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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某公众号近日刊文，述说《镇江“焦山素菜”往事》。
真是不数家底不知道，镇江遗珠有多少。

“焦山素菜”曾经的地位，有书为证，《清稗类钞》言“寺
庙庵观素馔之著称于时者，京师为法源寺，镇江为定慧寺，
上海为白云观，杭州为烟霞洞”；亦有人为证，日本研究中国
民族菜肴的著名专家石毛直道副教授曾率领日本民族食品
访华团专程光临焦山，品尝了浮玉斋的全素席后，连连称
道:“中国菜肴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而焦山素菜在中国
菜肴中又是佼佼者!”但再辉煌亦成过往。文章感慨：“百年
来，吸收了宫廷、民间素食的精华，烹制采用炝、炒、焖、炸、
烩、蒸、凉拌等手法，能制作上百种菜肴的焦山素菜，在2010
年‘青螺居’迁走后，就成了舌尖上的历史故事。”

文中的一句话，“一度焦山附近还有‘观澜阁’做过素
菜，但由于市场的需求太小，后来还是难以为继”，却让笔者
想起了另一个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有趣的解读。

解读是一个工科生眼里的歌曲流行，来自网文作家“吃
酒不吃菜”，核心要义是：流行，并不完全是歌的问题，而是
流传的媒介发生变化才产生不同的特色风格。

譬如，早年间，民歌传唱度高。因为那时，歌曲只能在慰
问演出、文工团演出之类的场合听到，其他场合，最多就是
大喇叭。大喇叭里，只有纯粹的人声能给人留下印象，什么
配器、混响啊，都完全不起作用，可能还不如背景噪音来得
清楚。这个时候，民族唱法的特点就会充分地显露出来，高
亢、嘹亮、悠远、绵长。也所以，兰花花、山沟沟之类的西北民
歌，早早地就家喻户晓了；江南小调茉莉花在国外那么有
名，以前的老百姓却少有人知。

进入80年代，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这些单
声道的设备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因为音质提高，喇叭的
水平足以表现更细微的变化，而且收听环境变小，人们也可
以捕捉更细微的变化。因此，太过高亢的声音会显得刺耳，
而柔和优美的唱法唱腔特别是以前从未能从设备中听到的
换气声，成了大众的最爱。譬如《乡恋》《军港之夜》以及邓丽
君的大行其道。

然后，双喇叭、四喇叭开始流行，电视也能够听双声道
立体声，收音机也开始有了调频立体声。这个时候，现场感
就能够建立起来了，配器的重要性开始逐渐显现。有着复杂
配器，更注重旋律而不是节奏的流行乐开始流传开来。

再然后，是大功率播放设备的出现推动了DISCO舞曲
的盛行；高端的带有重低音的专用音响设备走入家庭，促使
节奏清晰、旋律复杂、配器丰富的摇滚乐流行……

很有趣也很有道道的解读，不是吗？但更重要的是后面
的一句话——“你得顺其自然，符合时代，硬生生地推广是
没啥用的。”

回到文初的焦山素菜，它的衰弱，或许也并不是业者不
努力，而是那句话：“市场的需求太小”。回忆一下吧，新中国
成立，餐饮业回归服务普罗大众的行业定位。而这70多年
来国人的饮食变化，恰是从吃不饱到吃饱再到吃好、从萝卜
白菜到“有点酒肉”再到“上营养”的过程，从被迫的天天吃
素走出来，国人对以肉食为代表的“吃好”的偏好可谓坚如
磐石、不可动摇。一个例子或可侧面佐证，上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肯德基陆续进入中国各城市，其抛起的热潮，《经
济观察报》曾感慨，“不少家庭要攒上一个月的收入来尝一
尝肯德基”。如是的市场环境，做素菜，谁理你啊？这不正是

“硬生生地推广是没啥用的”吗？
上个月，一则55个“中华老字号”被摘牌的消息，引发

了社会关注，甚至一度成为热搜。新京报的评论《“老字号”
如何守好自己的“老招牌”？》有分析：“老字号”多为一些和
生活终端消费息息相关的产品，比如餐饮、礼品等。“老字
号”的这一特征，体现了几十甚至上百年前的社会行业发展
和市场流通结构。但时至今日，人们的注意力和消费倾向已
经有了更新、更多的分层。所以，文章提出：“老字号”要想守
住自己的“老招牌”，既要找到“老字号”的核心竞争力，又要
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话说，这不亦是“顺其自然，符合时
代”吗？

再说焦山素菜。时代又有变化了。富裕起来的国人，如
今已然跳出了过往片面的“上营养”的饮食，讲究健康养生、
餐食多样性，包括吃“体验”。业内有言，素食赛道已经悄然
崛起。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住机遇，让焦山素菜再现
辉煌，让镇江文旅再增诱惑，亦让镇江历史的一抹亮色重新
发光。

吃什么菜？听什么歌？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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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所母校的校歌 长山之间一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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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藏镇江宝藏镇江””的这些的这些
另一面另一面，，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忽如一夜春风来。一段时间，镇江多次得到网友、旅友和领导
“宝藏城市”的赞誉。这里有上万年值得品味的历史沧桑，有数不清
值得品赏的文化瑰宝，有许多值得欣赏的自然景观，有无数值得品尝
的美味佳肴，当然，也有太多值得好好去讲的精彩故事。

镇江有个地方，也被称为“西柏坡”

丹阳市城河路宝塔弄 5号，有一座
两层民国建筑，显得安静而典雅。这里
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所在地——“戴
家花园”。

1949 年 4 月 23 日镇江全境解放，
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总前委移驻镇
江丹阳。随后不久，仅两万多人口的
丹阳城容纳了党、政、军、财、文等各界
精英 3.35 万余人，为渡江战役的收官
之战——上海战役作最后的准备。

2019年，时任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纪念馆馆长贾云飞，接受新华日报庆祝
渡江战役胜利 70 周年——“重走渡江
路”特别报道组记者采访时说，“陈毅和
邓小平先后于 5月 3日、5月 6日抵达丹
阳。总前委在丹阳共停留 23天。这短
短23天，对整个渡江战役特别是上海战
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23天里，总前委完成解放上海的
思想、组织、事务、物资、军事、新闻接
管、人民币准备、社会文化经略8个方面
的准备工作。“西柏坡是党中央‘进京赶

考’的出发地，而丹阳总前委也承担‘进
沪赶考’的重任，它是解放上海的‘西柏
坡’。”贾云飞说。

今年 8 月 10 日，省委书记信长星
来这里瞻仰参观、聆听讲解，与大家一
起感悟当年党中央的运筹帷幄、周密
部署。在总前委、华东局制定的《入城
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和上海解放时战
士们露宿街头的照片前，信长星驻足
凝视。

信长星说，人民立场、人民情怀贯
穿于党的全部奋斗之中，新征程上，我
们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
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不
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前不久，市委书记马明龙在全市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充分发挥
丹阳总前委旧址、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实境课堂”作用，引
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坚定“四个自
信”、厚植家国情怀。

2002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赵亚
夫，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我一个最
穷的村子，我要改变她落后的模样。

于是他来到了地处茅山老区，曾是
句容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戴庄。
从推广有机稻、有机桃开始，他为戴庄
设计的发展路线，被称作“戴庄模式”。

如今，戴庄村从山上到山下，各具
特色的三类农业生态系统交错融合在
一起，完整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丘陵山区
小流域生态景观——

山岗分布多种类树种组成的生态
林，形成由“森林+野生动植物”组成的
仿自然森林生态系统，成为当地培育生
物多样性的大本营及避难所。

缓坡地分布着蓝莓、杨梅、无花果、
猕猴桃、甜柿、桃等果树及薄壳山核桃、
茶和绿化苗木等经济林，林下生长豆
科、禾本科牧草，发酵床畜禽养殖大棚

散落其间，形成“经济林果+草+畜禽”为
主的有机农业生态系统。

山下的冲田，夏季生长有机水稻，
水稻收获前后种上紫云英、苕子、黑麦
草等绿肥，绿肥田放牧鹅、羊。形成

“稻+草+畜禽”为主的湿地有机农业生
态系统。

赵老不止一次自豪地说，“戴庄村
稻田内生息的动物种类已增加至130多
种，多次发现野生娃娃鱼、野生猕猴等
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较邻村常规栽
培田高出 6倍多，达到了国际有名的云
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水平。”

前不久，省长许昆林与赵亚夫深入
交流，感谢他为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
同富裕作出的突出贡献。戴庄村不仅
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蹚出了一条
现代高效农业致富新路子，也成为新的
乡村旅游“打卡点”。

镇江有个地方，可以比肩“热带雨林”

镇江有座寺庙，被称为悟道“龙场”

另有人说，周敦颐守孝期间，经常向时
任“镇江市长”、号称“北宋第一完人”的范仲
淹讨教学问。史载，1037年十二月，范仲淹
接到调令，遭贬谪徙知润州，1038年正月赴
任。《周敦颐年谱》载：“景佑四年丁丑，先生
年二十一，母仙太君卒。先是舅氏龙图卒，
葬润州丹徒县。先生遂扶榇厝于龙图公侧，

是岁居润，读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即范
仲淹）、胡文恭公诸名士与之游。”当时，五十
岁的范仲淹已是一代宗师，20岁的周敦颐与
他交流自然是受益良多。

如果说龙场是“心学”大师王阳明的悟
道之地，那么鹤林寺就是理学开山祖师周敦
颐练就绝世功夫的地方。

镇江有一座山，毛主席曾多次作出指示

今年 12月 26日，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
志诞辰 130周年纪念日。晚年的毛泽东有
一次在书房阅读时，忽然大哭起来。工作人
员发现，毛主席正在阅读的是一首《念奴娇·
登多景楼》。

公元 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陈
亮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登临江防要地北固
山，在多景楼观察形势时悲叹南北分离不能
统一，借古论今。想必是陈亮批评南宋王朝
的诗句，引发了毛主席的无限感慨。

当然，这不是毛主席第一次读和北固
山有关的诗。1957年 3月 20日，毛泽东由
南京飞往上海，飞越镇江上空时触景生情，
书写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由
此可见，毛主席对镇江、对辛弃疾的诗词相
当了解。

不过，毛主席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时，
指点过的山，不是北固山，而是茅山。

八十六年前，上海沦陷后的短短 1个月
内，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南京相继
沦陷。面对日寇的疯狂进攻，党中央和毛泽
东同志及时制定新四军在抗战前线抗击敌
人的战略战术。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关于新四军行

动方向指示项英、陈毅“力争苏浙皖边发展
游击战”。同时还明确指出，“目前最有利发
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如有
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
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1938年 5月 4日，毛泽东关于发展华中
敌后游击战争给项英的指示中指出：“在茅
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该准备分
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
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同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
问题》一文中指出，“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
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
燕山、茅山等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
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
垒。”

短短几个月时间，毛主席三次指示都提
到了茅山。可见茅山根据地的重要性。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今日的茅山，林壑
幽美，郁郁葱葱，不仅是一座红色文化的宝
藏，也是道教文化、养生文化的重要场所。
今年，第五届国际道教论坛在茅山成功举
办，这里的环境也更加优美，旅游设施更加
完备。

镇江有一句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
经据典、援古证今，赋予典故鲜活的时代内
涵。其中有一句源于镇江的古诗，被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

2014年7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
会发表题为《弘扬传统友好 共谱合作新篇》
的演讲。演讲最后，习近平主席说，“‘潮平
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望未来，让我们手
拉手、肩并肩，共同开创中巴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共同谱写中拉全面合
作伙伴关系的壮丽诗篇，共同为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取自唐代
诗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一年冬末春初
时，洛阳人王湾由楚入吴，沿江东行，途中泊
舟于镇江北固山下。当时，潮平岸阔，残夜
归雁，触发了他心中的情思，吟成了这一千
古名篇。

2017年 12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再次引用了这
句诗。习近平总书记说，“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线
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乘
风破浪前行。

此前两个多月，党的十九大刚刚胜利闭
幕，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借用“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寓意深远：“潮平风正”，有中国

共产党掌舵领航，有中国改革发展的浩荡东
风，有全国各族人民扬帆划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巨轮一定能够抵达光辉的彼岸！

原诗描绘的是一幅气势恢宏的江景画
卷，而习近平总书记的引用，使得这句诗有
了新的时代内涵。

今年，在一次重要的外交场合，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引用这句镇江名诗。

8月21日，在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
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星报》

《开普时报》《水星报》和南非独立媒体网站
发表题为《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
航》的署名文章。

文章最后，习近平主席指出，“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展望中南关系下一个 25
年，双方友好合作的巨轮将扬帆远航，构建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事业必将取得更大成就。

洛阳亲友如相问，王湾真是幸运人。随
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用典，诗人王湾和

《次北固山下》这首诗，以及诗背后有关镇江
的人文故事广为天下知。这也从一个侧面
很好地宣传了“宝藏镇江”悠久的历史文化。

只有 119字的精美散文《爱莲说》，
许多人都读过背诵过。文章借物言
志，洁身自爱，令人敬佩，被世代传颂。
作者周敦颐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
山鼻祖，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
的重要作用。

周敦颐的得意弟子程颐有个徒弟
叫杨时，杨时的再传弟子有一位叫朱
熹，也就是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哲学家、
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诗人。朱熹的
哲学体系以“二程”的理本论为基础，吸
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及佛、
道教思想而形成。

而周敦颐本人的思想形成，离不开
早年在镇江的修炼。

天圣八年(1030年)，周敦颐父亲因
病去世，他跟着母亲来到了衡阳舅舅郑

向家。
景佑四年(1037年)，郑向调任两浙

路转运副使，周敦颐随舅迁居润州。不
幸的是，短短不到一年，他的舅舅、母亲
又相继去世。按照母亲遗嘱，周敦颐把
她安葬在润州，与舅舅为伴。之后，周
敦颐在南郊鹤林寺守丧。

在镇江鹤林寺守孝三年期间，周敦
颐学问突飞猛进。有人说，他的学问是
鹤林寺和尚寿涯教的。据《鹤林寺志》
记载：“【宋】寿涯禅师，与胡武平、周茂
叔（即周敦颐）交善。茂叔尤依寿涯，读
书寺中，每师事之，尽得其传焉。其后
二程之学本于茂叔，皆渊源于寿涯云。”

后虽有质疑并非亲传，但周敦颐在
镇江游学是事实，其学问源于寿涯也是
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