五送些农村的土特产

来，有时送、有时卖，祖母总是关照

别忘了让左邻右舍也共享这份来自

乡下的人情，譬如乡下送来了半船

的山芋南瓜、几筐荸荠慈姑，我老家

的天井里便热闹开了，张家阿姨、李

家阿爹们纷纷在祖母的招呼下前来

分享这份人情，大伙篮子里装得沉

甸甸，心里盛满了喜气。这几天里

邻舍们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喷香丰

盈。邻舍们自然不会忘却这份人

情，总会想着法子予以回馈，最便捷

的就是隔日端来一海碗自己包裹的

馄饨、送来一大袋新爆的米花。孩

提时的我就被这样的人情往来感动

着，觉得人世间百般的美好。

如今我早已升级成为长辈啦，

一如既往被浓浓的人情包围并感

动，并且多半成为人情链接的受惠

一方。许多朋友尊我为师，就执学

生礼，每有好吃的就会自然想到我，

除了馈赠新米，还会馈赠五花八门

的土特产——乡间自制的糕团啦，

出产的迷你南瓜和山芋啦，应时的

水蜜桃黄桃猕猴桃柑橘啦……别看

小小水果和糕团，却蕴含着深深的

情谊，这般最好，倘使过于厚重，我

反倒有诚惶诚恐之感。譬如有位朋

友，只要有好吃的，必首先想到我，

哪怕刚收到朋友赠予的两盒精美的

玫瑰饼，也必分一盒请我共享，一骑

电动车风风火火送来，我和老伴倚

门而待，说不尽地感激。

我受到朋友的馈赠后，不会让

人情的链接就此断开，便会想到继

续链接下去，其中率先想到的便是

我的亲家。早先岳父母在世时，我

当然会让老人家分享，而现在则是

以亲家为先啦。且说我的亲家，也

总是将他们享受到的人情链接于

我，亲家公是黄桥人，每去老家必带

来黄桥烧饼，亲家母老家常州，常州

麻糕也是不断的，两款优质油酥饼

轮番当早餐，那早餐好生丰富；另

外，亲家公乃钓鱼高手，挥竿辄中，

时有鲜活的鱼类跳上我家的餐桌，

最近就送来一尾活蹦乱跳的大青

鱼，令我家餐桌增色无限。因而我

得到朋友的馈赠，便会油然想到我的

亲家，让人情的链接延续到亲家……

人情的链接是无法割断的，在

邻居中也时有拓展。我楼下有位退

休的名中医杨先生，如今依然悬壶

济世、把脉诊疗，结交了许多病家朋

友，因而也畅游于人情的海洋，他会

自然想到我，譬如杨梅季里，他会送

上一篓杨梅请我共享时鲜；桃子成

熟，他也会将水蜜桃送来让我分享

甜蜜。我呢，偶尔回苏州老家，设法

买一些糕点回馈与他，他们家煲了

鸡汤，会盛上一碗让我尝鲜，我家包

了馄饨也会端去一碗，请他和夫人

品尝，虽然只是偶然的人情来往，却

也其乐融融。

窃以为人情偶然链接真是妙不

可言，在关键时能起很大的效应呢，

偶一次杨先生突发心梗，我和妻子

便及时为之叫救护车送医；我有一

次胆总管堵塞，高热痉挛，他的夫人

也指挥若定，叫车将我送医院救

治。这就是平时小小人情链接产生

的巨大能量，所以应该让人情链接

来得更深更广些吧。

人情的链接

甘
蔗
一
样
甜
的
社
区
食
堂

热
爱
生
活
永
不
晚

寅年剪虎

朱裕平 作书法

现
场

在□ 王妙瑞

人
快
语

快 □ 董月光

□ 吴翼民

□ 思旅

闲暇
时
光

22
晚晴风景/

2022年1月14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赵 美 视觉设计∶竹建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zhaom@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