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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弟子规 !美" 海 龙

! ! ! !近日整理藏书，不经
意间找到了二十多年前刚
来美国时抄录的一篇趣
文。那时在校图书馆做暑
期工，恰巧有读者辗转借
阅一个手卷，它装裱在一个镜框
里。发黄的纸卷，写着昏黄的人生
格言，当真是一个美国的“弟子
规”。当时觉得很有趣，随手就将
这格言抄录了下来。后来却抛散闲
置，好多年，淡忘了这件事。今查
书时倏然看见这昏黄的字迹，再读
一遍，觉得这佚名的英文作者写得
也算有趣。内容通俗，但很朴素；
都是些极为浅显的道理，满
足的也都是小小的欢乐。但
细想起来，岁月如歌，日月
似梭；人生，不就是这一个
个小小的欢乐和烦恼组成的
吗！

它如缓缓流淌的水，荡涤着
你，让你心里纯洁平静。这些箴言
很世故也很温馨，家常但不浅薄。
里面没有深刻的大道理但却充满了
人生中要留心的形形色色，颇为好
玩。我就随手按照它原来文体短句
参差的形式将它翻译出来了———

吾人须切记! 冲澡时可放喉唱

歌" 愿别人怎样待你# 你就怎样待

人" 每年至少看一次日出" 如厕完

毕莫忘盖好马桶盖" 不要拒绝友人

自家烤制的糕点" 力求优异$ 但不

逼自己完美%

每年生日种一棵树" 学会三个

干净的笑话" 借别人车归还时莫忘

加满油" 每天至少让三个人开心"

不失时机告诉别人你爱他们" 凡经

你手之事皆让它在过你手后比原来

好"

力求简单" 心怀大志但满足于

小的欢乐" 力争成为你所景仰之最

积极向上且有激情的人"

清洗你的牙齿" 在觉得

你够条件时请求升级" 宽恕

自己也宽恕别人" 多给你早

餐的女侍小费" 多说 &谢谢

你'% 多说 &请'% 远避小人% 想着

买孩子们在自家院前摆卖的不管什

么物件儿% 穿擦得锃亮的皮鞋% 记

着别人的生日%

想着要永远进步% 在自己车里

带着救助别人的引擎打火器% 跟别

人握手时别软绵绵的% 情人节时多

寄祝福卡$ 签上 &认为你是最棒的

那个人寄'%

说话时眼睛注视对方% 第一个

问 &你好'% 花钱重信誉% 切记借

东西要还% 结交新朋友$ 珍惜老朋

友% 严守秘密% 在合唱队唱歌% 每

年春天种花% 拥有一条

狗% 永远接受伸出来的

手% 不要老是责备别

人% 对自己生命中的任

何一处都要负责% 向校

车上的孩子们招手% 别人需要你的

时候一定在场% 替路旁陌生人超时

即将被罚的停车表塞上足够的硬

币% 别指望世上的事儿公平% 永远

不要低估爱的力量% 喝它一瓶香

槟$ 无需任何缘由%

翻译上面这篇东西不应该选词
炼句太雅，它不是诗，没有任何诗
意；而且也不能用韵文译———在翻
译时我时时提醒自己。我如果把它
译成诗经体或朗朗上口，就把这里
面整个的质朴和道理搞砸了。
它的题旨要点之一是让别人欢

乐。别人欢乐了，自己也就欢乐
了。当然，它涉及到追求自己欢乐
的地方也很谦卑；前提是不扰人，
知足、惜福、律己。
更可喜的是，这里面的事儿大

部分都是很具体可行的。它谆谆提
醒你美国人介意的一些小事儿和人
情世故。读懂了这个你就读懂了美
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简朴的世界观。
我发现，这里面的道理跟中国古人
《弟子规》《菜根谭》的格言警句比，
它的质朴无华简直不值一提。不
过，美国的这个弟子规朴实易行，
实践性蛮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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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地铁僵直地嘶鸣着从一个黑暗的
洞穴里面钻出来，人群吓了一跳似的一
条条突然绷紧，几乎被卷起的旋风吹
断。我总是想起蒙克的那幅画面，一个
骷髅般的人在血红的桥上捂着自己的耳
朵。“我感到一声刺耳的尖叫穿
过天地间；我仿佛可以听到这一
尖叫的声音。我画下了这幅
画———画了那些像真的血一样的
云。———那些色彩在尖叫———这
就是‘生命组画’中的这幅《呐
喊》。”（《爱德华·蒙克》）蒙克
只是预感到物专制时代的降临，
天空中充塞着的不是空间而是
物。物已经不再是与人对立的无
生命的外物了，它主动地控制着人类，
通过人自己创造的技术。站在月台上看
着车厢缓缓离开，在温暖的灯光中，人
们看起来真的就像一家人那样，彼此让
座，有人睡着了，头挨着厢壁，疲惫而
放心的样子。局外人还以为他们真的骨
肉亲了，挨得那么紧密，如果不是隔着
衣服的话，完全是骨肉亲了。
但是，乘坐地铁并不像局外人想象

的那么温情浪漫幸运。在这漫漫长途
中，人们永远在学习做一个陌生人。离
我远着点儿。人们彼此依偎，又彼此防

备，时间短暂，没有人知道他人将在哪
一站离开。
人一旦进入地铁，语言就消失。车

厢普遍地沉默。在没有手机的时代，人
们还无法避免彼此对视，现在都低头看

手机。没有手机的人鹤立鸡群，
看着不该看的，装着没看见到处
看。没有手机的人是那样可怜、
醒目。

瞧那些在地铁中依旧活蹦乱
跳的儿童，他们不明白这些大
人，这些叔叔阿姨，为什么不再
说话，那些童话儿歌都藏到哪儿
去了，他们沉默了，他们发现东
张西望、自言自语的都是傻子。

他们开始学习呆若木鸡，我很少在地铁
里听到儿童说话。
列车到站，车门松了一口气似地打

开，人群就像绽线的袋子里的土豆一样
滚出来，被释放的一刹那，从麻木跌回
到自己的生命中，迫不及待地抓着自己
的生命拔腿就跑。
但是我喜欢地铁，在

这伟大冷血的都市中，是
唯一能令我触摸到孤独这
块料子的质地、温度、厚
薄、忠诚的所在。

盛氏父子的档案情缘
丁 丁

! ! ! ! !"#$年，曾任杭嘉湖兵备道的常州人
盛康购得了位于苏州阊门外、屡遭兵燹的寒
碧山庄。因前任园主为清代著名书画家、藏
书家刘恕，坊间将山庄习称为“刘园”。盛
康遂仿金陵随园之例，取其音而易其字，更
名“留园”。
在他的精心缮修加筑下，园内“嘉树荣

而佳卉茁，奇石显而清流通，凉台燠馆，风
亭月榭，高高下下，迤逦相属”，比往昔更
增雄丽。正是得益于盛康的营建，在几度兴
替之后，如今的留园已与拙政园、
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中国
四大名园”。
行文至此，想必读者会心生疑

惑，这位钟情于清风明月、奇石名
花的盛康先生与档案有何关联？
殊不知，盛康尚有另一癖好：留存私人

档案。他为官多年，在宦海沉浮间积累了不
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正所谓“有其父必有
其子”，盛康长子盛宣怀受父亲影响，亦热
衷于私家档案收集。
盛宣怀自从成为李鸿章的入幕之宾，步

入仕途之后，事无巨细、物无大小、地无南
北，凡他所经手的公私文牍都被妥善保存下
来，就连区区请柬、洗衣发票等也不曾遗
漏。%&%'年盛宣怀逝世后，盛氏后裔继续
留档达 ()载，从而形成了著名的“盛宣怀
档案”（简称“盛档”）。“盛档”上起清咸
丰末年（!"')年前后）、下讫 *)世纪 $)年

代，前后积累凡 ")年，总数近 %'万件，堪
称“近代中国私人第一档”。

可以说，盛宣怀不仅在近代中国的实
业、金融、教育领域成就卓著，更是为后世
留下了一座无比丰富的档案文献宝库。
由于盛宣怀久居高位，中国近代史上的

名人要人无不与其有过交往。据不完全统
计，“盛档”书信所涉人物至少达 $)))人，
诸如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郑观应、梁
启超……

%"&+年，盛宣怀先后收到堂弟盛宙怀
和同僚郑观应的信笺，其内容均指向一位名
叫孙中山的青年才俊。

郑观应在信中言及：“敝邑有孙逸仙
者，少年英俊，……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
亦颇切近，……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
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
既有盛宙怀和郑观应的请托，盛宣怀对此事
甚为重视，分别在两信的封套上写明“孙医
士事”四字备忘，并郑重地保存起来。从
此，孙中山与盛宣怀这两位近代中国的重要
人物开始有了交集。%&%%年 %)月，盛宣怀
被清廷革职后，逃亡日本。在此期间，孙中
山与盛宣怀书信往来频繁，还尽己所能，对

盛氏家产进行保护。上述这些均在“盛档”
中有所反映。
盛宣怀晚年定居上海。他过世后，“盛

档”被保存于盛氏祠堂（又名盛公祠，其址
位于今北京西路、万航渡路和乌鲁木齐北路
之间）内。解放初期，祠堂被国家征用，盛
氏后人不得不将“盛档”暂存至鸿英图书
馆。%&,"年 "月，市文化局决定将上海图
书馆、鸿英（时已与新闻图书馆合并为上海
市报刊图书馆）、合众（时为上海市历史文

献图书馆）及明复（时为上海市科
技图书馆）等 +家图书馆合并，统
一以上海图书馆的名义对外开展业
务。于是，“盛档”遂为上图的典
藏珍品。%&&' 年，上图组建了专

门的整理小组，对“盛档”逐页进行整理编
目。全部编目工作历时 &年方告完成。

*)%,年是“盛档”整理研究的丰收之
年。,月，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档案丛
刊》之一的百卷《盛宣怀档案选编》出版首
发。'月，“盛档”入选上海市第二批档案
文献遗产名录。下一步，上海图书馆还计划
将“盛档”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让
这份珍贵的家族记忆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共同
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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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啃老问题早就飞出家
门，淅淅沥沥撒在社会上。

儿子俊俊大学毕业
了，不去找工作（或者说找
不到工作），在家里
呆着，天天熬夜睡
懒觉，上上网，看看
微信，听听音乐什
么的。他爸爸问你
怎么不去工作。俊
俊说我还在读书深
造。爸爸说也没看
你背起书包到学校
去呀。俊俊说我在
网络上读，你不懂
的。
既然儿子要继

续读书，总归是好
事，爸爸阻拦他是没有理
由的，要求上进嘛！
从此以后，俊俊走上

漫漫的啃老长路。爸爸心
想也就吃饭多双筷子，也
就一个月给些零用钱，啃
就啃吧，谁叫俊俊是我儿
子呢？你啃老，其实也是伴
老，伴我慢慢变老———于
是，啃方和老方，相安无

事。
倘若俊俊们提出要出

国深造，事态立刻就严峻
起来。中国每年有 ,)万青

年出国读书，几十
万的爸爸东拼西凑
拿出 %))万，让儿
子远行。儿子留学
四年之后，在外国
找不到工作，也拿
不到绿卡，回国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不
像俊俊那样不去找
工作，而是很快和
某公司签约，每个
月 工 资 加 奖 金
,)))块。
有社会学家一

针见血地指出：看起来出
国留学很正常，看起来回
国找工作也很正常，其实
这是变相啃老！你不出去
留学，找个工作也是 ,)))

块……
哦，变相啃老！倘若我

是那个想出国深造的儿子
的爸，我也有 %))万，那么
我就叫儿子大学毕业后不

用出国深造，我会这样说：
儿子，你就在家里呆着，上
上网，看看微信，听听音
乐，爸每个月给你 ,)))

元，你也不用到公
司辛辛苦苦上班，
挣来的钱也只有
,)))。你玩着吧，就
像上班一样每天玩
它 "小时。爸不是有 %))

万吗？爸的 %))万可以连
续不断地给你 *)) 个月，
也就是给你 %'年，那时候
你已经 $"岁了，困难时期

过了，人到中年，再去找一
份轻松的工作也不迟。儿
子你说爸说得对不对？啊
呀不对不对，爸的这个算

法有疏漏，一个月
给你 ,)))元，第一
年给你 '万，那么
剩下还没给你的
&+万，爸可以去银

行做理财产品呀，一年收
益算它只有 $-，那么一
年的收益就是 *." 万，理
财理它十几年，粗略算就
有 ++万。这 ++万就是 ""

个 ,)))块哪，爸又可以多
给你 /年的钱，就可以给
到你 +,岁，不管你结婚不
结婚，不管你生不生娃，一
直给到你 +, 岁……你想
想，这多好啊，省得你跑到
欧洲爸想你时见不到你，
省得你到西方去冒恐怖主
义这个险。儿子啊，你用不
着什么“变相啃老”，用不
着绕弯子，直接啃老就行，
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一样
的———家长都用掉了 0))

万。你从大学毕业一直到
+,岁，可以舒舒服服在家
呆着，不用为了生计到处
奔波。再说了，你 +,岁的
时候，爸已经太老太老了，
虽然没有什么积蓄了，但
钱已经没什么用了，退休
工资就够了，如果爸的退
休工资用不掉，再给你一
点……
读者诸君，我的这笔

啃老还原账不知算得对不
对，我从小算术不好。

茶香源自心底清
杨 晔

! ! ! !某君从云南不惜重金买到百年古树茶。回家后，
请来茶友共同品茶，席间他不无喜悦地介绍买茶的
巧遇及幸运。

茶雾氤氲间，大家分杯享用着世间难以邂逅的
古茶，顿觉齿颊生津，赞赏果然是奇茶好茶，但是
大家不约而同地望着一位老者，期待着他的评价。
因为这位老者是本地公认的品茶高手。本地的茶商
每每进新茶都要请他品尝，他点头称赞的茶，茶商
必然多进，而品茶的人也纷纷去购买他所认可的茶。

只见老者
缓缓放下茶杯，
微微合目，品
味着茶的味道。
然后睁开双眼

环视大家，面带笑意地点点头，“不错，不错”。
这一个“不错不错”就是很高的评价了。主人

颇有得意之色，大家也赞赏主人很有眼光，很识货。
这时，席间最年轻的茶友沉不住气了，别看此人年
纪不到三十，但是自幼随父研究茶叶，道行不浅。
他满是不屑的表情，看了看沉浸在幸福的主人，又

看了看那位老者，直言道：“这不过是
种植的普通大台地茶而已，哪里是什么
百年野生古树茶？”
顿时室内鸦雀无声，如此不敬德高

望重的老者，这个年轻人真是胆大妄
为。只见老者并没有恼怒，又呷下一口茶，冲着年
轻人点点头“不错不错，后生着实可畏！”
茶会散后，主客寒暄告别。
回去的路上，一位

茶友询问老者，年轻人
说话可当真，老者笑而
不语，茶友追问，先生
既然品尝出来如何不如
实相告，并教训那个狂
妄后生。

老者沉吟片刻，娓
娓道来，“何必在乎是
否古树真品，主人当做
珍品请大家分享，怎能
扫了主人的兴和大家的
致。年轻人老到世故反
而失去本真，直言不讳
就是本色，何必去计
较？”

原来老者才是真正
的品茶高手，高手的境
界不是对茶的品味，而
是对人生的品悟，那份
茶香竟源自心底的清澈。

忆父亲
徐 音

! ! ! !清明子夜雨纷飞$

追梦天台慈父寻%

凝噎语无恨别离$

醒来绣枕泪斑痕%

! ! ! !计约翰笔下的辛亥革

命# 请看明日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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