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作一得

去年秋天去泰州参加一个活动，次日一大

早，一帮吃货去吃早茶。小街幽静，阳光初照，金

风送爽，黄菊飘香，青砖花窗红灯笼的老茶馆里

已经食客盈门，当地朋友力荐泰州“早茶三

宝”——烫干丝、鱼汤面、蟹黄包。

坐下后先喝一杯茶，店堂里置了一堂孔雀牡

丹屏风，评书表演刚刚开场，男女双档，绘声绘

色，英雄本色，儿女情长。

泰州干丝在当地也被叫作“茶头”，早茶必

备，每桌必点。泰州茶客不容置疑地认为：泰州

干丝胜于扬州干丝。一吃，在滑嫩软糯方面确实

更胜一筹。

泰州朋友还告诉我：泰

州的大白干是用盐卤点的，

质地比较硬，扬州的大白干

是用石膏点的，比较软糯。

泰州大白干一般厚2.7厘米，

厨师用月牙刀将大白干横削

成厚薄均匀的二十多层，此

般厨艺被称之为“飘”。“飘”

出的干丝长短一致、粗细均

匀、丝丝如缕、松松散散，绝

细者可穿过针眼。2008年，

干丝制作技艺被泰州市政府

认定为非遗项目。

与扬州干丝还有一点不

同的是，泰州厨师要将干丝

投入碱水缸中浸泡片刻，浸泡时间和碱水浓度必

须随季节调整。老师傅入行数十年，早已天人感

应，只能意会，不能言说。这个浸泡过程也叫“提

碱”，提碱不够，干丝外软内硬，口感不佳。提碱

过度，干丝变烂，失去弹性。老师傅用手一捏，或

用筷子在水中搅和一下，就能作出精准判断。

泰州烫干丝也叫五味干丝，因为干丝中还加

入了榨菜丝、香菇丝、姜丝、香菜叶和肴肉条。不

过我觉得素直风格的烫干丝更能突出干丝的原

香，蒸至出味的开洋粒屑足够赋予它不同凡响的

风味。

蟹黄包是用发面做的，面皮松软，与死面做

的灌汤蟹黄包不是一回事，猪肉与蟹粉、蟹黄炒

成馅心，裹进面皮里，一口咬开，汤汁喷涌，蟹香

浓郁。遥想北宋年间，开封府有一种蟹黄馒头，

蔡京在府中大宴宾客，最后的主食就是一人一盘

蟹黄馒头，吃得大家“信口雌黄”。十多年前我在

开封第一楼吃灌汤包子，也有发面做的蟹黄包

子，麦香与蟹香混合，自有一种老乡亲的味道。

泰州蟹黄包是不是从宋代的蟹黄馒头演变而来

呢？没人告诉我。

如果拿靖江的蟹黄汤包与泰州的蟹黄包相

比，前者汤清皮薄，更对我的胃口，也不易吃饱。

又想起上海城隍庙九曲桥边南翔馒头店的蟹黄

小笼馒头，玲珑可爱，体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有一种极致的美。但无论何地，以蟹入馅只限于

秋季，在冰箱里冻了百日以上的蟹肉蟹黄，终不

脱令人生厌的腥味。

意外发现这家茶楼也供应秧草包，那么要一

笼来尝尝。所谓秧草，就是上海人口中的草头，

学名叫金花菜、南苜蓿，上海郊区有草头搨饼和

盐金花菜等乡土美食，草头干加老咸肉同锅而煮

的菜饭也叫咸酸饭，鲜香至极。草头在苏北被叫

作秧草，随意种植就有不俗的收获，一时吃不完

就晒干贮藏，青黄不接时用来烧肉、煮汤也是极

好的。苏中城乡，在立夏那天有一种食俗，用芋

艿和秧草合面，制成煎饼来吃。生煸秧草当然也

是一道时鲜，色泽碧绿，柔软鲜嫩，清口解腻。最

普遍的是用新鲜秧草做纯素包子，油要放多。一

口咬开，馅心碧绿生青，自带清香，我喜欢这种乡

野风味。

接下来每人又各吃一小碗鱼汤面。鱼汤面

的精华在于汤，厨师将黄鳝骨和小杂鱼油炸后炒

成“鱼松”，再加筒骨等一起熬制四小时以上，汤

色乳白，香气四溢，再加白胡椒粉去腥增香。有

这碗浓稠的汤打底，鱼汤面不好吃也难了。

据说这家店的枸杞头烧卖和野菜麻球也是

极好的，可惜时节不对，欠奉，留待下次再来吧。

他家还有汪曾祺在文章里写到的草炉饼，也是叫

张爱玲起了好奇心而叫她姑妈买来一尝的苏南

风味，但我们实在吃不下了，只能带几只回宾馆

当点心。

我们喝的茶也有讲究，融龙井之味、魁针之

色、珠兰之香于一体，泰州人叫它为“福香”，倒过

来读就叫“享福”，讨个口彩。我仔细看了一下，

店堂里果然没人单喝龙井或单喝银针的，这也许

是泰州茶客日积月累养成的口味吧。

目前泰州的早茶馆子已经有两千多家。文

学评论家王干的祖籍在泰州，他对故乡的早茶有

这样一段话：“早茶文化的兴起，正是对快餐文化

的粗暴和简单的抗议，也是对农耕文明的怀念。

当我们信奉‘时间就是金钱’的快生活节奏时，快

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等我们发现生活的意

义和价值并不全是能用金钱来衡量时，慢生活就

变得异常珍贵。早茶需要慢慢地饮，慢慢地品，

慢慢地吃，是慢生活的享受，是一种古典情怀。”

美食难忘

泰州的“ 早 茶 三 宝 ”
□ 沈嘉禄

走进东村村，是一个意外。

那天下午，游览了石公山后，看看时间尚早，

忽然想起回酒店的路上经过东村，遂提议不妨顺

道弯一下。两年前我去过那里，东村有徐家祠

堂，有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堂，还保存有栖贤巷

门、永安桥等古迹。

当地的诗人健康兄问：有这个地方？说着拿

出手机，导航起来，片刻惊呼一声：还真有这个地

方。诗人久居苏州城里，居然不知这个江苏省历

史文化名村。

时间不长，高德提示目的地已经到达。不觉

一怔，眼前的一切完全是陌生的。这是东村？导

航不会错。健康兄不容置疑。下车一看，停车场

旁不见那个仿古建筑的商店，村口也没有山石嶙

峋、碧水清波的大池塘。倒是有一棵粗壮的樟

树，树上的标牌显示有500年树龄。树下竖着块

黑色的石碑，上面的文字有点模糊。旁边是一座

青石板石桥，这是永安桥？上次我们由缥缈峰往

阴山岛的路上，看到路边的“东村”，停留了片刻，

参观徐家祠堂和敬修堂后，没有走到小巷的尽

头，便又上了车。我们得抓紧时间去领略阴山岛

上那株1800年古樟树风貌。

过了这座青石板桥，即是古村落。这或许是

东村的另一头。村头村尾，一个村有两个出入口

也属正常。我们向着村里走去。

小巷弯曲，房屋斑驳，村庄宁静，似曾相识，

一路走去，却就是找不到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

堂。经过一个院子，见一妇女在整理树枝，问：清

乾隆金屋藏娇的地方怎么走？女子愣了愣，随即

手一指：前面。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巷，越走越觉

迷惑，这是东村？正巧到了一类似环卫站的地

方，门前聚集着好些人，他们这是交接班呢。又

问了下，一阵摇头，突然，一位在角落里抽着烟的

中年男子说道：乾隆那个（此处略去几个字）地

方，在前面。又是前面，那就继续。

小巷四通八达，我们沿着一条主要的街巷行

走，可直到出了村子，来到了大马路上，也没见到

乾隆那个的地方。

我们显然走到了另一个村子，近马路边是连

成一排的五棵树龄在300年以上的古樟树，路边

的标牌显示：五樟庭。

只能回转过来，继续在东村寻找东村，寻找

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堂。忽然一条小巷里跑出

一只狸花猫，来到了我们前面，伴随着我们不紧

不慢走着。猫儿不大，萌萌的，有时走得快了点，

回过头看看我们，见我们四下张望时而停下拍拍

照片，它也停了下来，前腿紧贴地面，屁股高高撅

起拉伸一下身体，静静地等我们跟上来，而后围

着我们每一个人一一转上一圈，再领着我们往前

走。快到路口时，狸花猫离开我们跑到了旁边一

户人家的院子，它这是完成了向导的任务，和院

子里的那条黑狗玩去了。朋友问正在洗菜准备

做晚饭的女子：你们家的猫？女子摇头：这是只

野猫。朋友又问：东村怎么走？在前面。还是在

前面。

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堂终究没有去成。上

了车，行驶了数分钟后，看到了路旁的“东村”标

牌。果然是在前面，不过这个前面，步行的话得

有半个小时。

后来知道我们刚才去的东村，其实是东村

村。可惜百度了许久，只见东村，未见东村村条

目。倒是有驴友提到东村村，却又语焉不详，不

甚了了。我始终没能弄清楚东村和东村村有什

么区别，是不是同一个村庄。好在苏州西山离上

海不远，找个时间专程去东村村走一走，顺便再

看一看那只可爱的狸花小猫……

闲情逸致

走进东村村
□ 凡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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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爱中国画。中国画的乾坤之

自在，全在于有着春风可人、祥气盎然

的境界。一如传统的诗词歌赋，品而甘

之如饴蜜，令作者与赏者都能从中获得

精神上的一种共情，欢愉中牵手那份含

蓄的美好意愿。

在国画中，譬如画一棵白菜，被喻

为“百财”；画亭亭玉立的荷花，代表夫

妇、家庭和和美美；青青竹子，是“节节

高”的象征；画雍容艳丽的牡丹，寓意荣

华富贵；画桃子寿而康，画石榴又言多

子多孙……不一而足。

柿子，既是美味水果富有多种营养

物质，同时也具有药用价值。它在水果

中被誉为“果中圣果”“岁岁欢”，而且宜

于种植。华北、华南地区逢春秋两季，

正是种植柿子树的大好时机。文人墨

客都喜以柿子作创作题材。诗人刘禹

锡有首咏物诗：“晓连星影出，晚带日光

悬。本因遗采掇，翻自保天年。”道出了

一幅秋日红柿未被采摘仍挂在枝头上

的景象，诗人由此抒发诗情：是继续留

在世上，还是归隐而去？是赞赏还是叹

息？眼见的是树上柿子，心中却有另一

番人生感概。

柿子还被称为“柿子侯”，相传朱元

璋小时候家贫，两天没吃饭，在霜降时

节路过一棵柿子树，饥肠辘辘的他吃了

树上柿子，才得以活下来。后来他当上

了皇帝，再次经过此“救命树”，便封其

为“柿子侯”。

柿子更多是显示了人文意义。没有

比中国画在赋比兴上更具典型的中国特

色了。中国文人画更是焕发出极大的诗

情，让画意从简单的构图中读到不简单

的绘画语言和哲理境界。柿子，便归属

于吉祥、顺遂、安康、如意等属性。

在长宁老记者 2024年的年会筹备

会上，同行米舒老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

对我说：“你应该画一幅画为老同志祝

寿。”是的，是的。以往长宁的年会上，

我都作过不同程度的“练笔”。既然老

朋友提出要我捐画，不拿出一张画就显

得“没有格局”了。回家后翻开我个人

画的盒子，一张小品《柿柿如意》跳入眼

帘，快过年了就送这张画吧，句子美丽，

好讨口彩！我选择个红色织锦锻做的

圆盒子，将画装入其中，这样外包装更

显示仪式感。

这张小品画构图并不复杂，但画面

笼罩着祥和之气。浓淡干湿的笔墨，运

笔自然又和谐，有一种令笔者自我欣

赏、自我开怀、自我陶醉的自恋。它谈

不上风骨峥嵘，也不色彩艳丽，不喧闹，

不工细，画得倒是蛮轻松。笔和墨的处

理以简洁为主，有种言不在多，灵动自

然便好；色不在艳，和谐温馨是真。三

个柿子在多片叶子围缀下，处在中心偏

左一些的位置，是低调不显摆。柿子在

色彩变化中展现出我真诚心愿：祝愿他

人只要过得比我好！真的，你好才能我

好啊！我在画中输入了一种平和温馨

又善意的真情，用画笔写下我真诚的祈

愿……

顺理成章题上《柿柿如意》，与起首

章“大吉祥”遥相对应。画尽而意犹在。

这幅奖品最终被年会主持人、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文仪老师获得，愿她所得皆从

愿。我们刚入厅时久别重逢热烈拥抱，

后来她获奖我们俩合影再次紧紧相拥。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缘份，写上小

文分享生活的欢乐浪花。展望即将到

来的2025年新春，祝愿大家新年没有忧

愁，滿路阳光！拿得起，放得下，事事皆

如意！

“柿柿”如意
□ 成莫愁

身边景观

喜爱健步运动的老伴，每当金秋来临，总

会跟我唠叨，留意一下，附近杏叶的金色之

路。我心领神会，这是美的呼唤，去银杏金黄

处走走。

立冬前后，银杏叶慢慢地变色了，由翠绿

渐渐地转变淡黄、泛黄、深黄、金黄，各具韵彩，

最后仿佛铺开一条金灿灿的画卷，最美“滤

镜”，依我之见，大约每年12月中旬到翌年1月，

层层叠叠，一片片金色的“高光梦境”，那时的

银杏叶黄美如诗。

我居住的天山星城小区，三万五千平方的

绿地久负盛名，树木成林，四季花香。我偶遇

参与开发房产的陈总，他喜滋滋地说，当年，精

心规划，精心布局打造了6处亭廊，10余处景观

点，这里也栽种了约20棵银杏树呢。绿地靠西

北侧的“梦爱亭”，四周 8 棵银杏树也毫不逊

色。一株株银杏参天茂盛，高高耸立在亭廊

边，四面一片小草坪上，金色满地，物业也赶

“时髦”，叶落的时候，提倡“叶落不扫”。六角

亭雅趣别致，巧夺天工，与一抹抹金黄相映成

辉，一群老人在亭中谈笑风生。西南方两棵十

几年的枫树，一颗枫叶红了，“火红”神韵，四周

各种花草树木，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五

彩缤纷，络绎不绝的业主，前来打卡写真。

小区路北的天山河畔花园，南门口有块不大

不小的长方形景观，种植了9棵银杏树，南面天

山路马路开阔，阳光充沛，树看上去长得纤细、古

老，但很高很直，足有5米左右。金色的叶子，搭

配上树后两侧翠竹的绿色，明媚的阳光投射过

来，透过叶片，斑驳的光影，季节的更迭，定格出

一幅人见人爱的油画。从对马路瞧，好像整片绿

色中，点燃了一团金色的火焰。柔和的北风摇曳

下，发出沙沙的声响，黄叶一片片飘落下来了，金

黄的叶片，似一枚枚“金元宝”，一闪一闪，一亮一

亮，构成了一道生动、鲜活、精彩的风景线。不经

意间，一片落叶缓缓飘在我的脚前，拾起叶柄，轻

轻抚摸着，它似扇形“金元宝”的纹理，我手捧“金

灿灿”，喜悦“满当当”，心里一股莫名的情愫涌上

心头。

要说附近的银杏美景，最佳的观赏地，要

数小区北面的天中路最引人注目了，我抬头望

去，有绿有黄、绿黄相间，色彩绚丽，这条数百

米的短马路，两旁清一色的银杏树，平时十分

幽静，但一到杏叶黄时，整条马路铺满黄色。

有一次，我和爱人带着小外孙漫步其间，一棵、

二棵、三棵……我和小外孙国荃数点起来，“咯

咯咯，咯咯咯”，外孙欢快的笑声一串串，蹦蹦

跳跳，边跑边叫，我追赶着，“慢点，慢点跑！”

哇，两侧路旁栽种92棵，路东就有47棵哦。

马路西面是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中学，

长长的红砖围墙，衬托在遍地的金色中。此

刻，人流亦逐渐多了起来，轿车一辆接着一辆，

不少驾驶员特意赶往这儿“兜风”，尽显冬日的

浪漫情调。不少游人和路客停下脚步，拿起了

手机，捕捉一片片闪动的金色。只见几位穿着

流行服装的阿姨，喜笑颜开，摆足了“腔势”摄

影，想与金色媲美，旁边有位阿姨导演着，手捧

一把把银杏叶，撒向天空；有位阿姨吆喝着：

“笑一笑、笑一笑……”

金色，寓意丰收的季节，层林尽染，彩叶飘

舞。我穿梭在银杏金黄中！杏叶籁籁，落叶飘

飘，金光绰绰，那是一种赏心，那是一种悦目，

那是一种惬意，那更是一种健身运动！

去银杏金黄处走走
□ 王士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