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战八十回合祝寿
袁定华

! ! ! ! !""#年我的《打乒乓的乐趣》
在夜光杯发表后，我这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人物，一夜之间“名声鹊起”，
球友们纷纷来电祝贺，虹口区少体
校吴丽华教练还聘我专门辅导少儿
接发球。一星期后，虹口区体委转来
上海电视大学讲师周自群的来信，
他热情地说，“袁老师：您年龄比我
大，球技比我高，精神又这么好，理
所当然的是我的老师”，并提出要向
我“投师学艺”。我很兴奋，立刻约他
来训练馆练球。他如期赴约。几天
后，他邀请我去电大交流球艺，举行
一场七人对抗赛。此后，我俩时常保
持联系。一次他来电说：“今天杨浦
区领导来校指导工作，请您来展示
一下高超球技……”
前些年，市老体协每年举行一

次乒乓联赛。我是虹口老年乒乓队
主力，曾多次荣获团体冠亚军和季
军，并获得 $级男单第四名。据此，
中国乒乓球协会授予我业余一级运

动员称号。
乒乓球运动，不

仅是体能的较劲，也
是意志智慧的较量。
在技战术高度智能化

的激烈对抗中，既交流了球艺，也锻
炼了身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不适宜

参加市里的比赛，但乒乓伴我一生
（在业余乒坛上已拼搏了 %&年），我
对乒乓球运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只要一到运动场，挥起那块伴随身
边 '"多年的球拍，就会焕发出青春

的活力，浑身是劲。而每每在紧张激
烈的打乒乓对抗中，忘却烦恼和忧
愁。因此，我一直坚持锻炼。所不同
的是，以往我在虹口训练馆练球，如
今在普陀区宜川街道社区学校挥
拍。在这里，我是唯一超过 ("高龄
的“独苗”，大家都很尊重我，不少人
帮我捡球，将球送到我手中。人们称
我为“袁老”，有的还要拜我为师。我
生活在这个运动大家庭里，感到无
比的温暖和幸福。有两件事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至今不能忘怀。

前年，新来了一位球友，)"岁
左右。我俩练了一会儿球，他提出要

打记分制。我连输两局。第三局我改
变战术，居然胜了一局。这时他突然跑
到我面前问：“老先生高寿？”我告诉他
我 ("岁了。他惊喜地张开双臂拥抱
我，说：“想不到你这么大年龄步子
还这么灵活，球技这么娴熟，佩服！”
自社区学校免费开放后，打球

的人太多，要事先预约，并规定只能
打一小时。去年 '!月 *日，我与老
搭挡沈君卿老先生说，今天只能陪
你打半小时，+ 时单位派车来接我
过 (,岁生日。他很高兴，便与我练
起球来。一会儿，他突然将球往天花
板上打，正当我发愣时，只见他笑容
可掬地向我一鞠躬，又热情地与我
握手，说：“袁师傅，刚才我俩打了
("个来回，祝贺您 ("大寿快乐！”
嗨，我被他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深
深地感动了，没想到他这么有心，
“设计配合”得这么好。我的眼睛湿
润了，一时不知如何感谢，最后说出
一句：“感谢您这个有心人，这是您
给我最珍贵的礼物！”这时，周围正
在打球的球友，纷纷跑过来向我祝
贺，我则以拱手表示答谢。
感谢乒乓球运动带给我健康和

快乐！

利用!边边角角"养老
张圣禄

路过虹口区四达

路!感觉那里"旧貌换

新颜#了$记得那家上

下两层的旧厂房!两

年前楼下堆满了废塑

料瓶!一叠叠旧报纸!小山似的废铁满

地皆是%楼上则是一排排用木板隔开的

七八十间群租房!走廊里房门口拉着横

七竖八的电线!一只只电磁炉&压缩钢

瓶&煤气灶随处可见$ 而现在群租房装

修成了四人一间& 两人一间的养老房!

房里空调&卫生设施俱全!这里已是一

家养老院的天地了$ 望着 !""多

位老人坐在阅览室里静心读报

看书!在活动室&聊天室里悠闲

看电视&打牌弈棋!笔者不由感

慨万千$

入住养老院难已是个老生常谈的

难题! 尤其是市区养老院更是一床难

求$ 记得有个夸张的说法是!一位老人

申请入住!被院方告知按测算要等五六

十年$ 老人听后!重重叹口气!无奈地

说'"我怕这辈子等不及了$ (听了真令

人辛酸$

毋庸讳言!面对汹涌而来的老龄化

浪潮!社会各方的准备是不足的$ 据统

计!去年底本市老龄人口已达 #$%万!占

总人口 &'(! 预计再过 &年将超过 )#"

万!每 #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是老人了$

加快养老设施建设已成当务之急$ 欧阳

街道引进民营资本将闲置旧厂房改建

成养老院! 解决了

!""多位老人养老难

题! 值得学习和推

广$

当然!上海市区

寸土寸金要寻找成片工地整幢楼房很

不容易$ 正在起草中的)上海市养老机

构条例*拟将申请设立养老机构门槛从

'"张床位调整为 !"张! 祈盼各方动手

创建迷你型养老院$ 这是个好主意'因

为规模小了! 就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的

+边边角角(建立养老院$ 常看见马路两

旁有打烊的商铺!因年龄人数变

化闲置的校舍!这些零星场地能

否利用起来!积少成多为解决养

老难题贡献正能量呢,

关爱老人就是关爱自己$今

年八月!李克强总理指示到 &"&"年要建

成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服

务好亿万老年人$ 市政府已决定以闵行

区为养老产业实验区!加快建设一批养

老院! 三年内形成持有型养老社区&混

合型养老社区和嵌入型养老护理中心

三种业态的八千到一万套有特色的养

老床位$

可以预见!发展养老不仅是构筑和

谐社会的重要民生工程!更是一项可推

动经济&促进就业的新兴产业!其养老

院的院址建造装修&设施生产&老人护

理&餐饮及养老服务人员培训等等全是

商机!值得有志者探索$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B14
2013年11月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观浪 投稿：tuy@wxjt.com.cn

唯有敬畏
-!牛博士"马妞.

! ! ! !!“仁者乐山，智者
乐水”这样的话，我是不
大以为然的。我爱山，也
爱水。我太愿意投入崇山
峻岭的怀抱，去领受渺小
的提醒。我太愿意站到礁

石上，由前后左右的无际无涯，去观照自己的狭隘。
"唉，多可怜的自卑家伙！
!是自卑吗？也许说谦卑更恰当一些。虽然自卑与

谦卑两个词仅一字之差，其内涵却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的。你不是喜欢航海、喜欢登山吗？难道你是想收获自
卑的心态？当然不是。而是赞叹万顷金波、赞叹万山红
遍。只有掂清了自己的渺小与狭隘，才能虚心去学高山
大海的崔嵬与辽阔。来，且让我把星空下的古格王朝遗
址的影像投射到白墙上，看无边的星空深邃到不可思
议，带着深重阴影的断墙残垣宁静到不可思议，绵延的
夜之山体神秘到不可思议……所谓“知识的岛屿越大，
惊奇的海岸线就越长”。可惜呀，观看影像毕竟不如身
临其境。倘若亲临，那感受一定会比现时的感受放大一
千倍、一万倍！面对大自然，我唯有敬畏、敬畏。

戴逸如文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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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几年我一直以志愿者的身份做青少年工作。那
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活动后，见天色尚早，便想做一
件“分外事”———顺道去探望一下李阿婆。
其实，我与李阿婆非亲非故，只是觉得既然有时

间，就去陪老人家聊聊天吧。李阿婆尽管有儿有女，却
是一个人住，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记得她跟我说过这

样一句话：“我在家点一炷香，常常是看
着这炷香从头烧到尾，就这样发发呆
……”我接触过不少心理无助的人，理
解李阿婆心底的孤独感。

认识李阿婆，是因为一个电话。前
年冬天一个晚上，我在青少年心理咨询
热线值班，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刚开
始，我以为她是为孩子来咨询什么，没
想到，李阿婆只是说：“我只想找个人说
说话，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
那晚我们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因此了
解到她的压抑已久的苦楚。等我们挂上
电话，另一个值班心理咨询师告诉我，

这个老太已经好几次打过这条热线来倾诉、解闷了。
我因此陷入了沉思：青少年需要我们关心、辅导，

让他们心理健康地成长。那些独居老人，也是一个需要
关心的群体啊！他们孤独、无助，晚年生活因各种各样
的原因，陷进了“说话无门”的境地，我们是否也应该伸
手帮一把呢？
后来，我就利用业余时间，对李阿婆做了一次家

访。那天，李阿婆极为高兴，与我聊天滔滔不绝，还给我
看相册，介绍她那满堂的子孙。然而，待她把目光转向
老伴的遗像，精神顿时萎靡下去，只是喃喃自语道：“他
们都忙，平常没空来看我，电话也难得打来……”
我记下了他儿子的手机，当天晚上便与他通了话，

讲了李阿婆给我们热线打电话的经过，并委婉地说：
“你妈与我妈差不多大，说难听点是过一天少一天了，
我们再忙，是不是该尽量抽个空陪陪老人家。”他儿子
连声答应：“应该的、应该的！”

后来，我路过李阿婆家时，又去回访了几次，得知
她儿子、女儿尽管依旧不常回来看她，但电话明显比以
前多了，李阿婆因此感到有些安慰，精神气色也好转了
许多。
但这次去，却让我感到十分意外：李阿婆因心肌梗

塞突然离世了！我看到的
是他儿子，他正在家处理
遗物。他儿子见了我，抑制
不住悲伤失声痛哭，后悔
在母亲最后的时日，没有
陪伴在老人家身边。
我陡感沉重，久久无

语。我们谁没有父母，又有
谁不会老去？常去看看咱
的父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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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攻玉”一词有两解：一是指加工琢
磨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
雅》）”；二是指在山体中，开采原生玉矿。
本文意为后者。
从史籍得知，去昆仑山里采玉，至迟

从战国就开始了。先秦思想家有文曰：
“取玉甚难，越三江五湖，至昆仑山，千人
往，百人返，百人往，十人返。”
（《二十字尸子下》）。又如“汉使穷
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
采来。”（《史记·大宛传》）。公元前
''+年，汉武帝令张骞第二次出使
西域，张骞曾派随从沿玉龙喀什
河往上游走，直到昆仑山深处的
源头，在那里发现了许多玉石，就
采了一些回来。这两段史料中的
“取玉”和“采来”之意，都应是指
在河床里拣寻玉石或在古河床的
砾石层中挖掘玉石，非“攻玉”也。

窃以为有文字可佐证的“攻玉”昆
仑，始于明代。明代万历三十一年（')"&
年），葡萄牙籍的英国耶稣会传教士鄂本
笃曾随商队到过新疆西南部的叶尔羌一
带。那时叶尔羌的地域包括了现在的莎
车县、叶城县及和田县的一部分。鄂本笃
在那里耳闻目睹了当地采玉石的情况。
其在日记中写道：“玉有两种，第一种最
良，产和阗河中，距国都不远，泅水者入
河捞之，与捞珠相同……第二种品质不
佳，自山中开出，大块则劈成片。以后才
磨小，俾易车载。”“石山远距城市，地处
僻乡，石璞坚硬，故采玉事业，不易为
也。”当时去山里开采玉石的人，都是带
足一年干粮，结队而往，十分艰难。

清代是“攻玉”昆仑的兴盛期，其中
以阿拉玛斯和密尔岱两个玉矿最出名。
和田县的阿拉玛斯矿多白玉，清道光年
后停产，后矿洞位置湮失。'+"-年当地
有个叫托达奎的猎人，追寻受伤的黄羊，
在倒毙于深山绝壁的猎物边，意外捡到
两块羊脂白玉，遂报告官府，得到了一杆

猎枪的嘉奖，阿拉玛斯矿从此被重新开
采。叶城县的密尔岱矿以露天开采为主，
并以块度大、玉质纯著称。嘉庆四年采到
三块大玉石，“首者青，重万斤。次者葱
白，重八千斤。小者白，重三千斤。”清宫
许多大型玉雕山子的材料出于此矿，最
盛时该矿采玉工人达三千之众。现在这

两个老矿洞里，还能见到一些清代
采玉人的汉字题壁。现每年夏季，
总有一些当地百姓会到清代废弃
的矿渣堆里去翻寻，运气好的，还
能挑到几块品质尚可的玉石。
“攻玉”昆仑极其艰苦。清代官

府挑选民夫上山采玉，“以徭役代
赋税”。把当地无土地或交不起赋
税的农户召集起来，立下字据，生
死听天由命。采玉人自备铁锤、镐
头和驴等采挖、运输工具，五月进

山，在九月大雪封山前下山。期间几乎与
世隔绝。山下十天送一次给养，清府在山
间有卡伦（哨卡），派兵驻防，看管采玉。
由于玉石矿形成时的复杂地质条件，致
使矿体不大，一般只有几米宽。呈脉状、
层状和囊状等。玉与石相间杂，出一吨玉
至少要挖掘清理几百吨甚至上千吨的矿
石。应征采玉人驴驮、肩扛玉石，要走几
天崎岖险路才能出山，若完不成规定的
玉石数量，翌年还得再次入山。

在和田县南部海拔 &!""多米的昆
仑峡谷里，沿着一条河的两岸有个“流水
村”，据考，汉人原称其为“玉石村”，当地
维尔族人代代传讲，谐音变成了“流水
村”（或“柳什村”）了 。该村是历史上阿
拉玛斯等玉矿的唯一出入口，当年清府
在此设关口，建了一个检查站，当地人俗
称“流水衙门”。十多年前，地方政府按旧
图，在原址重修了一个“流水衙门”，二层
建筑，方方正正似古堡，四角有塔楼，外
墙用水泥、河卵石垒砌，颇有伊斯兰风
格。现已修了公路，机动车可抵达，成为
和田县“玉石之旅”的一个重要景点了。

! ! ! ! ! ! !陆贞雄
强强联手

（浦东地名）
昨日谜面：著作等身

（六字商业文件）
谜底：个体合同文本

（注：合，合该）

路上的朋友
肖俊锋

! ! ! !前不久，老陆邀我和
一些知青朋友去他的企业
参观。他与我 &"多年前在
东北相识，友谊保持至今。
当年，老陆是苏南某

地一家乡镇企业的业务负
责人。那时国家处于计划
经济年代，他们这些乡镇
企业没有“皇粮”可吃，原
材料只能靠业务员到全国
各地去寻找。那年，老陆来
东北采购木材，住在我工
作的旅馆里，我们因此相
识。
忘不了那个冬天的黄

昏。我搭乘拉原木的半挂
卡车正急驶在山区颠簸不
平的公路上，向着 !*"里

路外的县城进发。车从一
个名叫金化屯的地方进入
了青沟岭，此段山路有 -"

里.一路无人烟，时常有野
猪、狍子、黑熊等野兽出

没。天色渐暗.司机开启车
灯.急着赶路。下坎时，发
现前面有两人背着包、拄
着树枝，正沿着路边雪地
向前行走。司机忙按响了
喇叭。这两人回过头来，我
一看惊呼起来. 忙请司机
停车。这两个将棉大衣脱
下扎在腰上、走得满头大
汗的人正是老陆与其同
事。询问才得知，他们是
从 &"多里路外一个林场
走过来的. 错过了林区小
火车的开车时间，只好走
到公路上来乘汽车。可汽
车站里末班长途汽车也
早开走了，一路上他们也
没拦着车，包里所带的食
物都吃光了，口渴了，就
随地捧起路边的积雪放
入嘴里。他俩一定要设法
回到县城去，因为他们申

请的车皮总算批下来了，
如果明天早上 (点之前赶
不到县城火车站，办好车
皮发车手续，就会被视为
放弃。再等到批下车皮，也
不知是什么时候了。他俩
算了一下，从此地到县城
还有 '-"里路，步行差不
多明天早上 %点左右能赶
到县城火车站。

司机对他们深表同
情，但又有些为难，因为这
辆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室里
只能再挤进一个人来，还
有一个人只好委屈站到车
厢的空档里。但也只能这
么办了。
虽然司机将车子放慢

速度开着，但零下 !"摄氏
度的气温，迎着凛冽刺骨
的寒风，让站在车厢里的
人不一会儿就冻得浑身发
抖，不得不行驶一段路程
就停下来，老陆与其同事
和我 &人轮流换位。遇到
下坡时，车子的速度要控
制得更慢，唯恐一个急刹
车，车上装载的原木（每根
有上千斤）向前一冲，很可
能会把站在车厢里的人砸
扁了。
终于，这段路程用了

比平时多 !个多小时的时
间开到了县城，老陆与同
事别提有多高兴了。至今，
老陆还常把这段经历说给
子女和员工听，以激发大
家的干劲。
这天，我们一行在老

陆的厂里参观，听年已 %"

岁的老陆讲述企业几十年
的风雨之路。我知道，老陆
正是凭着这股不怕苦不怕
累、脚踏实地的精神才有
了自己和企业的今天。这
种精神是中国农民特有
的，也是无数中国民营企
业家起家的法宝。

养生之菊
那秋生

! ! ! !人们喜欢菊花，视之
为养生的宝物，这是长寿
的秘诀。

晋代名医陶弘景赞
成人们“吃菊花”，并说：
“真菊花味甜，假菊花味
苦。”诗人陶渊明在他的
诗中常提到“服菊食”，并
有“酒能祛百病，菊解制
颓龄”的说法。

陆游以菊花为“药
枕”，有诗为证：“采得菊
花作枕囊，曲屏深幌闻幽
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
暗无人说断肠。”郑板桥
善饮“菊水”，欣然命诗：
“南阳菊水多耆旧，此是
延年一种花。八十老人勤
采啜，定教霜鬓变成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