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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

【新村记事】

【周到】

吃小笼包何必去南翔，杏山路这家店给你冬日的温暖

寒冷的冬季，让走在外面的人“抖抖豁
豁”。来上一碗冒着热气的汤汤水水，瞬间就
能热起来。在杏山路上这家店，每天都热气腾
腾，最适合驱寒。
据了解，这家店在曹杨已经开了近 30

年，店主也已经传给了下一代，但味道始终不
变，每逢饭点，店内总是人气满满。

走进店内，先到左手边的收银台点单，随
后再去右边窗口取餐。菜单有点单一，总共四
类：小馄饨、小笼包、春卷、炸猪排。不过价格
却是很亲民。
曹格格要了一碗小馄饨 +一份小笼。收

银阿姨告知小笼包要在外面窗口取。这里保
持着传统的小票取餐模式，把小票给窗口的

工作人员后，会给你相应的餐品。
曹格格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以前常见的调

料：鲜辣粉。以前吃油豆腐粉丝汤，总要放上
一些，虽然名字里有辣，但其实一点不辣，只
为提鲜。
没等多久，小馄饨和小笼包都好了。找位

子坐下，在桌上还能找到上海人吃炸猪排比
配的辣酱油，又是一个名字里有辣其实不辣
的调料。此外，还有醋和辣椒酱。
小笼包个头不大，但汤汁很多，肉馅加上

汤汁有满满一勺，肉馅十分紧实，生姜味有点
重，味道甜咸适中，一笼10个性价比不错。小
馄饨的汤里加了葱、蛋皮，馄饨皮很滑，馅料
的肉没小笼包那么紧实，也没有很重的姜味，
猪油是点睛之笔。汤有点淡，可按个人口味添
加盐和鲜辣粉。
总体来说这家店味道不错，性价比很高，

冬日里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立马就
感觉活过来了。

上味馆·南翔小笼
地址：杏山路 596 号
营业时间：7:00———19:00

曹杨四村的砖窑
文 雪晴 图 哈啦哨

其实在上海，直到1980年代以
前，市区的部分边缘之地是有窑的。
远的不说，我从小生长的曹杨新村一
带，四村就有一座；再往西北走，接近
嘉定县一号桥等地方也有一座。那
么，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市区里，怎
么会有窑的呢？我们把镜头切回到
1970年代的上海，各个里弄里都忙
着挖战备井。哪一年，记不准确了，为

了提防可能到来的战争，全民动员起
来，备战备荒为人民，机关单位、商
场、影院、学校、医院等等，工农商学
兵齐上阵，夜以继日开挖防空洞。
如此大规模的历史性举动，当

然需要足够的人力，于是家家户户
领了政治任务：做战备砖。怎么做
呢？几户人家合一个铁坯子，到指定
地点运回养熟了的黄土，在居民楼
前，用战备井的水和了黄土，搅匀，
做成砖坯，码好，晒干，然后用人力

车推到窑里去烧制。
市区边缘的窑究竟是什么年代

建的，不得而知，但是保留着，估计
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楼房都是砖房，
而战备砖的隆重推出，更是凸现了
这些窑“古为今用”的再生价值。
窑，都是土建的，内里是砖砌就

的。窑的外边照例也是晾砖的空场。
一排排晾砖的空场，因为具有造型
感，便于隐蔽，也便于从砖缝里看人，
所以每每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理想

地。有一种游戏老在这里玩，叫“开
火”，就是分成两拨，互相用小石子
和土块隔着十来米的距离攻击对方，
如果哪拨占得先机，利用团体优势发
动猛烈快攻一举攻克对方领地，自然
就是得胜方。我不知道这种游戏在北
方是否也有，是否也叫开火？
这样的快攻一旦发动起来，因

为是瞅准了时机密集弹药开火的，
所以很难阻挡，进攻方往往有自发
的司号员，“敌军”多半闻风丧胆。

少年的记忆中，这是名副其实“难
忘的战斗”。
如今回上海探亲时，在曹杨新

村溜达，走到四村那边，总会下意识
地抬头，恍然还能看到老窑那粗黑
的浓烟，一缕缕地散淡在红太阳照
耀的天边。但是的确不记得是否也
有窑号子了，毕竟久了。

砖窑 当年宣传画 曹杨一村的战备井“开火”游戏漫画

书 法 作者 谢树生 （常高公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