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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22年4月19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杨晓晖 编辑邮箱：yxh@xmwb.com.cn

七
夕
会

摄

影

韩风先生事业有成。
前几年，他去澳洲墨尔本
探望女儿。一日，他跟着
女儿到超市逛，看见货架
上一棵大白菜，标价19.80

澳元。他心算了一
下，相当于人民币
100元。不禁嘀咕
了一句：“这么贵？”
女儿听到只说了一
句：“要吃就捞。”过
了三天，再去超市，
这一棵大白菜还
在，降价为13.80澳
元了。韩风望了一
眼，注意它了。又
过了三天，再去，这
棵大白菜只有3澳
元了。韩风对女儿
说：“来了三次，看
到三个不同的价格。”女儿
问他：“你什么意思？”韩风
准备出手了。不料，女儿
拉住了他。韩风瞪大眼睛
看着女儿。女儿说：“我不
希望你买这棵菜，可以
吗？”他问：“为什么？”女儿
反问他：“你知道有多少人
在等待这棵降价的大白
菜？”韩风一时没有反应过

来。女儿继续说：“这个便
宜，你就不要去占它了！”
韩风被女儿数落，心

里有点气恼，脸上有点难
堪。女儿缓下口气：“老

爸，我们不是没有
钱的人。这棵大白
菜应该让给更需要
它的人。”
毕竟是有文化

有修养的人，韩风
一听明白了，不生
气，反而很高兴。回
来后，韩风在风清
气正的浦东新场古
镇东育拳社自豪地
讲了这个故事。我
听到了，听到不能
算数，“见贤思齐
焉”，还要躬身践行。

3月22日，小区突然
封控。有位志愿者姑娘在
厨房窗口关照，小区要封
了，要买东西赶快去。我
马上下楼出小区，在对面
买了一点蔬菜回家。第二
天，附近的律师朋友赵跃
生执意要送东西过来，拗
不过热情的他，我开了一
个单子，他买了两大包送

到小区门口，东西由“大
白”志愿者统一分发摆渡
到楼下，我只能到楼下门
口去取。
这个律师朋友是个热

心人，本职工作以外，还担
任一家互济公益基金会会
长。3月31日周四，浦西
封控前，他打电话又要送
东西过来，我再三婉拒，不
行。他说和太太已经在超
市门口，并且事先
到我的小区门口问
过“大白”了，说可
以带进来。
本楼是疫情多

发严重区域，很多人感染
了，楼下的快递物资堆着，
没人敢上来了。居委会8

个人要服务本小区和旁边
两个小区几千人，实在没

人手。楼上801室的一位
侠客出手了，他穿上防护
服，勇敢地坐电梯下楼，把
堆放在4号楼门口的快递
物品一一送到各家各户。
18层的高楼，一个人跑上
跑下，居委会有人拍了他
的视频，背后的衬衫已然
湿透，大家一片赞扬声，有
人善意地提醒他回家冲澡
消毒，不要感冒了。

一会，1206室
发在群里说：门口
有一包东西，是
206室的。我知道
送错了，回了一条

说：不能出门，更不能上楼
梯，再说吧。此后，我再也
没有吭声。第二天群里一
直有人在呼吁帮助寻找东
西，我始终保持缄默。因

为，这些东西充其量不到
200元，然而请一个疲惫
至极的志愿者拎着它，还
是有点分量的，再说东西
多，不是我一包啊！我不
忍心麻烦别人。接着两
天，我又看到了群里两条
信息，很感动。其一说：我
现在买东西有一种负罪
感。其二说：我要挑分量
轻一点的东西，不能拎起
来太重了。
这是换位思考，替他

人着想了。联想到韩风先
生讲的一棵大白菜的故事。
写下上面的小区新事

和澳洲故事，我已经被封
12天了。原来不懂，没有
碰到，现在知道了，以前书
上看到战争、瘟疫这些人
类的灾难是排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感觉，就本楼而
言，有些人都是站在自己
的困难和需求的位置上，
来解读小区和楼栋的封控
通知的，责疑、批评之声不
绝于耳，而居委会还有物
业吧，他们要面对整个小
区三栋楼的居民，加上有
被感染和已被感染的风险
与事实，也有难处。

招募本楼志愿者时，
202室的年轻人第一个报
名响应，接着许多人几乎
同步一瞬间在群里站了出
来，仔细看报名单，还有一
家两人是夫妻档。原来本
楼还有那么多勇敢的甘愿
奉献的志愿者。解封之
日，我再走进本楼，一定会
有一种别样的感情。

朱
全
弟

一
棵
大
白
菜

从市中心驱车一小时，电子
导航设定目的地为“上海之鱼年
丰公园”。车行环湖大道——“湖
堤路”“湖畔路”，环形连成五公里
生态大道。早春，万物复苏。季
节交替，有沧桑感；春意总是出新，
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东西，生机勃
勃。路边停车场，泊车。导航地图
显示定位。鸟瞰图上，本人头像位
置定点于“上海之鱼”的某个部
位。年丰公园位于年丰路“上海之
鱼”入口。过桥，桥梁之现代化设
计感，印象至深。深入其间，金海
水暖。数近水平台，看鱼翔浅底，
抚三月阳光和风，心旷神怡。有割
草机作业，突突在响，却是好听。
一种活力，还有青草气息，好闻如
新鲜水果。临近主题墙，草坪音乐
剧场、思贤小筑、休闲沙滩，一路步
道慢行。驿站全木结构，像煞上海
人家的实木家什。今人常有感
叹，岁月静好。其实就是这个样
子——日脚好过。
然后是泡泡公园。鸟瞰图

上，本人头像定位于“上海之鱼”
南部，就站在鱼的嘴边。据说，此
地最火的是儿童园。想想也是。

小朋友稀罕的
地方，大人不
必过虑。童趣
盎然，一个男
人能充当一个
泡泡，已是大美。说是小朋友的
地盘，但一点不小家子气。泡泡
公园场面很大，占地面积合四十
个标准足球场。从东到西，聚贤
园、儿童园、水景园、秋景园……
年纪大的人，会有点吃力。
童趣时代以后，便是青春艺

术。是青年艺术公园。都有一段
文艺青年的时光。时代感，或者
艺术感，有缺无憾。与上世纪八
十年代文艺青年相似的是，青年
艺术总是有关身体与青春。那些
亲水休闲、健身、艺术集市、摄影
基地、音乐节艺术节、户外剧场
……青春底色还在，同时有艺术
氛围，还有爱情。青春总会留下
许多故事。去了童趣，来了情感。
既然抒情，便有雕塑艺术公

园。已经不是文艺青年了，是青
年艺术家的气质。一尊雕塑，以
废旧的共享单车零部件为原材
料，做成仙鹤。不远处，便有路，

命名为“养鹤
路”。感觉到
现代感，超乎
想象；现在的
人—— 当 代

人，比过去的一代人聪明。他们
会适宜地生活，也会诗意地生活。
在金海湖。有花海。一个喜

欢种花养鱼的人告知——那个地
方可以看到许多平时很少看到的
花。他在我眼里是个花匠，也是
个植物学家——他爱用一只放大
镜看一片叶子。
其实也便是向日葵……当

然，还有柳叶马鞭草、粉黛乱子
草、格桑花，还有……我叫不出名
字了。
花海面积近五千平方

米。早春，非花期。遇园
林作业人员，大妈大嫂，农
妇装束。此地原住民，土
地住房被征用后，从事绿化工
作。她们惯于庄稼地里辛劳耕
作，如今摆弄花花草草，一样精耕
细作，少了锄头铁搭，却少不了说
话大声嚷嚷，像往昔田头，插秧，
间苗，除草，背朝青天，脚踏黄土，

间或，扯开嗓子；本地乡音便在旷
野里回响。我认得上海女人——
城里人，或庄户人家，都有把家里
拾掇得干干净净的生活习性。奉
贤新城，就是这样的城乡接合样
板。在花海里没有看到花，但看
到奉贤人，日常生活，平平淡淡，
人生向善，终遇美好。
我的定位，已经在湖心半

岛。像游龙一般，深入核心区域，
一片水域之间，如鱼得水，还有点
卧虎藏龙的意思。东方美谷论坛
酒店的建筑设计便取“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之意。外观整体像一
条巨龙卧于水中巨石之上。
“上海之鱼”东畔。古老的中
国文化与中国故事在奉贤
博物馆继续。从新石器时
代至今，往事越千年，全面
记录奉贤的历史演变。人
总是要晓得，我们是从何

而来，去往何方。像一个地点，晓
得过去，现实便有了参照。所谓
来龙去脉。金海湖存在于历史长
河里，如今因为有了一条鱼——
“上海之鱼”。令人愉悦。这就是
历史，这就是生活。

程小莹

金海水暖

春分的上海，春意盎然，天空下着小雨，
社区志愿者按楼栋微信群通知，并逐层敲开
每户家门，招呼居民下楼到小区休闲广场临
时核酸检测点排队，还叮嘱戴好口罩、带好手
机、雨伞。
居民们走出楼道撑起五颜六色的雨伞，

互相招呼，默
默地汇集到休
闲广场的健身

跑道，保持间隔排队，
有序登记，一切显得
有条不紊。居家网课的学生走“绿色专用通道”，残疾
人、年老体弱的优先照顾，一切如春雨滋润居民心田。
在28层的阳台俯视楼下，白玉兰盛开的小区休

闲广场的健身跑道被一夜雨水冲刷得格外鲜亮，一
行漂亮的伞花点缀着紫红色的健身跑道，如春花绽
放，妩魅至极。伞花下一个个居民秩序井然排队准
备进行核酸检测，伞花在紫红色健身跑道缓缓流动，
呈现油画般的斑斓色彩。雨中伞花变换着色彩，时
而奔放、时而玲珑，这种奔放和玲珑是特殊时
期、特殊地点固有的，只有在雨中才有这种韵
味；伞花如花、伞花似画，我用相机定格了这
个雨中做核酸，伞花来映衬、伞花来媲美的场
景，把照片做了后期处理，裁剪、旋转，选择上
下两张组成一幅组照。
春天即将来临。

郑小铭

雨中伞花

阳光透过阔大的梧桐树叶，洒进这条细细短短的
小马路、洒进路旁花园洋房斑驳的墙上，高大浓密的树
枝间隐隐传来知了的叫声。
从地铁10号线出来，沿着陕西南路往前走，路上

车流不断，两边建筑展现着魔都特有的气质。走到一
个丁字路口，一条不起眼的小路出现在面前，路牌上写
着绍兴路三个字。可当跨过陕西南路，一走进这条小
路，外面的喧嚣突然戛然而止，燥热渐被浓荫挡去，路

面显得幽静起来。
看着路旁林林总总
的旧洋房、各色门
店和众多出版单
位、文艺团体，一种

略带着神秘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要告诉你那些埋在
岁月中的故事。
小时候看书，翻到书页后出版社地址总写着上海

绍兴路，想不到这条路，竟与自己的出生地是同一地
名，便有些好奇，有些莫名的仰望，一直想那是条怎样
的路？为什么许多书都出自这里？到上海多年，于忙
碌中却一直没有光顾这条路，要不是因为后来的工作
关系，才有机会多次踏访。
这条横亘于瑞金南路与陕西南路之间的马路，虽短

短不过五百米，且不说那些来来往往于出版社的作家们，
就在那清水红砖外立面的里弄内，曾居住过著名电影导
演桑弧等文艺界名流。那个现已拆掉的汉源书店可谓
盛名一时，当年张国荣在上海开演唱会，专门抽空来店
里翻阅藏书，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一处已关闭的店门
上，见到一块用棕色木框围着的牌子，上写着瓦尔登湖
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叫瓦姐的美女诗人，在绍兴路上开
了13年的小店，店里有200多个版本的《瓦尔登湖》，她
一边开店一边写诗，“每个人都有一片庄园/种满了日子、
梦以及悲欢/于是/人生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哪儿也去不
了”，现在她的店和对面的汉源书店一样消失了。
据说香港导演关锦鹏拍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

瑰》，看中了绍兴路上昆剧院对面一幢小洋楼的阳台，其
枣红的铁栅栏弯曲成玫瑰花形状，通过两扇窄窄的落地
玻璃窗通往内室。这样的场景配以陈冲饰演的娇蕊站在
此梳头，会是怎样的风情？可“玫瑰阳台”的主人不同意
拍摄，这令关大导演颇为郁闷。绍兴路浸濡着百年风雨，
显示着不事张扬的底气，藏匿着无数的传说，在弥散着淡
淡的清幽和书香里，老的故事走了，新的故事又来了。
我在邻近上海文艺出版社旁的“光的空间”书吧落

座，在这里等编辑小胡。书吧如其名，看上去通透简
约、温馨柔和，在四周书架下，摆放着一张张形状各异
的桌椅。我打量着书架上的书和那些悠闲喝着咖啡的
人，一种时尚感在漫漫溢出。终于等来了小胡，在拿铁
的啜饮中，我们相谈甚欢。我觉得自己与绍兴路是有
缘分的，我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选就出自这里的上海文
艺出版社。接下来，我依然充满期待。
这么多年了，对绍兴路的那份情结始终还在。从

“光的空间”出来，外面虽仍烈日灼灼，徜徉在这条路上
的心情却是轻松的。

陈德平

静谧的绍兴路

黎川是流淌在
吴江大地上的一条
河流，每当春天来
到，两岸就会开满
洁白的梨花。人们
临水而居，到南宋时形成集镇，明清时发
展成繁华的黎里镇。
有一张摄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老照

片，记录了黎里古镇的繁华。水边是鳞
次栉比的粉墙黛瓦，渔行、米行、酒楼、茶
社一家挨着一家，河里小船连绵相属，有
商船，有农船，也有渔船。仔细看，人们
在忙碌着，有的在摇橹，有的在洗涤，有
的在讨价还价。朝霞中，香味和着水边
雾霭一起氤氲，于是，小镇在香甜的气息
里苏醒了。
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我带着一本

介绍黎里古镇的书，漫步在黎川水边的
廊棚下。我感觉到，套肠、油墩子、海棠
糕等各种各样的美食，在黎里古镇产生
与流行几乎是必然的，因为这里有市场，
有原料，有足够的消费人群，特别是，小
镇的人，内心有诗意，愿意为了制作美食
花工夫、花心思。
说到黎里的米市，不能不提平望。

平望是扼守京杭大运河要冲的重
要驿站，无论是规模还是名气，都
是黎里不能望其项背的。一段时
间，平望是远近闻名的米市。当
时，江南最大的米市在苏州枫桥，
而平望就有“小枫桥”的美称。黎里古
镇，并不处在交通要道上，但是距离平望
很近，走水路大约有12里，划船一会儿
就到了。因此，黎里是作为平望的姊妹
镇而存在的，米市的影响力通过水路扩
展到了黎里，米面的批发、销售、贮藏、加
工业都很发达，镇上米行、砻房、碓房林
立。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海棠糕，在黎
里古镇这样的大环境中产生，是一种瓜

熟蒂落的结果。
水边的张记

海棠糕店，就是在
这样的氛围中应
运而生的。老板

娘叶女士介绍，这套做海棠糕的模子，是
紫铜做的，是她家祖上传下来的，老祖宗
从清朝就开始做海棠糕，到她这里已经
是第四代了，最起码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纯手工打造的模具，被塑造成七朵
海棠花的形状，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二
十来斤重。这套模具，浸润了一个世纪
的馨香，不知道让多少食客沉醉，可以
说，人们吃的不是糕，是文化，是传承，是
故事。
在做糕的过程中，需要翻来覆去，娴

熟的动作带着花式，在等待的过程中，客
人好像看了一场杂耍表演。叶女士说，
以前做海棠糕都是男人的手艺，二三十
斤的模具，女人翻不动的，而她，只能用
双手来翻，按照老一辈的规矩，是不允许
用双手的，因为双手翻看上去显得笨拙，
没有了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在老手
艺人的眼中，做海棠糕不是单单烤熟了
就行，那种观赏性，那种虔诚，那种待客

如同亲人的诚意，都是海棠糕的
一部分。
和好的面粉呈现出半固体的

状态，倒进模具后，又放进豆沙，
放置与包裹的动作是一气呵成

的。豆沙盖住后，另有一块厚厚的紫铜
板，上面撒一些白砂糖，盖住海棠糕，点
睛之笔是上面的一粒用白砂糖腌渍的猪
油，差不多一粒糖果那么大。盖板朝下，
继续在炉子上烘烤，一直到撒了白砂糖
的这一面呈现焦黄色，猪油呈半透明状
态时，海棠糕就熟了。趁热咬一口，那种
香与甜、糯与脆，令人齿颊留香，咬一口
终生难忘。

刘建春

黎川水边海棠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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