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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乐享生活

“嘎嘣脆”

海蜇皮
□ 钟正和

海蜇，这种海洋腔肠动物，
颜容、身段特异，没有耳朵、鼻
子和眼睛，全身呈胶质透明而粘
滑。当这些精灵伴拥着，手舞足
蹈、自得其乐地游浮于海面时，
像一把把美丽的小伞在那表演健
美操。

渔民有句俗语，叫“海蜇水
做，阎王鬼做”。鲜活的海蜇，柔
软绵滑，体内含水量达 97%以上，
在众多海鲜中名列前茅。正因其
娇嫩，更需及时加工。若是搁在
那儿不去收拾，要不了三天，海
蜇就会悉数烊化。比较常见的方
法是即时拌矾、渍盐，致其脱
水，加工成易藏、可口，享有盛
誉的三矾海蜇。

儿时的我，曾很好奇：腌海
蜇为啥要用明矾？直到成年后才
知道，海蜇能吃的部分主要是它
的胶质物，讲究“嘎嘣脆”的口
感。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加工时
得尽量压缩水分，对蛋白质能起
凝固作用的明矾就成了最佳选择。

三矾过的海蜇皮，圆形、平
整、乳白，富有光泽。皮子如塑
料、纸板般薄，像扇子一样可以
直立。吃时，先用水浸泡掉盐和
明矾，去咸涩味。记得当年阿娘

会用淘米水泡，这样既可缩短浸
泡时间，海蜇皮的吃口也更好。

泡好的海蜇皮，切成细条，
用冷水漂洗，沥干后摆入盘中。
至于调料，因人的口味而异。乡
人惯用酱麻油，若有咸鲞鱼或糟
鱼的汁，则味更佳。

夏日，一盆洁白晶莹，犹如
美人水嫩肌肤发出诱惑光泽的海
蜇皮一端上桌，能让人瞬间明白
了：何为秀色可餐！并由此拉开
享乐时光的帷幕。

宋朝诗人刘子翚在“水母脆
鸣牙”一句中，道出了海蜇的脆
爽之美。挑起一箸海蜇皮，刚送
至齿间，爽弹、迸脆便直白地跃
了出来。经此前一系列的铺垫，
泡发开的蜇皮变得平滑黏软，与
急欲用舌齿交欢的欲望，形成了
暧昧交接，嚼起来咯吱作响。无
怪乎有人说：海蜇皮就是脆的海
水。真有点那个意思。

当海蜇皮韧爽相宜、咸鲜一
体地在口中滑翔了一圈冰上舞
蹈，顺喉而下后，原本燥热的胃
肠当即清爽得通通透透。

惜乎，随着资源的日趋稀
少，海蜇在海产品中的档次已今
非昔比。再加上其本身无味，不
管与之搭档的原料，味道是淡是
浓，都不会过分抢戏，有人想到
将萝卜丝混入海蜇皮中，并逐渐
扩展到黄瓜丝、莴笋丝、胡萝卜
丝、芹菜丝等。此类已非单纯的
海蜇皮，虽说滋味不恶，嚼食过
程却大大地不爽，往往吃不到一
会，蜇皮先给拣光，只剩下一蓬
花花绿绿的菜蔬丝，散于盘中，
乏人问津。

M 闵行观察

龙吴路变迁
□ 刘岭梅

闵行区，有两条路最值得历
史记忆，一条是沪闵路，建成于
解放前，其历史渊源早有介绍；
另一条就是龙吴路。

龙吴路主体位于吴泾镇，部
分 涉 及 梅 陇 镇 ， 延 伸 到 龙 华 。

“龙”指的是北侧的龙华，“吴”
指的是南侧的吴泾，是市中心连
接闵行、吴泾两个工业区的主干
道。而总投资8.8亿元的龙吴路改
建工程，南起江川路，北至中山
南二路，全长18.2公里。

龙吴路 1958 年始筑，主要目
的是为建设吴泾化工园区。龙吴
路有上海电化厂、上海焦化厂、
吴泾化工厂和吴泾热电厂等，这
些厂，是支撑共和国化工发展的
重点企业。

上海电化厂生产的烧碱是化
工工业的基础原料，上海焦化厂
生产的焦炭是当时中国急需发展
的炼铁和炼钢的原料，吴泾化工
厂生产的氨水和尿素，是当时农
业急需的基本肥料。

我认识龙吴路是在 1986 年大
学期间，学校组织到吴泾化工区
参观。从学校出发，路很不好
走，到处坑坑洼洼，车子颠簸得
比我外地老家的泥土路还要厉
害，农居，跟外地农村没有两
样。但进入吴泾地块，起了大变
化，天空有雾沉沉的感觉，从未
见过的大烟囱直入云霄，冒着滚
滚浓烟，鼻子闻到的味道越来越
难受。

1990 年 ， 我 分 配 到 上 海 氯
碱 总 厂 ， 几 乎 每 天 经 过 龙 吴
路，由于路两侧没有下水道，到
了夏天，水汪汪一片。路也特别
繁忙，尤其是吴泾化工区到龙华
那一段，不仅大量货车经过，而
且龙吴路靠近黄浦江，江岸有很
多货运码头，龙吴路也承载着
全市大量渣土砂石的运输，其
产生的路面扬尘和噪音饱受社
会诟病。

另外，龙吴路上有火车路
口，往往一封闭至少半小时，而
且一天有好几次，在路口等火车
过去的汽车排成一长溜，坐在车
里的人们只能干着急。

2012 年龙吴路大修改造，道
路宽敞了，地下铺设了很好的下
水道设施，单线长度达到180公里
的电力架空线同步入地，将龙吴
路的“空中黑色污染”彻底消
除。新龙吴路的设计车速由原来
的每小时20公里提高到40至60公
里。而且，新路中央有 2 米宽的
绿化隔离带，两侧的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道路之间也有1.5米宽的绿
化带进行分隔，龙吴路的交通事
故因此得到大幅度降低。

这时候的上海氯碱的产能占
中国氯碱总产能的五分之一，上
海焦化厂的煤气产量占全上海供
应量的一半以上，可以看到当时
吴泾化工区的重要地位。

如今，由于上海城市功能的
转变，吴泾化工区开始逐步退
出，虹梅南路等道路相继建成，
2023 年龙吴路外环线到华展路拓
宽工程竣工，龙吴路的运行能力
再一次提升。

龙吴路以前只有龙吴线一条
公交线，乘车特别不方便。现在
增加了多条公交线，不久，龙吴
路将有轨道交通 23号线途经，其
站点几乎覆盖道路全线。

M 人在旅途

鸣鹤小镇

风烟古
□ 钟 敏

江南的古镇都似曾相识：老
树闲云幽道，小桥流水人家。江
南的古镇却各有不同：每一个都
有它的特点，每一处都有历史故
事。

初夏去了鸣鹤古镇，它位于
慈溪市观海卫镇南部，有千年的
历史，是我国历史文化名镇。它
依山成街，曾因“鹤皋风景赛姑
苏”而誉响江南。

如今的鸣鹤，已经不只是山
石“形如鹤翅，舒而喙张”的偏
僻小镇，流水两岸，商贾林立，
每天的游客来往熙熙，寺庙也修
葺一新，香火颇旺，古镇已成了
新的打卡点。

小镇常新，风烟古。虽然很
多地方都已新涂抹过，湖滨也新
建了休闲文化广场和商业区，但
我总觉得，这里到处流淌着古
韵，古迹古桥，连河水和风烟也
是古的。

东晋时有个天文学家虞喜，
他的“安天论”等学说，为古代
科学家祖冲之创制 《大明历》 奠
定了基础。虞家还出了一个文学
家虞世南，我清楚记得那只“垂

緌 饮 清 露 ， 流 响 出 疏 桐 ” 的
《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
风”。那只在桐梢上的幸运蝉，唱
了一千多年，如今继续在人们的
心里唱着。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
台烟雨中”。鸣鹤镇上的金仙寺，
就初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其间
几度毁坏又几度修建。金仙寺背
靠禹王山，面临白洋湖，素有

“依山而兼湖之胜”的美誉。1942
年，浙东抗日武装在金仙寺成立
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寺
院成为抗日活动的重要场所。

绕山环湖的名胜古迹，造就
了鸣鹤的辉煌。1989 年，信众捐
资扩建寺院，现在的金仙寺，有
佛殿、天王殿、望湖楼等，有殿
堂房舍一百七十二间，占地四十
二亩，殿宇恢宏，成为浙东地区
较具规模的佛教之地。

鸣鹤形于盐而盛于药。古镇
在明清以来就是中国国药业的发
源地，有“国药人才集浙江，浙
江有慈溪，慈溪首推鸣鹤场”之
说。药材馆现位于湖滨广场内，
馆内四周挂有150多家国药老字号
品牌，其创始人大多是慈溪鸣鹤
人或在外开设的著名药铺，如清
代南北两大国药店“北同仁堂、
南种德堂”。此外，鸣鹤还有相当
规模的国医馆，是一个集中医诊
疗、养生保健、健康管理、学术
交流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医疗
场所。

鸣鹤小镇风烟古，走在老街
上，总会忘记今日是何时。

当年，我所在的工厂不大，
千余人左右，但效益不错，每逢
年节，厂里就发鸡发肉发鱼发苹
果发茶叶发衬衫……但不发钱。
厂里有钱，领导想办一份厂报，
车间里找了三个“文人”当编
辑，我是主编。我们从油印、胶
印到电脑排版，一步步干过来。
每月一期的厂报一四版中缝下
方，排列着编辑姓名和联系电
话，看着，很自豪。

厂报第一版是领导讲话、重
大利好消息，第二版是车间工作
动态，第三版留给后勤服务部
门，第四版是副刊。除去照片，
每期文字近万，差错多多。尤其
是年终刊登七八十个先进职工、
先进集体名单，最多时错了十

个，被厂领导一顿批评还被职工
当着笑料。

作为主编，不出差错是底线
也是终极目标。我觉得，重点是
标题、领导姓名、照片说明不能
错，优秀职工名字不能错。而退
休职工的讣告，人家这辈子最后
一次把名字印在厂报上，错了对
不起人家。

财务科有个“稿费”项目，
尽管全年只有几百块钱，但感觉
很开心。于是，我们在报纸上发
通知：凡子女考上高中、大学
的，凭录取通知书奖励钢笔一
支，并在厂报上刊发祝贺喜报。

办报的工厂多了，就有企业
报协会，与大名鼎鼎的大厂报主
编一起开会，感觉特别有档次。
尤其听人家随口提及一些如雷贯
耳的新闻人物“昨天跟我催稿，
烦不烦”，感觉这才叫新闻人生。

后来企业式微，厂报消亡，
可很多年后，路遇一位在绿地晨
练的老师傅，指着边上的小伙子
说：“当年我们厂报上登过他的名
字，如今在大学里教书。”顿时觉
得，这主编当得还有点意思。

M 岁月留痕

我当厂报
主编

□ 陈茂生

M 心香一瓣

喜欢花儿
□ 崔 立

夜的灯光下聚了好多人，围
着一个摊位，好几个人手上捧着
各种花儿。不就是花儿吗？为什
么有这么多人？在几个人捧着花
儿离开时，我看见里面如花的海
洋般的一间屋。“自行选择搭配，
自行包扎，9.9元一束花”。靠墙的
小黑板上写着。这个价格，能赚
钱吗？我疑虑。

我也挑拣了几支含苞待放的

郁金香，捎带上满天星做点缀，
再拢起透明塑料纸包扎。但包扎
带像和我拧巴起来了，怎么也扎
不好。我朝四下探出求助的眼
神，终于看到了一个应该是摊主
的女人，30 多岁吧，一身休闲服
装。

她走过来，在郁金香满天星
之间，放入一种宽长叶片的植
物，整束花儿一下饱满别致，如
众星捧月般地凸显了红色的郁金
香，又有了层次感画面感的背景
绿叶。这也解了我内心的想法，
总觉得这束花儿缺了点什么。

将花儿收拢好，卷起透明塑
料纸，轻轻一扎——我好一会没
能完成的包扎，女人三两下就轻

松完成。
几分钟后，我把那束花儿送

给了母亲。母亲住的不远，以前
给她收拾房间时，总感觉房间里
缺少了什么。而今天，我把那束
饱满别致的花儿放进桌子上的花
瓶，原本苍白的房间瞬时增添了
色彩，一下子听到了春天的声
音，连从不喜欢花花草草的母亲
都说，真好看。

待了好一会儿，回家又经过
那家花店。店里已经没有顾客，
只剩下一小屋子挑拣下的凌乱花
儿。心里好奇，我问女店主，你
这个花儿卖 9.9元，能赚钱吗？女
人微笑着说，我有一个非常大的
花圃，我喜欢种这些美丽的花。

女 人 突 然 想 起 了 什 么 ， 问
我，你猜一下我的年纪？我愣了
一下，一般女人是最不愿别人说
她岁数的，她为何反其道而行？
我鼓起勇气说，你 30 多了吧？女
人笑了：五十有一了。我不可思
议地看着她。女人说，我喜欢花
儿，也喜欢一切美丽的东西，虽
然花儿卖 9.9元，我不赚钱，也不
亏钱。

女 人 和 我 说 话 时 ， 手 没 闲
着，三两下从那些凌乱的花儿中
搭配起一束美丽的花，拢起透明
塑料纸，用包扎带扎好，“送给
你。”她对我说。

我惊喜地接过花，连声说，
谢谢，谢谢你。

《又是喜丰收》 张小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