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古钱塘两小小
! ! ! !与几位诗友游杭州
西湖，行至西泠桥时，大家
自然想到苏小小，而钱塘
曾有两个苏小小，却极少
为人们所知。钱塘两小小，
一个是南朝时齐苏小小，有“貌绝青楼、
才空士类”之誉，惜妙龄而逝。此即如今
广为人们所知的葬于西泠桥边的苏小
小，古今诗人多有题咏。另一个苏小小，
宋朝人。宋苏小小事，见郎仁宝《七修类
稿》。据郎氏云，苏小小，亦钱塘名妓。
对于宋苏小小，不但今之游客和读

者多一无所闻，便是以前一些著名文人，
也不曾知。如朱彝尊因不知宋亦有苏小
小，误以嘉兴苏小小墓为南齐苏小小墓，
而认为西湖小小墓不过是附会而已。便是
在杭州居住四十余年、对钱塘历史和西湖
胜迹极为了解的明代大文人张岱，似也不

知曾有两个苏小小。张
岱在《西湖梦忆》中记南
齐苏小小事迹后，录有
苏小小诗与词。诗即多
为人知的“妾乘油壁车，

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此为南齐苏小小诗。所录词为《黄金缕》：
“妾本钱塘江上住，花落花开、不管流年
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
插玉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
梦断彩云无觅处，夜凉明月生南浦。”则为
宋苏小小词，盖南北朝时只有诗而尚无词
也。从宋苏小小所和赵院判诗与此阕《黄
金缕》看，至今仍不为人知的后一苏小小，
才华更胜于前一苏小小。西泠桥头，笔者
成小诗一首，算是对两位苏小小的怀念：
“两个钱塘苏小小，才情当日知多少。我来
聊自诵其诗，惟见西湖波渺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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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故乡虽不是杏的主产地，但由
于土地肥沃，村人在房前屋后、路旁、地
头、沟坡见缝插针，栽上那么三棵五棵。
品种一般是麦黄杏。

杏花还会变色，含苞时为红色，绽
放后渐渐褪色，盛开为粉白，花落是一
地白雪。几场雨水过后，杏树的枝丫间
便挤满了毛茸茸的青杏。咬上一口，唉，

真是又酸、
又 涩 、又
苦，但那涩涩、酸酸的感
觉，一下便锁住人的味觉
和回忆。麦子由绿变黄
时，杏子也进入成熟期。

医学家研究发现，常
吃杏能抑病防癌，延年益
寿。因为杏仁有小毒，能治
疮杀虫，故杏不宜多吃。看
来，民间“桃饱人，杏伤人”
的说法还是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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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张健桐

《我们这拨人》是一
部不一样的电视剧，它讲
述了一拨青年人创业成
长的故事，但采用了不常
见的方式，提出了一些严

肃的问题，并且塑造了几个有现实感的
人物。

主人公汤若不是那种励志剧中常
见的带理想色彩的主儿，倒是那个我们
在同学、同事、邻居、朋友中会遇到的优
缺点并存有烟火气的角色。虽是富二
代，他却具有很强的能力和更强的自主
意识。他坚决甩开父亲的人生教导和经
济羽翼，与老同学高博，后又有李时恰
加盟一同自主创业，为他们的“走着瞧”
网络公司倾尽了青春的热血。他们中一
个头脑灵活、一个技术超群、一个办事
老到，但仍在创业中磕磕碰碰，历尽磨
难。

如果仅此，此剧还当不起“不一样”
这三个字。它的过人之处在于揭示了这

些年轻人为摆脱困境，也会不择手段，
还原了生活的残酷和真实。一方面汤若
不惜让青梅竹马的乔乔顶着坐牢的风
险挪用父亲公司二十万公款；另一方面
为了炮制一个精彩的视频以激增网站
点击率，他们竟然让农民厨子王大亮装
哑巴假扮逆境中奋斗的艺术家，拍摄了
一段视频“流浪的达·芬奇”上网播放。

网站果然因
这段视频火了，
“达·芬奇”的“励
志”故事感动了
无数人，王大亮
成了追梦青年的偶像。但是开场容易
收场难，造假的后果是他们不得不用
一个又一个谎言去掩盖和弥补这第一
个谎言惹出的麻烦，汤若的短板也在
捉襟见肘、东救西补中暴露无遗。他心
里只有成功，忽视了为他挪用公款的
乔乔身处水火；长期拿不到工资的高
博腹背受夹；假偶像王大亮失去了自

然的生活；汤若甚至为查所谓告密者
伤害了同伴的感情，大家都对汤若的
自私不满。剧情在描写汤若热血的同
时也刻画了他的混账，这恰是此剧的
精彩之处。

当然这一切不是为了自然主义的
呈现，而是为了托出年轻人的成长。终
于，高博的愤然走人让汤若获得了第一

次心灵上的成
长，他这时懂得
了做事不能一点
不为朋友考虑；
父亲出手帮乔乔

摆脱挪款危机，竟将自己也搭了进去，
受到了董事会的制裁，这让汤若获得了
第二次成长，他这时领会到了父亲的爱
也懂得了自己的责任；但最难的是直面
视频作假这一桩，汤若虽然因第一桶金
含有原罪并且不得不为此一骗再骗而
备受折磨，但就是转不过弯来，因为说
出真相将可能身败名裂，并且失去心爱

的女友牧歌。同伴们一致决定折中一下
让王大亮宣布重新流浪以便淡出公众
视线，并推出另一个奋斗者小狼成为新
的偶像，并就此结束公司以摆脱尴尬。

全剧结局有深度，新偶像小狼的歌
唱实力虽货真价实，但他只顾自己成
功，抛开需要照顾的双亲，最后为了那
场成名演出，竟置垂危的老父于不顾，以
致父亲临终没能看上儿子一眼。这让汤
若重新审视所谓成功的价值，发现欲望
抢据了本应是亲情、友情的空间，成功的
背后夹杂着让心灵不堪承受的自私与无
情，他这时理解了王大亮被当作偶像时
的愧疚，理解了父辈们和同伴们的心。他
终于在明明已经摆脱危机的情况下主动
召开记者会，和同伴们一起勇敢地道出
了真相，这是汤若的第三次成长，也是
几个年轻伙伴们共同的真正成长。

相信此剧中这样的成长能让更多
摸索中的青年人得到教益。和成功相
比，灵魂的成长才更珍贵。

公交车上的二郎腿
吴凤珍

! ! ! !那天，本来这是我心情最好
的一天。原来的老领导偕同他那
家属们从宁到苏与几位老同事们
相约在观前品苏州百年老店的传
统名店，阔别半个世纪的重逢，令
大家感慨与欢乐，以致回家时坐在
公交车上我犹浸沉在方才的欢乐之
中。到站下车从后向前走着时，一不
小心裤腿竟去撞了别人搁在腿上的
“二郎腿”的那只鞋底上！由于那天
恰是下着不小的雨，那鞋底上又有
水又有泥，竟粘在我那裤子上。我朝
这位“二郎腿”瞪了一眼，边拍起裤
子，这“二郎腿”主却很淡定，毫无表
情地朝我瞅了一眼。本来搁着那纹
丝不动的“二郎腿”还在悠
闲地、微微地摇晃了几下！

那天本来极好的心情已
被糟蹋得坏透，快走近家门
时，我再一想，若然这一腿是
在我去观前准备会老领导及众同事前
挨着的呢？那可更惨啦，心情竟开始好
转了。
此后，凡一上公交车我就未雨

绸缪地首先注意起车厢里的“二郎
腿”现象了，一注意后发现几乎每次
都能邂逅几位，原来我们一直是在
“二郎腿”的腿缝中小心翼翼地穿行

着的。几乎从没人提出过，有时直到
乘客走到“二郎腿”前仅几厘米时，这
只搁起的腿这才懒洋洋地、不大情愿
地仍是搁着仅挪开个这几厘米。让你
侧着身子或跨栏似的跨过去！

当然，搁“二郎腿”大体上并不
能算坐相太欠佳，那就得看你坐在
什么地方了，如果在宽敞的尊府上，
你休言搁“二郎腿”，即便搁上“三郎
腿”也可以。可在这个空间狭隘的车

厢里，就得考虑方便别人的
走路而收敛些。

我不免又回忆起了过
去有一次乘公交车的遭遇
了———我坐在沿窗边，突然

感到有股异味从后面袭来，便斜睨
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便恶心起来
了———原来坐在我后座的是个中年
男人、人高马大，非但搁起了“二郎
腿”，而且脚从皮鞋里脱壳出来，正
用一只手在扳脚丫！
这下我尴尬了：若然仍是坐下

去，我实在没胃口，而且刚吃的早饭

已在喉咙里窜上窜下了；若是站
起来吧，我已年老，委实也累得
慌。我偏秉承着国人的善良品
性，竟没有提出一声意见，惹不
起可躲得起，我只得站起身子

来，移开几步，摇摇晃晃去拉上面
的吊环！殊不知车厢的空间毕竟
小，这股臭气在整个车厢里弥漫、
盘旋开来，我又开始恶心了。于是!

我微踮着脚!拼命拉住了吊环。那模
样确是有些狼狈! 人家一看我有位
子不坐!偏要这样地站着!再瞧后面
在扳脚丫的老兄! 也都明白这怎么
一回事。也闻到了这臭气!当然也都
保持沉默。就这般模样地车在继续
地行驶着" 我只得把旁边的窗子都
拉开了。

幸而快到站了!我再忍耐!熬到
下车!我逃也似的逃下车了。我现在
回忆起来! 其实我这不是逃下车!而
是逃避了现实生活。

在我们的下一代进幼儿园时!

老师就教他们起码的礼貌的! 我只
记得儿歌中的一句”小脚并并拢”。
那么让这些搁“二郎腿”的主儿再
进幼儿园去接受礼仪的“启蒙教
育”，并跟着老师唱：“大脚并并
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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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的小学和中学是在
乡村学校度过的，那还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
了，那么遥远，又仿佛就在
昨天。

堡镇是崇明“桥、庙、
堡、浜”四个大镇之一，下
辖十八个村。为了方便村
里的小孩就近读书，每三
四个村建有一所学校。我
们读书的永和村学
校由小学和中学组
成，前后共有三排
教室，一面围墙，合
成一个大大的“口”
字。尽管校舍简陋，
但如此规模的青砖
瓦房已经是村里最
好的建筑了。学校
很难得有个宽阔的
操场，二百多米的
跑道是用煤屑铺成
的，两副老式的篮
球架，木制篮板在
日晒雨淋下有点摇
摇欲坠。操场边、教
室后槐树、杨柳、梧
桐、水杉等形成的树荫充
满了生机。教室里的黑板
是用木板刷上黑漆做成
的，由于频繁地书写擦拭，
黑板上的漆掉得东一块、
西一块的，斑驳不堪。
乡村学校与周围的环

境融为一体的，妥帖自然，
它是乡村孩子心目中最向
往的地方。晨曦初照，方圆
三四公里的小孩背上书包，
沿着乡间小道，三五成群地
来到这里，伴随着朗朗的读
书声，沉寂的农村一下子充
满了希望和生气。
这里的很多老师就住

在村里，他们的生活已经
纳入了乡村的轨道。上午
上课，下午高挽了裤腿在
自家的责任地里，手握粉
笔的手常常见到厚厚的茧
子。他们中很多尽管不是
“科班”出身，文化水平参
差不齐，其中也不乏佼佼
者，既上语文、数学等主
课，还能身兼美术、音乐、
体育等课程，虽然算不上
专业，但很敬业。
盛夏的时候，教室特

别闷热，老师就干脆把课
堂搬到走廊里，简易黑板
靠在木架子上，阳光从树
叶的缝隙间投射下来，风
吹来，凉飕飕的。知了叫得
太吵了，老师就跺跺那棵
树，受到惊吓的知了就

“吱———”一声飞远了。
然而，冬天就没那么

惬意了。呼呼的西北风直
往教室的墙缝里钻，同学
们不停用嘴巴对双手哈
气，使劲用脚跺着地面。下
课铃终于响了，同学们冲
出教室，二十几个人一排
溜站定，紧靠着墙壁，大家
高喊“挤啊”，然后从两边

向中间使劲地挤，
中间的人就会被
挤出来，而这被挤
出来的人又会站
到两边，接着挤，
这样，不到一会
儿，大家的身上就
都暖和起来了。这
种充满乐趣的挤
暖运动被我们形
象地叫作“轧猪
油”，在彼此亲昵
的推搡挤压中，那
逡巡不去的寒意
顿时被 我
们踩在 脚
下。
二年级的时

候，学校来了位年
轻漂亮的实习老师，她能
把学校唯一一架破旧的风
琴弹出好听的歌曲来，为了
那年的“六·一”汇演，她搬出
学校所有的打击乐器，整饬
一番，教我们排练打击乐表
演“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我
煞有介事地拿着小沙锤竟然
也能和上节拍：结果那一年
的汇演我们的节目拿了优
胜奖。

乡村田野里的小麦黄
了、稻谷熟了，期盼中农忙
假也来了。每年夏、秋收的
时候，学校都会给学生放
差不多一周的农忙假，这
个额外的假期既调节了我
们的学习强度和节奏，也
让我们体验到了田间劳作
的艰辛与快乐，每年农忙
的苦与累，恰成了追逐梦
想的助推剂。

对于农村小孩来说，
我们认知世界的窗口，除
了父母，就是村头的学
校。乡村学校虽然简陋，
师资欠缺，学生也不多，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享受
那个年代学校特有的快
乐，这种快乐来源于我们
生活的简单，内心的明快，
没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多的
压力。每日系上红领巾上
学，在课桌上刻“三八”线，
用粉笔末刷白球鞋，除“四

害”交老鼠尾巴，
还要交牙膏皮和
废报纸……日子如
同书页一样，呼啦
啦的翻过去，我的

小学、中学就在这无忧无
虑中悄然而去。时时想起
在乡村小学的生活，那无
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岁月
让我终生难忘。

多么希望自己的孩
子，也能在这样的学校念
书啊，简单、明快而朴实。
可是，那远去的乡村学
校，以后恐怕再也遇不到
了。

逛逛小马路
王鸣光

! ! !闲着的时候，喜欢到小
马路上逛逛。
小马路既不像老城厢

里那些的短街小巷，陈旧
狭窄，人烟稠密；也不似市
中心的大马路，车水马龙，
商厦林立。小马路上也有
车辆，却是单向，人行道不
过两米来阔。马路
虽小，行道树却粗
壮，夏天枝柯交接，
半空中搭出一个绿
色穹顶，路面铺上
一层浓浓树荫。夜晚亮起
的路灯，被繁密的树叶包
围，光线破碎而幽暗。

在小马路上逛逛，仿
佛是在一个敞开的巨大的
历史博物馆里徜徉，两边
都是沧桑的建筑，一棵树，
一片瓦，一扇窗，都在默默
地诉说着百年风云。那树
木掩映着的坡顶或尖顶，
那爬满整个山墙的爬山
虎，那山花楣饰、木质百叶
窗，以及黑色铸铁栏杆，都
散发着别样风情。清水青
砖或红砖墙面上，时有一

块铜质铭牌挂着，原来毫
不起眼的小楼还是一位历
史名人的故居。走进故居，
里面的一桌一椅一灯，还
保留着上世纪式样和色
调，置身在朴素而幽静的
客厅中，恍然自己是一位
名人要接待的客人。

小马路幽静的，雅致
的，沿马路，或是独栋小
楼，一圈高高的围墙，一幅
庭院深深的场景。或是一
个弄堂门面，门面
不高，有什么“里”
什么“坊”的牌额，
里面的幢幢小楼，
一排排，安安静静
地站立着，门和窗似乎一
直关着。不闻吵架声、卡拉
#$声，却不知从哪扇窗
口里飘出一缕钢琴或是小
提琴声。行人稀少，皆悠然
而行。汽车驶过时，也轻手
轻脚，只是车轮沙沙有声。
在这样的马路上逛逛，身
心便会放松，心头一片宁
静。“大隐隐于市”，这
“市”，小马路最相宜。

在小马路上的店家，
往往是以雅致而低调风格
融入到小马路的氛围中，
一开间门面，简单的装潢
中却暗藏着精致，或是一
家琴行，里面一把把小提
琴静静悬挂着，钢琴闪动
着黑亮的幽光；或是一家

书店，走进去闻到书香和
咖啡香的混合味，或是一
家古玩店，迎门是一架老
唱机，古铜色的喇叭像花
瓣似的迎着进门客人盛
开。即便是一家饭店，也不
会搞得烟熏火燎、霓虹闪
烁，而是淡然地藏在老房子

里，靠客人口口相传。
小马路称之为

“上只角”。逛逛，溜
溜，看看，或者与闲着
的老人聊聊，便能感

受到与石库门不一样的生
活气息，是了解上海人生
活的另一扇窗口。上海的
海派风格，在小马路上会

有更深切的感受。
如今，上海城

市越来越大，一些
小马路被拓宽四
车道，六车道。两

旁行道树，遥遥相对却绝
无牵手的可能。沿马路都
是一幢幢二十多层以上的
高楼，千篇一律，缺乏特
色，更无风格。相比之下，
小马路便成了一笔宝贵的
文化遗产，闲着的时候多
逛逛。

林佐明
致富全靠卖技术

（三字金融术语）
昨日谜面：先验后称终收
纳
（世界杯球员）

谜底：内马尔（注：用方位
拆字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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