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前夕，临窗写字台上
的一盆水仙，早早地开花了。走进小
室，便能隐隐感觉到缕缕幽香绕室
浮动。闲时凭几临窗，看那蓬蓬勃勃
的洁白与碧绿，吮吸着沁人心脾的
幽幽清香，俗念全消，也有飘飘欲仙
的感觉。

记得数年前我一次养水仙，看
看枝枝鹅黄的嫩芽，犹如对对瑶池
玉人，很有些手足无措。我小心翼
翼，诚惶诚恐地将她“供”在床头柜
上，让她避风防晒，恨不得来个“金
屋藏娇”。每天早晚总不忘换水还常
常施次复合肥料，增加她的营养。叶
片刚刚由黄转绿，我便眼巴巴地盼
着她开花。水仙后来越长越高，居然

将近两尺。然而叶片纤细萎黄，病恹
恹地娇慵无力，林黛玉般弱不禁风。
偶有花蕾抽出，我便欣喜若狂，更是
倍加呵护，可惜尚未长成便香消玉
殒，终于一朵花也不曾开出。妻子笑
着揶揄道：你这是养水仙呢，还是种
大蒜？我懊恼不已，竟想不到自己
“机关算尽”，反倒误了她的“卿卿性
命”了，也枉费了我的一片怜香惜玉
之心。

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水仙其
实很粗放、极易养，只需清水和充
足的阳光便可以了。若不让她见阳
光，她就只会长叶子而绝不会开
花。

后来年年冬天我养水仙，就只

是把她放在临窗的写字台上，白天
绝不拉窗帘，让她尽情的享受温暖
的阳光。果然长得茁壮、开得旺
盛。

有时我在想，有些事情，你若刻
意去苦心经营，往往反倒事与愿违。
我从自己养水仙的经历中，至少对
于我自己，也算是“悟”出了一点很
好的启示吧。

季爱蓉

拖着疲惫的身体，我很快就进
入了梦乡……朦胧中，我来到了大
文豪柳宗元笔下的小石潭。清新的
空气令人放松，清澈的潭水似一面
镜子，照进我的心底；周围树木葱
茏，绿意盎然，令我心驰神往。想到
现实生活中到处是汽车鸣笛声，河
水污浊，发出阵阵臭气。如此寂静
的小石潭，我真的不想离去，但又
不得不离开，因为这儿不属于我。

离开小石潭，我又来到了陶渊
明的理想世界桃花源，那里到处是
绿油油的菜田，孩子在田间奔跑。
那里的人们十分友好，遇到客人会

拿出丰盛的菜肴来招待，连对待动
物都很友好。但在现代，野生动物
成了人们的盘中餐，到处是野味
馆，人为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我
依依不舍地离开那里，漫无目的地
寻找……

我祈愿，希望人们快点觉醒，但
我想也许只有人类真的遇到了危
机，才会后悔，但那时已经来不及
了。我多么想生活在古时候，虽然没
有高科技，却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当

然光祈愿是没有用的，只有全人类
一起努力才能挽救。虽然像“花园国
家”新加坡等国环境优美，法律严
厉，但这只是一部分，仍旧无用。只
有世界各国一起努力，共同维护，才
能拯救地球！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道强光，原
来是南柯一梦。我从梦中惊醒，满头
大汗，想起这梦中的所见所想，我陷
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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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口彩菜

十年，观泗泾之变

生活中人们喜欢讨个吉祥如意
的好口彩。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
最常见的是把“福”字倒过来贴，表
示“福到”喜临门。“年糕”的含义更
是众所周知，寄托着在新的一年里，
生活一年“高”过一年的希望。南方
一些地方前些年把“!"”两个数字炒
得很热，那是经济发展大潮鼓动起
来时，一股“要发”的热情驱动，以至
于以后“#!"”成了“我要发”的“吉祥
符”被频频出现。我以为，不能把讨
个好口彩和迷信等而视之，这是人
们的美好愿望，如果把它作为迷信
加以鞭挞，只能说明他不解人意、不
近人情。

其实在我们泗泾，过年时十分

讲究讨个好口彩。在春节的家常菜
肴中，烤麸是无论如何少不得的。
记得小时候临近过年，奶奶就叮嘱
妈妈：“别的不着急，先去买点烤
麸。”听那口气，就知道烤麸是多么
重要。

奶奶为什么对普通面筋制品
的烤麸如此看重呢？原来，这里面
就有个口彩，在旧社会，一般妇女
的最大愿望就是自己能嫁个好丈
夫，终身也就有了依靠。烤麸乃“靠
夫”的谐音，所以像我奶奶、妈妈这
样的妇女，过年时，首先想到的是
这维系她们一生幸福的“靠夫”（烤
麸）了。避开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
而形成对丈夫的依赖、依附不谈，

也说明了“用力扛起大梁”的男人
们身负的责任有多重大，是顶梁柱
要养家。

再如塌苦菜、豆芽，也都是普
普通通的家常菜，但在春节的餐桌
上，就赋予它们特殊的意义了。塌
苦菜在泗泾方言中，谐音为“脱苦
菜”，也寓言“塔塔滑滑”过日子。因
此，在这辞旧迎新之时，谁不希望
自己能摆脱“贫苦”，改变一下不顺
畅的境遇，过上“塔滑、顺溜”的生
活？所以，塌苦菜在春节的餐桌上，
不论贫富都必定据有一席之地。而
豆芽，由于它的形状似一柄“如
意”，故人们喜欢称其为“如意菜”，
让它上餐桌，预兆着一年四季万事

如意。又比如，将蛋饺制成一只只
“元宝”状，这象征着未来的岁月财
源滚滚而来。

如今奔向小康社会，人们生活
开始富裕起来，但讲究好口彩的风
俗仍在延续。不过有笑话说，如今
餐桌上的烤麸，早已不再是“靠夫”
的象征，而是“考夫”的喻示，就是
要考考丈夫是否对妻子忠诚、是否
热爱辛辛苦苦支撑起来的这个家。
这正是对我们这个日益繁荣、而又
纷繁复杂社会中的一种不良现象
的讥刺，也算是针砭时弊吧。而在
一笑之余，做丈夫的还是足可引以
为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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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出，许多人会说：应该去
海边，应该去山顶，因为在那里海
阔天空，一览无际。但我要说：美
丽的日出应该在泗泾。

只要天气好，清晨，你站在泗
泾塘边面向东方，你会看到一轮
鲜红的朝阳伴随淡淡紫雾冉冉升
起，万道霞光从镶着金边的云里
射出，壮丽美妙，无与伦比。

我是 $%%& 年初到泗泾的，近
十年来我不仅看到泗泾的日出，
更看到了泗泾十年来翻天覆地的
变化。

初到泗泾，看润和苑楼盘介
绍，地铁九号线规划图引起我很
大兴趣，果然，来到泗泾安家后，
让我亲眼目睹这座千年古镇发生
的巨大变化———

刚来时，泗泾塘河混浊气味，
如今已成为垂钓者的好去处；

刚来时，河对面化工厂，四五
个烟囱冒着浓烟，如今是一排排
漂亮的楼盘；

刚来时，路不平，桥不宽，如
今宽敞的沥青马路四通八达；

刚来时，交通十分不便，天一
黑，连去市区车也没有，如今有地
铁，有公交，再也没有出行的担
忧；

刚来时，路上行人稀少，车辆
不多，如今车水马龙，各条路口按
上了红绿灯，想过马路还得等上
数秒钟；

刚来时，购物，买菜只有一个
菜埸，如今数个大型超市，菜市场
任你选；

刚来时，只有一个工行一个
农行，如今已达十来个银行；

刚来时，居民休闲活动只有
老街上一个旧式老房子，如今一

个现代化大型文化活动中心矗立
在广埸上；

刚来时，不少马路两边，还是
农田，如今被市政规划的成片大
型保障性社区大楼所代替，当年
的农民都成了城镇居民。

刚来时，只有一家设备陈旧
的小医院，如今又有了一所崭新
一流的大医院，全镇医疗保障也
实行了全覆盖。

是的，这十年泗泾城镇的面
貌日新月异，数不胜数。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新泗泾
人所能看到的，感受到的。

党的十八大又吹响了改革开
放、科学发展新的进军号，中国在
发展，泗泾的发展，就像初升的太
阳充满活力和朝气，我们的生活
也会越来越幸福。

李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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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郊水乡各有风情，也铸就了
别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春节到得青
浦商榻，喝上那儿脍炙人口的“阿
婆茶”，除了不虚此行，也让你感悟
到，这“茶文化”底蕴确实不浅。

商榻，镇不大，但“阿婆茶”很
有名气。据说，阿婆茶还是清代乾
隆皇帝下江南时叫出来的呢———
乾隆下江南来到商榻，口干舌燥，
便向一群围坐着喝茶的老妈妈讨
茶喝。因为口舌干燥，说话时把

“阿婆，讨口茶”说成“阿婆茶”，于
是“阿婆茶”便从此传开了。

我对茶的要求不高，只要不是
陈茶，红茶、绿茶、乌龙茶都喝得有
滋有味。此刻，手持青瓷盖碗，学
着古人用茶盖轻轻抚动水面上的
茶叶，轻吁口气，咪上一口，细品一
下，确实很有味道。看来，商榻的
“阿婆茶”确是家庭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商榻不少人家灶间里都有
一具壁灶，因为壁灶里烧的水，泡
出来的茶更为清纯、香郁。商榻人

家还以茶具精美为骄傲，不少人家
藏有年代久远的茶具，印有宋代景
德年指青花小瓷碗；清代雍正、乾
隆年间的盖碗；有形象逼真、古朴
典雅的莲花观音茶壶；，还有小巧
玲珑的茶盅，由此可见“阿婆茶”的
历史一斑。

茶和商榻人家的人生大事紧
密相关：青年男女定亲要喝“相亲
茶”；婚礼第二天一早喝“喜茶”；孩
子满月喝“满月茶”；春节茶客们喝
“春茶”，且要从大年初一开始喝，
一天喝一家，一直喝到这个村的最
后一家。而轮到筹办“春茶”的人
家，这天天一亮，就得派人逐户上
门相请，这叫“喊喝茶”，女儿出嫁、
儿子迎娶喝“出门茶”、“进门茶”；
孩子考上大学、参军入伍喝“状元
茶”、“保国茶”；谁家盖起了新楼，
又要喝上一杯“进屋茶”。

如今，商榻的“阿婆茶”据说也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以
传承保护。 丁逊

青浦商榻“阿婆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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