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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彩票的公益性
公 差

卖菜的安徽王婶

告诉我! 一位亲戚买

彩票!花光打工积蓄!

又借了 !万元 "打水

漂#! 竟想卖肾还债!

所幸被及时制止$王婶道%"彩票害人$ &

媒体曾报道!有单位的财务买彩票!一心

想中大奖! 多次挪用公款! 结果东窗事

发!锒铛入狱$

我不禁沉思%目前!中国博彩业是公

益事业!有体育彩票'福利彩票等!收入

用于公共体育和群众福利$ "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青少年

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 项目!

从 !""#年至 !"$%年!以中西部

贫困地区为重点!共支持资金 &%

亿元! 建设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 !'!(

个!接受服务的孩子超过 #亿人次$苏州

!%#%年至 !%##年!销售福利彩票 )*亿

元!为地方筹措公益金 '亿元!使用近 !

亿元!用于养老服务'爱心助学'防灾减

灾等 *""多个公益项目$这样的好事!为

什么会被王婶骂为"彩票害人&呢(

我以为原因有二%

一是!彩票公益性宣传大大不够$报

纸不断有中奖新闻!还有)博彩&'"幸运

玩彩&等专版!什么"! 元可中 $'"" 万&

啦! 什么 "生日号中

(!! 万&啦'什么"瞬

间*刮+来 !'万#啦 !

等等$ 仿佛买彩中奖

率很高很高!而)公益

性#却不着一字$连我家所在居民新村的

健身设施旁!树立的宣传牌上都只是)中

国体育彩票玩法简介#!而没有标明设施

就是彩票公益金支持的$

二是!对于彩票博弈的一面!也就是

风险性警示不够$媒体频频宣传)中奖#!

)老彩民坚守获大奖#!)新彩民

幸运得大奖#! 煽起彩民的赌博

情绪$ 本来!单注彩票的金额很

小!假如抱着支持公益'中奖开

心'不中亦欣然的态度!本来是

无风险可言的$ 但某些人一旦将买彩票

视同赌博!沉湎其中!就会失去理智地疯

狂投注!)久赌必输#造成悲剧$

为了中国公益性彩票健康的发展!

我认为!彩票的管理部门'媒体舆论!应

大力宣传)彩票是公益!欢迎来参与# 和

)彩票非赌博!买彩宜量力#!引导彩民正

确'积极地参与公益性彩票事业$公益性

彩票对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巨大! 它让我

们的生活更和谐美好! 支持彩票事业是

光荣的!但请端正态度!量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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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少一点伤痕，多一点
的掌声；少一点寒冷，多一
点的温存……”这首承载
着上海世博会台湾馆多少
珍贵回忆的主题歌———
《台湾心跳声》，想来每一
个曾亲临现场的观
众至今一定仍难以
忘怀！

上海世博会举
办期间，享有“小而
精、小而美、小而
巧”盛誉、人气超旺
的台湾馆，由于场
馆展出面积仅 !"#

平方米，每天预约
参观人数无奈控制
在 $%%%人左右。半
年的展出，只有约
&"万人次有幸一睹
芳容，太多的人只能望馆
兴叹，抱憾离去。

好在圆梦总有梦缘
时。'%(%年 (%月 )$日下
午，一顶来自宝岛的大红
花轿抬进台湾馆的城市广
场，将以 $*"###亿元新台
币中标的台湾馆“迎娶”到
素享“台湾硅谷”美称的新
竹市，其强力主打的主题
是———“如果你错过了上
海世博，就一定要来新竹
看看”。
历经两年时间，如今，

台湾馆已神奇地矗立在占
地 $*+公顷的“新竹市世

博台湾馆产创园区”内，并
与四周的国际会议中心、
文创馆、科技商务区、观光
饭店等组成了一个富有创
意的“主题公园”。
眼下的“台湾硅谷”，
带有浦江气息的世
博台湾馆无疑成了
城市的最新地标、最
亮名片。身为“台湾
馆产创园区”的核心
设计人员之一、新竹
清华大学的汪教授
谈起自己城市的变
化，微笑着侃侃而
谈：台湾馆落户新
竹，使城市迎来了久
盼的新机。如今桃园
机场一下飞机，只要
坐约 ,%分钟的高铁

就可抵达新竹。有意思的
是，高铁“新竹站”现可直
呼“世博站”，这既好记，又
颇有象征意义。

作为上海来的客人，
最为关心的是新竹台湾馆
与世博台湾馆究竟有何异
同？主人的一番介绍，使我
对此有了一个全新认识：
新竹人始终坚持世博台湾
馆的“魂”。这“魂”便是台
湾建筑大师李祖原的设计
理念———“山水心灯”，以
此弘扬宝岛民间习俗“放
天灯”的祈福文化。而台湾
馆的“新”，体现在独具匠
心融合当地特色，首创了
“一心轴八亮点”的立体视
觉。只见心型的展馆坐落
在 +米高的基座平台上，
平台上种植的“台湾桂
竹”，整体意象与“新竹”地
名相呼应。从台湾馆一路
延伸，与科技商务大楼、市
政府中心等 #座地标建筑
物共同打造出属于新竹的
香榭大道。而令人更感兴
趣的是，新竹台湾馆在传
承传统与高科技融和的基

础上，创新运用 -./与扩
增实境技术，在屏幕上把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结
合、互动，将“万蝶飞舞”、
“海洋守护”、“台湾创意”、
“自然永续”与“民间艺术”
等多种影像，照映在“台湾
之心”的球体与心灯之间，
使得台湾馆在昼夜的不同
时段都有不同的
魅力风情。

从外观看，新
竹台湾馆给人最
大的印象是长大
了、长高了，由主展馆和天
灯馆组成的主题馆，面积
约为 ((0%% 多平方米，比
世博台湾馆大了十多倍。
高 )层的主展馆的一楼为
大厅，二楼是展演空间，三
楼（二楼楼顶）起建为天灯
馆。现今的天灯馆长、宽、
高各约 )$ 米，全球唯一
的超巨型双层球体构成了
&)%度全天域剧场。整座
台湾馆除了原汁原味地呈

现台湾人文、自然风貌及
生态之美外，还加入许多
文化创意的新元素。
走在新竹的大街随意

采风，#%1以上的新竹人
对台湾馆都充满了期待。
高科技园区的陈先生倍感
兴奋的话语最具代表性：
“'020年就想带全家去上

海观看台湾馆，可
那段时间几乎天
天加班，实在挤不
出时间出行。现在
好啦，台湾馆来到

了我们身边，我这个发烧
友也要像大陆同胞一样，
半夜排队，争抢第一。”
离台前从台湾媒体获

知，新竹台湾馆还未正式
开放，岛内外，尤其是上海
地区预约行程的旅游团体
早已跃跃欲试，预计一年
的参观者将突破 200万人
次。捷足先登，先睹为快，
这正是新竹台湾馆十足的
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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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蓝色多瑙河》无疑是最为普及、最受欢迎的乐曲
之一，在音乐会上，它亮相频率也最高。然而，一位乐
队演奏家慨叹道：“在短时期内反复演奏《蓝色多瑙
河》上百次，简直是一种痛苦！”演奏家这种“痛苦的体
验”一般乐迷不可能有，但假如在同一时间持续欣赏

同一类型的音乐，有时的确也会产生单
调乏味的感觉。所以，我尤其喜爱那种
奏唱兼备、风格多样的综合音乐会。可
惜，不论现场演出还是播放碟片，这种
综合音乐组成似乎并不多见。

去年过生日，孙女投我所好，从美
国给我捎来一款 34456 74,。于是，我花
大半个月的时间，整理“库存”碟片，精
选自己最喜爱的、不同类型的声乐器乐
曲六百余首存储其中，编成专辑，尝试
实现我的“综合音乐会”梦想。

我的那些碟片很普通，但我把古典
的和现代的、高雅的和通俗的、艺术的

和流行的、外国的和民族的来个兼蓄并收，倒真的构
成了一部内容五花八门、风格百态千姿的可爱的“大
杂烩”。所选的曲子虽只是乐海一粟，但
随机播放的程序变化无穷，组成的“综合
音乐会”也就不计其数了。当金戈铁马的
《威廉退尔序曲》与宁静深邃的《沉思》夹
杂奏响，激越高亢的《今夜无眠》与优雅
缠绵的《我住长江头》交替入耳，感觉真的奇妙极了！

我还存储进去不少特殊素材，像伴有混声合唱的
《(#()年序曲》和交响乐伴奏的中文版混声合唱《蓝色
多瑙河》，都别具风味。而许多乐曲如《月光》《天鹅》
《幽默曲》《圣母颂》等多种演奏、演唱方式的版本，更是
“一人千面”，缤纷如画。童声歌曲从来是我的最爱，所
以在我的“综合音乐会”中必不可少，那清亮纯净的童
音天籁，足以把心情漂洗得晶莹剔透，一尘不染。
我的“综合音乐会”每天“开演”早晚两场。
按照家庭的分工，早餐归我张罗。于是，我先戴上

耳机“启动”综合音乐会，然后烤面包、冲咖啡、煮鸡蛋
……吃完早餐，整理餐桌、洗刷餐具……都在顶级的乐
队和歌唱家的“助阵”下完成，单调机械的家务活，变成
了轻松愉快、“手舞足蹈”的赏心乐事。晚上睡前，斜倚
床头，闭目养神，任由小蝌蚪精灵低吟浅唱，松弛我神
经，哄我入梦乡。
有的时候，我还会为自己“加场”，这或是为了专心

欣赏，或是当心灵需要淋浴的时候……

!传国玉玺"与!官印制度"

徐梦梅

! ! ! !秦始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
玺”，不仅代表了王权用玉的最高等级，也是
我国“官印制度”的滥觞。
玺印出现在西周时期，春秋战国使用较

为普遍，当时主要是作为经商中交流货物的
一种凭证。有一些出土的战国古玺上刻有司
马、司徒等文字，类似官印，但尺寸大小和材
质都不一样，很不规范。
《说文解字》曰：“玺，王者之印也。”从秦

代开始，玺印成为当权者的权力象征。秦始皇
还另琢了六方玉玺，史称“乘舆六玺”。即：皇
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
之玺、天子信玺，分别用于处理杂凡之事、赐
诸侯书、发兵、征大臣、应对外事和祀鬼神等
不同日常政务。由符节令丞掌管，是实用印。
秦以前玺印尊卑共之，“民皆以玺玉为印，龙
虎钮，唯其好。”秦以后玺印分开，“天子独称
玺，又以玉，群下莫得用。”
《说文解字》曰：“印，执政所持信也。”秦

始创“印绶”，以规范官印。自丞相、太尉到郡
守、县令都由君王在任命时授以用金、银、铜
等不同材质铸的官印，印钮上穿以不同颜色
的丝带，合称“印绶”。看到“印绶”便知官阶，
官印须随身佩挂，丢印即丢官，那时是认印不
认人的。秦末天下大乱，会稽郡守殷通召项

梁、项羽叔侄共商应变之策，项梁令项羽拔剑
取下殷通首级，乃“佩其印绶”，自封为新郡
守，行令各县，“得兵八千人”。汉承秦法。秦汉
官印上刻的是职务，如“右司空印”（秦）、“琅
邪相印章”（汉），称为“官职印”。
隋唐以后，官印制度不断完善。官印一律

为正方形，官印的尺寸与职务大小有关。如宋
代规定枢密、三司及尚书各部为两寸（相当于
现在的 "厘米），节度使署为一寸九分，以下

各级衙署为一寸八分。“官职印”一直沿用到
宋末，“穆桂英挂帅”指的就是把一颗“官职
印”挂在身上军中称帅。隋唐开始出现以官府
名称为印文的官印，如“广纳府印”（隋），“中
书省之印”（唐），称为“官司印”。
宋之前，帝王所授之印除罢官等需要收

交之外，升迁、告老等大多情况印随人走，均
无须上交，不利管理也浪费资源。南宋时开始
“众官一印”。此时“官司印”也逐渐成为官印
的主流，印章日趋大而重，无法再随身佩挂。
于是取消印钮，在印背当中铸一直柄，以方便

握拿钤盖。“印把子”的说法因此而来。铁打的
衙门，流水的官。授官印即拜印，罢官即摘印，
辞官即谢印。到了明清时期，官印制度已非常
成熟，由礼部专管，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铸印、
司印、监印和用印规定。
值得提及的是：秦代开始的国家七方最

高等级官印，两千多年来任凭世事变迁，却无
甚变化。秦后历朝历代都祈求获得“传国玉
玺”，以昭示王权神授。即使得不到的，也会琢
一方有“受命”之类文字的玉印，以象征王权，
作镇国之宝。唐武则天时，因“玺”与“死”谐
音，遂改“玺”称“宝”。似乎所有朝代都琢有类
似“乘舆六玺”的实用玉印。现藏北京故宫，由
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五方帝王用印中，就有
“大清受命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之宝”、
“皇帝信宝”、“天子行宝”、“天子之宝”、“天子
信宝”等七印，分别用和田碧玉、青玉或白玉
琢成，完全是对秦始皇玉玺的一脉相承。
从“传国玉玺”衍生出来的“官印制度”一

直根深蒂固地沿用至今，人们总习惯把大印
和大权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
特有的文化现象，可专题研
究。本文只是把其作为对中国
玉文化探索中的一个细节，挂
一漏万的简述而已。

!猴哥"外传
张馥楠

! ! ! !蚌埠市京剧团乐队里有位打鼓佬姓
孙名俊宏，认识他的人都说，这个孙俊宏
跟一般人不一样。
咋不一样？你瞧，别人读书看报念文

章，遇到读不准音的字便一溜而过，他却
要咬文嚼字，非弄个明明白白方才罢休。
“文革”时期，谁出门都带
上一本“红宝书”，而他却
偏偏带上一本《新华字
典》，瞧见标语口号他要查
查字典，看看可有错别字。
他翻烂的工具书有十几本。你要问他一
个汉字，他会把字典往你手里一放，告诉
你具体的页码。不信，你查一下，准没错。
我和俊宏交情颇深，由于他比我年

长几岁，所以热乎地叫他“猴哥”（他姓
孙，人们都管他叫“孙猴子”）。剧团里拉
二胡的王金启喜欢带把花生、弄点白干
和他对酌。醉翁之意不在酒，两盅下肚，
峰回路转，又扯到汉字的读音上去了。
猴哥的书信往来频繁，昨天给某广播

电台一封信，举出一堆声母、韵母、字调；
今天又收到某编辑部的回函……连央视
的国嘴在信里都恭敬地称他“孙老师”。
孙俊宏退休后，曾被滁州日报社请

去担任夜班校对。一天，他在评报栏上看
到有人用红笔将报纸上的“杨州”改为

“扬州”，而这一版恰恰是
自己校对的。猴哥看到，犹
如当头一击，羞得他巴不
得一头钻到地缝里，悔恨
手中的红笔没有把它“点”

出来。如此差错真是无颜见人。于是他躲
进斗室，把门一闩，哭将起来，边哭边掴
自己的嘴巴边说“可耻”。一个时辰下来，
对镜子一照，两个腮帮子肿得跟馒头一
样。他又急奔到照像馆拍了一张“纪念
照”，放大了贴在这张报纸上，写上“终生
耻辱”四个大字压在玻璃板下。
天有不测风云。不知咋的，猴哥患了

急性病毒性脑炎，住进了传染病院。在医
院，他的病床正好对着走廊上“盥洗室”

的牌子。弥留之际，他时而
昏迷，时而不安，像是有什
么重要的事情还要交代，
众人均迷惑不解。王金启
不愧是知音，他顺着俊宏
的视线望去，恍然大悟：是
对着他的那个“盥”字错了，
里面应该是“水”字，不是
“木”字……

话刚落音，猴哥微微
点了点头，渐渐闭上了眼
睛。就这样，他没有带半点
遗憾安详地离开了人间。

!江南 !"#$%"三不宜
郑启五

! ! ! !《江南 89:56》迅速走红。
这个生吞活剥半中半英的表述

正在大行其道并约定俗成，继
;<3、=/>、?@A 以及 ?B 等等英
语缩略字母词批量渗入汉语之后，
89:56居然以整个英语单词的形式，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汉语方阵，
令我们的语言学家还来不及呛声，
就这么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地面对着
这个“音译加不译”的生猛的外来夹
生语进入了汉语。

在我看来，《江南 89:56》的翻译
有三不宜：
首先是让英语单词直接植入汉

语过于恣意。
其次，开创了“音译加不译”的

表述流行模式，为今后类似语词“翻

墙入室”做了榜样。
其三，混同乃至颠覆了“江南”

的汉语原意。“江南”在汉语里有很
强和很鲜明的意指，韩语发音的地
名 =CDEDC7其实音译成“姜南”或

“疆腩”更有韩味，它有效地与中国
“江南”有一个明显的区隔。

“江南 89:56”最初有人翻译成
“江南范”，但“江南范”虽简洁但无
力，不仅拗口，而且语义不详，很难
阻止“江南 89:56”的癫狂风行，单一
的“范”字释放出的语感很难在第一

印象中立马让人理解所要表达的
“风格”含意。

也许，就是因为“江南范”直译
的疲软，导致了“江南 89:56”马蹄声
声，踏遍大江南北。

笔者觉得，在直译无力的境况
下，就应该大胆考虑意译。

比如用“江南嘻哈男”或“姜腩
嘻哈男”之类。贸然用“腩”字其实
是有所指的，看那些骑马的型男的
腹肌或坠肉，不妨调侃一下。
如果在这首“神曲”发威的第一

时间采用“姜腩嘻哈男”的翻译表
述，我想“江南 89:56”就未必能够得
逞。不过在目前的语境下，想要把
“江南”扳成“姜腩”恐怕已回天无
力。

郑辛遥

! ! ! !你不会有第二次机会给人留

下第一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