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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回到“娘家”民盟上海市委机关，是外公离开我们一年后。
走进机关文化走廊，在这里，触摸着历史的跃动，追寻沪盟先

贤的足迹，重温民盟精神，耳边仿佛又回响起外公对我的诉说：
———“你看，这是望老（陈望道），当年他要求我们：党派工作

是做人的工作，是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盟组织平时要关心盟员的
工作、思想、生活……政治思想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耐心，不
能简单化”“机关工作人员要脑勤、眼勤、耳勤、手勤、脚勤，多
听取盟员要求，反映他们的意见”……

———“这是苏老（苏步青），当年市政协开会，我曾有幸作为民
盟市委机关工作人员接待过苏老，对他的音容笑貌依旧记忆深刻。
当时苏老的车开进来，我在门口等候，苏老下车后，恭恭敬敬地行
90度礼和我打招呼，真是让人敬佩啊！”

……
在 19楼的“思往知来”实物展示区域，两份 1984 年第八届

专门委员会的名单更是让我激动和兴奋。文化委名单中包含了杨村
彬、王林谷、刘琼、王个簃等诸多文化界名人；高教委名单则涵盖
了复旦大学的徐鹏、江泽宏，上海交通大学的戴宗信，同济大学的
朱宝华，华东师范大学的李锐夫、徐中玉等教育名家。而这两份名
单的封面页上，赫然写着几个我极为熟悉的大字：“民盟上海市第
八届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名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没错，这正
是我外公张大钧的笔迹啊！

如此珍贵的档案，远不止这一份。据外公回忆，1965年 8月，
因工作需要，民盟市委调外公回机关清理档案。在市委统战部档案
工作同志指导下，他日以继夜，花了近半年时间，将大量分散的文
件材料归类整理、装订编目，共建成永久、长期、短期三类案卷
100多卷，后移送上海市档案馆，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民盟组织早
期档案整理做了大量工作。这种基础性、开创性、历史性的点滴贡
献深深启示着我：文史资料工作，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
业。对待文史资料工作，要有历史自信和历史耐心，要甘于寂寞。

晚年的外公，依然保持着工作时的状态，每天的大多数时间，
都沉浸在看报、剪报和回忆写作中。如今，这些“宝贝”，成为我
勇毅前行的“宝藏”。

外公虽然离开我们一年了，但我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总感觉
他依然安详地坐在那里认真地看报、剪报，总认为他是重整行装奔
赴另一个战场。这一年，我仿佛依旧和先前一样忙碌着，准备好每周与他交
流的材料和内容，期盼他听到我的好消息后露出欣慰的笑容，兴奋地听他和
我讲讲某些历史片段故事。

———“我对‘望老’太熟悉了，我曾参加他主持的市委会会议担任记录，
接待他与其他市委领导人来往。有一次还专门到复旦大学‘望老’府上送过
文件，他亲手接收。”心有所想，行亦随之。怀揣着外公留下的思绪，我来
到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苏步青旧居、谈家桢旧
居，重走外公走过的路，在玖园中寻迹熏陶。而后又借第 20届上海书展之
际，专程来到文汇出版社新书《走近陈望道》展柜前，购买学习。

———“你看，这张照片是 1979年 10月 9日，参加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期间，我们在北京香山玉华山庄的合影。前排左五是当时的民盟市委副
主委、《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2024年 9月 9日，《新民晚报》迎来创
刊 95周年。同日，“林放不老———赵超构手迹暨《延安一月》出版 80 周
年展”开幕。我将这张珍贵的照片借展给主办方，并和全家一起去看了展，
感受这位老报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思想情怀。

甲辰岁末，杨浦民盟与我共同撰写的《且以淡泊寄平生———记杨浦民盟
的开路人张大钧同志》一文，被民盟市委组织部收录到了《民盟先辈廉洁自
律事迹读本》之中，倍感欣慰！乙巳新春，我从外公留下的剪报堆里，又发
现了许多与民盟有关的故事，于是决定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作进一步规整后，
贴在新的剪报本上。因为我越来越坚信，走过的来路，终究照亮我们接续前
行的去路。

我想，如果传承是最好的纪念，那么行动就是最好的传承吧！
渊作者系张大钧外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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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元宵与煮汤圆：传统食俗里的元宵风情
荫叶新闻晨报曳物候日志专栏作者 岳强

在中国人的传统记忆长河中，过年
有三个最具年味的璀璨时刻。其一，是
除夕夜那阖家团圆、佳肴满桌的年夜
饭，承载着对过去一年的感恩与对新的
一年的期许；其二，是初五迎财神时那
响彻云霄、震天动地的鞭炮声，承载着
人们对新的一年财富收获的期盼；而最
令人心驰神往的，便是火树银花不夜天
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那是新春团圆结束
与奋斗新篇开始的一个特殊夜晚。
“元宵”一词，本义为“新年首个

月圆之夜”，后逐渐引申为节名，即我
们所熟知的元宵节。其实，元宵节的本
名为上元节，乃是道教上中下三元节之
一。时光流转至元代，节名与食俗巧妙
合流。据元代熊梦祥《析津志》 记载：
“十五日，宫庭节序……进巨罗馅元
宵。”自此“元宵”既指代这一欢乐的
节日，又特指节日里的应景食品。节名
与食俗从此深度绑定，成为人们心中的

年俗文化符号。
明代刘若愚所著的 《酌中志》中，

详细描绘了当时上元佳节的盛景：
“十五日曰上元，内臣宫眷皆穿灯景补
子蟒衣，灯市至十六更盛。吃元宵，
其制法用糯米细面，内用核桃、白糖
为果馅，水滚成。”这段文字生动地展
现了元宵独特的制作方法———以馅沾
糯米粉滚成的圆子。清人潘荣陛在
《帝京岁时纪胜》里，更是细致入微地
描述了滚元宵的场景：“将方切馅粒
蘸水，置于干糯米粉中摇滚，如滚雪
球渐次成型。”那层层迭迭的糯米粉，
如同温柔的怀抱，裹着甜蜜的芯馅，
在时间的悄然流逝中，渐渐滚出一副
浑圆可爱的模样。
而在南方，正月十五吃的汤圆则别

有一番独特风味。明代出身松江府（今
上海）士绅家族的宋诩，在其所著《宋
氏家要·养生部》中，详尽地记载了汤

圆的做法：“汤团：用糯米粉，水和作
剂，裹馅，置沸汤中煮。馅用砂糖、胡
桃、松仁、薄荷等。”清代顾仲《养小
录》中所载的“水粉丸”工艺以及袁枚
《随园食单》中提及的“萝卜汤团”等
创新做法，皆以 《宋氏家要·养生部》
为蓝本传承至今。如今流传于世的宁波
猪油汤圆、苏州玫瑰馅汤圆等名品，无
疑是 《宋氏家要·养生部》 所载汤圆的
传续与创新，它们体现的是江南人家对
糯米食材的认知与品味。

今人常常热衷于争论元宵与汤圆的
高下之分，就如同周立波海派清口中咖
啡与大蒜的那场激烈较量一般。实际
上，元宵与汤圆的做法与吃法本身，正
是对“一方水土一方人”这句古话的生
动阐释。北方人性格豪爽奔放，滚元宵
这一做法以及炸元宵的吃法，都洋溢着
一种火爆热烈的氛围。而南方人温和内
敛、软糯柔顺的性格，恰似那一碗糯米

皮裹馅的汤圆，细腻顺滑、内涵丰富。
汪曾祺笔下“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
烟火”的真谛，不也正是这一方水土一
方人的诗意化概括吗？

元宵之夜，最动人的并非那火树
银花、灯火辉煌的不夜天，而是万家
灯火下、欢聚在饭桌前的一家团圆。
年味，就像那咬开元宵硬壳后的绵软，
也恰似嘬开汤圆糯皮后的流心。南北
殊途的滋味，最终在唇齿间归于同一
种甜蜜。这或许便是年俗文化里最深
的隐喻：所有看似对立的事物，都将
在时间的长河里滚成珍珠、包成明月，
最终化作年年岁岁辞旧迎新时那桌上
最美的佳肴。在这浓浓的年味中，将
一代又一代的人紧紧相连，在岁月的
变迁中，始终坚守着那份对家的眷恋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
会盟员冤

人生随笔 年味
荫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尧博导 市文史馆馆员 黄阿忠

我捋了捋构成“年味”的那些事：
燃放烟花爆竹、拜年、走亲访友、看电
影、看文艺演出、旅行等等，还有一个
占很高百分比的是“吃”。

想起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煤、
油、粮及副食品供应紧张，全都需要凭
票；每当春节，国家会增加配量，向市
场投放许多平时控制得很紧的商品。而
有些副食品还要看家中人口而分大户、
小户发放，其实提供给大家的食品还是
短缺的。虽说如此，但是供应还是比平
时丰富了许多。过年时，也能在吃上翻
出花样、营造出盼望已久的年味，提高
了大众的情绪价值。

过年有年味，而且有不同的“味”，
时代、地点、风俗不同，都会有不同的
“味”留下。不管是过了多少年，现在
回想起来，还是有回味。

那些年，寒冬腊月就已经开始做过
年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冒严寒去南货店
买各种食品，去纸张商店买花纸头糊墙
壁，买红纸头写春联，包括储备油、
盐、酱、醋等。接下来便是制腊肉、腌
咸肉、磨糯米粉、油爆青鱼等等，忙得
不亦乐乎。

腊月开始的贮备，和那些慢慢攒
起来到过年才享用的货物、食品，让
你逐渐感到有过年的味道。更有过年
气氛的是大年夜做蛋饺、炒花生、炒
瓜子、炒蚕豆 （蚕豆是上市时攒下晒
干的） 等；炒长生果、瓜子、蚕豆要
用沙，所以年前到处找黄沙也成了
“备年货”的一项内容。吃，是构成年
味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己做蛋饺是最有年味的一件事
情。母亲先调制好肉馅，打匀鸡蛋，放
好调料搁置一边；然后我上阵，用铝制
的勺子在煤球炉上加热，涂一层猪油，
倒一调羹打好的鸡蛋浆转一圈，放上肉
馅，再合上蛋皮，翻一个身，然后盛到

边上的盆子里（此时乃半成品，待过年
烧菜时放在汤里、或加辅料红烧）。另
外炒花生、瓜子、蚕豆等也必须有技
巧，黄沙早已洗好、晒干，适时放上盐
加热，再放入要炒的花生、瓜子等，接
着就是掌握温度、恰到好处的火候，做
到脆而不焦、焦而不枯。那时候蒸糕、
做汤圆也是过年必不可少的，还有煎爆
鱼、煎排条、熬猪油等，大家热火朝
天。真可谓铁镬一响，热情高涨；油锅
一开，年味四起。

那时大年初一串门拜年也有年味。
像我们这种十多岁的小孩还没有给人拜
年的份，不过是借此机会“搜刮”年货
罢了。届时穿一件口袋大大的衣服，到
隔壁叔叔阿姨家拜年，“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这么甜甜地一叫，口袋里
花生、糖果就塞得满满的。如果不是过
年，又哪来这般待遇。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度过年送大
蛋糕是标配，而且也成了年味。大年
初一，当然初二也行，骑上自行车，
蛋糕扎在后车架，去送给自己的老
师，或者是朋友什么的。不知怎的，
那时天特别地冷，戴着帽子、棉手
套，冒着寒风一个一个送，心里却觉
得特别地暖。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特
别地有“味”。

我想起有段时间废除了许多繁缛
礼节，似乎亦不用拜什么年、走什么
访，在家里休息几天就算是过年；或
者还有食堂里烧点菜，每个职工一份
（包括蹄膀、排骨、卤蛋等等）算作年
货。这种形式，后来演变成饭店的半
成品年夜饭，供大家走亲访友所用。
尽管这样的过年减去了不少年味，然
而现在却也成了颇有回味的年味。

有一年凑巧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过
年。那里华人多，过年的习俗比较古
典，气氛也比国内浓烈得多。大街上、

家门口张灯结彩，红彤彤的一片。那里
的吃“捞”饭，也很有特色，他们说那
是“捞”财，只见你一筷、我一筷，杯
盘交错，场面红火；晚上放鞭炮，噼里
啪啦不停地放，火焰把天空照得通亮，
烟花在空中飞舞、到处开花。其实不仅
是马来西亚，凡在华人众多的国家里，
过年的年味，都是很浓郁的。

当然，年味还有很多，比如舞狮、
唱戏、猜灯谜、闹元宵、逛灯会等等；
还有贴窗花求热闹、挂年画去迎新、
写春联祈福等等。我在过年时曾经写
过春联、贴过年画、逛过庙会等等，
体会到这样的年味。年少时炒花生、
瓜子，自制蛋饺等所给予的年味；及
冒寒风，骑自行车，提着蛋糕拜见师
长所生成的年味；而后历经时代变化
所带来的年味；再后来走南闯北，感
受到各地的各种年味。也许，往后过
年还会品得更多的年味。

搜索各种年味，居然大多数是和吃
有关，这也不奇怪，中国历来讲民以食
为天，想来古代过年也就是一个字———
吃。中国是个农业、畜牧业大国，一年
到头，烹羊宰牛犒劳自己；一年总结，
磨粉蒸糕求愿祈福。年味，离不开吃、
喝、玩、乐。

如今的年味早已随时代而换了味。
在物资丰富的今天，平时的吃喝也如同
过年一般，对于我们这辈人来说，也少
了对过年的期待。现在的过年，是换个
地方吃、喝、聊天。国内到海南、云
南、广东等地，国外去新、马、泰，而
后是欧洲、澳洲、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等
等。此等过年方式，则是利用春节长假
去旅游，换品一种年味罢了。

过年，年年过；年味，年年有；年
有“味”寻，年有“味”品。年味是时
代的印记，年味留下了成长的回忆。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大学委员会盟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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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只是一家普通的旅馆。
然而，在这儿周围附近，这却是一家唯一的旅馆。它不仅与古

寺隔河相对，中间，还不时有轮船经过。这样的风景，并不多见。
同时，关键又是，这里，离家实在太近。骑自行车过去，总

共不过二十来分钟。因此，也就一直让人找不到过夜的理由。
近年来，我喜欢去更远的郊区过夜。一般都是，一个小时公

交车程，过上一夜，第二天回家。内心以为，一个地方，凡是到
过，并且睡过，才算真正来过。更何况，人在外面，离家不远不
近，半夜梦醒，今生前世，感觉总是恍然。

最近，再次经过附近宝山寺。人在门外、七层高塔之下，听
得上面一片风铃，回看身后，一艘艘货船嘭嘭走过河面，这次才
终于有了过夜的决心。

家在宝山，在罗店镇南片。宝山寺，在罗店镇北片。
过去的上海，有“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一说，

是指本市北部最发达的四个市镇，其中以罗店镇最为富庶繁华。
然而一切，像是成为永远的过去。

从自家门前美兰湖小区，骑上自行车，往北，走一条拥挤狭
长的马路，两边商店都是建材、五金、轴承、电机、水管和玻璃
之类。其中，还会经过一片死寂萧然的古镇老街，其中十室几空，
一切像是电影布景的房子场景。

唯有，外边集市和地摊上，一片人声鼎沸、喧嚣不已。
然而，这里却有着本市面积最大的宝山古寺。门前的练祁河，

不宽，河上正走着一艘艘货船，很长，嘭嘭拍打河面鼓荡而过。
一个个轮船的高度，高不过自己的肩膀。有时，看着轮船过去，
跨上自行车，不到片刻就能追上。

追上了，拦它不住，没有理由。水上陆上，大家相视一笑。
也曾经想着，总有一天，坐上他们的货船，一路几天几夜，到

达所在大江南北起始码头。然后，坐上高铁，一路两三个小时回家。
这里练祁河，宽度 30米，双行航道。大船总长二三十米、宽

度六米。根据对照专业分级标准，属于六七级航道，轮船吨位应
该在 50吨至 100吨之间。

古代不远，就在明清两代，从这里坐船西行，不难直达嘉定
县城。据记载，原宝山在清朝雍正年间从嘉定县分出。1958年，
两县一起自江苏划归上海。

这里，是河的西岸。这一家唯一的旅馆，正斜对了东面的宝山寺。旅馆
三楼，选在三楼，以为最高视角最佳。然后发觉不对。从高往下看，下面河
道边上，都是一棵棵大柳树，又大又密。人在上面，几乎看不清河面。

不管它，下午订了旅馆，先在周围转上一圈。
大河两边，都是绿色栏杆。从河道这边看过去，对岸的房子，两到三

层，十分整齐，像是沿岸的景致。大河这边，一片破旧，仅有几排老屋，白
墙黑瓦，也有耐看之处。有的人家，门前一长排绿田，半黄，大都是玉米、
豆瓜之类。

两岸风景，正好对比。
一直等到下午 5点，大船终于来了。这里，轮船白天有，晚上也有。有时

很多，一个接着一个，“舳舮相接”，有时很少，或者没有，唯有落日长河。
晚上，回到旅馆。将灯关了，点上自备的红蚀。今晚听船，不看船。只用

耳朵，不用眼睛。偶尔下望，河面上，大树之下，可见轮船一角，慢慢移动。
只听，一艘艘船，近了，远了，又近了。一次次摇头，转头，还是辨不

清，轮船来自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
今夜有眠，还是不知道，这条河道上，一共走过了多少个轮船。

渊作者系民盟杨浦区委员会盟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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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史论今 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中找寻前行之路
荫上海市嘉定区气象局 孟赞

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在这个
古老文明绵延不绝的国度，我们一直坚
信，只有回望来时路，才能走好脚下
路。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没有谁比我们
更加了解自己，也没有哪种单一的文化
理念，可以引领这个民族走向更好的未
来。故而，诞生于“中国问题极端严重
之秋”的《中国文化要义》，便显得弥
足珍贵。

作者梁漱溟是民盟前辈，作为一代
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屈辱、多事之秋
的时代，自然而然因使命感、责任感
“为中国问题所苦恼”，遂有深思如浪潮
澎湃，注入对这个国家和民族前行之路
的探索，成书于《中国文化要义》。他
研究中国昔时由盛而衰的问题，并不人
云亦云，在向西方看的同时，通过剖析
中国文化自己的特点，找寻问题的根
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向，是谓“认识
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在今天，仍
然振聋发聩。

知行合一袁 既要科学也要哲学
一百多年前，屈辱中的中国在舔

舐自身伤口的同时，直观地看到了西
方坚船利炮的强大，将科技视为强大
复兴的法宝，尽管有守旧派将其斥之
为“奇技淫巧”，但还是兴起了轰轰烈
烈的洋务运动。而与此相对，科技缘
起的思想哲学体系及基本逻辑，成为
所偏废的选择。

其时，张之洞一句“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深得清廷肯定，自此，这句

口号也成为贯穿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宗
旨，以洋之“用”，附我之“体”，即只
重科技实用，不重思想、制度建设，终
宣告失败。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的“用”，都
有其内在独特的“体”，且“体”是
“用”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理论指导，
其实践也只能是无根之木。因此，我们
既需要科学，也需要哲学，二者得兼，
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知今鉴古袁 追本溯源中华文脉
梁漱溟生于中国问题积弊甚深之

时，自小便在中国问题中徘徊，寻求
“老大帝国”的复兴之道。作为“中
国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先生最大
的特点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在这个原则之下，梁先生在寻求真理
的路上，“不盲从盲动”，有着自己
的独立体系。
彼时有国人激进到主张“全盘西

化”。这时，梁先生另辟蹊径，走了一
条追本溯源的道路，这便是找寻中国为
何造成彼时局面的底层哲学原因，《中
国文化要义》由此开端。

梁漱溟先生写 《中国文化要义》，
其目的在于分析中国自己的问题，找出
问题的根源，以在实践中加以改良，而
不是一味否定自己、只向外看。

上世纪 20 年代左右，革命先驱周
恩来、刘少奇以及邓小平等人赴国外勤
工俭学、寻求救国之道前，本来也要出
去的毛泽东临时改变计划，理由是“中

国自己的问题同样重要”。知今宜鉴古，
无古不成今，我们固然要睁眼看世界、
与时俱进，但不能忘记要溯源自己的文
化精要，以开辟更好的发展道路，否
则，就是生搬硬套。

海纳百川袁 开放胸怀兼收并蓄
追本溯源是为了不要妄自菲薄。

纵观世界，中国是仅存的文明古国，
其文化绵延几千年从未断绝。一方面，
中华文明的韧性为世界罕有；另一方
面，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都是领先的，梁先生说“根本动摇，
也不过近百年事”，不能以一百年事，
否定我们的全部。放之今日，同样不
能以一时一事之不完美，过错于整个
民族。
但与此相对，这绝不意味着要固步

自封。追本溯源，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
国家，民族大融合在中华历史上成为一
个永恒的现象。这对中华文化带来的直
接影响便是：我们从来就是要在文化上
兼收并蓄，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人互
相学习交流，由此“独自创发，缓缓形
成”了中国的文化形态，这也是我们文
化绵延赓续的原因。

历经清王朝闭关锁国导致百年屈辱
后的中国，将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重新
捡拾了回来，1949年以后到现在，我
们更是屡屡在国际上以“求同存异”
“坚持开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态
度发声，不论何种形式，都指向一个理
念：海纳百川，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兼收

并蓄、拥抱世界。

思辨求真袁 坚持中国文化自信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属于“早

熟”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上先西方一
步，本属于优越性。这种早熟文化，其
产生的思想是将来产生的事物的理论所
在，固然是它的优势；然而，理论与实
践的脱节，使其难以理解而遭非议甚至
不承认，却也成为突出劣势。

这时便需要我们的思辨。在以开放
胸怀、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具
有深远意义、现实意义的精华，要坚
持，确实不好的传统，或改良或舍弃，
也未必不是选择。1942年，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文艺工作要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文艺是文化载体的一部分，
由此类推，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要求同
样适用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方针。坚定文
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坚持开放包
容，赋能大国发展，是一代人的责任。
怕的是，不如辜鸿铭者，把无形的辫子
长在了心里。

由此，我们的文化，要成为我们发展
向前、民族复兴的基石，而不是包袱。

不过，这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
是陈寅恪先生说过的、梁漱溟做到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代民盟先驱梁漱溟做到了，诸多

的民盟先辈，也做到了。
渊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

会盟员冤

作品饱含深情地勾勒出一幅年味满溢的幸福画卷:古朴的石库门镌刻
着老上海的印记，与飞驰而来的“2025上海”高铁形成时代呼应；在憨
态可掬的灵蛇身旁，福娃们高举滚灯，一派喜气洋洋。新岁已至，愿广大
盟员如这灵蛇般，于生活中轻盈游走，揽尽顺遂，在岁月里收获满盈福
气，开启一年的精彩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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