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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慢城 闲静高淳

冬季，民俗活动年味浓
冬天是一年中最重收藏的季节，如果说热

情的高淳人将春夏秋都奉献给了外来的人们，
那么冬天，他们更愿意给自己一些犒赏。进入
腊月，家家户户就忙开了，喝腊八粥、准备年
货、置办新衣、掸尘扫屋、祭祀祖先……这些大
多是妇女们操办。男人们也没闲着，村屋里商
量着今年搞点啥项目乐呵乐呵，于是龙灯、马
灯、跳五猖、挡旱船、蚌仙舞就在各个村子里轮
番上演。

冬到高淳，小城民俗多。可千万不要认为
高淳百姓的龙灯、马灯千篇一律，这里面讲究
可不少。龙灯就有好几种，其中最有特色的当
属长乐抬龙和漆桥的脱尾龙；马灯也为小马灯
和大马灯，其中东坝大马灯还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不管你是什么季节来，热情、淳朴的高淳
人总能带给你宾至如归的感觉；不管你是什么
心情来，慢节奏的生活形态、优美的自然环境
总能让你放慢身心；不管你是第几次来，每一
次的高淳都是新的。

■宗禾 文/摄

宁静的桠溪国际慢城，
烟雨迷蒙的高淳老街，苍翠
的游子山林海，骑行者从竹
林深处穿梭而至，茶园的嫩
芽欢快地跳入采茶女的竹
篓，浓墨重彩的五猖翩然起
舞……这些，都是中国“国际
慢城”——高淳的最美片影。

高淳，位于南京市南端，
素有江南圣地的美誉，被称
为南京的后花园和南大门。
其南拥固城湖，北邻石臼湖，

“两湖夹一城”的独特面貌和
“三山两水五分田”的黄金比
例，使得高淳历来就是远近
闻名的“鱼米之乡”。到高淳
旅游，不用刻意选择季节，浏
览攻略，只要带上一颗说走
就走的心。

春季，相约油菜花海
阳春三月，金灿灿的油菜花盛开，高淳桠

溪国际慢城顿时芬芳遍野，上万亩油菜花海
气势恢宏，一缕缕清香扑面，一丝丝春风袭
人，这就是春的韵律。

一年一度的金花旅游节总能吸引数以万
计的游客前来游玩，坐上热气球升到高空俯
瞰，金花与枫叶、玉兰交相辉映，五彩斑斓，将
整个大地艺术景观呈现在游客面前；置身慢
步小道，蜂飞蝶舞伴随欢声笑语；登上文峰
塔，来一张360度全景照，慢城美景你不仅看
见了，还带走了。

夏季，放飞音乐梦想
夏是一年中最葱茏的季节，沙滩戏水、

泛舟采莲，夏天的高淳翻开了美的另一
面。固城湖沙滩上人头攒动、桨声灯影里
的横溪河上荷叶翩翩，水乡慢城的荷花旅
游节是这个季节最值得期待的，坐上画舫
游弋在十里荷花长廊，心一下子就静了下
来，就怕误入藕花深处，惊去鸥鹭的美梦。
如果仅仅这些就让您爱不释手，那么这个
季节来高淳就已有了足够的理由，何况还
有音乐的陪伴？

2015 年，大学生音乐节国际慢城青春
音乐公社成立，让慢城与音乐“结缘”。从全
国10大城市100多所高校选拔出的30强学
员在这里进行全方位训练，每周5场音乐会
轮番在高淳各大景点上演，这座宁静小城顷
刻“喧闹”起来。

夏天，小城美景多。无论你走到哪里，
绿意总会围绕在你的身边。到武家嘴热带
风情谷看异域风情的各类植物，到植物迷宫
来一场“探险之旅”，到莲雾馆里大快朵颐，
到茅草房里喝豆浆吃油条。也可以到漆桥

古村落慢食文化体验街区感受浓浓的
驿道文化，品味各色美食，一览古
建筑的独特魅力。

秋季，螃蟹肥美正当时
秋风送爽，蟹肥菊黄。良好的生态环

境和先进的养殖模式使得固城湖螃蟹成为
河蟹中的“高富帅”和“白富美”。固城湖螃
蟹也拿下了全国第一个有机螃蟹证书、第
一个国家河蟹生态养殖技术标准、第一个
国家级中华绒螯蟹标准化养殖示范区、第
一个螃蟹类中国驰名商标等多个“第一”。

经过20 多年发展，高淳螃蟹养殖面积
已经超过了20万亩，螃蟹产量从上世纪九
十年代的156吨增加到2013年的1.49万吨，
螃蟹销售收入从最初的 966 万元增加到
2013年的16.39亿元，螃蟹养殖业从业人员
超过5万人。固城湖大闸蟹成为高淳农民
受益面最大、产业带动力最强、投资回报率
最高的第一大特色富民产业。

秋天，小城美食多。除了大闸蟹，还有
肥美的鸡鸭鹅、固城湖的大鱼头、爽口的藕
尖、独具特色的菱蔓藤，再来几块高淳豆腐
干，凑齐了一桌高淳地方菜，主食可以是蟹
黄汤包，也可以是高淳炒饭。

蜻蜓池塘 ■徐平

■王坚忍 文

清朝中期，上海常见的月饼以
桃肉为馅，此桃乃当时城西赫赫有
名的露香园水蜜桃，有嘉庆年间邑
人杨光辅的上海竹枝词为证：“月饼
饱装桃肉馅。”此后，上海月饼不
复以桃肉为馅。清末，上海人在
自家的庭院赏月，香案上，“月饼
堆盘月样圆”，配以梨、藕、菱等时
鲜果品。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
的苏、广式月饼成批量生产，商家的
节前促销，动足了脑筋。有采用当
时先进的电灯，盘作“中秋月饼”四
个字，“一夜电灯盘作字”，高高挂
起，作为店幌，光华灼灼，夺人眼球，
营造出一种浓郁的中秋气氛，促销
效果极好。

吃月饼外，上海人向有把盏赏
月之习俗。道光年间邑人张春华，
在他的上海竹枝词里兴致勃勃地写
道：“庭院开尊延赏处，二分秋色到
中秋。”接着，他又在附注中解释说：

“吾乡于中秋夕，虽极贫之家亦略具

杯酌，大约取团圆之意也。”当时一
般人家，以鸭子、毛豆、芋艿等为下
酒菜；家境优渥的，除了这些，菜单
上还列有“初肥之蟹，细鳞之鲈”。

有“需”就有“供”。早在节前，
一些人已在为“节供”忙碌了。初
秋，金风送爽，芦荻萧萧的浦江两
岸，成群的河蟹在漫漫的沙滩上嗦
嗦地爬着，当时浦西浦东均有，但
以浦东周浦横沥的蟹为佳。深夜，
村民们举着灯笼，拨开芦苇，以灯
光引诱蟹出来，聚而捕之。捉住
了，用草绳捆绑起来，一串串的拎
起来。亦有光绪年间邑人秦荣光
的上海竹枝词为证：“灯明两岸三
更夜，茅索人携缚若囚。”还有在河
边张网捕鱼的，明月高照，渔火闪
闪，鱼网出水，鲈鱼蹦跳，“湾头举
网月轮高”。

中秋庭院赏月，到底天地局促，
不妨外出走走。去哪儿？出小东
门，来到城外，走到清澈的方浜之
上，一座横跨水面的大石桥上，这就
是当时的“沪城八景”之一——石梁
夜月。“结伴良宵出城去，陆家桥上

月如霜。”因此桥为明大学士陆深所
建，故又称陆家石桥或学士桥。站
在桥上，仰首看，长空万里净，皓月
一轮圆；低头看，方浜水清清，倒映
月儿圆。

记得小时候过中秋，很想吃一
整块的月饼，却往往不能如愿，因为
贵和少，所以大人往往将一盒月饼
里的每一块月饼，用小刀切成四小
块，这样我们几个孩子便能尝到细
沙、百果、莲蓉、椰芸等等，各种不同
滋味的月饼了。现在我们也常常会
将月饼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那是
因为一下子吃整块月饼，会觉得太
甜和摄入糖分过多。同样是一小块
一小块的吃，原因大不一样。一个
是“不够吃”；另一个是“吃不了”。
好在眼下已有“迷你型”的小月饼面
世，可以不用切割了。

但眼下也有遗憾。八月桂花遍
地香，二三十年前中秋把盏，桂花酒
是上海人的首选。那时我住在老城
隍庙附近，在离家不远的店铺，就能
买到桂花酒。黄澄澄的琼液上，飘
浮着几根金灿灿的桂花，使人浮想
联翩，想到点缀在酒酿圆子甜汤上、
粘贴在条头糕上的鲜桂花。桂花酒
一打开，芳香四溢，叫人喜欢得紧。
现在没有了，“断无消息石榴红”，很
想念，那酒，那香，那桂花。

上海中秋说事

时令小语

诗抒胸臆

■刘希涛

龙潭

A
像威武的雄狮
抬头仰望群山
像矫健的大鹏
振翅欲上蓝天
高高的狮岭峰哟
座落在大横山间
就在这狮岭峰下
有口深不见底的龙潭
潭内映着搏击的苍鹰
潭边盛开火红的杜鹃
潭里没见降过青龙
烈士的英魂在这里长潜
松涛澎湃涌向四野
日夜赞颂英雄的诗篇
松涛激昂卷入心田
牵动我那无尽的思念

B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
滚雷夹着枪声，山风裹着闪电
我们的一支抗日游击队
被叛徒出卖在这座山
多于我们十几倍的鬼子
布下层层包围圈
经过几场恶战
处境越来越艰险
子弹快打光
手榴弹快投完
猛然，我耳边响起一声霹雳
眼前跳起一个彪形大汉
两道浓眉剑样挑起
圆睁的双眼喷射火焰

“我掩护，你们快下山
快！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战况不容许我们争辩
时间不允许我们插言
队长紧握他那青筋暴突的手
我们给他留下仅剩的枪弹
一根长带系下一串人影
阵地上，留下了这位狙击
队员

C
鬼子像一群山魈
端着刺刀牙牙叫喊
山头，死一般沉寂
鬼子一步步逼向山巅
猛然，天崩地裂一阵爆炸
鬼子群里落下集束手榴弹
敌人像甲虫一下蛰伏在地
战 士 手 中 剩 下 最 后 一 颗
子弹
他像青松傲然屹立
手中紧握发烫的枪杆
他像岩石那样威严
高高地挺立在山尖
狂风撕扯他的衣襟
子弹尖叫着掠过身边
他把脸颊贴上岩壁
就像贴在祖国母亲的胸前
他眼中射出明亮的异彩
仿佛要穿透密密的雨帘
似看见同志们正急速转移
似看见战旗正呼啦啦漫卷
他心中在默默地叨念

“党啊，我永远是你身边的
一员！”
他嘴里在轻轻地哼唱

“ 英 特 纳 雄 耐 尔 ，一 定 要
实现！”

夜探嫩江路
杨浦记忆

■徐崇伟 文

上世纪，嫩江路一带还是一片
田埂河浜，直到 80 年代末，这里才
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建设，原有的世
界路与新辟的嫩江路，形成殷行地
区的西南分界线。初建时期，殷行
的东北面有些早年建造的老公房、
老居民和老商店。而西南面则是新
建的住宅或待建的荒地，显得非常
冷清。

1996年的夏天，我第一次作为
区夏令“机关干部下基层”的成员到
殷行，支持街道解决群众在生活中
遇到的急难愁问题，我要解决的是
居民反映的：新建的嫩江路上没有
安装路灯，夜行存在安全问题。当
时，我刚从企业调到机关工作，对
于解决社会问题还缺乏经验，感
到无从下手，有劲难使。茫然间，
一条新闻启发了我。市电力系统
开展政风行风建设，有报道表扬
供电部门为民排忧解难，在治安
复杂的城郊地带安装路灯的消
息。于是，我想顺势而为，把夜行
安全问题视为治安隐患，决定夜
探嫩江路。

半 夜 三 更 的 嫩 江 路 显 得 宁
静、空旷，站在宽阔的嫩江路上，
只有远处与它交汇的老马路上有
点灯光，月色下能分辨出车道与
人行道的轮廓。此时，嫩江路上
没有行人、车也很少，人行道的两
旁绿化带是黑压压的一片，朦胧
中露出后面的居民住宅。这里看
似非常宁静，却会突然窜出野猫
和青蛙，让人猝不及防。试想，如
果眼前蹦出一个同类，那肯定会
惊愕悚然。

有了亲身体验，感到有了给市
电力系统政风行风热线打电话的底
气。先是自报家门，然后反映嫩江
路居民的诉求以及存在的治安隐
患。电话那头好像是一位中年女
性，她沉稳地应答道：是路都会装
灯，只是时间问题。并询问了我的
联络方法，答应会尽快给我回复。
难道这件事情就一个电话解决了，
我将信将疑。不过没几天，腰带上
的考机响了，是热线电话号码，我马
上回电，得知他们明天上午到嫩江
路现场办公。

第二天上午，我从世界路往中
原路走，一眼看见两辆黄色小车停
在嫩江路上，有五六个穿着工作服、
戴着头盔的电力人员，围着一位女
领导沿途查看。后来得知女领导就
是接电话的人，这让我有些手足无
措。现场查看结束，女领导当场明
确宝山供电局在国庆节前完成施
工，并告知了我。

下午，在下基层工作人员碰
头会上，我向领导汇报了上午现
场 办 公 的 情 况 ，领 导 听 了 很 高
兴。但转而又紧锁眉头对我说：
我们 8 月底回机关，这件事算是解
决了还是没解决？最好给街道留
个字据。于是，我顾不得炎热骑
着自行车去吴淞，从宝山供电局
办公室主任手中接过现场办公纪
要。领导见了笑嘻嘻说：没想到
被认为比较难办的路灯问题，却
最先有了结果。

9 月我已经回机关工作，但心
里却惦记着路灯。

突然有一天，嫩江路上来了许
多黄色的施工车。此后，挖洞、竖
杆、拉线、安装、亮灯，整个工程如期
而至，让我感到无比欣慰。10月过
后，天气一点点转凉，灯光下依稀可
见有行人往来。

就在冬去春来的时候，殷行地
区接连发生了震惊上海的行凶抢劫
妇女恶性案件，被害人头部均被榔
头敲击，一时间“敲头案”的阴影笼
罩。一个月后，罪犯被抓获，作案现
场有的就在离嫩江路不远的阴暗角
落处。如果嫩江路的路灯再拖个半
年安装，难说可怕的榔头不会光顾
此地。

■冯如

雨天

阴雨连绵了数日，
这情景如此熟悉。
风拂过阑干，
在高楼低树间盘桓。
远山蒙起了白雾，
轮廓与记忆一样模糊。
千里或同城，
都是隔着鸿沟的梦。
就化作你手底的烟，
四壁微寒，
你无眠，
我亦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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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树林 文 剪/纸

“今朝夜里厢到阿拉屋里来砌
墙头哦，搭子已经寻好了，就等侬一
家头。”砌墙头就是造房子，许多新
上海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都住在新公房了，怎么还要砌墙头
造房子？其实，砌墙头或者“读一百
四十四号文件”，这些都是形容打麻
将的闲话。

砌墙头，大家知道造房子是一
块砖一块砖砌上去的，而麻将的造
型就像一块块的砖头，四个人坐在
一起就是不停砌各自门前的墙头，

另外这麻将牌一共是一百四十四
块，打麻将看麻将牌就像是在读书，
这些都是上海人为了打麻将而设计
的闲话。

砌墙头就是打麻将的闲话是很
久以前就流行在上海市民中的，到了
后来，由于打麻将属于有赌博的成分
在里面，所以规定市民不许打麻将，
在那个岁月里没有什么娱乐项目，电
影院放的就是那几部样板戏或者科
教片，电视机还没有普及，老百姓想
玩麻将只能偷偷摸摸了。砌墙头、一
百四十四号文件成了大家心不照宣
的暗喻，记得那时候有许多邻居家一
到晚上就会拉上窗帘，为了隔音还用
羊毛毯把窗户塞得严严实实，就是怕
被邻居或者过来人听到举报，要知道
一旦举报没收麻将牌，弄得不好可能
还会按上一个什么聚众赌博罪判上

几年也很正常。
砌墙头不可能空砌的，一百四

十四号文件也不可能只是读读而
已，砌墙头一定会有赌博的成分在
里面，墙头还是少砌砌，一百四十四
号文件还是少读读为好。

砌墙头

闲话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