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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幸新年伴水仙，
花明暖室自清妍。
凌波人去思尧女，
春草诗成梦惠连。
金盏多娇吹蕊破，
乌牛独早试茶煎。
山中久苦无丝竹，
三月同登陶岘船。

松 庐

山居杂咏

贴春联是中国人辞旧
迎新的习俗。记得小时
候，每到贴春联的日子，妈
妈都会“打糨糊”。那时是
粮食供应既要凭粮票，又
要凭居民购粮证的年代。
妈妈用一点面粉，在金属的
小汤勺里加少许水，朝一个
方向轻轻搅动，待
不干不稀时，放到
炉子上加温。随着
面粉浆水的迅速蒸
发，面糊变得黏稠
起来，土法制作的糨糊就
这么成功了。有一年春节
前，我主动请缨“打糨糊”，
一不小心烧糊了勺底的面
浆。珍贵的面粉白白浪费
了，我也好心疼，在“连糨
糊都不会打”的数落中一
声也不敢吭。
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

候，办公室里有玻璃小圆
瓶装的“卫生糨糊”。由于
工厂制作时增加了防腐剂
和香料，“卫生糨糊”有淡
淡的香味，而且存放时间
长了也不会发霉。
取代“卫生糨糊”的是

小塑料瓶装的办公用胶
水。胶水瓶外形各异但以
圆柱体居多，里面装的都
是无色的液体胶水。使用
时只要稍稍按压软性的塑
料瓶体，胶水就会从瓶口
流出，涂抹均匀顺畅，黏力
牢固。但是，如果塑料瓶
里的胶水长期不用，小小
的瓶口就会被干涸的胶水
堵死。如果用力过猛，胶
水一涌而出容易污染粘贴
面以外的区域。于是，固
体胶棒又开始进入市场。
固体胶棒是将加温后胶水
热液注入模中，冷却后变
成固体，装入唇膏式管中，
形成固体黏合剂。由于固

体胶棒外形像化妆用的唇
膏，不会“跑冒滴漏”，携带
更加方便。固体胶棒使用
时只要稍稍拧动底座体，胶
棒微露后，涂抹即可。而
且，使用固体胶棒不会污染
手指或者非粘贴区域，纸张
在粘完之后也平展如初。

我在1970年代最初
接触单面胶带，是因为参
加了一次用胶带提取灰尘
指纹痕迹的专业培训。授
课老师告诉我们，40—80

毫米宽的透明胶带是用外
汇从德国进口的，非常稀
缺，必须“省着用”。事后，
我利用回沪探亲的机会找
遍了上海的文化用品商
店，只见到10毫米宽的窄
胶带，只能扫兴而归了。
若干年后我得知，这种单
面的透明胶带名为封箱胶
带，又称包装胶带等。透
明胶带最初由理查 ·德鲁
发明。现在，除了单面用
于黏合的胶带之外，还有
多种样式的“双面胶带”，
基本取代了糨糊、胶水的
黏合功能。双面胶是以
纸、布、塑料薄膜为基材，
再把弹性压敏胶或树脂型
压敏胶均匀涂布在基材上
制成的卷状胶黏带，携带
与使用都更加便捷。
如果说，糨糊、胶水、

胶棒是平面地运用黏合剂
这一物质的话，胶带则是
用立体的方式用活了黏合
剂。2018年8月，联盟号
宇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成
功对接后，地面指挥中心
监测到国际空间站气压下
降，这意味着有地方“正在
漏气”。6名宇航员随即
组成了抢修小组，经检查
发现是飞船的生活舱出现
了一个约2毫米的洞。情

急之下，欧洲航天局的德
国宇航员先用戴着宇航服
手套的手指堵上了洞，再
由两名俄罗斯宇航员用胶
带把洞贴上了。待情况再
稳定后，他们又找来胶状的
多层环氧树脂堵住孔洞，舱
内气压才得以恢复。此后，

“胶带补飞船”的实
例也被收录进了宇
航史册。
不同物体间需

要黏合的场景多种
多样，黏合的具体要求、
强度、适用范围等也各
有差别。例如，俗称502

的快干胶具有瞬间黏合
的作用，不干胶标贴要求
黏合稳定牢固，即时贴则
是一种既需要黏合又不
必过于牢固的产品。黏
合剂虽小，在日常生活用
途广泛，从糨糊到胶水、
再发展为多种多样的胶
带，不同功能的展现也折
射出科技发展的奥妙。

汤啸天

从贴春联想到的

年年吉祥
篆刻 陈茗屋

山乡过节，喜欢喜庆，或鲜花
摆屋，或金桔供案。南北方因气
候不同，还是有些差别。岁寒三
友松竹梅，是北方文人的杜撰。
倘若在海南，大地一片绿色，就显
示不出松竹梅的神韵来。而在北
方，冬天里松竹梅的气质呈现其
天生美感——无论是青松的翠
枝，还是竹子的疏朗，还有梅花的
傲雪，都带着君子的气质。在大
地萧杀里，松竹梅给人精神的感
召，分开值得称道，聚起更有神
韵。北方家庭里，旧式家庭悬挂
松竹梅画幅的很多。发展到元宇
宙时代，凭借现代科技的发达，凛
冽的冬天，北方城市可在暖房里
品尝到香蕉树上的香蕉了，而对
松竹梅的崇拜，却被更多的物欲
所取代了。只在北方农村，还保
留着房檐或瓶中插松枝的习惯。
少时，沂蒙乡下长大，最喜欢

冬天的那一把青绿。寒风刺骨
里，青松给人顽强精神的激励。
松树随风摇摆，能感受松树“冻死

迎风站”的品格；如遇雪压青松，
青松表现出“挺且直”的神态；咬
住岩石不放松的青松啊，那一抹
新绿，彰显着不畏艰难困苦的韧
劲。青松身上，有众多值得众人
学习的各种符号，大人喜欢，孩子
们也喜欢。临近春节，农人要去
上坟。鞭炮齐鸣中，坟茔中的青松
辉映着闪光，这些
护卫祖先的松树
啊，又像信念坚
定的亲友，日夜陪
护沉睡的祖先。
那一刻，会让你涌上无名的感动。
北方冬日里的青色，大概唯有

竹子和青松了。竹子的青翠，给人
以生的希望和做人的骨节感，而
松树在农村人的意象里意味着
生，也意味着对祖先的思念。“福
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
松”，松的寿龄长，一年四季毫无衰
微之气，在挺拔向上之中，示人内
在的张力。这正是君子追求的品
性。历代文人对松树歌咏不止，

画家更是喜欢画松树贺寿。松树
的品质，蕴含君子的追求，也是长
寿之人向往的力量。诗人歌颂松
树，或赞其孤傲之气，或美其凌云
多姿，或云其鳞片苍老，诗人借物
抒情，以松树之品质，抒自己之
块垒。吟咏历代荡气回肠的咏
松文字，会把你拉向遥远的古代，

领略诗人愤世嫉
俗的呐喊和追
求进步的力量。
故乡有一种

马尾松，凑近了
闻，芳香扑鼻。少时每年去上
坟，总要走一段山路，折几枝马
尾松带回家。马尾松的新芽在
春节前后尤为嫩绿，能让人感受
到这松的可爱。插在石屋上，犹
如搬回一棵马尾松。正月初一
放鞭炮，不敢靠近炮捻子，就点
燃一个马尾松的枝条点炮，松树
的香气和鞭炮的雄浑，弥漫在院
子里，过年的味道十分浓烈。
和竹子相比，青松则显得踏

实多了；和鲜艳的梅花相比，青松
又有些庄重严肃。缺少青色的北
方大地上，青松是行人的强心剂。
春节供案上，摆几束松枝，顿生几
多感慨，预示着来年希望多多。
城里人喜欢养青松盆景，各

种造型的都有，会蹭亮人的眼球，
但纤细、娇小、圆润、故作伸张的
姿势中，总感觉少了自然松树的
气质。我还是想那些挺立在荒山
之上的松树，那充满内在力量和
顽强精神的生命象征，是一本有
价值的经典啊，犹如一群长者的
教导！松枝的语言，是最沉静无
语的哲理，也是岁朝清供中不可
或缺的尤物，只是，繁华的城市，
离山水却越来越远了。图幅上的
松枝，还能给迷失的心灵力量的
震撼和美的享受吗？

戴荣里

松枝的语言

热播中的电视剧《破
晓东方》，全景式展现了上
海解放及其接管工作，史
实宏阔，涉及政务、财经、
文教、军事四大系统，其中
一出重头戏“银元之战”，
在电视剧里也有生动的呈
现，其对新政权的稳固功
不可没。
人民币的发行早于上

海的解放。解放军打到哪
里，人民币就跟到哪里。
随着上海解放，40卡车的
人民币也紧紧随行，以取
代国民党政权发行的金圆
券。为了保障上海市民的
基本生活，军管会公布了
以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
民币的比价，限期收兑，此
后一律作废。
在上海人心目中，金

圆券早已是恶性通货膨
胀的代名词，说废纸一张
属于客套，废纸还比金圆
券值钱得多。解放前夕，

一石米价约为4.4万亿金
圆券，有好事者仔细算下
来，一粒米相当于金圆券
100元，因此对于用金圆
券换人民币极为踊跃，仅
仅用了七天时间，36万亿
元金圆券被收兑上来。《破
晓东方》女主纪南音想方
设法调查的金圆券发行数
额，其很可能根本无法统

计，在上海流通的金圆券
就超过40万亿元，收兑了
36万亿，上海市场基本就
看不到金圆券了。
上海人对法币和金圆

券的记忆不堪回首，对国
民党统治下的纸币信用彻
底绝望，一摸到纸币就觉
得不靠谱，因此对新发行
的人民币，也或多或少存

有疑问。不少上海市民一
拿到新人民币，恨不得立
马换成黄金银元外钞，其
中又以银元最吃香，换不
到银元，则尽力购入商品
囤积，要知道，商品价格一
天数变，天天涨。
这样，银元事实上成

为上海市场的本位币，市
场要看银元的脸色。1949

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
的第二天，人民币与银元
的兑换比价为600：1，而
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
变成了2000：1。邓小平
之前在给毛主席《关于渡
江情况的报告》的电报中，
已经预料到：“当前最复杂
的问题是金融，估计伪金
圆券问题已不严重，人民

券发行尚属顺利，筹码暂
时勉强够用。今后主要是
对付银元和反对敌人、奸
商投机捣乱的斗争。”
银元俗称“大洋”，实

行法币政策后，早已宣布
退出流通市场。但银元流
通历史长，群众基础好，保
值效应高，具有良好的贮
藏和支付功能。一些大户
人家为防不测，将银元成
瓮成瓮埋入地下，等待机
会启用，反正也不会烂。
抗战结束后，随着国

统区恶性通货膨胀，银元
果然一飞冲天，价格一涨
再涨。市场上，黄金被称
为“老大”，银元是“老二”，
也是市场计价流通的主要
工具，变得非常抢手。解
放初期，一些商家出于担
心拒收人民币，更助长了
银元贩子的嚣张气焰。我
们看到《破晓东方》里一些
投机商人，在商店里囤积
了大量货品，门口却挂着
“只收银元”的牌子。

银元的走俏滋生了大
批投机者。除了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楼，银元贩子每
天流窜在南京路、汉口路、
江西路、河南路等地进行
兑换兜售，叮当之声不
绝。市民对他们恨之入
骨，但为生活所迫，仍无奈
找他们兑换。
上海解放后，银元贩

子的活动有增无减，为了
遏制银元投机暴涨，军管
会曾经抛出10万银元予
以压制，结果如泥牛入海，
被投机商统统吃进。银元
价格一路飙升，市场物价
也随之疯狂暴涨，生活必
需品如大米、面粉、食油的
价格在几天内又上涨了一
到二倍。上海的反动残余
势力狂妄叫嚣：“解放军可
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
不了上海”。在沪的外国
侨民也认为与金圆券相
比，人民币不过是“Just

MorePaper”（更多的纸）。
当时人民币在各解放

区都基本确立了本币优势，
但在上海这么一个大都市，
却面临着如此严峻挑战，如
任其发展势必影响全局。
面对如此局面，华东局和军
管会决定采取断然手段，彻
底解决这一问题，目的是
“使人民币成为真正的本位
币，并发挥其机能”。
从6月上旬开始，上海

采取多项举措取缔银元投
机，各学校、工厂组织了群
众游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
抵制银元运动，也就是电视
剧里陈毅市长说的，“阵前
喊话，缴枪不杀”，做足舆论
准备，争取市民支持。另外
在上海加快印制人民币投
向市场，以逐渐压低银元黑
市价格。其中最关键的行
动是，军管会组织了一个营
的兵力包围，并占领银元投
机的中心——汉口路42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大楼。
据档案记载：1949年

6月10日上午10时，“上
海市公安局奉军管会命
令，会同市警卫旅及军管
会、财管会、金融处等有关
部门，由李士英局长、刘德
胜副旅长、刘春芳参谋长、
赵帛科长等，率领便衣警
察和警卫部队，分五组出
动，到汉口路证交大楼取
缔银元投机市场。先由各
组长分别到各楼宣布停止
买卖，不准随便外出，也不
准向外打电话，同时说明
来此目的主要是逮捕违法
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的投
机奸徒。随后按组分别从
一层楼到八层楼进行登记
与审查。登记时每个人的
财物都要经过本人当场自
动点清，签字封包，上面写
姓名、地址与钱数，然后排
列成队，按名进行盘问。据
统计当天仅在证券大楼进
行非法交易者为数达千余
人，交易的货物主要有银

元、铜元、黄金、美钞。其中
情节较轻的300余人无条
件释放，财物发还。同时将
违法贩卖银元、破坏金融的
投机奸徒238人扣押。”
此外，公安局干警上

街抓捕银元贩子数百人。
通过此次“银元之战”，银
元贩子抓的抓，逃的逃，银
元投机活动几乎销声匿
迹。当日，“银元价格已下
跌七八百元，已由二千元
跌至一千二百元。”此后一
路呈现下降态势。

银元之战为人民币全
面占领市场扫除了障碍，
上海物价也获得了暂时的
稳定。但投机商们不甘失
败，又把粮食、棉纱和煤炭
代替货币当筹码，囤积居
奇，大肆涨价。上海在中
央的支持下，再次打赢“米
棉之战”，赢得了民心。这
表明了中共不仅在军事上
势不可当，经济上也善于
治理，取得了军政全胜，毛
主席为此赞誉“其功不下
于淮海战役”。

邢建榕

破晓东方的银元之战

老底子，过春节最热闹的要数灶披间（厨房）了，冷
菜、热炒，家家户户没个八个十个，那就算不上过年，缺
少了年味。
小时候住在一栋三层老房子的底楼，一层三户，虽

然住房不大，才十几个平方米，但公用灶披间却有10

来个平方米，三户合用各占地盘，倒也其乐融融。
三户人家的女主人中，最年长的要

数我母亲，正宗的上海本地人，一口标准
的上海话。我们家紧靠灶披间，灶披间
的一举一动，听得最清楚。原籍江都的
王家阿姨住在中间一间，说一口苏北话。
而住在最前面一户的姜家阿姨，是位山东
人，旧社会受封建思想影响，裹了小脚，走
起路来，地板会发出“叮咚”响。一到过
年，灶披间里成了女主人们大显身手的地
方，在准备过年菜肴时，上海话、苏北话、
山东话此起彼伏，加上锅碗瓢盆发出的
响声，宛如一首“春节交响曲”。
灶披间里，母亲的春节特色菜极具

上海特色：酒糟白斩鸡、笋丝走油肉。鸡
是托人从郊区农村买来的，为了白斩鸡
吃上去嫩，水煮沸后把鸡放进沸水，然后
母亲掐着时间，一秒不少到时拎起来，放在冷水里浸上
一个来小时，斩成一块块，用黄酒浸放在搪瓷缸里。客
人们过年上我家，都夸这白斩鸡既嫩又上味。
而王家阿姨的菜则多少带有苏北特色：狮子头是

少不了的。那些年肉要凭票供应，王家阿姨事先一个
月不吃肉，省下的肉票就为了过年上道狮子头菜肴。
当时，上海人过年喜欢做小肉圆，而王家阿姨喜欢做狮
子头，她说这是我们老家上好的菜品。
山东人过年喜欢蒸馒头，做饺子，姜家阿姨年前

总是忙着做饺子馅，她做出来的饺子个个挺立，标标
准准的山东饺子，大年初一，还会给我们邻居送上一
碗。灶披间里三个女人各自拿出绝活，烹饪着春节
的菜肴。楼上邻居羡慕地说，年味最浓的要数底楼
的灶披间了……
王家阿姨和姜家阿姨来上海生活了多年，也渐渐

地融入了上海人过春节的氛围中，特别是看到母亲做
的上海菜，也很想学上一手。“周老师，你烧的笋丝走油
肉味道好香，能否教教我们。”因为母亲是位老师，所以
街坊邻居都叫我母亲“周老师”。于是，母亲手把手地
教她们怎么做笋丝走油肉：先用淘米水把笋干浸泡数
天切成丝，再将买来的五花肉，焯水后放冷水里浸一
下，然后放油锅里煎炸，最后切块放入笋丝红烧，吃时
再蒸一下。第二年春节，王家阿姨和姜家阿姨按照母
亲的传授，各自做了笋丝走油肉，母亲一边指导一边帮
着烹饪，两家人开心地说，我们终于会烧上海菜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建造内环高架道路老房

动迁，“春节交响曲”便成了一种回忆。如今每到春
节，就会想起当年灶披间里的“春节交响曲”那浓浓
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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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新年的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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