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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界法界互不搭界
贺友直 图!文

! ! ! !旧时的上海，
被众多帝国主义统
治，就被划出几块
势力范围，这就是
租界，即称作“租
界”，我们就是“房东”了，非也，虽然在
此范围里的地盘称作为租界，其实所有
权统治权都归这帮黄毛碧眼的东西了。
这就是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就是
在我伲的国土上另外建起了两个国家。

两个租界，主人不同，制度各异，
行驶的交通车辆也互不相通，英商的有
轨电车如 "路的，从杨树浦到外滩（如

今的中山东一路）
就掉头，路轨只铺
到爱多亚路（今延
安东路）为止，绝
不超越一寸，法商

的有轨电车到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
头里就向右转绝不超越爱多亚路一步。
但是也有例外，无轨电车是英法租界互
通的，如 #$路却从江西路直通到打浦
桥，%&路从澳门
路开到老西门，
'" 路从北站通
到斜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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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西去旅游列车上，一
对老夫妻又从窗口小桌下
的行李袋里摸摸索索掏出
小茶具，泡起铁观音来了。
一路上，不知多少次了。他
们招呼我一起喝，我说我
不渴，谢谢。这当然是很
“土”的回答。喝不喝茶与
渴不渴哪有直接关系？想
喝茶更纯粹就是因为想。
我的目光没有放过窗外一
闪而过的风景，但还是注
意到这对老夫妻三
杯两盏过后，就不
见了旅途的疲惫，
悠闲地聊起家常来
了，话音也明亮起
来。他们之所以在
嘈杂拥挤的车厢里
一次次很费事地泡
茶，这就是茶瘾的
势不可挡了。而过
了茶瘾的心花怒放、神采
焕发，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我也是有茶瘾的，只
是不好意思喝他们带着准
备一路喝去的价格昂贵的
好茶，很虚假地推辞。
一种爱好日积月累就

成了瘾。佳茗的诱惑因了
一次次的反复与叠加而形
成的牢固的习惯———喝茶
喝习惯了，再也离不了
啦，就生成茶瘾。
茶瘾大多在宁静的时

刻悄然而来。茶瘾来时绝
不急躁、绝不狂乱，而是
像冬夜里淡黄色的灯火柔
柔地照耀，又像是妻子温
顺地款款走来，以微笑提
醒：喝茶吧……也许此时
你正忙着，你正好有别的
什么瘾在诱惑着，还顾不
上茶，茶瘾就会谦逊地退
让到一边去，耐心等待。
这就是茶的文雅、谦逊。
需要熬的时候，茶瘾一时
半会还是熬得住的，但茶
瘾又不轻易消散，她会潮
汐般时不时泛波而来轻轻
询问：可以了吗，现在？
独处的时候茶瘾常常

会极其姣好地来，这时我
会突然醒悟，对呀，怎么
忘了她呀！便下意识地不
紧不慢地动作起来———为
了美美地享受这个过
程———清洗茶具，达到一
尘不染的程度；烧水，听
水———听一种预告美好品
味就要开始的圣洁的天
籁，开启接受的心扉……
结果就不必赘言了———这
以后一定是要写点文字

的，一定是写诗或
散文，一定是写得
不错的，这时不可
写小说，不可写杂
文或评论，因为不
够纯真，不够优美
……
也有茶瘾为践

约而来的时候。酒
足饭饱之后就是这

样的时候。这时一定会想
起茶，别无替代。这时的
茶瘾是无声的指令。茶来
了，迫不及待地，用上等
好水冲泡的上等好茶下
肚，给胃肠预期的整合与
升华，那个滋味难以形
容！化油腻为清澈，化混
杂为有序，去邪，澄明，
让人沉静，让人通体舒
泰、神清气爽……
茶瘾是来无影，去无

踪的，有点神秘，有点不
可思议，可又是实实在在
的，深邃的。在某种特定
的情景下，坠落茶瘾的深
渊还真难以拯救，但话又
说回来，拯救也容易———
来点茶就行，最好是铁观
音，一小撮也就够了。
有一次到外地，某个

间歇，突然，就有像母亲
的手摩挲着脊背，像思念
恋人的涟漪一阵阵荡漾
……这是什么？这就是茶
瘾君临了。这才记起，已
经两天没有茶的陪伴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何
况两日？距离产生的思
念，距离产生的美，如此
强烈！昔日在本地，在家
中，茶瘾是淡雅的、含蓄
的，在远离家乡的异地，
久违佳茗的时刻，竟如此
波涛汹涌起来。可此时到
哪里寻找铁观音呀，急匆
匆到附近的超市寻觅，没
有。再找，沿着街市找
去，到底走了多远，全然
不顾，终于找到了……

茶就是这样的风物，
叫你迷恋故土、守望家
乡，叫你热爱土地、思念
亲人。茶瘾是一种心悦诚
服的约定，一种道路一样
通向美好的、很难改移的
行径，一种高雅的召唤，
召唤我们去享受生活、创
造生活，去迎接健康与快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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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把虞山派放在第一个讲，不能说是
没有私心的，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虞山
弟子。而且，虞山派自明代创立以来，
一直到现在，都是琴坛上影响最大、人
手最多的琴派，古琴的发展和兴盛，离
不开一代代虞山名家弟子的努力。
虞山在现在的江苏常熟境内，所以

虞山派又称“熟派”。说到虞山，不得不提
琴川。有人说，琴川是虞山脚下一条小溪
的名字，这是不对的。其实在那里有七条
并列而行的小溪，正好像是古琴的七根
琴弦，所以才合称“琴川”。这七条小溪
仿佛暗含着常熟与古琴难解的缘分，这
里自古就琴人众多。当年严天池祖师曾
结立琴川社，所以虞山派又有“琴川派”的别名。
虞山派大约形成于明中叶，严天池祖师有感于当

时琴人边习“繁声”，在继承常熟琴学的基础上又综
合诸家之长，以“清、微、淡、远”的琴风来“黜俗还
雅”。这有点像三曹七子改良汉乐府，北宋诸家改良
曲子词，带有把民间艺术“文人化”的意味。这种努
力得到了当时琴人的普遍认可，虞山派影响迅速扩
大，“清、微、淡、远”更是被习琴之人奉为圭臬。
虞山派的历史倘若再往前推，可能就要归入隋唐

之际琴师赵耶利认为清婉平和、有国士风范的“吴
声”里面。再往前，如果能推到三国时期的话，“曲
有误、周郎顾”的周瑜应该也是“吴声”先驱。
虞山派能够一直活跃至今，离不开上世纪三十年

代由李子昭、沈草农、查阜西、彭祉卿、张子谦、庄剑丞
等 %"位古琴家发起成立的“今虞琴社”。今虞琴社虽
以“虞山派”命名，但本着继承发扬古琴文化的目的，其
实是兼收并蓄的。社员里好多都是来自其他门派的好
手，大家互相切磋，对现代古琴文化的繁荣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当初严天池祖师创立“虞山派”的初
衷，非仅为传己一家之学，而是为振兴整个琴道，虞
山派的琴声能够绵绵不绝，也正是因为它的博采众长、
包罗万象。后来陆续加入今虞琴社的著名琴人里，还
有姚炳炎、吴振平，以及太师傅吴景略先生。
吴景略先生可以说是虞山派的现代集大成者，巧

的是，他也是江苏常熟人，现在在常熟还有吴先生的
纪念馆。吴先生在虞山派“清、微、淡、远”的基础
上更有创新，他的演奏以气韵见长，既
有北地之雄奇豪放，又有南方之清润柔
婉。据说在当时有好多人都是因为听了
吴先生的演奏，才有兴趣学琴的，而要
学的也都是吴先生的琴艺。所以后来，
又有了“吴派”的说法。这吴派的“吴”并非吴地之
吴，而是吴氏之吴，其实应算是虞山派的分支。我的
老师在上海传承吴先生的琴艺，所成立的琴社名为
“鸣玉庐琴社”，又可看作是吴派的一个分支了。

吴景略先生平生最爱的一支曲子是南宋郭楚望所
作的《潇湘水云》，此曲并非虞山旧传，《神奇秘谱》
《五知斋琴谱》等古谱都简单解释其为徜徉山水的隐
逸之态。然而，吴先生经过长时间的钻研和体味，发
现这里面其实还含有更深沉的忧国之思，并在此基础
上花大功夫重新打谱，成为该曲的最经典演绎版本，
也堪称虞山吴派的代表曲目之一。
此外，虞山派的著名琴人还有许多，在发祥地江

苏常熟也有不少弟子在活动，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江湖名号：虞山派（琴川派、熟派）
祖师：严澂（天池）
琴风：清、微、淡、远
名曲：《梅花三弄》《胡笳十八拍》《潇湘水云》

《梧叶舞秋风》
名家：徐青山、吴景略、翁瘦昌等
秘籍：《松弦馆琴谱》《大还阁琴谱》
下一回：源远流长说川派

阳光斜照的房间
王小龙

! ! ! !老肖假装和颜悦色，让我
解释一首诗。逐词逐句地解
释，跟着他的手指头。还好是
别人的作品，北岛或者是杨炼
的。冬天，暖和的阳光斜照在
他的手指头上，我很不情愿地
跟着一路乱说，眼前小虫子飞
来飞去。不要以为老肖那么好
蒙，说不定他就是想称称我斤
两，你看他不停地把老花眼镜
摘下来又戴上去，眼珠子放得
老大，狡猾狡猾的。
老肖的桌子边上放了把椅

子，好让他感觉是医生在给人
看病。《上海文学》的房间里
每个编辑桌子的一侧都放着一
把椅子，只有老肖靠窗，被笼
罩在阳光中，享受德高望重的

优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
国啊，每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
大概都像门诊部，破桌子烂椅
的就给人也给作品号脉处方。
那时候编辑是可以打个电

话写封信把作者叫到编辑部来
喝茶的。没犯规，也没违法，
就是近来没怎么写，或者稿子
有点毛病，也可能其他方面，
总之想教训你几句。写诗的不
太在乎，不服气也不争辩，不
想改就不发表吧，什么了不
起。写小说的比较顶真，据说
他们时不时地要去编辑部争个
明白，很不像话。
不，我其实还是在乎发表

的，那时铅印出来如果错一个
字会难过两三天，哪里像后来，

谁把最后一行印到第一行我当
假的。不不，我其实现在也还
是在乎发表的，编辑说选了我
自印本里的几首，我说还是专
门写吧，机会请给我留着。

我说说原因。对文学刊物
来说，发表一些文辞诡异、内
涵玄妙的诗比较合算，既对得
起编辑的中文功底，又对得起
文青偏爱半生不熟的胃口。如
果希望发表的作品有反响有评
论的话，评论这样的诗最容易
找到人了，这班学而有术的朋

友，谁不愿意表现你们不懂我
懂？信不信，三十多年来这套
文学势利眼的花样经没多大改
变。我这种怎么白怎么写不过
是日常生活普遍认识的诗，刊
物发表要冒点落身价跌档次的
风险。至今记得人家指出我凭
直接经验写作时的不屑，自惭
形秽啊。没什么可抱怨的，既
然选择了与经院与虚伪为敌的
写作路数，咎由自取。让我不
至于孤立无援、举目无亲的原
因之一，是这本刊物以它的声
誉站在我背后。我发表得不
多，但相对当年也主张口语又
写得更好的诗人，我算幸运
的，你想写诗的人有多少啊，
写得好的又有多少啊。

《上海文学》 已经六十岁
了，多么奇妙，我也虚年六十，
算是同龄。一本文学刊物对于作
者意味着什么，恐怕不能抹去一
同走过的岁月。很多年过去，发
生过很多事，想起离去的人物，
忧伤不再凛冽，犹如冬日的阳
光，它暖和地斜照进窗，让你觉
得身上的那层冰冷坚硬在分崩离
析；想起仍在那房间里坚持为他
人做嫁衣的人们，你发现自己在
微笑，从午后到傍晚。
老肖，肖岗，原《上海文学》诗

歌组长、副主编，他的诗集在我书
架上亮了。
画家从文

学中得到了意

外的图式。

蝶恋花!庆嫦娥落月
吴家龙

! ! ! !探月工程三步走! 数

十春秋" 昼夜攻坚守! 金

兔飞天今日有" 昂昂仰望

旬余久!

喜庆吴刚酬桂酒! 落

月嫦娥" 舒袖蟾宫后! 玉

兔遨游牵手秀" 人间起舞

霓裳奏!

注：探月三步走：第
一步绕月探测；第二步落
月探测；第三步无人采样
返回，简称绕、落、回三
步走。霓裳，即霓裳羽衣
曲，盛世华章也。

甘露寺与尚书第
陈铭华

! ! ! !说起甘露寺，人们自
然会想起《三国演义》中
刘备招亲的那个坐落在江
苏镇江的甘露寺。本文所
说的是始建于南宋绍兴
'( 年 ) ##&( 年 * 的福建
泰宁甘露寺。因寺庙岩穴
上方有块钟乳石，形
似龙头，一年四季间
隔滴泉，水质清甜甘
冽似甘露，故名。甘
露寺由上殿、蜃楼
阁、观音阁、南安阁组
成，建造在下窄上宽，呈
倒三角形的高约 "+余米，
宽约 '+!,+ 米的大型单
体拱形岩穴中，以一根粗
大的木柱在中间撑起四幢
重楼叠阁。整座寺庙采用
木质结构，并以“-”形
斗拱相连接，不加片瓦，
不用铁钉，全靠构件互相

卯榫咬合，
属重檐歇山
式木构古典
建 筑 。 据
说，十二世

纪末，日本重建奈良东大
佛殿时，曾派名僧重源法
师入闽学习甘露寺的斗拱
建筑工艺。
素有“汉唐古镇，两

宋名城”之誉的泰宁，早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繁

衍生息。西汉初，闽越王
无诸曾在此建立行宫、巡
游校猎。南唐中兴元年
（./" 年） 置为归化县。
北宋元祐元年 （#+"(

年），哲宗即位后将孔子
阙里府号“泰宁”赐作县
名，寓“泰平、安宁”之
意，并褒扬该县习俗淳
厚 0文风鼎盛。据史料记
载，从唐僖宗乾符二年
（"$/年），李恒足考中进
士后至清末，泰宁共考取
进士 /( 名，其中状元 %

名，即叶祖洽与邹应龙，

分别是北宋神宗熙宁三年
（'+$+年）庚午科状元和
南宋庆元二年（''.(年）
丙辰科状元，举人、秀才
不计其数，开创了“隔河
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
巷九举人”的科举盛况。

泰宁保留着以明
代建筑为主体的从明
初到晚清 /++多年中
各时期的建筑物，其
中以尚书第堪称明代

建筑经典之作。尚书第是
明末兵部尚书兼太子太
师、柱国少保李春烨的府
第，建于明代天启年间，
已有 ,"+多年历史。尚书
第占地面积约 /&++ 平方
米，建筑面积 &/++ 平方
米，建筑规模宏大、端庄
典雅、布局严谨、工艺精
良，具有大面积、大甬
道、大空间、大回廊、大
台阶、大厅堂、大架梁的
特点。其南北向大甬道上
一字排开建有南门楼、北
仪仗厅和坐西朝东的五幢

主体建筑，以及书院、辅
房、马房、后花园等附属建
筑。主体建筑每幢三进，
用封火墙相隔，有廊门联
通，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

系。尚书第既借鉴京城官
府建筑的恢弘气势，又糅
合本地府第式建筑的元
素，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
总体和谐、布局完整、流
线舒畅、左右对称、前后
错落、高低有序的审美标
准，有专家比喻福建古建
筑是“中国地上古建筑的
巨型博物馆，其中泰宁古
城鹤立鸡群，尤为显著”。
自然景观的秀美、历史文
化的积淀赋予这座古城以
灵秀与魅力，灵秀泰宁、
气韵雄厚，魅力泰宁、清
雅隽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