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桥瑰宝采撷记

读 2019年 6 月 26 日
责任编辑 / 张 莉 美术编辑 / 贺梦悦04

凝心聚力促和谐，同心共筑中国梦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统战时评、学习感悟、人物新风、典故新知、诗词漫画、摄影作品

……
要求：聚焦统战、文风清新、励志走心，字数最好在 2000 字以下，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

一路走来，感谢有你相伴！

来信请寄：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闵行统战》报收 邮箱：18121119559@163.com

征稿启事

【古镇风情】

文 陈日旭 （本报特约
通讯员）

香菜，是人们餐桌
上熟悉的提味蔬菜。 它
叶片羽状， 小而嫩；茎
纤细、味郁香。 去菜市
场或超市购买时，外形
极易与水芹混肴。

其实，香菜学名叫
芫荽。 恐怕好多人见到
这两字会愣一下，毕竟
平时不大读到这两字。
芫 荽 还 有 其 他 别

名———胡荽、 香菜、香
荽，其中以香菜最为通
俗顺口，人们遂以香菜
呼之。

香菜在上海地区

多用于凉拌菜，亦可用
作汤饮中的佐料，几乎
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 上海人夏天喜欢
吃的凉拌豆腐，加入皮蛋、榨菜后，再撒
一点香菜；皮蛋瘦肉粥上桌前，撒上一
把碧绿生青的香菜细末；大冬天的羊肉
火锅，还有红烧花鲢鱼头等，亦可撒上
一点，既好看，又提味。

必须书一笔的是，此菜冠名“香”，
却有“臭”的烦恼。 原来香菜这玩意，有
人喜爱有人恨， 爱吃的人喜爱有加，不
爱吃的人厌恶至极，说什么“吃香菜嚼
出臭虫味”，甚至恶心呕吐，真是爱恨两
重天。 而爱香菜之人，又会将厌恶香菜
的人视作一种矫情，于是弄得香菜的名
声莫衷一是。

我小时候也曾有过上述经历体会。
记得刚上小学那年，弄堂里有人家办喜
事，父母亲带我去吃喜酒，那银盆里盛
着的白斩鸡上面铺着一层香菜，只见大
人们举箸夹起， 就着酱麻油大口咀嚼，
脸上露出享受神情。 见此情景，我也试
着吃一根粘在鸡块上的香菜， 入口一
嚼，起初感觉是凉飕飕的，但几乎是同
时，一股怪味随之直冲脑门，赶紧一吐
了之……

然而，随着年岁增长，人的饮食习
惯是会改变的。 我也说不清是从何时
起，我家的餐桌上竟少不了香菜的身影
了。 偕夫人去菜场买菜，熟悉的摊主总
不忘在称完菜后，往塑料袋里塞上一撮
香菜。 有时需求量大，索性多买些回家。
于是，香菜拌豆腐或豆腐干丝、香菜拌
黑木耳、香菜猪肉馅馄饨或饺子、香菜
肉糜百页包、香菜火腿蛋炒饭、香菜摊
饼、油氽香菜胡萝卜素丸子、香菜豆腐
羹、香菜鸡蛋汤等，香菜俨然成了提味
“百搭”。 寒冬时节吃火锅，热气氤氲之
间，当然少不得绿油油的香菜碎末。 点
缀在火锅面上的香菜似正眨巴着眼睛，
骄傲地告诉主人：嘿嘿，没有我的火锅
是不完整的！

香菜为何会有怪味呢？ 它的老祖宗
又在何处呢？ 原来，香菜是西汉时期张
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所以香菜有异域之
味，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载，张骞带回的
不仅有香菜，还有黄瓜、苜蓿、核桃、葡
萄、石榴、胡萝卜等。 想起来了，笔者年
少时，不喜食胡萝卜，也因惧怕它有一
种“胡”味，后家父再三诱导胡萝卜含有
丰富维他命，才渐渐食之。 而香菜又名
“胡荽”，不同理可证吗？

香菜性温、味辛、入肺、脾两经，还
有和中、发散透疹等功能。 最早见于唐
代《食疗本草》，之后《医林纂要》曰：“芫
荽，补肝、泻肺、升散、无所不达，发表如
葱 ，但专行气分 。 ”此后宋代 《嘉佑本
草》、明代《本草纲目》等医学著作均以
香菜具有健胃消食、祛风解毒、促进周
身血液循环的功效。

诚然，时至今日香菜已是家庭和宴
席上不可或缺的菜蔬，它成了众多吃货
的福祉。呜呼！不是张骞西域行，安得香
菜来？ 而不食香菜，又遑论懂美食？

【感触俄国历史（一）】

游卡洛明斯科娅庄园

文 束强弟（本报特约通讯员）

提起马桥，人们马上会想到
“马桥豆腐干”，那看似普通的马
桥豆腐不硬不软不松 ， 闻之清
香，尝之味美多汁，在提倡“绿色
食品”、“健康食品”的当下，很受
百姓青睐。 然而，底蕴深厚的马
桥文化更让我如痴如醉，也是促
使我屡次前往马桥的主要原因。

今年 5 月 15 日，与马桥的几
位老友约好 ， 我又一次去了马
桥。

何明劲老先生是具有独特

马桥文化的“土著人”，他热情地
接待了我们。 他先是带我们去了
马桥文化展示馆，我们边参观边
听讲解员作介绍，还不时地驻足
观看了介绍马桥先民生活情况

的影视资料，详细了解了远古时
代马桥人狩猎、饲养家畜、捕鱼，
采摘花果 ，用毛竹 、茅草搭建棚
屋 ， 制作陶罐的过程等详细生
动、形象逼真的场景。

时间回到 1959 年 12 月，马
桥人在马桥镇东俞塘村一个深

1.5 米的地层发现了鹿角和红色
印纹软陶碎片，也发现了大量古
代石器、陶器和鹿角等文物。 这
些器皿上的纹路未被识读之前，
被当作不值钱的破砖乱瓦而无

人问津 ， 当上面的文线被确认
后，天下震惊 ，马桥远古文明的
大门轰然打开了。

马桥陶瓷以红褐陶为主，与
浙南闽北的文化遗存多处相似；
当时生产工具的组合和器物与

良渚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还具
有中原的夏商和山东海岱地区

的岳石文化特征，以及来自北方
的多种文化元素 ，所以 ，马桥文
化是多元的综合体 。 马桥的紫
冈、竹冈 、沙冈的三冈水施肥了
沃土，养育了马桥人。 青浦崧泽
文化是上海文化之源，松江广富
林文化是上海文化之根，马桥文
化被誉为是上海的“龙脊”，是上

海文化之本。 如今，马桥文化遗
址已经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

文物保护单位。
“俞塘民众教育纪念馆 ”是

近代民主革命家、国民党著名元
老、中华民国开国功臣之一钮永
建先生的纪念馆，也是上海青少
年教育基地之一。 何老先生是钮
永建的外孙 ， 他在桑榆暮景之
年， 为实现钮氏的美好初衷，在
纪念馆默默坚守了十六个年头，
其精神令人敬佩。 他亲自带我们
前往位于马桥镇俞塘村 1 弄 2 号
参观纪念馆，热情洋溢地向我们
作介绍。

钮永建先生是马桥俞塘村

人，具有传奇的一生 ：从同盟会
时代开始他就追随孙中山先生，
与孙中山先生并肩战斗了近 25
年，为辛亥上海光复 、讨伐袁世
凯的 “二次革命 ”和两次反军阀

斗争起过特殊的贡献 ；1929 年 ，
时任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的钮

永建在家乡设立了俞塘民众教

育馆 ； 还在家乡倡办了强恕学
堂，为家乡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
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漫漫时
间长河 ，生命不过一瞬 ，钮永建
先生源自马桥，是丰沃的远古文
明和古代文化滋养了他，他奉献
中华民族多彩的一生，无疑极具
标本价值； 他能为马桥画像、为
马桥立传 、 为马桥明德难能可
贵 ，定可永恒 ，我心底里敬重钮
永建这位民族英雄的真情实感

油然而生。 随着时光的流逝，中
华民族已经到了伟大复兴的时

代，一个经济腾飞、生态俱佳、文
明美丽的家园在马桥人的接续

奋斗中定能实现。
门掩黄昏， 无计留春住，身

虽老壮人，心是少年郎。 我是一
个新闵行人， 对马桥的古文化、
趣闻轶事情有独钟。 是马桥文化
吸引了我，是何老先生给了我参
观 、采撷马桥瑰宝的机会 ，让我
此行收获满满。

文 肖秀娟（本报特约通讯员）

来到俄罗斯莫斯科的第一个

行程安排是参观位于莫斯科河右

岸的皇家庄园———卡洛明斯科娅

庄园。庄园坐落在城市南郊，占地
面积达 390 公顷， 能将莫斯科河
如诗如画的美景尽收眼底。

关于这个庄园不得不提一个

重要的历史人物， 被恩格斯称赞
为“真正的伟人”，普希金称为“让
俄罗斯腾空而起的人” 的彼得大
帝。

1672 年，彼得大帝出生在克
里姆林宫内。 1682 年，年仅 10 岁
的彼得和 20 岁的异母哥哥同时
被拥立为沙皇 。 彼得刚即位不
久，他的同父异母姐姐索菲亚借
助射击军兵变，上台执政。 在索
菲亚的排挤下，彼得与母亲被迫
出宫，住进这个庄园。 在此，彼得
大帝发奋图强，组织众多小伙伴
在庄园内习武练兵，成就了彼得
大帝的胆略和军事才能，也将这
些同伴培养成为了他上台以后

的中坚力量。 因此，这里是他的
起家之地。

17 世纪中期 ， 沙皇阿列克
谢·米哈伊洛维奇 （彼得大帝的
父亲 ） 在庄园里建造了一座有
270 多个房间，3000 多个窗户的
木制宫殿。 这座色彩斑斓的宫殿
在当时就让前来参加的人都叹

为观止 ，被誉为世界 “第八大奇
迹”。 不幸的是俄法战争期间，这
座宫殿毁于战火。 直到 2010 年，
根据原有的图纸进行了重建并

对外开放。
卡洛明斯克庄园是沙皇时期

的皇家别苑。 关于这座庄园的历
史资料最早出现在 1336 年，当时

是大伊凡王子和俄国沙皇的避暑

山庄。从 16世纪开始，有很多历代
的皇帝，如：伊凡雷帝、彼得大帝等
都在这里修建过别墅， 直到彼得
大帝将都城搬到了圣彼得堡。

位于庄园南部的木质宫殿

侧面并不起眼，但往前走却别有
洞天。 重建后的建筑规模虽远远
不及当年，但还是挺精致的。 色
彩斑斓的宫殿在阳光下更加光

彩夺目，据说内部华丽至极。 可
惜时间有限（20 分钟）我们未能
入内。 这里没有都市的浮华与喧
嚣，充满着沉静与悠闲。 这里绿
草如茵，风景如画，宛如仙境。

庄园太大了， 从木质宫殿前
往庄园北部的白色建筑群需要乘

车才能到达。下车后，沿着林荫道

往前走，就看到一栋红边白墙，有
大小不同的两个大门的建筑，这
是建于 1672-1673年的红门。

站在红门口， 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座哥特式建筑———耶稣升

天大教堂。 形态各异的白色教堂
及古建筑艺术更是令人叹为观

止。
1532年， 为庆祝伊凡四世沙

皇王子的诞生， 伊凡三世在这里
建造了极具特色的耶稣升天教

堂， 是由一个意大利建筑师设计
的。它的底座是白石结构，上面是
锥形的木屋顶。 这个教堂现已被
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

明朗的初春早晨，洁白的教
堂建筑群在阳光下显得圣洁、虔
诚。 耶稣升天大教堂后面就是风

光秀美的莫斯科河。 静静流淌的
莫斯科河犹如少女的发带，装饰
着美丽的卡洛明斯科娅庄园。

偌大的庄园古树参天，绿地
成片，风景奇美。 这里鲜花簇拥，
绿树环绕，显得温馨美好。

出了红门沿着这条路走再

左拐就到了彼得小屋。 彼得一世
就是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时代。 他非常喜欢造船，小的时
候， 他就在近旁的莫斯科河上，
动手造过一艏小船。 庄园里现在
还能看到一座俄罗斯风格的“彼
得小屋”。 在彼得小屋旁有一座
彼得大帝的铜像。

参观完卡洛明斯克庄园，司
机正等待着载我们前往察里津

诺庄园呢。

【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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