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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享记忆中的中的味道味道

南京具有一种旧都

气质，含着一种见惯了

由兴盛转瞬衰落的优雅

与淡然。即使去几次也

难以理清古城丰富的肌

理以及历史文化内涵。

所以南京会是我说走就

走的旅行目的地——因

为我好想再去鸡鸣古

寺，凭海临风听古刹钟

声，也很想在老门东那

条有鲁迅笔下摇橹船的

河边喝咖啡晒太阳……

畅游天下天下

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承载着好几代上

海人的回忆。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如果你想

选一份价格不贵，却极具心意的礼物，那上

海人一定会向你推荐国际饭店的蝴蝶酥。

因为仅是大排长龙也愿意为对方买来美味

的这份心意，就已经弥足珍贵了。

■ 沈荻

住在上海市区的朋友要来郊区看
我，说帮我带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我说
我家附近红宝石的蝴蝶酥也很好吃。
她道，那可是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啊！

我喜欢蝴蝶酥，口感很特别，酥皮层
层叠叠，嚼起来齿间清脆，令人放松。不
同西饼店出品的蝴蝶酥味道也不太一
样，国际饭店的蝴蝶酥当然也是吃过的，
香味足，甜度淡。红宝石的蝴蝶酥外皮
更酥，表皮上粘着一粒粒白糖，更有嚼
头。哈尔滨食品厂、凯司令等老字号的
蝴蝶酥也各有千秋。反正，只要是蝴蝶
酥，就都是好吃的。

一直觉得蝴蝶酥最适合裹着外套坐
在窗前，冲杯咖啡，点心盘里躺着只巴掌
大的蝴蝶酥，稚气的外形，甜蜜的色泽，
令人觉得像是对着一朵奶香味的花。想
要清淡一点，就配红茶，红茶的清芬与蝴
蝶酥烂漫的香互为映照，是另一种味觉
感受。

忽然想起来，《流金岁月》里，难伺候
的蒋家老太太也点名要吃国际饭店的蝴
蝶酥，大概足以说明它在上海人心目中
的地位。

据说，蝴蝶酥起源于中世纪的土
耳其。它跨过爱琴海去到欧洲，在法
国人手中发扬光大，被称为 Palmier，在
法语中的原意是“棕榈树叶”，用以形
容它独特的心形外表。在德国，它被
戏谑地称为“猪耳朵”，直至风靡西班
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又随着轮船登
陆中国。

国际饭店的蝴蝶酥，承载着好几代
上海人的回忆。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如
果你想选一份价格不贵、却极具心意的
礼物，那上海人一定会向你推荐国际饭
店的蝴蝶酥。因为仅是大排长龙也愿意
为对方买来美味的这份心意，就已经弥
足珍贵了。

蝴蝶酥引以为傲的开酥工艺，对中
国人来说毫不陌生，这也是它流传甚广
的原因。欧洲的蝴蝶酥，大多小小一
枚，更像是小巧的黄油饼干，据说一开
始是用法式千层酥剩下的边角料制作
而成。比较之下，国际饭店的招牌蝴蝶酥，一个足有巴
掌大。

查询国际饭店的资料，发现原来它才是上海的市中
心，上海整座城市的平面坐标系，竟是以国际饭店楼顶的
旗杆为原点，而这份殊荣，更来自它曾经横霸半个世纪的

“远东第一高楼”的名头。
想起几年前，去外滩闲逛，沿着熙熙攘攘的南京东路

步行街一直往西走，经过杜莎夫人蜡像馆的牌子，再穿过
人民广场，四周安静下来，绿意渐浓，也开始听得到鸟
鸣。远远地，一眼就看到一座高大的红棕色建筑，狭而高
的墙体，上半部层层收进，犹如玛雅金字塔的台阶，那就
是国际饭店。当时，虽然不知道它在上海历史中的江湖
地位，却本能地感受到了它的威严庄重，那是一种真正经
历过岁月沧桑的气质。

据说，当年宋美龄曾在这里与美国第一夫人隔着大洋
电话闲聊，梅兰芳在此设宴招待卓别林，蔡元培在这儿过
生日宴，主演过《赛金花》的演员英茵在此服毒自杀……既
是西方都市的摩登生活在东方世界展露的惊鸿一瞥，亦
上演过令小报记者为之癫狂的奇情艳史。这样的组合，
只有在当时的上海才能看到，而国际饭店，就是当时上海
滩的一张城市名片。

时间大浪淘沙地改变着一切，而今，国际饭店归于锦
江集团旗下，只评了四颗半星级。和外滩上那些鳞次栉
比的繁华大厦相比，多少有蒙尘之感，像极了那些被岁月
埋没的老人。但看到贝聿铭在一次访谈中说，年少时曾
目睹过国际饭店的拔地而起，在他心中种下了建筑师的
梦想。或者，被一个城市如此铭记过，熠熠闪光过，已然
是最好的青春。

更何况，它还有蝴蝶酥。上海人对国际饭店的依恋，
在这一枚小小的蝴蝶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天一早，
国际饭店一楼的“帆声饼屋”外，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的老
年人，早早地就在等着那一口现出炉的奶味酥香了。除
了蝴蝶酥，还有羊角面包、奶油角、鲜奶哈斗，但蝴蝶酥始
终最受欢迎。曾经看到一名外地网友说，为了排队买国
际饭店的蝴蝶酥，耽误了飞机。

其实物流如此发达的年代，一切皆可网购。顺丰发
出，两天内到手，蝴蝶酥的色香味还在，并不会像岭南
的新鲜荔枝那般脱水失色。但我理解那种等待蝴蝶酥
刚出炉的期待心情，站在街头，迫不及待地拧开食物
袋的封口箔条，蝴蝶酥举在手上，狠狠咬下去的那一
刻，黄油浓稠的奶香气息瞬间融入口腔，一层层酥脆外
皮在齿间簌簌落下，如同衡山路上无声的梧桐落木，带
着令人眩晕的幸福感，丰满了一座城市的冬日。那是
一种会令厌世的人都
生 出 欲 望 的 感
动吧。

■ 胡杨

“过年需要仪式感，而过年的仪式感就
在于为家人创造一份记忆。我们要抓住时
间，创造记忆。记忆闪闪发光，你是人生赢
家。”今年大年初六从南京回北京的高铁
上，我总结道。

记忆是扇关不上的窗。上次一家三口
出门旅行还是2020年春节。大年初一我
们奔赴缅甸，曼德勒、蒲甘的美丽风光为
2020年春节打上完美的蝴蝶结。那时新
冠疫情刚刚抬头，记得回国飞机落地时，全
体乘客严阵以待，检疫人员登机检查……
接下来两年的春节是怎么度过的？我已模
糊不清。所以，放开之后的兔年春节，我执
意要出去走走——去哪里不重要，只要我
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最好是温暖的南方。

莫愁湖畔观日出，百年“安乐园”
品小吃

大年初二出发，没想到，北京到南京高
铁只需3个半小时。下午4点抵达南京南
站时，豪华明亮气派的出站大厅空空如
也，赶紧拍了张“款款而来”的照片发朋友
圈道：“亚洲最大高铁站被我包场了。”出
站才发现，南京以一场冷冷的雨迎接我们
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我们直奔附
近的莫愁湖。上次我独自来南京是2013
年9月。翻看10年前的朋友圈，9月14日
07：47我发信息道：“一碗鸭血粉丝汤，一笼
汤包，开始一个人暴走南京。今天的行程
是1856创意园、莫愁湖……”

每到一个地方，徒步是我最爱的探城
方式。那天出门就看到一个庞然大物——
汉中门广场上的“古建”石城门，是南京明
初十三座古城门中存留至今的四座明代城
门之一，目前仅存主城门及内瓮城的部分
残檐断壁城墙。

继续西行就来到了莫愁湖公园。正值
日出时分，朝阳如一朵火莲从静谧的湖水
中冉冉升起，耀眼而有种雨后重生的壮
美。湖边、树上鸟类繁多，都是我没见过
的。在水杉林附近拍了白鹭翩翩起舞，我
还对着湖心岛一棵老树上密密麻麻蹲守的
大鸟产生了好奇。上网查说，秋冬时节，莫
愁湖边常可以看到独立寒风中的苍鹭，有
时站在一个地方等候食物长达数小时之
久，故有“长脖老等”之称。

莫愁湖四周楼、轩、亭、榭错落有致，绕
一圈大约40分钟。在一扇古建窗下，我拍
了今年第一张蜡梅图，那蜡梅花开得饱满
而芬芳馥郁；透过华严庵的门缝，看见石雕
莫愁女遗世而独立，廊角的风铃声清脆悦
耳。漫步莫愁湖，眼前的良辰美景都化成
了赏心乐事。

8点40分往回走，因为9点约了儿子一
起吃附近的百年老店“安乐园小吃”。在朝
天宫旁，王府大街南段有一片古朴的仿明
清建筑，南京享有盛名的百年清真“老字
号”安乐园（有小吃店、菜馆和火锅店）就在
这里。大年初三店里就有很多人，且大多

是本地人，环境有点像大食堂。牛肉汤包、
鸭血粉丝汤、桂花糖芋苗、素面、烧麦，都是

“老味道”。看到对面一个老奶奶，买了数
十笼蒸屉的食物，一个个打包、装袋，猜想
可能是拎回家喂“神兽”吧。

鸡鸣寺那抹明黄“惊艳”，玄武湖
看夕阳“心醉”

过年最有气氛的是夫子庙。暌违三年
的春节，逛庙会、看花灯、乘游船，夫子庙成
为人气“顶流”。站在人群熙攘的文德桥
上，“中国之最”双龙大照壁金光灿灿，秦淮
河上游船穿梭不停，就连“寂寞沙洲冷”的
乌衣巷也被人海包围……看过热闹，我们
匆匆离开，赶往下一站。

“我劝你上鸡鸣寺去，最好选一个微雨
天或月夜。在朦胧里，才酝酿着那一缕幽
幽的古味。你坐在一排明窗的豁蒙楼上，
吃一碗茶，看面前苍然蜿蜒着的台城。”朱
自清写道。10年前来南京，最遗憾的就是
没去鸡鸣寺。每年春天，我都被鸡鸣古寺
的“樱花大道”呼唤着。

鸡鸣寺集山、水、林、寺于一体，始建于西
晋，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是南京
最古老的梵刹和皇家寺庙之一。寺内现有
大雄宝殿、观音楼、韦驮殿、志公墓、藏经楼、
念佛堂、药师佛塔、胭脂井、豁蒙楼、景阳楼
等主要建筑。这几年，千年古寺成为春季赏
樱打卡之地，传说这里“求姻缘”很灵。

拾级而上，大年初三来鸡鸣寺的人群
中全是年轻的面孔。如果说每个城市都有
颜色，那么南京的颜色就是我初遇鸡鸣寺
的颜色——明黄色。在这里你可以东望钟
山，下瞰台城，俯临玄武湖，风景此处独
好。在“鸡鸣香海”缭绕的烟火里，在众多
年轻人的面孔中，我寻到了儿子高高的身
影，他也虔诚地上了三炷香。

从鸡鸣寺下来就可以去玄武湖了。本
来想上台城看夕阳，无奈那天天气太冷，风
很大。“没想到一个北京人，在南京被冻坏
了。”我发朋友圈感叹道。顶着湿冷的寒风
游湖，后来一头扎进“回味鸭血粉丝汤”。
小店刚好有临窗的位置，虽然只是一碗鸭
血粉丝汤，却跟早晨莫愁湖“迎日出”首尾
呼应了——“醉夕阳”。

朝行中华门古城墙，夜逛秦淮河
观花灯

大年初四一早来到中华门，上次来南
京第二遗憾是没登上古城墙。说起古城墙
和城门，北京、西安等著名古都就有不少，
但若要问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门是哪一
座？答案是南京明城墙上的中华门。中华
门有着三道瓮城、四道券门，是冷兵器时代
城市防御的巅峰之作，更是继长城之后的
又一鸿篇巨制。

站在明城墙上远眺，依稀可见永乐大
帝时代的风华荣光。那是古代南京最显赫
的时代，不仅编纂了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
全书《永乐大典》，还有郑和七下西洋以示
富强的盛世繁华。仕者近宫，工贾近市，生
机勃勃，活色生香，各阶层都找到了喜欢南
京的理由。

如今的藏兵洞变身为历史文化陈列室，
图文并茂地介绍南京明城墙及中华门的历
史。我感兴趣的是“聚宝盆文化展”和“砖心
之制——南京城砖展”。中华门原名“聚宝
盆门”，在聚宝盆文化历史进程中有三个里
程碑式的人物，他们是春秋时期的范蠡、元
末明初的沈万三和清朝的乾隆，由于他们的
存在及其与聚宝盆之间演绎的生动故事，让
聚宝盆文化异彩纷呈。南京的城墙及中华
门之所以六百多年屹立不倒，其中最重要的
原因就是——所用的每一块城砖都可以追
溯，即每一块砖都有从上到下的9个人负
责，所以每一块砖都有过硬的质量保障。

南京人称中华门为老门，老门西侧有
大报恩寺遗址，东侧就是如今南京最繁华
的“老门东”传统＋时尚街区了。上次来南

京没听说过“老门东”，查资料显示，2013年
9月29日“老门东”开街，至今也10岁了。

“老门东”自古就是江南商贾云集、人
文荟萃、世家大族居住之地，中式木质建
筑、马头墙，集中展示了传统文化，再现南
京老城风土原貌。时值春节，花灯、大红灯
笼、红对联簇拥下的人群，给平日里古朴庄
重的“老门东”增添了万分的喜庆。

在中华门下，我们打卡了网红书店“先
锋书店”。这栋古建筑的前身是骏惠书屋，
正门前的照壁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青瓦白
墙，飞檐翘角，雕花琢石的大宅正门向南。
别致的繁体“书”字的镂空木雕，未经雕琢
粉饰的古旧木质手推车，丰富的光源点缀，
让整栋建筑古朴通透而具有层次感。二楼
之上又有挑高的空间，任何一个能容纳的
空间中都是书。岁月打磨的窗棂，一侧的
灯光，一侧的自然光在这里交汇。窗下有
着“美人靠”，你可以坐在这里往窗外的巷
中望一望。高度的不同，角度的不同，你能
看到不同的风景。也许这样的书店早已超
越了书店原本的意义。

那天晚上，我们从夫子庙夜游秦淮河，
每人微信运动显示走了3万多步。

头陀岭上好风光，愚园最美“兰
花墙”

大年初五儿子建议去爬山，刚好是个
大晴天。一早，我们每人选一辆共享单车
向紫金山出发。从小我们就喜欢带儿子爬
山，记得他3岁时，我们去厦门过春节，他就
能登顶普陀山。如今，刚进山小伙子就把
我们甩在了后面。途经紫金山天文台，登
顶见到了号称的“江南第一大金佛”。

下山乘坐缆车，一家三口坐在密闭的
缆车车厢里，顿时让我想到：小时候我们带
他坐索道，现在他带我们乘缆车。

下山3点多了，儿子问还去哪里？我脱
口而出“愚园”。愚园是我在一个南京导游
的视频中“偶遇”的，当时他介绍的“兰花镂
空墙”让我过目不忘。

如果说建筑是一座城市的风景线，那
园林则是这道风景线上的点睛之笔。“愚
园”又叫胡家花园。同治十三年（1837年），
胡恩燮官至知府，正是仕途得意的时候，却
辞官归故里，购筑愚园。据说胡恩燮因仰
慕苏州狮子林，愚园乃仿狮子林而建。

16元门票进入园中，我迫不及待地找
到了“兰花墙”。江南庭园建筑讲究透过镂
空的花墙可以看到对面的景色，这属于透
景也是漏景。站在“兰花墙”壁影前，左看
右看都是喜欢，又从网上找到了德国摄影
师拍的老照片，跨越时空的“兰花墙”仿佛
空谷幽兰，让我体验着时空的穿透感，也见
证着历史的沧桑变迁。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园子命名
“愚园”。那段时间我正在读庄子的《天
运》，有曰：“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在愚园看到胡恩燮诗作：“守愚贵知止，经
营殊畏难。静定羌无功，遑云居之安。容
膝筑小舍，向日聊御寒。避喧坐片时，亦觉
天地宽。”那一刻有点心有灵犀之感。

愚园中建有清远堂、春晖堂、水石居、
无隐精舍、分荫轩、松颜馆、在水一方等“三
十六景”，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
各不同”。

天色渐晚，依依不舍离开愚园，意兴阑
珊处巧遇“红厨巷淮扬菜”，美食为这一天
画上圆满的句号。

叶兆言说：“南京见惯了天下兴亡、王朝
更替，有着很强的忍耐力，更有惊人的弥合
能力、新生能力，一切不过东流水，人间正道
是沧桑。”的确，南京具有一种旧都气质，含
着一种见惯了由兴盛转瞬衰落的优雅与淡
然。即使去几次也难以理清古城丰富的肌
理以及历史文化内涵。所以南京会是我说
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因为我好想再去
鸡鸣古寺，凭海临风听古刹钟声，也很想在
老门东那条有鲁迅笔下摇橹船的河边喝咖
啡晒太阳……

鸡鸣寺

愚园“兰花镂空墙”

莫愁湖日出

中华门

百年老店安乐园小吃

先锋书店

夫子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