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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博物馆藏有唐伯
虎《枯槎鸲鹆图》。图上一
只八哥栖在树头上，张着
嘴，分明在歌唱。右上方题
跋云：“山空寂静人声绝，
栖鸟数声春雨馀。”左上方
乙亥春御题云：“一枝栖亦
安，三山来应窗。谁云不遇
济，看取哵哵者。”哵哵鸟
就是八哥，学名鸲鹆。乾隆
御题让这幅画有了新的意
思，“安”多么重要，哪怕栖
在枝头上，只要安定下来，
也能唱出美妙的歌。

妻子接班炒股
俞金铃

! ! ! !我从 !""#年购买《上海股
票认购证》开始炒股，那时候白
天上班时说股票，回家路上谈
股票，晚上在家听股票，休息天
到朋友处聊股票……总之，那
时候股票是时髦的事情，也是改革
新生事物，让人感到新奇。可是，没
有几年，我就觉得股票不好做。当
时炒股：买进（想低价），等待（想涨
价），卖出（想赚钱）。结果是买进
（不涨），等待（下跌），卖出（割肉）。
经历了几年股市风云突变，输了不
少。按照妻子的话说“连银行利息
也赚不来”。尤其是 $%%&年牛市高
潮时，我心中狂妄，买进卖出，整天
忙碌。到了 '月 (%日暴跌时，我还
想抄底，又买进上海电力 '%%%股，
每股 )$元。接着的日子是股市一
路低迷，走跌……为了吸取以往割
肉的痛苦，我忍了。跌了，补仓，再
跌再补仓。妻子看着我整天无精打
采的样子，看着股市每天只有绿灯
闪耀而没有红灯高挂，也不与我多
说，怕影响我的心情。直到 $%*+年
股市指数跌进 $,%%点内时，妻子

说：“我来接班吧，你做参谋。”我无
话可说，就像一个战场上下来的败
将，没有理由不缴械投降，因为赚
钱是硬道理。

以前一直不关心股票的妻子
接班炒股后，妻子每天都会听电
台，看电视，阅报纸……了解国内
外大事，特别是经济发展动态和信
息更是了解，分析，判断……将重
要信息记录备案，经常还与小区股
友们谈股论金，仿佛一个老股民似
的。在股市低迷时，妻子虽然没有
赚多少，起码不输，让我刮目相看。

今年春节后牛市逐渐复苏，妻
子更忙碌了，为了让妻子全心投入
股市，我自然而然地担当起家里的
每天买汏烧。每次妻子说着股市，
我还有点不理不睬的样子，心里嘀
咕着：“牛市呀，谁不会……”想不
到今年牛市特别火，每天看着妻子

的笑脸，我只能默默地做好家
务来回报。因为“军功章有我的
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啊”。“上海
电力是参与国家核电……预计
起码可以涨到每股 $%元（当时

每股 -元）”。到了每股 $%元，妻子
分析说，根据最新报道预计每股涨
到 (%元。哦，半月后真得涨到了每
股 (%元，妻子也晕了，怎么了，牛
市就这么牛啊……妻子的情绪开
始波动了，失眠了……我说 '%%%股
再加上补仓的全抛了吧，在我的一
再劝说下，我们把上海电力每股以
$".- 元全部抛出，净利润达到
*+%/。虽然该股又飘红，'月 $0日
涨到每股 ('元，但我们已经心满
意足了，人有的时候不能贪，心情
舒服就好。因为毕竟手中还有其他
股票，牛市就要有耐心。

在家炒股，增添知识，输赢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和谐。妻

子，接班炒股你
行，我挺你。

明起刊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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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梅雨
曹乾石

! ! ! !江南的梅雨
来得神奇，来得
急骤。前几天还
是烈日高悬，闷
热难熬，可一转
眼，东南风一刮，云障雾
遮，梅雨说来就来了。

江南的香茗，饮誉中
外。三分靠土地和人的栽
培，四分便靠梅雨的滋润造
化。“小满”以后，一阵雨，一
层绿。雨后，盘山茶园，层层
叠叠，又爆出一茬茬的新
芽，满目绿色的世界，仿佛
是浓得融不开的云彩。剪
成杯形的茶树，万千茶叶，
恰似剔透的翡翠，玉润润
的，晶莹、鲜嫩。明明净净
的梅雨，宛如全化入了这

绿森森的茶园中了。
这时，你在细雨中掐

下一片刚绽的茶叶，含在嘴
里，扑鼻一股清香，悄然弥
漫开去，令人气爽神清，细
细咂摸，一丝淡淡的苦涩，
又仿佛含着丝丝缕缕的甜
味，舌底生津。品着品着，漫
山茶树，犹如碧沉沉的梅
子酒，潺潺地在胸中流淌，
不觉竟有三分醉意了。
梅雨季节，正是农家

最繁忙的时光。春蚕要结
茧，小麦要上场，秧苗要栽
插，忙完麦场抢栽秧，家家
户户无闲人。碧波泱泱的
水田里，蛙声一片，田中倒
映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缠缠绵绵的梅雨，迷迷蒙
蒙，淅淅沥沥，天日不开，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
斜”，那晶亮亮的雨丝，温
润、亲切、绵长，牵来了一
幅幅动人的农耕图。雨雾
蒙蒙的田野里，农人们躬
身弯腰，手握绿秧苗，点水
成行。随着水田倒影的悠
悠荡动，农人的面前出现

了一条条笔直的“绿线”，
这是插种者栽下的希望。

雨雾中，一声声清脆
的布谷鸟叫，呼唤出一群
群提着竹篮的村姑，她们
像一只只飘舞的彩蝶，飞
进一片片碧绿的桑园，采
摘下一张张肥硕的沾着雨
滴的嫩叶。采满了篮子，就
把竹篮挂在桑树枝上，寻
觅着桑枝上紫红的桑葚
儿，一颗颗往嘴里送，吃得
满嘴乌红，像涂了口红，视
各自的脸相，就会哈哈大

笑起来。
梅雨季节的竹林，正

是最茂盛时期，老竹健壮，
新竹吐翠，根根嫩竹刚吐
枝展叶，有的还沾着一层
咧嘴的笋衣，经过梅雨的
洗礼，越发青翠挺拔。雨滴
落在竹叶上，晶莹的雨露
顺着叶尖滚落到地上，发
出阵阵“嘀嗒”声。细雨催
发了地下的“行鞭笋”，那
些卧躺在地下竹鞭上的笋
芽儿，受梅雨滋润，也一个
个拱松浮土露出头儿，成

了农家稀有的佳品。竹林
边星星点点的杨梅树，正
是挂果的季节，一阵阵梅
雨，一阵阵火辣辣的太阳，
便把杨梅催红了。
等农民们忙完了一茬

活儿，梅雨也就过去了。江
南的天更蓝，水更清，地更
绿。梅雨，牵来了不老的
青山，长流
的碧水，牵
来了一片童
话般的美好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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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某古刹一隅，一铁树“玉树临风”，
威武惹眼。但见，刚直的巨干将修长
坚硬的绿叶温柔举起，坚韧皮实强壮，
寻常中透着俊雅。不曾额外索需，却
不知疲倦常青常绿。
禀性硬朗，侠胆大义，铁骨铮铮，傲视群物，特立独

秀于万千世界，独善其身，迥然于世间。
坚可近，淡而烈，俏不艳，刚中有柔，

千回百转，仿佛穿越千年。它驱赶寒意，
唤得春色。耐寂寞，甘孤独，集诸多品质
于一身，付出是它无声的语言。从破土起
便无声酝酿，蓄积、集聚、发力，像个骁勇
的战士时刻准备着跃出战壕冲锋。
不起眼，不经意，经历不知多少炼狱

般的生命飞天，一夜间，吐蕊绽放，炫目
惊艳，于是它和它的世界积极向上。眨眼
间仿若魔法般变出“这”紫嫣红，花香四

溢，它，以及它周遭的一切亦随之美丽无比。
“流水下山非有意，片云归洞本无心。人生若得如

云水，铁树开花遍界春。”它像个武士，百折不回，不怕
困难，一往无前。偶遇倔强威猛的铁树开花，灿烂总在
心头绕。
与世无争，清净庄严。包容若谷，自有非凡。于

自然，美不胜收。于世界，奉之丰厚。铁树无心，开
花有意，透着淡淡禅宗，蕴着浓浓机缘。无心无作，
花香四野。超越情识，境界非凡。品质可鉴。

反复开关的领事馆

乔争月

&&&外滩建筑之二十五'俄领馆

! ! ! !上海众多的领事馆中，俄领馆的命
运最为戏剧化。虽然这座红瓦灰墙的大
楼自 )")&年建成一直都是俄领馆，却开
开关关，历经沧桑。

大楼由德国建筑师里约伯（1234.
5. 6789）设计，融汇了巴洛克和德国复
兴主义元素，是俄罗斯最美丽的驻外使
领馆之一。

俄国于 *-"0

年在上海设立领
馆，但馆舍分散于
城中各处，*",+ 年
其中一处办公地还
发生了火灾，导致重要文件损毁。*"**

年新上任的总领事格罗瑟（:7;<=>
?>=448）既有远见又会办事。他向沙皇尼
古拉二世陈述上海的重要性，从而成功
获得专款筹建一座气派的领事馆。
但世事难料，新馆建成不久俄国十

月革命就爆发了。尼古拉二世成为了末
代沙皇，壮丽的新馆关闭，直到
!"$+ 年中苏建交后作为苏联驻
沪总领馆重新开张。可是 !"$&

年领馆又因局势不稳闭馆，!"($

年重开，!"+! 年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再次关闭，!"+"年又在原址开馆。
至此，这一出反复开关的戏剧居然

还未落幕。!"0$年灰色大楼因中苏关系
恶化再次关闭，到 !"-0年才复馆，!""!
年苏联解体后又更名为俄罗斯联邦总领
馆，直至今日。
政治的动荡不仅让俄领馆开关个不

停，也深刻影响了俄人的命运，许多人被
迫逃亡上海。根据美国学者墨菲
（@A=2B4 CD>EA8F）的统计，*"(0年在沪

俄侨有 *'%%%名，数量仅次于日本侨民。
俄国人一度像潮水一样涌进上海这座无
需签证的开放城市，有乞丐，有贵族，还
有大量的士兵。
在俄领馆落成的 *"*&年，美国著名

报人鲍威尔（G=A3 H=I8JJ）来到上海办
报，下榻在领馆对面的礼查饭店。

他在回忆录中
提到俄国人在上海
快速的适应能力。
“士兵们找到中国
银行保安或守夜人
的工作，俄国女人

开了服装店、帽子店和美容沙龙，而在法
租界，几乎每个街区都出现了俄式餐
厅。”他认为当时俄侨在上海的角色很重
要，其社会阶层正好介于西方白领与中
国苦力之间。
如今俄领馆的一楼是签证处，办公

在二楼，其余供工作人员居住。领馆的雕
花大门面向浦江饭店，高悬着一枚
金色双头鹰图案的俄罗斯国徽。
从这扇门进去，有个小巧的

门厅，地面由别致的手工马赛克
铺就，装点着黑红色大理石柱和

螺旋形乌木楼梯。再往里是个宽敞的会
议厅，护墙裙也是乌木的，视觉中心是一
个奢华感的铜饰大理石壁炉。俄领馆的
新闻发布会常在此举办。

大楼还有面向外白渡桥的露台，江
景迷人。站到露台上发现楼前居然还有
精巧的小花园，布置了迷你池塘和六角
凉亭，刚刚好。
作为一座外滩历史建筑，这座灰色

大楼得以留存，并保持百年前初建时的
功能可谓极其幸运，虽
然那雕花大门开了又
关，关了还开……

俄领馆(插图'张雪

飞 摄)

昨天! 俄国驻上海

总领事馆

今天! 俄罗斯联邦

驻上海总领事馆

建造年代!!"!#年

建筑风格! 带巴洛

克元素的德国复兴风格

建筑师! 里约伯

"$%&'( )( *+,-#

地址!黄浦路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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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高考无疑是社
会关注的热门话题。我自
己上大学的经历，比较特
别。!"'%年我考进上海交
通大学运输管理系，因不
想读工科，次年又重新考
进清华大学经济
系。后因院系调整，
转到中央财经学
院。一年后两校合
并，最后我是从中
国人民大学外贸系
毕业。回首我当年
两度参加过高考，
四年上过四所名
校，联想今昔高考
的巨大变化，不禁
萌发诸多感慨。

感慨之一，高
考身价天差地别。
!"'%年的高考，基
本上延续解放前大学招生
模式，有的几校自愿联考，
有的仍是各校自考。那一
年我参加了四场高考：上
海交大、复旦、同济的三
校联考，以及沪江大学、
浙江大学和南昌大学三校
的分别自考。在七月大暑
天，我从上海、杭州一路
考到南昌。那年代，只有
考生自己关心高考，社会
上根本没把高考看成多大
的事。想到如今的高考，清
路、禁声、住宾馆、专车送
考、考后旅游等等优待，深
感今天的考生，真是生逢
其时、无比幸运啊！
感慨之二，高考难度

越来越高。我浏览了一下
今年江苏高考的试题及答
卷，不仅肯定我考不上，而
且数学卷更是零分。当年

我先后考进上海交大与清
华，虽然够不上“学霸”，但
也可算成绩优秀生。如今
如此落魄，既有几十年忘
掉所学的原因，还因为那
时的考题，远没有今天这

么难。我考清华时，
记得作文的考题
是：《一年中最令人
难忘的一件事》。很
明显，它要比今年
的《智慧》《蝴蝶翅
膀的颜色》这类虛
幻题目好答得多。
上海沪江大学曾是
教会大学，其英语
要求高是出名的，
但那年该校英语高
考，就没考英语听
力。我发现今年高
考的英语试卷那么

长，光读完题目就得费不
少时间。见报载，近日 '

名英国“学霸”，组队 $%分
钟内挑战今年中国高考
题。结果，数学卷正确率为
零，英语卷每人至少错 (

题。可见，真是难为中国考
生了。高考考题设计这么
难，这无疑来自应
试教育的要求，对
此我不赞成，但只
好理解。

感慨之三，当
今我国高考如此受关注，
令人既欣慰，又叹息。欣慰
的是，高等教育迅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有
望走进高校大门，成为国
家需要旳人才。当年我考
大学时，全国考生不过几
万人，而如今已达七百四
十多万人。这种局面折射

出的，正是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快速发展步伐，当然
可喜。
不过，看到高考竞争

的无比激烈；力拼死背硬
记的应试教育，带给年轻
人的巨大压力；特别是看
到我的小孙子，从小学开
始，就忙着课外上这个班，
补那个课，大人小孩都为
应付中考、高考而期盼、纠
结和焦虑，我又不能不为

现行的高考模式而
叹息。为什么高考
成为众人人生追求
的独木桥？为什么
考分成了评价人才

的惟一标准？教育改革的
道路究竟指向何方？我非
教育行家，除了叹息，没有
答案。但借此感言，略抒衷
情。希望加快教育改革，完
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
使今后的高考，能带给国
人更多的欣慰，尽量把叹
息减到最少。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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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刚学习写作，脑袋里没多少小说概
念，也不太明白长篇中篇短篇。我们说一
个人喜欢看书，喜欢看小说，差不多都一
个意思。后来学习写作，想哪写哪，想多
长写多长。因为写，才知道还有长中短之
分，在这之前，只知道议论谁小说好看，
谁的小说更有名气。
看小说的最大好处是随意，想看看，

不想看把书扔了。开始写作也这样，兴冲
冲开个头，不想写了，弃之如废纸。很快
发现这不好，别人的书你不看，没任何
损失，书仍然还在。你写的小说半途而
废，过了这村没这店，没了就没了。因

此我的经验是逼迫自己，要么别写，要写，非得写
完。别老想着写世界名著，你先老老实实，乖乖地把手
头活干完。
小时候有过很多梦想，从未想过当作家。上大学，

中文系学生都写小说，我跟着凑热闹。也曾想做批评
家，逮谁骂谁，准备将当时最好的散文家杨朔先生狠狠
批判。论文题目是《杨朔散文的告别》，指导老师是杨朔
粉丝，看了我的论文，眼睛里全是眼泪，说你的观点确
有对的地方，可是我感情上受不了。
于是调整方向，战略性转移，做学生的别跟老师过

不去。在我看来，小说和散文没啥区别，既然老师不
喜欢，干脆改写小说蒙事，反正读大学，无非为了一
个文凭。为文凭可以不择手段，正好中文系搞创新，允
许用小说代替论文，我已写了一堆小说，随便挑一篇顺
利毕业。
结果断断续续就一直写小说，一眨眼，三十多年过

去。我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与文学，属于始乱终不弃，先
上床再闪婚，结了婚才恋爱。在今天根本不算什么，都
这般潇洒，在过去，在我们年轻时，还真是个事。
不知不觉中，写了一大堆小说，其中最多的是中

篇，收集一起，厚厚的八大本。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三言
两语说不清楚，无非是写了就写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一旦开写，顺理成章就把要写的小说写
完。当然还有时代因素，在我写作欲望
最旺盛的日子里，无论刊物，还是读者，
都喜欢中篇小说。
真怀念开始写作的岁月，曾经一天

写过两个短篇，四天完成一个中篇。年轻永远是好，年
轻有用不完的精力。有人问写那么多小说有什么秘诀，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想不出答案，只能瞎敷衍，说自己
看了很多外国小说。事后想想，这答案肯定不对。毫无
疑问，自己确实看了不少小说，然而看的人很多，看得
多与写得多，未必有什么直接关系。

正确答案可能就一个字，不停地“写”，只要写，只
要能够坚持，谁都可以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