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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观《繁花》

想到上海话传承
□石路

电视连续剧《繁花》（沪语
版）在东方卫视播出后，迅速爆
火。这让许多上海人重拾起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沪上热闹繁华
的生活记忆。上海的林林总
总、诸多生活琐碎，都在这部剧
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周
围，许多人为《繁花》所倾倒，就
连一些平时不怎么会讲上海话
的“新上海人”，也开始随着《繁
花》的热播，时不时地操持着上
海人腔调叨叨起上海话了。

我在基层政府工作，机关
队伍里有近一半来自河南、山
东、河北、江西及东北等地的人
员。他们都是这些年来通过报
考上海公务员进入单位的。有
的来了几年，也有的在这里十
多年了。平日里，彼此相处交
流，多半用的是普通话。这一
方面，由于来自“五湖四海”，大
家沟通用普通话顺畅些，表达
得清晰些；另一方面，这些外省
市人员对说上海话，总缺乏一
些自信，讲起沪语来有点“洋泾
浜”，怕“出丑”。可这次《繁花》
的强势播出，却成为周围诸多

“新上海人”学讲上海话的一个
契机、一个动力。“侬好，饭吃过
了伐。”“双休日，一道出去白
相。”我作为上海人，自然很高
兴地与之交流、对话。

上海话，又称“上海闲话”，
是吴语的重要代表，也是上海
本土文化的重要根基。近些年
来，由于诸种原因，周遭讲上海
话不如原先那么普遍（除非老
上海人之间），不少年轻人尤其
是一些本地小孩，较多已不太
会讲上海话了，即使讲了，也不

“ 正 宗 ”，总 感 觉 缺 少 点 那
“味”。随着海纳百川，“新上海
人”越来越多，为此有关专家呼
吁，在讲普通话同时，建议学
习、讲好上海话，继承上海语
言，让这文化血脉得到悠久传
承。我想，《繁花》较好地展示
了沪语魅力，也形成了一波讲
沪语的热力，那么我们平时该
怎样做，才能使上海话做到不
遗忘、不失传，而恒久成为一道
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景呢？答案
无 疑 就 在 你 我 他 、更 多 人 中
间。你说是吗？

秋日颂
□广子

当秋天缩小到一个院子
满目芳华殆尽
我还拥有枯枝上浩荡的秋风
和飞霜背后茫茫的雾霭
有多少丰饶就有多少萧瑟
果实和落英各得其所
秋天啊
那真正惊动我的不是雷鸣
而是内心深处的寂静

旅游与度假
□袁松

冬日暖阳。庙前街头，偶遇
多年未见的老同事C君。寒暄
中，他说刚到龄退休，问我还有
几年？还热情地说道：等你退休
了，我们一起去旅游、去度假。
我的记忆里，C君思维缜密、见
解独到，具有引人深思、给人启
发的力量。庙前街头的短暂交
流令我对旅游与度假有了再思
考。

旅与游都是动词，属联合词
组；度是动词，假是名词，属动宾
词组。旅：旅行、旅程、旅居
……；游 ：游 走 、游 玩 、游 历
……。什么是旅游？业内说，就
是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组
合或集成。度：度过、越过；假：
假期、休假。在我看来，旅游就
是离开熟悉的地方，前往一个陌
生的地方，或者感兴趣的地方去
察看、去体验。在这个基础上，
直观获得认知与感知，甚至由此
升华为感叹、感慨、感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
是旅游而非度假。通过“旅”与

“游”，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升
境界。因此，旅游也是一种学
习、一种修行、一种修炼。度假
就是找一个安静、喜欢的地方，
度过一段休憩的时光，求得放空
心情、释放压力。旅游总是与观
光组合，度假往往与休闲搭配。
旅游与度假可以交叉，但不完全
是一回事。依我的理解，旅游度
假区是旅游与度假两相宜的，景

点景区是更适合旅游观光的。
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殊不知，两者的成本是不可
等量齐观的。从经济学的角度
而言，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之间
也有一个投入与产出（付出与收
获）的性价比问题。最大限度地
提高这个性价比就是对自己、对
父母、对家人的珍惜和尊重。珍
惜每一次机会，努力在所见所闻
中、所思所悟里有效增长知识、
常识、胆识与见识。这才是行万
里路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旅游
和旅行，游和行都是形式，见和
闻是初级收获，思和悟才是真正
的价值所在。

五十多年前，旅游与度假对
我们都是遥不可及的。改革开
放使旅游度假变得触手可及。
新时代，旅游与度假已成为各阶
层、各年龄段人员的基本需求之
一。旅游与度假也是因人而异、
因时而异的。年轻人更在乎旅
游与旅行，比如特种兵式的旅
游，通过旅游与旅行，厚植经历
与阅历。年长者更乐享度假与
旅居，比如候鸟式的养老，通过
度假与旅居，享受成果、愉悦心
情、体验快乐。前些日子，我在
微信公众号里偶尔读到了有关
独自旅游的系列漫谈。细想起
来，自己还真的没有过这样的经
历。这到底是怎样的体验？期
待能够尝试与感知。这也成了
我的新年愿景之一。

那些年，这样过冬
□俞富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
南京成家；两年后，有了孩子。

居家过日子，尤其是有了
孩子，过冬是一件需要更多操
心的事。

那时，我家安置在军校大
院内一栋筒子楼内，卫生间和
洗漱间都是共用的，烧饭做菜
在楼道内，用的是煤饼炉。

南京的夏天很热，名列四
大火炉之一，而南京的冬天也
很冷。回忆起来，那些年的冬
天，好像比如今要冷很多；每
年冬天，南京总会下几场大
雪。

南京地处长江以南，是没
有统一供暖的，可寒冷的冬
天，天寒地冻，既没供暖又没
有空调（那时家里装空调的念
头还没产生呢），怎么过冬？
儿子出生后的第一个冬天，岳
父送来一只取暖炉，那是他找
铁匠定制的。取暖炉为圆柱
形，外壳用铁片焊成，炉边装
有一根管道，是白铁皮制成
的，管道高约两米，再横着通
向窗外；炉中心正好放置煤
炉；炉顶端有个盖，盖还设计
了盖中盖，需要烧水热奶时，
盖中盖打开，装上水壶和奶锅
即可；不需要时，直接盖上盖
中盖。煤炉点燃后，煤饼燃烧
时散发的烟气和热量沿着管
道向窗外排走，管道便有了散
热和排废气的功效。取暖炉
燃起，房间里既有了暖气，又

确保了安全。有了取暖炉，家
里热水源源不断，孩子换下来
的 尿 布 可 以 及 时 在 炉 边 烘
干。这只取暖炉在当年就是
一件过冬的重要神器了。

冬天洗澡，一般去公共澡
堂。军校内有澡堂，每周开两
天，一天给学员，一天给教职
工和家属，等于是一周可以洗
一次澡。大人们一周一次澡
也过得去，小孩子一周一次澡
不行。怎么办呢？有一种浴
罩，很实用，塑料制品。这种
浴罩像一顶圆形帐篷，高高挂
起，撑开后可以放置一个大浴
盆，烧两壶水倒入浴盆，开水
热气往上冒，浴罩内便暖和
了。有了浴罩，小孩子冬天在
家也能洗上热水澡了。

冬天出门，帽子、手套外
加围巾，是标配，而且，都是用
毛线手工结成的。岳母是中
学老师，也是编结高手，我家
每人用的“三件套”都是岳母
编的。我是军人，只能穿军
装，不能戴毛线编织的帽子和
围巾，岳母特别给我编结了一
条毛线裤，她是怕我冻着了。

冬天取暖，常用的还有热
水袋。天冷了，双手抱个热水
袋就暖和了；讲究一点的，还
在热水袋外面加一个套子，既
能防止手被烫伤，又可以保
温。见过有人家用“烫婆子”，
铜制的，据说还是祖传的。记
得那时很多人还用盐水瓶加

上热水取暖，一度很流行，我
也 专 门 找 医 生 朋 友 讨 了 两
个。临睡前，被窝里塞两个装
了热水的盐水瓶，再进被窝睡
觉，脚底下暖了不少呢。

后来，出现了电热毯，将
电 热 毯 铺 在 被 窝 里 也 很 暖
和。但是，电热毯漏电伤人引
起火灾的事经常发生；岳父听
到我也买了一条，一天，他就
送来一条毛毯，并用剪刀剪断
了我新买的电热毯电线。我
非常理解，岳父是担心不安
全，一剪刀杜绝了安全隐患。

冬天，除了保暖外，一日
三餐的吃也面临挑战。隆冬
时节，再遇上下雪，菜场上绿
叶蔬菜就十分短缺，即便有，
价格也是平时的几倍呢。不
过，人们是有过冬经验的。在
冬季来临之前，家家户户就开
始储存大白菜。我刚结婚那
年，缺少经验，没有备菜，到了
过冬时，吃的蔬菜都是妻子从
娘家搬来的。次年我汲取了
教训，过冬时，床铺底下藏了
几十棵大白菜，天天白菜肉
丝、白菜粉丝、白菜干丝；吃到
二月二、龙抬头，床铺底下的
大白菜还没吃完，那个冬天，
日子过得好像十分笃定……

总有一些过去的日子让
人难忘；回忆并不是要过回
去，而是为着更好的珍惜今
天、过好今天，并希望有一个
更加美好的明天。

长兄为父
□黄震

我获悉自己被分配到了
人称“新场西伯利亚”的唐桥
小学，心里郁闷得不行，因为
实在离家太远了，怎么去啊？

分配？当然，这是我们这
一代读书人的幸运。只要是
大学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的，国
家都对你的首份工作包分配。

1985 年 8月 24日，我按照
前几天接到的通知，上午要和
唐桥小学的新同事们在乡中
心校会合，领取全校学生的新
课本、相关教学工具，再一道
返回村校进行新学年开学前
的分班、分书、备课等准备。

哥 哥 早 看 出 了 我 的 心
思。那天清晨，他拉着我早早
地赶到了新场镇上的一家经
营外地品牌的自行车商店。
为啥到外地品牌的店？因为
那不要自行车票的呀！对当
时的我家而言，有张购买上海
品牌自行车的票实在是一种
奢望啊。

一番左挑右选，哥哥掏口
袋买下了一辆二十六寸的轻
便自行车，我专用的哦。我记
得清清楚楚，那是一辆福州产
的“鹿”牌自行车，不需要“自
行车票”，一百七十五元，外加
车锁三元八角。钱，自然是哥

哥做木工活挣的。购买自行
车的发票至今还保存在我的
卧室抽屉里，发票背面有我当
时用钢笔写下的八个小字，

“大哥之恩，永世不忘”。
我很是欢喜、爱惜地抚摸

着全新的自行车，正要向哥哥
告别骑车前往中心校，哥哥叫
住了我，从手上摘下了父亲给
他戴的海鸥牌手表，轻轻地套
在了我的左手腕上，“这是爸
爸买给妈妈戴的表，我学木匠
手艺时爸爸给的。现在给你
戴，上班别迟到了。”这可是我
家当时唯一的一块手表呀！
我使劲地向哥哥点点头，一句
话都说不出来。

工作的第二年，我幸运地
被评为了一九八六年度南汇
县先进生产（工作）者，暑假里
有幸随县教育局先进教师代
表团赴首都北京休养一周。
虽说这样的外出活动是奖励
性质的，全程免费，可零花钱
还是要的。临行时，哥哥硬塞
给我两百块钱，一再叮嘱我想
吃就买，别让人瞧不起。

事过多年我才知道，这钱
是哥哥在我出发前的晚上，独
自偷偷向老朋友、后来的“过
继亲”国良阿哥借的！

那晚，他既内疚又忐忑地
开着口，“我弟弟当了先进，要
到北京去参观学习，需要些零
花钱。可我手头实在没有啊，
又不能冷他的心……等我拿
到工钱了就还你。你千万别
把借钱的事告诉我弟弟！”国
良阿哥这段过了十多年后才
无意间透露出来的话，让当时
的我心头猛地一震，全身热潮
翻滚，久久无法平复！这份兄
弟间的情谊，更准确地说，是
大哥对小弟的无私呵护，是世
上任何财富都换不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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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有名的瓜果之
乡，一首《我们新疆好地方》
道不尽新疆的美好，其中一
句歌词就是“葡萄瓜果甜又
甜”。

新疆远离海洋，深居内
陆，气候干燥，日照时间充足
（年日照时间达 2500～3500
小时），大部分地区春夏和秋
冬之交日温差极大，故历来
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
炉吃西瓜”的俗语。

果实甜度从着果即开始
累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五

六月瓜果生长的一天：从早
晨7点就开始迎接太阳的照
耀，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
的遮挡，充足的光照使瓜果
在生长期间制造大量淀粉和
糖类物质；傍晚8点，太阳渐
渐消失在地平线，空气中湿
度很低，到了晚上温度下降
飞快，这样植物的呼吸作用
又减弱了，糖分等有机物的
分解也随之减少；养精蓄锐
一整夜，第二天接着被太阳
叫醒……就这样周而复始，
造能量，消耗少，再加上降水

量少，勉强保证生长，而远远
达不到稀释浪费的程度，甜
度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甜度的累积是最直观
的，其实与此同时还有大量
风味物质也在狠狠累积，它
们不仅提供了瓜果该有的本
身滋味，还有不同品种间的
差异化风味。这些细微的区
别，都浓缩在饱满的果实里，
躺在新疆每一个看似平平无
奇的水果摊上，等着你亲自
逐个体验。

新疆的葡萄迷人眼

又大又甜的新疆葡萄干又大又甜的新疆葡萄干
你吃了吗你吃了吗？？

新疆的葡萄干经常让人忍不住好奇：连蒸发掉水分的葡萄

干都这么大，那它还是葡萄的时候该有多惊人啊？不仅个头惊

人，新疆葡萄干的种类还特别特别多，大巴扎上摆出来的一筐一

筐的葡萄干们，仿佛凑成了一个色盘。

先不说有近百种葡萄的
吐鲁番了，随便钻入新疆的哪
个市场，葡萄也有好几种。这
里的葡萄几乎都不套纸袋，就
是一提一提地简单放在葡萄
枝叶上面，葡萄们也乖乖地整
齐挨着，翘首以盼。

无籽露
人人都爱的无籽葡萄，最

常见的就是无籽露了。它是
一种无核葡萄，我们平时最常
见的葡萄干就是它晾干后的
模样。无籽露的果粒最小，呈
椭圆形，平均也就成人食指指
甲盖大小。常见的有淡黄色
和淡绿色两种，透过太阳光，

好像一大串明亮的水滴。皮
很薄且脆，入嘴一挨牙齿就爆
成一汪甜水。无籽露上市周
期比较长，从七月中一直到九
月底都有产。

玻璃脆
玻璃脆，也叫火焰无核葡

萄。这种圆圆的红色葡萄，比
无籽露稍大一点，皮肉仿佛一
体，肉厚汁满，放一颗在嘴里，
不用牙咬，只要上下颌一合，
就能感受到葡萄在嘴中炸开
时的清脆，而且汁水有淡淡的
玫瑰清香。“脆”如其名，由表
及里，粒粒爆珠。它的上市时
间非常短，7月初成熟，月底就

下市，前后还不到一个月。
无核紫
无核紫葡萄紧接着玻璃

脆上市，8月中旬就下市。无
籽葡萄特别适合做成葡萄干，
皮薄肉厚容易晾干，甜而不腻
的风味得到迅速保存。

马奶子
有籽葡萄最有特点的就

是马奶子葡萄家族啦，无论是
绿马奶子还是红马奶子，长椭
圆的形状，拇指大小，粒粒晶
莹透亮，特别适合拿在手里，
边看电视边吃：第一口咬断上
半截，去籽，第二口将下半截
送入口中。

得天独厚的瓜果之乡

除了直接吃，葡萄干在新
疆还有别的妙用。

大部分人都只知道入门
级的肉抓饭，殊不知在新疆还
有进阶版——水果干果甜抓
饭。作为我国知名的瓜果之
乡，西北干燥之地，新疆本地
出产的干果种类多到可以撑
起整个干果市场，而其中适合
做抓饭的却不多。

首先，果皮不能太厚，内
心包裹严实的无花果干不行；
其次，气味不能太重，枣味满
满的红枣干饭也不好叫抓饭；
最后，要有足够的甜味能经受
焖煮稀释。数来数去只有葡
萄干和杏干最为合适，尤其是
葡萄干，有时候本地人做肉抓
饭也喜欢放上一把。

葡萄干抓饭经过长时间
焖煮，原本风干的果肉再次充
盈起来，高温下糖分析出为饭
增加甜度的同时，使干果变成
清爽的酸甜口味。

本身就浓缩了香甜的葡
萄干，和点心更是配一脸。

古拜底埃是塔塔尔族日
常生活中最主要的糕点之一，
可以算是糕点中的“硬菜”——
中间夹有大米、面粉、鸡蛋、杏
干、葡萄干、黄油等，有时也有
肉馅，可以说是“碳水+碳水”。

这种圆形糕点外皮酥脆、
里面松软，常常出现在塔塔尔
族的婚礼、节日或者有重要客
人来访时的餐桌上。

没听说过玛仁糖，你一定
听说过“切糕”，抛开那些纷纷
扰扰，玛仁糖是一种历史十分
久远的点心。

玛仁糖选用核桃仁、玉米
饴、糯米、葡萄干、葡萄汁、芝

麻、玫瑰花、巴旦杏、枣等原
料，蒸熟后趁热放进木槽之
中，压一些重物，这样成品就
被压得很紧实，像压缩饼干一
样，密度极大，非常顶饿。

每到了夏天，新疆的街上
会出现一种超级有人气的美
食——果酱酸奶和果酱刨冰，
将冰块用工具凿成小碎块，用
碗接住，然后加点果酱或蜂
蜜，加一勺酸奶，再撒一把坚
果粒、葡萄干，一碗纯天然的
新疆刨冰就做成了。

从前，无知的我肤浅地以
为：吃粽子只是在五月初五这
一天，没想到在新疆，人们把
粽子搭配酸奶开发出了一道
清凉的美食，意想不到的搭
配，竟然很好吃！

煮好晾凉的糯米白粽用
勺子压平，抹上一层厚厚的无
糖老酸奶，再淋上稠厚甜腻的
杏子或者无花果果酱，最后可
以再撒一点葡萄干等干果。

入口是酸奶的绵密，酸酸
的、凉凉的，紧接着是果酱的
甜润，沙沙的、甜甜的，最后是
粽子的软糯，绵绵的、糯糯
的。糯米糍尚且可甜可咸，粽
子怎么就不可以加酸奶了？
酸奶粽子的美味，真的只有试
过才知道。

在新疆，只要是点心，葡
萄干似乎都可以去客串一把。

除了上面提到的古拜底
埃、玛仁糖、酸奶粽子等等，更
别提一眼望去就干果满满的
塔城奶酪包、果仁馕、新疆大
列巴……让人是如此直观地
感受到新疆的干果丰盛，把

“瓜果之乡”完全具象化。
（摘编自《科普中国》）

新疆人怎么吃葡萄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