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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晨曦微露，我从长桥出发，斜阳西

下，我又回到长桥，整整 32 年，从自己是高

中生到儿子也快成高中生。

30 多年前，就有 111 路了，不过那时是

长桥地区唯一的公交线，还不是巨龙车。 每

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要坐着 111 从起点到终

点，再换 89 路公交车，耗时一个半小时去当

时南市区读书。 因此上下学都是拼体力，拼

速度，碰到大站车就是运气，偶尔挤上一辆

调度宣布的直放长桥简直要欢呼了。

从 90年代第一春到 21世纪也过了第 2

个十年，如今的长桥，公交站林立，地铁线纵

横，中环飞架，巨龙穿江。30年前，长桥还没有

龙川北路， 有的只是郊区农田和老宅间的阡

陌小道，骑着自行车，经过六牧场，可以隐隐

闻到里面飘来的奶牛味，转到老沪闵路，又会

碰到新龙华站火车掉头， 护栏两侧是无奈的

自行车大军。30年过去了，原先的六牧场地域

已从长桥划归我现在工作的漕河泾， 农民房

也变身为栋栋加梯的金牛小区， 曾经的铁路

道闸也早已被贯通南北的柳州路地道替代。

我的青年和中年， 儿的童年和少年，都

在长桥度过。幼时的儿隔三差五发烧、咳嗽，

喷雾，家门口的大华医院就成为最方便的选

择。 因拓路和中环建设的数次搬迁，也从另

一面见证了社区蜕变发展，从最早的人口导

入偏居一隅，到城区规划逐步完善，从温暖

长桥到宜居热土。

之所以选择长桥， 还因为它的教育，从

娃一岁半上社区的宝宝乐，到幼儿园，小学，

初中，都在家门口的好学校度过，希望接下

来的高中，也别离长桥太远。上学方便，老师

优秀，就是普通老百姓最实在的追求。

说了小的，再聊聊老的。 母亲自打南市

老城厢搬来长桥新工房， 一晃 30 余年过去

了，可她一直没有搬的打算，因为喜欢长桥

的烟火气，买菜，看病方便，一条罗香路，菜

场集市，邮局银行、餐饮小吃、美容理发、新

华书店，应有尽有。最近的长桥，又雨后春笋

般开了一家又一家的社区食堂，母亲在新开

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食堂充了卡，每次去都

要“幸福的抱怨”人太多了，看着我们父子俩

瞬间光盘，又想好了下次再去的时间。

这便是我每天生活、居住的长桥，如果

你用心去看，去体验，你会发现每天它都在

不经意的变化，变得越来越美好。

家在“长桥”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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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1 日， 历经多年筹

备， 徐家汇书院暨徐汇区图书馆新

馆全新开启。 新馆以“沐光而生·向

光而行”理念重生，成为人人可享的

“市民第二书房”。 书院所在的漕溪

北路 158 号， 毗邻徐家汇天主教堂

及教堂广场，被称为“巨型盒子”的

建筑上悬挂“徐家汇书院” 五个大

字，集自于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明

代先贤徐光启的手迹。

书院总建筑面积达 1.8 万平方

米，分为地下二层、地上三层，设有近

800个座席，是一座集文献阅读、展览

讲座、艺术鉴赏、文创集市、旅游导览

等服务为一体的全媒体时代复合型

图书馆。 一楼少儿区设低幼区、幼儿

区、小学区、中学区四大板块；二楼服

务区集外借和阅读为一体，藏书涵盖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规定的所有 22 个

大类，复古的海派彩绘玻璃点缀其中；

三楼特色文献区里可见“镇馆之宝”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等大型成套

全书和各类方志构成的特色文献区。

晚清至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报刊、杂

志全套影印本也可在此查询到。

徐家汇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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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 友人传给我一则正在某平台上高

流量转发的短视频，只见被严重堵塞的路口，一

辆急速转动着强光顶灯和扩音器响着高分贝鸣

笛声的救护车被堵在一辆私家车后面， 虽然救

护车驾驶员已经走到前车驾驶室边， 焦急地和

车里坐着的驾驶员交涉， 要求她把车往前挪一

个车位，给救护车借个道，但私家车驾驶员却指

着前方正对着的监控探头和交通信号灯， 意为

她不能闯红灯，否则要被扣分和罚款的。 所有该条短视频

下的留言无不义愤填膺指责这名私家车驾驶员缺少起码

的爱心，不知道救人和扣分、罚款之间的孰轻孰重！

无独有偶，好友把他战友群里的一幅照片配了解释词

发给我。 说是 5 月 23 日上午他和几名战友先是看到一辆

黄色出租车突然停在了涂刷有醒目的黄色禁停实线的淮

海中路上海图书馆人行道边上，正在他们感叹这名驾驶员

的胆子忒大，竟敢在市中心违停，肯定要被电子警察抓拍

处罚时。 真是无巧不成书，巡检执法的交警及时赶到了，只

见警察走到出租车左侧，敲了一下驾驶室窗玻璃，一个敬

礼，接下来就是请驾驶员出示驾驶证、行驶证，刚准备开处

罚单子时，这名交警居然出人意外地绕过了车头一下走到

了出租车的右侧，原来这时从出租车后车厢里慢慢地出来

了一位颤颤巍巍柱着拐杖的耄耋老人，交警马上拉住了老

人的手，搀扶着老人走向图书馆的大门。

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其中满满的正能量：驾驶员在

违反交规会被处罚和为老人提供安全方便服务的面前；交

警在对违停车驾驶员是继续执法还是去帮助老人之间的

孰轻孰重前，都选择了正确的一方，让周围的群众都感受

了他们尊老敬老的正能量，纷纷对着出租车和交警竖起了

点赞的大拇指。

其实，孰轻孰重在我们生活中是会经常碰到而且还需

要尽快作出选择的事。 不过，有时虽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却会涉嫌违法。 因此国家有专门的法律对公民在孰轻孰重

上作出正确选择后的保护和救济，从大处说刑法中就有正

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条款，从小处看，则

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因此，窃以为，在孰轻孰重面前，我

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作出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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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东风吹雨过，满江新水长鱼虾”。 河虾嫩

滑，它们最好的时节，就在万物新鲜生长的春天。

江南水乡，沟河纵横，水产丰富，最让我感兴致

当然是河里的鱼虾。 都说海里的鱼虾如何肥美，而我

总是固执地认为， 海鲜过于腥味， 河鲜的鲜度刚刚

好，特别是河虾。 河虾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小巧身

躯，免去了剥壳去皮的劳苦和“剥虾与爱”的拷问，嘎

嘣嘎嘣入口“搅碎”，鲜嫩的虾味瞬间炸裂，再疲惫的

生活也会被享受美味的瞬间治愈。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农村里河水清澈可见，每年

春天油菜花开时， 在每家每户淘米洗菜的水桥边，随

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河虾。 捕捞河虾的办法很多，儿时

我也时常在河边钓虾，用长线绑住猪肝做成的虾饵放

下水中，有虾上钩则将线缓缓提起，这虾也少有跳走，

竟然胆大贪婪至此，非常有趣。父亲喜欢用虾罾捕虾，

虾罾是自家制作的，用破旧的蚊帐剪成 1 米见方的布

块， 再用两根呈十字交叉的竹片把蚊帐对角绑扎起

来。 在虾罾上放些米糠沉入河中，隔半个小时把虾罾

取上岸时，上面一定会有几只活蹦乱跳着的河虾。

人们常说，第一个吃螃蟹的是英雄，从相貌看，

河虾也如一般小虫子，光看外形，估计很难叫先人产

生食欲。 但 2000 多年前的《尔雅》就有“鱼高、大虾”

的记载， 以后历代古籍有关虾的形态和生活习性的

记载亦很多。 虾一直是食客们的至好，一顿饭，讲究

一些，不可无酒，不可无虾。 若是简单些，有酒有虾，

可以无他。

河虾的吃法很多，盐水河虾是最经典的，其做法

简单，清水葱姜，煮沸即停火，小焖片刻，烤熟的河

虾，肉嫩，味鲜，色美。 油爆河虾是传统的家常名菜，

成菜后河虾个大体圆，红润发亮，外脆里嫩，咸甜可

口，入口壳肉分离，吃完虾，盘内不留卤汁。 醉虾是男

人们饭桌上的最爱， 将鲜活的河虾放入碟中， 加生

姜、酒、黑胡椒粉、腐乳汁、麻油等调料，碗扣之，一段

时间后，河虾处于醉酒状态，可揭碗而食之。 文学大

师汪曾祺最爱用醉虾下酒，用他自己的话说，喝酒别

的菜可以不要，只要一道醉虾就够了。 河虾也甘于当

配角，烧汤时加入一些河虾，其汤肯定鲜美无比。

古代资深吃货苏东坡出任杭州知府后， 把西湖

盛产的大鲤鱼， 又做出了新的方法， 被称为“东坡

鱼”。 他还把当地盛产的河虾，别出心裁

地配上当地的龙井茶，开创出清新可口

的龙井虾仁。 清代文学家袁枚在《随园

食单》有载：“虾饼，生虾肉、葱、盐、花

椒、甜酒脚少许，加水和面，香油灼透。 ”

油炸虾饼也是我儿时记忆中的一道吃

食，做起来并没有这么讲究，不必剪须

或剥壳，甚是方便。

河虾的形象，经常入画，齐白石擅

长画虾， 老道的笔墨使群虾活灵活现，

游戏水中，计白当黑，虽无水的具写，但

感觉群虾戏动，水波澹澹，长须飘飘，划

动有声， 河虾灵动鲜活的那股劲儿，跃

然纸面。 我猜想，老先生生活中，也一定

十分喜欢河虾这道美味吧。

“三月黄鱼四月虾。 ”春天的河虾鲜

美至极，有虾有酒，人生最大乐事，莫若

于此。

河虾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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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谧光柔心似潮，

悦阅觅珍连锦桥。

启智明理倏辽阔，

避雨遮风拒飘摇。

赏艺鉴品厚涵养，

携友意创欢良宵。

身心互融真殿堂，

格高饰雅胜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