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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在上海的报章上
竟然两次看到赞美大白菜
的文章，引出同感之余，不
免勾起我对外婆的烂糊肉
丝的美好回忆。如果中国

菜也可区分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
话，烂糊肉丝这一道菜可能很多人会把
它归为“下里巴人”一类。而窃以为烂糊
肉丝以它那人无分贵贱，无分老少，地无
分南北，一律通吃的派头，凭着它那出自
于家庭厨房，却登得上酒店饭堂的气势，
其在菜肴江湖上的格调应该是融
合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两者之
品性。
但凡虽低调却颇具人气的东

西都有其理由。
烂糊肉丝的食材价格亲民，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工厂食堂里这
盆菜只需八分钱。这也是外婆当
年喜欢做这道菜的主要原因。其
原料仅两样，大白菜和肉丝，犹如
二胡仅两根细弦却能演绎出百味
人生。大白菜是蔬菜里最便宜且
最耐放置的，其朴实无华，无论春
夏秋冬一概素面朝天，其白玉般
的菜帮子和嫩黄的菜叶子搭配起
来，俨然一副与世无争又楚楚动
人的模样，因此上海人更愿意将
大白菜称作黄芽菜，言辞里颇有
几分怜花惜玉的意味。大白菜相
容性极好，当然更善于和荤菜打
交道，小时候常听外婆说黄芽菜喜欢轧
大（!"）道，即和荤菜搭配后黄芽菜的味
道才出得来。烂糊肉丝里的肉丝必须选
腿肉或里脊肉，是猪肉里最鲜嫩的部分，
虽然带了荤腥有点小贵，但只是“丝”就
不贵了，问题是烂糊里的肉丝切得像丝
不是为了省料，而是只有切得像丝才好
看才显得娇贵才能挑动味蕾，如果刀工
不到位切成了肉棒，此道菜就失去了其
细巧的风韵。为了和肉丝相配，体现琴瑟
和谐，黄芽菜当然也要切得白玉如丝。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齐全，且以色为

首。一盆烂糊肉丝不以浓妆艳抹的色相
迷人，它从容自信只以本色示人，其黄白
相间处偶有葱绿点缀，给人视觉上简洁
明快、爽心悦目之美。尤其是遇到肠胃不
爽，厌烦油腻的时候，那道清清爽爽的颜

色，多少总能唤醒一些口食之欲。烂糊肉
丝两味原料，有荤有素。肉丝也是肉，其
营养价值自不待说，但也不要小看了显
得有点草根的黄芽菜，百度全科上有载，
此君富含多种营养成分，还有清热除烦，
解渴利尿，通利肠胃的功效，经常吃它还
可防止坏血病。
烧烂糊肉丝，上手容易。只要超市里

买得到现成的肉丝，就和现在一些年轻
小夫妻学厨的处女作番茄炒蛋一样简
单。当年外婆在煤球炉上烧烂糊肉丝时，

让我旁边看着学，她说，作为上海
本帮菜的烂糊肉丝，主角是黄芽
菜，而吊鲜头的是肉丝，制作时只
需将少许绍兴老酒、盐、淀粉和肉
丝一起拌匀腌一小时左右，使得
调味料和细嫩的肉丝融为一体。
开炒时只见她铁镬子内倒入食
用油，待油七八分热后将肉丝滑
入翻炒至变色后即刻捞起，接着
将切成丝的黄芽菜入锅翻炒至
出水再加盐煸炒，加盖转小火煮
到菜熟软，再将肉丝倒入大火翻
炒均匀，加入味精、水淀粉勾芡装
盆，最后还不忘记在上面撒上一
些葱花。然后下巴一努，让我搬上
桌去。
外婆做的烂糊肉丝用筷子搛

起来的黄芽菜丝和肉丝还是有形
有状的，一点也不烂糊，每根菜丝
和肉丝都裹着包浆，入口后舌尖

上流淌着鲜美之味。我常喜欢将烂糊肉
丝倒入饭碗，和饭搅拌在一起，这时候烂
糊肉丝的本色充分显露，此道菜的精华
仿佛全部融化在饭粒里，尤其是大冬天
里外面下着雪，放学回家的我捧着一碗
烂糊肉丝饭哗啦哗啦下肚，顿时觉得浑
身暖乎乎的，寒意顿消。及至成年后只
要单位食堂里有烂糊肉丝我必点，边吃
边回忆外婆的味道。
时过境迁，小时候的味道总是那么

令人难忘。最近有一回我拐进一家街边
小店里用餐，年轻的店员向我推荐咖哩
饭，说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由此我就想体
会一把年轻的感觉，吃完这盆咖喱拌饭
后却还是让我怀念起热乎乎的烂糊肉丝
捣饭来，可惜没有一家餐厅制作这道可
以外卖的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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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都说女人善变，此话不假。
“孙大圣”的七十二变和善变的
戏剧型女性比起来可差远了。她
们可以千变万化，或浪漫迷人、
或古典端庄、或优雅温柔、或朋
克帅气……总之是想要什么状
态就能穿出什么状态，但一定要
回避一切小孩子气的、小家子气
的、琐碎中庸的细节，装扮的主体
永远都是夸张、大气、成熟。

戏剧型女性通常拥有大气
立体的五官和面庞，看起来比实
际身高要高，气场一米八，天生
女王范儿，宛若从舞台上走下来
的“大女主”，永远是人们视线的
焦点，令人过目难忘。她们就有
把平淡的日子演绎得精彩纷呈
的能力，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也

许说的就是
戏剧型人吧！

既然天生就自带强烈的存
在感，骨架大还显高，五官分明，
如此这般有个性，就别轻易浪费
自身资源，大胆选择特别的、有
个性的衣服和装扮吧。

厚垫肩，大开领，喇叭袖，泡
泡袖、荷叶袖、大方领、大蝴蝶
结、夸张的
多层花边、
皮草统统来
者不拒。男
性化的双排
扣大枪驳头西装，紧身深开衩长
裙，线条笔直、锋利的外套，紧身
衣，垂感极好的丝织物或皮毛一
体等质感强烈的服装也是上选。
甚至比自己的型号大一码都行。
只要廓形以直线为主，衣服细节
有一两处夸张的点睛之笔，质地
或款式至少有一个是夸张的。

化妆发型夸张是关键，大波
浪、板寸、盘发、直发、垂发……
只要夸张都好看！眼线会不会太
明显？绝对不会！彩色眼线也能
和平共处。饰品就戴大个的，奇
特、夸张、抽象、几何造型、字母
……但凡与众不同的就是合适

的，比如宽
大的手表，
大扣子，大
量装饰扣，
带有民族风

味、异国情调的饰品。
尽管放心地去冒险，戏剧型

的女性优势太多。盛装晚会就是
她们最得意、最风光的舞台，尽
量去张扬自己的独特个性和风
采吧！

个人形象风格是关于造型
的解决之道，可以说爹妈给的天

生 的 骨
骼 类 型
已经决定我们如何选择衣服的
款式，而非刻意塑造成那个风
格，唯有独一无二真实的本我才
是最美好的。为什么总有一些女
性怎么穿都看上去很美？也许就
是因为她很清楚自己是谁？不盲
从、不跟风，永远只选择最适合
自己的。

戏剧型人往往自带反差萌。
她们身上总散发着个性张扬的
光芒。可是，她们也有可能是害
羞、温和而内敛的，在她们如盔
甲般的行头下面藏着一颗很友
善的心。不可以貌取人大概就是
这个意思吧。

保持着一份好奇心，丢掉固
有的设定和评判去与人相处，生
活中处处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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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家喻户晓，
但许多人对阿炳的生平未见得很了解。
阿炳（#$%&年 $月 '(日—'%)*年

#+月 ,日），原名华彦钧，三岁丧母，由
婶母抚养，八岁起在私塾读了三年书，后
从父学习鼓、笛、二胡、琵琶等乐器，十二
岁已能演奏多种乐器。后来，阿炳成为无
锡街头流浪艺人，由于贫病交加，三十多
岁时因患眼疾而双目失明。阿炳长期生
活在旧社会底层，特殊的人生遭际使他
更为深刻地尝尽人生滋味。他刻苦钻研，

广泛吸取民间
音乐曲调，共
创作 +(*多首
民间乐曲。
近读《二泉映月———十

六位亲见者忆阿炳》一书，不
胜感慨。作者数年寻访，对十
六位亲眼见证过阿炳生活的
知情者作了深入访谈。受访
者中有阿炳抚养过的非嫡亲
孙女钟球娣，阿炳的邻居许
忆和，常替阿炳买酒读报的
华寅生，与阿炳有着深厚交
情的锡剧前辈艺人邹鹏，上
世纪 -*年代无锡《晓报》记
者华钰麟，无锡文物专家钱

宗奎，无锡民间艺人尤茂盛、周仁娣夫妇等。通过对他
们的口述实录，再现了阿炳人生中的重要片段———

阿炳为了拉好一曲《梅花三弄》，先后共拜过十八
位知名琴师，并三次向第一代无锡滩簧艺人袁仁仪学
琴。阿炳生前最受欢迎的并不是拉二胡，而是独创一格
的“说新闻”，他在街头连说带唱，为劳动大众打抱不
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晚上，人们从不同的琴声中可
以判断出当日阿炳生意的好坏。如果一路琴声轻快，表
明阿炳这天生意不错，如果拉琴时间很长，胡琴缓慢忧
伤，那就是生意清淡，来日衣食无着。
阿炳不仅会二胡、琵琶，还会击鼓。'%,(年一个夏

日，无锡道教乐坛高手集会，一些人让他司鼓《十番锣鼓
十八拍》。双目失明的阿炳伸出双手逐一摸定五种乐器
方位（这次演奏需兼击鼓、板鼓、磬、木鱼和小镗锣），奏
响乐曲。优美的击鼓身姿，明快强烈的节奏令人赞叹。
每逢节日，有很多孩子簇拥着阿炳在街头行走，成

为一个欢乐的友谊队伍，走到空旷处，孩
子们就让阿炳停下来，围着他形成一个
圆形，让阿炳在中间奏唱。他奏唱一回，
孩子们就代他向周围的人收钱。
书中《我亲历了〈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值得特

别留意。讲述者黎松寿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儿时在街头聆听过阿炳拉二胡。那是 '%-*年 %月 +日
晚上，录音结束后，扬声器响起《二泉映月》。坐在录音
机旁的阿炳激动不已，沿着桌子摸索，双手抱好钢丝录
音机大声说道：“一点没错，这是我拉的！”又说，这东西
像有仙气似的，不然哪能马上放出来……放完录音，阿
炳问：“还能不能重放？”当身边的人告诉他，照说明书
上说，能放十万次也不失真，阿炳很是惊奇，说：“这台
机器贵不贵？我也想买一台玩玩呢。”那天还录制了二
胡曲《听松》和《寒春风曲》。次日，又录制了琵琶曲《大
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当年 '+月 ,日阿炳病逝。
这六首珍贵的录音成为绝响。

十六位“亲见者”的感性回忆，为我们摹绘出一幅
逼近于真实的盲人音乐家肖像。

贺绿汀曾说：“《二泉映月》这个风雅的名字，其实与
音乐是矛盾的。与其说音乐描写了二泉映月的风景，不
如说深刻地抒发了阿炳自己的痛苦身世。”
音乐学家乔建中认为：阿炳艺术成就的萃成，有他

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深入民间的体会体察，
更有传统艺术的深厚浸润，所以研究阿炳
“苦难”的成功才显得特别有意义，对现在
的艺术界人士会有启发。

春天的交响乐
潘与庆

! ! ! !我很喜欢听交响乐。
特别是在新春，聆听一场
音域宽广细腻、气势恢弘
磅礴的交响乐，那管弦乐
和打击乐组成的激昂交
错极具震撼力的华丽乐
章，常常让人热血沸腾。
这不单是一种艺术享受，
更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和
升华。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

也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乐
团，今年迈入第 ',*个年
头。“一年之计在于春”，上
交“+*'%新春音乐会”就
为爱乐人奉上了一台充满
“浓浓中国味的文化大
餐”。演出曲目上，他们重
点选择了创作过电影《黄
土地》《红高粱》《大
红灯笼高高挂》的中
国音乐家协会名誉
主席赵季平的作品。
除了他的交响组曲
《乔家大院》外，还有《丝路
音乐瞬间》音乐会小品三
首《钟鼎长安序曲》《汤瓶
梦幻》和《高原舞狂》。
为了体现《乔家大院》

晋中地区浓郁的风情，音
乐总监余隆除了邀请上海
民族乐团二胡演奏家段皑
皑外，还特地从山西请来

了曾为电视剧《乔家大院》
配乐的晋胡演奏家李保
青、二股弦演奏家尤建明，
在音乐会上联袂为观众献
上了原汁原味的交响版
《乔家大院》。

曲目要接地气. 更加
中国化，选好有地域性格
和特色的民族乐器，讲好
中国故事非常重要。乐团
增加了唢呐与乐队《山丹
丹花开红艳艳》、二胡与乐
队《芦苇荡》、竹笛与乐队
《挂红灯》等中国民族乐器

和交响乐合作的演奏
形式，将中国味和年味
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新年和新春音

乐会上，上海交响乐
团还将民族声乐搬上舞
台。交响组曲《乔家大院》
中，著名女高音雷佳真挚
动人、富于变化的“中国韵
味”的演唱，以及她在经典
歌剧《再别康桥》和《运河
谣》中与 /012合唱团的深
情演唱，为交响乐高雅艺
术的普及增色不少，观众

反响热烈。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在 3*'% 上海新年音乐会
上，音乐厅内巨幅五星红
旗十分醒目。《东方红》
《在灿烂的阳光下》的歌
声，男高音阎维文领唱的
《长征》，女高音雷佳的
《浏阳河》，王丽达独唱的
《南泥湾》，索朗旺姆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以及
《游击队歌》《黄浦江颂》
《红旗颂》等的乐声、歌
声，和掌声融合，在音乐
厅内久久回响。
将色彩绚丽的民族音

乐和乐器与气势磅礴的西
方管弦乐相结合，展示博
大精深中国文化的音乐
画卷。上交在凸显文化自
信、打造“上海文化”品
牌、推出鼓舞人心时代精
品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和
尝试。

3*'% 年是新中国成
立 (* 周年华诞，也是上
海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
品牌创立以来的第一个
十年。正如周平团长所
言：上交很老，但是上交
很年轻！

我的半半哲学
郭懋洪

! ! ! !半半哲学古已有之。
我也有自己的半半哲学。
一半俗世生活 ，一半

书斋生活。一半喜诤友争
辩，一半爱儒友相伴。一半
涂鸦微信，一半纸上宣泄。
一半在城市生活，一半在

乡间休闲。一半涉足热闹
聚会，一半投入清静自在。
一半看春天百花争艳，一
半观秋天朗月光辉。一半
吃上海小菜，一半吃各地
菜肴。一半听越剧沪剧评
弹，一半观足球篮球棒球。

一半爱与年轻人探
讨，一半常与老年人（同龄
人）闲话。一半思文章如何
写好，一半想孙女们成长。
一半洋装穿在身，一半中
式服不变。一半酸楚苦涩
自知，一半快乐欢愉自足。
一半勤奋辛劳，一半悠游
逍遥。

倚香而读
王 琴

! ! ! !寒冷之季，喜读《郁达夫散文》。正读
到《江南的冬景》时，被作家细腻的描绘
感染了。许是外面正下着雪，眼前顿感如
作家笔下“我生长江南，儿时所受的江南
冬日的印象，铭刻特深；虽则渐入中年，
又爱上了晚秋，以为秋天正
是读读书，写写字的人的最
惠节季，但对于江南的冬
景，总觉得是可以抵得过北
方夏夜的一种特殊情调，说
得摩登些，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其中
一句“明朗的情调”读得我内心豁然开
朗，情不自禁朝外面望去，阳光朗照。
家里有两盆海棠，是去年春天从父

母那移栽过来的。一盆是四季海棠，一盆
是白海棠。此时正盛开着，四季海棠花期
正盛，朵朵深红的小红花几乎覆盖花盆。
惊艳的红，热情地朝我涌来，与外面洁白
的世界相映成趣。内心正要被海棠红撩
拨得坐不住时，双眼自然触及到另一盆
白海棠，在重叠的绿叶衬托下盛开着朵

朵洁白的花儿，花瓣比红海棠略大些。但
那晶莹的透白让原先躁动心自然安静下
来了，静坐中，发现白海棠与鲜艳的红海
棠在这冬日午后阳光下，兀自说好似的，
无声地争奇斗艳，赏得我目不转睛，情趣

大增。再读作家笔下的《江
南的冬景》，便有所思亦有
所悟了。
低头细赏，脑中想起宋

代文豪苏轼诗云：“江城地
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
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
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
不待金盘荐华屋。”可见海棠自古以来就
有其独特风韵。
其实，海棠是有香味的。不信？静下

心来，在你亲手种植的海棠花前低头细
赏，有股暗香隐隐朝你涌来，特别在你屏
气凝神时，闻到的花香沁人肺腑哩。冬日
读书，倚着花香，赏着洁雪，乐在其中，难
尽其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