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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五四”青年节快到了，我忽然想起
老同学说的一则趣闻。

那年“五四”，老同学的大女儿忽然
上门看望他，他问她怎么今天有空，!"
岁的大女儿喜滋滋地说：今天是青年节，
我恰好是适龄青年，能享受半天的假日。
于是老同学赶紧打电话给小女儿，问她
放假了吗？谁知被小女儿抱怨了一顿：爸
爸，我们这里 #$岁以下才是青年，我已
经 %&岁了……

老同学苦笑着对我说：你看，!"岁
的姐还是“青年一代”，%& 岁的妹却算
“人到中年”，侬看好白相吗？

后来我在百度上搜索，这才发现，对
“青年的年龄界定”确实有点混乱：

联合国将 '&(#!岁定为青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为 )!(%!岁，世界卫生组织则为 '!(!!

岁，上限相差竟达 *+岁之多。当然，由于国家、民族的
差异，界定的巨大落差是不难理解的，那么，再来看看
我国：港澳台地区为 ',(*!岁，共青团为 '!(*$岁，国
家统计局为 '&(%!岁，而青年联合会则为 '$(!,岁。
青年年龄的界定也存在“一国多制”，再加上各地、

各单位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姐为‘青年一代’、妹为
‘人到中年’”的怪事就在所难免了。

有些地方在评选青年科学家、青
年企业家、青年艺术家时，竟将上限提
升到 !-岁，以致那些年近半百、毫不
年轻的成功人士跻身青年之列，给人
以名不副实之感。难怪有些女明星虽

然早已过了不惑之年，在接受采访时还娇媚地动辄自
称“我们小女孩……”让人觉得有“装嫩”之感。现在看
来，倒是错怪她们了，其实是红头文件鼓励她们理直气
壮地站在青年行列的。据此，有人编过一个“娘为青年、
儿为中年”的笑话：在“五四青年节”，一位 !-岁母亲被
授予“青年突击手”称号；而在 %天前的劳动节，她那
*&岁的儿子却只能荣登“中年企业家”的宝座了。
当然，青年年龄的界定

并非是什么经国大计，似乎
没有必要过于较真。但是，如
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统一的
界定，那么，就不仅会出现一
些“娘为青年、儿为中年”的
笑话，而且也会制造一些本
可避免的不公平———也许，
我言重了！

冷泉亭听雨
余塔山

! ! ! !白居易曾说，东南山水应推杭
州为最，杭州尤以灵隐寺为佳，而
灵隐寺又以双冷泉亭为首。
然而灵隐如今已无幽静可言，

嘈杂人声挤满了所有的山缝，搅
浑了一池清水。且寻一个雨天到
冷泉亭坐坐。雨天多少可浇灭一
点香客的热情，滞住一些游客的
脚步。仰头望天，发现雨天生出的
些许忧郁能克制夏日的浮躁，尤其
是坐在冷泉亭里。

面对不知何
处飞来的山峰，看
看不知如何对冷
起的溪流，听淅沥
沥雨声滴落在水

上、在石上、在亭上，滴落在自己已
平静的心里，便退去了一身的燥
热。静心听雨，渐入化境，竟能听到
雨从天外降落，能听到雨又润入山

体。坐在四面通畅的小亭里，把凡
尘欲念通通隔在雨外。
风欣欣从水面擦过，伴和着雨

声唱一曲天簌，源头竟起自蛮荒。水
汩汩在风中流淌，呈纳天地之灵，洗
人耳目之垢，便想，这才是真正的佛
音，即使是灵隐寺里的钟鼓，又何尝

有此天地之声，能沁人肺腑。
难怪在西湖寻梦的张岱，除了

在湖上以船作寓之外，就是避嚣灵
隐寺，夜坐冷泉亭。

千年前的冷泉亭原是建在水
中央的，这从白居易的《冷泉亭小
记》可以看出。那时大约溪涧颇宽
阔，一座高不过二三米，宽不过六七
米的小亭立于水中。周围还另有四
座小亭，“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
栋生，水与阶平”，“或濯足于床下，
或垂钓于枕上”，能不起人幽情。

今人无福消受古人那份雅趣，
只好待到下雨时，去冷泉亭，听那
雨声敲打在峭壁下的冷泉里，听那
没有西湖歌舞声的清音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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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乐章
徐梦嘉 文.图

! ! ! !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展
示，为凸显和谐世界理念/活字印刷的表
演，横空出世般地向全世界展示中华三
个时期的三款汉字“和”。
第一款，从木从口的金文“和”（图

一，木的上下“丫”形稍不准，金文为正
倒 0形，非小篆的正倒 1形），周代的
“史孔盉”等青铜器上有此铭文；第二款，
左口右禾的秦代规范文字后小篆“咊”
（图二）；第三款，宋代活字印刷用的宋体
正字“和”（表演展示，故未呈现出笔画的
粗细变化与字脚）。
这三款“和”中无和

的初文，或许是初文构
形复杂与后文字形完全
“两回事”，不易认出。

“和”的甲文作“龠”（图三），似两根
有口竹管捆扎起来的形状，“龠”就是由
若干不同音高的吹管有序排列而成的古
老音管乐器，是排箫（排笛）的前身。《尔
雅·释乐》：“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
也。”有专家认为“龠”是单管箫笛的前
身，不过与甲文形违和的。
金文有款龠（图四）上部是口向下吹

气之形，正体龠出自此；有款龠（图五）上
无“倒口”，横置一手，以手按龠之
“音孔”形。吹的异体大都有龠，
“龡”为其一，即人在吹“龠”。

甲文已有再加禾部的龢（图
六），简化的金文和则从禾从口，
这里禾不仅是字音，更是形义：表示用
芦、竹等编成的排箫，竹亦是禾本植物；
旧时禾又指五谷，禾稼无论单体形或大
片起伏之形都如委宛旋律；禾与龠配，除
了更生动并多元地表示乐器排箫，还自
然衍生和谐字义。
《说文》龢在“龠”部，许慎认为龢、和

两字有区别，唱和为和，调和为龢。不过
古汉语实际运用中两者并无区分，仅是
先后繁简关系。
《汉字源流字典》谈“和”：“形声字，

甲骨文从龠，禾声。金文大同。战国古文
简省，从口从禾，禾亦声。篆文整齐化。隶

变后楷书分别写作龢与咊、和，俗又改作
和。如今皆用‘和’来表示。”这里需作弥
缝，金文除与甲文“大同”的龠外，已有简
化和了。笔者雠定，此和之口，非吹龠人
之口，仍是龠的孔口，故简“和”依旧隐隐
有“龠”音绕梁。
为了不贻笑后人，笔者还要慎重指

误，予以匡正。奥运会开幕式的“和”字展
示，金文用的木部简和（可能编导与“专
家”们想求“变化”）虽然古有其形，但这
是确凿无疑的古代错字。前面分析“和”

的形声义理可得出，从
禾部才正确，从木部属
舛讹之变。金文、战国古
文中略体“和”也是规范
的从禾部多。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骨质单管乐
器。多管乐器“龠”（排箫）起源于何时，尚
有待考证。传说轩辕黄帝时期已有名曰
“参差”的排箫，用长短不齐竹管制出。迄
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排箫，是距今
%,,,年中国西周初期的骨排箫；今存最
早的两支竹质排箫出土于战国曾侯乙
墓，距今已 *!,,多年。学界认为，龠排箫
苇秆的早于竹、骨管的，当有万年历史。

可以作这样合理想象：万年
前的某天，数位古人结伴去狩猎，
途经一片芦苇丛，他们注意到几
根折而不断的苇秆在风中摇曳，
风贯入秆孔，发出美妙声音。其中

一人依样截了段苇秆吹起来，竟同样有
清亮悦耳音响。大伙兴奋不已，纷纷效仿
成功后，每人还砍取长短不同、粗细不等
的苇秆，用苇叶捆扎成甲文“龠”的模样
后吹将起来。此刻，混沌的洪荒时代，第
一次有了旷古未闻的苇管音乐演奏。
这些先人无疑是华夏大地上最早的

“龠排箫”演出团队。
从远古芦苇丛里飘出的“和（龠）”之

曲，神奇地穿越了悠悠时空，形成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的主旋律乐章。而殷商起数
千年来汉字“和”与乐器“和”的绝美共
鸣，又谱就了中华文化“和”的乐章。

图二 咊&小篆'

图五 龠&金文'图四 龠&金文'图一 和&金文'

图三 龠&甲文' 图六 龢&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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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樱桃好吃熟难摘”这句谚语，往往被很多人搞错，
误写或误说成“樱桃好吃树难栽”了。

其实，樱桃树一点也不难栽，只要在春季里从大
一些的樱桃树上锯下一条树枝，插在潮湿的砂土地
里，十几天后即可扎根成活。就像城市马路两边法国
梧桐取其枝条的栽植方法一样，其成活率可高达百分
之百。若不是樱桃树会长得高大繁茂，弄一根枝条栽

到家中的花盆里，以观赏它娇艳美味的
果实，也必将极富浪漫情调呢！

不过，樱桃树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或者说是短处），这个特点就是熟了难
摘，给果农带来不少麻烦。

樱桃不像苹果、梨子、桃子、柿子那
样个儿大，容易采摘。樱桃颗粒儿小，偌
大的树冠上又长得密密麻麻一片，特别
在熟透了的时候，手一碰到，它就会从
蒂把上脱落下来掉到地上。若遇到刮风
下雨，果粒会散落一地，果农在经济上
就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因此，果农必须
在樱桃八九分成熟时，就赶紧摘下来，
而且要连同果粒上的那根绿色蒂把儿

一起摘，以便放在果筐内避免挤压，容易存放和运输。
这样，第二天拿到市场上就变成全熟的了。
“熟难摘”还难在每棵树上的樱桃成熟得有先有

后，所以就要先后四五次分别采摘，或攀到树上，或
踏在扶梯上，爬上爬下，着实艰辛。如果这时家中人
手不够，还得请别处不种樱桃的亲朋
好友来帮忙哪。

我的家乡是青岛市崂山地区，方
圆百里都种植樱桃。因为这里是砂质
土壤，又临近海边，气候温润，光照充
足，很适合樱桃树生长，所产樱桃既甜
又大，特别可口，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樱
桃之乡。近二十年来，崂山山域内的很
多樱桃园每到“五一”前后，都要举办
樱桃节。市内居民、远地游客纷至沓
来，热闹非凡。既丰富了樱桃的文化内
涵，又帮助果农部分解决了“熟难摘”
的大问题，可谓是互利共赢哩！

笔者认为，过去那句“樱桃好吃树
难栽，小曲好唱口难开”，不妨改为“樱
桃好吃熟难摘，小曲新唱众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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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祈祷#导游布达 许朋乐

! ! ! !闻悉尼泊尔
遭遇强烈地震后
的第一时间，我拨
通了加德满都的
尼泊尔小伙子布

达的手机，但手机里传来的不是
我熟悉的一口汉语，而是语调陌
生的尼泊尔话。我心头一颤，赶紧
用中文大声呼唤：“布达，请说中
文！”回答我的依然还是不明就里
的尼泊尔话。我又扯着嗓子用英
语喊：“布达，你好吗？你说话呀！”
话筒里一阵嘈杂，含混不清的异
乡话已经将我逼到失望的死角。
这一夜，注定给了布达。我为他祈
祷，我为他祝福，我希望人世间不
要抹去那张十分友善的笑脸。
布达，是我年初去尼泊尔旅

游时认识的导游。他二十多岁，个
头不高，身材清瘦，剃着板寸头，
戴着一副茶色的太阳镜，黑黑的
皮肤像抹了一层油彩，说着一口
流利的汉语。他告诉我，他取名
“布达”，和佛祖同名，是土生土长
的加德满都人，在加都完成本科
学业后，因为对中国的热爱和向

往，他学会了中文，然后去了北
京、四川。在领略了中国的文化和
历史后，他选择了中文导游这个
职业。他说在尼泊尔当中文导游
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必须具备
本科学历和专业知识外，还得精
通英语和中文，通过严格的考试、
筛选才能过五关斩六将，取得资
格。他很喜欢这个职业，一方面比

较自由，不会将自己拘囿于“朝九
晚五”的呆板模式中，另一方面在
向客人介绍尼泊尔的文化历史、
风土人情时，还可以从客人那里
获得许多有关中国的知识，不断
提升自己的汉语水平。我问他干
导游收入高吗？他笑笑没有回答，
只是告诉我，“钱挣多挣少够花就
行。我干这一行有活就接，没活就
到表哥开的茶叶店里喝茶聊天。”
我想，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在
上海，哪会有这么散淡、自在？
布达真是个没有脾气、沉稳

乐天的年轻人。他话语不多，但该
做的事丝毫不懈怠，安排得井井
有条。尤其可贵的是，他怀有浓烈
的民族情怀，说起尼泊尔，说起民
族的历史和文化，总是充满自信
和自豪。尽管我们常常会抱怨尼
泊尔到处可见的“脏、乱、差”的景
象，但他从不附和，更不会添油加
醋，在我们面前说一句怪话，发一

点牢骚。在他看来尼泊尔是世界
上最美丽最幸福的地方。我们的
整个旅程要走四个地方，因为交
通不方便，加上有的地方缺少特
别吸引我们的景点，于是我们向
他提出想放弃一些地方的旅程。
按常理，这是导游求之不得的事，
又省力又省钱；可布达就是不愿
首肯，每次总是找出许多独特的
理由，说服我们去看看，多了解一
点尼泊尔。那种执著和认真，又让
我们感觉这个外形羸弱的年轻人
是一个很有主见、忠于职守的人。

布达生活在一个传统的大家
庭里，和父母及七个哥哥姐姐生
活在一起。按照当地风俗，男孩成
家不离家，因此五个哥哥娶了五
个媳妇，十几口子全住在一个屋
檐下，真可谓三代同堂、济济一家
了。令人信服的是，他们能和睦共
处，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呵护。布达告诉我，他们家，不
管你挣钱多少，也不管你从事什
么职业，兄弟姐妹只有长幼之分，
谁也不能享有特殊，大伙一个口
袋里用钱，一口锅里吃饭。谁有时
间谁买菜，谁得空闲谁煮饭，每个
人都积极主动任劳任怨。问起他
个人的事，他笑而不答，一个劲地
说还小呢，还小呢……
布达和我们朝夕不离地相处

了 $天，我们喜欢上了这个憨厚
朴实的小伙子，临分手时我们诚
邀他找时间来上海玩玩。他喜不
自禁地直点头。然而，期待中，我
们等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但是
我们相信他，这位有着佛祖一样
名字的年轻人，一定会践行他的
诺言，来到上海，来到我们身边。

美好的缺憾
秦 珉

! ! ! !走累了，拐进了一家
快餐店小憩。两个场景吸
引住了我的目光。
场景一：一对母女。
女儿三十岁左右，一

直在低头看手机。母亲则头
发松散着，一看便知是那种
不注重化妆打扮的普
通居家型妇女。母亲
没怎么吃，只是不时
地摸一下女儿的手，
抚一下女儿的头发和
肩背，然后静静地看着女儿
吃，耐心地看着女儿刷屏。
女儿吃完了，起身去

洗手，母亲的目光一路跟
随着她的背影。女儿回转
来，母亲起身迎了上去，搂
着女儿，在她脸上亲了一
下，然后一起出了快餐店。
场景二：一家三口。
一坐下，男人便掏出

手机开始刷屏，女儿则眼
盯着去排队的女人。女人
买了一份套餐，认真地看
着女儿吃汉堡，然后取一
根薯条喂身边的男人。男
人张嘴吃了，没有抬头，眼
睛依然盯着手机。女人又

取了一根薯条喂女儿，然
后又喂男人。如此重复着，
偶尔自己吃一根。
套餐吃完了，女人问

女儿：“吃饱了吗？”
“没吃饱！”女儿回答。
“没吃饱？那怎么办

呢？”女人说，男人依然低
着头。
又坐了一会儿，女儿

突然说：“妈妈，我们去逛
超市吧！”
“好啊！”女人说。于

是，一家三口起身离座。
这是普通百姓平凡而

简朴的两个生活场景，而
这两个场景中的两个女人
的举动，如暖阳，透着丝丝
幸福的暖意。只是这幸福

温馨的场景，在我，却又总
觉得还欠缺了些什么。
比如，幸福的女儿为

什么不主动回应一下母亲
的抚摸和拥抱？
比如，幸福的男人为

什么不抬一下眼，回敬女
人一根廉价的薯条？
许多时候，幸福

中的人感知不到幸
福，于是，也不知道如
何去回报这种幸福。

生活或许就是如此，一份
美好总留有这样或那样的
一份缺憾。但或许，我们都
需要有一双旁观者的眼
睛，来看到美好，看到缺
憾，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