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6月5日世界环境
日当天，我写的生态纪实文
学《海菜花开》，由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召开出版座谈
会，全国有十多家媒体刊发
报道或书评。当月，该书就印了三
次。去年9月，由上海交大创作、学
生主演的校园话剧《海菜花开》在闵
行校区菁菁堂演出。今年3月，上
海交大人文学院学生主演的舞蹈
《海菜花开》在上海教委大学生艺术
联展上演出，获得一等奖。
海菜花是一种野生的蔬菜，好

看又好吃。
原本，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大理

洱海沿岸的水域中，海菜成片成片
地开花，叶茎碧绿，花瓣洁白，花蕊
鹅黄，随着水波荡漾，犹如清水的精
灵在跳舞。海菜花装饰了洱海，犹
如星星装饰了天空。
海菜花富含植物蛋白，是一种营

养价值较高的野生蔬菜。云南的很
多旅游饭店都有这道菜。海菜花的
食用方法和食用部位，因各地习俗而
有所区别。
在大理市白族人的饭店里，海

菜花的嫩茎与花苞，加上芋头煮汤，
看着碧绿生青，吃在嘴里，绵软，鲜
香，爽口，回味无穷，大受游客喜爱。
大理州剑川等地居民则把海菜

花当作香料来使用，食用时将海菜
花洗净，取其叶片和豆米（豌豆籽
粒）共煮。鹤庆的白族人使用海菜花
的叶和花苞做海菜豆腐汤，还用海菜
花来炒火腿、肉丝或腌制咸菜。
除大理外，云南其他地方，如昆

明滇池流域的居民也食用海菜花，

喜欢将其花苞做成一种海菜酢。
海菜花是云南高原湖泊古老的

沉水植物，在洱海的清水中生存了
几百万年，被称为“水质试金石”“水
质指示生物”，进化出“坚贞不屈”的
品格，水清，花妍丽；水污，花枯萎，
没有清水就死给人类看！海菜花在
1984年已列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
员会发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
物名录》。而洱海在1996年和2003

年两次暴发腥臭的蓝藻后，沉水植
物海菜花在洱海杳无踪影。经过以
孔海南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团队及
各级政府、企业、当地民众等十多年
坚持不懈的治理保护后，洱海重回
清水状态。自然生长的海菜花重新
出现在洱海里。
在大理，电视里常常放着一首

《海菜花》MV:“海菜叶子绿茵茵，洱
海眼睛亮晶晶，海菜花开一片片，洱
海心中清粼粼，海菜花，海之心，海
菜花，海之灵，海菜花，海之情。”
伴着柔美的歌声，身穿白族民

族服饰的姑娘小伙驾着小船，在清
洌洌的水中航行，驶过生长着大片
大片海菜花的湖面，姑娘小伙欣赏
海菜花那碧绿的茎叶、鹅黄的花蕊、
洁白的花瓣，脸上漾起舒畅的笑
容。画面上的洱海，依次展示了碧
蓝的天空、火一样燃烧的朝阳、雪白
的云朵、金光四射的晚霞、圆圆的明
月，真是美轮美奂。

海菜花确实是清水的精
灵啊，妖娆地妩媚地艳丽地
生长在湖面，还能增加水中的
含氧量，为洱海中所有生命的
繁衍助上一臂之力。

海菜花不光美丽，还是美味。只
可惜，水生植物保鲜期短，很难出现
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餐
桌上。《海菜花开》出版后，上海交大
的老师们研究出一种技术，将海菜花
的贮藏保鲜期延长至12天，这样，海
菜花就能经长途运输进入一线大城
市了。
去年12月，上海蔬菜集团洱源

海菜花种植基地在洱源县右所镇东
湖湿地揭牌，孙总裁说：“我们已经
把海菜花样品带到上海，供一些高
级酒店厨师试做，市场反馈非常好，
希望海菜花能够更好地走上上海市
民的餐桌。”
今年5月，上海光明食品集团、

上海蔬菜集团领导又走访大理洱源
海菜花种植基地，和上海交大挂职洱
源县的副县长一起开出海菜花的菜
单：鸡汤汆海菜花，诺邓火腿海菜花
汤，龙虾海菜花鲜笋汤，凉拌酸辣海
菜花，凉拌海菜花海蜇丝，凉拌海菜
花香干，海菜花煎鸭蛋（圆饼状），海
菜花炒芋头，海菜花虾仁水饺、煎饺、
生煎，海菜花涮火锅（锅底建议麻辣、
微辣）。
看这个趋势，海菜花走进上海

市民的家庭，走上市民的餐桌，步伐
在加快。届时，市民不去云南就能吃
到美味蔬菜海菜花，当地种植的农民
收入增加能致富，洱海环境能得到保
护，一举三得，可喜可贺。

朱大建

海菜花，清水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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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六一”

    年 月 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郭 影 编辑邮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这句当
下时髦的话，用来形容我儿时的“六
一”，再贴切不过。“六一”，对于很多孩
子来说，留在记忆中的是演出、主持、戴
红领巾、收获礼物，或者大吃一顿。这
些我都经历过，但又都如过眼烟云。若
要我回忆“六一”，那一定是：妈妈怕我
冷，“六一”那天不让我穿裙子。不过现
在想来，这里的冷，其实源自一种爱。
女孩总是爱美的。学生平时都要穿

校服，但儿童节，老师允许我们打扮得美
美的到学校参加活动。我爱穿裙子，但
直到“六一”那天，妈妈还是觉得天气不
够暖和：“你会冷的，瞧，现在农历五月都
还没到。”“人要有点汗津津的，你嗓子老
不舒服。”她可以说出一百个担心我会着
凉的理由。我不开心，但妈妈说的那些
理由，还是让我勉强信服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学五年级时

的“六一”，那天，太阳当空照，全校师生在

操场上列队活动。穿着长裤的我，看着前
面后面的女生，都穿上了裙子和白色连裤
袜，唯独我穿着牛仔裤，心里失落极了。
回到家，我一脸不高兴。妈妈总能以理服
人：“你体质不好。而且，我们要遵循大自
然的规律，吃东西要‘不时不食’，穿衣就
要‘ 不 时 不
穿’。”见我听不
明白，她又搬出
了天天挂在嘴
上的“春捂秋冻”。但毕竟一年只有一天
是儿童节。我还能想起，那天我想穿的，
是妈妈给我做的那件藏青色马甲裙，配个
白衬衫穿，又精神又好看。

上大学后，我大概有点逆反，再也
不穿棉毛裤了，还时常偷着乐，因为我
住校，妈妈鞭长莫及了。爱美之心人皆
有之，我特别喜欢穿裙子，也开始“突
破”季节限制，老爸看出了我的小心思，
带我去买了我的第一双长靴。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工作了几个
月。正好是冬天，我去买了一件如棉被
般的羽绒服，就是为了在零下的天气
里，依然能穿上漂亮的裙子。
不过，妈妈教育我“不时不穿”的道

理，在后来的生活中一次次被印证。读
研时，有一
次我穿着一
条破洞牛仔
裤，走进“中

国传统文化”课程的课堂。那天，上课内
容恰好和节气有关——人要顺应季节和
节气的变化。课堂上，我妥妥地成了反
面典型，老师指着我膝盖的破洞告诉大
家，千万别学我，因为气温骤降时，膝盖
和脚踝特别容易受寒气侵袭。
今天，着装自由度已经很高的我，

早已对妈妈在“六一”不让我穿裙子的
事释然了，甚至越来越理解她当年的良
苦用心。我也开始服气生活中妈妈对

于时令和节气的讲究。她现在依旧会
教育我：“时令有度，生息有节。”她也和
外孙女、外孙一起用上海话演绎二十四
节气，传播节气的智慧，还会把那句“自
然是按节气时令更替轮回的，要顺应自
然，不能逆天而行”挂在嘴上。
如今，当女儿对我提出天冷也要穿

裙子的想法时，我几乎不拒绝她，可能有
一些我的“六一”带给我的影响。我想保
护她的爱美之心，但前提还是妈妈常说
的“要保暖”。我给女儿买厚连裤袜，也
会跟她讲“不时不穿”的道理，当然还有
我的“六一”故事：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
你冷，但这是发自心底的爱意。同一个
世界，不同的妈，但妈妈说的都对！

丛 歌我想穿裙子

今年二月的一天，在
北京遇上了难得一见的
大雪。
因为出差本就很突

然，又过了隆冬，所以，
当天下午开完会走到室外，看见地面厚
厚的积雪，空中仍然飘着鹅毛大雪，不禁
多了几分惊喜。
好几年没有看到下雪了。对于北方

而言，下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上海下
雪似乎是难得的奇景。偶尔下雪，大人与
孩子一样开心，甚至做好了堆雪人的一切
准备，可惜，上海很少有能够堆雪人那么
大的降雪，常常是“雪花空中飘过，地面不
留痕迹”。于是，准备堆雪人的大人
孩子，只能带着几分失望各回各家。
或许就是这种盼而不得的

失望，让上海人也让其他南方人对
雪充满了好奇与期待。现在交通
方便了，南方没有雪，便可以说走就走，去
北方看雪。今年初，哈尔滨就因此火了一
把。据说，因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成为众
多南方人心中的旅游打卡地，南方“小土
豆”勇闯冰城，元旦三天假期，竟然给这座
城市带来60亿元的旅游收入。
当然，所谓的钱或收入是成年人眼

里的东西，孩子们很少有“经济头脑”。
今年寒假，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孙女，拿着
平日积攒的几百元钱，提出要去哈尔滨看
雪。看着她那充满期待的神情，自然不忍
让她失望，一家人商量后，决定让奶奶带
着她去哈尔滨一游。四天后归来，讲起去
冰雪大世界、太阳岛玩的情
景，她眉飞色舞，满足感、幸
福感溢于言表。虽然老两
口破费万元，但万金能买晚
辈一笑，也算物有所值。
其实，我的儿时，看

雪、玩雪是不要花钱的。
在离上海百余公里的南
通，那时每到冬天，便会天
寒地冻，河面上溜冰是稀
松平常的事，下雪也颇为
平常，每个冬天总有几场大
雪，遍地白雪皑皑，早上去

学校读书，或是一不小
心，或是有意为之，栽倒
在雪地上，再打上几个
滚，待从雪地上爬起，衣
领、袖口、鞋子里已满是

雪。那时似乎不怕冷，抖出衣服、鞋子里
的雪后，继续玩，继续闹。
下雪天最有趣的事，便是几个小伙

伴一起逮麻雀。下雪天鸟儿野外觅食困
难，便飞到房前屋后，这就有了逮住它们
的机会。记得当时捉麻雀的工具很简
单，在清扫过雪的地面上，用一根木棍支
起一个筛子，筛子下面撒一把粮食，再用
一根长绳连着木棍，然后躲在一角，见鸟

儿（主要是麻雀）走到筛子下面，便
使劲拉一下绳子。然而，麻雀的反
应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拽动绳
子，不及木棍带动筛子倒下，麻雀
早就飞到一边去了。当然，有时也

可能有一两只被压到筛子下面，当我们欢
呼着兴奋地奔过去，将手伸向筛子下面
时，麻雀乘机从缝隙中逃离。于是，几个
小伙伴互相责怪，待论战结束，又开始支
起筛子……
窗外的雪潇潇洒洒，一直在下。一

个人静静坐在写字台前，忽然有了几分
孤独感。在这个静悄悄的雪夜，最浪漫
的事，或许是端起一大碗（不是杯）酒，嚼
几粒花生米，与飘落的雪对饮吧？想到
这里，走到楼下的超市，买了一包盐焗花
生米和两瓶啤酒，待酒与花生皆已下肚，
飘飘然倒床便睡。

苏 虹

雪夜记趣

御碑亭 （设色纸本）朱 刚

也是自己嘴馋，明知道一个人喝不了
那么多，还要出门，却忍不住去泡了它。
那个叫“小青柑”的家伙，我在琴的

茶社喝了它，就很念它的味道。清新的
陈皮的味道。
清雅新悦又满含岁月的沉淀。我觉

得只有这么描述，才能说尽它给我的感
觉，才不枉我凌晨睡不着了爬起来写
它。写我对它的留恋和宽宥。
我恨失眠，也爱失眠。恨是因为，对

于一个中老年女性来说，凌晨两三点不
在睡梦中，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她应该
还在梦中，她最好还在梦中。而
你也许和我一样，竟爱上了这个
宁静有余的时间段，会自然而然
在心上流淌出梦一般的文字。这
份爱，需要割舍，需要付出，还需
要猝不及防。
生活中，观赏，走动，思考，犹

疑，发现，回味等诸种，就如“小青
柑”一般，经历过，齿间早已流失，
心上却还有那种味道。清新的，
陈皮回甘似的。有些，我不能
说。总是这样，总是不能说。一
说，就觉得自己欠了生活什么。
好吧，那就只说这可爱的小

青柑吧，不一定要按着茶道的顺
序来，不一定先要足足地醒茶，也
不一定先要洗茶，但可以闻香。将它放
在手掌里，用你的鼻子凑近它可爱的身
体，闻它小小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那种
独特的香味，是果香，也是茶香。还有
你心上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之香。
然后，用滚烫的开水来浸泡它。它

经不得泡，水一下子泛黄了，是清澈的
晶亮的黄，像你心目中的普洱，像第一
泡茶醒了你人还没醒，耽搁了一点点时
间的样子。颜色深了点，你不要停，也不
要怕，喝掉它让它成为你的。
你再泡泡看，再泡上一壶，你就能看

到干白的样子——此时，爱酒，通常喜欢
浅酌一杯的我呀，还没去喝它，就已经醉

了。正是记忆中沉醉的样
子，伴着春风荡漾的夜
晚。哦不，抑或没有春风
只有夜晚，但你心里可以
有。你的心里，可以有无
尽的风情的江山，有美人，有佳酿，有它
——小青柑。
可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有些人有些

事情，怎么是那样。不熟悉，头一次见到，
远离我们的想象。也许是你自己太罗曼
蒂克了，世界原本不是我们推断的那样，
世界原本就是这样，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

深远的胡同里，你以为多走几步就
有出路口。
但，就是没有。
有的是你的想象，你想象中的

人与人之间的毫无芥蒂，你想象中
的事情的完美无缺不带一点旧物
的风尘。但是不。恰恰不。每个
人每件事，都落满了尘埃。问题
是，你并不嫌弃这落满尘埃的世
界，你居然也能在这深远的，或许
永无出口的胡同里，看到可以怦然
心动，可以欣喜莫名的尘世之花。
并且从花里，不断开出留恋和宽
宥。你想起，即便高高在上的天空
和星辰，也是有缺陷的。
高不可及，就是一种缺陷。

令人遗憾的缺陷。是谓“缺憾”。很美。
美到无法拒绝。
明镜本非台，何处不尘埃。心若菩

提，尘埃算什么。
就像这回甘的小青柑，你不趁着它

正青涩的时候采摘下来，不趁着它还活
色生香的时候掏出本身的内容，再将曾
经风马牛不相及的陈普塞进去，它怎么
可能会有你现在所品尝到的味道？那种
清新哪里来？那种陈香哪里来？
这就是两难。两难的境界。矛盾重

重的境界。烟尘的境界。
我们坠落其中，像某一个意念中的

秋夜一样，来来去去，不同而同地释然。

浅

酌

小
青
柑
，小
青
柑

孟氏避雨御碑亭
生春守礼金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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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少年不轻
狂？由“翼风”引发
的那份轻狂，映照着
一份美好回忆。请
看明日本栏。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
领袖，在诗词、散文、书法、
绘画诸方面造诣深厚。苏
轼酷爱读书，尽管一生颠
沛流离，可走到哪里都离
不开书房。
少年时，苏轼、苏辙在

眉山生活，在屋后空地上
盖了一间小屋，取名“南
轩”，就是兄弟二人的书
房。后来，苏轼写《梦南
轩》记之，“坐于南轩，对修
竹数百，野鸟数千。”“南
轩，先君名之曰‘来风’者
也。”概括书斋的位置和名
称的由来。苏轼任密州知
州时，在后衙超然台南侧
修了一座花园，盖了一间
书房，取名“西斋”。斋旁
广种石榴树，花开时节一
片灿然。“乌台诗案”后，苏
轼被贬黄州，开荒种田，将
田地命名为“东坡”。在友
人的资助下，在东坡盖了
五间房，其中一间作为书
房。因四壁涂刷白灰，画
满雪景，遂取名“雪堂”。

苏轼被贬一路南下，
正如他诗中所言：“问汝平
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
年过六旬的苏东坡贬作琼
州别驾，昌化军（即儋州）
安置。次年，他在张中等
人帮助下，建了一处新居，
名为“载酒堂”，取《汉书 ·

扬雄传》“载酒肴，从游学”
之典，用作自己读书、写作
的书房兼会友之所。在儋
州期间，苏轼续写完成了
《东坡易传》《东坡书传》
《论语说》3部著作，撰写
文章160余篇，创作诗歌
170余首。后来，苏轼在
载酒堂办学堂、介学风，大
力传播中原文化。人们为
了纪念他，于明代嘉靖年
间将载酒堂更名为“东坡
书院”。

刘琪瑞

苏轼的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