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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尚

七夕会

这几天和家人一起追看电视剧
《我们的日子》真把我惊着了。这
就是我们去年躲疫情躲出来的那部
戏吗？好看，耐看，太好玩儿啦！
去年上半年，我带着孩子到大

连躲疫，困在那里，哪儿都去不
了，整整三个月，我时而和孩子游
荡在没人的海边，无聊地往海里扔
石子，时而和同仁们在摄影棚里兴
奋地聊剧本、对台词，养胖了自己
的身体，加深了同仁的友谊，没染
上新冠，没出现事故，玩着闹着拍
出了这部好戏，太庆幸，太有福，
也太值了……
这次拍戏和以往不同，所有的

演员都困在大连，谁也出不去，只
能天天头碰头脸对脸地生活在一
起，小冉常把大家邀到她家里，大
家聊当天的拍摄，聊优秀的国际大
片，聊表演的风格流派，聊演出时
的窘事。常常聊到后半夜。
孙浩是各种窘事的主讲。他
还常教大家唱歌，小冉是虔
诚的学生，所以常听到李小
冉在各种场合唱“多想告诉
你”“我们都是神枪手”。她故意唱
得南腔北调，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们知道她作为主演、作为制片方
在用这个方式挑气氛，缓解大家的
疲劳和烦闷。但我想所有这些聊、
这些侃、这些唱也都潜移默化到每
个角色的演绎中了吧……
电视里正演三个女人生孩子那

段戏，孙浩演的玉树靠在墙上呜呜
地哭着，我哈哈笑起来，浩子，你
可不是这么个没有气魄的男人呀！
你宽厚善良，你是自信的歌者，自
信的舞者！你是我们的开心果……
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我们，一边

回忆那三个月里的我们，回忆那有
些寂寞、有些恐怖却极为兴奋的日
子……

电视里在演方慧向刘淑霞告白
她和林俊生的爱情，告诉刘淑霞谁
是儿子的亲生父亲。方慧一个人在
喝闷酒，小脸喝得红扑扑的，醉态
迷离的眼神，步履蹒跚的姿态，我
就想王维唯这是真的喝酒啦？怎么
那个感觉那么对呀！我突然想起大
家在一起聊天时，李乃文常给大家
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讲布莱希
特，现场也时不时听到大家在讨论
体验派和体现派，王维唯此刻是在
体验还是在体现角色呢？王维唯好
像不能喝酒啊……
真怀念穿着小冉给大家买的豆

豆鞋，暖和柔软地走在摄影棚里那
种舒服，真怀念乃文包的包
子香香地流着油，真怀念孙
浩绘声绘色讲各种段子唱各
种歌为大家解闷，真怀念徐
总时不时给大家送来酸酸甜

甜的小西红柿和张牙舞爪的大螃
蟹。真怀念为任帅过生日那晚上，
大家放纵地叫着笑着，人人都是麦
霸，吼着自己喜爱的歌，人人都可
以胡乱地往别人脸上抹着蛋糕，不
用担心有人生气……
电视里在演傅莹写诗那段戏，

从傅莹与刘淑霞闹矛盾相互不理、
大家无计可施，到小雪花出主意让
傅莹写诗讨好妈妈，到傅莹翻唐诗
三百首及现代诗学着写诗，到最后
刘淑霞送给傅莹一小盒用过的手
油，大家一起读傅莹写的诗，我们
都知道她们这是和好了。但我们没
有看到欢呼雀跃的喜悦，没有看到
推杯换盏的庆祝，看到的只是小雪
花和小东方宏被大人夸奖之后呵呵

的笑脸。多可爱呀，多真实啊！
不煽情不造作，如行云流水，太
美好了！我不禁感叹生活中难能
可贵的友情，感叹演员们精雕细
刻挥洒自如的体现。突然我就想
到，这也是演员们互相成就着的
呀！这大段戏是群戏，宪平家、玉
树家，两家人甚至更多人都被卷进
来了，每个人的表演都要在一个水
准上，一人塌架满盘皆输。小演员
用他们清纯可爱的表情成就着专业
演员们，而专业演员们也用真诚的
感悟回复着对方，表达人物。我想
起了小时候老师们曾告诉我的一句
话：演戏就是演人物关系，演戏是
相辅相成的，是相互成就着的……
这个组一视同仁，没有大腕

儿，不抢时间，高兴了就拍，累了
就歇。演的是一家人，处得也成一
家人了，轻轻松松面对一切，不争
不抢做着事情，我想这样才应该是
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状态吧……
我们至今还有个群，群的名字

就叫“小日子”，至今大家还在群
里聊时事、聊创作，推荐国际国内
的大片好戏……
昨天看到一个评论说《我们的

日子》是创新性的生活家庭剧，小
人物的家长里短。说故事缓缓流
动，节奏却不拖沓，说整个剧台词
质朴自然，不夸张也不煽情，让人
在观看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紧张与感
动……
说得太好了，和我的感受一样。

我想再补充一句：这个戏形散神不
散，讲的是柴米油盐，道的却是亲情
友爱。是难得的一部好戏啊！
真庆幸自己又参加创作了一部

好戏，真庆幸自己又结交了一批好
友……
亲们！希望我们再合作！希望

我们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宋春丽

我们的小日子
立春凌晨四时许，田雁宁辞世。早

起见他儿子发来信息，我只回得一句：
“田男，任叔叔为你爸伤心。”悲尽哀绝，
一片空白，无从多言。
雁宁，成人于达州开江县。年少习

文，剑走偏锋，著述等身，影响广及海内
外，斩获文学奖数十种（包括全国优秀短
篇）。其“雪米莉”小说系列，纸贵洛阳，
风行一时。就“通俗文
学”而言，当代内地作家
中，推雁宁为先行者，应
是无人犟嘴。
雁宁倜傥，酷好聚

众吃饭，四方亲朋，有口皆碑。1982年
春天，成都拜望艾芜，在老人的平房小院
里，初识雁宁。晓得我是达州同乡，他镜
片后眼睛一亮，旋即转过话头，开口约
饭。此后四十年间，前三十余年，几乎岁
岁碰头，屡屡去他达州的单元、成都的别
墅、京城赁居的大平层，混迹人来客往的
流水席。最开初，他夫人冉丽光（五妹）
主厨。五妹母亲广东人，杂交粤菜与川
菜，珠联璧合，素为街坊仰慕。手艺传给
五妹，她另有创见，家常味，好吃到令人
馋死；食客繁衍开去，灶间人手不足，雇
了专业厨师，餐馆味，好吃到令人死缠。
我回到达州，洗尘与送行两顿，通常

都由雁宁包办，谁也不能夹塞儿。中间

数日，轮流做东，必是雁宁
确定时间、地点，并由他推
敲主家的腰包，挑肥拣瘦
地代为点菜。而我每回的
答谢，亦须听他左右。雁
宁会选定高档的馆子，但他虽赏识我出
手舍得，又总会帮忙搭配，价高的硬菜必
不可少，欠实惠的贵菜巧妙躲开。

有回我在京充当一
奖项评委，雁宁让找他
吃饭，我带了陈志红、何
英同往。桌上诸位，除
了主人，一个不识。不

断有吃货进门，南腔北调，又都将“龟儿
子”挂在嘴边，越是咬牙切齿，越是憨态
可掬，就为显示与施主一伙。其实雁宁
说话不带脏字，爽朗待客，神色间自有一
份儒雅。但见众人，虽各有品相，动作却
如出一辙，端碗就抢菜，吃饱便走人。这
阵仗，叫经多见广的陈、何二女花容失
色。那日主菜回锅肉，色香味形，均地道
至极，上桌即“光盘”。乐呵呵的雁宁，命
手脚麻利的师傅，返灶三趟……
雁宁“走”了，且属诀别。伤痛之余，

最先前来的记忆，竟顽强地与吃食相连；
恰是这尘世的享受，使得他给朋友们的
遗留，显得不同凡响。并非稀奇，只因美
味在人生交游中，实为永恒的温暖。

任芙康

流水席的主人

蛰伏了太久，每一颗心都
蠢蠢欲动，想去远行。网络发
达，覆盖山河，于是一种新的
旅游方式出现了：边刷剧，边
沉浸式打卡拍摄地。
一向寂静的滇藏茶马古

道，最近因为一部《去有风的
地方》，变得人气十足。云南
大理第一次在全国走红，还是
《五朵金花》的热映，后来
《天龙八部》又为它增添侠客
故里的色彩。如今，《有风》
里的云苗村，一个现实中不存
在的村子，治愈了无数人。它
其实是洱海、沙溪、喜洲、凤
阳邑、云龙天灯海坪、洱源凤
羽坝子、弥渡密祉等地的集
合，单听地名，便能想见它们
的遗世之美。蓝天耀眼，花开

恣意，
这些古
村落被

留在时光里，又不声不响绽放
生机：咖啡馆、民宿、手工染坊、
酒吧、马场、陶坊、瑜伽馆……
正如《隐秘的角落》带火了

广东湛江，另一部刚刚大结局
的《狂飙》，也让江门这个市井
气十足的地方，瞬间飙
红。还没等剧播完，高
启强发迹前的菜市场、
卖小灵通的三十三墟
街，安欣同孟钰表白的
河滨路、偶遇“老丈人”的牛
山公园、分手的南湖，黑白对
决的古冈市场、梅家大院，以
及水埠头、新市路、青年广场
等等，统统成了网红地。
大时代呼啸而来，又呼啸

而去，留给《狂飙》中南方三线
小城的印记，是骑楼、华侨
村、废弃厂房、老式新村和斑
驳商业街；而对正热播的《平
原上的摩西》来说，工厂大

院、集体家属楼、裸露的水
管，冬天涂着刷白漆的树，去
人工湖划铁皮船，是北方老城
共有的记忆。
原作故事发生在沈阳，但

导演是呼和浩特人，对北垣

街、西化纤厂、满都海公园、
什拉门更、大马路体育场、黑
兰不塔、南门小学这些地方更
驾轻就熟。他让中年男人呼哧
呼哧吃掉一碗羊杂碎，水汽氤
氲中，焖面、烧麦、焙子、塞
上星啤酒……都是在向后工业
时代场景里那些认真过活的小
人物致敬。
无独有偶，悬疑剧《回来

的女儿》为了寻找“化肥厂家

属院”这个实景地，曾去过南
京、衡阳、都江堰，最后定下
了重庆。大河沟和平山、冉茂
国餐饮店、巴南区道角球场、
工商大学南山书院，还有嘉陵
江与后河交汇处的原江北化肥

厂，最早是前苏联援建
的焦炭厂，现在是创意
园区“悦来庄稼”。山
城地形错落复杂，时尚
与破败同在，成就了剧

情所需的真实氛围。
同样为了再现年代感，

《繁花》已在上海打磨了数载。
除了松江车墩的影视乐园，剧
中很多取景地，就连上海人平
常也忽视：宝山路、宝源路、
宝昌路等老区，分分钟穿越回
20世纪80年代；黄河路是90

年代阿宝咸鱼翻身成宝总的地
方，也藏着沪上百年沧桑。折
衷主义、爵士律动的和平饭店

是 上
海，小
门面小
饭馆小老板的进贤路也是上海。
远远望见洋葱头，仿佛阿宝和蓓
蒂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
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
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
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
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
此时必须有作者旁白响起：

“我有不少朋友住那种典型的上
海老弄堂，像《乌鸦与麻雀》中那
种老房子，窗子打开，一层一层黑
色屋顶，不远处又有霓虹灯景象，
越到深夜，前景和远方越有意味，
高低错落，华灯闪烁……当然我
同样熟悉山峦叠嶂、蛮荒冰雪，
毫无灯光也好看，但我喜欢前
者，喜欢热闹的上海旧城区，最
好是没小区的，出来就是小店、
小马路，那才是上海。”

曲玉萍

为一部剧赴一座城

最近，南京西路的“张
园”修复对外开放，成为沪
上新闻热点。但今天的张
园已非昔日之“张园”，它
只是在旧园址上建立起来
的民国新式里弄
房子，正式名称
叫“张家花园”。
昔日的张园，原
为 西 人别 墅，
1882年被无锡人张叔和
购得拓展成园林，故称张
园，又叫“味莼园”，它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就消失
了。随着张园一起消失的
还有一个名声非常大的地
名“斜桥”。
说到地名斜桥，人们

就会想到陆家浜路上的

“斜桥”。其实在上海滩有
两个斜桥地名，另外一个
在今成都北路至石门一路
的南京西路一带，这个斜
桥与张园有关。原来今石

门二路与石门一路前为苏
州河的一个叫东芦浦的支
流，弯曲向南与长浜（今延
安中路）相交。随着上海
租界的繁荣，1879年英国
侨民福布斯等人购东芦浦
之东（今上海电视台界）建
立了一个“英国乡村俱乐
部”，使沪西地区逐渐热闹
起来。1882年，经无锡人
张叔和改建后的味莼园对
外开放。为了方便游客往
来，经协商后便在东芦浦
上筑了一座桥，因南北向
河道与东西向的马路并不
呈垂直状，因而造成的桥
就称为“斜桥”。英国乡村
俱乐部也因此成了“斜桥
总会”。
从一座桥而演衍成一

个地名，是因为有故事。
1909年2月霍元甲来张园
比武，吓跑了自吹“天下无
敌”的西洋大力士奥皮
音。上海市民就是穿过斜
桥去一睹霍元甲风采的。
有意思的是，穿过斜桥到
英国乡村俱乐部的小路
畔，也有条小浜叫石家浜，

1894年填浜筑路，初名斜
桥路，1943年改成吴江
路。据说在填浜前这里小
河流水，树木扶疏，幽雅宜
人的环境，吸引了不少外

国侨民情侣来
此幽会，这条
小路的英文名
字便成了“爱
情 小 街 ”

（LoveLane）。因为这里
的环境宽容，集聚了不少
白俄难民，留下了罗宋大
菜经典菜肴。
从一个普通地名跃升

成著名的地名，是背后有
大故事。这里曾经住过一
位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
的人物，他就是大名鼎鼎
的盛宣怀。在今上海图书
馆盛宣怀档案中，许多信
件上都写着“上海斜桥盛
大人收”。盛宣怀是1880

年前后在南京西路吴江路
一带，购地105亩修建了
盛家花园豪宅。与盛公馆
隔墙的是另一家钟鸣鼎食
之府，其主人叫邵友濂，
1882年出任苏松太道道
台，举家迁居上海。后来被
称为海上奇才的邵洵美即
邵友濂的孙子。两家子弟
都喜欢踢球，久而久之两
家草坪合成一个大足球
场。后来这片大草地还一度
成为东华足球队的训练场地。

1916年盛宣怀病逝
于上海，翌年的11月19日
上海《民国日报》“盛宣怀
出殡纪盛”记载，昨日送殡
队伍下午一时从斜桥寓所
出发，前有巡捕开道，后有
各种仪仗86套之多。既
有洋号枪旗，又有清代衙
门执事；有道士也有和尚；
百余名前清卫队和现代铁
路机车、汽车混合；广东锣
鼓和西洋乐队同行，可谓
五花八门。队伍长达5华
里之遥，商人乘机捞外快，
在沿途搭建看台设座，每
站位大洋3角，坐位6角，
可谓生财有道。
往事如烟，东芦浦填

平，斜桥早已拆除，辉煌的
盛家花园也烟消云散。盛
家花园旧址上的建承中学
与新成游泳池，也在20世
纪90年代随着南北高架
建设拆除。在一座城市的
飞速发展中，地名可以变
迁，但发生在这座城市的
记忆，我们不应让它湮没。

吴少华

张园和斜桥，还有盛公馆

熬煮番茄酱，无甚技
术含量，只需费时熬制，时
间成本昂贵，好在有番茄

沙司，基本满足对番茄蘸
料的喜好。
煮妇的日常，若是深

陷于长时间繁复的操作
中，难免会缩减其他社会
性参与，当煮妇被圈于灶
台，其个人价值会因与时
代脱节而显得苍白时，时
间成本将会显现昂贵的不

可替代性。
自从开启煮妇模式

后，关于煮饭多琢磨两件
事，一是好吃，一
是快捷。
将时间归于

时间，是不错的
选择，如同有苗

不愁长。让时间作用于食
物，完成蜕变，可以有效缩
短烹饪时间。这次是将番
茄提前冷冻后，制作番茄
巴沙鱼柳。
番茄提前置于冷冻

室，取出时冻得瓷实，放凉
水中，少许时间化冻，番茄
去皮轻巧，再将其切薄片
后，切碎丁。锅中少许油，
炒香番茄碎，倒水熬煮，加
少许盐、糖与甜辣酱调味，
放入巴沙鱼柳片，翻煮即
成。加糖是调和番茄冻后
的酸味，巴沙鱼柳虽是冻
制品，新鲜打折，好在无
刺，吃着省事，如此一碗番

茄鱼，当是孩子的最爱，关
键是制作简便，三五分钟
便烹调出一两个小时炖煮
的滋味。
番茄，冰冻之后，物质

调性改变。那么，人呢？
走过寒冬之后，会是如何？
刚出锅的番茄鱼，雾

气缭绕，吃饭的人看不见，
那是煮妇的冬日福利。

贾 妍

煮妇的冬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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