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之酱
林颖辉

! ! ! !秋天到了，百果甜熟，这是制
作果酱的最好季节。纯手工制作，
酸酸甜甜的果酱时光，是令人非常
享受的私己时光。应季水果不仅新
鲜，营养更加丰富，过了季还能享
用到自己喜欢的水果的香甜，动手
做果酱从缤纷鲜美的水果堆里挑
选出适合做果酱的果子，黄澄澄的
杏子、美艳欲滴的大桃子、粉蓝紫
的蓝莓、毛茸茸的猕猴桃和其貌不
扬的百香果……挑选的过程类似
于选美，赏心悦目，舍弃时刻心底
的不忍，捧着精品回家，搁在小厨
房里，不急不急，待写作或读书累
了，热热地喝完半杯龙井茶，才将
果子们放到水龙头下冲洗，看着水
流细细地拂过，果子愈发鲜丽起
来，心情也缓缓地松懈下来。在大
盆里剥去果皮，果香渐渐盈起，十
指滴着果汁，秋风从厨房的窗外携
着楼下的桂花香微微吹进来，跟水
果香融合，将做果酱的人儿染得一
身衣裙尽是甜香，不禁觉得秋日的
自己也变得美好起来，举手投足都

轻盈许多，说话也温柔起来。秋天，
真的是很容易幸福的季节。
做果酱，我喜欢含有 !""#果

肉的果酱，每一口都包含果肉的。
猕猴桃搭配菠萝做的果酱，我个人
蛮喜欢，也特热心地到处推荐给女
友们。猕猴桃剥去果皮，将白色果

芯削掉，果肉切丁，菠萝肉切除白
心后切丁，柠檬榨汁，猕猴桃丁、菠
萝肉丁加入柠檬汁和糖，一起放入
小牛奶锅里，冷藏腌渍一晚。第二
天，将小锅搁到火炉上，大火煮开，
小伙持续熬煮，这时辰可不能偷懒
走开，人得守在炉前，用勺子捞去
锅面的浮物和气泡，要不断搅拌，
以免果酱黏住锅底，当果酱开始呈
现出浓稠感，接近果酱糖近乎凝固
的黏稠度，关火，搁凉，装入空玻璃
罐，密封。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其

实颇费功夫，特别不能像平时熬鸡
汤那般溜开去看电视或浇花哦，很
容易烧焦的啦。菠萝和猕猴桃都是
酸度较高的水果，你喜欢酸些，就减
少糖的用量，但低糖度国窖的凝结
力较弱，保存时可要直接冷藏哦。

百香果果酱更容易做，切开果
子，挖出果肉$带籽%，将果肉与柠檬
汁、糖放在锅中，静待糖溶，大火煮
开锅转小火，捞掉浮物气泡，持续
烹煮至果酱开始浓稠感时放入花
蜜继续煮，接近果酱浓稠得快凝固
时熄火，装瓶。其貌不扬的百香果，
做出的果酱却金黄诱人呢。

纯天然果酱的魅力，是那些香
料香精混搅而成的虚假香味所无
法比拟的。因为亚热带秋天的水果
实在太丰富，不做果酱留住这丰收
季节的甜美味道，实在是辜负了上
天的美意啊。

秋游时! 扑面

而来的桂花香让小

孩们皱起鼻子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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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个月的豆小瓣去
仙乐斯看了两次木偶剧
之后，其收获可谓———满
满哒！

第一次，他在嘟囔重复
中慢慢学会了《了不
起的灵灵鼠》一句台
词———“吃葡萄不吐
葡萄皮”，其个人语
汇等级由于绕口令
的吸纳飞速提升，且
不止一个档次。
第二次，主人

公大灰狼跳舞的一
个动作清晰进入他
的记忆，每每说起
《小红帽》，便开始
“脖子扭扭，屁股扭
扭，做运动”，于欢
乐嬉笑中自觉践行
着“豆妈”所关注的
协调能力锻炼。
作为一门“手

的艺术”，短短 '(

分钟的木偶剧却能
对孩子产生从语言到形体
的全方位影响，不可谓不
奇妙。所谓“窥一斑见全
豹”，细细解读两部作品的
形式和内容，亦能从一个
侧面近距离感受当下海派
木偶艺术的创作理念和艺
术特质。
先说说《了不起的灵

灵鼠》，颇多又说又唱的台
词、动感十足的台风、夸张
表现的造型，这些元素的
叠加充分显现了这是一部
借鉴自百老汇舞台剧的作
品。相比之下，《小红帽》则
更为传统含蓄———在蓝天
白云大山的背景映衬下，
小主人公的森林之旅就此
展开，而悠扬舒缓的古典
音乐旋律让原本叽喳喧闹
的小观众们安静下来，慢
慢进入格林童话的情景构
想中……

与其他戏剧种类相
比，木偶剧有着其与生俱
来的独特性，最为显著的
当属二元式创作结构———
舞台上存在着演员和角色
两个主体，努力追求两者
的“合二为一”，是一部剧
目能否吸引观众的关键所
在。综观这两部作品的创
作手法，都注重于对布袋、
杖头和头顶木偶等多种样
式的综合运用，以此丰富

剧目的表演性和可看性。
演出中，演员们凭借

对手中木偶操纵杆的熟练
运用，加之各异的配音和
形体配合，为剧中不同角

色注入了个性色
彩，比如：骄傲的
“狐狸”和机敏的
“灵灵鼠”，娇憨的
“小红帽”和狡诈的
“大灰狼”。这也导致
了其他剧场难得一
见的场景在仙乐斯
不断上演———当孩
子们认定的好人“狐
狸”和“小红帽”有
难时，台下会有一阵
阵着急的提醒，而当
坏人“大灰狼”“偷
猎者”耍奸行恶时，
小观众齐齐回应
以气愤的声讨。

一定程度上，
传统木偶演出是将
演员和观众隔离开

来完成，木偶舞台是处于
两者中间的隔断，演员则
依靠手中的“偶”与观众开
展间接的接触与分享。如
何突破由于技法
“间隔”和情感“间
接”带来的双方沟
通不畅？不难发现，
“重互动”和“接地
气”正成为当下木偶表演
的拓展路径。
在《了不起的灵灵鼠》

和《小红帽》中，剧中人物
不时会与台下观众直接对
话，现场听取大家的意见

建议；大灰狼则美滋滋地
吃起蔬菜，并郑重其事的
提醒“每天都要补充维生
素”；而当受苦的主人公被
救出时，回顾他们的上当
受骗经历，台下小朋友得
到一番深刻的告诫“要听
大人的话”……类似这样
的桥段比比皆是，其目标
指向清晰明确———努力与

观众更贴近，让演
出效果更深入。就
比如，那段憨态可
掬亮相台前的真人
版“灰狼舞”甫一亮

相，当场让小朋友手舞足
蹈，随即成为忠粉。

由此也得出结论，豆
小瓣的第三次乃至其后更
多次“仙乐斯”之旅，将不断
延续奇妙，也会更有看头！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A28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贺小钢 编辑邮箱：hxg@xmwb.com.cn

倘若夜游
! ! ! !现在我的旅行并不赶，
我也不像年轻时那样需要睡
眠了。现在即使夜里不能入

睡也不要紧，可以下午补觉，或者留到晚上再睡。所以
我也可以不带枕套了。晚上睡不熟，就起床来夜游，也
是特殊的经历。这个发现是在贝尔格莱德得到的。
我住在老城中心的莫斯科大酒店，下半夜就起来，

沿着坑坑洼洼的米哈依洛娃大街，一直走到 !)))年大
轰炸时贝城居民开反战音乐会的共和广场。七十三天
夜夜轰炸早已结束，可弹坑和轰炸纪念碑以及被炸毁
的房屋还可寻见，在沉睡的寂静中感受轰炸遗留的各
种震颤，这也是旅行中难得的所见。
关门的咖啡馆里，天花板上挂下许多长长短短的

桌灯，灯罩是各种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男人用的旧礼
帽。面包店里陈列着我在土耳其时见到过的细长面包
卷，令人想起突厥人，古奇店里陈列着新款太阳镜和包
包，给游客换钱的小店铺上手写着隔夜的美元与欧元
与第纳尔的牌价。
夜游给了我白天所不能见的。

曹家渡边一瘦子
刘 沙

! ! ! !王震坤送我一本他新出的漫画集子
《食色绘》。顺手翻看，见上面印的名字叫
“渡边一痩”。于是问这是啥人*震坤说是他。
为啥取个日本人名？他笑问，我家住哪*我
答曹家渡。老王胖乎瘦乎？我笑答，认识你
二十年了，你始终就芦柴一根。对话到此，
恍然大悟，“渡边一
痩”乃曹家渡边一瘦
子，王震坤也。
王震坤，官方

定位沪上著名装帧
设计师。当年的《海上文坛》能够享誉全
国并成为海派文化的符号，作为这本杂
志的装帧设计，老王功不可没。他用粗体
字醒目标题和大图片这些新潮、新锐和
个性化的设计，奠定了自己的风格并被
誉为是装帧设计领域中的一次革新。直
到今天，还有诸多杂志和报纸，依旧在版
面设计上沿用着他讲究视觉冲击和阅读
功能的风格。后来他又成为《新民周刊》
杂志的美术总监。
多年后，该杂志主笔沈嘉禄说：“当

年老王至少让《新民周刊》从众多杂志中
脱颖而出，人们隔着一条马路就
能看见书报亭里的《新民周刊》”。

一摞摞图书，一箱箱 +,和
,-,，让曹家渡边的这个瘦子的
心灵，充实而富足。拉赫玛尼诺夫
的音乐和一杯泛着油沫的意式咖啡以及
他略显幽默的自报家门，成为了那个午
后的记忆。
“我最早是在纺织厂画手帕的，人家

叫我绢头设计师。现在大概只有老男人
还在用手帕了。我在纺织厂工作了十余
年，业余时为报纸杂志画题花和插图。
!).)年下海南创业中，为一本叫《金岛》
的纪实杂志打工并成了这本杂志的创意
设计……”
其实，除了杂志，真正奠定王震坤在

装帧设计领域中的成就的，是他迄今为
止“量体裁衣”的数百册图书和为此荣获
的国家级奖项。
王震坤的客户有许多是大学问家，比如

王元化。因王元化的大部分著作均是由他

“剪裁”。尤其是那本王元化的经典著作《清
园夜读》，封面上，他用月光下的一枝青
竹便把此书的深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受
此影响，请他设计的学者接连不断，学者
黄裳老先生，把全套文集交由他设计，此
书并荣获图书设计大奖。红学家周汝昌

先生由此还在《新
民晚报》上写文章，
感叹自己的书不如
黄裳的书设计得
好。连环画大师贺

友直老先生亦是他服务的客户，有一次
老先生为了表达感谢之情，特地为他画
了一幅肖像，寥寥几笔栩栩如生。
也就是在那个下午，我第一次认识

了“渡边一瘦”。
其实“渡边一痩”对王震坤而言，又

岂止仅仅是幽默呢。他心中，有太多的曹
家渡情怀在弥漫……
多年前，年少的他被分配到曹家渡

的一家工厂做机工。
“当时年少怀春，我看相了阿拉厂里

箱额一个女工，一下班就在厂门口等伊，
手里还拿本书。那个年代侬懂额
呀，基本上想打开姑娘心门，总是
拿本书当‘敲门砖’。”
好多年后的这个阳光灿烂的

午后，老王聊起他的“初恋”，依旧
情不自禁。他自嘲说，当年那其实根本就
不叫初恋，那是自己在单相思。
初恋也好单相思也罢，毕竟这段青

涩岁月中的浪漫故事发生在曹家渡……
于是曹家渡终究成了他的念想之

地，在他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多年后，他
竟然又回到了曹家渡。原来他把房子买
在了曹家渡，而且这房子就在当年那家
工厂附近。我开玩笑说他是有意为之吧。
他说那倒也不是，但冥冥之中就回来了。
于是，夕阳里的曹家渡，开始有了一

个瘦瘦的身影在徘徊……
“当年的工厂早就搬迁了，现在变成

了菜场。但我会经常去那里走走，那条路
太熟悉了，会想起许多往事……”
曹家渡边的这个瘦子，还蛮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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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果说上海有母亲河，那一定非苏州河莫属。一座
城市拥有几条河流无疑是幸运的，有时哪怕只要拥有
一条河流也就足够了，因为拥有河流的城市往往多了
几分妩媚和灵动。巴黎有塞纳河，伦敦有泰晤士河，罗马
有台伯河，圣彼得堡有涅瓦河，维也纳有多瑙河，布拉
格有伏尔塔瓦河，城市与河流如影相随，尽在不言中。

遥想 /"多年前，我曾有过两年的时光，每天骑着
自行车往返于西南的住处和地处西北的学校，苏州河是

必经之路。那时对苏州河并没有太多的了
解和在意，留存在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只
是黑漆漆散发着臭味的河水和夏天傍晚
经常出现的男孩们站在四川路桥和乍浦
路桥往苏州河“扎猛子”的场景。前不久为
编撰《海上清风———明信片上的苏州河》，
浏览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苏州河的书籍。
特别是在沈国平兄收藏的清末到民国的
数千张上海题材明信片中精心挑选反映
苏州河历史变迁的老明信片过程中，在
震撼和惭愧之余，才有了一次真正意义
上重新认识和审视苏州河的机会。
从地图上看，苏州河只是一条普通

的河流，但现实生活中，苏州河却是一条
见证了上海百年激荡历史的河流。从外
白渡桥、礼查饭店、上海大厦到新亚大酒

店、河滨大楼，再到四行仓库……苏州河有着讲不完的
故事，无时无刻不在演绎着刀光剑影、风花雪月的一幕
幕情景剧。!)&0年“四·一二”事变后，周恩来奉党指示
曾在苏州河边的礼查饭店悄然住了，成功躲过了国民
党的悬赏通缉。十年后的 !)/0年，周恩来再次住进苏
州河边的新亚大酒店并在那秘密会见了北伐名将叶
挺。不久叶挺正式出任新四军军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

发前后的 &"多年时间里，苏州河一方面仍处在帝国主
义列强控制下，另一方面却意外地迎来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机遇。从一座座横跨苏州河的桥梁到两岸一幢幢
标志性建筑的拔地而起，再到两岸民族
工业的迅速崛起，苏州河在不断书写着
新的历史篇章。令人惋惜不已的是，已
绘就的蓝图却在抗日战争的隆隆枪炮
声中被画上了句号。
翻阅有关苏州河史料和众多中外名家著作，不承

料想到苏州河及其民俗风情竟会如此鲜活生动地散见
于他们的作品中。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
夫、邹韬奋、萧军到张爱玲、施蛰存，尤其是外国来华的
记者和传教士及社会学家，他们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
对中国社会入木三分的了解，笔下所见所闻让人刮目
相看，真可谓旁观者清。将这些中外名家客观真实的文
字描述与老明信片一一对应，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解读
苏州河的前世今生也算是别有一种情调的尝试。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今天中国的国力和国际的视
野，作为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当会以一流的国际大都
市相匹配的身姿流淌在上海的城市间并最终成为一道
永不落幕的旖旎风景线。

#海上清风$$$明信片上的苏州河%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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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到了周
末1 人们都
很自然地休
息、度假、娱
乐，甚至干

脆就享受慵懒，享受美食。
但我却下意识地选择了工
作，埋头读写。如果不这
样，就不能自适，总觉得浪
费了生命，堕落了。
家婆一开始还

反抗，把我从忙碌
中拉回休闲的状
态，过正常人的生
活。但是，后来她妥
协了，努力适应我
的生活方式，不在
周末提出工作之外
的要求。因为不这
样，她会觉得很难
与 我 相 处———逛
街，我嫌无聊；进商
场，我心疼花钱；上
公园，我会心不在焉；与朋
友聚会，我会阴阳怪气……
总之，在休闲状态之下，我
很是无趣，不仅破坏心情，
还伤害感情，相权之下，也
就只好对我听之任之。
我也知道是自己的不

是，也知道做文人的家属
很是不容易，但多年的习
惯“左右”了我，身不由己，
不能自主。而读书，使我安
神；书写，使我喜乐———在
读写的生活中，从形而下
的感受中居然能生发出形

而上的玄思，已分不清是
感官的快乐，还是精神的
快乐了。
如果把阅读比作是看

生活（观察生活），把写作
比作想生活（想象生活），
那么，看别人怎么生活远
比自己的生活有趣，想象
的生活远比实际的生活更

打动人心。换言之，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我的生活方式，那
就是：以“看生活”
与“想生活”的方式
来过自己的生活。

我不禁想到：
如果说人的动物本
能是先天的造化，
而人的精神习性是
后天的养成；那么，
一种行为长久的坚
持，就慢慢地变成
了“习惯”，习惯在

这时已不再是外化的力
量，也变成了类似天性的
生命本能。所以，每个人都
可以脱去动物属性而进入
神性的高地。也就是说，每
个人都可以豪迈地宣布：
我是我的神。
关键的是，习惯的养

成是个艰难的过程，这个
过程与从猿到人———从爬
行到直立的过程类同。这
就有了“门槛”，把大多数
沉迷本能、坐享其成的人
排除在门槛之外。

奇妙的缘
田学森

$$$微语记

! ! ! !昨天傍晚临时下
山买食物，自己虽然
疲乏，却如放学小儿
般开心，把两米多长
的蛇的蜕皮放在塑料
袋，走在山高林密的
古道，一路上轻轻舞动，寻思可以把它摆放在画家某处。

今天进山途中稍息时，喝杯咖啡，偶遇诸友，一位
有过一面之缘，经张先生介绍，我想起来了。
我有一位年少时的老师，后生活于京，多年前我去

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画展活动，这位老师陪我前去，后
来老师出家清净云游。几年前相见，得知我在华山画
画，告诉我若需要帮助，可给我联系他的一位朋友的哥
哥，工作于当地。老师的朋友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今日恰好遇见他的兄长。

生活于华山，自始至今，一系列的缘，相识相知，助
我写生。回首友人们皆是从陌生到相熟，互学、分享，因
彼此付出，彼此的生命历程更富有了。一切如行云流水，
自然而然发生发展。明天回上海住几天，好友们相聚，后
天会见到数十位交往十多年的朋友，多年后，能如此简
单、愉悦，与万物如是。来过，活过，惜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