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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俱是看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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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为新民晚报写了一则
介绍家乡醋熘肉丝的短文，不想引
发圈内友人的集体围观，好事的“吃
货们”甚至声言要结队去济宁品尝。
本来，这事热闹一阵也就烟消

云散了。岂料春节回乡，在一次同
学聚会的饭桌上，这则小文再次被
大家提起，组织者特地把醋熘肉丝
点作第一道菜品，算是对本人传播
家乡美食的特别奖赏。就在大家争
相褒奖时，一位默默坐在一端的餐
饮界同学突然发话：云德的文章我
看过，今天借机说两句。文中所写
基本都对，大伙的附议也在理，但文
章有个大的缺陷，只写了菜品的皮
毛，没抓住问题本质。关于醋熘肉
丝的选材、配料、刀工等都属于基本
常识，烹炒时除了火候不易把控之
外，最为关键的两个环节在于添油
与加醋，文中却没有深入涉及。第
一，炒菜添油前必须先热锅，食油沸
点低、吸热快，若是冷锅添油，油热
了锅还没醒透，这时再把大量冷菜
一股脑地倒进去，温吞吞的一锅菜，
神仙下厨也炒不香！第二，醋的加
法不是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性加
足。醋熘肉丝必须两次加醋，首先
要在热油爆过葱姜、花椒和黄酱后
加前醋，把醋香炒出来，这样既可防
止芹菜和豆芽炒过火候，又能促成
菜对醋的充分吸收，增强醋香的厚
度；菜炒毕，起锅前还要再次沿锅淋
些醋，这叫“锅边醋”，作用在于为肉
丝进一步提鲜。有了这两道工序，
肉丝的醋味就有了丰富的层次感。
大厨的话音未落，坐在我身边

的女同学可能担心我难堪，忙以戏
谑的口吻替我圆场。她说：“徐厨子
别那么苛刻，人家写的是美食，不是

要给读者上你的烹饪专业课！”厨师
同学或许也怕我误解，立刻接茬予
以解释。我赶紧站起打断他道歉的
话头，真诚地表示：自己搞了半辈子
评论，经常对别人的作品评头论足，
老兄尽可放心，在下肯定有接受批
评的胸怀。更何况学长所言既解答
了本人屡试屡败的难题，又向大家
传授了烹饪秘诀，本人不仅不会介
意，还要表达最为诚挚的感谢！为
显示谢意确乎发自内心，我隆重提
议：这第一杯酒，先敬我们掌勺的大

厨！迅速掀起了一轮喝酒高潮。
酒过三巡，大家余兴依然未尽，

有人提出：徐大厨关于醋熘肉丝的
一番高论，大有“画龙点睛”之妙，如
果不属于祖传秘籍、独门绝技，不知
是否可以公之于众？徐大厨毫不迟
疑地慷慨应允。我认领的广而告之
的任务也不难，照章实录即可。唯
有其间带给我的两点触动，倒是值
得借此讨论一番。
触动之一是，术业有专攻的常

识务必时刻牢记。当今世界，社会
分工越来越精细，隔行如隔山的分
界愈益鲜明，世上没什么全知全能
的神灵，一个人如若不能清醒、时刻
保持谦逊的学习态度，妄自尊大、自
以为是，就会随时出丑，掉队落伍也
是必然的。每个专业都有自身的科
学规律，都是无数次探索、实践、创
造与积累的硕果，来不得丝毫的马
虎、轻慢与懈怠。只有真正懂得尊
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切实放手让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只有充分尊重每
位从业者独立的个
性，最大限度激发与
保护他们的创新创
造热情，既分工协作、又相互促进，
才能保障具体专业乃至整个社会不
断走向成熟与进步。
触动之二是，细节决定成败，分

寸和尺度的把握本身就是高难度的
人生哲学。世上许多事，材料与流
程或许大体相当，但怎样拆分组合、
何以适时操作、工序的轻重缓急，方
式稍变，结果可能截然不同。正所
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像添油加
醋这类的烹饪细节，时机与分寸的
把控，更是直接决定着菜品的高下
与优劣。
如果我们由烹饪向着社会领域

稍加推展，人们日常生活的言行举
止、社会交往的尺度与分寸把握，或
许同样可以成为生活衡量社会风气
好坏的试金石。尽管鉴于醋与“吃
醋”“醋意”有较高的关联度，“添油
加醋”引入社会生活时多属贬义，常
与背后讲人坏话、风评添枝加叶、遇
危落井下石之类的坏事联系在一
起。然而，如若我们抛开醋的贬义
指向，仅从加油与助力的正面效应
上去理解，呼唤人际少点冷言冷语、
少点相互提防、少点恶意拆台，在他
人困难时多一些帮助、迷惘时多一
些疏导、误解时多一些规劝、堕落时
多一些警告、奋进时多一些鼓励，
“加油”的细节累积就能慢慢形成强
大的历史推力，友善、信任与和谐的
滚滚暖流就会不断涌入社会生活，
让世界充满爱的美好理想肯定就不
会停留于向往的层面上！

云 德

添油加醋

那是一个黄浦江上凉爽的傍晚，我
跟吴越和刘舒佳在黄浦江的游船上做谈
话节目。
很惊奇地看着黄浦江两岸灯火璀璨

的样子，我想起曹景行。他提起过一次，
在2015年电视节目《双城记》在外滩做
电视直播，江两岸灿烂的灯光，还有比两
岸更灿烂的江水，而那时，整个城市沉浸
在世界一家共欢乐的好心情里。我们在
规划《巡江记》拍摄时，曹景行就
说，我们这次一定要把黄浦江上
灿烂的夜景拍下来，2021年，黄
浦江岸线上45公里公共空间已
经贯通，苏州河岸线上的20公里
公共空间也已经初步贯通，所以，
这次我们拍摄的船甚至可以从黄
浦江一直连到苏州河去。
他说这话时眼睛放着光。
那时他已经得了癌症，他迅

速消瘦时也突然变得年轻而英
俊。在黄浦江的灯影与微风里，
他的脸又浮现出来。其实每个人
在说到心爱之物时，都会两眼放
光的，这样的光芒能将这个人整
个脸照亮。
曹景行向往过，我们就这样，

在船上谈论上海这座城市，黄浦
江这样的河流对我们的影响，一
边望着璀璨上海在我们眼前缓缓经过，
象征与隐喻性巨大的外滩，黄浦码头，中
国最早的发电厂、自来水厂，杨树浦发电
厂的大烟囱，红白相间的烟囱像足球
袜。然后我们在外滩公园处拐进苏州
河，路过邮政局气宇轩昂的大楼，沙逊洋
行建造的河滨公寓，沿着一座座民族企
业在上海腾飞时的仓库建筑一路向前，
一直去看圣约翰大学在河边的旧址，现
在是华东政法大学。校园里还保留着对
第一任华人院长颜永京的纪念大楼思颜
堂，这个颜永京也是有记载的第一人，要
求外滩公园有序向华人纳税人开放。我
们上海的一江一河两岸，的确有在地理
上铺陈开来的半部上海近代史，我们作
为父母带来上海的孩子，对这江河边上
的历史细节，有着回到外婆家般的熟悉。
其实对曹景行来说，上海和香港都

算是他的外婆家吧。曹家的两代人，曹
聚仁和曹景行，都是出色的记者，也都在
上海和香港长期工作。曹景行确实比他
父亲的命好，他做记者和凤凰卫视时事
评论员的年代，全球化正轰轰烈烈，他在
全世界采访积累起来的见识和前瞻力让
他对上海有清晰的认识和分析。
“只要不打仗，上海就能扛过它所有

的困难。”他的声音在江声里涌现出来。
说这话时，企图控制癌症的虎狼药损坏
了他的声带，使他的声音听上去干涩而
软弱，虽然不至于嘶哑，但已不再是健康
时的滔滔雄辩。
上海是个经历过许多困难的城市，

这是一座顽强的城市，因为机会所以总
是生机勃勃，我们总是乐观地等它站起
来拍拍土，又笑嘻嘻飞奔向前。

我们在剪辑房里看着我拍
回来的黄浦江，这样对话。
“要耐心。”
“要努力工作。”
“要相信它自身强大的能

量。”
“要看到它的不易之处，和

它的顽强之处。”
“每个上海人都要尽力保护

它已有的成果。”
“那么谁是上海人呢？”
“每个住在上海的人都是上

海人。”
船路过陆家嘴，那里的玻璃

幕墙上打出“我爱上海”的字样，
以及一颗肥壮的红心。
我相信这就是曹景行想说

的那句话。
今天，我这是代替远去的曹

景行来江上谈论他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
的黄浦江吗？要是这天晚上他跟我们在
一起，我们大家都会高兴的吧。我还是
很想念曹景行啊，这位宛如赤子的上海
知识分子，是七七级复旦大学文科生，六
六届市西中学高中生，少年时代响应毛
主席畅游长江的行为，横渡过黄浦江。
中年时是凤凰卫视著名的时事评论员，
晚年时他在上海世博会的半年里采访了
两百个参与世博的人，做了两百期短视
频。他最后一个户外采访，就是在世博
会原址上采访上海世博协调局局长洪
浩，谈的是上海如何有效利用好世博遗
产。
船路过和平饭店时，我想起我们在

和平饭店一楼的维克多咖啡馆拍摄时，
他提议要在咖啡馆外面的街边立一块牌
子，标明这里曾是1937年8月南京路被
炸的地点。他觉得来南京路的人都应该
知道这件事。
吴越先生指了指夜空：“曹先生跟我

们在一起啊。”
刘舒佳抬眼看了看被灯光遮暗了因

而变得格外深邃的夜空：“曹先生会高兴
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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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手只身南北游，
中年栖逸外滩头。
浮沉砥砺拼争起，
进取超然乘智舟。

研武身心修大道，
书诗性阔出闲悠。

为而不恃自然意，
福慧双修自在流。
注：受邀赴港参加金

庸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
念会。顺缘造访金庸馆，
受先生一语“南来白手少
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
感应，自思于1991年3月
离家下海逐浪，南流（珠

海、深圳）北漂（北京、河
北），踽踽而行，上下求索，
已整33年。其间，本着
“人生就是不断的进取和
不断的超越”信念，摸着良
心做事，凭本事吃饭。痴
狂过，清冷过，高光过，挫
折过。深会金庸笔下江湖
恩怨情仇，尔虞我诈，成功

失败，入世出世之态。渐
明“以财富修圆融，以心平
成多赢”之理，遂援商、武
入道，援诗、书入境，自利
利他，成人成己，据德，依
仁，游艺，向内求不住精
进，向外缘不沾不滞，契入
“一颗心在红尘，一颗心在
净空”的两行合一之途。
即随感而发，吟此诗以记，
以期事功与人生的“生而
不有，为而不恃”“福慧双
修”之自在自然。

邓 名访金庸馆

君子自强不息

徐云叔 作

素馨花一开，春天就如泄
闸的水一样，哗地来了。我喜
欢这个季节，那些粉墨登场的
花儿，让我感受到了这大地上
的锦绣，不亚于绣娘的手艺。
院子里的那株素馨花是我

去年在端阳花市上买的，瘦弱，
营养不良的小苗让卖家20元
钱就抛售给了我。我把它移栽
在柿子树下，顺便用竹子搭了
一个简单的篱笆，希望它那些
藤蔓有所依附。父亲把鸡粪顺
手丢了两铲子，算是给这株花
添加肥力。素馨花有气无力地
耷拉在竹篱笆边，貌似一个垂
死的人。没过多久，我便忘记
了它，我的精力放在了那些肥
厚且长势喜人的兰花、桂花身
上，也忘记了为其浇水。
冬天时，素馨花完全只有

了光秃秃的藤枝，我以为它已
经在我的忽略中死去了。今年

的两场春雨后，猛然有一天，才
发现素馨花的绿藤爬满了竹篱
笆，那些纤细而有力的枝芽，一
根根顺着竹笆指向了天空。密
集而生机勃勃的样子让人惊
诧，这曾经是那株濒临凋敝的
植物么？它什么时候储藏了如
此多的能量，让自己在短时间
内焕发出如此强大
的生机？在我不经
意的时候，它竟发疯
似的，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爬满了为其搭建的房
屋，这势头像在宣誓它的存在，
也在抗议我的漠视。
没过几天，藤蔓上挂满了

一簇簇的花苞，像密集的小火
箭一般蓄势待发。我理顺了它
的枝条，看着这些儿孙满堂的
花苞，有种说不出的欣喜，又过
了几天，花儿便争相开放了。
素馨花，这个名字真是贴切。

花苞时是淡粉色，炸裂的花瓣
是纯白的，花内一点针心大的
黄蕊探出，恰如其分地装点其
间，让整朵花瞬间别致起来。
这花素净不张扬，小得羸弱，却
散发着迷人的馨香。春日里，
爱美的女子总喜欢摘几朵别在
发间，香气流转，心情也随之飞

扬。插一束在房间，连香水钱
都省了，素馨花让庸常的生活
平添了几分雅致，真好。
与此同时，山野里的白鹭

花也竞相展颜了。白鹭花，这
个名字起得很生动，春风中，那
一朵朵花就像一只只飞落枝头
的白鹭，开得一山一坳雪落一
般。这个时节，山里人最喜欢
带上竹竿打白鹭花，因为白鹭

花树总是长得高大而细长，不
易攀摘，所以才借助竹竿，我们
俗称“打白花”，儿时常常与表
姐背着竹箩到寨子旁的山箐
里，为的就是打白花。表姐需
要攀爬到树腰，举着竹竿，一挥
就是一阵花雨。我系着布朗族
的围腰，用手兜着两个边角，站

在树下承接这纷纷
扬扬的花儿，一会就
沉甸甸的一兜，倒进
竹箩，继续接。几阵

花雨后，竹箩便装得满满当当，
表姐就像猴子一样滑下树，和
我一起捡拾地上散落的白鹭
花。回到家，拣去杂枝，便下到
滚水里煮，煮熟的白花，捏做一
个个小小的团子背到10公里
外的集市上去兜售，表姐便是
在汗水中完成这项活计的。卖
了白花，她总是不忘买几颗糖
回来给我，也不忘留下一些煮

好的白花泡在清凉的水中，只
待入菜。或热炒，或凉拌，或煮
汤，各种菜式，随意烹制。这样
的花带着山野的气息，带着表
姐的温情，入口甜美。如今，我
已远离山野，而每到春天，依然
会从集市上买来白鹭花享用，
让自己与那段回不去的时光再
次重逢。
其实，在云南的大地，春天

铺陈着姹紫嫣红的同时，也让
人们从各种色彩里觅得千般滋
味。金雀花炒鸡蛋，白鹭花烩
蚕豆，木棉花凉拌，密蒙花煮
饭，玫瑰制鲜花饼……这些精
灵般的花儿，使人赏心悦目，也
唇齿留香。

李俊玲春日云南好看花

责编：吴南瑶

西藏的春天
从林芝开始。漫
山遍野的桃花灼
灼其华，显露出
纯洁的大自然
之美。山间白雪皑皑，山脚碧波如玉，
《桃花源记》盛景再现，“西藏江南”——
林芝，真的不负远途而至的天下行者。
林芝，藏语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不

远千里，从中国的东海之滨，我们来了！
上天眷顾，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
脉和横断山脉，形成合抱之势，造就了林
芝独特的气候与环境。春到林芝赏桃
花，已成西藏名片。
始于22年前，林芝桃花节一年一

度，风靡世界。林芝桃花名“西藏桃”，俗
称“野桃”，树高花繁，开得狂野，寿命可
达千余年。很多地方山脚桃花盛开，山
上则是雪峰，别有风味。林芝友人热情
似火，见面“桃花酒”人皆一大瓶，连呼
“再上，再上”。这位内地入藏创业的友
人已安家林芝，其雄心勃勃，正撸起袖子
加油干，令人赞叹。
漫步“桃花之乡”嘎拉村，游人如

织。人们相约林芝，寻访美丽中国“最”
美春天，品味西藏独特文化，饱览壮丽而
秀美的自然风光。此时，直插云上的峰
峦，银装素裹。而漫山遍野的野桃花，却

似藏族姑娘脸
上的高原红，醉
霞绯云般地争
相斗艳，不仅让
人领略雪域独

特的旖旎风光，更让人赞叹西藏浪漫美
丽的春天。每年3月，林芝寒意未尽，却
已是花的海洋。粉嫩如烟的桃花，倚立
气势磅礴的雪山怀抱，无限柔媚妖娆，映
着蓝天白云，美不胜收。
林芝的野桃，树干粗壮，气势雄壮；

花朵多为粉红或深红，花朵虽小，密密匝
匝，呼呼啦啦，成千上万。尼洋河两岸的
山坡上，桃花与油菜花交相辉映。三面
环山的桃花沟，溪水从山顶倾泻而下，涧
边野生桃树层层叠叠，使游人远离城市
喧嚣，在青山绿水白云间，感受春天的喜
悦，乐享山水的美丽和谐。
林芝波密有中国最大的桃花谷。沿

桃花沟一路进去，是波得藏布和曲宗藏
布两条江流，从海拔2600米到3300米，
桃花随着海拔的变化次第开放，整个春
天都可以在此赏桃花。远处的冰川雪
山，近处桃花遮掩下色彩斑斓的藏式房
屋，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堪称一幅大美
图画。波得藏布江两岸的山坡，被红粉
色的桃林包围和沁染。百年老桃，满枝
繁花，掩映着藏家小村庄。诸多大型冰

川，多在两江上游，规模宏
大、蜿蜒千里，景色壮观。
云雾缭绕的青山下，恬静的
小藏村，路边的原始森林，
美丽的风光目不暇接，吸
引着生态探险者、自驾客
和背包客。路过的游人，
大多会停下脚步，拍摄这儿
的美景。
拎起行囊，说走就走，

让身体与灵魂都在路上，
寻找人生的浪漫与生活的
真谛，对一般人而言，说说
可以，行动很难。不像这满
天的野桃花，无需言语，默
默成为壮行者，为雪域世
界贡献了那么多的美好。
林芝将最美的春天，

不仅给了嘎拉村，也藏在
了一个个小村庄里。山白
桃粉，热热闹闹，如约而
至。友人相见，还有青稞
美酒。这人间仙境，我的
朋友，赶紧来啊！

管苏清

狂野桃花醉千年

爱看十
顷菜花黄。
请看明日本
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