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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瑜

! ! ! !《生态拾贝》是一部有关绿
色成长的论文，我似懂非懂地
阅读了其中大部分文字，可以
说是上了生动的一课。说是似
懂非懂，因为文章中出现的水

稻、小麦、青菜、萝卜等等，就是我的一日三
餐，它们和我早夕相处，熟悉如邻居和朋友。
但说到他们的成分、指标和参数我就不知所
云了。我英语一直没有学好，早年上学的时
候，同学在外语课上用英文和老师一问一答，
平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我好像感觉素不相
识了，《生态拾贝》上的水稻、小麦、青菜、萝
卜，也仿佛是说英文的老师同学啊。

《生态拾贝》的主编是我的朋友秦伟，
他也是这部书稿的主要作者。秦伟是南京
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据我的理解，哲学是
对世界和人生的指点江山，秦伟融会贯通
把哲学运用在春播秋收之中，所以我觉得
他笔下的水稻、小麦、青菜、萝卜，都有了一
份思辨色彩。
以我大半辈子的经历和认识而言，一个

问题或者一件事情，你要化简为繁是容易的，
上升到高度就拉开了和普通平凡的距离，至
少能显示出自己的非同小可了。大家都是差
不多年纪读过《论语》，我也不比你笨多少，感
觉自己是孔子秘书似的，要人家听你上课讲
《论语》，我才不理这个茬呢。

但是一个问题或者一件事情，你要删繁
就简就需要很大的真诚和学养了。一个可能

成为哲学家的人物，将深奥精细的哲学学问，
化作与人朝夕相关的日常道理，并且在水稻
小麦，青菜萝卜中得以体现，这才是令我崇拜
并且服气的本事啊。
我是一个作家，几十年辛勤劳动也没写

出来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文字，也没有取得
过什么成就，只不过把心里的想法顺其自然
地写出来，不能委屈了自己，也不要委屈了文

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几个电视专题片，
很抒情的模式，声情并茂地诉说，现在回过头
来看这些白纸黑字，感觉就是转基因食品或
者大棚里生长的蔬菜。
秦伟做的工作，就是要还给我们的世界

一个合理自然的成长，合理自然的成长就是
朴素简单，就是健康快乐，这是根本的世界
观，也是最美丽的方法论。
除了从事绿色生态的本质工作，秦伟还

是一名古琴爱好者，他拜苏州一位古琴名家
为师，悉心学习研究，在古琴的弹奏上，竟已
经是小有所成，最近又省吃俭用省下一大笔
钱，购买了一张品质很好的古琴，真的是兵强
马壮了。
我想他学习古琴，可能是在摸索和古人

对话的途径吧，他是在体会传统和文明的奥
妙，并且在现实的生活中，加以领会和发扬，
当水稻小麦，青菜萝卜在秦伟悠扬的古琴声
中幸福地生长着，我们饱经沧桑的田野里，一
定充满了阳光和希望。这就是《生态拾贝》留
给我的印象。

诗与真
马老田

! ! ! !诗与真，是德国大文豪歌
德自传的名称，意思是，自己讲
自己的故事难免会失真，但他
愿意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
样，虽然没有客观的真实，但

是，却能留下艺术的真实，给人美的享受。看
完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我觉得，电影带
给我们的启示也正如此。
少年派出生在印度，在他十多岁时，举家

跟养的动物一起乘上了远洋船。不料，半途遇
上了风暴，船沉没了，派的家人全都淹死，只
剩下他与一只孟加拉虎共处一船。经过种种
挑战、磨难，派终于驯服老虎，最后漂到海岸
得救。
这段漂流本身，颇为奇幻，而李安导演通

过充分发挥 !"技术，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
宏大、华美的画面。无论是狂风暴雨的海难，
还是一平如镜的海景；无论是张牙舞爪的猛
兽，还是荧光闪闪的鱼群……一切的一切都
令观众尽享视听的盛宴。
但除此以外，影片更从思想的力度上，彻

底地征服我们。在影片的结尾，派又讲出了另

一个奇幻的故事：遇难后同船的其实是四个
人，厨师先杀了又吃了水手，又杀了派的母
亲，最后被派杀死吃掉……这一幕人性的惨
剧，与第一个故事形成了微妙的对应关系，顿
时令整部电影，变得复杂离奇起来。
更令人觉得奇幻的是，影片上映后，就引

起了激烈争辩。网友就哪个故事是真实的，展
开了唇枪舌战，甚至有人解读出了第三个令

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派在讲第二个故事时，隐
瞒了真相———在吃完了厨师之后，为了求生，
派吃下了自己的母亲……
震撼之余，发人深思。其实，哪个故事是

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选择相
信这个而不是那个。

选择相信第二个甚至第三个故事的人，
是选择了“真”。本来，求真的好奇心是人类的
天性。可真相往往是残酷的。在面临极限的生

存困境时，人不得不释放出内心压抑着的那
头猛兽，彻底突破伦理底线。在血淋淋的事实
面前，人虽会震惊，会恐惧，但也更会形成反
思。

选择相信第一个故事的人，是选择了
“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下半部《奥德赛》，
讲的就是一个“漂流”的历险故事。少年派的
漂流，其实也正是这样一部“史诗”。史诗背后
有真实的“史”，但又更多靠诗人的想象，通过
艺术的描述，展现人性高尚美好的一面。如果
说吃人的惨剧是人性的泯灭，那么，把惨剧点
化为象征性的人与兽的对峙、斗争，则是将
“真相”升华了。

其实，完全的真实并不存在，因为讲故
事的，说到底只有派一个人。既然这样，真
实就不可能完全客观，而是通过人心折射
出来的“艺术的真实”。

正如影片结尾，听故事的作家选择相
信第一个故事，只要我们还对人性抱有一
点信心，只要我们还对生命、文明没有绝
望，我们在求真之余，就会更想寻求心灵的
依托。而这，正是“诗”所能带给我们的。

莫
等
欲
孝
亲
不
在

袁
宗
达

!

!

!

!

随
着
城
镇
化
的
进
展
!

进
城
务
工
的
农
民
兄

弟
越
来
越
多
!

如
何
照
顾
老
家
独
守
空
巢
的
老

人
!使
他
们
能
安
享
晚
年
的
问
题
已
日
益
突
出
"

邻
居
家
的
钟
点
工
小
王
夫
妇
均
在
沪
打
工
"

老
家
的
父
母
亲
都
已
年
过
七
旬
"

父
亲
患
肺
结
核

和
糖
尿
病
!

母
亲
有
高
血
压
!

日
子
过
得
拮
据
!

老

父
亲
干
脆
放
弃
了
所
有
治
疗

听
天
由
命
"

小
王
夫
妇
月
收
入

近
万
!

虽
然
自
己
也
有
子
女
!

但
细
算
下
来
每
月
还
有
一
两

千
元
结
余
!可
小
王
每
年
只
给

父
母
二
三
百
元
"

经
年
累
月
也
不
回
去
看
望
老

人
"

同
伴
常
说
他
们
不
孝
!他
们
却
不
以
为
然
"

孝
敬
老
人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
"

古
人

云
百
善
孝
为
先
"

现
在
的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法
也

规
定
!子
女
对
父
母
有
赡
养
的
义
务
"

所
谓
赡
养
!

是
指
生
活
上
的
照
顾
#

经
济
上
的
供
养
#

精
神
上

的
慰
藉
"

看
起
来
!小
王
一
条
也
没
做
到
"

小
王
夫
妇
虽
然
生
活
得
并
不
容
易
!但
日
子
过

得
也
还
算
滋
润
"

小
夫
妻
俩
在
自
己
吃
香
喝
辣
的
时

候
!忘
记
了
当
年
父
母
亲
是
怎
样
含
辛
茹
苦
把
自
己

养
大
的
!即
使
知
道
了
也
意
识
不
到
自
己
有
赡
养
老

人
的
责
任
"

等
他
们
想
要
好
好
孝
敬
父
母
时
!父
母

可
能
已
不
在
了
!所
谓
子
欲
孝
而
亲
不
在
"

要
解
决
这
类
问
题
!

一
要

靠
养
老
保
障
体
系
的
建
立
和

完
善
!政
府
部
门
要
将
其
列
入

民
生
建
设
的
重
要
环
节
$

二

要
靠
法
治
"

对
于
遗
弃
或
者
变

相
遗
弃
老
人
的
!

法
制
能
主
动
找
上
门
去
或
者
将

其
纳
入
个
人
诚
信
记
录
$

三
要
靠
教
育
"

要
让
青

少
年
从
小
树
立
饮
水
要
思
源
#

为
人
要
尊
老
的
准
则
!

家
长
们

对
子
女
的
教
育
不
光
是
抓
学
习

成
绩
!

更
要
教
育
其
子
女
怎
样

做
人
"

订
阅
晚
报
三
十
年

郑
君
杰

! ! ! !我今年 #$岁，离休
%& 年，读晚报 '( 年。
《新民晚报》)$#* 年复
刊，从那时候开始，我对
《新民晚报》就情有独
钟。晚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不可一日
无此君。

我爱新民晚报内容丰富、翔实。大
至国内外大事，小至邻里争端、好人好
事、刑事犯罪、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名
人轶事，应有尽有，雅俗共赏。真可谓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我尤其爱读新民晚报副刊“夜光
杯”，每天两版，雷打不动。别的版面没
了，而它从不缩版，天天有两个版和我见面，这在全国
报纸副刊中是很少见的。“夜光杯”是晚报的特色，也是
灵魂。坦白地说：如果没有了“夜光杯”，就失去了晚报
的魅力。我读别的新闻，有时只看大标题，读“夜光杯”
我是一字不漏。我向“夜光杯”投稿是近几年的事，以前
都投本地日报，三投一中。投晚报虽然百投一中，录用
率很低，我仍痴心不改。前后被刊载：《传统小吃归来》
到近期《辨别真假剌海参》共 )+多篇短文。“夜光杯”刊
登了我的文章，我会高兴好几天，还和好友一起分享。
我读新民晚报成瘾，一天不读就有失落感。我弟妹

都退休在上海，所以我每年都到上海探亲，一下车，就
找报摊，问：有没有晚报？下午两点左右，就能买到当天
晚报，三点过后，就明日请早了。一次到浙江仙华山旅
游，当地报摊很难买到上海《新民晚报》，一问，都说卖
光了。据说配额有限，买的人多。我几天看不到晚报就

有失落感，十分难受。
我们靖江 ,( 多万人

口一共只分配到 -( 份
《新民晚报》，我是老订
户，得到照顾。靖江离上
海虽近，去一次两个多小
时，但要隔两天才能看到
报纸，有时因大雾或堵车
晚点是经常的；丢失报纸
也时有发生。这是令人遗
憾的事情。

林佐明

奋发向前成趋势

（三字灶具术语）
昨日谜面：乡音大赛
（三字口语）
谜底：比方说（注：解

释为“比的是地方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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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魏晋名士王戎的悭吝
故事一箩筐，据《世说新
语·俭啬》篇记载，在九个
段子中，王戎一人就独占
了四个，绝对毫无争议名
列魏晋首席吝啬鬼。
王戎年轻时喜欢跟阮

籍、嵇康这些超凡脱俗放
浪形骸的嬉皮士泡在一
起，沾染了不少名士范儿，
赢得了与他们齐名的机
会，但临到老时，他却变
了，专攻守财之道。
王戎有个侄子结婚，
他随份子送了一件
衣衫，没几天，王戎
想来想去总觉得亏
了，心疼得要死，又
厚着脸皮把那件“结
婚礼物”要了回来。

对亲生女儿，王
戎也抠门得不得了。
王戎的女儿嫁给了
大才子裴頠，小两口
跟老爹王戎借了几
万钱来置办婚事，婚
后一直没顾上把钱
还给他。对王戎来
说，这点钱只是小意
思，可他就惦记上
了，女儿回娘家时，王戎就
捏着个算盘拨拉来拨拉
去，摆脸色给她看不说，还
绕着圈子“友情提示”她尽
快还钱。知父莫若
女，王女赶紧让婆家
把钱还上，王戎的脸
上这才由阴转晴。

王戎的儿子王
万，天生肥胖症，小
小年纪就胖得很有水准，
足有二三百斤。治肥胖症
请医生就要花钱，一想到
银钱要哗啦哗啦流出去，
王戎就肉疼。不想花钱还
想治病咋办，王戎琢磨着，
肯定是吃得太多了，导致
营养过剩，必须注意健康

饮食，鸡鱼肉蛋都戒了吧。
那吃啥呢？糠！从那以后，
王万就再没正经吃过饭，
顿顿吃糠，跟圈养的猪享
受同等待遇。没想到，人胖
吃糠都长肉，王万 -$岁就
一命归西。

还有更让人无语的
事：王戎家有棵李树，结的
李子味道好极了。王戎舍
不得吃，拿到农贸市场上
去卖，他怕别人得了果种

栽培出好李子，断
了自己的财路，为
了保护这“独家专
利技术”，王戎使出
了一招，在出售前，
挨个把每只李子的
核都钻个洞，这样
一来，就算别人种
也种不出那么好的
李树了。这一招实
在够绝够损够猥
琐，估计也就他这
号人物能想得出
来。“钻核门”被知
情人披露出来后，
王戎从此落下了话
柄：“眼里只有钱，
王戎这货病得没治

了！”
从潇洒通脱的竹林名

士蜕变为被世人当作笑料
的老财迷，王戎缘何会发

生如此大的改变
呢？原来，魏晋时
期，士人多放荡不
羁，王戎作为名人，
如果不也干出点荒
唐出格的事情，难

免会遭到旁人的白眼和排
挤，因此，王戎扮演吝啬鬼
的角色，往自己身上泼脏
水，以显示过分另类以自
保。王戎以吝啬作为行走
江湖的通行证，不失为在
暗潮汹涌的官场保身避祸
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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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曾长期从医，对吸烟与健康的关
系自然是熟知的。我也曾经受过一些影
响，使我对控烟更有所行动。有三件事
我记忆深刻。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医学代表
团来访，瑞金医院的徐家裕医生.后曾任
院长/任翻译，由于他的口译十分流畅受
到美方所赞赏，被指名参与回访美国的
代表团成员。徐医生在回国后所作的出
访见闻时讲到，美国的医学专家发现中
方成员中有多人吸烟表示惊奇并说，你
们中国的医学专家怎么不怕死啊！这中
美两方对吸烟与健康的意识差异之大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件事，我在 )$01年夏进入市政府工作，市长办
公会议在第六会议室，除正副市长、秘书长外，还有与会
的部分委办局负责同志。每次会议开始，便有同志先分
送香烟，各自点燃，边吸烟边讨论会议议题。待这第一支
烟尚未燃熄，就有另一位同志分送第二支烟接燃，以后
还有第三支……整个会议室烟雾弥漫，不吸烟的是少
数，他们已经习惯于忍耐了，或者说是长期适应了。缺少
忍耐是我的缺点之一，我
只得隔时走出会议室透透
气，但是透气后再回进去
更是感到难忍。几次以后，
我想我还是个医生，应对
抽烟影响众人健康.包括吸
烟者本人2的事提出意见和
建议，于是在一次会议结
束前向当时主持会议的江
市长提出，会议室空气太
差……可否有个规定，会
议室内不能吸烟？江市长
便说：“丽娟同志这个意见
有道理……”虽没有说“同
意”两字，实质上是支持了
我的看法和意见。我便随
即与市爱卫办副主任谢谷
芬联系，要求尽快准备“请
勿吸烟”的标牌。在此后的
第三天，就在会议室的各
张桌子上摆上标牌，并收
掉所有的烟灰缸。吸烟的
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不吸
烟的同志则露出愉悦的神
情，吸烟已成习惯的同志
有时便在会议期间去室外
过把瘾，会议室内能见度
恢复了正常。
不久，市政府有多个

处室门上挂牌：“吸烟者请
勿入内”；“本室为无烟室”
等。影响逐渐扩大，即使在
县里召开镇长的大会，县
长能接受我的提议，县长
在台上带头不吸烟并在开
会前先告示与会者不得在
会场吸烟。这不仅会场空
气好，也避免了会场上互
相递烟而污染环境。
第三件事。在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全国卫生城市
建设期间，大检查中将室
内及至街头有多少烟头也
属计分内容。当时任卫生

部部长的陈敏章同志说：
“敬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
为”。此话令当时听者感到
有点新鲜，然而不易被认
同。但今天不同了，不少人
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想
抽烟时先问一下边上的同
座人：“允许我抽支烟吗？”
吸烟是吸烟者的自由

选择，他可以接受劝导也
可以不接受，只要他不妨
碍他人，不影响公共环境
是不受禁止的，反则需要
禁止。十多年来由于经济
快速发展，香烟的消耗量
大增，不知是否染上此习
惯的人变多了，但确有别
的因素，特别是包装光鲜
的香烟已成为“礼品”，想
到已故的陈敏章部长在
九十年代在卫生城市检
查时说的那句话：“敬烟
是不文明的行为”，希望今
天全社会能普遍认同。

我国在 )$0& 年 3 月
)日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至今已 %4 年，*++5 年 )

月 $日全国人大批准实施
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
框架公约》，该公约要求缔
约方在履约 1年后要求实
现所有室内工作场所、室
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
具上 )++6禁烟。兑现的
时间是 *+))年 )月 $日。
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亚
太地区吸烟或健康大会上
多个国家广泛交流控烟的
成效明显，反观我国的控
烟步履蹒跚。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党代会的胜利召
开是令人欢欣鼓舞的，闭
幕后出现了许多令人振奋
的新气象，相信今后控烟、
禁烟的践行及其效果也一
定会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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