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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汤圆
陶思瑶

! ! ! !过年了。漫步在大街小巷，到处弥漫
着喜庆的气息。人们脸上洋溢着新春的
喜悦，超市的冷藏柜里堆满了各种汤圆。
这些汤圆制作精巧，包装华美，让人垂涎
欲滴。我站在冷藏柜前，心游
离着，脚步踌躇着，因繁杂华
丽的包装而眼花缭乱。寻觅
了好久，我还是失望地离开
了，尽管面前的汤圆都饱满
玲珑，软糯香甜，却少了我记忆中的那份
淳朴与温情。是啊，我又想起了你。
小时候，每到过年，你总要亲手包汤

圆，从皮子到馅儿，你一丝不苟地完成。
糯米是自家种的，天然健康，回
味悠长；黑芝麻你总赶早到市场
上买来，乌黑亮泽，颗颗饱满；鲜
肉你一定挑选上乘的，肉质新
鲜，粉红、有弹性。接着，你将糯
米与大米混合，制成面粉。再把芝麻沥干
炒熟，加入猪油和白糖拌透。我总一个劲
儿嗅着满屋的香味，趁你转身时，偷偷尝
上一口。你虽没说什么，但上扬的嘴角还
是瞒不住你的喜悦。
一切就绪，你终于坐下了，将汤圆逐

个完成。这时我总像牛皮
糖一样粘着你，心中溢满
喜悦与期待。成品的汤圆
个个洁白饱满，好似一颗
颗珍珠，让人迫不及待想
吞入腹中。整个过程如此
精细、繁琐，你却如此专
注、用心。
我蹲在你身旁，如痴

如醉地看着。你脸上虽有
不少皱纹，可微微上扬的
嘴角和双眼中的慈爱让你
显得那么美丽，你那满头
银丝在清晨的阳光中闪耀
着，让晨曦也变得温暖与
生动起来。迷蒙的薄雾渐

渐散开了，你那专注祥和的神情也似光
晕般在我心底慢慢漾开……
汤圆煮好后，我总等不及冷却便捞

起一个，轻吹一下，咬开软糯的皮面，那
乌黑油亮的芝麻馅或鲜嫩
多汁的肉汤便会溢出，满足
地吃进嘴里，顿时唇齿留
香，回味无穷……这时你总
眉眼弯弯地在一旁看着我，

笑呵呵地说：“慢点儿吃，别烫着。”
这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汤圆，它的

可口永驻我记忆深处，你慈爱的神态也
在我脑海中定格，让我总是想起你。

可外婆，自从你去世后，我
再也吃不到你包的汤圆了，每到
元宵节，我们只能到超市里随意
买一些，算是一种形式。买来的
汤圆水果的、巧克力的都有，但

它们都只是商品，虽一样美味，却少了那
种特殊的爱的味道。
我捧着热气腾腾的汤圆碗，在盈盈

的热气中，我又想起了你。我明白，我想
起的不仅是那份淳朴与温情，更是你的
慈祥与爱。

!茄子茄皮茄脚柄"

吕震邦 王家昌

! ! ! !“茄子茄皮茄脚柄”，题目有
点莫名其妙。

这里的“茄子”，不是上海菜
市场卖的“落苏”，是崇明岛上生
产的、个头大大、滚圆滚圆、土头
土脑的茄子。
“茄子茄皮茄脚柄”，本是崇

明人从黄口小儿时吃起，一直吃
到改革开放的一道“崇明菜”。当
改革开放百姓生活“步步高”后，
这道菜才渐渐从崇明老百姓的餐
桌上消失。如今，别说上海人压根
儿没有听说过这道菜，就连生活
在崇明岛上的年轻一代，恐怕也
没有吃过“茄子茄皮茄脚柄”了。
“茄子茄皮茄脚柄”离失传不

远矣，笔者虽未感到悲催，但有点
不舍。
现今时兴“三吃”，譬如“一鸡

三吃”、“一鸭三吃”、“一蛇三吃”
等等。崇明的“茄子茄皮茄脚柄”，
也属于“一茄三吃”。在今天人们

追求“返璞归真”的“吃风”之际，
“茄子茄皮茄脚柄”的“茄子全吃
法”，毫无疑问是正宗的“绿色食
品”，是绝对的“健康食品”。
“茄子茄皮茄脚柄”的制作方

法很简便：
茄子洗净，

分别切下茄子底
盘带尖的一片茄
皮及茄子上端的
带柄部分（崇明
人称之谓“茄脚柄”），剩下中间大
段，刨下皮，茄皮被刨成一条条如
山西刀削面状。茄肉从下端切起，
切成条状，但与上端连着成拖畚
样。处理茄皮茄脚柄则十分简单：
撕去茄脚柄中间的木质硬芯，把
茄脚柄改刀，与茄皮分别入碗，放
入细盐，轻轻搓揉，揉至发软。此
时，原先茄脚柄上的小刺，由软化
到消失。
然后就进入烹制程序。

中间的大段茄肉，放在蒸笼
里蒸熟，取出，放些许酱麻油、白
糖、味精、蒜泥，调匀即可。“茄味”
绝对纯正，口感特别清爽。崇明人
少有吃红烧茄子的，却偏爱这种
清爽的吃法。

细盐渍过的
茄皮茄脚柄，须
用清水冲净表面
的盐分，分别放
进两个小碗，碗

里放些油、葱、姜、蒜、白糖、花椒
等，在锅里隔水蒸。水开 !分钟，
茄皮即熟；再 "分钟，茄脚柄也熟
了（不可超时久炖，否则软绵绵、
没有嚼劲，就大大逊色了）。揭开
锅盖，放进嘴里初尝，觉得茄皮与
茄脚柄的味道似乎相差无几。可
仔细一品味，又觉得全然不同，都
有淡淡的鲜、淡淡的香、淡淡的
甜，但因软硬程度有异，就会味道
有别，独特风味，难以尽言。

吃这道“茄子茄皮茄脚柄”，
闻闻，没有多少香味，可吃起来会
让你满嘴生香、齿颊顿爽，吃得你
直点头，这样清新的味道是其他
菜肴所没有的。

可别小看这“下里巴人”的
菜，可比那些“阳春白雪”要有滋
有味得多。上海所有酒家都没有
这道菜，到崇明饭馆，你也不一定
能吃到这道菜。但是，在崇明饭
馆，只要你点明要吃“茄子茄皮茄
脚柄”，并说明“是清蒸茄子，清炖
茄皮、茄脚柄”，崇明厨师一听就
会明白，会热心地为你专门制作
这道崇明菜品尝。

吃了崇明“茄子茄皮茄脚
柄”，你就懂得什么叫“返璞归真”
了，什么叫“回归
自然”了。

要吃“茄子茄
皮茄脚柄”，请到
崇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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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癸巳岁末，河南收藏
家永召兄来看望我，赠送
我一些甲骨文碎片。审视
历尽沧桑的甲骨文碎片，
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安阳殷墟是甲骨文的

故乡。方块汉字就来源于
甲骨文，占全世界人口四
分之一的华人至今还在使
用。而我们今天能与古代
先贤们对话，能够感
受到他们的喜怒哀
乐，靠的就是方块汉
字。"##$年安阳殷
墟被评为“中国 "%

世纪 &%% 项考古大
发现”，名列首位。

去年我应邀参
加沪上书法名家李
志贤在安阳中国文字博物
馆举办的书法展时，顺便
参观了殷墟宫殿宗庙遗
址。遗址木制的红漆大门
是依据甲骨文“门”的象形
文字构造的，颇具特色。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八个
金字熠熠生辉。中间大门
两侧的木栏上，刻有金色
龙形浮雕图案。据说此图
案是依据从商代女将军妇
好墓中出土的龙形玉佩图
案放大仿制的。过去我一
直以为殷人的图腾是玄
鸟，即凤凰，周人的图腾才
是龙，此龙形玉佩图案让
我开了眼界。

安阳殷墟在 !!%% 年
前是中华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在这里，商代宫殿宗
庙建筑基址就有一百一十
多座。王陵大墓、洹北商
城遗址亦有 &"座。但让人
疑窦顿生的是，这里竟没

有发现城墙。或许是强大
的殷商过于自信，到了无
须为自己的京都修筑城堡
的地步。然而公元前 &%'(

年，周武王击败商朝最后
一个帝王纣王，商朝灭亡，
这里沦为了废墟。
甲骨文的发现，是照

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
一百多年前的晚清金石学

家王懿荣在吃中药
时，偶尔发现了来
自河南安阳甲骨上
的文字，这是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的事
件。《礼记》载：“殷
人尊神，率民以事
神，先鬼而后礼。”
殷商时期，国君在

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
用甲骨进行占卜，祈神问
鬼，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
甲骨上，后人藉此了解了先
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说到甲骨文，王国维

是无法绕过的人物。$)$*

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
所见先公先王考》等，首次
搞清楚殷墟的来龙去脉。
公元前 &!&+ 年，商朝第
&# 代王盘庚把都城从奄
（今曲阜）迁到殷（小屯
村），从此历经 +代 &"王，
于此建都达 "*! 年之久。
王国维的考证与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所说基本
吻合，把中国有考据的、可
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我十分敬佩王国维的才
学，&,年前我写第一部陶
瓷文化专著《人间瓷话》
时，就套用了其著作《人间
词话》之书名。
商代的墓葬几乎都被

掏空，而殷墟中的妇好墓
却完整地保留下来，实属
奇迹。妇好是中国第一位
女将军。她是商王
武丁的妻子，能文
善武，为武丁的江
山社稷立下了汗马
功劳。而连年征战，
使得妇好积劳成疾，先于
武丁而亡。武王破例将其
葬在宫殿区，这也是让后
世盗墓者无法想象到的。
在妇好的墓中，共出土了
&)"+ 件精美绝伦的随葬
品，其数量之巨大，种类之
丰富，造型之新颖，工艺之
精湛，让人惊叹不已，堪称
国之瑰宝。

在当地收藏家那里，
我看到过不少精美的甲骨
文藏品，有的甲骨还用朱
砂涂过。这些甲骨上的文
字刻工极好，线条流畅，疏

密有致，匀称美观；甲骨上
没有过火的裂纹，显然并
不是用于占卜的，或许是
国家档案。对于甲骨上的
朱砂书写痕迹，我们无法
推测先民是用何种毫毛书
写工具书写的，但是用小
毛笔当确定无疑，因为在

书写的线条中，已
经可以看到提按
转折等书写运笔
方法。这些精美的
甲骨文，为何要涂

上朱砂呢？也许因为记载
的事情重要，也许是要提
醒人们注意，也许是为方
便后人核查；我们今天在
阅读一些重要文件和书籍
时，也会留下一些红色的
标记，这难道是从甲骨文
中传承下来的吗？我坚信
两者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站在殷墟这块古老的

土地上，仿佛穿行于历史
时光隧道。甲骨文这神奇
的精灵，燃起了我对它的
敬畏：中华先民聪明绝伦，
中华文明无与伦比。

!潮童"可赞
吴乃良

年前! 战友携 !岁

的孙儿来我居住地浦东

川沙镇观瞻黄炎培故

居!顺便到寒舍作客"老

战友多年不见! 不亦乐
乎!自然要招待一下"

战友的孙儿!进门时爷爷#奶奶挨个

叫!彬彬施礼$进餐际!举止中规中矩!十

分得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餐罢!小家

伙不仅将自己的碗筷主动送到厨房水斗

处! 还帮助家人一起收拾饭桌%%这个

小&潮童'!可爱且可赞(

这让我想到电视台的&潮童'节目"

荧屏上的&潮童'个个擅长

说唱逗笑!&潮'气十足!煞

有介事像个&小大人'!令

人捧腹%%通过&潮童'展

示孩子们的童真#挖掘和

发展他们潜能当然是好

的! 但培养孩子毕竟有

关培养祖国下一代!是

个大课题" 笔者觉得!

&潮童节目'还应该在懂

道理#讲文明#爱劳动等&学做人'方面!

给与更多的关注和启蒙"

事后了解!战友家的这个&潮童'如

此表现!绝不是&人来疯'的偶尔为之!而

是打他 "岁时!就在家人的教导下!开始

饭后自己收拾&饭碗头'!&进一步'!还常

常争先恐后地帮着家人擦桌子$ 由此虽

损失了十多只小碗! 但却养成了自理的

好习惯" 用战友的话来说! 区区几只小

碗!换来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将会使孩子

终身受益!值得"

战友家的&潮童'可赞!战友家对&潮

童'的教育更可赞(

一枝春
)牛博士对马妞说*

! ! ! !苏州香雪海固然壮
观，关山月的红梅固然闹
猛，赏梅行家之着眼，却不
在于此呢，所谓“触目横斜
千万朵，赏心只在两三

枝”。而更高一等的里手，竟只在意一枝了。
有记载的最早咏梅人是南北朝的陆凯：“折梅逢驿

使，寄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江南岂是
贫乏地？拿得出手的，唯有一枝梅花了———极言其上
品。韦庄标举的同此：“肠断东风各回首，一枝春雪冻梅
花”。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成了
梅花的广告语。他吟的疏影，依然是一枝：“湖水倒窥疏
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苏颂精绘工笔重彩：“绿萼丹
跗炫素光，东园先见一枝春”。对徐积而言，梅花胜过化
妆品：“有人赠我一枝花，满面春风与春色”。隋侯氏自
恋：“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周邦彦怜香
惜玉：“一剪梅花万样娇”……

古人钟爱一枝，直拿一枝春、一剪梅作了词调名。
特供插一枝梅花的小口瓷瓶，因此而独立出来，繁衍成
为一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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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戴英獒
缺乏诚实肮脏胚

（四字通讯名词）
昨日谜面：官家用品

（武侠小说）
谜底：《大人物》

六种马
余塔山

! ! ! !马在中国，一直是民
族生命力的代表，是历史
文化上最奔放活跃的角
色。《说文解字》释马为威
严与武力的象征，由此可
见古代中国人对马的推
崇。所以将军爱马、帝王
爱马、艺术家爱马……这
就出现了项羽的乌锥马、
唐太宗的六骏马、白居易
的八骏图诗等。

据“马经”，马类的原
始种，大致分为东洋马和
西洋马。马中最佳种属
“阿马”，产于阿拉伯。至
于英国最著名的“纯血英
马”，与“阿马”杂交的马，
称之“美洲马”。现代动物
学家指出，现存的马科共
(种，其中两种为家畜，称
为“家马”，其余 '种皆曰
“野马”。此 (种，分为马 &

种、驴 "种、斑马 !种。

昆曲行头 陈 益

! ! ! !一位昆曲老艺人告诉
我，昆曲的行头，和其他剧
不一样，几乎都是用麻布
做成的。

麻布的行头浆洗好以后，方方正正摆在衣箱里。到
了码头，演员拿出来穿在身上，折痕仍清清楚楚。昆曲
就讲究这样的方方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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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几天，走在大街小巷上，可以清
晰地感觉到，这年味浓得抹化不开……

年味的最突出标志，就是满目的
“中国红”。

无论时尚地、还是老城厢；无论是
商店、还是住家，红灯笼、红辣椒、红福
红喜，处处悬挂、户户张贴；街上流行红
颜色，是这一季的主旋律。

最夸张的是，&"生肖中颇具“正能
量”的马儿也不打“马虎眼”，不放“马后
炮”，节前就早早地摆开了“万马奔腾”

的架势，“马不停蹄”跃入千家万户的门楣、窗栏，带来
“龙马精神”，预示着马年事事顺心，“马到成功”。

而如果你想“感染”一下“红眼睛”，那不妨去“红色
世界”的“地标”———豫园：廊檐下、梁柱上、天地间，红
灯笼“方阵”铺天盖地，连绵不断，蔚为壮观。
年味也写在大家的脸上，那就是“乐呵呵”。人世间、

生活中，不如意常常十之八九，工作不顺当了、家里出琐
事了、上当受骗了、股票套牢了、朋友反目了、爱侣分手
了……每每教人仰天长叹、抑或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但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所有的不顺、不快、不
祥、不乐，让一片喜洋洋
的中国红“刷新”了吧！让
它们与“旧年”一起留在
身后吧……心中重新充
满阳光，迈进新年，前面
就是艳阳天！

乐观、笑声会“传
染”，大家一起过个“快乐
传染年”！

戴逸如文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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