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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下

【居民随笔】

留在舌尖上的小吃（老记忆之二十）
文 阿 Q

我有个习惯，每次散步回家，总要绕
个弯，去周遭的小店买些零星小吃解馋。
但往往遗憾的是，兴冲冲地进去，灰溜溜
地出来，合适自己的胃口而又价廉物美
的小吃，望穿双眼也难求。 这不由得让
我想起儿时弄堂里的小吃，价廉物美，春
天卖糖粥、捏棒头糖的 ，夏天卖赤豆棒
冰、黄金瓜的，秋天卖烘山芋、糖葫芦的，
冬天卖棉花糖、麻油馓子的……好听的
叫卖声刺激着我们的“馋痨”神经。 尤其
是大饼油条，老虎角爪馒头……那萦绕
的诱人香味，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尽管
过去了一个甲子，我仍想去寻觅那些伴
随着我们长大的小吃，若能有幸品尝到，
不亚于吃大闸蟹那般兴奋。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不仅弄堂口有
烟纸店，马路旁有小吃摊，还有挑担吆喝
的货郎。 每天放学回家，我们就能嗅觉
到空气中飘散的香味，看到喜欢吃的零
食。 可惜小时候的我，囊中羞涩，有时就
连一分钱一包的”大西米”也买不起。 有
首耳熟能详的歌谣：我在马路边，捡到一
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那时，孩
子口袋里能有几分钱，家境算优渥了。

50年代末 60 年代初，正遇三年自然
灾害，吃饭常常食不饱腹，吃零食更是奢
侈。 我家兄弟姐妹多，父母到月底总要

向邻居借几角钱维持伙食开销。 我如果
想要向父母讨一分钱买铅笔， 父母也不
会答应。好在我功课比较好，时常为班级
一个同学辅导作业，他投桃报李，常从家
里的瓶瓶罐罐里拿些弹子糖和檀香橄榄

塞在我手里。 一次该同学语文测验得了
个优，他为了感激我的帮助，说请我吃糖
粥。我兴奋得一路蹦跳，耳边不时想起那
首唱遍大街小巷的童谣： 笃笃笃， 买糖
粥， 三斤葡萄四斤壳……我俩跑到学校
附近的一个 背老头摊位， 粥上舀一勺
赤豆汤，上面飘着金灿灿的桂花，那糯烂
粘稠、口味独特的糖粥，让人欲罢不能。
回到家里， 母亲发现我额头和鼻子尖全
是粥浆，就对我进行了严肃盘问，我不得
不坦白交代。母亲警告我，往后不能吃同
学东西，并塞给我 5 分钱，关照我请同学
吃油墩子。

想不到因训得福，让我喜出望外，仿
佛我手里捏着的不是 5 分钱， 而是从天
而降的美食。一日放学，我请阿五头吃胖
阿姨做的油墩子。他还以为我在哄骗他。
我便将捏着的钱给他看，阿五头才相信。
我们一起走到弄堂斜对面， 只见胖阿姨
从面盆里撩起一勺面粉糊， 滑进了油锅
里。滚烫的油锅瞬时冒出无数的气泡，就
好像在油锅里放起了烟花。 油墩子厚实
的椭圆形外观恰如一个小木墩子， 刚炸
出锅时，面皮上残留的油还会滋滋作响，

阳光下金灿灿的，那香气，似乎勾出你所
有的馋虫来。“嗤嗤”的响声过后，胖阿姨
撩起油墩子， 装在纸袋子里， 递给了我
们。拿着溢出油花的纸袋子，咬一口又烫
又香又鲜的油墩子， 那个味道始终忘记
不了。

小时候弄堂口的小吃生意兴隆，品
种繁多，空气中弥漫着馋人的香味。 大
饼、油条、老虎脚爪、馒头 ，是我们常吃
的早餐，洋葱面、小馄饨 、生煎馒头 、酒
酿圆子，时常拿来招待客人。 那时说出
来不怕别人见笑 ， 小时候的我期盼生
病，只有生病了，才能向父母“开条件”，
吃一碗小馄饨。 在吃了 1 角钱一碗的小
馄饨后，第二天我保准就退烧 ，又生龙
活虎了。

70 年代，我上了技校，学校每月会
发津贴。 那时我就会约上同学去曹家渡
品尝儿时馋涎欲滴的油豆腐粉丝汤，单
双档，鸡鸭血汤，咖喱牛肉汤。 我尤其对
鸡鸭血汤情有独钟， 它是由鸡鸭血、鸭
胗、鸭肠、鸭肝等加入鸭汤和粉丝制成的
一道风味小吃。 喝一口汤汁， 吸一口粉
丝，咬一块鸭血，让人不由得感叹这些不
起眼的东西竟能烹制出如此口感鲜香，
爽口宜人的美味。 儿时的小吃真是比比
皆是， 货真价实， 吃后让人久久不能忘
记。上海地道的小吃要数蟹壳黄，因其烘
烤后，呈形圆色黄，像似蒸熟的蟹壳而得

名。蟹壳黄是用油酥加酵面作坯，先制成
扁圆形小饼，外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
上烘烤而成。此饼味美咸甜适口，皮酥香
脆。 有人写诗赞它“未见饼家先闻香，入
口酥皮纷纷下”。

时光荏苒，如月如梭。随着城市建设
不断更新， 隐匿在弄堂与街巷的小吃越
来越少，像柴爿馄饨、炒米花、炒麦粉、老
虎脚爪等已销声匿迹， 即使去老街巷镇
游览，上海的小吃也都是异乡人在制作，
很难品尝到儿时解“馋痨”、正宗地道的
小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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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记协的“新”党课
文 俞鸿虎

为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老记协
长宁联络处组织安排了一堂新党课，华
阳高工谈心会的三位老同志在王者梁

会长带领下有幸参加。 说“新”有两层意
思： 一来这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以后，长
宁联络处的第一堂党课；二来此次党课
第一次去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

志的故乡———青浦练塘。
当我们一下车，青浦区老记协的顾

永福主任、石坤云等赶上前与长宁区联
络处的负责人窦芒、王建华等老师热情
握手。 一走进陈云纪念馆，纪念馆馆长
便安排了讲解员为我们进行讲解。 在陈
云同志的塑像前，一批共产党员正在庄
严宣誓。 窦芒同志把自己的力作亲笔签
名版———《情怀》 亲手赠送给了陈云纪
念馆，把党课推向第一个高潮。 接着，大
家在陈云塑像前全体合影留念。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我们快步走进
了陈云同志的童年：两岁丧父，四岁丧
母。 陈云成为孤儿，由舅父收养，苦难的
童年在他的心中播撒了顽强不屈的种

子，十几岁由人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当
学徒，勤奋好学的他阅读了《共产党宣
言》等一批进步书籍，李大钊、陈独秀等
一大批共产党人引领着他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队
伍。 陈云同志亲笔签署的文件和文稿、
穿过的衣服皮鞋、使用过的皮箱，与毛
泽东、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合影
照片无一不向老记协的人们展示出一

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足迹。
我与老记协的老师们一次次走近

珍贵的展品，贴着玻璃橱窗仔仔细细反
复瞻仰，不明白处还向讲解员询问。 热
情的讲解员耐心地做了详细说明，为大

家释疑解难。 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大
上海解放初期，被毛泽东评价为“其深
远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的上海金融保
卫战。 陈云同志革命一生和他的坚定不
移的理想信念是我们后来者学习的榜

样。 大家看得热血沸腾，我似乎回到了
1968 年 11 月 16 日我在部队面对党旗
庄严宣誓的那一刻。

长宁区老记协的老师们曾是上海

主流媒体的领导和资深新闻工作者，是
当年沪上新闻界的精英人物，曾为青浦
社会和经济发展发布不少报道，对青浦
怀有深厚感情。大家还参观了全国新农
村建设的典范———东庄村，亲眼见证了
东庄村在党和政府以及相关企业的支

持下 , 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的理念，描绘出新农村崭新的美丽
画卷，看得大家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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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
景、拍下精彩瞬间的你，我们想要找到提
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记录生活感悟的
你，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妙笔生辉、
丹青妙手的你。

如果你在摄影、写作、书法、绘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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