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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从晚报上读到
保护上海原土著的民
居———绞圈房子（这里的
“绞”念 !!"#，勾起我童年
的回忆。

我祖辈是上海原住
民，俗称“本地人”。我出生
在绞圈房子里，并在那里
度过了快乐无忧的童年。
我家的绞圈房子在
上海市区最南面、
近黄浦江边的瞿真
人路 $%&'弄内（即
卢湾区五里桥地区
的瞿溪路，现属黄浦
区），房子的外面有
一条小支流，我们叫
“小浜”，河水有点
臭，后来在“大跃进”
时期被填没了。

我家的绞圈
房子呈“回”字形，
全封闭。正南面是
大门，挨着大门的
东边有个小门，大
多数时间是关着
的。在东北角还有
一个小门，我们叫
“腰门”，平时都是
从那里进出的。坐
北朝南是一个大客堂，一
排高高的落地雕花长门，
可以全部卸下来的。客堂
里放着一个长长的大条
案，还有几张八仙桌和长
条凳。房顶上方的东北角
上设有一个一平方米左
右的小神龛，里面摆放着
本家祖宗的牌位。客堂一
般都是空着的，有婚丧喜
事时可通用，平时是我们
小孩玩耍的天地。到了清
明或过年，那就是祭祀老
祖宗的地方。
绞圈房子的东面和西

面是一排正房，分别隔出
前房间和后房间，前房间
一般作日常起居接待来客
之用，后房间一般是卧室，
有个窗户对着天井。西北
和东北最里边还有几间用
作客房的后厢房。

绞圈房子里住的是
我们从爷爷辈起三代同

堂的大家族。爷爷
有三个儿子三个
女儿，三个儿子成
家后住在这里，三
个女儿都嫁出去
了。在我记事以前，
爷爷已去世了。大
伯家住东面的一排
房，二伯家住西北
面的房间，我们家
和奶奶住在西南的
一排，每家基本上
有二间房间。另有
一间灶头间带饭
间，里面有一个土
灶头，旁边放一个
大大的八仙桌。用
大灶头烧出的饭，
又香又好吃。还有
一只很大的水缸，
印象中可以坐下一

个人。平时洗刷用天井东
南角上那口井里的水，做
饭和喝的水是雇
人从远处的给水
站挑来的自来水，
储存在这大水缸
里，还要放明矾来
清洁的。经常给我
家挑水的是隔壁一个年轻
人，力气很大，但有点智
障，挑一担水给一根竹水
筹码和一分钱。
绞圈房子中间是一个

大大的天井，平时各家的
一切活动除了睡觉，都是

在天井里展开的。每天清
晨，我们一睁开眼睛就会
往天井里跑。大人们买好
了菜也会在井台旁，一边
洗拣一边交流着菜场的行
情，手不停嘴也不闲地聊
着左邻右舍的家长里短。

每年的夏天是
天井最热闹的地
方，白天买来的西
瓜用打水的吊桶放
到井里冰着。到了
吃晚饭的时候，各

家的小饭桌在天井里自家
的门口放好。无论谁家吃
西瓜，都会在第一时间送
几片给叔伯兄妹尝尝。饭
后各家拿出竹榻或板床，
我们这些不知愁的孩子，
就抬头望着满天星星慢慢
地进入梦乡。
冬天的天井别有一番

情趣，在天井的上方隔开
一根竹竿左右的距离，拉
着二根粗粗的铁丝，各家
的竹竿就搁在上面。在暖
暖冬日的阳光下，竹竿上
晒满了衣服和被子，闻着
香香的太阳味道，我们在
晒着衣服和被子的竹竿间
串来串去地嬉闹，有时因
不小心碰倒了竹竿，被大
人呵斥。有时如果碰到突
然下雨，不在家的人根本
就不用担心晒着的衣被会

淋湿，自会有人帮着收进
来，这些情景现在想想还
真是心里暖暖的呢。
那个时候我们小学都

是半天上课，中午回家后，
住在附近的同学下午就一
起开小组做作业，多数时
候都会在我家的天井里开
小组。房子大，所以还有两
家常年租住的房客。一家
是个宁波老太，我们叫她
阿嬷，信耶稣的，每天吃饭
前总要祷告，让我们这些
小孩子觉得很好奇。阿嬷
有个儿子在东北生活，不
常回来。从阿嬷嘴里，我第
一次知道“有个地方叫哈
尔滨又远又冷”，想不到以
后我上山下乡就去了那又
远又冷的地方，并生活了

十来年。还有一家是刚结
婚的苏州小夫妻，刚来时
大家都叫她“新嫂嫂”。以
后她的三个儿子都上学
了，大家还是“新嫂嫂”的
一直叫了下去。
我们家的绞圈房子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拆除
了，但那些童年的回忆，总
像过电影似的在我脑海里
浮现。那是生我养我的“绞
圈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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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微旅游
杨建明

! ! ! !微旅游，是当下越来越多驴友
的休闲选择，这一旅游形式省事省
时省力，而且惬意。
休息日，我会骑着老掉牙的自

行车，慢慢地行进在附近那些自己
从没有走过或者鲜为人知的村
落———某日，停车在浦东航头镇
牌楼村，我细细地读着牌楼村门
的老碑记，欣赏村中数栋老屋门
上的老匾额，还有那一堵斑驳的
墙面，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某日，
行至奉贤金汇镇金星村，看到了一
大块敞开了的且十分精致的菜地，
里头栽种着草莓、黄瓜、茄子、西蓝
花，秀色可餐，好不赏心悦目，竟然
萌发了采购之意，遂按图索骥找到
了菜地主人，亲自下地采摘了近百

元的蔬果后满载而归；某日，单骑至
闵行浦江镇召稼楼，停车流连在古
宅“礼耕堂”里，那十二道墙门一道
叠着一道，深宅大院之气派扑面而
来，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诱得我竟

然在这古宅里“呆”了半天……
我也曾数次乘车至佘山，独行

在山间的小道上，尽情呼吸着新鲜
的空气，感受着山中的美景，舒展着
四肢，释放着工作上的压力；有时，
我会约志同道合的哥们乘车去市区
各景点走马观花，外滩、豫园、静安

寺、徐家汇、鲁迅公园……这些地方
最远离家也不过二十多公里，路费、
餐费、门票等各人承担，早上出发，
下午返回，准时到家，真可谓是名副
其实的微旅游。

如此这般次数多了，对家乡
的秀色美景越来越熟知，自然也
越来越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随
之还有一种意外的收获，那就是
我的身体也不知不觉地强壮了许
多，真是一举两得哩！也正是在这令
人沉醉的周而复始中，我深切感悟
到，快节奏生活
里，只要你拥有一
颗慢生活的心，依
然会有享受不完
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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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碟酱菜解烦腻
李君兰 文 陈旸 图

! ! ! !解人生“不愁吃”之烦腻，有时只需要一碗泡饭、
一碟酱菜。
在泡饭配酱菜的完美组合中，看似“配角”酱菜，

实则占有很大戏份，这口泡饭能不能吃出一声“嗲”，
就看这一点酱菜提不提味了。在上海人的心中，涵大
隆可是不会让人失望的最佳选择。
据说，清朝中期，青浦朱家角地区的酿造业发展

迅速，以涵大隆为首的一批酱园作坊将酿制的酱菜
行销各地，很快就成为朱家角地区的特色产品。初建
时，撑起涵大隆招牌的是一个师、徒组成的小团队。
在他们看来，做的虽是“小买卖”，做得可是大事业。
一要天时，要在最合适酿造的季节；二求地利，不仅
要选用当地最优质的蔬果作为原料，还要找到周边
最清澈的水来酿造，据说，为取一担清水，需跑至市
河江中去挑水，每天需用 $%%余担，工人们四点就得
开工。当然，成就涵大隆酱菜美味传奇的还缺不了人
的一份“酱”心，严格遵循既成技艺和工序，在选料、
控温、季节、辅料、工具材质、环境、水质、用时、含量
配比、封存技术等方面通过长期严谨、科学的制作实

践，不断完善成熟。
涵大隆酱菜制作

技艺现在已成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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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一燕不成夏），说的是不能单凭
一个现象（事实），简单下结论。意思与我
们日常所说的“一叶知秋”、“见微知著”
意义迥然，不过确也值得玩味。
不妨先看一下春秋时孔子与弟子颜

回的故事。孔子在陈蔡之间受困，饭菜全
无，七天没吃上米饭。颜回外出讨米回来
煮饭。饭快熟时，孔子看见颜回用手抓锅
里的饭吃，但假装没看见。一会，饭熟了，
颜回请孔子吃饭，孔子说：“刚刚梦见我
的先人，我自己先吃干净的饭然后才给
他们吃。”颜回答道：“不是那样的，刚刚
灰飘进了锅里弄脏了，丢掉又不好，就抓来吃了。”听
罢，孔夫子叹息道：知人不易，眼睛看到的都未必可信。

日本作家内海隆一郎写的《两张收据》的故事，至
今仍记忆犹新。丈夫从北海道出差回来，带了毛蟹、扇
贝、鲑鱼子等海鲜。当天晚上，一家吃了顿丰盛的晚饭。
丈夫说，他这次出差吃了个够，当地海鲜也便宜。妻子
知道，现在经济不景气，出差补助少得可怜，于是私下
里认为，要么是丈夫瞒着她存私房钱，要么是还在偷着
玩年轻时热衷的麻将、赛马。次日，妻子给丈夫整理行
李发现两张收据，才解开谜团：一张是收据，带回来的
海鲜合计 $5'万日元；另一张收据上面写着：烤鸡罐头
一个，方便面一个，点心一块。这一刻妻子才明白：丈夫

嘴里说出差期间海鲜吃了
个够，实际是用这些东西
填饱肚子的。

早些时候通过朋友介
绍，我认识了 6君。曾有一
段时间，互动频繁，俨然已
成莫逆之交。此后的故事
就落入俗套了，6君借钱、
逾期、催要。最后钱是要回
来了，失信心寒，朋友终是
做不成了。时过境迁，终于
明白：与人相交，亦需用心
与时间来衡量，断然不可
凭眼缘或是一时的热度。
人皆凡人，难有慧眼。

遇事多一份克制，全面、客
观地分析问题，不草率下
结论，方能成为生活的智
者。毕竟，一燕不成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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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半夜凌晨，门咣当一声响，紧接着
一阵急促的脚步跑向卫生间，想都不用
想，肯定是我家那口子喝多了。果不其
然，随后一阵一阵的呕吐声便不时钻进
耳朵。我在床上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不
然能怎地？跟一个酒醉的人大吵，质问
他？走的时候再三答应得好好的，早点
回家，不喝多。一个男人在喝酒前的承
诺就好比一只狼压抑着强烈的渴望对
一只羊说，放心，我肯定不会吃你。事实
证明，没有不吃羊的狼。酒是考验一个
男人承诺的可信度最好的武器。

作为一个女子，尤其是一个他口中的南方女子，我
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男人用来衡量交情深浅的标
准就是喝酒多少。最初的时候，我曾试图用语言和他沟
通，不管你酒喝了多少并不能影响你们之间的交情，真
正的朋友是不会在乎这些的。他嘴上倒是迅速赞同了
我的观点，可是一到了酒桌上，那个觥筹交错忘乎所以
的人似乎不是他了。屡次三番，我终于放弃说教。在酒
面前，我的那点说教简直不到一秒就被他抛诸脑后。

这不，三天前，得知他一个大学室友即将到来，我
也做好了一切准备措施。客厅沙发的套子换成了最旧
的那套。他临行前身上穿的也是一身旧衣，身上除了喝
酒的酒钱外，钱包手表手机一概放家里，一串钥匙我死
死地弄在他的裤腰带上。这身装备就算他想丢东西，最
多丢脸而已。任他百般口舌，如何如何不会喝多，我都
置若罔闻。我要最大限度减少我的劳动量以及财产损
失量。以前的战斗经验告诉我，一个男人喝醉酒后，丢
脸和丢钱包同时发生的时候，对于我而言，丢钱包损失
更多。一早和他说好，回家直接睡客厅沙发，那里是距
离卫生间最近的距离。不要指望一个男人在酒醉后还
能循规蹈矩地忍着翻滚的吐意，安全地从卧室走到卫
生间而不弄脏地毯。

第二天醒来，我看了看睡在客厅里的他，昏沉着。
许是被我惊醒，他喃喃自语：老婆下次我要是还喝这么
多，我就不是个人。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拿着录音器，好
在他下次醉酒后嘲笑下他。我笑问道：上次你不也是这
么说的吗？他道：上次不一样啊，上次我是黄酒加啤酒
喝多了。我哑然失笑，这次呢？他抬起头，一双迷蒙的眼
睛里全是醉意道：这次只喝了啤酒。我心中笑道，你的
意思是这次进步了？我道：这次喝了多少瓶？他迷糊地

吐出四个字：不计其数。
不计其数？以往每次

醉酒，事后他都能炫耀地
告诉我喝了多少瓶，看来
这次，还真是真交情啊。

态度
秦 珉

! ! ! !足球比赛，当某一强队输给了名不见经传的一个
弱小队伍时，人们常喜欢说：“足球是圆的，什么结局都
会发生。”言外之意是，球运不佳。
其实，一场比赛的输赢，关足球什么事？足球被人

踢来踢去，又岂能左右输
赢？比赛的输赢，全在于场
上那 '' 个人对于足球的
态度和技术状态。
生活中，我们也往往

习惯于把成败得失归咎于命运不济。不是上天不给机
会，就是生不逢时，仿佛自己的人生做不了主，只取决
于身外之人事。
可事实是，态度决定命运。任何成败得失都其实与

别人无关，任何借口也都无助于人生命运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