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清明的怀念

责任编辑：殷健灵 B!!"#!年 $月 !日

星期一

!"#$%&'%&'(()&*)*+#)*,

-.小时读者热线：/0--11

椰枣与婚姻
!新加坡" 尤 今

! ! ! !雅都阿兹是我在沙迦 （!"# !"$%&'"）
认识的一名阿拉伯人，彼此谈得投缘，他
热诚地邀请我上他的家去。
庭院很阔，庭院里那株椰枣树因此枝

繁叶茂地长得非常尽情，红彤彤的椰枣，一
大串一大串满树疯长，充满了醉人的激情。
我仰着头看，心驰神往地想，如果把那甜腻
的香气封存起来，就是一坛好酒了呀！
雅都阿兹微笑地说：“我父亲把椰枣

当维他命，每天吃几颗当早餐，现在，年
过七旬，依然精神抖擞，健步如飞哪！”
说着说着，不知怎的，他的眸子，忽然变
成了秋天的阳光，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浪
漫，声音也不自觉地掺进了蜜糖：“莎菲
尔会用椰枣做很多甜品呢，等一会儿你们
就可以尝尝了。”
莎菲尔是雅都阿兹的未婚妻。阿拉伯

人的家庭凝聚力特强，知道有客人来访，
一家子都坐在大厅里等着了。雅都阿兹一
一介绍：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我嫂
嫂、我妹妹、我弟弟，然后，他停在一名
女子面前，说：这是莎菲尔。此刻，他的
眸子，又变成了秋天的太阳。
莎菲尔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雅

都阿兹个子魁梧，有一种顶天立地的伟岸，
长手长脚，皮肤是热情澎湃的古铜色，有着
那种令女性倾倒的粗犷和俊朗。但是，莎菲
尔毫不起眼。她瘦，平胸直腰，像一根孤苦
伶仃的稻草；她腼腆，未语脸先红，像个忘
记长大的小女孩。雅都阿兹二十八
岁，而她，十九，还在求学。他俩是
父母做媒撮合的，去年刚订婚。
很难想象任职于国际贸易公司的

雅都阿兹在这日新月异的 ( 时代，
居然还愿意由父母安排自己的婚姻大事！
对此，雅都阿兹持有独特的看法：“一

见钟情的自由恋爱，像水流湍急的河，水哗
啦哗啦地流，激起无数白白的泡沫，很美
丽，也很刺激，可是，旱季一来，便干涸
了，那种激情，是经不起考验的。细水长流
的婚姻，需要的不是激情，而是感情；感
情，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上的。
激情会淡化、会消失；可感情却像辽阔的大

海，海是永远也不会干化的。”
雅都阿兹和莎菲尔订亲之后，两人很少

单独出去，常常都是一家子集体同游的，他
幽默地把这种相处方式看成是“浸濡式的恋
爱”。他以一种深思熟虑的睿智说道：“婚
前，倘若用心去爱，能爱一生；如果用性去
爱，只能爱一时。”顿了顿，又说：“恋爱，
是两个人的事；婚姻，却是一家人的事；妻
子，必须和家人培养起一种水乳交融的亲密
关系。”

我们在聊天时，莎菲尔和他的
妹妹们不断地进出厨房，端出了许多
用椰枣做的点心：椰枣软泥糕、椰枣
馅饼、椰枣炸丸子、椰枣蒸粉团……
每一样都做得十分精致，十分可口。

雅都阿兹一边吃一边说：“一般水果摘
下之后，放置一久，就会糜烂腐坏，然而，
椰枣却十分特殊，它的味道，会随着时间改
变，不是变坏，而是变甜；放得越久，味道
越甜，最后，简直就像是固体的蜜糖，甜入
心坎！”
啊，莎菲尔，不正是雅都阿兹心里的一

颗椰枣吗？当我这样想着时，雅都阿兹正看
着莎菲尔，眸子，好像是秋天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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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父亲的老同学们相约聚会，地点定在杭州———
半个多世纪前他们求学的地方。
父亲的大学，对于父亲的意义除了一张迟到近

)*年的文凭，一顶右派帽子之外，唯一的收获便是
拥有了一群能够证明他“曾经辉煌”的同学。
每一次聚会，母亲都比父亲本人更为热衷。她认

得父亲的几乎每一个同学，知晓他们的经历和家事。
母亲常常被父亲的老同学们比作《天云山传奇》里的
冯晴岚，《牧马人》中的李秀芝。
进入古稀之年，父亲显得比同龄人衰老，经常神

游天外，步履飘忽，不知所云也不知所往。偶尔会叮
嘱我几句：不要乱说话，外头坏人很多，乱说话的人
要被捉进去的。
“乱说话”令父亲半生坎坷，由此而带来的阴影

始终挥之不去。一本封面已然残破的《内科学》成了
父亲这位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生唯一的专业书，工厂
的医务室成为父亲平反之后发挥专业的领地。退休
之后的几次同学聚会，从医院退休的
老同学们常常要塞交通费给自企业退
休的父亲。那份好心常常令我感到尴
尬，但我知道，那是老同学们给予父亲
个人的人生馈赠。

大学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日，当
同学们穿着白大褂穿梭在医院长廊里
的时候，父亲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在工
厂的车间里劳动，接受所谓“改造”。半
生职业生涯里，他结交的大多是爽朗
叽喳的男女工友，他在他们中间生活
得粗鄙而放松。
老同学们常常说，你爸爸那时候

写文章像鲁迅，你爸爸很聪敏的……
我和妹妹听了常常相视偷笑。我不记得父亲会

写文章，他似乎也解答不了我们的数理化习题。他的
医学常识是用来帮助外婆管理阉鸡
的。他会在外婆买的阉鸡的鸡冠里塞
药片，让鸡断绝欲望，老老实实地等待
春节前的末日降临。妹妹咳嗽不止的
时候，父亲会给她打针。此外，他会做

好吃的葱油饼、菜饭和粢饭糕……
今年的聚会设在杭州城南一家酒店。这一场聚

会，同学们吃得不多，说得也不多。所有的爱恨恩怨
都了无痕迹，老去的容颜，哭笑莫辨，却都慈祥着。我
坐在父亲的老同学席伯伯身边。席伯伯出身洞庭席
家，曾担任过本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院长。在父亲入
住医院治疗心脏病期间，每天都会去病房看望，给了
父亲“我的朋友胡适之”般的荣耀。
忍不住，问了席伯伯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我

爸爸，读书的时候到底聪敏吗？”
他回我，毫无犹疑地：“当然聪敏的，不聪敏哪能

会得做右派？”
忽然鼻酸。想起自己一度在心里埋怨父亲不够

聪敏，因而没有给我好的基因；不够圆通，以致不能
给我的人生以更多的指点……

散席之后，席、鲍两位老教授建议去西湖散步。
自毕业之后，他们就进入专业领域，一路坦途，早已
功成名就。此刻，两个人穿着轻便的休闲服，背着双
肩包，步履轻松，犹如少年人。望着身边衰老的父亲，
不觉黯然。好在，母亲与我扶持着他，令他的人生不
至于如他的职业生涯一般凄然。我们选择了车游，司
机很体贴地绕湖而行，对于这个留下过他最美好也
最不堪之记忆的城市，父亲迷迷糊糊地在问：这是哪
里啊，不像了啊，这个地方我不认识。
回到上海已经华灯初

上。父亲说，这一天，像在
做梦一般。
只要他愿意，我会陪

他参加每一次的聚会。只
要有时间，我会参加每一
次我的同学聚会。

由定生慧 萧博梦圆
恽甫铭

! ! ! !“青灯一盏桃园里，素纸几卷烂柯
人。”出生于 +,-.年的萧博/卜秀勤0

在绘画的道路上已走过了 -*多个年
头：痴情丹青，由定生慧，焚香沐手，默
默地面对画案，画着自己喜欢的画儿。
为了画好仙佛仕女，她节衣缩食，硬是
“在古人堆里转了一圈”：到博物馆观
摩、看展览，上文
庙、逛书店、淘画
册、买古书，遍访名
家。只待孤灯下品
味心仪已久的唐伯
虎、任伯年、费晓楼、钱慧安以及张大
千、冯超然、陈少梅、郑慕康的宗教人
物画精品。于是怦然心动，夜以继日地
心追手摹，不知不觉临摹了上千张作
品！在萧博的画室里，笔者饱览了她积
累了 )*多年的一卷卷精品力
作。那几可乱真的仿古画、散发
书卷气的扇面画以及浩浩长卷
《仿八十七神仙图卷》《五百罗
汉图卷》以及近作《春江花月夜
诗意图卷》……让我惊叹不已。难以想
象，萧博能有如此巨大的定力和旺盛
的精力！

萧博在绘画方面表现出来的执
拗，被有些人讥讽为“画痴”。然而
“画痴”这个雅号却得到海上名家吴
野洲的鼓励：“貌痴者，艺必工也”。
在吴野洲、沈剑南等恩师的教导下，
非科班出身的萧博扎实地苦练内功，

画艺精进。吴野洲称赞女弟子萧博的
“仙佛、仕女开相甜美，神态高雅，眉
目顾盼，含情脉脉，秀发如真，体态万
千，古朴典雅中见时代气息，大不易
也。”程十发看完萧博 12米的《五百罗
汉图》长卷后，连呼“难得！”当场题
写了引首。刘旦宅肯定萧博的画“线条

功夫扎实”，“颇
有神韵”。萧博的
仙佛仕女画于是在
沪上声名鹊起。

从 )**- 年开
始，她出版了《图读观音》《萧博扇面集》
《图读历代才女》等画集。“这些画集圆了
我艺术人生的三个梦想，这就是仙佛系
列梦 、扇画系列梦、才女系列梦。”现在，
她又开始圆第四个梦想，绘制“春江花月

夜诗意图”。在用 ++张 11!+*.34

宣纸连接起来的画稿上，笔者看
到了 51个女子在月色溶溶的春
夜里，操着二胡，弹着琵琶、月琴，
吹着芦笙、横笛、洞箫……歌着、

舞着，相聚在杨柳依依的江水岸边。萧博
告诉我，为此她做了 +)年的功课：吟诵
名诗《春江花月夜》，品读诗的内涵和意
境，找模特拍了几百张照片的素材，画了
一批“春江花月夜”扇面……如今，当我
们欣赏这曼妙图景，品味“春江潮水连海
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时，将会得到何等
美的享受！

阿安 周定中

! ! ! !阿安已经不在了。
阿安看上去精瘦的，都说他

像老版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情
报处长。自从大楼建成，他就做门
卫，他是那种典型的上海产业工
人，听党话，领导说的都是真理，
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阿安有好人缘，在安保部，员

工文化普遍不高，阿安就是鹤立
鸡群了，他字写得好，也能写些
会议记录、工作总结，在工人群
体中，有点文化就会受到崇拜。
有时队长不在，他似乎就是二队
长了；大楼里上班的员工骑车的
多，阿安有修理自行车的本事，
员工车坏了总会有求必应，员工
谢他，他只是笑笑说：“应该、
应该”，每到年底评比先进，票
数总是最高的。
人们想象不到的是阿安有他

非常勇猛的一面，一连两次在半
夜逮到翻墙进来的流窜犯。我也
纳闷，这么个“情报处长”是如何

会逮住年轻力壮的流窜犯的，我想
大概是阿安的气势吧。我说，以后
晚上巡夜也要保护好自己呀，他只
是笑笑说“不怕、不怕”。
阿安和我是上下级关系，也是

老兄弟，是心知肚明的那种，阿安
没有啥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品尝
茉莉花茶。我节假日值班比较多，

只要阿安在班上，总是老规矩，拿
着一小罐茉莉花和一壶刚烧好的开
水，来我办公室，给我泡上茶，也
没啥话，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
里总在想：好善良一老头。那一天
办公室里会有让人头脑清新的茉莉
花香。
那年阿安六十了，我说，安兄

辛苦一辈子了，回家享受晚年吧。
他不语，半天才说，能再做做吗？

儿子还没出道，在单位做多少还能
对家里有些补贴。之后我再也没有
对他提过此事。一年半后他与我说
儿子去一个媒体上班了，一脸的喜
气，摸出一小包茉莉花茶，说给你
值班时泡茶吧。我说会想你的，经
常来坐坐。哪知不久听说阿安生大
病了，还做化疗，我急了，打电话
给他。他声音有些虚弱，我说安
兄，要挺住，好人有好报，好一点
喝花茶。他说，“一定一定”。
阿安好了有两年，有时天气好

他会来单位看望哥们，也来看我，
气色也蛮好。忽然一天我在外办事
回来，安保们拉住我一脸阴沉地
说，阿安来电话了，说大概过不去
了，和兄弟们告别。我说不出话
来，心想阿安此刻大概在走向天堂
的路上吧，那里的茉莉花会永远开
着的。

罪与罚
陆其国

! ! !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
大学者顾炎武有三个外
甥，分别叫徐乾学、徐秉
义、徐元文。清季进士有
三个等级，一甲赐进士及
第，录取三名，分别称状
元、榜眼、探花，合称
“三鼎甲”，徐氏三兄弟即
是这样的“鼎甲”，可见
学问也不凡。不过顾、徐
甥舅关系并不热络。由明
入清的顾排斥清朝，
而徐氏兄弟都在清朝
为官，彼此政见自然
不合；再加上人品差
异，比如大外甥徐乾
学热衷跻身达官显宦，就
很让顾瞧不起，几乎不与
这个外甥往来。
但不管怎样，徐氏家

学渊源毕竟有目共睹。就
以徐乾学来说，清代史料
笔记 《世载堂杂忆》 记
载，徐乾学“有子五人，
皆翰林，孙陶璋，状元”。
徐家重视书香传承由此可
见。徐乾学五子中有一子
叫徐骏，打幼小时起就
“最凶顽”，所以家里专门
为他请了一名家庭教师。
家庭教师是名穷秀才，上
课时对学生很严厉，不好
好念书还会用戒尺教训。
“最凶顽”的徐骏可没少
挨惩罚，他也因此对家庭
教师恨得牙痒痒。后来终

于寻到机会，用毒药毒死
了这名尽职的家庭教师。
史料没有交代徐骏犯罪后
受到怎样的惩罚，只知道
他后来“幡然醒悟”，努
力读书，终于考试“登
第”。
如果徐骏曾被判刑坐

牢或受到其它惩罚，史料
应该会有交代。但从徐骏
行迹看显然不像有此经

历。于是杀了人的徐公子
像没事人一般，该读书读
书，该考试考试，该登第登
第，这就是清代社会的乱
相。此时正是雍正朝。众所
周知，雍正朝的“文字狱”
令朝野惊骇。放浪不羁的
徐骏大概做梦也不
会想到，有一天，人
人闻之色变的“文
字狱”突然降临到
了他头上。徐骏有
时也喜欢附庸风雅吟诗作
词聊以遣兴，这一天他乘
兴作了首诗，其中有这样
两句：“明月有情还顾我，
清风无意不留人。”一般人
写了也就写了，其他人爱
读不读也不会上心。但不
知是不是和徐骏的为人有
关，反正偏有人和他较上
了劲，对他的一言一行格
外关注。这不，那人从徐骏
的这两句诗中品出了“反
动思想”，马上向上告发，
说“明月”和“清风”分明是
暗指明朝和清朝。再联系
一个“有情还顾我”，一个

“无意不留人”，其“思念明
代，无意本朝，出语诋毁，
大逆不道”的呼明去清的
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于是
徐骏很快遭到逮捕，“交刑
部按实治其罪”。“按实”就
是查明真相，一听要查明
真相，徐骏稍稍放下了心，
他想自己根本无意诋毁清
朝，他在清朝考试登第，是
本朝的既得利益者，就这
点论，他也不会和清
朝过不去。想到这一
点，徐骏顿时觉得有
了底气，何况他对自
己的辩才又很自信，

在他看来，那些污蔑之词
简直经不起一驳。史料上
说开堂审理徐骏案那天，
他上堂时神态“昂然自
负”，全然没把审讯官放在
眼里。

然而，当升堂开审，
徐骏定睛看到审讯
官“年未过三十，
俨然（像被他）毒
毙之教师也”，顿
时方寸大乱。受此

惊吓，原先准备好的辩词
一下子都忘到了爪哇国。
毕竟毒死过家庭教师，他
的潜意识里岂能没有“罪
孽”感？徐骏到底心虚，
便觉得“手足失措，神智
恍惚，承审所问，逐条承
认”。接下来的事情就好
办了，“口供画结，奏明
处决，一时传为因果之
报”。当时也有人将此视
为上帝对作恶者的惩罚，
毕竟戕害人命罪责难逃。
由此看来，徐骏因“文字
狱”获罪也许罪不当罪，
但罚诚该罚！

! ! ! !明日请看一篇

#褪色的校徽$

纪昀二题
徐天一

! ! ! !沧县觅纪批苏诗未

得怅赋!

披岚拂晓觅云踪!

牵我心魂有二公" 五阅

琼章风涌洞!! 三批彩

墨句涂蝀"" 丰神自摄

峨眉绿! 秀骨胎生蜀客

红" 秋水长天无鹤响!

百金难买玉玲珑"

注：#指纪评《苏
文忠公诗集》!纪昀自
乾隆三十一年至乾隆三

十六年，五年间五阅苏
诗。"纪昀用墨朱紫三色
笔批点苏诗。

纪昀故里崔尔庄

一枝烂漫翠凝香! 转

世灵光出此庄" 韵启毛诗

三百首#! 笔倾沧海九河

汪!" 花中嘉岁蜂餐蕊!

野上鸣条韵逐囊" 信有文

章任驰骤! 酒旗风暖少年

狂"

注：#崔尔庄古属直
隶河间府，为毛《诗》发
祥地。

!河间古郡属于黄河
入海的九河故道。

走路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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