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抵抗病毒最重要
的方法，是增强自身
免疫力；而增强免疫
力的关键之一，是摄
入优质蛋白。
优质蛋白名录里，鸡蛋排第一，猪肉也

在“十大优质蛋白食物”之列。设想一下，
把鸡蛋和猪肉“捆绑”起来搞事情，会有什
么结果？强强联合，自然所向披靡啰。
所以，有些人喜欢用五花肉、百叶结和

白煮鸡蛋凑在一起烹饪，浓油赤酱，既好吃
又营养；肉丝榨菜蛋汤、鲜肉蛋饺，经济实
惠；更有木樨肉（猪肉片、鸡蛋、黑木耳），全
国通行；至于蛋黄肉粽、金腿蛋黄月饼等，
即使错过端午、中秋，想想办法，终能如愿。
心急的朋友向我喊话了：喂，还有肉

饼子炖蛋，别忘啦！
怎么会？正好比欠人家一元钱会

忘，欠一百万元钱总忘不了，除非背着各
路朋友几十个亿的债头或干脆装糊涂。
“肉饼子炖蛋”就是属于“百万”级别

又极其家常的菜，家常到餐馆不待见。
我不知道有谁会对“肉饼子炖蛋”隔

膜、无感；若有，想必他是孤标另类、不接
地气的人物。
事实上，“肉饼子炖蛋”这个名称歧

义多多，不加厘清，外行对此恐怕真的找
不着北——
其一，肉饼子的“饼”字便让人费解。
一般认为，饼是扁平食品的统称。那

么，我们熟悉的“肉饼子”是扁平的吗？不
是！由于绝大多数盛在碗里蒸，
“肉饼子”呈现上平下弧的半圆状
态，与“扁平”竟有一半不搭。例外
的是，企事业单位食堂里“肉饼子
炖蛋”多为正方体，虽无可非议的
“平”，但“扁”则对应不上——人家往往有
五六厘米厚，快赶上一块奶油小方呢。具
备这样敦厚茁实的体态，“肉饼子”理论上
应作“肉糕子”方才妥帖。
其二，“饼”（包括“子”），在上海人的

语境里还隐含“粉碎”“屑末”的意思，比如，
“那只鸡被车轮碾成了一张饼”，煤饼（煤
屑饼），等等。因此，“肉饼子”肯定是肉糜、
肉末的形象别称之一。拿牛排来作比附，
“肉饼子”是汉堡牛排而非原切牛排。

其三，炖，容易让
人想到东北的“炖”：乱
炖、小鸡炖蘑菇……
其实“炖”分两种：隔
水炖和不隔水炖。

“肉饼子炖蛋”的“炖”，当然是隔水炖。
其四，仿佛“肉”字不作特别提示，人

们总是把它看作“猪肉”的代名词，那么
“蛋”字基本上被视为“鸡蛋”的象征了。
然而，至少上海人无不知晓：“肉饼子炖
蛋”中的“蛋”，指鸭蛋（附带说一句：鸭蛋的
蛋白质含量只比鸡蛋少一点点），而且是
咸鸭蛋。正宗路数的“肉饼子炖蛋”，不带
鸡蛋玩。当然，非请鸡蛋，自无不可，就像
吃小笼馒头蘸酱油，哪个有责任、有义务
拦阻你？但起码，视觉效果上，那种“日出
江花红胜火”的壮美不见了，那种“长河落
日圆”的意境缺失了；味觉效果上，那种分
层、多油、爆浆的品质淡化了，那种咸鲜、
绵沙、滋润的口感弱爆了……
其五，咸蛋，完美主义者非高邮、泰

州不取，以其“颜色细而油多”（袁枚语）
也。清代童岳荐《调鼎集》详解一枚优质
咸鸭蛋如何诞生，此中的工匠精神，光芒
万丈。如法炮制，“肉饼子炖蛋”里的
“蛋”，哪有不好吃的理儿！

我必须强调一点：咸蛋，必须铺两
个！假使你不想被人鄙视，不想把一手
好牌打烂的话。
是啊，这个不讲究、那个无所谓，张罗

“肉饼子炖蛋”，咱还起劲个啥啊！
虽然，“肉饼子炖蛋”这样的

组合，古人不放在眼里（很少记
载），但毕竟，高明者多多少少注
意到了肉糜与蛋液之间“物理化
学”上的反应能让老饕产生自洽

的愉悦。袁枚《随园食单 ·脱沙肉》一节
云：“去皮切碎，每一斤用鸡子三个，青黄
俱用，调和拌肉；再斩碎，入秋油半酒杯，
葱末拌匀，用网油一张裹之……”
这道“脱沙肉”跟“肉饼子炖蛋”完全

异趣——一个是菜油煎，一个是隔水蒸，
但经略和修为相仿，故而臻于“同工”。
天下苦“新冠”久矣！毋庸置疑，吃

够了“蛤蜊炖蛋”（隔离等待），人们对于
“肉饼子炖蛋”有着太多期待啊。

西 坡

肉饼子炖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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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农村插队。生产队
位于黑龙江上游，村庄房屋沿江而建。每逢10月黑
龙江进入封江期，江面冰冻三尺，时间长达半年。隔
年5月1日前后，气温转暖升高，冰雪消融，进入了开
江期。开江对沿江的百姓而言是件大事，江边时常
站立许多人，观看每年一次波澜壮阔、惊涛拍岸的盛
况，而居住在上游的百姓，更为担心的则是“倒开江”
极端状况发生。
那年我站在黑龙江边，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开江的壮

观场景。初期冰面不断发出“嘎嘎”的爆裂声，此起彼
伏。细细端详，若隐若现一条条细微的裂缝。目不别
视，潺潺流水徐徐冒出了冰面，缓缓向四处流淌。随着
裂缝慢慢延伸加宽，江水喷涌而出，原本连成整体的冰
面各个击破逐步瓦解，形成四分五裂无数独立的冰块。
当下游江水流动伊始时，上游江面冰块随之松动融化，
漂浮于江面顺势而下，在相互撞击的推拥下，冰排随江
水汹涌澎湃，奔腾不息流向下游，而部分冰块遭撞击后，
被推至岸边搁浅，停滞不前，渐渐融化汇入江中。
冰形成时因不同压力可以有不同晶

格结构的冰块，当地人称为冰碴子。冰
块带着顺丝的冰碴，形状各异，奇形怪
状，有棱有角：三角形、四边形、不规则的
多边形……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
洁白无瑕，美不胜收，有些更是奇形怪
状，鬼斧神工。
冰块随激流顺势而下，而相互之间

发生猛烈撞击，分裂出大小各异的冰块，
体积大的有好几个立方米，俨然如目空
一切的巨无霸漂浮在江面，自上而下，推波逐流，当地
人称之为“跑冰排”。
黑龙江开江有“文开江”和“武开江”之分。
所谓“文开江”，指气温缓缓升高，江面冰雪逐渐融

化，致使整个开江过程慢条斯理，按部就班，瓜熟蒂
落。冰块融化后，绵绵不断的江水载着冰块缓缓流向
下游，和风细雨，碧波浩渺，文绉绉的，好似淑女般温文
儒雅，旷日持久。
“武开江”则表现为气温迅速回暖，冰封的江面一

夜之间断裂，冰排顺江而下，铺天盖地，浩浩荡荡。如
疾风骤雨，似万马奔腾，跑起冰排宛若雷霆万钧。冰块
之间不时发出“砰砰”的撞击声，气势恢宏的场面令人
叹为观止。待冰块消失，江水方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黑龙江上游南北两源在漠河以西洛古河村汇合，

气温寒冷，开江一般均为下游冰面首先融化，接着上游
开始解冻。但极端情况也有发生，若上游江面先于下
游解冻，就是“倒开江”了。此时，上游江水大大小小的
冰块如同脱缰野马撞击到下游尚未完全开封的冰面，
源源不断的冰块在此受阻，前赴后继，迅即一层层高高
叠起，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冰坝，迫使水位不
断升高，直至江水上岸倒灌。地势低的村庄稼被淹，房
屋倒塌，家园遭殃。
听老乡说，我离开生产队回沪后，有一年春季黑

龙江冰面出现了“倒开江”，江水上岸淹没了我插过
队的公社所在地和整个村庄，损失惨重。不得已，公
社与生产队整体搬迁至离江边8里地外地势较高的
后山另起炉灶，重建家园。时常勾起我回忆与遐想，
令我永远无法忘却的两幢知青宿舍，无一幸免，夷为
平地不复存在。
那年我重返黑龙江，站立在知青宿舍遗址，脚下踏

着的是一大片长势喜人的庄稼，这里早已成了农田，令
我思绪万千，感慨不已。这都是“倒开江”的结果，真是
江水猛于虎！但人类也是坚韧的，在经历灾难后，依然
会重新前进，生生不息。

周

建

观
开
江

看到“夜光杯”上的《亲子不能
等》，我深有同感。
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我教过

的孩子很多很多，无论是以前还是
现在，无论是本地户籍家庭还是新
上海人，由祖辈负责带养孩子一直
占比很高。老人带养的孩子大都
有一个特点：生活自理能力相对父
母自己带的弱一些，比如穿
衣、吃饭等。孩子三岁入园
从不会穿衣到学会自己穿脱
衣服、折叠整理，挂衣架，基
本上到四岁中班时都已经没
有问题了，但是有的孩子6岁进入
大班了，还是不太利索，不是不会，
只是总比别人慢上那么一两拍，总
是不那么整齐。吃饭呢，你会发
现，这些孩子不吃的东西种类很
多很多，常常等着喂，碰上不喜欢
吃的喂都喂不进，吃到最后向老
师表示他这些饭菜吃不下了不吃
了，可是餐后的面点、水果还能够
吃下……当然这也不是绝对说是

因为老人带的
原因，只是我

所观察到的客观现象。
也曾经碰到过老人带养而各方

面能力都挺好的孩子，但按比例来
算的话，寥寥无几。和年轻的爸爸
妈妈沟通谈过这些问题。一位妈妈
说，自己下班到家要将近6点半，回
家时孩子早就吃好饭了，和外公外
婆说过了让宝宝自己吃，没效果。

另一位新上海人妈妈也谈了自己的
苦衷。妈妈在医院工作，晚上常常
需要值班，爸爸经常出差，孩子交给
外婆带，二孩家庭，还有个妹妹也是
外婆带，老人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和
耐心慢慢等着哥哥自己吃完饭？只
能以喂为主。他们也知道这样不
行，但是平时实在太忙，只能等假期
里自己带的时候慢慢纠正培养了。
那是不是爸爸妈妈真的一点

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没有呢？其实
也不是，下班后和双休日里爸爸妈

妈还是有
时间陪伴
孩子的。但陪伴孩子的方式有待改
变。我发现，双休日很多年轻的爸
爸妈妈除了去祖辈家里看望、吃饭
和上各种艺术培训班之外，余下常
常是带孩子去游乐园玩，然后再带
孩子去餐厅吃饭……工作日爸爸妈

妈对孩子的要求更是以学习
为主，比如前面说到的第一位
妈妈，她回家后最主要陪孩子
做的事情就是督促孩子读英
语、做题目、识字等等。

《亲子不能等》说，“每个孩子
只能长大一次，他们需要的是陪
伴”，陪伴，不仅仅是在孩子一旁陪
着他们，它是一门学问，需要父母学
习，也需要父母指导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一起学习。2021年10月全国
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教育促进法》指出，孩子的家庭教育
主要责任人是父母，家庭教育需要
指导、支持和服务。除了学校进行
的家校指导，期待有更多的社会途
径能为年轻的父母们提供帮助。

张 静

也谈亲子不能等

《蔡元培故居》 （钢笔淡彩）杨继仁

疫情肆虐沪上，大家
都宅家了，楼里建起了互
助群，你缺菜、我送上，谁
家没口罩了，邻居们纷纷
送去，团菜一起接龙……
搬进楼里二十多年
了，楼上楼下、左邻
右舍从未有过这么
融洽、亲近，邻里情
又回来了。
儿时的弄堂，

大都居住着平民百
姓，生活并不富裕，
居住条件差，有的
多户合用一只灶披
间，一只大火表，但
邻里间嘘寒问暖相
互照应的生活气息
很浓厚，整条弄堂
像一个大家庭似
的，充满着人情味。
夏日，弄堂里

一些老头老太常会
搬只小矮凳坐在弄
堂口嘎讪胡，手中
却不空闲，有的在
拣菜，有的结绒线，有的则
戴只红袖章当治保，一旦
有陌生人进弄堂，就会盯
着问：“侬寻啥人啊？”非要
来人讲清门牌号头和姓名
才会让他进去。
邻里间彼此的家庭情

况也了如指掌。张家儿
子会裁剪，李家媳妇绣花
绣得赞；沈家爷叔会修脚
踏车，王家女儿是厂里电
工……谁家有困难上门求
助，邻居绝对不会推卸。
如果遇到老人半夜里发毛
病，左邻右舍闻声都会出
门帮忙：有的人去推黄鱼
车，有的人搬来躺椅放到
车上让病人躺下，有的小
青年自告奋勇来踏车，朝
着医院飞驰而去。
逢年过节，小小的灶

披间是最忙碌的地方，你洗
菜我烧饭，侬炒菜我择菜，
相互谦让着，尽量为对方腾
出空间来。王家泡饭在煤
球炉上烧着烧着潽出来了，
王阿姨却出去倒垃圾了，邻
居蒋阿姨忙帮她掀开锅盖，
搁上只筷子，不让泡饭再潽
出来。灶披间里相互借根
葱借块姜借一调羹酱油食
盐麻油也是常事。谁家要
炒辣椒毛豆子了，都会事先
打个招呼，让怕辣的人避避
开。谁家要办喜事了，邻居
家有圆台面的都会主动出

借，甚至台子、凳子，还有锅
碗瓢盆，还帮着拣菜、洗菜、
汏碗、刷锅子……
上学的孩子丢了钥匙，

坐在家门口等爸妈回家，也
会被邻居叫进屋里
吃点心、做功课，甚
至直接吃夜饭的。
有什么好吃的，邻里
间也会一起分享。
谁家包了馄饨，总要
一碗碗端给四邻尝
尝味道；谁家有人过
生日，也会把排骨面
一一送给邻居。
端午节家家户

户裹粽子，你家送
赤豆粽，我家送白米
粽，你家送蜜枣粽，
我家送鲜肉粽，分享
着各家的品种和手
艺。春节前，农场和
插队落户回来的儿
女们带回的瓜子、花
生和山芋干等相互
也会送来送去。
哥在崇明农场是帮职

工剃头的，每次探亲回沪，
他总是不忘把理发工具一
同带回来，抽空为邻居剃
头。特别是春节前，弄堂
里不少人都会来找哥剃
头、剪发，一时间，我家门
庭若市。有的人还拎着热
水瓶、面盆，剃好头还要哥
为他洗头，哥也是毫无怨
言，乐呵呵地为大家服务。
邻居是互帮互助的好

亲戚，但有时也会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争执
和纠纷。邻居诸家没打招
呼便把家门口的一块弹硌
路面填高了，雨水便积在
了孙家门口，孙家姆妈大
为不快。次日早，孙家姆
妈有意把刷好的马桶放到
了贴近诸家门口的地方以
示“抗议”。诸家姆妈一看
也不乐意了，也把她家的
马桶放到了孙家马桶旁。
本来两只马桶都是贴着自
家门口放的，现在都到了
两家的分界线上。一天，
孙家姆妈见诸家的马桶越
界到了自家地盘，怒从心
头生，撩起一脚将马桶踢
得老远。正从大饼摊买好
油条回家的诸家姆妈见状
也恼羞成怒，拎起孙家马
桶掼到了弹硌路上，马桶
盖裂成了两爿。从此，抬
头不见低头见的两家大小
都如同陌生人。
一个艳阳高照的日

子，孙家姆妈去菜场买菜，
留下儿子照看着晒霉的衣
物。天有不测风云，一场

暴雨顷刻降至，孙家儿子
手忙脚乱地朝着自家搬东
西。此时，诸家姆妈第一
个跑过来帮孙家收竹竿上
晾晒的衣服，接着诸家大
女儿、小儿子都跑来帮
忙。孙家姆妈急匆匆赶回
来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
了。“仇人”变“亲人”了，孙
家姆妈难为情地喃喃说：
“谢谢倷一家门哦。”就此，
两家的隔阂渐渐消除，两
只马桶也都撤出了阵地。
弄堂虽已拆迁多年，

但抚今思昔，我仍会念念
不忘弄堂人的那份邻里
情。但愿疫情过后的邻里
情继续，继续……

陈
建
兴

邻
里
情
又
回
来
了

隔离住院期间，与
“人间最美四月天”擦
肩，有些失落和遗憾。
庆幸的是，同事每天微
信传递给我她在医院各
处所采集的“绿色”春意，都是一直来来
去去的工作的地方。解除隔离后回到医
院，发现这些曾经被隔离的“绿色”，并未
失色，“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
开。”别来春未远。
想着有多少同事，自从城市封控以

来，也一直闭环管理。他们吃住工作在医
院，一直没回家，离开家人孩子，为大家舍
小家，每个人都不容易。每天工作之余，
想家的时候，寻着这些花木春色，摄录下
美好，寄给那些亲人、朋友和同事等，也是
一种互相鼓励、互道平安的精神支撑。
多日不见，采集到的春色更浓了。

五号楼前一棵碧绿如玉的“中国樱桃”树
上结着如玛瑙般红艳晶亮、玲珑剔透的
樱桃，想起南宋蒋捷一词：“流光容易把

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
蕉。”错过了花期，幸未
错过新果结枝头的美
景；二号楼外沿街的“玉
蝉花”在温暖光晕洒下

的绿叶间绽放着紫色的花朵，仿佛诉说
着那一切等待疗愈的心事；下沉花园的
花坛里火红的“肾形草”也开花了，叶如
花，花如泪，经历过生活的考验，才遇见
这如火如荼般的绚烂；一阵风吹起，卷起
几片地面上的香樟浮叶、吹落了一朵火
红的杜鹃花。生命的常态，就当是这样
的流金炼玉，这样的轻舞飞扬，这样的一
阵斜风败绿。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采集

“绿色”，为的是采集幸福，采集生机和活
力，驱散寂寞和忧郁。也希望“绿色”的
生命能给予人们以温暖、信任并克服当
下的艰难，尽早消除疫病，等着城市和城
里的人们安好地归来。采集“绿色”，寻
者之喜，信者之福。

汪 洁

采集“绿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