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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槐花香
玉玲珑

! ! ! !市面上有卖槐花的
了，价格不菲，前段时间香
椿头刚上市的时候，一小
把香椿叶似乎也成了朋友
圈里的网红美食。像香椿
槐花这些以前果腹充饥的
乡间野物如
今登堂入室
成为了人们
餐桌上的美
味珍馐，吃惯
了大鱼大肉，人们也越来
越渴望给口腔味蕾以清新
自然的田园之风，所以吃
香椿食槐花成为一种时
兴，正如东坡所说的蓼茸
蒿笋试春盘，它讲究的就
在一个尝鲜上。
我酷爱吃香椿，为了

给我解馋，去年我妈特意
在楼下的花盆里种了一小
株香椿。采下香椿嫩芽来
跟鸡蛋一起炒，味道略淡，
大概是没有经历过栉风沐
雨的侵袭，不及乡间野外
的香浓醇厚。
香椿可以盆栽，但槐

花的踪迹就有些难觅了，
城市里多的是国槐，河堤
两侧种的都是国槐树，高
大挺拔，枝叶稠密，夏末开
淡黄色的小花，有淡淡的
香气。白居易有诗“暮雨槐
花落，凉风木槿篱”说的就
是这种国槐，但是，这种槐
花主要用来入药，不太适
合吃，真正意义上吃的槐
花是刺槐开的花，俗称洋
槐花，在我家乡的乡间多
有种植。每年四五月间，正
值春末夏初，洁白的槐花

缀满翠绿的枝叶间，一嘟
噜，一串串地垂下来，如风
铃一般，远远地就有一股
芬芳袭人。槐花开的时节
整个空气中都飘着那种
清甜的香气。所以四月又

有一个雅称
叫做槐月，此
时的风被称
为槐风。张
翰见到秋风

吹起，便思念起家乡吴地
的菰菜羹和鲈鱼脍，谓之
莼鲈之思，每当四五月间
槐风一起，我就想起故乡
的槐花了。
去年亲戚从老家给我

们带来了一大包刚采摘的
槐花，是采自他家院子里
的那两株槐花树，一大清
早就起来采摘。槐花要采
那种似开又未全开的含苞
的蓓蕾，这样的槐花形态
饱满，既可保持它的口感，
又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
香气，已开放的槐花它的
香气会散逸出来，形态也
有些松散，吃起来口感不
佳。槐花主要是拌面蒸，这
样一种朴素的处理
可以留存它的原
味。拌面有讲究，不
能太干也不能太
湿，要干湿相宜，这
样才能松软有度。洗净的
槐花拌上面上笼屉蒸，不
一会屋子里便飘满了槐
花的清香，吃起来香甜松
软，给饫甘餍肥的口腔以
清新洁净之气，食罢唇齿
清香。还可以拌上蒜汁

吃，将蒜捣成泥，撒上些
炒芝麻、花生碎，若有新
鲜的香椿叶就更好了，切
一点儿放进去可以提鲜，
调成蒜汁浇在蒸好的槐
花上，吃起来清甜之中带
着蒜蓉的辛烈之气，层次
分明，风味独特。
吃不完的槐花摊在阳
台上晾晒，满屋子
都是槐花香，我妈
坐在一堆雪白的槐
花中仔细翻拣，人
好像坐在一块云朵

上。晒干的槐花收起来放
入冰箱储存起来，用来包
饺子、馄饨都是很美味的。
槐花的干菜吃起来柔韧有
嚼头，即使遇到了肉，依然
有一股隐约的清香在喉，
这就是春天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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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
胡绪雯

! ! ! !编者按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

首次在上海举办" 观剧" 赏戏"文

旅"文创"美术大展#五月的上海红

红火火" 本期十日谈是从不同视

角"谈作者与艺术节的故事#

!月 "#日至 $$日，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演艺及文创产品博览会
将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全国各省
区市已有逾 %&&家文化机构携演艺
类展品、文创类产品参展，戏曲、非
遗技艺、动漫、游戏、影视等领域的
近 '&& 个热门 () 形象汇
集，开启一场文化盛典。上
海博物馆有幸参与其中。
这些年来，上海博物

馆的文创商品越来越受到
大家喜欢。而我也与博物馆文创事
业结缘 $&多年了。我原来在上海
博物馆从事古画复制，*##!年上海
博物馆新馆创办之际，马承源馆长
和汪庆正副馆长劝说我改行做文
创（当时还没有文创这个说法）。并
于 *##%年派我到纽约大都会博物
馆学习。第一次见到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琳琅满目的商店，有点像刘姥
姥进了大观园。

在文创产品研发上，上博一直
秉承“把文物带回家”的宗旨，让博
物馆的文物“活起来”，通过文化产
品的研发来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发展。上博文创产品注重历
史性、故事性和文化性，希望让艺
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传递东方
美学意蕴。

拥有百万件藏品的上海博物
馆，就是一个 ()的大宝库，通过对
文化元素的提炼与灵活应用，推进
产品的转型升级。从 *+&版本的文
物修复、复仿制产品，到 ,+&版本的
文物元素提炼的再创作，再到 -+&

版本和当代虚拟技术结合的文创
产品。由此衍生的卡通玩偶、文具
用品、科技植入的 ./、0/体验瓷
器烧造过程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冒
险故事。即将出品的《探索古画

国》，让孩子们在绘本中学到文博
知识，激发小读者的探索乐趣。

特展文创与观众的互动成为
上海的文化现象。从“元青花展”
“醍醐寺展”的文创衍生到“大英百
物展”、“董其昌书画展”，上百种文
创产品，兼顾衣食住行各方面、关
注和吸引不同年龄层消费群体。像
“大英百物展”“董其昌书画展”的
文创小饼干、小米糕等，成了网红
商品，数度卖到断货。在博物馆茶
室推出的董其昌画意咖啡和茶点，
现在也吸引了许多观众慕名前来
品尝。

近年来，上博做文创不忘借助
社会力量以 ()授权的模式开始了
相关探索。,1*2年，上博与迪士尼
中国有限公司双品牌跨界合作，探
索让传统文化和海外 ()形象结合，

形成新的 ()资源，打开古今中外的
限定，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
展。

本次中国艺术节文创展，上海
博物馆文创首次参加，为观众精心
准备了以“江南文化”为主题，“海
上风华”、“文人雅士”、“其昌山水”
-大系列 34余种 ",& 件的文创产
品，集中体现了上海海派文化精
髓。其中包括“丹青宝筏：董其昌书
画大展”上热销的随行包、笔墨套

装、金箔画、山水系列首
饰。还将展示一套洗漱用
品器皿，创意来自于即将
开幕的“"!世纪中期景
德镇瓷器大展”中一件

“孔雀牡丹梅瓶”上的纹饰。它吸收
传统外销瓷的彩绘技艺并结合西
洋画表现手法，器型丰富，图案中
西合璧。

我们还精心设计了展会现场
浓郁的文化氛围，滚动播放上博整
体形象片和非遗“珂罗版复制”技
艺的视频。这次文化艺术盛事搭建
起很好的平台，是我们与社会各界
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将促进博物
馆文创产品的研发与传播。

虽然为了文创，我放弃了热爱
的绘画事业，但有时我也会这样安
慰自己，博物馆的文创事业其实是

一幅更大、更有想
象力的画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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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将每年 !月 "!日定为国
际家庭日，以此提高各国政府和公众对于家庭问题的
认识，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与进步。
说到家庭，自然是先要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从相

识、相恋、相爱到成家结婚。在沪语里，有两个与恋爱、
婚姻有关的词，是其他方言里没有的，属
于正宗的“上海出品”：一个是“谈敲定”，
另一个是“家主婆”。

上海人一直把谈恋爱称为“谈朋
友”，很切合逻辑。连朋友都谈不拢，还谈
啥恋爱？常有亲朋关切地问：“倷儿子朋
友谈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大约从上世纪 %&

年代起，“谈敲定”三个字广为流行，曾一
度风头盖过同义词“谈朋友”。这或许就
是上海年轻人的实在吧。要“敲定”的当
然是终身大事。从“谈”的伊始就是奔着
“敲定”而去的，是对“不以结婚为目的的
恋爱都是耍流氓”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敲定了�？”家人常常会用这句话去对
儿女们催婚。如果敲定了，就要准备新

房，就要买家什，就要考虑婚期。毛脚女婿自然要准备
好第一次上门的礼物，比如送给丈人阿爸的香烟、老
酒，拎一把“机关枪”（金华火腿）更是标配。谈敲定不能
脚踏两只船。一旦敲定，无论男女都不可以再跟别人去
瞎谈八谈。这是德。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老人们会告
诫年轻人，跟勿二勿三的人，跟瞎七搭八家庭出来的人
谈敲定，有得苦了。

以前正派人谈敲定的路数、做派、程序、规矩和礼
节，放到现在仍是一脉相承的。敲定谈好，办喜酒，结
婚，生小孩，孝敬父母拉扯儿女，这是夫妻的本分。于
是，另一个上海男人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词汇出笼
了———“家主婆”。据考证，“家主婆”最早语出《初刻拍
案惊奇》卷六：“春花丫头见家主婆睡着，偷着浮生半日
闲，小师父引着他自去吃东西顽耍去了。”清朝嘉定人
钱大昕的《恒言录》卷三有言：“今乡邨小民呼其妻曰家
主婆。”但是，最热衷把妻子称为家主婆的，就数上海人
了。什么“老婆”“太太”都不如“家主婆”那般有烟火气
息，也凸显对女主人地位的拥戴。家主婆的待遇是上海
男人给的，也是许多外地人喜欢把女儿嫁给上海男人
的重要因素之一吧。从张爱玲到王安忆，笔下都有对上
海家主婆入木三分的描绘与赞颂。
贵为一家之主，除了将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上海

的许多家主婆还是家庭的主心骨。从买哪个地段的房
子、房屋怎么装修，到孩子上什么学校、人情世故如何
应酬，上海的家主婆往往都是拿大主意的。
年轻时敲定的家，一直走到人生的暮年，有家主婆

在，家就散不了。这份浓浓的家庭亲情，不仅是上海人
家的一个重要符号，更是早已渗透进了上海人的心灵
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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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

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

用现代汉语复述此节文字大意：上自最高统治者，
下到普通百姓，同样都要以修身为根本。人不修身，根
本未立，接下来的齐家、治国等事项井井有条是不可能
的。人们把应该重视的看得很轻，把应该轻视的看得很
重，这样能把事情办好是从来没有过的。
显然，这三句话已跳出狭义的大学之

道，在泛论人生之道了。不仅是大学士子，
而是所有人，都要修炼言行，修养品性。世
间做人，根本在此，不能舍本求末。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大学三
纲。但它们同时又是人生三纲、家庭三纲、
国家三纲、天下三纲。孔子论述大学之道，
最终的落脚点是在这里。由此，人们对孔
子崇高境界、胸襟、抱负的认识，又可以加
深一步。
强调这个落脚点及其对后人的启迪、

明示意义，十分重要。在中国数以千百年
计的思想长河中，孔子的论说具有跨越时
间的超前性质与价值。试问：“明明德”岂
不与今之从严治党、不忘初心密切相关？
“亲民”岂不就是今之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初始表达？
“止于至善”岂不自然导致今之实现中国梦？

所引文字到这一节为止，据说都是孔子之言。朱熹
定其为《大学》之“经”。《大学》经文，二百零五字（不计
标点），是全篇精华。熟背这不长的文字，反复琢磨，深

入体会，即足矣。后面的一千多字解读，
只起辅助作用，大致了解可也。

二百零五字的《大学》经文，与《论
语》的语言风格相差不小。一个是一本
正经的书面语言、论文笔法，结构严

谨，逻辑性很强；一个是口头语言，异常生动，且十分
简约、精练。于是，本文以为，《大学》经文的基本思
想、主要观点出自于孔子，当无问题；可具体表述却
是曾子发挥之后的产物。何况，整理成文时又经过曾
氏弟子的加工。所以，一些语句很可能已经不是百分
之百的孔子原话了。
先秦诸多典籍中，关于孔子言行的记载不少。对这

些记载，不可不信，但又不可像对《论语》一样尽信，要
具体分析。学界将此类文献称为“论语类文献”，甚是恰
当。《大学》，无疑属于论语类文献。

曹雪芹的两处故居
马以鑫

! ! ! !走出南京总统府，瞥
见马路对面有一建筑宏
伟、壮阔，比人高的玻璃围
墙，绕成很大一个圈。隐隐
约约，里面有古色古香的
亭台楼阁，原来，这里就是
当年江宁织造署原址，时
逢重建，大门紧闭，好不容
易看到走过来的一名保
安，我急切地问，这里什么
时候能够开放？保
安很热情地回答，
快了，大概半年吧。

我是个红迷，
对与《红楼梦》及其
作者曹雪芹有关的一切，
都大有兴趣。好不容易等
了半年，我特意再一次来
到南京，直奔这心仪已久
的地方。

高大的飞檐翘角，气
宇轩昂，气派的红门敞开，
迎接八方来客。“江宁织造
博物馆”的牌匾高悬。西
池、楝亭、萱瑞堂、
西堂……一座座据
说按照当年江宁织
造署内结构分布的
房屋，井然有序。

博物馆有两部分内
容，首先是云锦织造，那姹
紫嫣红、争奇斗艳的云锦，
真是巧夺天工。有意思的
是，这里还有大大小小的
织造机，还有女工在操作。
所谓江宁织造署，当时就
是集中向北京提供最好的
云锦、最好的绫罗绸缎。这
样，就和紫禁城有了特殊
的联系。传说，康熙皇帝六

次南巡，五次住在江宁织
造署。看来，当年这里的规
模可能还要恢弘、构思还
要精巧。这里还有一个名
称：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
苑。传说曹雪芹就在这里
诞生，并在这里度过了童
年。那个时候，正是曹家飞
黄腾达、钟鸣鼎食之时，曹
雪芹那可是生活在温柔富

贵乡。这里的一个厅堂正
在不断循环放映 2% 版电
视连续剧《红楼梦》、一个
厅堂不断循环放映康熙
南巡声电光画、一个厅堂
不断循环放映大雪纷飞、
寒气逼人、一片白茫茫大
地真干净的动画片———
似乎意味着当年织造署的

最后结局。
我知道，红学

界传说中的曹雪芹
故居，比较肯定的
是在北京西山，看

了江宁织造博物馆以后不
久，我接到去北京参加教
材编选的任务，行李甫卸，
我立即奔向西山。
就在北京植物园内西

北边的一角，香山区正白
旗 -#号，曹雪芹纪念馆赫
然而现。周汝昌、启功等著
名红学家的题词、题诗，接
踵而来。这个故事我早就
听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初，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一
位中年主人，准备重新粉
墙。当他把旧墙渐渐铲开
以后，里面出现了大大小
小的题壁诗：“遥山千叠白
云径，清磐一声黄叶村”、
“碧水青山曲径遐，薜罗门
巷是烟霞”等等共有八首。
其中一首云：“劝君莫弹食
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
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
黄叶村。”更有一副对联：
“远富近贫以利相交天下
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
间多。”巧的是，这房屋的

主人是位中学语文老师，
对《红楼梦》相当熟悉爱
好，看到这些题壁诗，再一
看边上的署名，鄂比、敦
诚、敦敏……不都是传说
中曹雪芹的好友吗？房主
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
即向有关方面报告……
《红楼梦》堪称中国古

代小说巅峰之作，但是对
作者曹雪芹本人身
世长久以来一直知
晓不多，尤其是对
他到了北京以后的
生活，更是知之甚

少。现在，有了这么多的题
壁诗，大致可以肯定，这就
是曹雪芹的故居了。
这里一共有十来排中

国北方常见的人字形屋顶
平房，基本上是清水蓝灰
砖。房门与窗户南向，房子
里面似有分工：客厅、餐
室、书房、卧室———南北有
火炕。遗憾的是，那间有题
壁诗的房间不开放，人头
攒动、踮起脚伸长了脖子
只能在窗户外费力地张
望。我拿出相机横拍竖拍，
想一睹真迹风采。

从南京江宁织造署，
到北京西山黄叶村，两相
对照，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当年的锦衣玉食、饫甘餍
肥，到后来的茅檐蓬墙、绳
床瓦灶、举家食粥、饮酒常
有赊，曹雪芹的人生落差
实在太大。但也正是在这
样的落差中，曹雪芹看到
了世态炎凉、洞察了人世
烟云，而终于有了千古绝
唱《红楼梦》。遐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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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外莺边踏落花"

掩扉自静入幽遐%

空庭独坐浑无语"

对竹敲诗到日斜%

%书斋戏咏&

平生纸上几蹉跎"

文采风流意若何%

砚里老泉留月久"

架中旧笔阅人多%

%雨渍&

一窗薄雾湿黄昏"

杨柳千条半映门%

昨日南窗风又至"

雨花落纸着春痕%

%晨课&

纸上烟云不可遮"

线痕几作折枝斜%

夜来眼睡心难睡"

又向晨风落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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