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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厨艺和园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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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瓜梁
鸟巢是黑的，挂在树桠里。蓝图

白中发灰，应该是天气遇到了更多的

云彩，它们在近三米长的石板上留白

着。一气呵成呢，连个逗点都没停

下。我被夹在中间，成了黑白记忆的

兼顾者。齐云山摄影人驿站，一开始

就有了这样的定位。我不断走动，我

在努力寻找差势。有点私心哦，真的

留给自己了，不算一个坏天气。

我朝着横江，迈进几步。现在不

是雨季，江里汹涌的大潮只剩尾声

了。“S”状的道家符号，深不可测。它

清澈了山水，又平衡了多少法则？对

面的齐云山矗立着，锣鼓收场了吗？

白花花的江面有石头露出，像是一些

谜底或往事，相机可以对准，手机也可

以让那里的动静闪亮一回。往下的段

落，不是在往下，也不能说是在寻找消

失的方式，是的，翅膀和暮色，都是飘

飞的。它们在联合催动一场新潮，包

括心底的涌动正在加速溶汇。回头一

望,“小壶天艺术馆”，韩美林写的，成

了齐云山摄影人驿站的很大的一个界

面。56棵百年枫杨仿佛山的倒影，把

世俗和忙碌一起覆盖。枫杨在空中拱

卫着，上举天下接地。

驿站差不多是所有徽州人家的缩

写。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敞开的墙

扉可谓开门见山,齐云山上云雾飘旋，

仿佛是最活跃的思维。千变万化的自

然风光和生活形态，总有瞬间被认识

和定格。敞开的驿站大门，这么定位

和守望，细细地品味下去，那里的苦辣

酸甜和波诡云谲，已成经历和背景。

它加重了驿站的底色，如果我们的选

择加进来，会让想要的画面跳开来。

跳台上的瓷器是沉默的。跳台的材质

是有来头的，就像那张小方桌，不是王

世襄，很难看出它是来自明代。那么

简捷那么苍白，是云朵历经天空之后

的苍白。徽州中堂就是这样子这套

路，只有坐上去，手抚着四方桌，眼界

和切身的感受才会源源不断。那里的

味道，就像摆开的芝麻面食甜点。地

板、花床和红红的被子，叠加的暖意从

心里漾开来。还有一辆轿子，顶是竹

子编的，有着金黄的色泽。面上书写

着“鱼水千年合，芝兰百世昌”。

空间切割得很频繁，似乎力量都

是锋利的。反正这儿多是舒张开阔。

高高的楼层里，向前或拐弯可能都会

等着一个意外，空间接着地气，更是无

限地敞开了。桌上可以打打小牌，沙

发面前有啤酒立着。躺进吊椅，你就

是来回的钟摆。池塘里的水蜡烛，有

点憔悴了，一根根的草须瘦瘦地站着，

不说秋水长天，可能半瓢秋风，就能晃

荡出萧瑟的样子。水蜡烛没有出格，

秋天就是这个色彩，一些层面要的就

是这个味。

从墙根向墙头爬去，不知什么时

候，老藤丢掉了绿色。这么一闪忽，百

年的劲道就发灰了，老藤的沧桑显而

易见。一场太阳雨正在发生。伞面在

楼顶盛开，那是徽州也是民国的色

彩。小巷和戴望舒，都是江南的口音，

油纸伞里的尺幅，斜一回拢一把，全都

包括了。更多的植物勒进自己的冰凉

里。揉搓出来的从容不迫，凸起来凹

进去，狠一回又软了一节。顾不上边

上的芭蕉了。芭蕉高过一层楼。有关

芭蕉的故事依然青翠，那里的劲道依

旧柔媚。掀起心潮三尺：“是谁无事种

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又复归青

萍之末：“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

又怨芭蕉”。红尘和心斋的曲径通幽，

在《秋灯琐忆》里转折、起伏。大叶之

上，“秋来风雨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之

碎”。又一番人生体察，在清朝名士蒋

坦的笔下窸窸窣窣。按兵不动的长

气，在白墙黑瓦之间跌宕伸延。

冬瓜梁在餐厅里出现了。徽州建

筑常见的一个物件，和此时正好合拍。

它高昂、凝重、流畅，像是徽州的民谣。

架构着暑热和秋凉的是冬瓜，藤

蔓和叶片筛选出细长又粗壮的荫护。

一座山的隆起给小小地仿制了，沟壑

和高度显而易见。原野的气量在不动

声色。冬瓜用丰腴和厚实，鼓突着徽

州。得到神示么？建筑里的大梁就叫

冬瓜梁。它和圆桌靠椅构成的弧面，

就像馒头一样还在积攒着更多的热望

和岁月。民以食为天啊，没有什么比

这个更具担当更具重量了！大木头，

冬瓜梁，徽州的核心力量！

2021/9/13-14-15-16

2022/8/6改

我从小吃母亲的饭菜长大，但我家

真正的大厨，不是每日操持三餐的母亲，

而是父亲。

逢年过节，或有贵客，都是父亲下厨

掌勺，母亲退居二线，打下手，负责洗菜，

烧火端盘子。父亲煎炒烹炸，样样精通，

手脚麻利，技艺娴熟，用不了多长时间，

一桌菜就齐了。家里的餐具很讲究，不

知父亲从哪里淘换收集来的，杯碗盘碟，

一应俱全，光盘子就有长、圆、方、三角几

种，虽不成套，都很好看，父亲根据菜品

的形状颜色决定用什么器皿，摆在一起，

相得益彰，有模有样，颇有品位。

父亲常做的有荷花菜、锅包肉、干炸

里脊、熘肥肠、爆熘三样（猪肝大肠腰

花）、浇汁鱼、香酥鸡、酥白肉、熘肉段等

等一二十种。我不知父亲总共能做多少

种菜，也不知属于什么菜系流派，但居家

摆席待客，绰绰有余。有时，他边做边叮

嘱我妈：酥白肉，一定要用蛋清糊，出锅

时雪白，香脆可口。做锅包肉时要用蛋

黄糊，出锅时金黄晶亮，否则颜色不对，

味道也差。在父亲的菜单中，我最喜欢

荷花菜。先把肥瘦肉剁成末，加上调料

搅拌均匀，之后把白菜帮切成荷花瓣状，

包上肉馅摆在盘中，整个盘子像一朵盛

开的大荷花，之后上锅蒸熟。这个菜，好

吃又好看，但我只在家里吃过，后来再也

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的发明？

姐姐问过爸爸，在哪儿学的厨艺？

爸爸说，在果匠铺学徒时，旁边有家饭

馆，厨师是山东人，善做鲁菜，帮他打打

下手，多看看，也就会了。还有一些菜，

是自己到人家做客吃过，回来自己琢磨

的。拜师学艺，人家的诀窍不一定教给

你，你得自己看，自己试，自己悟，旧社

会叫偷艺。比如熟不熟，说不明白，全

靠经验，凭感觉，一看菜的颜色就知道

了。起锅早了，欠火，生；起锅晚了，熟

大发劲了，口感不好，也不行；总之，要

掌握火候，手疾眼快，恰到好处，才能色

香味形俱佳。

那时家里来客，小孩是不上桌的，但

小孩嘴馋性急，抓心挠肝的样子不好看，

母亲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在库房或里

屋放张小桌，把各种菜拨出一些，叫我们

先吃又不失礼节。大概是上了中学以

后，我才有资格坐在末座陪客。俗话

说，无酒不成席，但我家的短板恰恰是

没人喝酒陪酒。爸爸滴酒不沾，喝一口

全身发红，呈酒精中毒状，挺吓人的，所

以来客中有好酒者，只好请会喝酒的表

哥来陪，如果他不在家，只好委屈客人

自斟自饮。母亲曾希望我练练酒陪客，

因为在酒徒的眼里，酒没喝痛快，多好

的菜也没有滋味。但我家祖上几辈都

不沾酒，遗传基因强劲，练也不行，我至

今不能喝酒。但我喜欢收集酒瓶子，遇

上喜欢的，就买一瓶，请人把酒喝掉，把

瓶子给我。

父亲不仅会做菜，也会做糕点，而且

是专业水平。他年轻时拜过师，受过严

格的专业训练。家里有吊炉，大、小面

板，大小走槌，大中小枣木擀面杖，各种

点心模子和切割用的刀具，能做炉果、

大饼干、槽子糕、沙琪玛、光头饼等多

种。父亲原本想当果子匠，靠劳金（工

资）养家糊口，也置办了各种工具，但后

来那家卖糕点的杂货铺黄了，手艺没用

上几天，却便宜了我们，只要家里有油糖

蜂蜜白面等材料，我们就央求父亲为我

们做点嚼咕解馋。

父亲会照相，与人家合开过照相

馆。有一年去营口办货（购买照相器

材），居然扛回一捆甘蔗。我们那里没有

甘蔗，只是听说那东西像根铁棍子，很重

很甜，可以榨糖，但谁也没见过，更没吃

过。可能我们的议论被父亲听到了，为

了让我们开开眼，尝尝甘蔗的味道，他一

路扛着甘蔗上下火车汽车，不知费了多

少力气和口舌，才搬运到家。父亲无论

走到哪里，心里都想着儿女，每次出差回

来，总要带些我们那里没有的东西，如鸭

梨、香蕉、山楂、石榴、核桃、栗子等等，两

个大筐，装得满满的，中间用麻绳系着，

搭在肩上，胸前一筐，后背一筐，很重。

我们心疼他，不让他带，但他根本不往心

里去，下次照样乐此不疲。

父亲干农活也是把好手。我家的小

菜园，在父亲的精心莳弄下，瓜果飘香，

蔬菜繁茂，花草芬芳，既是菜园、果园，也

是花园，堪称小城一景。

窗前那一块地，黑油油的，最肥，但

父亲不种菜，只种花。坐在屋子里，透过

窗户，就能看到百合、串红、波斯菊、大丽

花、百日红、万寿菊、美人蕉等争奇斗艳，

有时还能引来蜜蜂和蝴蝶。盆栽的橡皮

树、夹竹桃、扶桑、吊金钟等木本花摆在

屋檐下。记得有一盆山影，养了几十年，

长到两米多高，呈太湖石状，煞是好看，

但因太大太重，无法搬出屋晒太阳，最后

腐烂而死，实在可惜。很多花种都是父

亲从外地带回来的，别人家没有，所以常

常有过往行人驻足观赏。天冷时，盆花

和怕冻的花根都要移到屋子里，窗台上、

柜子上摆满了花盆。寒冬腊月，外面是

冰天雪地，滴水成冰，而我家却是绿意盎

然，温暖如春。

在菜园的中心，父亲打了口小井，安

上了辘轳，修了水道，用来浇菜。水井周

围，种着蔬菜瓜果。我中午放学回家，先

进菜园，摘西红柿、香瓜、黄瓜，捡菇娘，

折甜杆，吃个半饱再回家吃饭。摘西红

柿时要注意，白衣服不要碰到西红柿秧，

否则留下一块绿，怎么洗都洗不掉。菜

园的四周是果树，有海棠、杏、李、梨等，

还有一架葡萄……

父亲喜欢这个小菜园，早晨起来，先

到园子里转一圈，弄弄这个，看看那个，

然后再洗脸吃饭上班。有时下晚班回

来，也要拿着电筒，看看他的花和菜。妈

妈早晨也是先进菜园，拿个小筐，拔几根

小葱，摘几根黄瓜，或薅点小白菜，割把

菠菜，再进屋做饭。家里的蔬菜，一年四

季，除冬天外，基本不用买，菜园里就有，

而且是现摘现做。那时不知道，这些不

用农药化肥的蔬菜，是纯粹的绿色食

品。可惜如今再也吃不到那样水灵新

鲜，应时当令，味道纯正的蔬菜了。

父亲心灵手巧，干什么像什么，而且

用功。照相时，他订摄影杂志画报，看有

关照相的书。种园子养花，他就买有关

农业方面的书。他用竹子编的鸟笼，比

市场卖的还好看实用。他糊的风筝，色

彩艳丽，飞得高远，人人夸赞。他用泥捏

的牛，用公鸡腿上的两个胶质角当牛角，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做的纸灯笼，精

巧，安全，轻便，好看。他会做豆腐，做酱

油，还写得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算盘，真

的说不清他有多少本事。他常说，艺不

压身，多一种本事，就多一条活路。

不仅如此，父亲还不断有发明创造，

比如下霜前，甜杆最粗最甜，吃不了，扔

在地里，枯干后就变成了柴火，白瞎了，

但父亲有办法，他把甜杆割下来，捆成

捆，放在地窖里，差不多可以吃上大半个

冬天。比如，我们小时候，家里很少吃

鱼，怕叫鱼刺卡住，但过年过节又非吃不

可，为的是讨个吉利，年年有余，就买大

鱼或刺少的鱼，但还是提心吊胆，得大

人把刺挑干净才叫小孩动筷。后来父

亲听说做成酥鱼没危险，刺是软的，小

孩也能吃。他没见过，也没吃过，只是

听说，就自己试验。那时没有高压锅，

很耗时间，但最后终于成功。他很高

兴，说这回行了，孩子们也可以大口吃

鱼啦。还有一种咸菜，叫油辣椒，不知

是父亲跟人学的，还是自己琢磨的，即

把油和酱油加上调料烧开后晾凉，再把

切好的青椒芹菜等放进去，腌几天即可

食，又脆又香，但我也只是在家里吃过，

不知别处有没有……

祖父病故那年，父亲带我和弟弟回

老家探望。那年我十岁，趴在地上给祖

父磕头，抬头一看，这个穿着浆洗得板板

整整白色对襟褂的白发老头，真好看。

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爷爷是我见过的

最漂亮的老头。这时我才发现，父亲长

得像我爷爷，也很好看。记得我家墙上

有张一尺多长的大照片，小时候，我不知

是谁，问姐姐。她笑着说，你真傻，那是

咱爸年轻时的照片。他去营口办货时照

的，人家把照片放大，摆在照相馆的橱窗

里当广告。遗憾的是，我们这辈儿谁也

没有爸爸姑姑漂亮，不知是人种退化，还

是因为妈妈不够漂亮?但我没见过妈妈

年轻时的照片，也不敢问，只能存疑。父

亲晚年患脑溢血，瘫痪在床，我去医院陪

他，闲聊时，我问他，我妈年轻时好看

吗？他说，好看，咋不好看呢！董家药铺

的老姑娘，十里八村都知道呢！那时他

说话已经不太清楚，但提起这些往事仍

很兴奋，可见很满意。

回忆起来，我身体最好的时候，是在

故乡与父母共同生活的十八年。我不记

得生过什么病，只有一次因为淘气上树，

不小心掉下来把腿摔成骨裂，在炕上躺

了三个多月。除此而外，好像没打过针

吃过药。偶尔觉得身上发紧，我就背着

书包一阵狂奔，出身透汗也就好了，不用

吃药。不仅是我，我家兄弟姐妹身体都

很好，很少生病。究其缘由，一是母亲时

刻把儿女放在心上，吃穿住行都应时应

季，谁有个头疼脑热，夜里都得起来看几

遍。二是家庭和睦。我从未见过父母吵

架闹别扭。兄弟姐妹之间，也从没红过

脸。管教我们，母亲全权，父亲很少插

言。他脾气随和，从不发火，与同事邻里

关系也融洽。他有句名言，要让人容人，

吃亏就是占便宜。

母亲和三个姐姐，把我惯得够呛，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也不会，上大学

之前，我就没洗过衣服，生活自理能力极

差。后来去大连读书，离开父母离开了

家，住宿舍，吃食堂，洗衣服拆被褥，一切

全靠自己，一时难以适应，先是肠胃不

好，后来患慢性肠胃炎，食欲不振，消化

不良，面黄肌瘦，身体虚弱，心情烦躁，折

腾了好几年，才算慢慢缓过劲儿来。

母亲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家常便

饭最养人。起初我不太理解，但经过病

痛的折磨，渐渐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咱们

寻常百姓家，要想有个好身体，靠的不是

大鱼大肉，山珍海味，而是家常便饭，所

以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母亲

不会说民以食为天，但她常讲，每顿能吃

两个大馒头，还会生病吗？

我到北京工作后，父亲来信说，这几

年你妈的厨艺也大有长进，她的老三样，

红烧肉、铁锅炖鱼、蘑菇炖大块鸡做得不

错，很受欢迎。其实，母亲也有许多绝

活，她在饭菜里，融入了亲情友情爱情，

那味道是与众不同的，只是被父亲的厨

艺遮蔽，没人注意罢了。就说捞饭（先煮

后蒸）吧，她在锅底用捞饭剩的米汤熬豆

角，锅中放个帘子，上面蒸刚捞出的八分

熟的米饭，加上茄子、土豆、鸡蛋辣酱，锅

边再贴几个饼子，全家的饭菜，一锅全齐

了，而且营养一点不丢。尤其是妈妈用

刚下来的新粮做的大苞米碴子芸豆粥，

即把整粒玉米破成两半，加上大芸豆，用

慢火煨四个小时，再配上一碟小咸菜，那

个软滑香糯，无与伦比，堪称家常便饭中

的极品，人间至味。

如今父母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我

也年逾古稀，但我还是想念他们，想念我

家的老屋，我家的小菜园，我家的味道，

有时想得心疼，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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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第一次认真阅读帕斯卡 · 基尼

亚尔是在2007年，当时张新木教授翻

译的《游荡的影子》由译林出版社推

出。和他之前的小说《罗马阳台》《世

间的每一个清晨》《符腾堡的沙龙》不

同，这是一部从体裁和内容上都难以

归类的作品，像极了后现代艺术家用

历代古董陶瓷碎片随意拼贴的马赛

克图案：格言警句、哲理短文、历史故

事、生活观察、读书笔记……它是基

尼亚尔“最后的王国”系列的第一部，

2002年在法国一出版就荣膺龚古尔

文学奖。因为张老师是我博士论文

的指导教师，也因为基尼亚尔这种看

似纷繁驳杂、断章杂糅，实则纹理细

密、开合有致的风格吸引了我，于是

我写了一篇小书评发表在《文汇读书

周报》上。

出生在1948年的帕斯卡 · 基尼亚

尔是法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异数，“一个

最谦逊同时也是最傲慢的作家”，小时

候患有自闭症，长大后的他也常常离

群索居，喜欢蒙田随笔和《一千零一

夜》的传奇。他擅长“借尸还魂”，用另

类的叙事还原古典情怀，用经典和记

忆连通历史和当下，拂去岁月的沉埃

厚土，他的文字总会透出一点淡淡的、

古老智慧温润的光泽。“影子，就是那

些古往今来的圣贤，那些远离尘世的

隐修者，那些超凡脱俗的思想家。这

些记忆清单中的影子在时间和空间中

游荡。”于是，我跟随基尼亚尔在多元

文化的历史长河里游弋，在“不可见物

和文字、古人的影子、寂静、隐秘生活、

无用艺术的无用统治、个性与爱情、时

光与乐趣、自由与欢乐”中找寻文字砌

筑起的“最后的王国”，在一个彻底语

义化了的世界，等待日出时所有悲伤

都如露水般消散。

二

2011年，王明睿从山东大学本科

毕业考到南京大学，在我的指导下攻

读硕士学位。开学前的暑假里她读了

《阿玛丽娅别墅》和《符腾堡的沙龙》，

被这两本书中主人公“离开-回归”的

故事深深吸引，想在基尼亚尔织就的

文字之网中抽出一根能指引她回溯到

作家创作源头的金线。她先找到了

1640这个象征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音乐

的年份，也是基尼亚尔多个故事发生

的时间基点，开启了她“寻找原初”的

旅程。硕士论文做完，旅程还远没有

结束。其实所有研究，都有点像一条

永远无法抵达的地平线，你走过去，它

又退到一个更遥远的天边。

于是，在我的指导下她继续攻读

博士学位，继续探索基尼亚尔写作的

奥秘。幸运的是，在这期间，她得到

了梦寐以求的翻译基尼亚尔作品的

机会，一共四本：《音乐课》《音乐之

恨》《眼泪》和《乔治 · 德 · 拉图尔》。前

两本书的选择完全契合她博士论文

的选题，在言语和视觉都无法企及的

“原初”，只有声音——天籁、地籁和

人籁——是最动人的生命之歌，如风

声，如潮汐，如音乐，如婴儿的第一声

啼哭。

所有外国文学的翻译者和研究者

都深有体会：翻译和研究相辅相成，彼

此促进。翻译是最好的进入文本细读

的方式，只有和文字耳鬓厮磨，才能更

准确地感知词语的色彩和温度、结构

的严密和巧妙，进而领悟作者的立意

和用心。而研究会让译者更好地了

解作品创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照亮

不同文本之间隐秘的互文关系。也

正因为如此，王明睿有研究作为铺垫

的《音乐课》的中译本得到评论界和

读者的好评，入围了2019年第11届

傅雷翻译出版奖终评（这已经是她第

二次入围该奖项的最终角逐，第一次

是2016年，入围的作品是《距骨：逃亡

的少女》）。与此同时，她有翻译作为

体悟的研究也渐入佳境，先后在《当

代外国文学》《外语学刊》《南京师大

学报（社会科学版）》《人文新视野》

《上海文化》等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

文：《浅析帕斯卡 · 基尼亚尔的历史书

写》《浅析名、道思想对帕斯卡 · 基尼

亚尔的影响》《音乐之恨——帕斯卡 ·基

尼亚尔作品中的音乐主题研究》《论

基尼亚尔作品中塞壬的母亲形象》《忘

我之境：试析基尼亚尔对“伯牙学艺，

成连入海”的改写》《致生命——读基

尼亚尔的〈眼泪〉》。而她于2019年初

答辩的《音乐的历险——基尼亚尔作

品对真实的追寻》被评为南京大学校

级优秀博士论文，也是国内第一篇研

究基尼亚尔的博士论文。从历史书写

到古老中国对作家的启示，从音乐寻

根到个体生命前世今生的轮回，王明

睿在不断拓展她研究的地平线。

是什么让悲伤在日出时终结？是

音乐。这是基尼亚尔的回答。而音

乐，也是王明睿找到的正确打开基尼

亚尔的方式。不管是塞壬之歌还是俄

耳甫斯之琴，不管是伯牙学艺还是成

连入海，音乐都是基尼亚尔连通神话

和现实、过去和当下、自我和世间万物

的纽带。

三

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家，翻译和研

究他的作品，人生一幸事也。

在紧张活泼、严肃认真的读博期间

恋爱、结婚、生女，人生之大幸事也。

在构思博士论文的同时，王明睿

孕育了新生命，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生

产”也因基尼亚尔的一段文字奇妙地

暗合在一起：“出生也是一场海难。这

就是罗马人对它的描述。分娩是一阵

巨大的海浪。一个赤裸的、湿漉漉的

身体在一处岸边登陆了。”这让她想起

女儿“小梧桐”出生时的场景：羊水涌

出，小婴儿被一点点地推上了岸，而母

亲黑漆漆的子宫便是女儿的混沌之

初。在完成对基尼亚尔音乐主题探微

的同时，她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生命

之歌”。

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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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生命之歌》（王明睿著 南
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