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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赏樱花踩兰花想到的
谢丽娟

! ! ! !一周前! 我随几位老同

志饶有兴致去顾村观赏樱

花! 进入顾村公园后立刻感

到空气清新! 我们都相继深

呼吸几次" 我们为了不轧闹

猛!退休的就让着上班的!此时樱花节的鼎

盛期已过!但还是有些较密集的樱花

可观" 残花凋落处!可见白色的和白

里透点淡红的花瓣洒落满地!像是花

瓣编织的地毯!煞是好看"

在顾村公园里!花的品种很多!有

白玉兰#紫玉兰#紫藤萝!还有许多认不得名

称的花"同时进入视野的大片的草地!却显得

狼藉不堪" 花草地里有堆蔟或零星的紫色花

十分凌乱"我向园林工作人员请教!得知花名

称谓是二月兰!并告知何故如此!原因是观花

人潮践踏所致"

顾村公园为了维持好秩序! 组织园内工

作人员 !""名!保安队伍 !""多名!公安民警

!""名!据说还有武警 !""名" #""名的队伍

几乎整天在大声叫喊$%不要践踏花草! 不要

进入花草地拍照&'但面对数以万计的人流还

是难以招架!据统计!最多的一天游客流量已

达 $%&!万人&

为了观赏樱花! 让大片的花草地被践踏

得不成样子!唉&都是花与草呀& %二月兰'为

%观赏樱花'而作出了牺牲!园林工人的心血

也被%糟蹋了'"

观花已过一周! 但似乎心灵曾被踩踏而

难以平静"让我想起了众所周知的两句话"一

句是!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自然而然随

着上去"当今!人们都为国民经济总值已上升

到世界第二位而高兴! 但上海的精神文明却

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第二句是!良好的环境

可以熏陶人!此话虽不无道理!但以顾村公园

的环境而言!空气清新!树绿#花红!处

处是美景! 却因为人们的热情观赏而

糟蹋了环境"换言之!精神文明水平低

下! 人们难以共同维护造就的物质文

明!甚至相反"

说到这里! 我也想代部分游客说句 %辩

解'的话!即%人太多了!我们是被挤进花草地

的& '看来!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还是需要

%科学筹划和管理'! 最简单的办法是园方进

行%限量调控'"

愿这种现象引起有关人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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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人对动手能力
强的人多有赞誉，称
“多面手”。我看，杨忠明
完全有资格承当这样的
赞誉。
十年动乱时，上海有不少老作家

相当孤寂，生活上也有诸多困难，青春
年少的杨忠明却不避嫌疑，经常去“遗
老遗少”们家中跑跑腿，递递消息，学
问方面也多有请益。他与陈巨来来往，
不仅得窥篆刻门径，还听他谈旧上海
文坛的奇闻逸事。他刻印钮则是向陆
明良学的，无论避邪还是螭首，都能
刻得生动传神，凛凛威风，虽不足方
寸而呈大唐气象。不少篆刻家以为是
雕虫小技，他却刻得不亦乐乎，甘当
印坛方家的绿叶。陈巨来在形势有所松动时喜欢为文

艺界朋友治印，出手相当
慷慨，需要有钮式的印石
就嘱杨忠明去加工，一刻
就是十多方，说明陈巨来
对杨忠明是非常认可的。
后来，刘旦宅还为杨忠明
题了“二杨并妙”的匾额，
等于把他与康熙年间的
寿山石雕艺人杨玉璇并
列，但杨忠明有自知之
明，从不对外自夸。
事实上，杨忠明在传

统书画艺术被视作“四旧”
的荒唐年代里，刻印钮不
仅偷偷摸摸，也是相当辛
苦的，远不及今天篆刻家

那般潇洒。他告诉我，即使到了七十年代末，香港人请
他刻一方印钮，报酬也只有区区几元钱，所费时间却要
一天多。“但我觉得蛮开心，这等于给我机会练把式
嘛。”他说。
杨忠明向年龄相近的陆康、陆大同伯仲学书法绘

画，还经常去陆澹安、郑逸梅、钱君匋、陈左高、朱大可、
叶露渊、魏绍昌、苏局仙等先生府上请教艺事，关起门
听他们畅谈旧上海的故事。所以杨忠明也积累了一肚
皮旧上海的故事，经常在新民晚报撰写饶有趣味的文
饭小品，前辈文人的风范与市民阶层的智慧，如涓涓细
流滋润读者心田。去年锦绣文章出版社推出一套老上
海丛书，其中就有他的一册《雅玩》，许多年轻读者看了
大呼过瘾，想不到旧上海的文人这么会玩，玩出了情
调，玩出了文化。
近几年来杨忠明又刻起了紫砂壶。以紫砂壶为载

体表现书画艺术，由陈曼生开先河，由此文人介入越
来越深，紫砂壶的艺术价值也由此水涨船高。但一般
而言都是画些花鸟鱼虫小品，题一两行清丽诗词或佛
家偈语，而杨忠明却别出机枢，参照香烟牌子、老照
片、广告画、月份牌、旧报刊杂志所表现的老上海生活
即景，删繁就简，巧妙布局，以线描手段摹写并刻划出
弄堂游戏、风味美食、市井风情、老街剪影以及老茶
馆、老饭店等世象百态。第一批共 !!把紫砂壶有个总
题目""《上海老风俗》，选择的紫砂壶也是井栏、半月、
龙蛋、乳钉、牛盖莲子、洋筒壶等空间适宜、便于表现
的款式。刻成烧好后，我看到了一幕幕老上海市民社
会的生态，活灵活现展示在五色土上。不光画面是他
自己创作的，连文字也是他自己书写的，斗蟋蟀的场
面被他写作“秋声”，炒米花爆响的瞬间被他形容为
“闻香如故”，已经消逝的市民在静安寺看涌泉的场景
被他提升为“海上旧梦”，而
黄浦江上出没风波里的摆
渡船，经他概括为“同舟共
济”，卖糖炒栗子居然也有
说词：“金栗引香”……
这样一来，传统的紫砂

茗壶，因为承载了老上海的
记忆和杨忠明的书画艺术，
就注入了海派文化的因子，
丰富了紫砂艺术的文化内
涵，更堪把玩啦。

古代官员买房难
刘 亮

! ! ! !如今，不少人都热衷考
公务员，不是因为工资有多
高，而是其附加值令人艳
羡。可是在古代，官员们是
享受不到这种福利的。
唐宋时期，房价也并

不低，而官员的俸禄却极
为有限。白居易 !#岁就高
中进士，可他在京城长安
任职二十年都居无定所。
于是，他无奈地吟诗叹道：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
处可安身。长羡蜗牛
犹有舍，不如硕鼠解
藏身。且求容立锥头
地，免似漂流木偶
人。但道吾庐心便
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位居“唐宋八大家”之

首的韩愈，名气很大，官职
也更高，他在长安为官三
十余年，官居京兆尹，相当
于首都市长，还兼任吏部
侍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然而，就是这样的
省部级高官，在晚年才买
了一处小户型住宅，但他
却很知足：“始我来京师，
止携一卷书。辛勤三十载，

已有此屋庐。此屋岂为华，
为我自有余。”
“诗圣”也买不起房。

安史之乱后，潦倒的杜甫
在亲友们的帮助下，盖起
了一座简陋的茅屋，终于
有了一个栖身之所。可不

料一场大风不期而
至，紧接着，连阴雨
也悄然到来，狂风
卷走了他屋顶上的
几层茅草，屋顶不

断地漏雨。杜甫长夜难眠，
感慨万千，他挥毫写了著
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后来
不得已只能住到一只破船
上了此残生，过着“亲朋无
一字，老病有孤舟”的生
活，他发出了无房者的强
烈呐喊。
宋代的住房问题也没

好到哪里去，宋仁宗一朝

的宰相杜衍，一生两袖清
风，没钱买房，一直住在朝
廷提供的房子里，退休后
直到去世都只能借居在政
府提供的“廉租房”里。苏
轼曾任正部级高官，按说
应该“不差钱”，可他在京
城却没有自己的住房。苏
轼的儿子结婚时，做父亲

的都没钱为儿子购置新
房，最后只得借一位好友
的房子才把喜事办了。苏
轼的恩师欧阳修，是北宋
初期的文坛领袖，他在朝
廷为官更久，历任翰林学
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
要职，竟然也一直租房住，
他曾向友人写信诉苦：“嗟
我来京师，庇身无敝庐。闲
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
他长年蜗居在一条小胡同
里，是当时典型的“租房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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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春到武昌，少不了登
黄鹤楼、赏武大樱花、吃武
昌鱼。然而，鱼没吃到，反
倒吃了一餐“忆苦饭”。
朋友说，现在各地饭

店菜肴大同小异，故来个
特别推荐：东湖边的“九大
碗饭庄”。
这家饭庄建在

湖面之上。二层楼的
餐厅，全部是木结
构。而房间则是环形
的，中间的天井是湖
的延伸部分，水中的
水车转动时，会带
来习习凉意。餐桌
是八仙桌，凳子是
鲁迅笔下的长条
凳，给食客营造出
一派古朴、传统的农家氛
围。菜肴全是家常菜，全用
大铁锅烧，全用大碗盛，故
而以“九大碗”名之。
第一道菜是大碗炖鸡

蛋，上面还浇了点猪油。在
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道菜全
国人民都吃过，且很多情况
下是用来招待客人的。记得
小时候，每当生了病，母亲
就会炖上一个鸡蛋
给我补补营养。有
时，为了能吃到炖鸡
蛋，免不了还会装装
病。现在想想有点可
笑，也有点酸楚。不过，如今
这道菜基本从家庭的饭桌
上消失了。
第二道菜是猪油渣炒

大白菜。这道菜的出现，让
我想起了很多往事。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食用油是
配给的。每户每月一共只
有一二斤。所以，那时母亲
买猪肉时，总是买膘厚的。
买回家后，先将肥膘切下，

放在铁锅里熬，熬出的猪
油盛在瓷罐里，待吃面、炖
蛋、炒饭时搁上一点，很
香；而去油后的猪油渣则
用来炒大白菜，真是香味
扑鼻，令人垂涎欲滴。几十
年过去了，没想到能再次
品尝这道菜，很是感慨。

第三道菜则是
野菜米糊。印象中的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
少，蔬菜少。那时家
人经常到郊区农田
里挑野菜，洗净后便
放在米糊里一起煮。
米糊是白色的，野菜
是青色的，色面很好
看，也不难下咽，但
就是吃不饱；后来，

家中的大孩子就吃青菜叶
子烧面疙瘩，耐饥一点。当
然，与现今饭店的“海鲜面
疙瘩”相比，则完全不在一
个档次。
至于后上的那几道柴

火烧豆腐、锅巴稀饭、地瓜
圆子等，看着似曾相识，但
还是有所改良。那时的地
瓜多的是，但没有糯米，且

少油，所以，这道菜
做不了；锅巴也有，
但等不到做稀饭便
早就下肚了。那年
月，只求吃饱，不求

吃好，根本没有什么“富贵
病”；不像现在，想吃啥就
吃啥，且去粗存精，好中求
好，可偏偏吃出个“亚健
康”。看来，古人所言“食不
厌精”还是很有道理的。
一道菜一个故事，记录

着曾经的“苦难”岁月。于
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便怀着一颗包容之心，借此
将碎片般的记忆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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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听了一次由沪港国际咨询集
团“江南清韵”评弹沙龙主办的“吴文
化赏析”讲座，主讲者是评话大师曹汉
昌、吴君玉的高足周明华先生，他的演
讲使我初识吴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
历程，获益匪浅。

相传三千余年前，商周之际，位
于今陕西歧山附近的周太王的大儿
子泰伯$太伯%、二儿子仲雍为了顺应
父王的意愿，主动让贤三次，把王位
继承权给予了老三季历。泰伯、仲雍
兄弟二人经长途跋涉，来到东南吴

地，在太湖边的梅里$今无锡梅村%落脚，受到那时尚
未开化的当地土著居民拥戴，建立了吴国，国号“句
吴”。“吴泰伯”也成了吴国的开山鼻祖，由此诞生的
“吴文化”以“温、良、恭、俭、让”而起步。泰伯在吴国
推广养桑、养蚕、兴农耕、修水利，使吴国有了殷实的
经济基础。

从公元前 &'(年，由伍子胥作为总
设计师来建造姑苏都城，虽然历经朝代
更迭、战乱纷争，苏州古城却依然保留着
精致、玲珑、典雅和大气的特色。难怪乎
苏州评弹团团部所在地光裕公所的神坛供祭的是吴
文化的创始者吴泰伯，在每年正月二十四和十月初
八，泰伯的生日和忌日，评弹老艺人都要隆重公祭。

著名弹词演员徐惠新曾说，你在苏州街上漫步
时要特别当心。说不定你在街旁长椅上一坐，就坐
在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坐过的地方；你在
小桥流水旁一立，就立在书画名家唐伯虎、祝枝山
站过的地方。的确，苏州是文人荟萃、名流辈出之
地。中国封建社会共出了 )**余个状元，苏州一地就
占了 &(个。吴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历史和人文底蕴，
因此苏州园林才会那么精致，苏州评弹才会那么优
雅，那么动听，这就不足为奇了。

冬游漠河
何鑫渠

! ! ! ! 今年新春去漠河
旅行，想印证一句话“旅
游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
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身居江南的我就
是为去体验漠河冬季极端最低温度零
下 &!+,摄氏度，我出发前请教去过漠
河的朋友需要出行的装备。我花 '***

余元，买了能抗零下 (* 多摄氏度的外
衣裤、棉毛衫裤、帽子、靴子、手套。我
坐火车从上海出发到达哈尔滨是凌晨
五点，零下十八摄氏度温度给我们一
个下马威。但进入旅社，室内暖
气一会儿让我们感到温暖无比。
那天阳光普照，我们逛中央大
街，此时哈尔滨的朋友便带我们
进入商场享受暖气使我们体会
到寒冷是在松花江上，寒风刮来，裸露
的脸便会疼，我们只能倒着走。漠河离
哈尔滨还有一段距离，温度还要低不
少，虽说我们已做好准备，但心里还是
有点担心。不想当天晚上九点坐车去
漠河，进入车厢，暖气扑面，听老乘客
说以前的火车，旅客的座位下藏着煤
就是为保证车上的温度。

翌日，到漠河后立
即坐汽车，不到一小时
到了目的地。我见北极
村房子有点像社会主
义新农村。进入村民家

里住宿，见室内温暖如春。炕很热。第二
天早晨听说昨晚又是小雪（漠河几乎天
天下雪，但当地雪多为如细沙般的干
雪），温度达到了零下 (!摄氏度。我注
意到年轻的房东，只穿了衬衣，外出披
上一件毛衣，就到邻居家串门了。我们
自然不敢如此“大胆”，但在室内实在是穿

不上外套，外出前必须到室外冻上
一二分钟，回到室内穿上外套。

我们去更向北的、更原始
的北红村。北红村有大面积的
草地、田园。青草间绽开着无数

叫不上名字的花朵。真正的最北的村
庄，至今还没有通上电。我见在露天牛
棚里身上结满了霜冻的牛在悠闲地吃
草，而全服武装的我们也不觉得冷。那
些住在低矮的泥墙房子里的村民会冷
吗？我好奇向一户村民打听，他们采用
暖墙供热，室内很热，虽然室外的温度
很冷。但在室内，我们是真正享受到了

南方享受不了的温暖。
这就是旅游带来的

快乐。

孟凡祥

佯作开弓

（四字物理名词）
昨日谜面：南京，南京
（美国地名）
谜底：小石城（注：

“京”之南，为“小”；南京，
又称“石头城”，简称石城。
面为影片名）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 ! ! !合理，合情，合法。
说到底，人是讲理、视情
和服法的。合理最为重
要，事要办在理上，讲在
是上，落在原则上；合情
也很重要，要讲实情，要合民情，还要人
情（情理、情理，理在情中，情于理中；合
情合理，合情才合理，合理也合情），这自
然对大多数人而言；合法，则是在法和规
则上站得住脚，一视同仁而主要
针对无理、无情而又无法的人。理
为上，情、法兼用或进用而各有所
长。

在不常见的友人之间，尽管
不能时时想着他人，但愿能够经常想起
他人，尤其是所谓的凡人、弱势之人、有
难和需助之人。
当好人做好事，也得讲究代表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
是最广大和绝大多数
人，那种只对少数人乃
至个别人好而实质损害
绝大多数人的好，是坏

不是好。二是根本利益，如果眼前的好、
暂时的好是牺牲长远和根本的好，也是
不好。
万事总有不能随意、随愿时，能随
势、随缘也就罢了。随的成分多
了，主观的东西少了，心态也许会
平静和好些。只是随缘不能随恶，
随势不能随劣。
有时随口、脱口而出的一句

话，看似不在意、不经意，却常是一辈子、
一肚子想说的话。不经意、不经常，却经
典。不在意、不在乎，却在心。说者在心，
闻者在意，才好。

杨忠明刻上海老风俗紫砂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