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众"垃圾也不小
王国章

! ! ! !楼道

门口一只

旧床垫放

了好久 !

问物业为

什么不及时处理掉"他们回复说实施垃圾分类处理后!

清理这类垃圾会增加费用! 想让丢弃的人承担这笔费

用!从监控里看到是一个女性扔的!但一个星期里询问

了楼号里几乎所有女性没有人认弃!只能拖着#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月 "日就要正式实

施了!实施的过程中肯定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对物

业从业者来说! 在实际操作中都有垃圾分类后增加清

运费用的担心' 原先一次清运的垃圾在总量不变的情

况下!细分后就增加清运次数!清运费也随之递增!因

为即使很少量的垃圾也是按一个单位标准收取费用

的!这对许多物业公司来说(不划算)#

这种担心存在于不同性质的物业' 以餐厨垃圾为

主的居住小区!床垫属于*小众+垃圾,

办公楼宇外卖产生的残羹剩饭!不应混

在一般垃圾!但分开归置一天下来可能

也就一个马甲袋的量!同属(小众+垃

圾- 如果让丢弃者承担处理费用!势必

会出现文章开头的情况!久拖不决!产生*存量+垃圾,

假如让物业承担费用!资金上又捉襟见肘!而对大多数

老旧小区来说困难更多&

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应的配套规定!对于*小众+

垃圾的处理给予政策帮助! 在清运的方式和频次上打

破目前以一个标准单位的方式! 鼓励清运企业和物业

之间协商!采用更灵活便捷的按清运量趸收,提倡物业

公司之间整合*小众+垃圾!请清运公司*打包+收取,或

者 *小众+ 垃圾的处理交主管部门作为精细服务的内

容! 根据辖区内的实际需求! 补贴清运费用统一处理

等&这将是件实实在在减轻物业管理单位负担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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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时候常在河边看一些玩伴比赛“躲闷子”———屏
住呼吸，比谁在水里待的时间长，其实这是一种潜水动
作，但它也曾是一种劳动方式：!"##多年前的中国已
经有了在海底采珍珠的“潜水员”；日本的采珠女叫“海
女”，现在由于珍珠的人工培育，已经不需要潜水采珠
了，不过作为旅游节目的“海女采珠”仍能在日本看到。
而不用呼吸装置的“自由潜水”已发展成一种体育运
动，水深的世界纪录已超过 $%#米。
从事潜水员职业的人，如今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因

为他们所操的工作被称为“世上最艰苦的职业”。深海
石油开采、钻探岛的建设及底部管道的敷设、改善焊缝

或其他维修工作的要求，都需要长时间
的潜水作业，这就带来了好几个问题。首
先是呼吸问题。由于潜水深度增加而造
成压力增大，空气中的氮气会渗透到潜
水员中枢神经系统的细胞里，从而造成
所谓的“氮麻醉”，所以通常改成水肺（一
种装着氦和氧的混合气体的气瓶，因为
氦的麻醉效应小于氮）潜水。
另一个问题是减压病。正常的大气

压是 &个巴（冲了气的汽车轮胎有 !'"

个巴）。而潜水时，深度每增加 &#米，就
会增加一个大气压，于是，血液溶解空气
的能力也增加；如果他们从深海回到海
面时的卸压太快，则溶解在血液和身体
组织里的气体会形成小气泡，从而阻碍
血液流动，重者会导致生命危险。因此，

潜水员在完成任务后，必须在减压舱里慢慢减压，实现
压力平衡，所耗的时间往往超过实际工作的时间。
为了减少压力平衡时间，人们发明了“饱和潜水

法”。先让潜水员在舱内加压，使体内
的气体完全饱和，这样就可以在深水
高压下工作很长时间，作业任务完成
后就可一次性减压出水，这是因为在
高压下待到一定时间，人体血液和组
织里渗入的气体便达到饱和，气体含量就不会改变。
随着石油工业和天然气工业的大力开发，眼下全

世界认为饱和潜水是所有艰苦和危险职业之最，只有
很少量的人在从事这类工作，他们经常必须在高压下
待上几十天，承受好几十个巴的大气压，在高压下，人
会觉得自己的骨头和骨头都在挤碰。由于一个作业任
务经常要分成多个工序，在工序和工序之间的非作业
时间就只能回到窄小的生活舱———往往用一艘专门的
船中某个舱室或某个压力容器，呆在舱内既拥挤又难
受，吃饭也有不少限制，一般不能吃太硬的食物（以免
损坏牙齿），也不能吃有异味或容易引起放屁的食物；
如厕和洗澡前后都要报告，由地面监控人员指挥行事。
生活舱内保持着 ()!的温度，潜水员穿短袖衬衣，下
水作业换成“热水服”，以保持正常体温。尽管如此，中
国的 &!名潜水员在南海超百米深水中曾创造了连续
生活 (*%小时、工作 $!+小时的海底油管更换纪录。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可持续地解决人类的能源问

题和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家园，深海潜水（尤其是饱和
潜水）永远凯歌高奏，后继有人。

把一封信写成散文的模样
庄 琼

! ! ! !《绿皮书》里的司机托
尼是个粗犷的人，基本是
跟浪漫啊、艺术气质啊之
类的词，无法联系到一起
的。却在钢琴家兼老板谢
利的指导下，从一个像写
“勒索信”的人，突飞猛进，
迅速得道出师，成了写信
高手。从家长里短，到优雅
而得体地赞美妻子德洛丽
丝：“有时候你让我想到一
栋房子，
一栋有着
漂亮灯的
房子，房
子里的每
个人都开心……”

这样文学地表述，是把
一封家书写成散文的模样。
我想起了我的通信时

代。敏是我的同学也是舍
友，毕业后，敏去了福州的
一家造船厂，我则在一家
外资企业上班。分开后，通
信成了我们彼此间最主要
的联系方式。每周总有那
么一两天，我伏在书桌
上———写信，展开信纸，在
第一行写一个“敏”字，打
冒号———

开头总是千篇一律，
“见信如晤”。有区别的不
过是“我今天加班做财务
报表”或“现在电脑录入做
账，工作量减轻了许多”。
接着，交代近况，看了什么
书、电影、公司福利、老板

吝啬、和同事相处、有什么
新鲜想法，等等。我的信相
对简单些，“届时”“有朝一
日”“总会实现的”“等我们
……”频繁出现在我们往
来的信件中，与其说是鼓励
敏，不如说，是在鼓励自己。
空闲时间，我喜欢看

敏写的信，我们之间总有
那么多的默契，她的文笔
很好，每次看她跟我回信，

都有种在读散文的感觉。
她的信读来有一种美。
敏刚去福州。我写信

给她：“朝夕相处了三年，
真舍不得你一个人跑那么
远的地方上班。”敏回信：
“吃再多的散伙饭，最后也
还是要告别，想问
你过得好不好，又
很怕听到你说‘不
咋的’……世界大，
生命长，不只与你
分享，林夕歌词不是也写
得这样浅白。”
有时候，困扰于千篇

一律的工作，职场上一些
同事间勾心斗角的事，跟
敏写信诉说。敏回信：“看
不透未来的时候，就努力
做好现在吧。职场生涯你
总会有不顺，甚至会遇到

几个让你感叹世道艰难的
坏人，但只有时间是你自己
的。握紧自己的时间，它是
你对抗一切的武器。我现
在工作即使再怎么忙，闲
暇时间也不忘看书，对文
字依然熟练，未曾荒疏。”
有一次，各地雨水颇

大那阵子，我写信问敏，在
福州有没有受影响呀？让
她出门要小心。她如此回

信：“今天
早上道路
积水了，
到公司的
时候，淋

得个落汤鸡，早上听广播，
说学校都放假了。这几天
的天空像是疯了一样地下
着雨。坐在二楼靠窗的办
公室，放眼望去，可见一簇
簇夜来香挤挤挨挨的，三
角梅、炮仗花开得正艳，此

时，若有一面蓝天
来配，看着就更美
好了，可惜没有。得
遂人愿的事，世间
不常有。”
敏上班的第三年就谈

恋爱了，男朋友是同单位
的，外省人，敏的父母希望
她找个闽南人，她妈妈让
我也帮忙劝劝敏，我写信
去劝敏。她回信：“……记
得老舍的《二马》里有这么
一句英谚：爱狗爱花爱小
孩，就是好丈夫。小狗要遛
弯剪毛教大小便，要大花
心血鞠育的，他能把那只
毛茸茸的小玩意，萌而软
的小身体养得那么好，证
明这个人是有爱的。”
后面也证实敏的选择

是正确的。结婚后，两人就
在福州买房安家，生一女
儿，生活过得活色生香。
那些年里，我和敏在

纷飞的书信中，曾扎扎实
实为我们彼此传递了快
乐，消弭了对生活的抱怨，
在纸端消磨过、享受过的
美好时光曾真实地存在于
我们的生活里。我能感受
到信件中那些抒写亲人之
思、青春励志的胸臆、幻
想、落寞、辗转难寐的故
事，想象着隐藏在书信背
后那张青春的脸庞。

把书信当成散文写，
也浸润着我, 让我的文艺
气质也爆棚了。至少我现
在用微信，也只关注美景、
美文或者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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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春节回乡，一家人呼
啦啦回到家中。大哥一直
在乡下照顾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的母亲，我们远在上
海，一年里只有过年时候
才回家一次。为了感激大
哥，我们回家后，便要大哥
“全天候”休息，我和妻子
来操持春节的一切事情。
回到乡下，自然要吃

柴火饭。乡下的薪柴随处
可得，光是枯枝败
叶就取之不尽。灶
还是土灶，锅还是
老锅———生铁浇铸
的铁锅，还是我当
年从供销社买回来
的，怕得有三十年
了吧？这种锅烧饭
不糊，炒菜不焦。柴
火饭好吃，最香莫
过于锅巴。饭烧好了，我和
儿子用锅铲争抢锅巴，不
想用力一铲，咔嚓一下，将
铁锅弄出了一个黄豆大的
窟窿，我一下傻了眼。大哥
在一旁笑着说，这铁锅可
是好几十年的老铁锅，怎
么经得起这么猛力的鼓
捣？儿子说，那赶快再去买
一口。大哥说，现在乡下哪
还有这种铁锅买哟。
那怎么办？只能请补

锅匠补锅了。补锅？大哥
说，三十年前还有串门的
补锅匠，现在去哪？
我忽然想起邻近屋场

的补锅匠。当年我当村委
会主任的时候，和他比较

熟悉。去试试看。
补锅匠年近 "%，正在

门口晒太阳。老朋友相见，
自然热情，闲聊一会，补锅
匠让我等着，自己去阁楼
翻寻工具去了，好大一会，
终于将工具找了出来：炉
灶，风箱，一只泥巴做的坩
埚和小工具若干。炉灶和
风箱已经破旧，上面布满
灰尘。他试了试，有些兴奋

地说，想不到 (%

年了，这劳什子居
然能用！
炉子支在门前

的树下，生火，加
炭，调整风箱。重启
炉灶补旧锅。好几
十年没有看到过补
锅了，尤其是年轻
一代，不知道是咋

回事，都围过来看热闹。于
是就有人开玩笑说：“补锅
匠，当年你儿子把你的家
什都丢后山沟里去了，怎
么现在还在你手上？”
补锅匠笑着说：“趁着

天黑，悄悄捡回来的呗。”
众人又笑，问：“(%年

没做过手艺，只怕手艺都
丢到九州外国去了吧？”

补锅匠乜了一眼，没
答话，眼里充满了自信。

炉火冒着青烟，渐渐燃
烧了起来。“开炉啰———！”
补锅匠高声叫着，拿出一
个陀螺似的坩埚，将它埋
在炭火中，又找出几块碎
铁片扔进坩埚内。我赶紧

去拉风箱，这时候，一位
+% 多岁的老娭毑抢先一
步，抓到了风箱柄。我一
愣，原来是补锅匠的堂客。
补锅匠的堂客曾经是

花鼓戏《补锅》里的兰英妹
子。《补锅》在三四十年前
因为李谷一在剧中扮演兰
英而风靡一时。补锅匠和
他堂客当年都是乡里业余
剧团的演员，那时候他们
还不是夫妻，她演兰英，补
锅匠演小聪，他俩
联袂演出的《补锅》
场场爆满，甚至还
进省参加汇演。剧
团后来解散，兰英
和小聪就结为夫妻。
“兰英”手扶风箱，跷

起兰花指，清清嗓子，忽然
就唱起来：

手拉风箱呼呼的响!

炉火烧得红旺旺

..

声音清脆嘹亮，立刻
获得满场掌声，人们鼓动
补锅匠，来一个！来一个！
补锅匠看到堂客开了

场，喉咙早就痒痒了，扯开

嗓子接着唱：
女婿来补锅!

瞒了丈母娘

..

炉火正旺，泥色的坩
埚烧得通红，犹如一只金
色的坛子。铁水在坩埚内
沸腾。补锅匠忽然一脸严
肃，整个心思又回到了他
的手艺上。只见他拿过锅
子，用尖嘴锤子敲掉漏洞
边缘的杂质，左手托着一

块厚厚的毡布伸
到漏洞下，右手操
起一把小勺子，快
速地从坩埚里盛
上一勺铁水，如闪

电般地倒在漏洞处，又闪
电般地拿起一个厚厚的墩
布，用力往铁水上一压，
“嗤！”的一声，锅里冒出一
股青烟，瞬间就将补锅匠
笼罩在缭绕的烟雾之中。
待青烟散尽，只见补

锅匠的脸颊已蒙上了一层
黑色的烟尘。补锅匠将铁
锅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
只见原来的破洞上，铆上
了一块补巴。补巴光滑平
整，用手摩挲，如抚搪瓷。
几个年老的长者凑过来摸
了摸，又用指头弹了弹锅
沿，侧耳听了听，伸出大拇
指夸赞道，到底是补锅的
里手，姜还是老的辣！

炉火依旧在熊熊燃
烧，补锅匠吆喝道：“谁家
还有破锅烂锅翁坛楼锅
么———免费补锅！”

叫了半天，没人回家。
谁家还用那种生铁浇铸的
铁锅呢？补锅匠似乎有些
落寞，坐在炉边发了一会
呆，炉子里的火依然红着，
他堂客唱着戏，风箱被她
拉得呼啦啦山响。补锅匠
望着堂客，忽然噗嗤一笑，
就像一个破涕为笑的小
伢，他操起补锅的家什，和
着堂客唱起来：

烧熔铁水来补锅!

小聪我心里笑呵呵!

..

七夕会

雅 玩

本版编辑∶史佳林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shijl@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52019年4月14日 星期日

/

郑辛遥
老人的潇洒# 不愿做的事$$$说记

忆不好%不想听的话$$$说耳朵不好&

红烧肉与减字谱
张艳阳

! ! ! !节日里要做点好菜，做菜有时
要看菜谱。中式菜谱里常有“葱姜少
许”、“油盐适量”等字眼，有的老外
会犯难：少许到底是多少？怎么才叫
适量？而会烧中国菜的人明白：这其
实是中国人的一种模糊哲学。
在我们古琴的琴谱里有类似的

表达方式。早期的古琴谱用文字来
描述动作，叫文字谱，后来有人发明
了“减字谱”，以汉字的偏旁部首加
弦名、徽位合成一体，表示左右
手的各种指法，省去许多文字、
减去部分笔画，却能让人更为
迅捷地明白。当然，对不懂琴的
人来说，它也许像天书或某种
密码。《红楼梦》八十六回中宝玉去
潇湘馆探望黛玉，见黛玉所看书上
的字自己一个也不认得，有的像
“芍”，有的像“芒”，也有“大”旁一个
“九”字又加上一勾，中间还添个
“五”字，也有上头“五”字、“六”字又
添个“木”字，底下又是一个“五”字
……说的便是减字谱，会弹古琴的
林妹妹接下来给宝哥哥上了一堂古
琴普及课。电影《笑傲江湖》中，至高

的武林秘籍也借
用了极具神秘感

的减字谱来表现。
古琴是弦乐，音高是由琴面上

的十三个徽（标记点）加以区分的。
早期减字谱记谱简单，叫简略记谱
法，比如琴谱上的四五、七八、八九
分别指四五徽间、七八徽间、八九徽
间，但两徽间有一段距离，到底是在
哪个位置呢？没有细说。此外还有像
“近七”是指靠近七徽；“八上”是指
八徽（朝右）上去一点儿，但怎样地

靠近？又上去多少一点儿？也没说。
直到清初《大还阁琴谱》后，简略记
谱法基本为徽分记谱法所取代，音
高明确到了几徽几分，好比是告诉
你烧菜的时候该放几两、几钱油和
盐。但减字谱记录的一直只有指法
并无节奏等要素，由谱成曲，必须经
过打谱这一再创造的过程。同一首
琴曲通过不同人的打谱和演奏，呈
现出不同的韵味儿，其间差别有大
有小，从中可以听出年代感和地域
感，更可以听到各人的学识与修养。

就像做红烧
肉，该放水
还是放酒？放多少？放哪些调料、用
多大火力？烧多少时间？没有硬性规
定，可以因人而异，于是中国大地上
有湖南毛家红烧肉、杭帮东坡红烧
肉，有无锡酱排骨式的，有苏州南乳
汁味儿的，有上海浓油赤酱还加虎
皮蛋的种种，家家户户更是各有自
己独特的家传味道，而万变不离其
宗的，是入口叫绝的好滋味。
当然，中国人善于留白，何

止是菜谱与琴谱？《易经》六十
四卦不能涵盖万物，却总结出
其共同规律；草书一笔连带数

笔，在是与不是之间让人赞叹；水墨
写意在似与不似之中，比实物更加
传神；“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
前”绝非七八个、两三点，“载不动，
许多愁”，愁已物化，多少自知……
每每翻阅琴谱，看到那些古拙

而意味深长的字符，都会不由得会
心一笑，没有说的不代表没有，因为
懂得的自会懂得，遵守的自然遵守；
给予自由让人学会自律，留下空白
是为了留下创造的空间，我们老祖
宗的模糊哲学还是很有道理的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