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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物什里的温暖光阴
陆 恺

! ! ! ! !"岁那年我出嫁，母
亲送给我两匹丝绸缎子被
面做嫁妆，一匹大红色，绣
着群儿游戏图案；一匹绛
紫色，绣着花团锦簇图案。
那时，我们小城里开始流
行棉布被套，容易换洗，可
母亲说，被套做嫁妆实在
太寒碜，哪及得上一针一
线缝好的被面
来得隆重和喜
庆。母亲先铺
好棉布被里，
把新弹的棉被
抱上床，再把缎子被面往
白白的被子上一盖，四边用
被里包起来，再用针线缝合
好。套了缎子被面的被子立
时就有了喜气，于是我这
个新娘子欢天喜地将它们
抱到了异地我的小家。

可惜愚钝的我没有学
得母亲的好手艺，被里脏
了拆洗后我再也没有本事
将它们与被面缝合，于是
只好偷懒地用起棉
布被套，那两匹拆换
下来的缎子被面从
此被我束之高阁。

去年夏天，有
一天阳光很烈，我突然想
起来小时候母亲总爱在夏
季晒伏，于是我也把藏在
衣橱里的物什们一一拿出
来曝晒。在衣橱的最里面，
我看到了那两匹颜色依旧
鲜艳夺目的缎子被面，刹
那与它们重逢，过去的岁
月哗啦啦乘着列车呼啸而
来，我想起母亲坐在床边
一针一线给我缝着喜被的
情形，那些藏在被里的温
馨记忆勾起我眼中的泪

花，我为自己许久没有再
给那两匹缎子被面提供他
们的舞台而感到内疚。可
是忽而又想，也许这样也
好，被面永远崭新如故，我
也就不用担心有朝一日我
用坏了它们反而不舍。于
是找了个空衣盒，郑重地
将两匹缎子被面收藏在

内，那是属于我的忘怀不
了的温暖光阴，我要好好
地将它们珍藏在心。
我的小家里还有一件

珍贵的老物什是把老竹
椅，是父亲千里迢迢从家
乡运过来的。在老家时，父
亲有一把陪伴了他很多年
的竹躺椅。躺椅摆放在阳
台上，父亲做完家务，会躺
在上面休息，有时读报纸，

有时听广播，有时
候什么也不做，就
放松地晒晒太阳。
秋天开始，竹椅坐
上去有些微凉，母

亲就铺上一条厚厚的旧毛
毯，父亲于是可以一年四
季放心地坐在竹椅上休
息。那是他最心爱的椅子。
我生下儿子后，母亲

和父亲过来帮我带孩子。
父亲特地把他喜欢的竹椅
也运过来，同在老家一样，
他做完家务后就躺在竹椅
上休息一会。儿子上幼儿
园后，父亲和母亲回到了
老家，但那把竹椅父亲没
有带走，他将它留给了我。

其实我很忙，我没有时间
也没有习惯躺在竹椅上休
息，父亲走后，那把老椅子
就被我折叠起落寞地待在
衣橱边的角落里。
过节时，我回到老家，

看到阳台上又出现了竹椅
的身影，是父亲新买的，可
他说，这把新椅子及不上

旧椅子坐得那
么舒服。新竹
椅陪了父亲整
整 # 年时间。
仿佛有预兆似

的，有一天，我回老家探望
病中的父亲，坐到新竹椅上
时竹椅的腿突然折断了。竹
椅坏了。两个月后，久病未
愈的父亲也离开了。
现在，只有我的小家

里还留存着一把老竹椅，
每每看到这把竹椅，我心
中的忧伤就铺天盖地。

七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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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辛遥

树怕剥了皮!人怕不要脸$

静者不扰
苏 左

! ! ! !西湖的碧波荡漾!令世人赞叹"有一

个人为这美景的重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就是杭州解放后第一任西湖疏浚工程

处主任盛礼淑" 不久前!盛先生离世!享

年 !""岁"他在十分艰苦条件下!带领工

人将平均水深仅 "#$$ 米的西湖疏浚为

!#%米!并将淤泥填埋于湖

边的田荡#洼地!这才有了

今非昔比的花港观鱼#柳

浪闻莺# 曲院风荷和后来

的太子湾" 盛老一生低

调! 作出大贡献却不事张扬! 生前不曾

拿回过一个印有$先进工作者%或$劳动

摸范%的茶杯#脸盆" 他认为!这些荣誉!

都应该给职工评的! 干部就该把荣誉让

给职工" 儿子给父亲评价中!有$静者不

扰%四字!这是老人在疏浚西湖的同时!给

孩子#给杭州留下的一份精神遗产"

$静者不扰%!就是心无旁骛#专心做

事!不受名利的引诱和干扰"如果个人名

利在先!行事便会患得患失!不会有一往

无前的勇气! 更难以团结广大职工同心

协力!克服困难!完成大事"可是!当下有

些企业!领导成了$优秀党员%#$劳动模

范%的领受者"开始!不能理解"领导是管

理者! 这该是授给职工的

荣誉"后来知道!这与待遇

有关!有的层级的$劳模%!

可终身享受医疗免费" 这

是公开与职工抢待遇啊"

比起$静者不扰%的境界!相差多远&

我们庆幸!因为有了$静者不扰%的

精神!杭州乃至世界有了$西子姑娘%的

青春靓丽'我们也希望!

更多人能来传承发展

$静者不扰% 的精神!成

为建设美好国度源源不

断的推动力"

李 陈钰鹏

! ! ! !夏天过去了，等到白天越来越短了，
那么李子的当令季节便到了。

李，蔷薇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花
白色。主要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洲，
我国栽培的李大致有四种：中国李、红李
（亦称杏李）、美洲李及欧洲李（原产高加
索及欧洲）。李中的多数品种系自花不
孕，所以栽培时需配置授粉树。
《诗经》中已有“丘中有李，彼留之

子”的记载。李花的花期在
三四月，李花开时，若遇早
春瑞雪，略带粉红色的繁
英缀满枝头，呈现一派晶
莹洁白气象。中国古代的许多名人和李
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说道教的创
始人老聃，系摩耶夫人“从右胁生于李树
下”，一出生便灵瑞能言，指李树曰：
“以此为我姓”，于是得名李耳（据
《普照经》载）。又魏晋王戎自幼聪
明，七岁时与同伴玩耍，群童见道旁
有李子压树，即争相采摘，惟王戎
观而不摘，但曰：“道旁有李，无人采摘，
其味必苦。”众童食之，苦涩如言，皆诚
服。《灌园史》云：“桃花如丽姝，歌舞场中
定不必少，李花如女道士，艳霞泉石间，
独可无一乎？”是说桃艳李素，各有千秋。
李树的果实李子不像其他水果那样

一味香甜，而是五味杂陈：甘、酸、涩、苦。
说到李子的色相，那才叫
五彩斑斓，蓝、紫、青、绿、
红、黄、黑、蓝黑、黄绿……
放在桌上，俨然是一盘可
爱的桌球，有一位喜爱桌
球的诗人称之为“美丽的
斯诺克”。
尽管李子的味儿不仅

仅是甜，但李子的果糖含
量还是相当多的，所以李
子不宜于果糖不耐受者或
果糖吸收障碍者。李实除
大部分是水分外，尚含有
$%&左右的碳水化合物，
%'"&的蛋白质以及各种
无机盐和维生素，还有丝
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等氨
基酸。对于单独的维生素
而言，李子虽然不能体现
尖端值，但它们能提供一

个有利于健康的大包。民间流传着一句
谚语：桃饱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此
话固然夸张和过激，但这是人们的经验
之谈，不妨听之，食李须有节制。
欧洲把李子看作一种治疗便秘和帮

助消化的“家庭良药”，傍晚时将干的李
子泡软，到第二天早餐时分吃，可帮助解
决便秘问题，因为李子所含的植物性纤
维素和果胶能泡胀肠内难以消化的食物

纤维并激励消化功能。在
通过肠道的途中，还能把
各种废物和有毒物质带
走。

欧洲人（尤其是东欧人）善于把李子
加工成“焙制干李”——— 一种精致的水
果干。有一款被称为“李子太妃”的高级

巧克力干李，系传统的休闲食品，
对这种食品的生产管理非常严
格，欧盟规定干李最多只能含有
!(&的水分，要求作为原料的李子
必须是健康和无质量问题的，不

能有裂纹，不能有霉斑，以确保食用者的
安全和健康。

李树木很硬，密度高，很难干燥，收
缩率很大。心材有各种颜色的不规则条
纹，适合于旋制、雕制和抛光，主要用来
制作吹奏乐器、弦乐器的弓、容器的塞头
和刀柄，也用来仿制古乐器。

特殊的养子
周 颖

! ! ! !在我就读初二那会儿，爸爸
领回来了一个奇特的家伙。

记得那天晚上外头下着大
雨，那家伙刚进门时满身的泥垢，
瘦得皮包骨头，爸爸说：看到它很
可怜，所以想收养它。有点小生气
的是：感觉爸爸弥补了没有儿子
的遗憾，也分走了我部分的关心。
记忆犹新的第一顿饭，它狼吞虎
咽的样子，让我很是看不惯。

它身上有种街头混混的流
气，亦令我十分不喜。妈妈刚烧好
菜，它就偷偷用手抓着吃，为此妈
咪发了脾气，还动用了“家法”。但
当它那灵动皎洁的眼光一看你
时，你又会忍不住去怜悯它。一时

冲 动 的 维
护，也使我

多了个小弟。
关于小弟的名字，我和爸爸

分两派。爸爸将曾想的儿子名儿
“琦琦”给他用；我觉得这个小东
西挺有意思的，起了个“东东”。矛
盾再次出现在这个家庭。妈妈拿
不定主意，由
着我们比劲，
最终也在我的
撒娇兼无赖中
完胜，毕竟我
可是爸妈唯一的女儿嘛。
“谁起名跟谁”很好地阐释了

我和新收的小弟的关系。它简直
是超级黏我，成了晚上睡觉也要
蹭在身边的小屁孩，既烦人又让
人不那么孤独，还第一次体会到
了陪伴的味道。好吧，给它买好吃

的，分担照顾它的活儿，我都勉强
接受了。
犹记得它那年生病了，辗转

多家医院，讲是结石，要动手术。
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能做的就是
多挤出时间看望这个小弟，尽管

它有着与我相
似的个性———
讨厌住院、讨
厌孤独的感
觉，只要身体

能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为此，“东
东”的名字也离它远去，老一辈人
说取个贱名好养活，还真起了一
定效果，从此“小米”成为了它的
新名字。夏日复诊时，和表姐一起
拖着它去的医院，大汗淋漓后一
杯冰凉的茉莉绿茶味道至今仍记

忆犹新。
可能

是出院没注意保暖问题，它从感
冒到鼻炎。巧的是我也有鼻炎，真
真是亲如家人，有难同当了。喂
药、擦鼻涕、甚至还为了给它保暖
第一次编织了保暖马甲，可惜人
家不是十分喜欢也就作罢了。
回忆的阑珊里，它是每天早

晨呼唤妈咪起床的小弟弟，是饭
桌上向老爸汪汪撒娇卖萌巧言令
色的马屁精，是我晚睡在旁等候
陪伴的小跟班，是喜欢年幼孩纸
的爱心使者，也是倔强不忌口的
长期病秧子……我想我是真的喜
欢上这个特殊的养子了。习惯是
可怕的，而我知道，陪伴也是有时
效的。且行且珍惜吧。

朱
德
打
篮
球

王
泠
一

! ! ! !篮球 $)%*年传入中国的城市和学
校，很快就为年轻人所喜爱。$)%"年末，
!%岁的朱德从顺庆府中学堂（今南充二
中）考入四川省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
附设的体育学堂，他在学堂里掌握了熟
练的篮球技术。毕业后他到四川当地的
一所小学担任体育老师，训练同学们打
篮球、还经常组织学校间的比赛。不久，
为了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体育老
师朱德又进入了军校学习并成为一名军
事将领。$)!#年，朱德和毛泽东联合建
立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为了保持红军
的战斗力和高昂士气，朱总司令经常举
行体育活动，尤其是篮球比赛。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
有自己的报纸，叫《红星报》，总编就是邓小平。《红星
报》这样报道一场当年红军的篮球比赛———

朱德总司令最喜欢打篮球!他的球艺堪称一绝!能

攻能守!配合默契!传球快!投篮准!跨步#跳篮#断球都

有一套" 他为了言传身教!推动运动会的成功举行!跟

几位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士一起临时组成一支篮球队!

与红军二师五团的篮球健将打了一场友谊赛" 四周观

看的指战员密密麻麻!不时爆出热烈的掌声"当球传到

总司令手中!他突然以 !%"!反转!左拐右传!真是奇

观"当球又来到手中!他突破对方拦截!跳着投篮!球擦

板而入圈" 哨音响了! 评判员向朱总司令笑着伸出拇

指!宣布获胜"

朱总司令的表率，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由于敌人的封锁，红军的生活和物资条件是很艰

苦的。比赛使用的篮球是打下县城或中等城市缴获的。
有时候击溃“围剿”的国民党军大部队司令部时，也会
缴获敌人“军官俱乐部”的篮球等体育用品。红军战士
往往自己动手、就地取材，为体育比赛制作许多简易设
备，如篮球架最初就是用竹篾编两个圈绑在两边木桩
上；朱总司令后来又制作、加上了篮板。

$)(+年 $%月至 $)(*年 $%月，中央红军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他们仍然结
合练兵，因陋就简地开展体育运动。如长征到达遵义之
后，红军战士就同当地省立初级师范（现遵义十一中）
的篮球队进行友谊比赛；朱总司令亲自上场并屡屡得
分。比赛之后，师范篮球队全体队员参加了红军。
体育不仅是“扩红”即吸收当地青年积极参加红军

的手段，也是军队团结和统一战线的法宝。$)("年 +、
* 月间，朱德率另一支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到达
四川甘孜州炉霍县，准备过草地时，就曾和战士们一起
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运动。长征胜利
结束后，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庆典之一，就是
$)("年末在甘肃庆阳举行的全军运动大会。在陕北，
为了搞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红军的运动会曾邀请东
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项目有赛跑、体操、篮球、排球
等，关麟征部则赠送了红军一批篮球等体育器材。
朱总司令的篮球爱好一

直保持到他的晚年，并促进
了我国篮球的群众性普及工
作。如今长征胜利 #%周年，
朱德当年“每个小学都有篮
球”的理想已经实现！

父
亲
曾
在
!亨
生
"学
生
意

陈

奇

! ! ! !日前，看到夜光杯的
“非遗在身边”专栏谈到上
海老牌西服点“亨生”，做
一件西服需要 !%% 道工
序。笔者不由感慨万千，
想起了我小时候
父亲为我们全家
做衣服的情境：父
亲做衣服的特点
就是慢，做衣服一
道一道，非常繁
琐，我长大后才知
道，这些都是当年
他在“亨生”学生
意时留下的习惯。

父亲是 $)+,

年圣诞节那天从
宁波到“亨生”的。
当时学生意可没
有那么容易。先要
从打扫卫生、照顾
老板一家生活开
始。过了一段日
子，老板觉得父亲蛮勤快
的，所以提升他到店堂做
下手。每天一早，父亲就
要赶紧打扫好店堂里的卫
生，烧好开水，随后开门迎

客。有顾客到店，马上要
笑脸相迎，介绍生意。当
顾客选定衣料需要定制
西服时，父亲要赶紧拿出
皮尺，配合老师傅为顾客

上上下下量尺寸，
记下尺寸并记好顾
客信息。随后，把记
下的信息送到后面
工场。衣服做好以
后，父亲又要骑着
脚踏车把衣服送到
顾客家里试穿，并
记下顾客试穿的修
改意见再拿回来修
改。据父亲说，有时
试穿修改要跑好几
次，直到顾客彻底
满意付钱为止。
正如《“生活挺

刮”》一文提到的，
当时“亨生”可是上
海滩最高档的服装

店。父亲说过一件趣事。有
一天著名演员乔奇走进了
店堂，父亲马上热情招呼：
“乔先生，想看看什么料？”
不想乔奇看了看连连摆

手：“买不起，买不起。”
父亲告诉我，当时他

在店里负责进料，料子全
部是英国最高级的毛料，
而且某一种毛料只进一
匹，所以定制的服
装料子特点就是
远东地区当年独
一无二。现在我家
里箱子里有一套
西服，至今已经有 "# 年
了，但拿出来还是非常挺
刮不走样。再看西服式样，
紧身瘦腰但穿起来非常舒
服。这套西服背后还有一

个让父亲引以为豪的故
事。解放以后，父亲看到大
批苏联人来到上海，这些
人穿着的皮夹克名为斯大
林装，顿时成为上海服饰

流行款。于是父亲
积极动脑子，把已
经形成品牌的西式
化中山装改成西式
翻领式，样式如斯

大林式，定名为“青年装”。
老板觉得创意很好，马上
推出，顿时引来大批生意，
由此带出了当年风靡一时
的“青年装”。这款服装最
后一套老板一高兴，就奖
给了我父亲。

$)*$年，要求上进的
父亲离开了“亨生”，参加
了革命工作。听父亲说，
“亨生”老板徐馀章先生
带着几个老师傅和一块
“亨生”牌子，离开上海到
香港创业，据说在皇后大
道又发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