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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区修车的老王，从乡下带了一

柳筐荸荠，放在修车的摊位旁售卖。 筐

里的紫红荸荠十分醒目。

很快就有人来买荸荠了。 老王边称

荸荠，边说自家田里踩的，别看它皮色紫

黑，但肉质却洁白鲜嫩，味甜多汁，清脆

可口，自古有“地下雪梨”之称。你们买价

格便宜，不好吃再送给我。 他连卖带送，

很快一柳筐的荸荠就卖完了。 我也买了

二斤，表皮没有一点破损，紫红的荸荠装

在透明的塑料袋子里，很是养眼。

初秋时节，荸荠的茎根就会在泥土里

结出既小又嫩的荸荠。 嘴馋的我们有时乘

大人不注意，伏在田埂上，伸手从淤泥中

挖个荸荠，洗去泥巴，扔进嘴里，那个清甜，

全都表现在小伙伴微微扬起的嘴角上。

冬天，田里荸荠茎叶枯萎，荸荠成

熟了。 大人们光着脚，挑着箩筐下田踩

荸荠。 踩荸荠是个很辛苦的农活，乡贤

汪曾祺在小说《受戒》中是这样描写踩

荸荠：“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

踩着，哎，一个硬疙瘩！ 伸手下去，一个

红紫红紫的荸荠。 ”脚踩上来的荸荠，表

皮不会破损，一个个浑圆厚实，很有卖

相。 ”荸荠冬春两季上市。

荸荠既是水果，又是菜。 小时候，家

里经济条件差，吃到的水果很少，我们就

把荸荠当水果。新鲜的荸荠洗净剥皮，露

出洁白果肉，放进嘴里，肉质清脆，汁水

满嘴；我却偏爱连皮带肉的吃，感觉这样

才会吃出荸荠最初的味道。 每次上学我

都拿几个带泥的荸荠，用纸一包，放在口

袋里，想吃时，用纸擦擦，便放进嘴里，味

甜多汁，清脆可口，嚼到最后，总有一团

渣滓，得慢慢地咽下去，那种感觉只有吃

过的人才知道。荸荠除了生吃，还可以煮

熟后吃，同时，荸荠可陪衬好多热炒，荸

荠炒鱼片，荸荠炒猪肝，荸荠炒肉丝，荸

荠炒猪腰，荸荠炒鸡蛋等等。无论搭配何

种食材，做出来的味道极佳。

春食荸荠胜雪梨。 现如今，人们对

荸荠更加青睐，开始研究它的营养和药

用价值。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指出：“主

消渴痹热，温中益气，下丹石，消风毒。

除胸中实热气。 ”因此，现在好多高档酒

店里菜单上常有清水荸荠、糖渍荸荠、虾

仁炒荸荠，应有尽有，滋养着人们渴望健

康的味蕾。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

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

长，传承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

的历史使命。

要想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什

么？还是要从古代谈起，在古代人们饥寒

交迫没有食物，为了生存要去狩猎。中国

的图腾是龙， 可是在红山文化出土的玉

雕龙却是由野猪头和蛇身组成的， 这大

大颠覆了我们对龙的形象。 其实不难理

解，野猪和蛇是古人猎获最多的食物。野

猪不但跑得快，而且非常凶猛，野猪的獠

牙非常锋利， 为捕获野猪受伤和死亡的

事情经常发生， 只有最勇敢的人才能捕

获野猪。勇敢的人才会被推崇和尊敬，就

这样慢慢形成了“勇”文化，以勇为尊；捕

获了野猪，把肉分给妇女、儿童、老人，使

没有狩猎能力的人有食物吃， 就这样慢

慢形成了“仁爱”文化；食物多了吃不了

就会腐臭，在生活中找到了矿盐，把吃不

了的野猪肉腌制成美味的腌猪肉， 可以

长期食用，就这样慢慢形成了“食”文化。

“食”文化发展到后来，中国形成了八大

菜系， 美味佳肴满足了中国人的味蕾需

求；有了吃，种族就能延续，要想壮大种

族，不被野兽和异族消灭，就需要人口，

于是就这样慢慢形成了“生殖”文化。 中

国人从此就有了多子多福的思想， 有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天寒地冻

要御寒，古人把几张野兽皮缝在一起，穿

在身上，从野兽皮发展到华丽的丝绸，中

国服饰锦衣华服，就这样慢慢形成了“服

饰”文化；生了许多孩子，如果不进行教

育、不管教，在年老的时候也是无人照顾

养老的。所以就需要对孩子进行教育，教

导孩子孝敬长辈， 中华民族就这样慢慢

形成了尊老敬老的“孝”文化；古代部落

与部落之间，经常会发生战争，战败了被

抓获要做奴隶，为了不做奴隶宁愿战死，

使中国有了“尊严”高于生命的思想，于

是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尊严”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

明融合的结合体，是最灿烂、最优秀的文

化， 是世界文化的一颗明珠。 可是近年

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巨

大的。 许多年轻人喜欢过洋节， 在过洋

节时三五成群、非常热闹，许多商家为了

迎合年轻人推出了一系列创新商品。 年

轻人反而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冷淡了。 我

们要不断加强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

识， 汲取丰富的营养。 多参加一些传统

文化的社团活动，重视传统节日与习俗，

多开展一些丰富

多彩的节日活动

和竞赛，做好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与发扬。

浅谈文化

�臧伟强

我终于忍不住说：“晓依，我们见面吧。 ”

晓依笑说：“难道你不怕见光死吗？ ”

我说：“不怕。 再不见你我要疯了。 ”

我也呵呵笑着。

约会点，是上海植物园牡丹园进口处。时间是

上午 9 点半。

在我刚来上海的一两年，我接触最多的，就是

上海植物园的人。因为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像初恋，总是让人无法忘怀。 晓依就是我的初恋，

我们在网络上相识，在网络上相知又相爱。 不过，

未来我会记得她，还是会努力把她忘记？

9 点 10 分，有个姑娘走到门口，左顾右盼之间，又掏出了手

机，是在看时间，还是准备给“我”发短信？ 姑娘瘦瘦的，长相一

般，还有点茫然的表情。 说实话，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有些失

望，难道她就是晓依？

9 点 33 分，有个姑娘等在门口，长相还可以，身材也不错，

一头长发，手上在打电话。 她是打给“我”的吗？ 没有想象中那么

惊艳，但也还算好吧。

不知什么时候，门口多了个胖姑娘，我的心猛地一沉。 看起

来，还不止一点点的胖，长相也很一般，特别她裸露在外的粗壮

手臂。 这，难道就是晓依？

我一看时间，9 点 38 分。 看时间也差不多。

我从心底逃避这个做法，不管怎么样，哪怕是起码的礼貌，

都应该和她打个招呼。 有可能，再请她吃个饭。 她不止一次说她

喜欢吃煲仔饭。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我转头，看到的是一个身材婷

婷袅袅、脸庞美丽的姑娘在朝我笑，那个胖姑娘这时也笑了。

“介绍一下，这是黎城，这是我好朋友胖妞。 ”

多年后，我们 3 岁的女儿在房间里快乐地跑来跑去。妻子晓

依问我：“那个胖姑娘， 是不是让你特失望， 你难道没想过逃跑

吗？ ”我笑而不言。

刊头书法 朱健

我在上海植物园等你

�崔 立

春食荸荠胜雪梨

�陆金美

最近， 徐汇区的人文新地标———徐

家汇书院横空出世， 耸立在徐家汇源四

A� 级景区，这里成了沪上读书人的圣地。

俗话说：先睹为快，这一天，我预约走进

了徐家汇书院，一阵书香扑面而来，是一

种清幽的芬芳，是一种淡雅的清香。

书院上下五层，四层对外开放。 那中

庭，宛如庄严的教堂，高敞洞明，四周是

满架书籍，任由挑选；在透明的土山湾牌

坊前摆放着一字长桌，好像直通天庭，与

先贤对话。 上下四周皆有读书的好地方，

有封闭的自习间，也有敞亮的阅览室，还

有精致的读书亭……我想起明代张岱在

《琅嬛福地记》云：某日，张华当游于洞

宫，遇一人于涂，相与共至一处，大石中

忽然有门，引华入数步，则别是天地，宫

室嵯峨。 引入其室中，陈书满架……华历

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华

问地名，对曰“琅嬛福地也。 ”张岱笔下

的”琅嬛福地“是天帝的书房，而眼前的

徐家汇书院不就是现实中“琅嬛福地”

么！

我挑选了一本书， 坐在中庭的长桌

上舒卷读书。 四周高大的书架上尽是书，

有一种坐拥书城的美妙之感， 不禁思绪

万千，浮想联翩。 是呀，书院是供人读书、

藏书、治学、讲学的地方。 就其功能而言，

其实它脱胎于书房。 书房萌芽于春秋战

国时期，流行于汉晋，盛于唐宋时期，而

书院最早出现的是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

院。 据考早期的书院是由书房蜕变而来。

唐玄宗晚年名相李泌的“邺侯书院”就是

一例。 李泌原有书房“端居室”，又名“明

道山房”。 他好读书，藏书丰达 3 万卷，所

藏经史子集， 分别用红绿青白四色牙签

标志，以示区别，因其晚年封为“邺侯”，

故人称其书房为“邺侯书院”。 后人在其

书院石柱上镌有对联：“三万轴书卷无

存，入室追思名宰相；九千丈云山不改，

凭栏细认古烟霞。 ”可见书房就是书院，

两者一脉相承，相得益彰。

其实,书房是书院的缩影，书院是扩

大了的书房。 我钟情书房文化，知晓书房

虽重在读书、藏书，治学，但条件许可，也

可开展讲学活动。 比如国学大师钱穆的

故居坐落于台湾东吴大学校园内， 有房

多间，其书房名曰“素书楼”。 钱穆先生晚

年，就惯于在家授课，其客厅成了教室，

而且每月还举办文化讲座。“素书楼”不

也成了书院。

有人认为， 徐家汇书院明明是一家

图书馆，怎么称“书院”呢？ 其实这真是其

高明之处。 徐家汇书院的“当家人”是这

样介绍说：“徐家汇书院从过去的图书馆

走到了如今的 3.0 版本，除了传统的阅读

功能之外，也赋予它更多新的功能，有很

多还在不断的努力实践中， 我们希望它

是一个开放的、亲切的、智慧的一个图书

馆。 ”徐家汇书院是一家图书馆，但是它

别出机杼，“除了传统的阅读功能之外，

也赋予它更多新的功能”，只要你沉浸其

中，你就会深深地感受到，这里不仅有图

书外借、报刊阅览、数字资源，也有智能

书库、虚拟图书馆、24 小时阅读、讲座报

告、文化展览、文旅咨询、海派文创、咖啡

茶饮，这些都可以在这个空间里享受到，

由此可见称其“书院”绝非浪得虚名。

书院的联想

�朱亚夫

■ 心相印（摄影） 杨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