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加坡遇“尴尬”
戴永夏

! ! ! !新加坡果真是一个“花园之
国”！它那鲜花烂漫的花园和葱郁的
公共绿地，就像一幅铺锦叠翠的偌
大风景画，靓丽了大片国土；那全世
界少见的大面积热带雨林，以及全
国 !"!以上的森林覆盖率，更令世
人瞩目。所以，一踏上这块土地，就
让人有身入仙境之感。

我们走出机场的候机大
厅，乘车向市区行驶，沿途但见
草绿花红，树影婆娑，满眼尽是
花的海洋，绿的世界。

进入市区，“大花园”的风采更
加迷人：一幢幢现代化的高层建筑
鳞次栉比，尽被一片片草坪、花坛、
小型公园簇拥着；大街宽阔洁净，
花树掩映。到处是绿树鲜花，到处
风景如画。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这
样一座大城市，交通秩序竟出奇的
好。尽管见不到值勤的警察，但行
驶的车辆井然有序。

新加坡有如此好的生态环境，
固然有赖于优越的社会制度和严
格的管理措施，同时，也离不开国
民对环保的高度重视。新加坡人素

质高，环保意识强。他们不但能自
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人人为环保
事业尽职尽责；同时对破坏生态环
境的现象也毫不容情。就在我们到
达新加坡的当晚，令国人汗颜的一
幕发生了……

那天晚饭后，我们正跟一位来

访的新加坡朋友一起，坐在电视机
前看电视。在当地电视台播出的一
则新闻中，有几个中国游客，穿着
新加坡环卫工人的工作服，正在那
里清扫街道。他们并不是在自觉地
参加义务劳动，而是因在公共场所
乱扔污物，触犯了当地的有关法
规，被执法部门判罚扫街……新加
坡的电视台还专就此事组织观众
展开讨论。有人主张这些人是外国
客人，应网开一面，给点面子，免于
处罚；但多数人则认为，讲卫生，守
公德，保持城市清洁，人人有责。不

管什么人，也不管哪国公民，只要
违反了有关法规，都该受到处罚，
决不能容情！

看完这则新闻，坐在我身边的
新加坡友人征询我的意见。我说，
在公共场所乱丢污物，在我们国内
也同样要受到处罚。这种事，在哪
个国家都会发生，不值得大惊
小怪，贵国的电视台也没有必
要小题大做……这位友人听
罢，只是善意地笑笑。显然，他并
不认同我的观点。我话虽这样

说，却自感理亏。身为中国人，看到
自己的同胞在国外丢丑，心里很不
是滋味。我们一些国人，如果能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公德意识，何至在
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同样，我们的
有关执法部门如果能像新加坡那
样严格执法，对有损社会公德的人
依法处置，那我们的社会风气和社
会环境，也必将有一个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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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莎士比亚故居在斯特
拉福小镇上。
那是一座带阁楼的二

层楼房，位于小镇的亨得
街北侧。这座十六世纪的
老房子，白底黑木的墙面，
如同画着一条条长方形的
格子。小镇上多数房子都
是这种都铎式风格。
英国有保护古迹的规

定，被选为法定保
护的古建筑称为登
录建筑，是那些有
特殊建筑艺术或历
史价值，其特征和
面貌值得保存的建
筑物。此古迹并非
仅供参观的，里面
住着居民。房主可
以装修内部，但外
形必须保持，并有
适时修缮的义务，
不执行者当局可按
市价收购。而对登
录建筑进行拆毁、
改建、扩建的行为都被视
为刑事犯罪。

站小镇街上放眼望
去，一片都铎风格的白底
黑木房屋，有着一种独特
的艺术感觉。
莎士比亚便是有着独

特风格的艺术大师。
“文革”刚过的当初，

我曾在县文化馆搞群众文
艺创作。群众文艺重头的
便是小戏剧。我写的第一
个小戏，是小话剧，人物
与语言受莎翁作品的影
响。剧本参加了地区评
选，评选先由各编剧互
评，讨论时，不少地方编
剧都批我的小话剧语言脱
离生活。唯独当时的地区
创作组长力排众议，指出
剧本中的语言亦韵亦散，
是莎剧色彩，属高雅艺
术。于是我的小话剧得了
二等奖，后来还在地区文
化宫排练演出过。
自然，参观莎士比亚

故居，我有种朝圣般的
感觉。
正是出于保持原貌遗

存的考虑，莎士比亚故居
至今保留着原样。在有关
莎士比亚的展览厅侧门
外，是莎士比亚家的后花
园，数百平方米的园中，长
着紫罗兰、黄水仙、薄荷、
风铃草、雏菊、白龟头花、
金盏花、黑草莓、野豌豆等
草本植物，已是秋季，依然
绿色葱茏，开着各色的花。
另有桑树、月桂树、胡桃
树，还有一棵据说是莎士
比亚亲手种植的大松树。

这片开阔的花园与众
多的植物让我喜欢，我喜
欢，是因为我感觉到莎士
比亚的童年的环境不囿于

逼仄之中，且伴着鲜活的
色彩。这与他丰富多变的
创作也是有关的吧。
由一间小门从花园进

入那座莎士比亚诞生的楼
房，我是独自观游，加上语
言不通，只是从所看所行
给自己留下印象。
我知道，故居里的家

具、装饰、绘画和其他物
件，有着伊丽莎白
和斯图亚特时期的
特点，每个时代都
有其不同的形式与
色彩。楼下给我留
下较深印象的是一
张靠窗的长条桌上
放着的手套。刚才
走在街上我就注
意到有个开着的
窗口，里面的桌上
正放着手套。我也
知道，莎士比亚的
父亲是做手套的行
家。
二楼的主卧室便是莎

士比亚的诞生地，主卧与客
厅对应，楼室都铺着橡木地
板，莎士比亚的童年和青少
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挂着绿褐相间帐子的

宽大双人床上，叠着靠枕，
莎士比亚的母亲就是在这
张床上生下了莎士
比亚，双人床旁有
一张浅绿色的木制
婴儿床，一切都很
普通。一个孩子于
这简单而平凡中存在，却
在将来创造出那样梦幻般
的艺术世界，而让普通的
人如观神迹。人只是人，所
生活过的地方，就算是再
华丽的宫殿，看久了也属
普通。而人之灵，一旦超
越，恍若飞天舞花，幻化出
不可思议之天地，点化出
无尽深邃之世界。英国有
一句谚语：宁可不要一百

个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
比亚。然而，莎士比亚再不
凡，肉体的他，比这里起
始，终归于斯特拉福故镇
的圣三一教堂前的墓中。
人生数十年，也曾颠沛流
离，也曾地位低贱，存世之
时，或见者只以为一普通
之人罢了。那灵之想象所
营造的艺术天地，色彩雄

浑，变化无端，似乎
与那逝去者有着联
系，又似乎完全超
越了时空，依然多
姿多彩地活着。

在斯特拉特福镇旁的
艾汶河畔，莎士比亚青铜
坐像安放在高大的纪念柱
顶上。四周还有四座莎剧
作品中重要人物的塑像，
我在哈姆雷特思考的塑像
前拍了一张照。塑像上的
哈姆雷特是沉思的形象，
手上捏着一只骷髅：是生
存还是毁灭？
从长长的人类历史来

看，一切生存过的总会毁
灭，然莎士比亚的名字是
永存了，特别是在斯特拉
福镇，镇上还有莎士比亚
学会、莎士比亚画廊、莎士
比亚剧院等，所有的活动
几乎都靠到了莎士比亚名
下，好像小镇的存在，就是
为了等候莎士比亚生长与
逝离，然后再等候世人来
凭吊谒拜。
英国人称斯特拉特福

为“莎士比亚的世界”。

喝酒其实也伤心
杨秉辉

! ! ! !饮酒一事遍及
全球，可说是地无
分东西、人无分贫
富，欧美亚非、各色
人等，除了由于宗
教信仰而禁酒者外，俱有嗜
酒之人。酒精有成瘾性，可
引起人对它的依赖。依赖了
就会想喝，喝多了对于人体
的健康就有影响了。
酒精伤肝，酒精可引

起肝硬化、甚至肝癌尽人
皆知。不过大多以为酒精
伤到肝脏，必定是终日烂
醉如泥之人。其实如今十
分常见的脂肪肝，人们望
文生义，以为皆是脂肪摄
入过多所致，其实其中便
有一部分属于“酒精性脂
肪肝”，其发生即与酒有
关。还有人体检发现一种

称为“咖玛谷氨酰转肽酶”
的酶增高，到处检查，不得
其解，其实其中也有很大一
部分即因饮酒引起。亦即：
也许饮酒并不算多，但实际
上已经对肝脏造成了伤害。

酒精伤脑，醉酒不醒，
自是伤脑的表现。长期嗜酒
者，分析判断能力降低、甚
至行为怪异、人格下降，老
年之后多失智#痴呆$、患帕
金森病几率亦高。

酒精伤胃，空
腹大量饮烈性酒，可
致急性糜烂性胃炎，
甚至引发胃出血。
酒精伤胰腺，长期嗜

酒者多合并有慢性胰腺
炎，并可引发糖尿病或许
还有胰腺癌。

以上各项已多无疑
议，唯独对于心血管，无论
中外，似乎都有有益之说。
考证起来原因有三：

一是喝了酒脸红，表
示其血管扩张，想来血管扩
张总比收缩有利于血液之
循环，所谓“活血”是也。其
实这扩张的只是面部、充其
量包括颈部的毛细血管，于
全身血液循环并无裨益。
二是有人以为红葡萄

酒中所含的多酚类物质如
白藜芦醇之类有抗氧化、
调血脂的作用，于是便谓
之可“软化血管”。其实红
葡萄酒中此类物质含量甚

微，不足以成其好
事。而且调脂之说
尚待证实，美国一
药厂，曾以为是商
机，斥巨资研究，但

至今多年，尚无收获。
三是曾有人报道：经

常少量饮酒者发生心血管
问题的机会较大量饮酒者
少，亦较完全不饮酒者少。
此项报道一经发表，酒业
大喜，“少量饮酒有益心血
管”有了依据。不过学术界
亦随即指出：此项研究中
之“经常少量饮酒者”必是
生活较为富裕而安闲者，

他们有较好的保健
意识，故不大量饮
酒，亦或有较完全
不饮酒者有较好的
生活条件、医疗保

障，此类人士或发生心血
管问题的机会少些，岂能
归功于经常少量饮酒？而
且，尚不知此类人士之肝
如何、脑怎样？
事实上，中风常发生

于酗酒之时，即因酒精可
引起交感神经兴奋，使心
跳加速、血压升高之故。酒
精可引发心律紊乱，易致
心脑血管栓塞，导致心梗、
脑梗。长期嗜酒者病理检
查心肌组织中多脂褐素斑
点，有人谓之犹皮肤上之
老年斑，心脏收缩功能或
因之减弱，甚至促成心力
衰竭。足见酒精也伤心。

饮酒伤肝、伤脑、伤
胃、伤胰也伤心。而国人对
控酒的意识之淡薄，也实
在是令人“伤心”之事。

!

十日谈
出国糗事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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伫立在普希金铜像前!外一篇"

屿 夫

! ! ! !怀着深
深的景仰%和
长久不衰的
思念%来到您
的铜像前。
深秋的阳光透过，高大挺拔的梧桐树，您似在深邃天空
中间，一群或许是您的同乡人，汇聚在您的身畔笑谈，
我和我的友人们，一起静静地把您陪伴。
我们向往的诗意栖居，有唐诗宋词的意想，也有

您的瑰丽诗篇。曾那样沉醉于您的诗歌，今天也吟咏
在唇间。您的诗魂已属于我们，永不能分离的情感，
只要这座城市还在生长，我对您的爱就会长在，深沉
的思念常萦绕心间。

朱家角

走进这一只小小的角，地图上不好找到她的名字。
需要用灵魂去引导方向，在朱家角的课植园里，能够学
习到诗意的生活。陡生起新的人生梦想，心便静放在这
遥遥的一角，要做一个玄妙的梦吧。角里人家才是个上
好的选择，难忘白鱼扎肉乌毡帽酒，熏青豆与桂花芡实
糕，是无数个冬日下午茶的佳物。

故乡的月亮
葛译友

! ! ! !故乡的小草，故乡的
炊烟，故乡的微风，故乡
的小河……故乡的一切
似乎都是好的，同样一轮
明月，无论以何姿态和造

型出现，总是赏心悦目的。对故乡月的好
和无限怜爱，因之于久久的情，因之于再
熟悉不过的一切，
因之于无尽的眷
恋，因之于经年思
念，以及那些个早
已融入血液中的亲
情基因。也许她与别地的月亮没什么大
不同，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看的地和心
情不同，这月便娉娉婷婷了。
月上柳梢，连着儿时小伙伴们在月

下疯狂追逐，任何一段人生经历，似乎
都无法与之比肩，干净无邪；皎洁于苍
穹下，趁着中秋举家品月饼尝石榴，听
着蟋蟀万籁中迷人的低吟，亲情的涟漪
不时被拨动，无法替代，刻骨铭心。春
夏秋冬，寒来暑往，月亮闪着银光，于

星河中格外惹眼。春如处子，灿若夏
花。故乡的月亮，熟稔于心，怎一个爱
字了得。故乡的月亮总是将生命装点，
将亲情紧紧拽在手中，丝丝缕缕，传奇
特别，无论你身处何方，无论你居多高
的位，无论你多么穷困潦倒，故乡的情
都难以割舍。故乡的月，温暖温馨，深

深沉在心底。
故乡的月亮，

尤其对我等已经离
开故乡若干若干
年的游子，有一份

独特的情愫，被赋予了永远抹不去的精
神烙印，这份精神馈赠总是弥漫着甜
甜的果香味，有小村土灶飘来的烟草
香，以及田间百虫悦耳的欢鸣，想着
都温暖。
乡愁是一首经典的世界名曲。乡情

是长在你身上的胎记，永远抹不去。故乡
的月亮，会时常跟你打招呼，招引你不要
忘了回家的路，不要忘了为何出发，要向
何方行走。

中年的平安夜
! ! ! ! 平安夜都到
了，可见日子如流
水般淌淌而去。将

近一个月来，常听到圣诞歌声，习以为常，似乎
&'(()*+&在按部就班地慢慢走来，如每一年一样。然
后圣诞小灯开始彻夜地亮着，也好像慢慢迎候每年都
会来的日子，类似小时候知道黄昏时母亲就要下班回
家，包里有一只大白馒头带回来。按部就班的日子其实
就是安宁。

年轻时候，在这一天就想着玩，去教堂，然后去跳
舞，去吃饭什么的。此刻觉得要是安安静静喝一碗热
汤，吃个简单的晚饭，家里暖和明亮，一起看看书，
吃一条哈尔滨食品厂的甜品，难得还是小时候的口
味，喝点茴香热酒，看一眼院子里闪闪的小灯，看到
穿得单薄的年轻人呼朋唤友出去玩的身影闪过，就是
一个好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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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南京的东郊是鸟儿
聚集的地方。即便到了腊
月，也有成群结队的鸟儿
在发黄的草地上觅食。我
爱站在一旁看它

们分头觅食的样子，各吃各的，互
不干涉，边寻边食，偶尔抬起头
来，四下张望。这些聚集在同一片
草坪上的鸟儿种类众多，有斑鸠、
麻雀、喜鹊，还有些不知名的鸟
儿。不同种类的鸟儿聚集在一起，
和谐相处。我怕惊动它们，屏住呼
吸，一动不动，装作木偶。
鸟儿和人的关系微妙。记得

五柳先生诗云：“山气日夕佳，飞
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
里有鸟儿的身影。假如没有“飞鸟”，这首
诗的真意恐怕就缺少了，忘言的境界也
就很难达到。飞鸟也是东郊的一道风景。
站在前湖边上，只要留意，就能看见飞鸟

从湖的上空飞过。有从北山那边朝城墙
这边飞过来的，也有从城墙里面飞出来，
朝着北山那边飞过去的。当年王安石体
悟深刻，在《半山春晚即事》一诗里说“惟

有北山鸟，经过遗好音”。晚年的
荆公是孤寂的，觉得也只有北山
的鸟儿从半山上空飞过，给他留
下好听的声音，来慰藉他了。
鸟儿发出的声音属于天籁的

一部分。我在北山的山坡上漫
步，能听到鸟儿对歌。一只鸟儿
在山坡的这边唱一声，另一只鸟
儿在山坡的那边回应一声，有时
又同时发声，同时歌唱，绝对和
声。鸟儿也谈情说爱吧，它们唱

的是不是爱之声呢？人总是以自己的方
式来猜度鸟儿，其实鸟儿自有鸟儿的生
活方式和语言特征，并非人之所想。在
鸟儿清亮婉转的歌声里，我洗耳恭听，
一言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