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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京都的细节（三）

□周进琪入藏计划摆上议事日程，正值

夏日伊始。并非纯粹自驾旅行，而

是跟随外子去做一次藏药采样。所

谓采样，就是科研材料的采集。邀

请外子的是青海民族大学药学院院

长、植物学家林鹏程，他是复旦大学

钟扬教授生前的博士生，与外子的

关系，既是大学同学，又是生物科研

合作人。随行还有林鹏程院长的三

名学生，西宁姑娘包婷雯、藏族博士

索南邓登、蒙古族青年巴特，还有林

院长夫人赵素琴教授。

7 月，上海正是酷热，西宁却还

颇具早春的冷意。一行七人，两辆

越野车，于早晨的阴雨绵绵中出

发。天路的起点以 18度的清凉空气

静静地目送我们，越野车驶过青海

湖，驶向祁连山脉，驶入通向西藏的

214国道。

从西宁到玉树八百公里，经过

海拔 4834 米的巴颜喀拉山，并未有

显然的高原反应。林院长说，我们

将在晚上八点左右到达玉树城。

在 2010 年春天的那场地震之

前，我从未注意过中国版图上有一

个叫“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地方。那

年 4月，我正在爱尔兰做一趟文学访

问，都柏林的早晨，酒店电视早新闻

播报，中国的 14 日上午，爱尔兰的

13 日午夜，一场强地震摧毁了位于

中国西部一座叫玉树的藏区城市。

与此同时，新闻镜头切至冰岛，4 月

14 日凌晨一时，冰岛南部亚菲亚德

拉冰盖的艾雅法拉火山喷发。彼时

正是北京时间上午九时，东半球的

中国青海玉树，亦在剧烈震荡中。

东方与西方两个毫不相及的角

落，在同一时间各自发生了一场巨

大的地质灾害，我被这个巧合震惊

了两秒，随即假装冷静地告诉自己：

那是自然发出的声音，它要透露给

人类一些秘密，甚至以给予人类重

创的方式表达。

相较于自然，人类总是显得渺小

而又自大。当我们驾驶着越野车行

进在通往玉树的公路上时，我们只是

像一粒微不足道的细胞，我们以为自

己正驾驭、掌握着一切，事实上，自然

正在我们的车轮下静默地承受着一

切，同时又在剧烈地改变着一切。

夜晚九点多，进入玉树自治州

州府，暮色刚降临，街灯已亮起。一

座全新的城市，宾馆酒吧、商业大

楼、美容院闪烁的三色旋转柱、跳广

场舞的大妈……要不是街边建筑外

墙上绚丽的藏式装饰，要不是穿着

鲜亮藏袍逛街的姑娘，我会以为，那

是某座江南小城。

安顿好住宿已近十点，包婷雯

领命，与她的玉树闺蜜同学去街上

买来桶装泡面和火腿肠。肤皙小巧

的闺蜜，父母都在玉树城里工作，正

放暑假，她获知我们要到玉树，已等

候一天。

待泡面送到房间，我已头痛欲

裂，一个下咽动作就会引发呕吐。

空腹和衣躺下，紧闭双眼，放空大

脑，也许梦里能缓解缺氧带来的强

烈不适。

夜半醒来，听窗外有篮球拍击

声，以及三两声兴奋的吆喝。大山

环绕下的藏族小城，什么样的人会

在午夜时分打球？是年轻人吧？他

们应该有着红黑的脸膛，在高原上

剧烈运动却矫捷自如，也许，他们叫

扎西，叫则让，叫达娃……我躺在床

上，想象着窗外的他们在雪山下的

旷野里打球的样子。六年前的那场

地震，改变的何止是这里的地貌和

街景，或许，属于他们的夜生活，也

因城市的重建而诞生。

第二天上午，出玉树城时，林院

长指向车窗外一栋布满裂缝并且歪

斜得近乎倾倒的建筑说：“那栋房子

是地震留下来的，重建时没拆除，做

了地震纪念馆。”

几近碎裂的房子，外墙色彩却

鲜亮，门窗框架虽是扭曲变形，但没

有一丝尘埃。它让我想起西班牙建

筑师高迪的不对称建筑作品。

我们没有停下，藏药采样才是

此行任务，并且，我不想通过一栋危

房去体验某种惨烈与凶险，一如不

愿意参观一具受伤的躯体上涂着红

蓝药水的破溃。我宁愿与索南邓登

或者巴特聊聊天，宁愿倾听包婷雯

的闺蜜，那位小巧白皙的女孩并无

设定主题的述说，说说她的快乐、忧

伤、遗憾，说说她那玉树城税务部门

工作的父亲，藏医院工作的母亲，说

说她经历了地震，却依然被父母围

绕着的幸运……

越野车开过地震纪念馆，那栋

危房被我们抛在了身后。也许，“遗

迹”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纪念。

京都有一条路名很美的小路，叫

“花见小路”，在市中心祗园地区是

一处闹中取静的地方。一天下午我

们在一排排有着日式传统风格的小

街上游走，观赏着临街一扇扇别具

一格竖条格子窗的民居，门口挂着

各种布幔的茶屋和料亭，还不时看到

了三三两两穿着花花绿绿和服的女

子，拖着吧嗒吧嗒声响的木屐，在宁

静的小巷里，迈着小碎步走在石板路

上的婀娜身影，让我们感受了这座古

都浓浓的别样风情。

就在我们拐入小巷深处的一个

丁字路口，茫然间不知往哪个方向走

时，忽然一块镶嵌在地上，被行人的

脚步摩擦得铮亮的铜牌引起了我的

注意，走近一看，上面用箭头标注着

往西是西花见小路，南北是弥生小

路，在空白处还分别浇铸有两把漂亮

的折扇，这块精致的指路地标，这座

城市里一个小小的细节，不禁让我们

豁然开朗有了方向，更是散发出了这

条著名小路一丝艺术的气息。

就在我们往南前行不远，我不经

意往旁边一瞥的瞬间，一处造房的建

筑工地，顿时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只

见这个工地上让人吃惊的是没有丁点

杂物，干净的水泥地基上，整齐地码放

着一堆堆大小不一的建材。当我饶有

兴趣地走到一堆木材前近看，每根木

材上都有按施工进度，用数字清晰地

注明的编号，整个工地仅有两个工人，

正按编号有序地将柱子用螺栓固定在

地基上，然后再把工厂预制好榫卯结

构的材料，按要求一一拼接。

看着他们造房子，感觉就像儿时

搭积木一般。整个工

地没有机械噪声，没有

粉尘飞扬，没有垃圾遍

地，也没有污水横流。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造房需要的黄沙水泥，

也是工厂根据需要，装

在专门的容器里按需

配送。我见过造房子，

可从来没见到这么造

房子的，真是让我开了

眼界。

自然的声音 □薛舒

金山，上海市西南门户，黄浦江

上游，古吴越交汇处。己亥年三月游

金山，以古为师，作文以记。

黄酒
至酒事馆，始知黄酒，唯中国有

之，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

酒，亦为世界三大酿造酒。

金枫酒事馆，于枫泾镇石库门酒

厂内，展示黄酒文化与酿造发展技

术，为国内首家。门前一石碾颇巨，

造型如古钱币，直径盈米有余，正面

刻“日进斗金”四字，背面有吉祥图案

各种。石碾年代不可考，乃酒厂改造

时于地下出土。

中国黄酒发源古吴越，枫泾古镇

逾一千五百年之久，乃黄酒发源地之

一。

宋至明清，茶楼酒肆在此林立。

馆内展一瓶，陶器，瘦高，貌粗糙，小

口、鼓肩、修腹。传为北宋末时，抗

金名将韩世忠率部驻上海，以上海酒

犒赏“韩家军”，以此瓶盛之，曰“韩

瓶”。

经参观通道，得见黄酒罐装生产

线。从楼上俯视，若干“工”字形流水

线，酒瓶于线上一排排无声流动，可

谓壮观，每小时可产两万瓶，年产十

万吨，乃全国单体最大黄酒生产基

地。而传统黄酒酿造，则从立冬始，

来年立春结束，民间俗称为“冬酿

酒”，行话为：小雪淋饭（小雪季节做

酒母），大雪摊饭（大雪季节投料做

酒），立春榨酒。足见古今迥异。

品酒区小憩，一杯石库门在手，

酒体通透，琥珀色盈润饱满，品之甘

甜，回味醇厚。

南社
张堰镇有南社纪念馆，

于留溪广场中心，却并不招

摇惹眼，乃南社成员姚光

故居。南社早期活动多在

此处。古镇街巷窄，赭红色

二层门楼立于街旁，门侧细

长木质牌匾，书五个浅绿色

隶体字——“南社纪念馆”，

亦是收敛，独自安然。

迈进院落，虽整饬一

新，仍觉有旧气。旧气，是

严敬，庄重，令人不敢高

声。毕竟百年老宅，书香门

第，故不乏文气、凛然之色。

南社，取意“操南音，不忘本也”，

晚清民国乱世间，汇集各界精英，以

天下为己任，框正革新，青史垂功。

后院白壁墙上，书南社同人录，一千

余人名姓，煌煌其名者众。

南社后辈代有才人，创始人之一、

起草南社宣言的金山人高旭，亦是同

盟会领袖之一，其堂侄高锟乃光纤之

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不一而足。

一百一十年，留下“文有南社，武

有黄埔”，不虚言。

顾野王
《松江府志》有“亭林八景”之说，

“读书堆”为八景之一。

“读书堆”在亭林镇内，俗称“大

寺山”。有“江东孔子”盛誉的顾野

王，居此地，结茅筑舍，潜心读书，编

修方志，结交同好。

顾野王，听其名，可见其雄心大

志。少时因仰慕汉朝冯野王，就此更

名“顾野王”。

野王生于南朝梁、陈时，博闻雅

知，精于诗书画、经史集，天文、地理、

占卜无所不通。其父顾煊任建安令，

不过十岁的野王随父前往，虽年少，千

里行军，风餐露宿，顿生英雄之气。又

日夜勤读，遍游建安山水，著闽北最早

地志《建安地记》，被誉少年神童。

二十岁，野王被朝廷授为太学博

士，年二十五即编成《玉篇》，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楷体字书。原本《玉篇》残

卷，现在日本作国宝收藏。

野王是否伟岸英武，如今不得而

知，但他书生意气，侯景之乱，挺身而

出，召募乡勇，随义军援京，对敌大义

凛然。战乱后，监海盐县，即金山亭

林。此地亦是其先祖三国东吴宰相

顾雍所居之地。有山状如书卷，遍植

梧桐，苍然茂密。野王于此筑茅屋而

居，修纂全国地理总志《舆地志》三十

卷，集汉魏地书之大成，名传后世，于

地志学贡献颇巨。书法家赵孟頫为

顾野王书碑此事。

茅屋后有一凉亭，野王

在此读书休憩，与往来者雅

聚。凉亭与树林相对呼应，

“亭林”因一代鸿儒得名。

明顾炎武亦号“亭林”，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每有落

款均为“亭林顾氏”。皆为

追慕先祖。

枫泾古镇
古镇枫泾，地跨古吴越

交界，元末明初“四大江南

名镇之一”。枫泾得名，源

于北宋著名诗人陈舜俞。

陈舜俞曾任屯田员外

郎，与欧阳修、苏东坡、司马

光等交往甚密。因反对王安石青苗

法，几度遭贬，几度隐居，于白牛村著

书立说。故后，司马光为其写吊诗，

苏东坡哭祭其殡。后人仰其廉洁清

正，称白牛村为清风泾，后称风泾，枫

泾。

陈舜俞头像立于枫泾镇显要处，

清癯，疏淡，端正。

水乡古镇，处处风致。水流纵横，

桥跨水，水连屋。一望而去的古民居，

白墙黛瓦，水中倒映，尽显水乡风情。

寻常人家，古旧的廊下，盆栽花木，安

适地绿。过枫溪长廊，小吃名点汇集，

丁蹄、豆干、肉粽、状元糕……就在这

人间烟火处，走出 3 位状元、56 位进

士、125位举人、235位文化名人。

走在枫泾，不经意回头，一幢楼二

层花窗内，隐约露出一横幅——“仁德

至上”。

铁崖松
松树，品类繁多，因其适应性强，

树体高大，树姿苍劲，而赋予更多精

神意义。

亭林镇“古松园”内，一罗汉松，

愈六百年，被称之为“江南第一松”。

历来名山胜地，或松以人闻名，或山

以松壮势，华山松、黄山“迎客松”、泰

山“五大夫松”、长白山“美人松”莫不

如此。此松得名，亦颇有来历。

文学家、书法家杨维祯，才名远

扬，却不善逢迎，十年不获升迁。后

以冒犯丞相达识帖木儿迁金山。元

至正十六年(1356年)，至亭林游“野王

读书堆”。其诗文中记载：“余客松游

亭林，寻野王读书台，已夷为隧陇，化

为草棘。”想必杨维祯当年和我一样，

隔着千百年光阴，在“读书堆”前长久

观望。“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先

贤已去，不知又有多少后来人在此伫

立，不胜唏嘘。

当时恰逢杨维祯六十寿辰，乃亲

植罗汉松以志纪念。此后长期寓居

亭林。杨维祯自号铁崖道人，此松得

名“铁崖松”。

“铁崖松”蟠根虬枝，树身斑若

骨牌。历经沧桑，古木损毁半株，毫

无凋敝之气，反有高古渊静之态。半

个树身亦空，露出浓重的漆黑之色，

像一颗苍老、深谙世事的灵魂。岁月

沉积，却仍松荫曼展，仿佛一个人对

另一个人的深情，无遮无碍，永不言

悔。

走出“古松园”，遇一桥。两名老

者，华发旧衣，静坐于桥栏上，闲看过

往，俗世平凡的春阳里，互无言语。

身旁保温杯中，是浓酽酽的茶，像岁

月终有归处。

金山游记 □高艳

南社纪念馆南社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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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城市沙滩
金山城市沙滩是长三角最具海

派风格的城市海岸景观，也是上海

第一个滨海 4A 级景区。在沙滩上

野餐，带上三五小食，三五好友围

坐洽谈，海风在侧，海浪轻涌，还有

风情沙雕相伴，一切都可以慢慢感

受。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沪杭公路
7555号

门票：非泳期（3月 18日-6月
19日）：平日票10元/人，周末（节假
日）票20元/人

开放时间：8:30-20:30；20:00
不能进园

鹦鹉洲生态湿地
鹦鹉洲生态湿地东起金涛路，

西至卫二路，北到大堤路，南面临着

杭州湾，总面积约 23.2 万平方米，是

一个可以亲近湿地的滨海休闲观光

及科普教学好去处。

在湿地净化展示区，有一处圆

形大草坪，可供人们在此开展露营、

野餐、休憩等活动。最重要的是，这

里免费开放噢。

地点：上海市金山区金涛路
1369号

开放时间：8:30-17:00；16:30
不能进园

*不可携带帐篷、宠物等前往鹦
鹉洲生态湿地。不可野炊、烧烤。

滨海公园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滨海公

园的郁金香也将如期与大家见面。

铺上一张野餐垫，再摆上美味的食

物，如果天气好，还能穿上汉服，拍

拍美照，尽情享受满园春色吧。

地点：金山区新城路16号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6:30至17:00

山阳田园
山阳田园是一个集农业+教育+

旅游的田园综合体，经常推出各具

特色的主题活动。

地址：山阳镇亭卫公路2833弄
183号

票价：50元/人、一米以下儿童
免票开放时间：9:00—6:30

新城公园
新城公园是全天候开放式公

园。位于杭州湾大道以东，海芙路

以西，龙航路以南，占地总面积约 6
万平方米，其中绿地面积约为 4.4 万

平方米，绿地率达到 70%以上，是个

野餐的好去处。

地点：上海市金山区海芙路与
龙皓路交叉路口往西约150米

开放时间：全天

汇龙湖（原金城湖）公园
汇龙湖（原金城湖）公园景观工

程项目东至海盛路，南至龙山路，西

至海芙路，北至龙翔路，总用地面积

约 29364.3 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20640.4平方米，建筑用地面积 587.9
平方米。

汇龙湖公园中间设置了一个大

型喷泉，主喷最高可达 60 米，喷泉

将随着民乐奏响喷出来，周边设有

亲水步道、草坪，供市民休闲游

乐。该公园计划于 3 月底开园，感

兴趣的小伙伴敬请期待吧！（该场

所不得进行烧烤、野炊等活动，不

得开车入园）

地点：金山新城B22地块
开放时间：预计3月底

花开海上生态园
春风四处吹暖，周末的午后，在

花开海上生态园的树荫下搭帐篷野

餐，这里有郁郁葱葱的草木，绵延不

绝的花海，在这里野餐，你可以在草

地上撒欢吃，在树荫下开怀笑，在绿

道上畅快骑，整个春天的盎然生机

就在你眼前浮现。

地点：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待
泾村秀泾6060号

门票：普通门票：30元/人；学生
票：20元/人；老年票：20元/人。

开放时间：8:00—17:00；如调整
开闭园时间，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
开海上生态园”的公告。

金水湖
20 万平方米的金水湖，有着 15

万平方米的开放式景观绿化，城市

绿肺，天然氧吧，带上家人在湖边滨

湖步道散步骑车，在大草坪上放风

筝、扎帐篷、野餐、烧烤，就是要这样

欢快地玩起来。

地点：金山区天工路北
开放时间：全天

吕巷水果公园
春风起，又到了让人想放风筝

的季节。吕巷水果公园的草坪空

地，正是理想的放鸢地。搭完帐篷

赏个春，悠闲的周末，东风徐徐，在

春暖花开间野餐放风筝，乐哉。吕

巷水果公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采摘

基地了，每个园内的品种各不相同，

所以吕巷水果公园一年四季瓜果飘

香。

地点：上海市金山区吕巷镇金
石公路3889号

票价：免费
开放时间：8:30-16:30

满城春色藏不住 野餐赏景好去处

扫二维码
了解更多

上周下了这么多天雨，天终于放

晴了。天气宜人，温度适宜，花开海上

生态园本周就迎来了不少游客。园内

的郁金香、樱花、海棠也在此时迎来盛

花期。

在花开海上花之舞区域，成片的

郁金香环绕在草坪周围，各类颜色的

花朵竞相绽放。不少市民则带着孩

子徜徉在花丛中，或嬉戏玩乐，或照

相合影。

而在一旁的樱花园内，染井吉野

樱、东京樱等中樱品种也已经初绽枝

头。洁白的樱花随风摇曳，美不胜

收。记者了解到，由于花开海上的樱

花属于中晚樱，所以从这周才开始刚

刚绽放。

此外，郁金香、海棠将开至本月

底，粉蝶花则将绽放至下月中下旬。

随着气温逐渐上升，错过市区赏早樱

的市民们，不如前往花开海上生态

园，去感受一下春日美景吧。

记者 朱奕

花开海上生态园迎来盛花期

浓缩春天的五彩斑斓
在金山有个“神奇”的体验馆，在

这里，你不仅能欣赏到各类文创产

品，还能亲自体验各种金山传统民俗

工艺，满屋的农民画元素，让你真正

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200 多平米的空间虽说不大，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馆内设有展览

区域、体验区域、销售区域。

一进门，你就能看到一组与众不

同的农民画，相较于色彩艳丽的传统

农民画，由陈富林绘制的这组“春夏

秋冬”色彩更显柔和，给人一种小清

新的感觉。而旁边的这组传统农民

画，则将金山民间故事融入其中，非

常有创意。除此之外，钢笔、丝巾、茶

叶、黑陶、保温杯……各式各样的文

创产品都能和农民画完美融合。

为了让顾客有更好的体验感，体

验馆不时会请来金山农民画院的老

师进行专业授课。不过，目前馆内仅

接待 10人以上的团体，想要前去体验

的小伙伴要提前组好队。

这里不仅给游客提供了体验和

购买的平台，还给金山的农民画家提

供了一个销售平台，让更多优秀的作

品能被看到。

金山农民画非遗体验馆位于开

乐杨家村文创园内，整个文创园占地

面积 2228平方米，除了可以体验非遗

文化，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地方。

杨家村史馆陈列并记载了杨家村

的许多故事内容，从经济到政治，从生

产到生活，从民情到风俗，包括村情乡

貌、人文轶事等尽收其中。村史展览

馆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杨家村落解放70
年来的变迁史，村志馆不大，但藏龙卧

虎。目前，村史馆正在紧锣密鼓地建

设中，预计4月上旬将正式亮相。

2020 年 12 月 27 日，普洱开乐茶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开乐杨家村文创

园成立了普洱市景东县无量·哀牢两

山普洱茶上海品鉴中心。在扶贫的

同时，把普洱茶的文化传承、延续下

去，让广大爱茶人士能够品鉴到正宗

的普洱茶。品鉴中心成列的都是来

自景东县无量·哀牢两山的普洱茶。

趁着周末，不妨去走走看看吧，

说不定能收获不小的惊喜。

记者 戚静伟 干钰琼

新城公园

金山农民画有了体验馆
魅力非遗寓教于乐

在金山，要说春天

的鲜美，除了乡野田园

间的各种野菜，还有金

山嘴渔村的银鱼、黄泥

螺、白蚬、鰙鳎鱼、黄

鱼、白虾、烤子鱼……

这些时令海鲜肉质紧

实且汁水饱满，成为金

山人餐桌上不可多得

的美味。

银鱼
银鱼通体晶莹透

白，全身皆可食用。当

饱满多汁的银鱼与蛋

液融合凝固，只需葱花

和盐，便可调出最鲜美

的滋味。

皮皮虾
每年的三月到五

月份，是皮皮虾最为肥

美的时候，尤其是母虾

虾膏丰腴，只用白水加

盐水煮，也鲜美可口。

黄泥螺
春天的黄泥螺藏

了一冬的脂膏，肉质鲜嫩而无泥，最

肥最美，或红烧、葱油、作羹，或酒渍

腌食，无不让人回味无穷。

白蚬
清朝《南越笔记·白蚬》记载：“北

风瘦，南风肥，厚至丈，取不稀”，说的

就是春天的白蚬个大壳黄，肉质饱满，

和春韭同炒，最能烘托出它的鲜味儿。

鰙鰙鳎鱼
清明时节是鰙鳎鱼产卵的季节，

此时鱼肉细嫩洁白，味道鲜美肥腴。

新鲜的鰙鳎鱼切忌剥皮，否则鲜味减

掉一半。

黄鱼
黄鱼分大黄鱼和小黄鱼，它们都

是鱼中极品。不管清蒸、红烧还是干

煎炖汤，肉质细嫩味道好，有营养。

……

金山嘴渔村海鲜一条街是渔村有

名的美食街，有20多家以经营海鲜为

主的酒店餐厅。饭店的厨师和海鲜打

了一辈子交道，最懂得如何用最恰当

的烹饪方式，做出最地道的海鲜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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