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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萝卜”与“萝卜干”

不得不说，很少有城市能像南京和常州
一样，对萝卜如此情有独钟。

两地虽都产萝卜，但是追求不同：
南京以板桥萝卜为佳，这个是清代美食

宝典《白门食谱》做过背书的，吃的就是一口
“肉实味甜”；常州却不这样想，《武阳合志》
认证过，新闸的萝卜才是最好吃的，而且“老
常州”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刮拉崩脆”。

两地虽都吃萝卜，但是做法不同：
南京人的胃是“京苏菜”养出来的，口味

醇和，京苏大菜里就曾记载了一道名点，名
为萝卜丝酥饼；常州人的舌头更认“苏锡
菜”，而且常州萝卜干的威名谁人不晓？可
以佐饭，可以配粥，还可以炒饭、炒菜、炒万
物。

两地虽都爱萝卜，但是爱的方式千差万
别：

南京人爱屋及乌，管自己叫“大萝卜”，
意思是这个城市的人包容、热情、实心眼，有
一种兼容并蓄的性格；而写出常州最佳宣传
语“常州，教我如何不想她”的刘半农，其笔
下中国散文诗处女作，就叫《卖萝卜的人》。

看出来了吧，关于萝卜，两座城市一直
在“抬杠”，谁也不服谁。

豪门一萝卜，恩怨属名流

前面说了一堆南京萝卜和常州萝卜的
“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是
人的江湖。

很多来自南京、常州两地，历史上大名
鼎鼎的“宿敌”，意见不同，认知不同，“归根
结底”还是对“萝卜”的理解不同。

就说前文提到的王安石和苏东坡。
王安石吃萝卜，主打一个随心所欲。传

说，王安石吃饭就吃眼前一道菜，有鹿肉吃
鹿肉，有时蔬吃时蔬，人家剩下的饼啊、饭
啊，他也不讲究，拿过来就吃。

他老婆还为此吐槽：放一盆生萝卜，他
连萝卜带叶子都能吃下肚！

也不一定全“下肚”，话说还有一回，王
安石偏头痛犯了，萝卜榨汁就往鼻子里

“灌”，结果提神醒脑，症状就没了。真是个

狠人啊！
而他的“对头”苏东坡是“精致派”，简简

单单一碟萝卜，也能吃出仪式感。
他有一道流传至今的“三白饭”：白米

饭、一小碟细盐、一碗白萝卜条，味之三昧，
平中见奇，大俗大雅。

苏东坡也用萝卜汁，不过他可不会一抬
脑门就“咕咕”往鼻子里倒，他用来烧鱼，“以
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半熟，入生姜、
萝卜汁及酒各少许。”

这不禁让人好奇，晚年他们渡尽劫波，
笑泯恩仇，坐到一张饭桌上，这两位是怎么
吃到一块儿去的？

“南哥”和“十三妹”的情缘

虽然说赛前火药味甚浓，“垃圾话”也没
少飙。但明眼人都知道，“南哥”和“十三妹”
打断骨头连着筋。

无他，自古以来，南京和常州有一部分
土地就是“一家人”。

不卖关子，常州有个地方叫“溧阳”，南
京有个地方叫“溧水”，同姓不同名。

姓从何来？话说，公元前541年，强大
起来的吴国建了一座古城，名叫濑渚邑，此
处辖区囊括方圆百里，现在的溧阳、溧水，包
括高淳都在其中。

阅读当年的“老地名”常常可以见到今
天的影子，比如濑渚邑之城池坚固，后来人
们也把这里称作“固城”

濑渚邑这个名字，最早是得名于“濑
水”。而濑水的“濑”和溧水的“溧”，原本是
一个字。隋朝从溧阳县分出了溧水县；明朝
又分出一个县，也就是高淳。

不光是土地“相牵”，文化上更是“相
连”。不信，你去问问南朝齐、梁两代的皇
帝，他们都是常州人。

六朝时期，南京文学发展空前，许多开
创性的创作和研究，常州籍皇帝们都是“卖
过力气”的，像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
主持编纂的《文选》，那可是现存最早的诗文
总集。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读城·梗王解梗

“南哥”对决“十三妹”
一个萝卜引发的豪门恩怨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眼下，苏超联
赛热度愈演愈烈，相关热梗层出不穷。常州
队、无锡队、苏州队这三个GDP万亿级的城
市，在苏超排名中却靠后，一度还处于积分
榜后三名，因此被球迷调侃。有商家敏锐地
捕捉到了商机，开始制作各种文创。

近期，有网友发现，苏州市民卡公司居
然官方下场开始售卖“太湖三可爱”的手机
虚拟交通卡卡面了。6月 18日，现代快报
记者证实，此卡确实正在发售，且销量不
低。

据悉，这款名为“太湖三可爱”的苏超
NFC限定卡面共有白底和蓝底两种风格。
画面中，三名头戴大闸蟹、水蜜桃、恐龙头
套的球员正在踢球，分别象征着苏州、无
锡、常州三队。该卡面使用30天的价格仅
为1.88元，使用一年的价格则为8.88元，而
花费9.99元即可永久拥有。同时记者注意
到，该卡面在智慧苏州卡面商城的销量已排
名第一。

“太湖三可爱”苏超NFC限定卡面主创
之一、苏州市民卡公司文旅事业部副总监闫
开洋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他
表示，自己很关注苏超，也知道赛事中的一
些热梗，上周在有了初步构想后，在公司卡
面设计师吴莺的协助下，花了一两天时间将
这个构想落地。闫开洋表示，苏锡常三队是
苏超联赛中的可爱和流量担当，叫“太湖三
可爱”很萌很有趣。

闫开洋还告诉记者，目前“太湖三可爱”
苏超NFC限定卡面已上线部分城市交通卡
软件的卡面商城，外市、外省用户也可购
买，不过该卡面暂时仅支持IOS系统及部分
安卓系统。“对于无法使用的用户，也不用
遗憾。后续我们将联合无锡、常州两地相关
单位一起推出太湖三可爱的实体交通卡。
实体卡将为交通联合
卡，可在全国 336个城
市使用。我们的主创
人员还将持续关注苏
超赛事，推出其他好玩
的卡面。”

苏超“太湖三可爱”
成了交通一卡通卡面

“太湖三可爱”NFC卡面（白底）
苏州市民卡公司供图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敏）苏超第五轮，常
州队对阵南京队的比赛将于6月21日19点
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开赛。这是常州更换
主场地点之后的首场比赛，关注度非常高。

6月 18日中午12点，此次比赛正式开
票。抢票分为两个通道：外省观众专享通道
和全民购票通道。现代快报记者也参与了
抢票。12点一到，记者第一时间点击抢票，
但却被告知“抢票人数较多，正在排队
中”。之后，记者又多次刷新，好不容易进
入到选座页面，看到了标有红点的剩余座
位，但当记者选好座位尝试“确认选座”进
行付款时，始终没有成功。此次抢票过程持
续十分钟，遗憾最终也没抢到票。

记者身边，有一名自媒体博主成功抢到
了三张球票，两大一小，小朋友还可以享受
半价优惠。在微信群
里，不少网友分享抢票
经历，大家纷纷表示比
赛实在太火爆了，抢不
到票，有网友直呼“比
LABUBU还难抢！”

苏超常州对阵南京开票
网友：比拉布布还难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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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不过一时云烟，而南京与常州之
间，这场由萝卜滋味、文人风骨、艺术流派
乃至城市性格共同酿就的“抬杠”，注定是
一场永不终场的“文化德比”。

而球场上的碰撞，不过是这悠久“梁
子”在当代的一次激情回响。它无关仇
恨，却深植于对自身文化的执着与对对手
个性的了然。

江苏大地的幽默感，总能把一场场针
锋相对酿成一次次忍俊不禁。

没有什么“恩怨”是开一场“萝卜宴”
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那就再上一
碟萝卜干。

“十三太保”对垒越来越“上头”，“世
界名梗”也越来越多：

徐州踢宿迁为啥被称作“楚汉争霸
2.0”？淮安对战连云港怎么就成了“真假
美猴王”？

常州是怎么一步步变成“O州”的？
“南哥之争”“早茶德比”“甜咸大战”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各种乱入的城市CP“嗑”得人
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比如本周六，南京队将客场对战常州
队。一边背负着省会的尊严，一边扛着城
市名的笔画；一边“出门在外，面子是自
己给的”，一边“刚输掉底裤，顿觉自己强
得可怕”。必将是一场恶战。

这倒不一定全因为“南哥”和“十三
妹”对球赛结果有多强的胜负欲，关键两
边的“梁子”几百年前就结下了：

有宋一朝，卜居南京半山园的王安
石，终老常州藤花馆的苏东坡，本就是一
对“冤家对头”，打打停停了一辈子；

到了清代，南京尊“金陵画派”，偏爱
积墨皴染，苍劲雄浑，结果常州画家就跟
“对着干”似的，画了一堆花鸟鱼虫，被誉
为“毗陵画派”。

或许，讲述他们的恩恩怨怨，根本不
必要费劲巴拉地去挖那些埋在故纸堆里
的陈年旧梗，只需一个萝卜，战火自己就
燃起来了。

日前，江苏“读城”行动已正式开启，
以阅读建筑、阅读地名、阅读老字号为三
条活动主线，邀请大众共同参与，走读江
苏挖掘城市内涵。

今天，现代快报记者和读者们一起解
解“梗”：为什么“南哥”和“十三妹”的世
纪对决，又号称“第一次萝卜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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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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