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打头的是立春。

立春，并不意味着春季真正地到来，只是传递春的讯

息，为春做个预告。斯时，北方依然白雪皑皑，江南则还是

春寒料峭，尚在“九”里，俗话说，春寒冻煞老黄牛。

立春一般在每年的二月三日或四日。今年立春是大

年初六，是“有春之年”。有的年份，立春在春节之前，人们

便称“无春之年”，老迷信说不宜生育，纯属无稽之谈。

从立春到雨水，相隔十五日。一年四季，每十五日为

一个节气。我喜欢把立春至雨水之时节称作春之汛。在

江南，在东方水城，季节如汛，花如汛，美食如汛，就如同

太湖潮汛，一波一波向岸边涌来。这时节，涌来的便是春

之信息。

每个节气，都有“三候”。立春的三候为：东风解冻、蛰

虫始振、鱼陟负冰。

《清嘉录》记载的是江南人一年四季传统的风俗活动，

在“正月篇”里，带“春”字的活动就有四项，分别是：行春、

打春、拜春和春饼。时至今日，社会早已剔除封建迷信，我

们该知道在春汛时节，苏州人该吃什么、赏什么、玩什么。

吃什么？春汛时节，正是春节，时令美食太多，但其中

有几样必食。其一是年糕。苏州的年糕分两种：糖年糕、

猪油年糕。糖年糕有红糖、白糖两款。猪油年糕也有玫

瑰、薄荷两款。糖年糕的吃法，切成小块，与小圆子同煮。

春节期间的早餐都是它。猪油年糕切成片，面糊里蘸过，

在温油里煎得金黄。其二是元宝茶。元宝者，青橄榄。春

汛时节，人来客往，苏州人用一杯元宝茶待客。其三是萝

卜，两种食法，一是将太湖萝卜或红萝卜削皮切块，当水果

吃。二是萝卜丝饼。萝卜刨成丝，与面糊为伍，装进铁皮

模子，在油锅里氽得金黄，外脆里嫩。从前大街小巷处处

可见，今在市集偶遇，便可买了尝。两种食法称“咬春”。

其四是汤团。春汛时节，要经过元宵节，苏州人过元宵节

要做三件事：食汤团、赏花灯、猜灯谜。苏州人的汤团以咸

口为主，有鲜肉馅、萝卜丝和荠菜肉馅。我提倡家庭自制，

一家人团团圆圆，忙忙碌碌，一起做汤团，幸福又温暖。

赏什么？自然是赏花。春汛时节，赏三种花：梅花、水

仙和山茶。苏州赏梅景点较多，古典园林中赏梅，最是狮子

林“劈梅展”出名。景区赏梅，一是光福“香雪海”，中国赏梅

第一佳处。二是金庭石公山，登上“驾浮阁”，两千亩梅海尽

收眼底。赏水仙花，一般去留园，雕刻版造型水仙，美轮美

奂，今年设在网师园。赏山茶花，一般选拙政园、留园。但春

汛时节，山茶尚未盛开，能见到的是茶梅。倒是沧浪亭有一

株“美人茶”盛开，每年春节期间，一树独放，成百上千朵粉色

花儿齐绽放，十分应景。耦园也有一株，百年古茶树了。

玩什么？正月初五，城里是迎财神，从前家家户户放

炮仗，接财神。如今城市里禁放炮仗，清静许多，只在山塘

街有财神出游活动，也是传统习俗。苏州农村则有“抬猛

将”活动。猛将是农业丰收保护神，农村人都敬他。洞庭

东山会在正月初三抬猛将，各村

摇着船，到雨花台集中，蔚为壮

观。而在香山街道蒋家村，则为

正月十三，风俗是赤膊抬猛将，

看得人热血沸腾。

文/叶正亭

春之汛

春日苏州一行急匆匆，但是总要挤出

时间吃上一碗姑苏面。

陆文夫《美食家》里的朱自治每天都

起得很早，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

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为

何要吃“头汤面”，所谓千碗面，一锅汤，面

下到一千碗的话，面汤就糊了，煮出来的

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

气。用朱自治的话来说“如果吃下一碗有

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

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为了新年新春新

的一天的好心情，晨起，在只有3度的苏

州街头奔行近1.5公里就为了邂逅这一碗

书里“吃过”多次的面。

菜单一打开，虽说对苏式面讲究多已

有一定了解，但还是一阵眼花缭乱。重青

（多放蒜叶），免青；宽汤（面汤多些），紧

汤；重面（面多些），轻面；过桥（浇头和面

分开装盘），不过桥……同样一碗面各自

有不同的吃法。苏州面以汤面为主，有

“红汤面”和“白汤面”，二者的区别在于

“红汤面”加了卤汁或酱油，去的这家面馆

用的是卤汁，说是更有甜口。一碗汤面不

过几块钱，但也不马虎，陆文夫说姑苏菜

讲究精细，这一碗汤面可见一斑。苏州人

吃面，传统风俗冬天吃红汤面，夏天吃白

汤面。而汤面更重要的是在那一碗浇头，

有冷浇头和热浇头之分，所谓冷浇头是事

先做好，如焖肉，卤鸭，爆鱼，香菇，面筋

等；热浇头是现点现炒，如鳝糊，大肠，虾

仁，腰花，鳝鱼等。当然还有浇头中的重

头戏，与时令有关的“三虾面”和“蟹黄

面”。“三虾面”最好的时令是农历五月，指

的是虾仁，虾脑和虾籽。“蟹黄面”秋冬季

节为好。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一网打尽苏州

面的精髓，红汤面，白汤面，拌面逐一下

单，浇头选择了“姜松虾籽”“蟹粉”“匠心

猪肝”“八宝炒酱”“响油鳝糊”“素浇头”，

少青，宽汤，烂面，过桥。稍等片刻，跑堂

小哥把三碗面端上桌，面为细面，卧在汤

里。面卷紧，像梳子梳过，称之为“观音

头”。面浸入汤中，中间宽头尾窄，如鱼浮

出水面，如“鲫鱼背”。第一口喝汤，白汤

咸香，红汤微甜，从“鲫鱼背”中间挑起，面

在汤里荡开，浇头中的“匠心猪肝”“八宝

炒酱”“响油鳝糊”浓油赤酱，猪肝微甜，炒

酱带辣，鳝糊焦香。

为了保证口感，“姜松虾籽”“蟹粉”需

要现拌现吃，把浇头倒入面中，跑堂小哥

手起筷落帮忙拌好，美食不仅与时令有

关，也与温度有关。每一条面上均匀裹着

蟹黄，蟹肉，虾籽，食客趁着热气呼噜下

肚，各种美味在口齿间散开，回荡，而后顺

着喉咙，经过食道在五脏庙里聚会，一碗

姑苏面美好了一个早晨。

苏州人苏童在《吃客》中描写了一个

老吃客“气色好，皮肤不老，眼睛在饱览了

七十年风霜之后竟然清澈如水，像一个不

谙世事的少年，何以如此？有什么灵丹妙

药吗？”老吃客回答说：“有，吃，吃呀，吃出

来的。”

祈愿日日在苏州吃上一碗姑苏面，喝

上一碗苏式糖水，做一个水汪汪的女子。

姑苏一碗面
文/黄颖

投稿征集

时光走得飞快，文字的笔画依然在流光里定

格着我们的喜怒哀乐。

在这里，记下生活，记下时光，记下记忆与梦

想，也记下写写画画的兴味吧。

本版欢迎长期投稿。

稿件题材不限，以反映苏州人文、生活为主。

感情真挚，内容鲜活真实，言之有物。稿件

篇幅千字以内。

同时，本报欢迎优秀书法、摄影、诗词、绘画等

形式的投稿。

投稿方式：1、发邮箱：dsbwanqing@

163.com；2、邮寄：竹辉路298号苏州广

播电视报社编辑部收；3、

微信上传：关注看壹周微

信公众号，通过留言上传

作品。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投稿，

都请留下详细联系方式，

便于敬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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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陶

《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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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导视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2月10日—2月16日

卫视
[41]新疆卫视

10：04 亮剑（一至三）；薄
冰（三至日）

14：00 新闻午报（一至日）
20：00 今日聚焦（一至

日）
20：13 前夜（一至六）

[43]辽宁卫视
07：30 食全食美（一至日）
08：00 动画片（一至六）
08：33 打狗棍（一至日）
16：23 欢乐集结号（一至

五）
17：33 食全食美（一至日）
18：58 天气预报（一至日）
19：35 幸福请你等等我

（一至日）
[53]宁夏卫视

07：30 剧场（一至日）
13:14 剧场（一至日）
19:40 剧场（一至日）

[54]云南卫视
08：40 黑狐（一至日）
13：02 狼毒花（一至五）；

薛平贵与王宝钏
（六、日）

19：34 北平无战事（一至
四）；公诉（五至
日）

[57]贵州卫视
08：40 狙击部队（一至

五）；游击英雄（五
至日）

17：50 历史上的今天（一
至日）

19：35 锦绣安宁（一至
三）；少年伏尔泰
（四、五）；运河风
流（六、日）

[60]黑龙江卫视
18：00 视点（一至五）
19：30 小巷人家（一、

二）；好团圆（三至
日）

21：20 文耀中华（一至
四）；驿站（五）；遇
事找法（六）；一起
读书吧阅见山海
（日）

[63]青海卫视
08：10 剧场（每天）
12：30 午间360（一至日）
19：35 剧场（一至日）
21：30 纪录片（一至六）；

守望（日）
[64]吉林卫视

07：51 苍狼（一至三）；信
仰（三至日）

12：49 武工队传奇（一至
六）；狐影（六、日）

19：33 南来北往（一至
日）

[65]西藏卫视
13：00 午间新闻（每天）
19：30 西藏新闻联播（每

天）
21：50 西藏诱惑（一至五）

[66]江西卫视
18：16 社会传真（一至日）
19：35 哈尔滨一九四四

（一至五）；面具
（六、日）

21：30 传奇故事（一至
五）；超头条（六）；
了不起的江西名
人（日）

[68]陕西卫视
07：28 剧场（一至日）
13：04 剧场（一至日）
19:30 剧场（一至日）
[69]中国教育一套

12：05 教育新闻直播间
（一至日）

12：40 战火连天（一）；兵
变1938（一至日）

19：45 育见（周一至周
六）；全球连线周
观天下（日）

21：30 发现中国（一至
五）；新歌来啦（周
六）；家长朋友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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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三联书店，来一场文艺漫步
文/本报实习记者陈晓 摄影/周海峰

书海里的自在漫步

大儒，顾名思义，指的是学问和品德兼得

的知识分子。因明代大儒王敬臣曾居住于此

而得名的大儒巷，保留着浓厚的文化气氛，比

别处多了一份宁静和清雅。

上海三联书店江苏首店——苏州平江路

店位于大儒巷40号，将书香与苏式古韵融于

一体。店门口的白墙上，是书店的“独白”：“是

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改编自郑

愁予的诗作，只这一句，便已扣动心弦。而这

句话，也是上海三联书店事业部总监叶文刚最

喜欢的，给予了他在书店经营之路上无穷的前

行动力与温暖。

步入店内，还没来得及细细打量陈列的书

籍，就已经沉醉在弥漫着的书香和咖啡香中。

一个精心布置的阅读区让人眼前一亮，保留自

原建筑的红砖墙营造出十足的文艺范，耳边音

乐柔和舒缓，咖啡师手腕轻巧推拉，一眨眼，一

杯拉花咖啡就端到了面前。在这里，读者既可

以享受专属于自己的阅读时光，也可以约上三

两好友，聊聊书，品品咖啡。

叶文刚介绍，书店一楼以人文社科类书籍

为主，未来，还会完善本地书籍专柜，让读者能

够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而更加了解苏州这座“双

面绣”城市的文化魅力。二楼的阅读空间，除

了有品类繁多的书籍，读者还可以进行版画体

验，并能欣赏购买到许多富有巧思的文创产

品。以平江路为原型创作的机甲冰箱贴等具

有城市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有了属于它们的

专区，深受读者喜爱。

二楼还打造了一个临窗吧台，阳光透过苏

式花窗洒进屋内，投下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幻的

光影，悬挂着的透明书页“飞舞”在这一片金黄

之中，给室内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气息。若在此

时，手捧一本心悦的书籍，窗外，是闹中取静的

大儒巷作伴，心中定会感到阵阵幸福，庆幸城

市中还有这样一方书香净土。

文艺灵魂的诗意栖居

如今，实体书店不断转型升级，上海三联

书店也不例外。在苏州平江路店，不仅能阅读

书籍、购买文创、品尝咖啡，书店还设立了图书

直播间，并开辟了二楼空间，不定期举办一些

小型展览。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平江路店还首创推出

了“空间租赁”概念。在庭院二楼，有一间四面

都是落地玻璃的阳光房，不大，却温暖。目前

租赁在此的是一家时尚珠宝品牌，“书店提供

的空间租赁服务概念很好，上海三联书店的读

者群体和我们的客群也是一致的，目前看来，

效果还不错。”品牌主理人兼设计师孙铎说道。

此外，书店还有许多可按小时租赁的空间，可

以满足读者创作、绘画、会议、音乐赏听等不同

需求。

在充分考虑建筑功能性基础上，书店还巧

妙融入了苏州园林元素。一楼庭院长廊将原

本独立的两栋建筑连通起来，“这个空间被改

造成了一个包含园林山水元素的小庭院，等天

气暖和一点，读者就可以在这个‘微缩园林’里

看书了。”叶文刚说道。

上海三联书店苏州平江路店致力于打造

集文化、艺术、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文化

客厅。站在书店顶层的露台，放眼望去，周围

皆是古城民居，远眺可见东方之门。待到春暖

花开之时，这片露台还将举行露天读书会、露

天电影、露天音乐会等活动，与更多美好，不期

而遇……

书香满途
快来偶遇这趟“e读书”

主题专列吧！

/资讯 /

近日，为进一步提高全民阅读覆盖面，让

书香弥漫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苏州图书馆与

苏州地铁携手合作，在6号线推出了“e读书”

主题专列。

踏入这列地铁，扑面而来的是满满书香。

这列专列的主角是“e读书”小程序，它是由苏

州图书馆牵头打造的苏州市公共图书馆数字

阅读平台，运行一年多以来，累计用户近19

万，月活跃用户近2万。专列上张贴着“e读

书”小程序使用指南，就算初次使用也能轻松

上手。不仅如此，专列还展示了苏州图书馆

年度好书，涵盖文学、历史、科学等多个领域。

直接扫码就能读好书，让地铁出行成为一次

阅读之旅，让碎片化的时间变得充实而有意

义。除了6号线的“e读书”主题专列，苏州地

铁在1、3、4、6号线同步开展了数字阅读宣传

活动。

这趟充满书香气息的地铁专列不仅是便

捷的交通工具，更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移

动殿堂。如果你也坐上这趟列车，不妨拿起

手机扫描二维码，在阅读中感受文字的力量，

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烟火气与书香气交织的大儒巷里，坐落着一方雅静之地——上海三联书店，它静候着每一位渴

望丰富精神世界的读者，前来进行一场关于知识与文化的深度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