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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芬芳时
节，我与内子驱
车沿G60高速一
路疾驶，在嘉兴
出口下去，再向
北开十几分钟，就到了濮
院时尚古镇。古老与时
尚，是一枚银币的两面。
我们入住的那家民宿

镶嵌在景区里，粉墙黛瓦
的江南情致，中间有一个
小天井，七八间客房，每个
窗口指向不同的风景。放
下行李出门踩点，跨出客
堂就有一条回廊横亘眼
前，美人靠上一坐，阳光打
在脸上，一架鸟笼，一片翠
色，一树紫花，一条河，三
座桥，一叶扁舟。这一切，
恍然被沉浸在一个AI小
视频里。
漫步在濮院景区的石

板路上，浓浓的乡愁便如
秋潮般地卷起，这里有一
树梨花从斑驳的粉墙后探
出，那里有一座石拱桥引
导游客通向彼岸的酒店，

左边屋檐下有身穿宋代灰
布袍子的帅哥在叫卖热气
腾腾的豆沙蒸糕，右边庭
院门口有美貌的姑娘在低
头赶做满工满料的嫁衣。
小镇的街道连接着河

道与小桥，河里有摇橹船
等江南水乡的经典道具，
木结构楼阁凌空挑起，行
进在窄弄里抬头就能看到
墨黑的更楼和白晃晃的宝
塔，棋盘式的街道布局，既
是对原生态的复原，也是
为避免游客“鬼打墙”而编
辑的线路图。
再从建筑风格上看，

崇楼高阁是旋律区，青砖小
筑是伴奏区，石板小径总在
弯弯曲曲中引人入胜，拐弯
处又有惊喜让你尖叫。那
种移步换景的效果，特别
适合游客拍照、拍视频。

中心景区内的大跨度石
桥，雕刻精细，寓意美好，
不仅高度适宜，而且略带
弯曲，两侧有繁花嘉树相
衬，身穿宋服的美女款款
而至，临风一站便成美景。
濮院的老桥有众安

桥、女儿桥、栖凤桥、大德
桥、大有桥、大积桥、定泉
桥、秀桐桥及王板桥等，并
非从他乡移来，而
是“生于斯”的正宗
老桥，建造年代不
同，形制也有区
别。这九座老桥在
2011年被列为浙江省文
物保护单位。对啦，坐摇
橹船从桥洞下穿过的感觉
真好！
作为核心景点的漱芳

禅园、福善寺、福善塔、翔云
观、关帝庙、岳氏三进士第、
濮商会馆、北更楼等，一定
不要错过。其中的岳氏三
进士第（又名岳家大院），颇
具北方建筑风格，最早由岳
飞的二十三世孙岳鉴所建，
现在根据原有老宅改建而
成，外墙石雕牌楼作檐，内
有大厅、藏书楼、戏台、厢房
等。后来这里也成了岳飞
的二十八世孙、著名画家岳
石尘的私宅。
还有一座关帝庙，庙

前广场立着一座赤兔马雕
塑，腹中空空，有楼梯供孩
子从马腹下面爬进去玩一
把，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神
话里的特洛伊木马。
在原址上面复建的福

善寺体量宏大，前殿所用
的十几根顶天立地的原木
柱，两个成年人也不能合

抱。目前钟鼓
楼已经完成，大
雄宝殿已开始内
部装修。寺北耸
立的福善塔是景

区的制高点，由白色石块
层层裹砌，坐电梯直上最
高层，濮院美景尽收眼
底。我们去的时候正好遇
上一个剧组在拍外景，那
天有大风，穿宋服的几位
美女被吹得相当狼狈。
古镇景区重现江南水

乡之旧貌的同时加载濮院
固有的商贾文化，努力延续

并深化濮院老业态
商铺文化，比如永
记白铁铺、陈记米
行、大德桥商铺、小
人书店、竹器坊、灯

笼铺、定泉桥茶楼等，浓而
不烈的烟火气在游客的行
进过程中徐徐追随。对应
年轻人的时尚店铺则有云
想衣裳、简尚良品、濮缘衣
服、毛线工坊、濮院好礼、
荒井工坊、织白、树间香氛
等，还有一间全玻璃外墙
的咖啡书店，我们在此喝
了卡布奇诺，广场上有一
位帅哥在弹吉他唱歌。
穿过长街宋街牌坊和

仿制的樊楼，游客可以吃
到油墩子、萝卜丝饼、油炸
臭豆腐、汤罗饼、葱油饼、
宋式糕点、麻子烧饼、牛肉
拉面、荠菜馄饨、笋丁烧卖
以及烘山芋。如果五六个
小伙伴想吃一顿濮院特色
的正餐或喝个小酒，则有
宋宴餐厅、梅锦餐厅、井观
餐吧、天运角、花厨餐厅、
北廊棚火锅店、濮院小酒
院、巡城茶楼、深夜食堂、
陈皮茶食铺等。我们在宋
宴餐厅的菜单上还看到了
梅花汤饼、拨霞供、蟹酿
橙、莲房鱼包等《山家清
供》里记载的南宋名肴。
或许，在北方游客眼

里，它恍然在黄河岸边、大
别山腹地；在南方游客眼
里，又仿佛置身于长江流
域，或者青城山下、凤凰古
城、云南丽江，文化符号未
免有点错位、重叠、模糊。
另外一点，就“返乡式旅

游”或“情景式旅游”的体
验预期来说，针对不同年
龄层游客的互动项目极
少，几乎没有。
是啊，原住民一户也

没有了，本地的猫和狗也
没有了。从大山深处移植
来的大树正在吊营养液，
花草在叽叽喳喳地询问彼
此的故乡，连蜜蜂和燕子
都是从很远的地方飞来
的。这些都是我对造景思
路有所腹诽的地方。不过
一路走一路看，总有似曾
相识的镜头不断激活你的
记忆，进而浓缩成甜美的
情绪价值，让疲惫的心灵
得到及时抚慰——恒久的
故乡正在改变，或是我们
背叛了故乡？
时尚是一个多义的、

易变的、复合的概念，对于
濮院时尚古镇来说，就是
借由怀旧情愫和时代审美
着力构建的一个“中国人
共同的故乡”，一幅江南版
的《清明上河图》，成功与
否，就交给时间来裁决吧。

沈嘉禄

一座江南小镇的时尚之路
作为一位曾经在央视拍摄纪录片的

导演，近三十年的职业生涯，我曾用镜头
丈量过无数山河，记录过万千人生。当双
脚真正踏入浦东这片土地，这里蓬勃跳动
的脉搏，瞬间叩响了我内心深处对故事的
渴望。那些藏在钢筋森林与市井烟火里
的匠心传奇，像磁石般吸引着我，
迫不及待地举起镜头，开始捕捉新
时代工匠独一无二的生命诗篇。
我的镜头缓缓扫过这片热土，

印象最深的五位工匠身影如浪尖
跃动的星火，在眼前闪烁。他们的
故事看似独立成章，却都暗涌着同
一种精神血脉,那是浦东人敢为人
先的闯劲，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文
化自觉，更是新时代工匠对“匠
心”二字的深情诠释。
当漫画家马毅用画笔解构千

年文化，将敦煌飞天的飘逸、明代
机甲的雄浑注入漫画分镜时，化学女博
士吴生英正透过光谱仪，把江南园林的
光影变幻转化为光催化涂料的创新灵
感。一个在二维世界重构东方美学，一
个在微观领域重塑生活空间，他们都在
用各自的方式，将传统与现代熔铸成新
的文明符号。就像浦东天际线里并肩而
立的传统飞檐与玻璃幕墙，既保留着历
史的温度，又闪耀着未来的光芒。
发型师张云飞在剪刀与梳子间发现

行业新可能，植物保护专家高志洁在鸟鸣
与虫吟中探寻生态平衡，看似截然不同的
职业轨迹，却在“创新”的坐标系上交汇。
张云飞创办了全球首家民间美发博物馆，
八百余件跨越700年历史的美发工具，从
欧洲宫廷的象牙梳到清代走街串巷的剃
头挑子，在玻璃展柜里诉说着被岁月尘封

的匠心。他拂去偏见，让剪刀与梳子碰
撞出的不仅是时尚造型，更是一个行业
的尊严与文化厚度。而高志洁则化身生
态守护者，在世纪公园搭建起“鸟类同
盟”。当灰喜鹊振翅掠过浦东金融城的
天际线，它们衔走的不仅是啃食草坪的

害虫，更是守护着这座钢铁森林
里珍贵的“城市之肺”。这些穿
梭在楼宇间的灵动身影，让繁华
都市与自然生态达成微妙的和
解，正如浦东在高速发展中始终
保留着诗意栖居的可能。
大飞机交付工程师蔺西宏，恰

似这场时代交响的定音鼓。当他
用“九宫格”管理法将飞机交付的
复杂工序编织成精密乐章时，马毅
正用漫画分镜讲述中国故事的起
承转合，吴生英在实验室调配守护
健康的化学韵律。他们以不同的

节奏，共同奏响了“中国创造”的时代强
音。就像浦东的磁悬浮列车划破长空，载
着无数工匠的梦想，朝着星辰大海飞驰。
我看见马毅在稿纸上勾勒敦煌壁画

的线条，吴生英在实验室调试光催化材料
的配比，张云飞轻抚着百年前的理发工
具，高志洁在公园湖畔聆听灰喜鹊的欢
唱，蔺西宏在交付现场凝视着即将启航的
客机。这些画面重叠成浦东最动人的剪
影——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话，只有无
数平凡人以匠心为舟，用执着与热爱，共
同书写着属于中国工匠的壮丽史诗。
每一道精心雕琢的漫画线条，每一

组精确计算的化学公式，每一次精确无
误的发型修剪，每一声清脆悦耳的鸟鸣
啭啼，每一架翱翔天际的国产客机，都是
他们献给浦东、献给时代的深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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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少年时代，老爸就是
个大忙人，每天早出晚归，回家后
继续琢磨单位里的工作。我是大
儿子，下有一弟一妹，但老爸在周
末带我们出去游玩的次数屈指可
数。1965年春天，他与十几位同
事踏上西行列车，去拉萨支边。
当时我在读小学二年级，记得那
天北站的月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
属，千叮咛万嘱咐的殷切和不
舍。突然，一声汽笛响彻云霄，列
车咣当一声启动，引爆一片哭
声。妈妈是居委会干部，她强忍
着眼泪把我们搂在一起，任由弟
妹哭得稀里哗啦。
进藏途中充满了不确

定性，大队人马经过敦煌、
格尔木、那曲等地，最终翻
过唐古拉山抵达拉萨，耗
时半个月。老爸来信了，我磕磕
绊绊地读了几遍，终于明白老爸
和他的同事根据上级指示，参加
西藏自治区10周年庆的援建项
目。具体来说就是创办一份胶印
的《西藏日报》。老爸在信里尽挑
好的说，但妈妈心里有数，天寒地

冻、高原反应、日光强烈、食物匮
乏等都是必须应对的挑战。更严
重的是，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驻
守西藏的18军派了一个连来守
卫报社大楼。
那时国家刚度过三年困难时

期，物资供应
还很紧张，物
流也不发达。
记得老爸在信
里说：“国家还
是想尽一切办法，配备了两个解
放军运输队，支持西藏自治区的
建设和发展。”老爸所在的报社，

采编和技术保障人员来自
五湖四海，伙食方面只能
有啥吃啥，但大家干劲十
足，这点苦算什么？
其实老爸是个吃货。

他早年从天津来上海学生意，老
板是个宁波人，讲究吃，加上生意
场上有应酬，因此有意“培养”我
老爸做宁波菜，厨师不在时就让
老爸顶上。自我记事起就知道，
老爸的口味偏向宁波“下饭”。

1969年初冬，我们中学在卢

湾区武装部的组织指导下，开始
了野营拉练。我们打起背包，高
喊口号一路进发，经过半个月的
跌打滚爬，来到奉贤县柘林镇。
此时大家已筋疲力尽，纪律有所
松懈，我和王文富同学开小差，赶

在警卫排封锁
路口关卡之
前，偷偷地走
到镇上，吃一
碗大肠粉丝

汤，在路边看到有渔民在出售自
制的鳗鲞。
我们经过讨价还价，倾囊而

出，每人买了一条。嗬，鳗鲞闪耀
着银色的光芒，举起来跟我们一
般高。偷偷地带回宿营地——向
农民借的草房，赶快抖开被子裹
住腥味十足的鳗鲞，不让别人发
现。然后趁天气好的时候，拿到
房东家的大门口晒一晒，不然可
要发臭了。到了最后一站后就折
返回市区了，我和文富一站站地
背着，一站站地晒一晒，那般神出
鬼没，真是好笑极了，万一被老师
发现就要写检查啦。

回到上海，将鳗鲞交给妈
妈。妈妈说：“准备怎么吃？”“当
然是寄到拉萨去！”
于是一个包裹，鳗鲞就寄到

了拉萨。老爸不久来信说：“鳗鲞
清蒸后让同事一起品尝，西藏自
古以来没有海鲜，更何况这么好
的鳗鲞，实在太鲜美了，大大地解
了馋。”
老爸在西藏工作了十七年，

为了西藏自治区的文化建设和新
闻事业，奉献了一生中最好的时
光。调回上海后被安排在古籍出
版社工作，周末仍会下厨做些宁
波小菜犒劳全家人。那时常常有
西藏的朋友来沪办事、就医、旅
游，老爸总要请他们到家里来吃
饭，甚至留宿。饭桌上常有一盘
鳗鲞，大家回想“峥嵘岁月稠”，热
泪盈眶。

2021年春节前，老爸因病住
院，胃纳差，茶饭不香，我问他想
吃点什么，他轻轻吐出两字：“鳗
鲞。”我马上去办，但当一块鳗鲞
送到他嘴边时，老人家连咀嚼的
力气也没有了。

孟范裕

鳗鲞寄到拉萨去

咖啡师黄晨的每一天，从一杯手冲咖啡
开始。从新豆烘焙、咖啡粉研磨到冲泡萃取，
黄晨认为烘焙是极为特殊且关键的时刻。它
是对咖啡灵魂的萃取，让平凡的果实成为思
想家的燃料。它将一颗带着涩味、青草味或
辛香味的生豆唤醒，为其注入生命活力，使其
“脱胎换骨”。“啪啪”的爆裂声是咖啡豆被唤醒
的重要时刻，就像惊蛰时节的春

雷，将冬眠中的蛇虫鼠蚁统统震醒。
黄晨告诉我，从生豆下锅到熟豆

出锅，整个过程将持续八到十五分钟，
这不长时间里的变化可谓“翻天覆
地”。生豆在高温下的巨变，被以分秒
为单位记录下来。不仅是表面色泽的
改变，还有气味、膨胀度、碳化迹象等，
一切均以不可逆的速度向前推进。
“一旦生豆下锅，就算发生地震，

你也不能分心，要死死盯牢它。”黄晨
所说并无玩笑之意，“争分夺秒”一词
用在这里非常合适。炉子里，高温作用下，原本带着
草木气味的咖啡豆，忽然散发出浓郁醇香，它们在屋
内各处弥散，气味越来越浓郁、黏稠，让人心荡神驰。
咖啡烘焙师是气味的炼金术士，需要具备科学家

的严谨和艺术家的直觉。不仅要熟记不同产区的生豆
密度，还需计算热能传递时间，更要在豆子的爆裂声中
及时捕捉停止烘焙的信号。黄晨最喜在深夜烘焙咖啡
豆子，常常是窗外万籁俱寂，室内香气扑鼻。他在这气
味王国里工作，好似进入这个世界的内部。如果说，双
眼目睹的是世界的A面，那气味所触及的便是B面，而
这个世界还有更多有待发现的“面相”。这样的夜里，
他通常要连续烘上十几锅，各种香气争相交织，彼此融
合在一起，宛如气味的织锦。从世上最大咖啡豆墨西
哥象豆、泰国蒂姆、牙买加蓝山铁皮卡、巴拿马翡翠瑰
夏、云南卡蒂姆、巴西黄波旁到世上最小的咖啡豆尖身
波旁，他用鼻子辨别着花果香、焦糖味、泥土味、烟熏
味、烘焙味，其中既有熟悉的气味，也有微妙的差异。
这世上，没有一种咖啡豆的气味是相同的。即使

同一种，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烘焙，气味之间也绝不
呈现简单的复制关系。是热烈的烘焙，解开了咖啡气
味的封印。一粒咖啡豆是两颗椭圆形种子的组合，中
间有一道浅浅的皱褶。在咖啡种子里，原本就有以绝
佳比率封存着的前驱芳香物，平时它们缄默地聚在一
起，只等着被高温释放。为了将它们召唤而出，黄晨常
通宵达旦工作，浑然不知白日将至。在他的帮助下，魔
豆苏醒了，体积膨胀至原先的一至两倍，豆子由绿灰转
为淡绿或淡白，再抵达绿黄、淡黄，再转为黄色、黄褐
色。色系逐渐加深，香味也愈发浓郁、黏稠，宛如天神
降下的香气。据说，咖啡豆经烈焰催香，可释放出一千
多种芳香类物质，成为世间最香醇的饮料。那一刻，
黄晨觉得自己的嗅觉也变得从未有过的敏锐。
有谚语说，咖啡的香气似乎让时间暂停。

有人干脆将咖啡馆命名为“普鲁斯特时光”，咖
啡和文学实在有异曲同工之效，它们都在回忆
过往碎片中，打捞生命的本真与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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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味道，如无形丝线，串联起上
海人的美好记忆，那就是凯司令的味道。
玉兰盛放的季节，我在凯司令吃到

了“海上玉兰”系列蛋糕，将上海味道与
玉兰的优雅完美融合，成
为探寻上海味道记忆密码
的钥匙。
素雅“玉兰”跃然白脱

蛋糕之上，造型惟妙惟肖，
每朵花瓣仿佛在诉说关于上海的故事。
阳光透过斑驳树叶，在街边洒下片片光
影。面前的餐盘里，蛋糕宛如精致的艺
术品，白脱的丝滑与动物奶油的细腻相
互交融，将春天的味道锁在小小的蛋糕
中。这种味道，对于上海人来说，不仅仅
是味觉享受，更是对童年时光的追忆、对

这座城市深深的眷恋。
淡雅花香，海上韵味，繁华喧嚣之

下，隐藏着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优雅。
清新的奶香，隐隐夹杂着玉兰独特的淡

雅花香，亦如上海弄堂里
弥漫的生活气息，熟悉而
亲切。幽幽花香，穿越时
空。每逢春天，外婆都会
带来一束玉兰。当然，还

有我最爱的凯司令圆筒和掼奶油。然
后，牵起我的手，去对街转角景德镇瓷器
店，买上一套玉兰玲珑瓷。
玉兰之味，海上余韵。一方小小的

蛋糕，带我找回最初的美好。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海上玉兰终会

绽放。上海的味觉记忆，不会走远。

何 芳

海上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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