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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曾无数次眺望东方明
珠，无数次在金茂大厦和环
球金融中心下擦肩而过，我
却不曾亲身体验过上海之巅
的魅力。不过，机会来
了。上海中心大厦的诞
生，不仅刷新了上海的
天际线，更让我在上海

之巅揽胜的愿望成为了现实。
那天，阳光灿烂，我们全家前往

上海中心大厦。远眺，蓝天白云下，
大厦犹如一位巨人，巍巍耸立；像一
柄宝剑，直插云天；又似一个吉他拨
片，呈螺旋式上升态势，真是名副其
实的“上海之巅”。上海中心大厦螺
旋式上升的外观设计大有讲究。风
环绕建筑会形成涡旋脱落效应，导
致摩天楼剧烈摇晃。风洞测试表
明，螺旋式外形能够减少24%的侧
力。再从城市建筑美学角度看，螺
旋式的上海中心大厦与塔形的金茂
大厦、立体形的环球金融中心遥相
呼应，丰富了陆家嘴地区的建筑群，

让上海的城市天际线更为精彩。
从观光主入口进入B1层展示

大厅。再经自动扶梯下至B2层，
我们搭乘超高速电梯开始了真正的

“上海之巅”梦幻之旅。超高速电
梯每秒18米，这是直冲云霄飞一
般的速度呀！伸手抓住老伴的手，
媳妇扶住孙女的肩头。电梯稳稳上
升，显示屏上的数字不断刷新，最
后定格在546米。仅55秒，我们就
来到118层的空中观光厅。我和老
伴乘飞机都会耳鸣，如今乘上超高
速电梯，没有丝毫不适。
“上海之巅”观光厅宽敞明亮，

呈三角环形布局，能全方位俯瞰上
海城市风貌。站在落地超大透明玻
璃幕墙前，犹如站在云端。俯视，浦
江两岸的建筑群沐浴着阳光，却变

矮了变小了。黄浦江水闪着粼粼波
光，彩练似地蜿蜒延伸。彩练上，几
艘轮船缓缓移动，富于动感。极目
远眺，南浦、杨浦大桥依稀可见轮
廓。“那是海关大楼、和平饭店、
陈毅广场、外白渡桥。”虽然望
去只是一个个点，我们却饶有
兴致一一辨认着。“这是东方明
珠塔、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

心。”儿子为我们指点着陆家嘴的几
幢摩天大楼。此刻，这些摩天大楼
仿佛就在脚下。观光大厅西侧有一
架高倍望远镜。儿子投下一枚硬
币，抱着孙女观看浦西胜景。哎，
要是大厅东侧有一架高倍望远镜，
一定能看到迪士尼乐园、浦东国际
机场，那该多好。
尽享魔都风云变幻的巅

峰奇景，一张张照片留下
“上海之巅”揽胜的倩影，
定格了我们体验上海天际线
的笑容。那笑洋溢着上海人
的兴奋和自豪。

唐佩军

在上海之巅揽胜

腊八那天，服务
老妈的阿姨对我说：
“阿姐，今年我决定
留在上海过年，不回
去了。”
为了春节回不回去，我家阿姨

以及和她一样从事长护险服务的姐
妹们纠结了不少时间：辛辛苦苦一
年做到头，她们这些外来打工的更
重视难得的合家团聚，早就在心里
盘算着回乡后的节目单了。何况，
我家阿姨的父母恰逢八十大寿，她
作为大女儿，理应带着弟妹给二老
磕头。
年前，听阿姨说街道社区办组

织她们这帮姐妹迎新年，30多位
阿姨每人烧一只拿手菜参加聚会。
她那天烧了只鱼虾双汇：一条花鲢
鱼加上河虾一起焖煮，红的辣椒、
绿的香菜、白的蒜头，大伙吃得光
盘了。就在众人嘻嘻哈哈吃得开心
时，她们的头儿王老师问道：“春节
时准备回去过年的请举手。”
王老师是她们的领头羊，相互

间有点儿像班主任和学生的关系。
王老师怎么说她怎么做……这也让
我从她的“传达”中也跟着认识了
王老师。话说那天举手的现场，阿
姨有点儿迟疑，但还是举了手，同
时举手的还有另外4位阿姨。王老
师似乎是不经意中问了阿姨：彭阿
婆还天天在窗口望着你吗？
但凡做长护险的阿姨，每天的

工作量在9到10家。彭阿婆是她每

天服务的第一家，清晨5点半就到
她家了。阿姨曾告诉我彭阿婆的故
事：她第一次上门服务时差点要吐
了，家里脏乱不说，长期不洗澡的
她散发出一股怪味。当阿姨费劲地
把屋子打扫了一遍，告别时满心以
为会得到几句夸奖，哪想阿婆拦住
她，把垃圾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唯
恐偷出去什么值钱的东西。
阿姨当时那个委屈啊，心说一

定要让王老师给她换一家，可冷静
后又想，我受不了阿婆，别人也受
不了呀。人心都是肉长的，
只要真心待她，阿婆会放心
的。再次上门，阿姨为彭阿
婆洗澡、剪指甲，还把她家
的脏被褥拿回去用自家的洗
衣机洗，晒得香喷喷再带回来……
如今嘛，无论刮风下雨，阿婆就在
窗口望着、盼着阿姨上门。我家阿
姨也一样，哪天不见窗口有阿婆的
身影，她的心便“怦怦”乱跳。
我喜欢听阿姨边干活边讲讲她

经历过的事情。又听她说起几年前
照顾过的一名孤老孙老伯，看上去
挺精神的，去医院看病时确诊为肺
癌晚期。阿姨同情他，格外小心地
照顾他。老伯想吃小笼了，她骑上
车就去特色小笼店买回来，老伯说

想吃鸭子了，她又去
菜场买后在家细火
慢 炖 了 一 锅 老 鸭
汤。老伯喝着汤，泪
水“唰唰”流了下来，

他说这是女儿煲的汤，好喝呢。老
伯走到了人生终点的那一天，阿姨
哭得跟泪人似的。这件事已过去几
年了，可阿姨跟我说孤老孙老伯时
眼圈还是泛红，这是动了真情了。
阿姨告诉我，那次聚会后她问

过彭阿婆，儿子春节来接你吗？阿
婆撇了撇嘴，没有回答。阿姨说自
己为阿婆服务了近4年，倒是从没
和那个儿子打过照面，儿子如同阿
婆拥有的一个名词。连着三年，阿
姨都是在家做了肉圆和熏鱼送给阿

婆当年菜，她不想今年春节
让阿婆在窗前空等。
阿姨于是和老公商量：

要不他带着儿子媳妇回老家
过年，代她向父母磕个头。

老公问为什么？阿姨回答自己晕
车，不想来回折腾。还说疫情有反
复，万一被困在老家回不了上海，
不急死才怪！
我知道，阿姨不回家过年的理

由只说出了一半，她不想唱高调，
哪怕在老公面前。她和我说这番话
时和往常一样平淡朴实，而我听得
感动。我发现奉献原来可以如和风
细雨般渗入人心，善良女人的心灵
最美丽，这个春节的七彩中，无疑
有她们的一抹亮色。

章慧敏

新春，有你的一抹亮色
过年前，老母亲跟我视频通话，说

青鱼封了三条，香肠灌了几副，羊肉冻
了几碗。视频里，我看到廊檐下，一字
排开，晾晒着。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
风——等我们放假回去过年了。
归心似箭的同时，不禁想起小时候

过年的情景。
对我们乡下孩子来说，过年

第一盼望的不是压岁钱，因为通
常几张崭新的零票还没捂热，就
被母亲各种“忽悠”缴了；也不
是穿新衣，因为所谓的新衣无非
是外婆去镇上扯上几尺棉布，做
一件老套的花衣，永远没有公主
式的蕾边。我们真正渴望的是有
鱼肉的畅吃。
鱼，是绝对的野生鱼。一过

腊月廿四，门前的大路上常有威
武的“捉鱼人”经过，他们身穿皮筒
靴，肩扛丝织网。一旦被哪家叫住，他
们立马展开工作：两个高个子的在岸上
拉网，一个小个子的，通常穿皮衣皮裤
的那个下水。网拉过去，等于是“一石
惊起千层浪”，“一晌贪欢”的鱼儿，还没
弄明白怎么回事，就钻进网里了，还有
的一蹦三尺高，“鲤鱼跳龙门”，跳
到网外面了，然而逃不过“皮衣
皮裤”的眼疾手快。一条几百米
的河浜，他们往往要“起手”好
几次。每一次，都会引起围观者
的惊呼。二三斤的花鲢，一尺左右的鲤
鱼，大大小小的鲫鱼、白水鱼、昂刺鱼
等，有时还有凶猛的黑鱼。户主有时还
提醒捉鱼人，里面还有陈货，去年现影
的一条乌青，今年估计有十斤重了。捉
鱼人，通常沉默寡言，不惊不喜，可能
司空见惯了。最后一网，起而不倒了，
就算他们二三小时的工钱了。
接下来是壮观的分鱼。这条河浜一

般是左右几户人家共有的，开春时一起
撒了鱼苗，年底一起分享成果。那个德
高望重的老汉，把鱼分成大小均匀的几
堆，然后摸纸条，各自装进竹篮。
我们家大人仿佛永远放不下手中的

活，分鱼时总不在现场。母亲接过我们
“哼哧哼哧”拗回来的鱼，先把整齐的碗
鱼（一条鱼够装一盆）拎出来，去鳞、剖
肚、洗净、撒盐、淋酒，放在小塌缸
里，用石头压一个晚上，然后用一根废
铅丝穿过鱼鳃，晾起来。而那些杂鱼，

必定是今晚的饕餮。一大锅，奶
白奶白的汤，快起锅时，撒下一
捧菜头切成的丝，翡翠般的绿
啊。但吃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汤
要抿着喝，否则鱼刺鲠喉。
眼看晾晒的鱼，要成干了。

母亲也没有烹饪的打算。照例大
白菜、萝卜条的，没有丝毫的荤
腥。年三十了，母亲割了一大捧
的葱，切了一小碗的姜丝。终于
要开锅了。弟弟妹妹围着灶台，
乖乖地听候母亲的差遣，只求母

亲塞你嘴里一块小肉圆。我帮忙添柴加
火。整个屋里，氤氲着油盐酱醋的热气。
熄火！母亲一声令下。好家伙，灶

台上，头翘尾翘的一盆盆，整六大碗啊。
弟弟嚷着要吃鱼鳔，外婆说吃了聪

明；妹妹炒着要吃鱼皮，外婆说吃了有新
衣。可妈妈说，鱼，冻了才好吃。我们都

悻悻地出去了，白浪费表情了。
除夕夜，红烧鱼上桌了。因

为有难得一见的白米饭、肉包子
（切成片，苫在黄芽菜），大家都不
介意母亲关照的“年年有余”。
这几碗鱼，注定是要跨年的。年初

一，因为要“翻一翻”，那碗鱼又出现在
年初二、初三的饭桌上。总之，这几盆
鱼，是至少要留到元宵节的，接待了一
波又一波亲戚。当年没有冰箱冷藏设
备，母亲真是聪明至极，冰冻、重温，
愣是保证不变质。
说到底，过年，我们小孩子最盼望

的还是有亲戚来访，因为只有这时候，
才有理由吃白米饭、肉包子和红烧鱼。
但是，不知道母亲大人是怎么想的。
但是，现在，母亲一定是盼望儿孙

归家，客人来访，否则，廊檐下吊着的
鸡鸭鱼肉，真的要“年年有余”了。

陈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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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
上海的冬天乏
善可陈，深秋
的几阵冷风过
境之后便开始
萧瑟起来，加之那种透骨
潮湿的寒意，让很多初来
乍到者望而生畏。但生活
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从来
不会因此而轻看了冬天，
相反，冬日的上海，也有
很多滋味和意趣。
季节总是和万物的时

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冬
天虽说并非生发的时节，

却也是享用
一年来积存
的好时机。
因为冬日有
最重要的节

日：春节，所以对食物的兴
味，也比任何时候来得更
浓一些。时至今日，不少
人家都会有冬日里独一味
的珍馐，酱油肉、咸肉、风
鸡、香肠……它们不但是
年夜饭上的必备，也成就
了整个冬季饮食的底色。
不过，我最爱的冬日美食
是水果羹，那种清甜的味
道是冬天的标签，在食物
并不算丰富的季节里，带
给食客新鲜的味
道。所以我一直认
为，没有了水果羹
的冬天是不完整
的，没有冬天的水
果羹是没有灵魂的。
冬天也有很多玩乐的

机会。上海不常常下雪，
但只要有雪，便是一场全
城的狂欢，朋友圈里、社
交媒体上、亲朋聊天中，
少不了的话题就是难得的
浪漫白色带来的惊喜。堆
雪人的想法略略奢侈，但
在马路上、引擎盖上、窗

户上画上一颗爱心、堆起
一个迷你雪人，就足以让
你在整个冬天都有好心
情。儿时的冬天里，不少
地方都有庙会，上海叫“展
销会”，很多展销会其实就
是一个个极大的露天市

场，持续时间可以
长达半个月之久，
不但有各色小吃，
还有孩子们喜欢的
多样游戏和各色玩

具。每次年前逛庙会，都
会收获一个坦克拼装模型
或者电动赛车模型，那成
了我冬日里的不变期盼。
冬天的雨是让很多人

烦闷的，那种脖子和手脚
瑟缩颤抖的感受让人不
快，但反过来也让人体会
到暖意带给你的幸福滋
味。钻进咖啡馆，点一杯

咖啡读书，步入商场选个
餐厅，坐在靠落地玻璃的
窗边位置，抑或是在雨天
的健身房，看窗外零零落
落，室内热火朝天，这种
混搭的反差感，足以让生
活本身的意趣化解掉冬日
的消沉。这样的快乐，让
人倍感愉悦和珍惜。
如果是在晴朗的冬

日，那堪称天赐的恩惠。
虽说树叶已经落尽，但枝
干在街头傲立，透出更多
的阳光，反倒少了夏日树
荫下的压抑，多了直通天
际的疏阔。家里的阁楼
上，有一扇老虎窗，窗外
便是一棵大树，各个季节
都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致，

我唯独喜欢出太阳的冬天
午后，阳光照耀，窗户偶
尔会被风吹出了吱吱呀呀
的轻响，那是冬天的交响
诗篇，虽时隔多年，依然
清晰地在耳边回响。
冬天也常常被诗人惦

记，雪莱说：如果冬天来
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
诗，早已传遍时空，被全
世界传诵，因为冬天惯有
的严厉、悲切和艰难姿
态，大家都急切地想要把
冬天送走，去迎接温暖的
春天，但如果冬天有丰富
的趣味和别样的体验，大
概会有许多人跟我一样，
希望冬天能在生活里多留
上几日。

贾 赟

冬日上海

金石开新岁，篆刻迎
春来。在古代，我们的先
民就是刻肖形印贺岁，赠
吉祥印纳福。因而从春秋
战国至先秦两汉，留下了
不少经典佳作。
肖形印，吉语

印作为一种印艺形
态，承载着很多的
精神祈盼与生活向
往。因此，学者型的书画
家黄宾虹曾讲：“一印虽
微，可与寻丈摩崖，千重器
同其精妙。”肖形印、吉语
印在方寸之间，真实反映
了历史遗绪与社会风尚，
也凸显了一种审美意识与
诗化情韵，可谓是生活的
艺术化，艺术的生活化。
农历壬寅年是虎年。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
“虎，山兽之君。”虎被称为
四灵之一，林中之王。因
此，虎的生肖印、吉语印以
汉为盛为精，有不少作品
流传。如方虎印系《十钟
山房印举》所收，虽仅1.5

厘米，但构图严谨饱满，造
型生动威武，小中见大，极
富视觉张力。虎首高昂、
虎眼炯炯，从而与卷曲的
虎尾互为呼应。虎身壮硕
雄健，虎足跃起，似迈着威
风凛凛的虎步。全印尽管
构图手法十分简洁洗练，
但动静结合，姿态矫健英
武，显示了兽王之威与山
君之尊，从中可见汉画像
石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手
法。西泠八家之一黄小松
在释碑中曾引《两汉博闻》

注云：“取虎形镇邪，以其
威风异常也。”
古代肖形印、吉语印

大都有兽钮，且可两边穿
绳佩戴在身上，这不仅为

了方便使用，更重要的是
有护身符的作用，即有武
可凭、有勇镇妖、有威祛
邪。为表现这种带有图腾
遗绪的意识，汉代虎的吉
语印最常见的是虎形旁饰

“王”字，俗称为虎王印，如
《宾虹草堂藏古鉨印》中的
虎王印，取文武边框，朱白
相间，左边一只猛虎正奋
然跃起，气势雄浑，虎威凛

然；右边配刻一王
字，形意相映。虎
的吉祥印中还有一
种二字印，如西泠
印社藏的“日贵”虎

形吉祥印，以昂首翘尾之虎
中饰有“日贵”二字以寓日
日富贵之意。类似吉语还
有日利、日贞、长发、永昌、
富贵、永寿等，以祈福纳
祥，形成了吉祥印的谱系。

王琪森

肖形贺岁 吉语纳福

如果说，春节拉近了我们与故乡大家庭的距离，
那大白菜一定是过年时一道无可替代的核心菜品。在
全家人看来，似乎只有饕餮了它，才算是过了年。
大白菜是母亲亲自烹饪的。有一回，我悄悄地躲

在其背后看她是如何烹饪的。但见母亲把燃气灶开到
了最旺一档，待下锅的菜油烟雾尽散，
她便娴熟地在热油热锅中翻炒肉片和豆
腐，待肉片和豆腐微微泛黄带焦时，加
入适量蒜头片和辣椒丝，再倒入大白
菜。如此翻炒一两分钟，等大白菜萎弱
耷拉，随即注入适量的水，并加少许盐
和糖。一刻钟以后，母亲掀开锅盖，撒
上些许葱末，那浸润着乳白色的汤水和
咸甜交杂、清鲜交互、嫩糯交应、葱辣交合的味儿便
扑鼻而来，令人舌尖生津。尽管过年的餐桌相当丰
盛，但在全家人心里，似乎只有这一碗大白菜才是无
与伦比的年菜，因为大味至淡，因为它有着更多的年
味与年愁，它所拥有的融通性、共享性特点，也是吸
引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既可经炒、烩、煮、炖、
焖、煨等传统烹制方法而独立成菜，更可与其他菜品
搭配，烧制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口味。
大白菜，因为汁多味

美，还理所当然成了上好的
饺子馅。因了大白菜馅饺子
被如此青睐，如今的它，也
理所当然成了我们年菜中一
道不可或缺的精美点心。

赵

畅

白
菜

虎年有喜 （剪纸） 李菊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