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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子陵归隐蛰居

（四字电力广告语）
昨日谜面：必盼进入重点
高校
（五字金融名词）

谜底：定期一本通（注：期，
盼；一本，一等的本科）

说不尽的华林山
罗光辉

! ! ! ! !前年，我
和新华社一兄
弟、上海的两
个朋友，还有
长沙电视台的

女主持一行来到了华林山。那
天，烟雨迷蒙，雨是雾状的，烟
雨中的胡氏古村，像蒙着一层
神秘面纱，这给了我更多的想
象。站在离古村不远的地方，
我在想，这样的面纱倘若能永
远不被揭开该有多好。想着、
走着、拍着照片，我们来到了
感恩寺遗址，我问不清它的始
建年代，也没看见它原来的模
样，只看到一些零落在草丛中
的横七竖八的碎石桩。只知道
宋徽宗赵佳曾到此一游，并有

一块《徽宗碑》。古驿道上，有
一座迎恩坊和迎恩阁，新闻社
的兄弟在遗址旁大发感慨“感
恩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
禅和的心态，是一种品位和品
德。残破的废墟是历史的映
照，等我有了条件，我
要让它重振雄风。”

“为帮国之华，树
儒林之望”。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华林这个名
字的来历。但我知道华林很美，
也很让人眷恋，华林山水，鲜活
灵动，空旷神妙，如诗如画。满
眼的绿，满山的意蕴充满着神
奇，充满着奥妙。
那天，我和朋友站在樟树岭

水库大坝上，置身于山水间，目

睹山的稳重，水的灵动，自然使
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情
感更为圆融。而看万类草木自由
的繁衍与成长的蓬勃景象，更让
人向往不相逐的生存状态。

远离喧嚣尘世的一方山

水，是上天对华林的馈赠，也是
华林人热爱自然，守护自然的
丰厚回报。是的，人，一旦有了
与大自然的和谐意识，必然升
华为共存共荣的蔚蓝景象。

华林山含氧量超过 !"#，
是空气中正常含量的 $ 倍多，

这对于生活在雾霾之中的人来
说，是多么的宝贵和难得啊！走
在山间小路上作深呼吸，我那
慢性鼻炎有点堵的鼻子也通畅
了，感觉是爽透了。

清晨醒来，推窗望外，闲看
无心相逐的白云，静观
屋前茵茵的绿草，蓦然
想起一部电影———《人
啊，人！》

石头上长树，这是
华林山的奇观。巨大的石，上有
石，下有石，石与树缠绕，天与
树呼应。但是这石头不显呆板，
却显灵性，树长在石头上，树根
与石头之间该有着一种怎样的
默契和配合，石头内部的秘密，
唯有树的根是深知的。根伸进

石头里，然后长大，长高，长出
个性，长出风采。

说华林，不能不说华林魂，
那就是华林地标———丫口石。

大约在 !"%& 万年前的一
天，随着阵阵撼天震地的隆隆
巨响，山崩地裂，怪石乱飞，岩浆
喷溢，苍穹大地，混混沌沌……
等一切平静以后，留下了鬼斧
神工的惊世奇观。祖孙石、情侣
峰、柱状、齿状、脊状的奇石，构
成了黑白阴阳的万物之道，穿
越时空亿万载，啸卷雄风几千
年。

丫口石，不是一句广告，不
是一条标语，它是一扇回望远
古的窗户，站在丫口石前，人会
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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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档案
郭红解

! ! ! 那天，有朋友或惊奇或调侃地
问我：“全国每年数十亿档案收费哪
儿去了？你们档案馆每年收多少档
案费？”上网后发现，前一句问话是
新华社一则消息的标题。这则“重磅
消息”对档案部门来说，不啻是“当
头一棒”。但细看新闻内容，是指人
事档案保管费。借用一句网络用语，
档案馆这次是“躺着也中枪”。据笔
者所知，市和区县档案馆一般不保
存人事档案，现在也没有什么收费
项目。

三十年前刚到档案局工作时，
有人会神秘兮兮地问我：“我的人事
档案在你们档案馆吗？”每回都要费
一番口舌作解释：档案馆主要保存
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形成的有一定
年限的历史档案，比如市档案馆保
存解放前租界机构档案，解放后市
政府各部门档案，还有江南机器制
造局、旧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
的档案，等等。三十年来，档案馆从
封闭走向开放，其社会功能为越来
越多的市民所了解，但其知名度毕
竟难与同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图
书馆、博物馆比肩。当下人们浏览新
闻大都是“快餐式”的，看个标题就
完了。这样，这则广为传播的关于档
案收费的消息，“误伤”档案馆也就
情有可原了。

平生第一次“接触”人事档案，
是年少时在邻居家。那天邻居大哥
拿着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自豪地告诉
我，这是他的团员组织关系档案。他

考上一所中专，要将团员组织关系
转到新学校。“你能偷看自己的档案
吗？”我禁不住问。“绝对不能，这是
起码的组织观念。正因为组织信任
我，才让我自己转关系。”一番话让
我肃然起敬。不知为什么，以后我转
关系并没有过这种“信任”，都是单
位之间转递的。那年在厂办公室工
作，偶然在机要信件登记簿上看到
自己的档案转到局里，心里顿时紧
张起来，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后来才
知道，当时厂里分配到一个
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厂里
推荐了几个候选人，我也在
其中，所以就有档案转递。
结果我落选了，于是就怀疑
是我档案里那几个“海外关系”惹的
祸。其实自我出生起就没见过“海外
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但在入团入党
时都要一一填上，还要写上自己对
这些“关系”的深刻认识。幸运的是，
恢复高考后，这些“海外关系”并没
有影响圆我的大学梦。
人事档案，对我们这辈尤其对

我们父辈中的不少人来说，都有难
以磨灭的痛楚记忆。有多少人曾为
自己的人事档案担惊受怕，背过沉
重的思想包袱！从家庭出身、社会关
系到检查交代、内查外调、审查结

论，有多少材料要塞进档案袋！有人
甚至到了“档案等身”的骇人地步。
前些年，有位作家在北京潘家园旧
书摊上，收购了一批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中国剧作家协会的包括个人检
讨、互相揭发和批判会议记录等档
案材料。其中“胡风集团案”涉及到
的杜高个人档案数量之多、时间跨
度之长尤其让人吃惊。据披露：“杜
高档案”装订成册，厚厚几大摞，其
反映的内容始于 '(""年反胡风，历
经 '(")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 '*年
的劳改生活，结束于 '(!(年杜高被
摘去右派分子帽子释放回家。交代、
揭发、批判、外调、总结、评语、结论
等材料达几十万字。实在难以想象，

这样的档案材料竟会流落街
头，幸好被有识之士发现并
收藏。

今天，人们再也不会对
档案怀有恐惧感了，但我以

为对档案的敬畏感还是应该有的。
这种敬畏，是对历史的敬畏，是以史
为鉴的体现。以前，不少人一想到与
自己“形影不离”的厚厚的人事档案
就噤若寒蝉；如今，一些年轻人不知
自己薄薄的几页档案去哪儿了。社
会生活发生了多大变化。这里，想对
一些年轻人进一言：别让自己的人
事档案“失联”，档案记录了你的人
生轨迹，其中相关的原始凭证在今
后若干年、甚至几十年后，会在你的
工作和生活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
用。

!上海书坛"中的灯谜
江更生

! ! ! ! 《上海
书坛》是一
份创刊于上
世 纪 +& 年
代末的专门

介绍苏州评弹的小报，, 开 + 个版
面，起先为周刊，后增为半周刊，由当
时东方书场的主管高尚德经营。报纸
虽小，内容丰富，有披露书场信息，有
推介评弹艺人，有闲话书坛掌故，有

月旦演员书艺等文字，撰文者多为耽迷评弹的文人，
诸如陈灵犀、秋翁（平襟亚）、横云阁主（张健帆）、周游
等，文章隽永，趣味盎然，深受听众读者欢迎。'(+(年
"月，上海解放后不久就重新登记出报，直至 '("* 年
始告停刊。

笔者既爱评弹又喜灯谜，故对这份小报非常关
注，曾花了好几天时间，泡在上海图书馆里，将其饱览
了一通。披阅时欣喜地发现它从 '("'年 *月 '日的
第 *&+期起开辟了灯谜专栏，名曰《半周灯谜》。还附
有编者按语：“本报为提高读者兴趣，特辟《半周灯
谜》，在新评弹中作为一个小小点缀。”加上该报主事
者善于揣摩受众心理及推销自己，谜栏专置猜谜印
花，剪下贴于应射信封才有奖品，奖品多为香皂之类
的日用品等。所以，别看这“小小点缀”，当时着实吸引
了不少的猜射者呢。
报上所载的灯谜皆与评弹有关，例如：“此曲只应

天上有”打南京路上的书场“仙乐”（注：乐，作“乐曲”
解）。还有猜评弹书目名的，例如：“妻财”打评话名《岳
传》（注：别解为“岳家所传”）；“月下老人酒醉”打弹词
开篇名《乱点鸳鸯》；“一子参军”打弹词开篇名三：《百
头》、《半字》、《传美名》（注：“一”扣“百”头；“子”扣“半
字”；“参军”扣“传美名”）；“扁舟获鲤笑颜开”打弹词书
目《渔家乐》；“和尚圆寂”打弹词《白蛇传》一折《合钵》；
还有用弹词开篇《剑阁闻铃》中的唱句“龙泪纷纷泣玉
人”打弹词《啼笑因缘》中的《哭凤》（注；凤，作“贵妃娘
娘”解）等，此谜极具本地风光之趣。内中较多的是猜人
名字的，如：“相如辱妻”打擅说《描金凤》等的弹词艺人
“凌文君”（注：别解为“欺凌卓文君”）、“犬吠高山巅”打
擅说《绿牡丹》等的评话艺
人“汪云峰”（注：汪，拟犬
吠声）、“孙二娘的姣儿”打
票友下海的弹词艺人“张
青子”（注：别解为梁山菜
园子张青之子）、“服补
药”（谐声格）打有“塔王”
之称的弹词艺人“沈俭
安”（注：谐作“身健安”扣
面）等。尚有打评弹作家
的，如“出门七天”打“周
行”（注：周，一星期）、“环
球旅行”打“周游”（注：
周，环形的路线）、“为儿
孙奔波”打“牛马走”（注：
如牛马般地奔走）等。这些
灯谜虽然浅显了点，但都
蕴含谐趣，是很适宜报上
征射之用的。

虫趣
吴凤珍

! ! ! !一年四季中我始终喜
欢秋季。它不仅气温舒适，
而且秋高气爽。还有的便
是我还可以玩虫，这对于
童年时的我而言，才是主
要的。

小时我善捉虫，如是
蚱蜢之类，我是手到擒来。
如果捉蟋蟀，那就得与大
弟合作了。我负责端了盆
水对准蟋蟀叫的方向猛烈
冲倒进去，大弟则同时
拿起网罩对准从乱砖堆
中逃出来的蟋蟀罩上
去，一捉一个准。起初，
我们凡是捉到雌的，自
认倒霉，即把它放了。后
来，长辈教导我们说，别把
这雌的放了，把它与雄的
养在一个盆内，这只雄的
才更有精神和活力。“为
什么？”长辈秘不作答。直
至我稍长，读过《斯巴达克
斯》一书，内中有主人特地
为最骁勇的角斗士配了位
绝色美女同居，才明白。

我们小孩子最
盼农历七月下旬有
人发起由大家募捐
的“放焰口”，此系
施食于饿鬼的佛
事。那晚将于大街的人行
道上搭起高台，上悬几只
大支光的电灯，这些大支
光的灯，招引来了大量的
虫，有小的蠓虫围着小支
光的灯，形成了一个个虫
圈子。而较大的蚱蜢则朝
人堆里乱撞。我们只消在
自己的头颈里、脚腿上、头
发上抓抓便是了。这天倒
成了孩子们的欢乐节日
了。我捉了蚱蜢放进大瓶
里。从中挑出有种名为
“拜拜道士”的，只为它的
头颅颇像道冠，故名。抓
住了它的脚，竖着它，对它
说：“对我拜三拜，我就放
你回去”，有时它真的朝我
拜了，我也舍不得放它回
去，因为被拜的感觉真好。
当然，凡是能鸣叫的虫最
受我的喜爱，唯其中“叫蝈

蝈”的叫声我嫌烦，不够文
雅。最悦耳的是金铃子的
叫声，它悠悠然，脆生生，
像乐器中的箫声。
有次，我的叔父加入

我们的捉虫队伍，他捉了
好多的虫：有“纺织娘”、
“蟋蟀”、“蝉”等等，还特地
买了只金铃子。蟋蟀放进
专用的蟋蟀盆里，其余的
按其叫声放进大小不同的

甏里，他把这些鸣虫都放
在我与祖母睡的房里。放
置的地点与床的距离远近
虽不同，但鸣虫从各个甏
里传出的叫声却是清越婉
转、悦耳动听。
这一来，房里够热闹

的了———较远处有纺织娘
的织布声声；侧厢的高处
悬着的蝉儿，偶尔拖长了

腔 调 来 一 声
“知———了！”；蟋蟀
在瓦盆也不甘寂寞
地“口瞿、口瞿———”
地高唱着；最惹人

怜爱的是我枕畔的小金
铃子，它优雅地奏出了一
串串清脆的小铃铛声。这
些虫鸣的余音袅袅地飘
荡在祖母那简陋的房
中———好一首昆虫合奏
曲。令人沉醉的纯天籁之
声哪！这是叔父为了逗一
老（祖母）一小（我）的开
心而设计出的一场独特
的全昆虫演奏音乐会。

想知道那夜我们床
前桌上点着什么灯吗？一
只敲去了插头的电灯泡
内装着十多只萤火虫的
闪烁着光的“灯”———睡
在这样的房里，野趣盎
然，比孩子们其他各类游
戏更扎劲，也更有趣！

我还忆起了我的先
师吴进贤先生，他生前有
次我去拜访他，九旬开外
的他拿出了他心爱的
数十只各具形态与颜
色的金铃子盒子，他还
教了我养金铃子的诀
窍：想把金铃子养过

冬，他试过金铃子的耐寒
程度，如果把它放在人穿
的外面的棉衣口袋里，这
个温度是恰到好处的，过
暖过寒都不行，他曾养过
几只过冬天的。我那老师
玩虫也玩出经验来了！长
寿人养出了长寿的金铃
子！妙极。
于是在我脑中便常映

出了他那形象来了———穿
了件罩着罩衫的棉长袍，
棉袍口袋里传出了虽微
弱、但竭尽全力的“铃———
铃……”的鸣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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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孩子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糖，分给小
伙伴们吃，然后对小伙伴们说：谢谢大
家，谢谢大家帮了我！
听了这个孩子的话，我感到不可

思议，明明是他把糖给别人吃，是他
在帮别人，为什么反而说别人在帮他
呢？

这个孩子说，这是他奶奶教给他
的，他奶奶常对他说，当自己有很多东
西吃不掉时，分给别人吃，那是别人在
帮你，而不是你在帮别人。

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个孩子的奶奶，
但 我 敢 肯
定，她一定
是 一 个 懂
得 如 何 去
帮 助 人 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