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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九月，窗前蟋蟀鸣，脆脆的、嫩嫩的。翻看去年记
录，老辰光、老地方，一切照旧。
鸣而知秋。每到如此，习习的秋风来了、硕大的北

方西瓜来了，我们金山的阳光也开始退烧了。那时，从
田间到小巷，从草丛到树林，哪怕在石头缝缝里，都有
它们的美妙歌声。从小就喜欢听蟋蟀的鸣叫，听不厌，
不用说对鸣的可爱，即使歌声参差不齐，也强烈好听。
有人喜欢把它比作肖邦的钢琴曲，我以为它们是在歌
咏壮阔的田野，或者是在窗下演绎“梁山伯与祝英台”。
在窗前读书，忽闻蟋蟀对鸣，心猿意马。看不到它

们模样，想象中的雄心勃勃、高昂好斗，还有寻找三妹
子的兴奋。那里，再好看、好斗的蟋蟀，也需要用歌唱来

表达自己的激情。那里，再落魄、失败的
蟋蟀，也不会停止向三妹子献殷勤。我
无法看见窗下的蟋蟀究竟长成什么模
样、是哪一种类型，但它们抑扬顿挫的
对鸣，更像斗士充满激情的呼唤。

小辰光，此时，弄堂里几乎所有的
男人，都准备好了，随蟋蟀一起格斗。而
现在，我宁愿去旷野里寻找，在晨曦微
露时，循着鸣叫，去细细聆听草丛里的
浅唱低吟，那里总有一个小小的舞台
吧？不管是书带草、狼尾巴草，总有一管
蟋蟀草是舞台的标志。走着走着，到了
一片干裂的土堆，那里平日尘土飞扬，
此刻却也琴声频频，那些琴手多么老

练、多么擅长琴弦的弓法，变化极多的旋律，就这样淙
淙而来、汹涌而去。此刻，抬头仰望微蓝的晴空，四面的
鸣叫像从晴空折射而来；低头看小河边灌木和昨日硕
果累累的桃园，都成了回荡歌声的舞台。倾听这室外音
乐，听着、听着，就有了点醉意。
老朋友里，有不少同好者。现在，也许又是潘君去蟋

蟀市场，寻觅战将的时候了。他每年都要制定一个作战
计划，还会绘制一张精细的斗蟋战绩表。那种对乐趣的
认真，把他的头发烧毁不少。这使我想到了蟋蟀的
“恶”。就像用手抓过蟋蟀的都知道，它为了逃脱，会张
开利牙，咬得你“哎呦”一下。但很多朋友就喜欢这种
恶，假如“无恶不作”，一只斗蟋或者就成了英雄。潘君
今年又将与它们一起英勇善战。
《诗经》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 ，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我的蟋蟀都在旷野里，都在看
不见的战线。九月的窗前，它们或者伴着三妹子歌唱，
或者在精心准备，一场激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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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任性地长大
李 珏

! ! ! ! !儿子拿到了美国大学计算机专业的
博士 !""#$。但是，所谓“知子莫若母”，我
家这个孩子，绝非那种“完美小孩”，而是
在任性中成长、一路趔趄着走来的。
儿子天资聪慧，三岁背诗、四岁算术、

五岁下棋。小学时，更是了不得，每学期考
试始终保持年级总分第一，老师们捧他像
个宝。记得那时候电视里经常有智力竞赛，
我们做不出的题，他轻轻巧巧就 %&了，叫
爹娘好生服帖。
进了初中，猝不及防地，儿子的软肋陡

然显现出来了。因为这孩子太依赖小聪明，
学习方法啦、刻苦勤奋啦这些词从来都是
与他绝缘的，于是，一俟进入名校精英教

育，在众多“学霸”的强力围剿之下，
马上灰溜溜地败下阵来。更可怕的
是，居然迷上了电子游戏，趁着爹妈
努力工作辛苦赚钱之际，在这虚拟
的世界里纵横驰骋、不亦乐乎。这以
后么……唉，初中四年、高中三年，
实在是叫为娘的不堪回首！甚至高

考前晚，还在游戏机房奋战到半夜，第二天睡
眼惺忪地奔赴考场，高分是不指望了，总算凭
着不错的基础，上了一本。
儿子的成长中，有件事不得不提。高中时

他开始住校，被委以年级生活委员一职。这个
可是苦差事！老师每天要听情况汇报，同学又
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搞得儿子左右为难，居
然开始抑郁起来，再也不肯去学校了。他那惊
恐万分的娘，只好在单位里请了假，天天陪着
逛街、吃喝、谈心，又请了自己母校最棒的心
理辅导师，全然无用！最后耐心用完，咬牙切
齿地骂他：“生活委员！这算啥官！你捣捣糨糊
么得了，嘎认真做啥？”嘿嘿，居然被一语惊
醒，儿子想通了，不抑郁了！从此开始慢慢地
学会了与人沟通、交流，有了很多朋友。
作为母亲，其实我是蛮惭愧的。因为工作

性质关系，每周只能休一天、而且
几乎没有假期。所以，每每看到现
在很多年轻妈妈能够带着孩子游
戏、旅游，能够陪伴着孩子长大，我
简直羡煞。想想我家儿子，那时更

多的是独自上学、放学后独自待在家
里，有时候我回家晚，他只得自己做
饭。孩子内向、娘又懵懂，尚来不及好
好教导，不知不觉地，孩子已然度过
了艰难的青春期，长得比他爹都高大了。

大学四年，儿子突然如鱼得水、茅塞顿
开。学校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全程外教，逼得
他从小最“吃蒜”的英语突飞猛进，而与“应试
教育”完全迥异的教学方式，更让儿子欣喜不
已，从此真正进入“良性”学习阶段，四年后以
第一等第毕业，顺利进入英伦名校攻读硕士；
再一年，携优异成绩归来，入职场、搞科研，对
与专业完全契合的工作投入得不得了。这期
间，工作顺利、爱情丰收，真真是“春风得意马
蹄疾”！

放手，也是养育的一种。

可同时发前后鼻音的汉字
明 德

! ! ! ! 不论从
音形义的哪
个角度来审
视，中外人士
都会觉得汉
语是一种博大精深的语
言。相信大家仅仅从语音
方面的各种细微之处就能
体会到这一点。
你是否注意到在汉字

众多多音字中的一些字既
可念前鼻音又可念后鼻
音？笔者发现，这类有趣

的汉字大致包括亲、劲、
称、胖、槟、帧、伧等。
相对而言，许多人更熟悉
念 前 鼻 音 的 “ 亲 ”、
“劲”、“槟”（有的人想当
然地以为“槟”只能念前
鼻音） 以及念后鼻音的
“称”、“胖”。殊不知，在
“亲家”、“劲旅”、“槟榔”
（一种果树或其果实）中，
“亲”、“劲”、“槟”均应
该读成后鼻音，而在“对
称”、“心宽体胖”（此
“胖”表示安泰舒适），
“称”、“胖”均须念作前
鼻音。“槟”这个字很有
意思。在“槟子”（一种
苹果树） 和“香槟酒”
中，“槟”念前鼻音，而
此字在“槟榔”中却出人
意料地念后鼻音。前鼻音
“劲”和后鼻音“劲”音
异调同，但后鼻音“称”
和前鼻音“称”却是音异
调异，前者念第一声，后

者则念第四声。
包括播音员在
内的一些人能
用后鼻音念对
“职称（尽人皆

知其念第一声后鼻音
'(!)*）”的“称”，却变
调不变音地仍用后鼻音去
念“称（应念第四声前鼻
音 +(")） 职”的“称”。
这就走入误区而大谬不然
了。
不难发现，在上述亲、

劲、称、胖、槟之中，每一个
字所兼有的前后鼻音之声
母相同，韵母同源。“伧”字
则显得有点儿特别。它的
一对前后鼻音是 '(,)（轻
声）和 +#)*。可见，它们的
声母不同，韵母也无“血缘
关系”（因为它们的韵母既
不是 ,)和 ,)*，也不是 -)

和 -)*）。至于“帧”，严格
来说，此字并非同时可以
念前后鼻音，而是以前念
后鼻音 .(")*，如今已改念
前鼻音 .(!)了。

静待时机
钱浩宇

! ! ! !林语堂曾

养过一只漂亮

而可爱的波斯

猫!一身雪白的

毛!两只蓝色的

眼睛!活泼而顽皮" 林语堂外出散步时!常带着它一起

出去" 有一次!调皮的小猫玩得高兴!竟然径直爬到了

路边的一棵大树上! 任林语堂百般呼唤! 就是不肯下

来"树很高!身边又没有梯子!林语堂担心小猫走失!所

以就一直坐在树下看书!等小猫玩够了自己下来"熟人

看见了!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等&公主'回家"(一

边说!一边用手指指树上的小猫"熟人一听!大笑不止!

说$%大师也有无奈时啊) (林语堂摊开双手!自嘲地笑

着说$%没办法!我就是拿它没办法"(三小时后!%公主(

终于玩累了!从树上下来了"林语堂一见!高兴极了!赶

紧收起书!抱起小猫!开心地回家了"

大师的耐心! 恰如温暖阳光下的一

径小溪!温暖地流淌"静静地等待小猫玩

累了下树!不心急!不焦躁!大师的人生

无比从容"

医院里飘来钢琴声
李 动

! ! ! !周六下午送岳母去
瑞金医院看病，正逢高温
天气，炽烈的阳光下推着
岳母走进门诊大厅，顿时
清凉许多，因就诊者稀
少，感觉医院难得的安
静，更令人意外的是大厅
里传来了悠扬的钢琴声，
等候电梯时，跟着飘来的
钢琴声哼起了熟悉的旋
律《军港之夜》，想起了当
年在部队学唱这首老歌
的情景。

岳母验血后，妻子送
血样去急诊处，让我看着
岳母在大厅里等候，这时
才发现大厅里荡漾的琴
声不是喇叭里传来的，而
是从角落里的钢琴处流
溢出来的。

我推着轮椅好奇地
来到钢琴处，见有位六十
多岁的男士在即兴演奏，
其 / 恤的外边套了一件
蓝色的马甲，背面印有
“瑞金医院‘精神家园’志
愿者”。男子正在演奏红
歌，听到熟悉的旋律，我
随之哼唱了起来，并推着
岳母来到椅子边，坐下来
慢慢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

这时，一位戴眼镜的
中年男子翻阅着曲谱，他
挑选了一首《我爱这蓝色
的海洋》，随着琴声响起，
眼镜男子放声唱了起来。
我也情不自禁地上前与
其一起放声高歌。眼镜男
子很虔诚地将右手放在
胸前深情投入。因时间久
远，歌词忘了许多，然眼
镜男子却熟悉歌词，我随

着他过了一把瘾。
唱罢，我问眼镜男

子：“你对歌词很熟悉，当
过海军吧？。”他微笑着点
点头：“唱起这首歌，令人
想起了许多战友和当兵
的往事。”我有种他乡遇
故知的亲切，便告诉他：
“我也当过兵，不过我是
空军，我们那时最爱唱的
是《我爱祖国的蓝天》。”
他善解人意地问弹琴的
志愿者：“有没有《我爱祖
国的蓝天》？”志愿者点点
头，于是，我们又一起引
吭高歌：我爱祖国的蓝

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这次是我熟悉歌词，

一口气唱了下来，海军老
兵却亦步亦趋，一曲唱
罢，四周传来了稀稀拉拉
的鼓掌声。我平时喜欢唱
歌，只要唱起经典老歌，
就有种难言的兴奋。我问
志愿者：“有没有话筒？”
志愿者摇摇头，笑着说：
“有话筒会影响患者，这
里不是公园，我来弹琴是
为了给这个令人压抑的
地方，增添一点欢快的氛
围，舒缓一下病人的紧张
情绪。”

正说着话，妻子匆匆
赶来，焦急地说：“快，推妈
妈到急诊去就诊。”

我推着轮椅，对妻子
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当
年去北京旅游结婚，到北
京饭店吃自助餐，餐厅里
飘来了悠扬的钢琴声，好
有情调，表演者是有报酬
的。而现在医院里出现了
钢琴演奏志愿者，虽然他
们身着马甲，弹的曲子也
不高雅，但他们是免费为
病人服务，属于下里巴人
的老歌也许更受百姓的欢
迎。”妻子由衷地点赞道：
“不但瑞金医院有钢琴志
愿者，龙华医院也有，这也
是上海文明进步的一个标
志吧。”是的，当优美的钢
琴声替代了嘈杂的喧闹
声，标志着市民的素质提
高了，城市也更为文明。但
愿上海更多的医院能腾出
地方摆放一架小小的钢
琴，琴声不但能舒缓患者
忧郁的情绪，还能缓解医
患紧张的关系。

途中短息 （速写） 张定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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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石库门从哪里脱胎而
来？它的前身是谁？

我曾经花费两年时
间，寻找上海的老房
子———绞圈 房 子
01多座，其中有四
合院，也有三合院。
三合院的两层绞圈
房子，三面有房，中
间是庭心，一面是
带仪门的墙。一正
（客堂）二厢，中轴
对称的平面布置及
房间名称和当今石
库门建筑没有两
样。从内部结构的
角度来讲，花衣街
沈义生宅在拆迁期
间提供的完整木构
架照片，和董家渡
早期石库门“敦仁
里”和“棉阳里”的
测绘图（同济大学
传统建筑测绘队）对照一
下，一目了然，上海早期的
石库门房子脱胎于上海绞
圈房子，确定无疑。那么，
是否还有更科学的论据

呢？
我忽然想起，三合院

和石库门不是都有那个
“石箍门”吗？就从这个

“门”着手调查吧。
漂亮的仪门是

上海绞圈房子的主
要特征之一，这种
用石条围束的门，
宁波人叫“石箍
门”，宁波人发“箍”
字音发的是“库”2
以后上海的“石箍
门”就讹作
“石库门”
了。两扇黑
漆 实 木 大
门，配上一
副 环 形 门
扣就成了上海绞圈
房子仪门和石库门
的标准配置。那么，
这个被错叫了一百

多年的“石箍门”，究竟有
什么玄机呢？

我带上了钢卷尺，丈
量了许多石库门的大门，
门框的尺寸大同小异，宽

度大致都是 3456米，高度
大致都是 740米。咦，这个
数字我好熟悉啊，原来，绞
圈房子的仪门门框尺寸正
是这个 3456 和 740 的数
字。从清代一直到民国，这
个门框尺寸一直没有变
过，想想也是，这些年来中
国人的个子没有什么变
化，所以，这个门框的尺寸
也就没什么变化。
我的好奇心又驱使我

去上海的明代建筑看一
下 8于是，我赶紧到
上海徐汇区南丹路
39 号的南春华堂
（徐光启纪念馆）丈
量明代经典建筑的
仪门门框尺寸，惹

得管理员惊讶不已，我却
完全不理会他的态度，因
为，此刻我已经完全沉浸
在极度的兴奋状态之中，
一组熟悉的数字又出现
了，3:56和 7:0……

这一夜我失眠了，眼
前仿佛出现了鲁班，难道
这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木匠鼻祖一直在统领几千
年的房屋施工吗？第二天，
我决定赶往江苏省的周庄
采风，一踏进古镇就快步
跑向 ;11 年前建造的沈
（万三）厅和张厅，一路上
心里直犯嘀咕，江苏的明
代建筑和上海的明代建筑
仪门，门框尺寸会不会不
一样呢？

我从沈厅量到了张
厅，从一个江南巨富的大
宅门量到了一个相当于副
省级官员的宅第，从第一
进的仪门量到了最后一进
的仪门，还是 3:56和 7:0，
天哪，简直是太奇怪了，我
随即告知了我的微信朋友
圈，大家也都感到非常意
外，这时，一位微友提醒了
我，关注一下“鲁班尺”吧，
我突然茅塞顿开，原来，古
代木匠建造仪门时，不仅
要考虑抬着轿子是否能够
顺利通过仪门，还要遵照
鲁班直尺的吉数作为决定
门框尺寸的唯一风水依
据。于是，我马上在手机上
找到了鲁班直尺的吉数对

应表，该表上显示 3:56为义（天财），属“吉”。添丁。显
示 7:0为官（官禄），属“吉”。顺科。容易顺利通过考试
而获中，容易被提拔、晋级和升官。在鲁班直尺查阅
3:57或 3:5<，不是“离”就是“死”，查阅 7:9=就是“灾”。

石库“门”的尺寸果然深藏玄机，探索和解开了石
库门的门框尺寸之谜，令我如释重负，终于又找到了一
个石库门建筑脱胎于上海绞圈房子的铁证，坐实了石
库门姓“中”的论断。
石库门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后来，

不断吸取外来文化艺术的精华，终于成为上海民居史
上的特色民居。
越是研究，便越是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