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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亮点
据悉，本次展览是基于上海鲁

迅纪念馆“朝华文库”的藏品进行的
重新整理与策划。
展览分“芳馨遗远”“纸短情长”

“朝花夕拾”三个板块，75件手稿包
括了鲁迅、瞿秋白、茅盾、朱自清、丁
玲、胡也频、冯雪峰、柔石等人的创
作包括翻译原稿，鲁迅与郑振铎、施
蛰存、许寿裳、内山完造，柯灵与赵
家璧，臧克家与楼适夷，端木蕻良与
陈学昭等的通信稿。
其中由瞿秋白译的《静静的顿

河》卷首哥萨克歌谣由上海鲁迅纪
念馆老馆长谢旦如从战争岁月中保
存下来。谢旦如早年开办的书店，
是“左联”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
起，在党组织安排下，谢旦如掩护瞿

秋白夫妇在沪居住两年之久。先烈
的手稿和遗物在新中国成立后由谢
旦如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展览
中展出的还有胡也频《自祷》以及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梦珂》等
手稿。
鲁迅手稿《势所必至，理有固

然》见证了关于“文学是不是宣传”
的争论，写后被弃之纸篓，被夫人许
广平悄悄“抢救”回来，在鲁迅去世
后发表于《奔流新集》第一辑，后收
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本次展览还有两份首次与公众

见面的手稿——黄源著《鲁迅先生
与生活书店》、楼适夷著《关于鲁迅
会见陈赓同志补充材料》。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副

馆长王晨介绍，鲁迅先生与韬奋先
生生前有过合作交往。1933年，韬

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即
将出版时，鲁迅先生就主动写信，提
供了《高尔基画像集》用于配图。同
年韬奋先生因为时局所迫开始了海
外流亡的生活，鲁迅先生在这一期
间，对韬奋先生所在的生活书店给
予了很大的声援。展厅中有一份黄
源的手稿《鲁迅先生与生活书店》就
是这段声援的见证。据黄源统计，
鲁迅先生从1933年7月到1935年
10月，为生活书店的《文学》《译文》
《太白》三本杂志共计撰稿79篇，为
《世界文库》翻译了长篇小说《死魂
灵》第一部。此外《小约翰》《表》《桃
色的云》三本书也在生活书店出版
了。生活书店的杂志和书籍出版得
到了以鲁迅先生为首的“左联”作家
的支持，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文化战
线，在反文化“围剿”的过程中起到

了重要作用。
为方便观众观展，展出的所有

手稿都经过辨认附上释读详情、手
迹的背景情况，略述了稿本的形成
和流传过程。

历史现场
展览展出的相关实物65件中

包括曾由曹聚仁收藏的锌版鲁迅书
信手迹，李霁野收藏的鲁迅像，还有
吴朗西、周文等生前所用过的印章，
赵家璧的烟斗、名片，靳以保存的第
二次文代会徽章等。

展厅内还原了鲁迅生前最后一
个住所山阴路故居的外观，尽力把
鲁迅先生生命最后阶段的工作成果
整体展现在观众面前。曹聚仁编写
的第18卷《鲁迅年谱》手稿记录了
鲁迅先生1936年的工作与生活，这

位文化巨匠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仍
在非常辛劳地工作，出版了《故事新
编》，编译着《死魂灵》第二部，选定
了《苏联版画集》，出版了《凯绥·珂
勒惠支版画选集》，为《中流》创刊号
写稿……
展览影视厅内循环播放着名家

忆鲁迅的视频，包括陈荒煤两次见
到鲁迅的印象，胡一川聆听鲁迅讲
座的回忆，还有王尧山、萧乾、周而
复回忆鲁迅对他们的影响。
展览还吸收主题出版插画、印

章、木刻元素等推出一系列文创产
品，为观众特制了《朝花旬刊》封面
木刻图案、陈学昭名篇《工作着是美
丽的》印章、《呐喊》封面木刻字集
章，让观众领略独属于那个时代的
审美。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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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帮 客帮
在不锈钢的长台面、最普通的

不粘锅，还有最寻常的酱油、胡椒粉
面前，正在切菜的“白袍子”大厨左
臂上有一面国旗，胸前有一个国徽，
国徽下面赫然写着“中国烹饪大师
杰出贡献奖”。他就是任德峰。

清末，从上海老城厢始，沿租界
扩张同步发展，本帮饭店达数百家，
为适应各种新移民的口味，饭店的
厨师在上海本地农家菜的基础上融
合了徽菜、淮扬菜、苏锡菜、宁波菜
等各种江南风味的特征而形成了独
有的本帮菜味觉，既体现了江南味
道的最大公约数，又是上海这座城
市文化的味道。

讲起本帮菜，生在上海、长在上
海的任德峰很是骄傲。“浓油赤酱从
口感来讲是极好的。本帮菜其实很
吃功力的，讲究的是久炙长焖。我总
结本帮菜有16个字——四季分明、
选料精细、原汁原味、讲究火候。”任
德峰的话匣子打开了，“本帮菜以烧
为主，上海人俗称‘烧菜’，详细点，可
以分为红烧、自来芡烧、大闷烧、烤
烧、扒烧、干烧、家常烧等十二大类，
尤其红烧最为常见，浓油赤酱嘛。”
甚至，红烧也分为煎烧、炸烧、

拉油烧、落汤烧等技法，门道很多。
“比如说老饭店一份红烧 鱼，大
火12分钟，中火8分钟，小火20分
钟，再大火来一遍，三四分钟，一条
鱼总共要烧45分钟。做这条鱼

要讲究火候，大火、小火、文火，还有
一个点火，缺一不可。”他说。

传承 创新
说起上海老饭店，任德峰也有

一肚子的故事好讲。最挂念在心里
的是已故的恩师李伯荣，“我师父的
爸爸是当年上海德兴馆的股东之
一，他作为‘小开’喜欢烧菜，也上炉
头，慢慢就钻研开了。”
以李伯荣的名菜扣三丝为例，

任德峰说，扣三丝是从淮扬菜煮干
丝演变来的，上海人把它当作“金
山”“银山”，讨个吉利和口彩，金就
是火腿，银就是冬笋和鸡丝。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师父李伯荣
把它先扣在碗里去蒸，蒸好以后倒

出来，再浇上汤汁。到了80年代以
后，李伯荣感觉碗的造型还不够好，
就用个酒杯，把鸡丝、火腿丝、笋丝
一层一层地扣进酒杯去。“到了
2014年，上海本帮菜申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时候，我的扣
三丝可以做到，每人一份，45克，
1999根。”任德峰自豪道，“当时我
们派了三个人数，数了五个小时，像
棉纱线一样细，可以说是精致化、极
致化。到现在这道菜也还是上海老
饭店的一个招牌。”

对于这份传承和创新，任德峰很
骄傲，他到现在还在不断地研究、研
发。他说：“原先我师父那一代人烧
八宝辣酱，主要靠辣酱、甜面酱、豆瓣
酱，又咸又辣，现在我们调料多了，有

海鲜酱，我里面还放了点蚝油，再放
了点黄冰糖。现在调料丰富了，所以
做出的菜应该比以前要好得多。”
任德峰说，现在食材也丰富了，

年轻的厨师们已经可以用世界的食
材，来烧出上海的味道。“但我还是
那14个字，‘继承传统不守旧，开拓
创新不忘根’。不要把老祖宗的东
西忘了，你得有一个初心。但是你
也不能把老的东西一直传下去，因
为时代在变，形
势在变，消费者
在变，消费者的
需求在变。”任
德峰说。
本报记者
孙佳音

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非遗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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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学厨算起，我烧菜，烧
了50多年了。只要三斤半的锅子我还
颠得动，菜市场我还逛得动，我就会一
直烧下去，教下去。”
“现在加起来徒弟有一百多个吧，

最小的一个只有20岁，也跟我学了三

年了。我始终有两句话给年轻人，要继
承传统不守旧，开拓创新不忘根。”

2014年12月，上海本帮菜肴传统
烹饪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时任上海德兴馆、上海老
饭店总经理兼总厨的任德峰被命名为
该项目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十年后，
年近70的任德峰入选第六批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关于本帮菜，他有很
多故事，还有很多经验，更有很多期许。

■ 精致的扣三丝犹如艺术品 ■ 任德峰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用世界的食材烧出上海的味道
——记上海本帮菜肴传统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任德峰

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展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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