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年 $月 #%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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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龚建星星期天夜光杯·

上海男人咏叹调
李大伟

! ! ! !上海男人的养老金，好一点
的有三千多元，如果夫妻健全，有
五千元左右，在内地，可以过上
“舒服”的生活。内地城市化刚刚
开始，不过二千多元一平方米，落
户那里，总有故乡的亲切。早晨从
城东走到城西，不是老同事在打
拳，就是老邻居在遛鸟，或者老朋
友在打门球，总之，总有熟人与你
打招呼，“自我感觉良好”。晚上，
木桌灯下，老友对坐，一壶“夜壶
水”，两只鸡屁股，三杯落肚，四壁回
响，五（无）话不谈，六亲不认，那是
“醉驾”（最佳）状态。只有故乡，才有
亲友。上海老男人，带着老婆，每月
领取五千左右的养老金，回到乡下，
简直就是当年香港海员回上海，
全楼轰动，这就叫衣锦还乡。

待在上海，侬就脚骨弹琵
琶———抖豁。首先你必须为晚辈
着想，倘若是个儿子，婚房不是
第一套，而是第一债。上海的“唯
物”主义行情：十年前看车子，十
年后看房子，倘若想迎娶位上海
籍姑娘做“正宫娘娘”，婚房不是
公房，那是外来妹配置，必须是

小区：带围墙的，带绿化的，带保
安的，还要带敬礼的，最好带上
养蚊子的人造湖。由此产生的物
业费，在小县城可以雇个任劳任
怨的钟点工。儿子婚房最好与老
子共享一个小区，但不能在隔壁，
最好“一碗汤”的距离，从甲到乙，一
碗汤“温而
不凉”，古代
关公斩华雄
“酒尚温”，
那 是 虚 构
的，现代上海人“汤尚温”，却是
写实的。这碗汤不是媳妇端到
阿婆处，而是老子端到儿子处。
一碗汤的距离，就是便于小辈
免费搭伙的距离，便于寄放第
三代的距离，便于孝“子”的距
离；一碗汤的距离，就是方便啃
老的距离。上海最大的变化：从
孝子到“孝”子，从“养儿防老”到
“养老防儿”。

上海不愧为金融中心，发牢
骚都是金融词汇。倘若你不幸而
养个儿子，婚前，老子开“建设银
行”，放款购置婚房；婚后，老子开

“投资银行”，月月投资按揭———
数得清，还不尽。最贴切的墓志
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上海人的生活状态：男人将
就，女人讲究。男人理发叫剪发，
不过十元。女人理发叫美发，起
板百元。倘若美容，便是天价。老

婆拉皮，老
公剥皮。
相对整

体，美发只
是个补丁，

美女捎给你可能是个窟窿，买辆
私家车，往往是跑车，一动油如
水，不动，省得下汽油钱，省不下
养路费、维护费、保险
费，哪怕捡来的也养不
起。环线内的公寓，环线
外的别墅，任选一样，都
是房东兼房奴！
在苏浙，男人支配女

人；在上海，女人指挥男人。上海
男人不包养二奶，必须包养太太。
有个行业只招上海籍中年女性，
有个应聘者不屑，她回绝的口头
禅是：“阿拉老公养我。”她老公是

保安，该多累！有脸面的男人，不
仅包太太不上班，而且不干活，时
髦称谓“全职太太”：全天在家，不
是全职在家。全职太太不是给你洗
短裤的，而是给你做花瓶的，只上
厅堂，不下厨房。厨房是住家保姆
钟点工的事。

上海男人有幸娶了个太太，
不幸有些姿色，还有些情调，成
功的你，可能要过上不成功的日
子。很美的女人，可能让你过上
很霉日子，到迪拜购物，到日本
泡温泉，到芭堤雅晒阳光浴。

终于熬到五十以后，娘子刚
刚歇脚，儿子又成了累赘。我有

位会计朋友，六十开外，
至今在外奔波兼职多处，
一次坐公共汽车睡着了，
到了终点站，驾驶员回头
叫醒他，感慨地劝慰：侬
大概生的是儿子吧？
照理，女人比男人先老，但

上海男人往往未老先衰：眼角皱
纹，鬓角白发，一脸的苦菜花。他
们的口头禅：上有老、下有小，中
间有个不得了！

吟 乐 任海杰

! ! ! !年轻时喜欢吟诗，唐诗宋词，汉赋元
曲，只要是妙句佳辞，都会吟诵。而今，更
喜吟乐———音乐中的优美旋律，歌剧中的
咏叹调。平时在家休闲，小区散步，外出办
事，上下班，只要有兴致，都会吟上几曲，
独自陶醉，自得其乐，平凡琐碎的日子
也就变得有些诗意了。
很难忘，那回在上海大剧院欣赏了

由德国科隆歌剧院演出的瓦格纳四联剧
《尼伯龙根的指环》，与以
往在家听唱片看录像相
比，现场聆听有了更多的
发现和收获。比如，“指环”
中有两百多个主导动机，这次现场我对
“爱的动机”感受特别深刻，那是在“指
环”第三部《齐格弗里德》中的第三幕第
三场，齐格弗里德经过长途跋涉，冲过熊

熊火焰的阻挡，来到布
伦希尔德身边，将沉睡
的她唤醒，两人惊喜相
爱，唱起了爱情二重
唱，这时乐队伴奏中出

现了“爱的动机”，旋律幸福甜美、温暖如
春，听来让人心花怒放，爱意荡漾，一股
暖流涌遍全身。记得那天演出结束已是
深夜，但我仿佛感到满天霞光，一路吟唱
着“爱的旋律”回家。

后来发现，这个“爱的动机”还出现
在瓦格纳另一首作品《齐格弗里德牧歌》
中，那是瓦格纳献给睡梦中的妻子柯西
玛的生日礼物，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为

此曾感叹道：当那天清晨，
柯西玛在乐曲声中醒来
时，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女人。（瓦格纳在那天早晨

指挥 !"人的乐队为柯西玛演奏了此曲）
有好些日子，尤其是在临睡前，我

都会默吟着这段爱的旋律和爱情二重
唱入眠；早晨醒来，也会吟哼着它起
床，如此，一天便有了个好心情，一种
感恩之情油然而生——对天地万物的
感恩，对生命的感恩，对人间美好情感的
感恩，对音乐的感恩。
吟乐，不亦乐乎！

快乐余言短信
余惕君

! ! ! !所谓问题，只是
在你把它看成是一个
问题时，那才是。有
时，解决问题的最有
效方法就是不理会问

题。这需要有“放下”的心态，更需要有明“白”的悟性。
谨慎于事，谨慎于言，谨慎于行，谨慎于心，谨慎于

意。九层高台，垒于细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见微知
著，防微杜渐，谋求于无形之中，成就于无迹之处。
“正”字，“止”于“一”。“万法归一”，“一”乃至善所

在。人要有正思、正念、正见，有了正见，对时空便能认
知，对人我关系便能明察，对事理因缘便能明白。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超然物外，淡泊宁静，人
生的价值应在当下实现。对外掌握“有为”的艺术，对内
享有“无为”的境界。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
所谓“成功”，就是在合适的时候，与合适的人在一

起，用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人要顺势而为，因势利
导。人要与时俱进，改变自己，超越自己。

随缘，不是随波逐浪的认命，而是一种对内在智慧
的发掘。随缘，就是在综合评估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寻找
合适的途径，采用合适的方法，最终达到目标的实现。
能耐也是能够忍耐。小到事情，大到事业，有各种

坎坷和困难。为此，要意志
坚定，既要有“忍”的度量，
也要经得起各种考验。笑到
最后，才是最终的胜者。
任何事情，都包括因、

缘、果。凡事要“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因上努力的过
程中，我们需要善于分析，
并整合各种“因”，使之成
“缘”，并最终结“果”。

“求”有外求和内求，
外求是求钱财、求名利，内
求是求修养、求心安。有人
上求下索，那是贪财；有人
上下而求索，那是悟道。

随不是跟随，不是随
便，是顺其自然，是把握机
遇，如此便能不怨尤、不慌
乱、不强求。幸福不会自己
从天上掉下来，果上随缘
的前提是因上努力。

激发学生写好字之兴趣
宋连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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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泱泱中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五
千年文明源远流长，汉文化博大精深。一
个“大”字便可窥其一斑。国人喜欢“大”，
因为国人的审美观是以大为美。
在现代化建设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思维定势中的一个“大”字如影随形。
一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那么，随后就
会出现一连串的国际大都市；一讲发展
经济，就是搞大市场、大物流、大卖场、大
消费；一谈文化建设，就是大剧院、大讲
堂、大散文；一说起改革，就是大集团，因
为不大就出不了规模效应，更无法做大做强；搞社区就
要搞大型社区；即使电视剧的结尾也要整个大结局；谈
西游记叫大话西游；玩彩票也叫超级大乐透。凡此种
种，人们喜欢“大”，就像喜欢大锅饭一样。

汉语中，有关“大”的成语一大把，且褒多贬少，而
与“小”有关的成语或词语中则是贬多褒少。如小家子
气，雕虫小技，连报刊杂志也有大小之分；一旦某人出
手不够大方，便断言人家搞不大。简而言之，“小”字是
遭人鄙视的。

都说国人喜欢往大城市里挤，“北、上、广”当是首
选。不过，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商业繁荣，消费方便也是
事实，但生存起来很是艰难。也许有人以为大公司都在
大城市$其实世界著名的公司如硅谷、苹果、微软、惠普等
公司都在不足 !%万人的小城市、小地方。股神巴菲特更
是一辈子在美国中西部的小城市里指挥他遍及全球的
投资。可见创造奇迹并非在于城市的大小，而在人。
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城市都不大。如瑞士的苏黎世，

奥地利的维也纳，德国的杜塞尔多夫，丹麦的哥本哈
根，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等，都是小城市，人口大多不超
百万，但很宜居。
在欧洲，很多小城市都保留了以前的城墙，即使是

城市扩容，也不会把老城拆掉。而在中国，城市长得都
一个样，百年以上的老建筑已很难看到。当然，我们的
城市漂亮，霓虹灯花哨、炫目，很亮，远远超过纽约和巴
黎。国人以此为荣，可殊不知已经受到了光污染。

大江东去浪淘沙，小桥流水有人
家；大气谦和，大肚能容乃做人准则，
但不能唯大；大手笔、大作品，令人心
潮澎拜，但短小精悍的小文也可励志；
登大雅之堂的佳丽可羡，但小家碧玉

同样可爱；船大经风浪，船小好调头；小节不可拘泥，但
成功往往取决于细节。微博虽小，能量则不可小觑。
一次外出，途经一城，看到一条“森林中的小城市”

的标语，令我兴奋不已。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提出
这样的城市定位实在是有定力、有魄力的体现。
由此联想到在百花园中，桂花大概是最小的花了。

它的花体那么小，花姿不成朵，却拥有幽远的香味。它
用生命的香味去占有空间，而不是靠花身的体积。
俗话说，青山无大小。凡事贪大求全未必成，所谓

大而不当是也。

和之随想
周侠民

! ! ! !提孩时，知道那在蓝天自由飞翔的
白鸽叫和平鸽。
上学后，又知道嘴里衔着橄榄枝的

白鸽，象征没有战争，天下太平。老师让
我们用“和”字造句，答案最多的是“我和
妈妈、我和同学、我和我的祖国”。随着知
识的增长，慢慢知道“和”除了作连词，还可
以当动词、形容词，如和面、和泥、一人唱万
人和；和蔼可亲、风和日丽、和风细雨。
“文革”时下乡后，参加文艺宣传队

接触音乐，略知和声之美
妙。不过，那段岁月里“和”
字似乎不太吃香，好像
“斗”是使用率颇高的“主
题词”，如“与天斗与地斗
与人斗，其乐无穷”，然是否真乐，只有斗
过之人心里最清楚。而“和事老、和稀泥、
一团和气”之类是要被批判的。

近年来，适逢盛世，一个“和”字，频
见视听，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家庭都
在讲“和谐”：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
谐社会、和为贵。这倒勾起我的学习兴
趣，搬来一堆工具书，埋头探究。一查方
知鄙人才疏学浅。原来，“和”的本意与音
乐密切相关，右边的“口”并非是“嘴巴、

人口”之意，它的本字是个象形的“龠”
（读乐）字，是指几个管状的器物上的孔
发出的好听的音调，后经简化，成了
“口”，旁边加了个“禾”，既表示“和”的读
音，又组合成一个新意，即为“谐”意。和谐
一词，后字实为前字的注释。中国字是表
意文字，外国人难学，不仅是因为字里有
几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积淀，还
因为中国字是带“翅膀”的，想象的翅膀。

和，是侗族大歌中几十个姑娘同时
唱出的和声，妙曼飘逸，宛
如天籁萦绕山谷，此音只应
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和，是《黄河大合唱》
波涛翻滚、澎湃汹涌、排山

倒海、奔腾呼啸、一往无前、势不可当。
和，是流水淙淙、松涛阵阵、虎啸马

嘶、鸟啼虫鸣。
和是平安、和是稳定、和是康宁、和

是协调。
和，是天地人合一，万物友好相处。
再读读那个“和”字，一边是歌舞升

平，一边是丰衣足食，这不就是大家盼望
的盛世吗？
一个“和”，携手两个文明，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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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是“母亲节”，我
想到了妈妈和她的哲学。
哲学是一门比较高深

的学问，把它和我妈妈联
系起来，那么，知道我妈经
历的人多会哑然失笑。

妈妈生于乱世，!&'(
年妈妈小学三年级
时，日本侵略者的
铁蹄踏到了她的家
乡绍兴柯桥小镇，
粉碎了妈妈的求学
梦。!&)&年工作后
虽说也上了几天扫
盲班，但由于忙于
上班和家务，最终
“中小”（中等小学
程度）都没毕业。
如果能把生活态度理解
成一种哲学，我得益妈妈
的“哲学”多矣。妈妈从小教
育我们说的一句话是：

“（我们老百姓）力气用用会
再来的，藏着也是浪费。”

小时候我并不理解
这句话的意义。上过体育
课的次日，妈妈有时会
问：“昨天用了力气，今天
有没有小一点呀？”懵懵

懂懂之中，我慢慢
体会着力气用了
会再来的道理。记
得有一次不愿去
买 !) 市 斤 番 薯
（当时每市斤粮票
能购 * 市斤番薯，
属紧俏商品，在粮
店 不 是 每 天 有
的），妈妈也不生
气，只是在次日要

求我到粮站去购 +" 市斤
大米（由于以前最多买过
+%市斤的粮食），自然有
点吃力。回家后妈妈说：
“你昨天存的 +% 市斤力
气，今天用上了没有呀！”
我忽然省悟，明白了妈的
“哲学”，以后在学习中想
起母亲的话，很少偷懒。

中学毕业后去农村，
我尽管体力不强壮，但也
尽力而为。后来到了工
厂、公司，工作岗位变动
不少，借助妈妈的“哲
学”，没有不胜任的。记得
刚踏上某公司的销售岗
位，由于不擅当时被认为
销售的基本功———烟酒，
不被领导看好，被安排负
责浙江省十一个地级市
（区）中距离较远、面积较
大、经济较穷的金华、衢
州、丽水三地区。许多人

为我打抱不平，而我想的
是，权作我喜欢的“免费
旅游”吧。后来苍天有眼，
让我打开了当时的县区
市场，我又被调回了公司
销售科。有时在工作交叉
岗位，只要有时间，我并
不计较多出点力，总是按
照“力气用用会再来的，
藏着也是浪费”做的。

我想这是妈妈的“哲
学”———“（我们老百姓）
力气用用会再来的，藏着
也是浪费”给我的意外收
获。我已准备将妈妈的
“哲学”传授给儿子，让其
代代传承。

戴英獒
先拔火罐后针灸

（外国球队）
昨日谜面：拦住去路
（三字汽车名词）
谜底：前进挡

郑辛遥

看得见的叫路!看不见的叫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