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 意
陶 陶

! ! ! !新西兰惠灵顿一条安
静的街上，有一家图书馆，
低矮的方形大楼，水泥色
墙面，书脊样造型。从它朴
素而低调的外在，看不出
这是一个书的世界。
打开玻璃门，底层大

厅不事修饰，陈设简
单，仅有一个放着两台
电脑的狭长吧台，还有
一张无靠背的长沙发。
迎面一堵墙上，贴着一
张几乎是顶天立地的黑白
老照片，照片里有三口之
家，斜背书包的小男孩，穿
浅色长风衣手拎竹编篮子
的优雅女子，一手插在宽
松裤袋里悠闲自在的男
子，文质彬彬的一家人，站
在一面墙前把脸贴在墙上
小洞口往里看。

墙的另一面是什么？
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看着
照片说。
是摆满了与房子齐高

的图书？还是一个深广安
静的阅读所在？

工作人员微笑不语，
引我们走进电梯来到二

楼。眼前展现了一个宽敞
明亮的阅览室，油亮可鉴
的宽大桌子，安放稀疏的
转椅，边上是与人齐高的
书架，书架之间还有小圆
桌和小沙发。在弥漫着浓
浓的书卷气息里，悦目的

典雅、舒适、安宁，心情安
顿，乐不思蜀。

来到图书馆三楼，是
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在同样
一个偌大的平面上，资料架
集中林立在一边，走道的另
一边，办公桌绕窗而放，相
对而坐，办公的形态，没有
人为的隔开，自然而随意，
人人依窗坐在明亮的光线
里，从容安详地做事。
我们贸然闯入，简略

地窥见了这个图书馆的一
孔。然后，回到底楼大厅，
经过那一面有照片的墙
时，恍有所悟。

墙的另一面是什么

———这是所有踏进这简
单大厅里每个人内心里
的想法。这一闪而过的念
头，被这家图书馆抓住
了，用文质彬彬的一家人
在墙前张望的好奇，这一
种略显夸张而诙谐的表
达，它的效果，自然，环
保，节俭，引人遐想，还
历久弥新，抵过富丽堂
皇的装饰给予的一种
场景的生动感，还有丰

富感。
好的创意就是这样简

单。它只是在一面墙上贴
了一张老照片，就像好的
文学常常只是一句话，道
出了心中的感受，在瞬间
就引来了共鸣，拉近了距
离，深刻而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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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贵坚持
管洪芬

! ! ! ! 大
约 半 年
前，我和
一 个 朋
友 在 网

上约好，我俩每天必须
坚持运动减肥，然后每
晚必须在 !!上互报各
自的体重，以示减肥成
效。我俩握手敲定后，便
开始了各自的减肥之
旅。我是个急性子，为
了尽快见到减肥效果，
干脆下血本买了个跑步
机。跑步机的妙处在于
不管刮风下雨，锻炼基本
不会受阻。朋友说，听着
是好，只是不想费这钱，
她只想户外运动就好。

无力左右，于是，
她户外运动她的，我跑
步机上跑我的，心想着
只要达成减肥心愿就
成，但内心还是认为我
的减肥效果肯定远超
朋友，想想看，户外运
动，难免会受天气影
响，刮风下雨之下，还
怎么个运动法？只是令

我没想到的是，就是前几
天，在另一个朋友的婚宴
上，当我们再一次相见，
她的变化却令我一下子
哑然。眼前的她，身材凹
凸有致，和我印象中那半
年前的她相比，简直已不
可类比。

朋友老公笑着向我
“痛诉”，说他老婆自从和

我约定减肥事宜后，执行
力度那是让人忍无可忍。
每天晚饭后要出去跑步，
有时工作忙，回家也忙，
等一切事忙完已是很晚，
她也非得出去跑完任务
为止，因为不放心她，害
得他也时常需要跟着为
她“保镖”。这还不算，更
无语的是，有时候下雨，
她穿着雨衣也出去跑步，
这不，凭这股劲，她都成小
区名人了……

朋友老公说着好笑，

我听了却是怔住。回想自
己这一路减肥的经历，更
不禁汗颜。说起来，我虽是
买了跑步机，可论起锻
炼，除去开始时的那一股
子新鲜劲，其余时间我都
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的。有时候工作累极，回
了家哪还顾得上跑步，就
想着美美地躺床上去就
是了；更甚的是，一个好
玩的游戏，一部好看的电
视，都给了我必须暂缓跑
步的借口。我总是告诉自
己，偶尔一天不跑，有什
么关系。事实上，久而久
之愈演愈烈，找借口不
跑步这种情况早脱离了
“偶尔”的概率。都说“天
道酬勤”，可不坚持，又
怎么能奢望有好的成果
呢？
静心想想，生活中有很

多事不都是这样吗？因为坚
持，于是完满；因为偏离，于
是只有羡慕别人的分。事贵
坚持，羡慕无用，庆幸这一
份即时领悟，好在一切还尚
未晚矣。

貌似骗子
! ! ! 两个衣冠楚楚
的家伙做出种种模
拟动作，宣称：他们
手里的衣服极为珍
奇，只有智者才能

看到它的奢华，愚人一定视而不见。
是，我讲的正是《皇帝的新衣》。安徒生揭示了一

种骗子的真面目。《皇帝的新衣》问世后很快凝固为
思维模式，问题就此产生：宣称智者看得见，愚人看
不见的必是骗子吗？有没有智者看得见、愚人看不见
的事物呢？
有人盛赞 " 为贵人，马上有人跳出来揭老底：

“哈，他也算得贵人？他只是个没有一官半职的草根
贱民呢。什么东西！”有人恭敬 #为富人，马上有人
蹦出来爆料：“嘻，甭说他离胡润榜十万八千里，他连
个小老板都不是，月薪一二千，工薪阶层里还离底不
远！穷鬼一个！”
看来这个贵人还真不贵，这个富人还真不富。那

么，这个“有人”莫非真是骗子？
一位颇有点钱，也颇有点名的朋友说：“何为富

贵？无需向别人折腰，则为贵；无需向别人伸手，则为
富”，“真正的富贵之人往往在平民百姓中”。
瞧，一条智者看得见、愚人看不见的真理！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文并图

爱的奉献! ! ! 那年春节，小陈从宁波打工
回安徽宣城老家过年。母亲对小
陈说，你姐在上海华东医院打工，
不知忙点啥，已连续三年没回家
了，你去看看她。于是，小陈带了
家里自己腌制的咸鸡、咸鸭和一
块腊肉，也带着好奇探秘的心理
去看望姐姐。
哇！两个房间内躺着八位病

人，全由姐姐一人照料。姐说，春
节大年，护工大多回家了，原先几
个人做的事堆在一个人身
上，忙不过来。姐姐让她留
下做帮手，最难的是要为
病人端屎端尿、揩身擦背。
一到晚上睡觉时老做梦，
好像自己做了坏事似的，一直在
东躲西藏，生怕别人发现。但又不
敢对老公说实话，只说为病人送
送饭菜，洗洗衣服。可当老公知道
实情后，到上海把她“抓”了回去。

翌年元旦，姐姐来电说，医院
护工不够，要招收一批新人。于是，
小陈又去了。医院为她们培训，讲
病人护理的知识、方法、技巧。医院
领导还说，护理工作是救死扶伤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像白衣天
使一样光荣崇
高。从此，小陈
钟爱起这份特
殊工种，至今已干了 $年。

小陈对我说，最难忘的是为
一位百岁老人做护工。也许是
老人脾气有点怪，护工换了一
个又一个。后来护士长找到小
陈，要她担起这个重任。小陈接

手时老人已 %&' 岁，整天
躺在床上，生活全靠护工
帮助。脑子有时糊涂有
时清爽，到了晚上会有
幻觉和恐惧心理，说头

顶上有好多医生拿了手术刀向
他走来，睡觉时要开着灯、拉着
“阿姨”的手才能入眠。善良的
小陈把老人当作“老小孩”来照
料。老人非常满意，几乎一刻也
离不开她。一天，安徽老家来电，
说母亲生病，要她回去看看，可
老人不让她走。过些日子家里又
来电急告老母病危，当小陈赶至
家里时母亲已去世。小陈服丧期

间，老人的女
儿一天打十
几个电话催她
回来。母亡后
第 ( 天未过

“头七”，小陈又匆匆返回医院。
有时，有人会像对小孩那样

逗老人笑话：“阿姨好还是你女儿
好？”老人毫不迟疑地说“阿姨
好”；“为什么阿姨好？”“阿姨 )*

小时陪我”。然而当女儿在场时，
老人会说“阿姨、女儿一样好”。引
得大家哈哈笑。玩笑传到女儿耳
朵，女儿甚为不悦，对小陈说，你
对我父亲不要过分好，你是否有
非分之想！小陈无法接受这样的
指责：你爸是一百多岁的老人，又
不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你家里财
产我不拿一分一厘，我有啥非分
之想？！我只想让老人在生命的最
后阶段活得快乐和有尊严。为此，
小陈委屈得哭了，不想干了。可老
人不同意医院安排新护工。就这
样，小陈服侍老人整整三年，在他
%&(岁时寿终正寝。
小陈到医院 $年来，前后在

肿瘤科、神经科、血液科和心内科
当护工，护理过数十位病人。看到
病人治愈出院她感到高兴，看到
病人病情加重她感到忧虑，看到
有的病人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她
伤心流泪。她对我说，做好护工最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爱心，把病人
看作是自己的亲人，这样，什么难
事脏活都会乐意干。有的病人，大
小便不能自控洒了一地，她就帮
他擦污物、换衣裤、拖地板，不出
一声怨言。有位 $&多岁老太生糖
尿病，家里只有一个弱智孙儿，感
到绝望，想跳楼。小陈做她工作，
稳定她情绪。有次老太见病友吃
西瓜伸手讨要，可病友知道糖尿
病人不能吃含糖分的东西，没给
她。小陈得知后，自己掏钱买来黄
瓜和小西红柿给她吃。有位老大
爷视小陈为“自家人”，把她的名
字改为“秀娟”，平时如唤家里闺
女那样“秀娟”“秀娟”不离嘴。
今年春节，医务人员和病人

联欢时，她唱了一首《爱的奉献》。
她说，“爱的奉献”就是我们护工
人的心声！

!海上繁华梦"中的灯谜
刘茂业

! ! ! !在清末有猜射灯谜情节的小说
中，《海上繁华梦》因作者也曾为谜
界中人而更应受到重视。此书作者
孙家振（%$('!%+'+），他既是报界
耆宿，曾主编《新闻报》等。又是有影
响的小说家，另有《退醒庐笔记》等
著述问世。一百多年前，沪上诞生过
一个名为“萍社”的著名灯谜团体，
社员均为当时海上报界、学界、文艺
界名流，先后参加者达近百人。而孙
就是谜社的领军人物。
《海上繁华梦》是一部狭

邪小说，全书凡三集一百回。
且看二集·第二十二回《托终
身沥胆披肝，呕锦心猜谜作
对》：“少甫即席做了几条灯虎，写出
来叫众人共猜。猜不着，罚酒一杯。
猜着了，自己饮二大杯过令。”书中
出现了二十多条谜作，不乏饶有趣
味者。如：“出”（猜昆戏名二、京戏名
一）“上山、下山、双锁山”，解释为

“出”上下部分由两个“山”字构成；
“两点七分三十秒”（猜《西厢记》一
句）“一时半刻”，“两个钟点”即一个
时辰，一刻钟为十五分钟，所以“七
分三十秒”扣“半刻”，此谜已初显海

派谜作风格；“實”（猜昆戏
名四）“脱帽、脱靴、剔目、认
母”，解释作“實”（“实”的繁
体字）去掉“宝盖头”和底下
的“八”，再剔除“目”，则余

下个“母”字。此谜竟能用四出昆戏
名解析一个汉字，构想之精妙，匪夷
所思；“臼”（猜曲牌名一）“一半兒”，
“臼”是“兒”（“儿”的繁体字）的一
半；“九十月之交”（猜曲牌名一）“金
菊对芙蓉”，九、十月分别是菊花和

芙蓉花的开放期；“乐山乐水”（猜京
戏名二）“逍遥津、快活岭”，“乐”原
本读 ,"- ，“喜爱”的意思，别解成
“快乐”，以“逍遥、快活”扣合。“津”
是“水”的意思，如“津流”，“山”是
“山岭”。更惊奇的是，这位叫杜少甫
的人物还即席撰写了两封“书信
谜”，谜面每句话都设有谜目，既可
猜射，又能连缀成意思完整的家书，
令人称绝。
在描写猜谜过程中，作者还借

小说人物之口提及两部清代灯谜古
籍：“天香道：‘我何曾会猜谜，不过
前几天生病时候，每日与谢大少借
着书卷消遣，看了一部《玉荷隐语》、
一部《虎口余生虎》的灯谜书，略略
知些门径。’”这里，前一本谜书作者
是费源，清末民初著名谜家张郁庭
称其“选择精审，为一代名作”。后一
部疑作《余生虎口虎》，也是清末重
要谜著，作者为葛甡。

!$$$一位护工的故事

杨 明

骆 岩
我疆域%广无垠

（四字高校简称）
昨日谜面：知识型农民
（春秋战国人名）

谜底：文种（注：解释为“有
文化知识的种田人”）

隔夜晚报也新鲜
戴向阳

! ! ! ! %+$) 年初晚
报复刊，我那时在
上海长江轮船公司
的客船上工作，船
开申通线时，每天
中午到南通，下午四点返
回上海。南通港码头门口
有个报刊亭，有位同事买
了一张新民晚报，我借来
看过，版面内容丰富多彩，
包罗万像，经读耐读，我对
她一见钟情。以后每到南
通港，我就去买一份晚报，
开船后慢慢品读。
真正与晚报结缘是在

(年以后。%+$$年春天，我
心血来潮写了一篇稿件，
通过轮船公司宣
传部的朋友向晚
报投稿，未获录
用。朋友说人家叫
你多看看他们的
报纸，我于是从当年 *月
% 日开始订阅《新民晚
报》。上海人都讲究看当天
的晚报，赵长天先生说“晚
报一隔夜，就像隔夜的饭
菜，味道就不对了。”我们船
上的广播员每周到公司取
一趟报纸，我所看到的晚报
都是一周前的“周报”，一拿
就是七八张，虽然是明日黄
花，但我照样看得津津有
味。开船后，别的船员打
牌、下棋、看电视，我的主

要活动就是看报纸，每天照
例先看文体新闻，再看社会
新闻、国际新闻，最后读《夜
光杯》，看报成为我业余生
活第一乐事。

)&&&年底公司关门停
业，我提前退休回乡。)&&%
年起我在泰州市口岸邮局
续订《新民晚报》，看到的
是隔两天的报纸。从乡邮
员手里接过报纸，捧在手
里又有了另一番滋味。

我从 %+(' 年
到上海读书，在上
海生活了三十七
年，上海成了我的
第二故乡，晚报的

各个版面成了我与上海沟
通的窗口，摊开《新民晚
报》，一字一句品味着第二
故乡的气味。我把报上的
一些精彩文章、有参考价
值的资料剪下来，分门别
类粘贴成册，我的剪报已
有 ')本，堆起来比桌子还
高，不仅自己和家人常常
翻看，左邻右舍也常来借
阅。文章剪多了、看多了，
自己也就手痒起来，并在
%++'年 %%月 ))日的《夜
光杯》上发表了我的第一
篇习作《我跟妻子学种
田》，以后几年又陆续发表
了一些文章。退休回乡后，

我与晚报编辑已经
失去了联系，但我
先后在《江苏工人
报》《泰州日报》《泰
州晚报》上发表了

两百多篇文章，并于 )&%&

年春天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了第一本散文集，第二本
书也在积极筹划中。
结缘《新民晚报》是我

人生一大幸事，她让我受
益无穷，在我有生之年中，
我将永远做《新民晚报》的
忠实读者和铁杆粉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