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报帮我!接地气"

丁法章

! ! ! !我酷爱党的新闻事业。从
学新闻、干新闻、教新闻到管
理新闻、研究新闻，谱写了我的
新闻人生。!""# 年 $ 月我退
休以后，使我在新闻路上得以
再续前缘、不断“接地气”的，
可以说是上海众多企业报给我
提供了肥土沃壤。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
市，拥有众多在全国有影响的
企业报。#"年前，有 %""多家
企业报发起成立了自己的行业
组织———上海市企业报工作委
员会（简称上海企业报协会），
隶属于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
（简称市记协）。兴许我是上海市
新闻学会名誉会长的缘故，打
!""#年 $月退居二线以后，上
海企业报协会不时给我提供接
触新闻实务的机会，诸如评选好
新闻、举办新闻业务讲座、参加
企业报工作年会等等，使我始
终和当前新闻工作实践保持着
一定的联系，满足了我钟情新
闻事业、“退休不退伍”的欲望。

同《解放日报》《文汇报》《新
民晚报》等主流媒体一样，根据市
记协的统一部署，上海企业报协
会十分重视开展好新闻评选活
动，一年一度，从不含糊。作为每
年都要参与评奖的一名评委，特
别是对我这个已经退休的老报人
而言，委实
是一举数得
的好事情。
难道事实不
是这样吗？
首先，我每年从阅读各家企

业报申报的大量新闻作品中，从
每篇文稿的字里行间，不仅可以
触摸到当前广大企业干部职工开
拓创新、建功立业的精神风貌，而
且可以了解国有大中型企业深化
改革、转型发展的最新进展，从而
让我从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
上海工业战线落地生根的具体实践
中，感悟到中央决策的英明正确，
加深了对中央决策的理性认识。
其次，参加每届作品评选尤

其是代表评委会作综合点评，对

我委实是一次难得的重温和学习
新闻实务的机会。“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企业报作为一份正规报
纸，不管日报还是周报，对开还是
四开，其新闻的十八般武艺样样
齐全。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题材、
不同体裁的新闻作品，从內容到

形式、从选
题到选材、
从布局到谋
篇、从开头
到结尾、从

文字到表达，逐一作出有理有据
的评析，指出其优劣得失、总结其
经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
西”。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一次
参加评稿会，对我们既是一次考
验，更是一次提高。历年来，我曾
应邀到几家报社作过几次业务讲
座，在面对面、实打实的互动交流
中，我这方面的感触尤深。
上海企业报协会每年主持召

开的年会，內容丰富，亮点频频，
我很乐意参加。每年会上杨锡高
会长作的工作报告，既有对过去

一年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对
未来一年工作的期许与愿景，这
是我最爱听的内容。因为从报告
中，我可以感知到企业报群体作
为新闻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阵，作
为企业党政领导与广大职工之间
的纽带与桥梁，在过去一年中同
各级党报一样，正确处理了宣传
党的主张与反映群众诉求、对上
负责与对下负责、坚持方向与注意
方法、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关
系，各项工作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此外，其他评委老师对获奖作品
所作的综合点评，也使我学到不
少东西。最近召开的一次年会上，
还穿插举行了企业报同仁卡拉
&'大赛，使我一饱耳福，也拉近
了我和企业报同仁的距离。
千句并一句：企业报既丰富

了我的晚年生活，又充实了我的
精神世界。我不禁要为它点赞！

的哥受聘

为了“特约评
论”，请看明
日本栏。

十日谈
企业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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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云诗钞（四） 汪涌豪

积雨转晴过费城拜瞻印象派诸大师
流光明灭烂云霓! 湖岸逶迤树杪低"

雁过可瞻青荷广! 舟来莫凭绿桥西"

有情抛却春阳去! 无意翻为冷月迷"

最是窈茫难写处! 含灵绝技与天齐"

费城美术馆收藏有中世纪至近代欧洲 #"多万件
艺术品，其中尤以印象派作品居多。很难描述，当看
到满壁的莫奈、塞尚，你会有多晕眩。今天，似乎没
有人不知道印象派，但要说有多了解则未必。譬如毕
沙罗（()*+,,- .+//)001），这个唯一参加了该派所有 2

次汇展，被高更、塞尚尊为老师的巨擘，我们就知之
甚少。至于对卡萨特（3)04 ()//)55），这个唯一被上
述诸大师视为同道的美国人、印象派中有数的两位女
画家之一，就更陌生了。后者在法国被雷诺阿引为知
己，却一直不受自己的同胞待见，直到离世后 !"年，
美国人才接纳了她。不过，眼下她似又重新归于寂
寞，即使在出生地费城也是如此。许多人慕名来此，
为的是去独立宫看自由钟，或品尝著名的芝士牛肉三
明治。而由她辟出的世界，并没获得更多人留意。

题画二首之一委拉斯凯兹 #宫娥$

自怜鬟耸气高扬! 不意深宫昼漏长"

玉殿难回颜色好! 还从熏笼觅怀香"

委拉斯凯兹是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的著名画家。
今人常以“巴洛克”为繁缛俗丽的代名词。其实，这
个意在用奔放浪漫打破古典均衡的新画派，着实具有
独到的艺术魅力。委氏此作可为代表。它以菲利普四
世之女玛格利特公主为中心，传神地表现了宫廷礼仪
拘束下，从女侍到女侏儒谨小慎微的懔惧神情。当
然，此画主题存在多种解释，惟此，才得以自己的开
放性引来达利、毕加索等人的不断拟作，并吸引福柯
聚焦画中人物与观者的“视线”（6)7-）展开经典的
后现代讨论。此画现已成为普拉多美术馆的镇馆之
宝。该馆以收藏十五世纪以降西班牙、佛兰德和意大
利的艺术珍品为主，尤以西班牙的绘画、雕塑作品为
最全面。它的正门口有一尊委氏拈笔沉思的雕像，脸
上的神情，似有着对弱者的无限同情。

题画二首之二维米尔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横眸流眄意轻扬! 眉蹙如丝绾思长"

敛尽春山羞不语! 一般珠泪万般香"

维米尔是十七世纪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但这
样的盛名迟来了两个世纪。此前，因专意于描绘故乡
德尔夫特的城市风景与妇人生活，加以尺幅不大，数
量又少，他几乎不为人所知。然而，正如他一再画过
的珍珠终因岁月的汰洗而重光，评论家托雷发现了
他。很难形容他的回归在欧洲引起怎样的轰动，只记
得当站在这幅被称为“北方蒙娜丽莎”的画作前自己
有多激动。那种讲究的光色运用衬托出的少女的明
丽，还有欲言又止、似笑还嗔的薄怨与轻愁，蒙娜丽
莎哪里有？所以，当走进位于海牙的莫理斯皇家美术
馆的二楼，满屋子荷兰黄金时代的大师杰作涌来，这
幅小到不能再小的画仍一下子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
力。我感到欢呼在舌尖上舞蹈，用歌德的话，“那久
违的阳光，刺痛了我的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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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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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乒
乓
球
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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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 ! ! !前一段时间亚洲乒乓
球锦标赛在无锡打得如火
如荼，尤其是一大批男女
乒乓粉丝围绕着年轻而又
健美的国手欢呼雀跃的场
景，让我感受到了国球在
年轻人心中的升温，这尽
管可能和当前的崇尚颜值
有关，但无疑将推
动乒乓球运动进一
步在民间普及和发
展。上世纪七十年
代，我在上海乒乓
球拍厂工作了将近
十年，由此对乒乓
球和球拍有了一种
天然的不解情缘。
球拍厂隶属于轻工
业局，是生产乒乓
球拍的专业厂家，
标志性品牌是红双
喜，还有萌芽牌、
鸡牌、盾牌等。红
双喜品牌创建于上
世纪五十年代，%$8$ 年
我国运动员容国团在 !8

届世界锦标赛上夺得了男
单冠军，使用的是我厂生
产的球拍，同年我国又取
得了 !9届世锦赛举办权，
周总理说是双喜临门，遂
为我们的乒乓器材起了一
个颇有中国风格的名字
“红双喜”。我进厂时老师
傅们经常说到的是当年创
品牌的艰辛和现在保品牌

的不易，要我们守住质量
的底线和研发的生命线。
当时在国内和我们竞争的
品牌有天津的“友谊牌”，
其高档产品是“:!$”。还
有广州的“双鱼牌”等。
在国际上主要的竞争对手
是日本的“蝴蝶牌”“尼

塔库”等。
生产乒乓球拍

的原材料包括木质
夹板、橡胶和胶
水。这三样东西决
定着球拍的弹性、
黏性、力量等。一
般而言，进攻型的
球员和防守型的球
员对球拍有不同的
要求，当时进攻型
的往往选择正胶，
即颗粒朝上粘贴在
海绵上的胶皮，这
种胶皮内含的填充
剂较多，皮质较

硬，击球时弹性较大。缺
点是黏性不够，拉不出强
烈上旋的弧圈球，当然削
球搓球发球时球性也不够
转。当时防守型的则选择
反胶，即颗粒朝下粘贴在
海绵上的胶皮，这种胶皮
内含的填充剂较少，橡胶
含量高，因此黏性大，看
上去透明兮兮的，且色彩
丰富，有给人带来兴奋感
的大红、暗红色，给人清

新感沉静感的深绿、浅绿
色，还有给人酷酷感的黑
色，当年社会上将这样一
块粘贴反胶的球拍称之为
“牛筋板”，属于高档球
拍。反胶胶皮黏度大，胶
皮上持球时间长，“吃”
得住球，所以搓球削球发
球的旋转性都较好，又能
拉出前冲性强的弧圈球。
后来又对反胶胶皮的制作
技术不断改进，研发出新
的填充剂配方，在
保持黏性的同时，
反胶的弹性和爆发
力得到提高，手持
反胶球拍能守能
攻，所以现在正胶球拍已
鲜有人使用。
乒坛上技术流派可谓

层出不穷，各种打法争奇
斗艳，借助于球拍的发
展，又出现了所谓的“怪
球手”，其打出的球飘忽
不定，转与不转难以判
断，而且一般不吃对方的
发球，对方发球越转，其
回过去的球要么不转要么
朝反方向转，打乱对方打
球的节奏感。这样的球员
往往使用的球拍上贴着所
谓的生胶或长胶。生胶的

颗粒较硬，而且是反胶正
贴，颗粒朝上，生胶球拍
削球时而转时而不转，而
用力击打出去的球却有下
沉感。长胶的胶皮上的颗
粒比一般的长，而且也是
颗粒朝上粘贴，中间衬的
是薄海绵，使得底板的力
量能够较直接的作用于球
上，发力击球时速度出的
来，往往能打出死球。由
于长胶的胶皮颗粒较长，

接对方旋转球时可
以削减来球的旋转
性，而长颗粒的胶
皮削出的球似转非
转，飘飘忽忽，又

让对手很难把握。当然这
种非常规的武器也不是轻
易可以掌握的，使用者最
初使用时也有一段习惯的
过程，不习惯造成的失误
也较多，使用这种不常规
的拍子，你必须把自己的
常规动作改成适应这种拍
子的非常规动作，慢慢寻
找到手感才行。
一块好的球拍，其优

良性能由木质底板、海
绵、胶皮、胶水共同组
成，想当年我们是土法上
马，很多技术参数没有专
业的仪器来测量，基本上
靠专业运动员的试用，当
年徐寅生、李富荣、张燮
林，后来的蔡振华、谢赛
克等都是我厂的常客。
由于球拍性能主要靠

优秀运动员的手感来测
试，所以难免在研发阶段
靠“面多加水，水多加面”
的土办法来摸索调整。当
年大众化的红双喜拍子，
木质夹板基本上让夹板生
产厂按我厂提供的标准生

产，而海绵、胶皮、胶水
则由我厂自行生产。而运
动员使用的拍子则是真正
意义上的“私人定制”，
全部由我厂通过小作坊式
的生产完成的。其底板的
材质是个性化的，干燥度
是有规定性的，七层的底
板，每一层都在天平秤上
过磅，天平秤上的砝码从
大到小排成一排，以保证
规定的重量，当然如果运
动员需要，也可以多加一
层。板上的胶皮和海绵要
与底板的性能配伍，都根
据使用者的要求设定个性
化的“炼胶”配方进行定
制。为了满足各种打法，
海绵可厚可薄，以决定球
速的快慢，胶皮炼制方法
不同以及颗粒的可长可
短，使得球的旋转多样
化。将底板、海绵与胶皮
粘贴在一起的胶水和球拍
的性能也有关系，现在国
际乒协都有禁止性的规
定，过去的胶水我们是用
氯丁胶来炼制的，现在不
知配方上有何变动。运动
员使用的木质底板每一层
黏结的胶水不是化学胶
水，而是现在已经难以看
到的猪血胶水，这种胶水
也是我们自己调制的，大
热天时调制时奇臭难闻，
但是这种胶水可以使拍子
不震手，“吃”得住球。
不理解的是为何现在不用
猪血胶了。
我现在还保存着当时

的 #! 号、"2 号等底板，
用起来还是觉得比现在的
球拍舒服，这纯粹是个人
的习惯，当然可能里面也
夹杂着不少怀旧情感。

湖 中
苏剑秋

! ! ! !小时候对荷花的印象是
翠绿娇艳，干净洒脱。而真
正见到的荷塘春色是中山公
园一个土墩前的一池莲叶，
花还未开，半月形的水塘中

莲叶在水中尤为突眼，莲叶原来是这样浓浓的绿啊！
在南浔小莲庄，平生第一次见到满塘盛开的荷

花，品种多样，令人流连忘返。记得那次画了不少速
写。想到了石涛的水墨荷花长卷的疯狂恣肆，随性写
意和笔墨的笔笔到位，这是心灵的呼唤，这是神情的
再现。原来荷花如此博得文人骚客的青睐，定有它的
妙趣之处。荷花的多面性，集中展示的品行，挺拔孤
傲、洁白入诗，叠翠入画，奥妙在于能丝丝入扣人们
的情思，甚至有的画家专门画夕阳残荷，倒也是一种
心境的演绎。有年三九寒天，我来到西湖岳坟前，眺
望一片残荷，萧瑟的情意中，忽然
想到，荷花的命硬呵。夕阳的最后
一丝余晖，投射在寒风中摇曳的残
荷枯焦的莲秆上，一如一幅孤寂冷
漠的图画。光辉过去后，期待着来
年的细枝嫩叶。
先后两次前往洪泽湖挥荷。每

年的六月为荷花盛放期，抓住时
机，定有收获。第一次到泗洪县，
急切到湖中赏荷望月，可是季节稍
过，满满荷塘正在逐步凋谢，坐着
汽艇在湖中到处寻觅荷花踪影，整
个湖面像一种异常简化的构图方
式，孤枝残荷，一枝莲蓬亭亭玉
立，竹干上的孤鸟鸣叫，落叶浮游，几只野鸭悠悠地
漫游。说实在的拍点特写还行，大场景太萧条了。心
里念想着明年一定要赶在荷花繁盛期来。

荷花的人工栽培和纯野生的趣味完全两个概念。
第二次来洪泽湖赏荷，心境心情大不同，那天早早来
到湖边，寻找船夫，天公不作美，天下起了淅淅沥沥
小雨，整个湖面朦朦胧胧，水气蒸腾。加之昨晚大雨
倾盆，湖水上涨过快，船老大讲，荷花可能都藏在水
下喽！我说，来了再咋样也得去看看。船一路颠簸浪
时起彼伏，突然船老大叫道，那里一大片野生荷花莲
莲在风中水里摇曳。瞬间，一股美的涌动泛起。快
快，到近一看，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冲动随心而到，拿
着照相机拍着，姿态各异，随意取景几乎全是美图，
看一只白莺站在莲枝上，动态健美，含情脉脉。要说
的是，野生荷花，比人工培育的花蕊要大好几倍，莲
叶也是一个成人站在上面有余，凑近一看果然了不
得。船老大讲，如水位正常成片荷塘，看起来那才叫
震撼呢。想想也是人应该知足了。由此，对荷花有了
重新认识。那一定是很入画的。
近日，偶尔翻阅那些拍得不怎么的荷花片断，作为

参照物，画画写写，乐趣回味可人。由是想到，沈柔坚
先生早年赠予我的对子：“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确实入
画，要画好却不易，要像石涛这样挥洒
自如更不易，可能还要等上几百年，画
画是件开心的事，画荷花尤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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