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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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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读书人家———董桥
书房剪影》，英译为 !

"#$%&'#$%() *+,-$#. –
/,$0 12&(+ ($3 2&4

"%,3.，董太太说这是董
桥自己译的。苏富比拍卖
公司出了精装、平装两
式，精装 567 本编号本，
后 87 本归作者。
其中 775 号、577

号、799 号、 7::

号，在孔夫子网
拍，结标时，第一
号卖了 57;77元人
民币，这是天价，
这是董桥现象。而
平装本印 5777部，
张超群先生告诉
我，他们不是书
商，书卖完了，就
卖完了，不再加
印。我心里想着，董粉何
止千百计，这不就是奇
货？难怪精装 577本，在
开幕后三小时就卖光了。
书房剪影展分了四个

厅，“清白家风”有董先
生的书画收藏，有前辈的
馈赠，散发的都是旧日清
香。而其中不管是溥心畲
的美人黑犬、观音，弘一
法师的朱砂南无阿弥陀
佛，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
生，如对故人，因为这些
董先生都珍爱得很，长年
悬挂在旧时月色楼中。而
在苏富比布展时，卓敏曾
向董先生表示，希望能把
台静农送给庄严生日的梅
花放到展场。董先生一时
想不起也找不着，便简讯
问我知否放在哪儿。我回
说：“前些年您送了给张
桉。”先生才猛然想起。我
依稀记得董先生说过，东
西要给对的人、懂的人。是
的，余英时先生不也将他
老师钱穆先生写给他的一
幅书法转送给了董先生
么！这都是老派流风。
而“字里相逢”是剪

烛西窗，是依依旧梦。我
观察过看展览的人都常在
玻璃柜前驻足良久，品读
徐訏、杨绛、白先勇、林
文月等人写给董先生的每
一行典丽。
去年我为董先生整理

书房时，他那些鸿雁尺
素，我看了不少，有几通
印象特别深刻，比如陈之
藩记胡适：“胡先生的绝大
与人不同处，是他看见朋
友有一点可取，他就快
乐。以为是他的成就。”
想见的是这位文学巨人的
胸怀；吴鲁芹夫人吴葆珠
说：“鲁芹离开人世，匆
忽廿余年，犹忆他每每收
到您来信时那份喜悦，一
次您寄他一张照片，他高
兴得叫我‘快来看小董的
照片’，言犹在耳。”

寥寥数语，忆旧怀
人，教人点滴心头；杨绛
信里说：“《小风景》 栏

里的大文已拜读，深羡你
在英国八年读书之乐，也
深深佩服你的博学多识，
无书不读，连 《老圃遗
文》都看到了。”康河的
水光依样粼涟，可惜杨先
生已不在了，而大开本的
《小风景》也早成了董迷

梦寐以求的一部缥
缃。
“绝色”这厢

放的是西洋精装典
籍和藏书票，这些
我大多都在董先生
家里看过、摩挲
过。特别是宝石孔
雀装奥玛·开俨的
《鲁拜集》、米切尔
的 《飘》、弗莱明
的《77<小说》初
版第一册，当自海

外寄到旧时月色楼时，我
刚好都在。见董先生那种
获至宝而又急切待拆封的
神情，如今印象犹新。董
先生说：“《77< 小
说》十四册中，以
前四部最金贵，其
中又以第一部有签
名为稀珍。内里有
题识的更似凤毛。西洋老
书还讲护封完好，内里标
价不能不在，一旦标价被
剪掉，身价就会掉一大
截。”
有时董先生会把一些

重要书籍，以透明胶布裁
成书的大小，仔细地把书
包好，说这样可以保护封
面和书衣，是自小养成的
习惯。去年 8月初，董先
生自英国旧书店邮购了一
部 =(>2$# =, ?(,-&#- 的
初版短篇小说 /2# !>>)#

/-## ! "2+-% @+A#) !$3

"+'# "%+-&#4 来重温，8<

号书到了，董先生还以这
本书示范教我如何把书包
得漂亮。
展览的开幕酒会，仙

姐出席了，她分别与董先
生和夫人作了拥抱，董先
生说：“淑良，你来啦！
谢谢。”淑良是白雪仙的
本名，她一直只许董先生
叫她淑良，说这才亲切，
才不见外。善之兄陪着仙
姐亦步亦趋，特别在最后
一厢“这一代的事”里，
绕着董先生的手稿仔细地

品读。董太太见仙
姐已看了半小时的
展览，怕她累着，
请她先稍作休息，
仙姐不依，还示意

善之兄继续领她去看董先
生的书法。董先生现场
<B 件书法作品，仙姐都
一一细看，礼堂对我说：
“这位老太太真令人佩服，
看得比谁都认真。”“是
啊！仙姐今年九十了，这
真叫人感动。”我说。
董先生的字我从来就

喜欢，文人气韵，读书人
家。所以我也请了一纸清
芬回家供养，“无言独上
西楼，月如钩……”李后
主填《相见欢》。

填好的调查问卷
彭小华

! ! ! !最近! 某

小区向居民发

放了一份小区

的 "社区建设

情况调查表#$

让居民哭笑不得的是! 调查部门不辞辛劳地把全部答案

都事先用笔圈好了! 要求居民按圈好的答案回答即可$

而圈好的答案! 都是最高一级的答复! 满意% 知道% 经

常参加% 同意&&连个比较级的答复都没有! 更不用说

'不满意(% '不同意( 之类的答复了$

另一种实名制调查同样叫人看不懂) 物业% 业委会

等小区机构发给每家每户的调查表上! 都事先写好了各

户的门牌号码! 再请你对他们的工作提出 '宝贵意见($

在双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况下! 有多少调查居民愿意

直言不讳提出意见* 我想肯定少之又少! 最多提点希望

和建议罢了$ 试问! 这样调查出来的结果又有多大可信

度* 这样统计出来的数字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以为! 开展民意调查也好! 完成要

求的检查也好! 还是应挤干水分! 实事求

是$ 而上级主管部门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听

汇报! 看报表! 而要多下基层! 多作暗

访! 从而听到一线的真实声音$

童谣!终身咀嚼的味道
曹伟明

! ! ! !我从小寄养于浙江河姆渡
畔陆埠古镇的外婆家。那时的
童年，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早教、
艺教和作业。小伙伴之间做游
戏、捉迷藏、讲故事，都是不可
少的人生必修课。“唱”童谣更
是人生的启蒙教育，有韵味有
情趣，更有哲理。
在我外婆口中，童谣是真

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它的歌词
言之有物，抒之有情，富有旋律
和韵味。她老人家并不单单是
“唱”，而是有感而发的“念”，那
传神而又生动的表达，又近乎
于唱。我小时候，文化的启蒙老
师是外婆。我对外婆的依恋，更
是源自于外婆的童谣。“摇啊
摇，摇到外婆桥。七栗子，八胡
桃，九个枣子十只饺，凤菱十八

只，甘蔗
节节高。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
好宝宝，我叫外婆亲姥姥。外婆
给我吃糕糕，我给外婆吃面
包。”这旋律和歌词，都表达了
人间的真情，祖孙俩一边亲热，
一边吟唱，上演了一幅隔代亲
近的乡间民俗画，丝毫
不见有代沟。
童谣是我童年的蓝

天和白云。每当盛夏纳
凉的时候，我除了缠着
外婆讲故事外，总要她老人家
教我唱儿歌：“萤火虫，夜夜红。
飞到西，飞到东，快快飞到我手
中，我手里有只玻璃瓶，放在瓶
里亮晶晶，让我当盏小灯笼。”
叙事化的童谣，驱散了炎热的
酷暑，让我的心中泛起阵阵的
凉意，滋润着心田。童谣，也让
我在吟唱中，增长了生活的知
识，加强了文学的修养，提升了

艺术表达的创造力。
伴着童谣成长的我，十六

岁高中毕业，去农村插队落户，
收集了当地许多儿歌和民歌。
事有巧合，后来我考入了华东
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

被分配到青浦文化馆工作，从
事群众文艺创作、民间文艺研
究，又与儿歌民歌打起了交道。
当我做父亲后，女儿的启

蒙教育，便是学唱童谣，童谣成
了她每天的必修课。从《外婆
桥》、《卖报歌》到《一分钱》、《春
天在哪里》，那通俗易懂的歌
词，加上优美的旋律，女儿都很
高兴唱。为此，她在托儿所和幼

儿园表演时，得到过不少“小红
花”。

在我当了文化馆馆长后，
有一天，《一分钱》和《春天在哪
里》的作者，青浦赵巷人潘振声
返乡来文化馆走访，我俩促膝

谈心，才知道那风靡中
国的儿歌大王，原是貌
不惊人的青浦人。我对
儿歌大王潘振声说：“潘
老师，你这小儿科意义

非凡，我女儿很喜欢唱你创作
的儿童歌曲。”他笑眯眯地说：
“儿歌，关键要打动少儿的心
灵，歌词要有少儿的口吻，韵律
更要活泼动情。我接下来的目
标，是要为全国 ;C个民族，各
写一首儿歌。”
从此以后，我与潘振声有

了一个约定，业余时间也创作
起儿歌。诸如《家乡酒》、《绿色

的梦》、
《水乡
恋歌》、
《生命船》、《放歌淀山湖》等，有的
唱响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星
期广播音乐会”，有的进入了学校
的音乐课堂，登上了“上海之
春”的舞台。
而我的女儿，从小吟唱儿歌，

不仅读书成绩不受影响，而且一
路全面发展。
童谣里面情趣长，吟与不吟

不一样。一首童谣可以陶冶人、改
变人、塑造人。生活中，有不少人
是唱着《一分钱》的童谣，成长为
当代雷锋的。
如今，优秀的与时代同步的

童谣屈指可数，我们期待多些接
纳地气、为儿童喜闻乐道的歌
谣，多一些像潘振声式的儿歌大
王涌现。

人间四月听乡音
潘建龙

! ! ! !江南四月的雨总是那么多情，欲止又起，嘀嘀嗒
嗒，连绵不断。
当我沿着川沙镇南市街湿漉漉的石板路跨入内

史第时，雨又紧随而至。不一会儿，内史第天井（庭
院）挂起四方的雨帘，在屋檐下的青砖地上激起一串
串亮亮的水花。

站在屋檐下，雨中的一地青砖、一屋黛瓦，会让
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出生的浦东人
勾起早年浦东民
居的旧影俗事。
走过黄炎培

生平陈列室，驻足“宋氏家族在川沙”
展室，视屏滚动播放着宋庆龄参加国
务活动的画面。此刻，宋氏的一口浦东
乡音，在 5:;8年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
上传播：
“这次会议是一格（个）威（伟）大的，具有举世意

尼（义）的事情，它给于吾（我）们一格（个）机会，使吾
（我）们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完成一格（个）极
（绝）端（对）重要的任务。我们在这里叙（聚）集一堂，
再一次充分地证明，成（人）类是一定能创造和平
的……”
许多次听过宋庆龄的讲话录音，然而在内史第，

在江南四月的春雨中，听着宋庆龄的乡音，别样感动
在心头。

乡音是出生地给人打上的不可磨灭的烙印，乡
音是游子对于家乡永恒而温馨的记忆。此时，我一个
土生土长浦东人，沉浸在一位伟大女性的乡音里，努
力追寻着一个多世纪前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希冀
在内史第深处，在川沙镇街口、弄堂，找到那份悠远
的乡情，那一串孩提时代游戏的笑声，乃至一行沾满
泥土芬芳伸向远方的脚印。
“阿呀，宋庆龄刚（讲）格（个）闲话那能忒伲一样

咯！”一位刚进门的中年女性打破静寂，无不惊讶地
脱口而出。我微笑着询问，她爽朗地回答，“吾伲是浦
东人，屋里厢住啦曹路镇。”在惊讶女性的背后，是否
蕴含着一种认同、一种联系？是否在她心目中已经认
知“宋庆龄忒伲一样讲浦东闲话，是伲格同乡人！”
屋外，雨还在飘飘洒洒，新川路上梧桐树在春风

里婆娑。屋内，我的心情如细雨似微风，在老街的小
巷里纷飞。类似这位女性的惊讶，在内史第里大概每
天都会发生吧。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宋庆龄在

浦东川沙内史第生活了 57年。在以后的岁月里，她
留学美国，接受西方教育；与孙中山结为夫妻，为中
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奋斗不息。一生历经多少世事
坎坷，风云变幻，然而不变的是浦东乡音！

5:;;年 8月 5D日，黄炎培在日记里写道：“夜，
中苏订约五周年，苏联大使召开庆祝大会。主宾席我
乡浦东人有三：张闻天、宋庆龄（和）我。”
雨终于停了，一缕阳光透过木格窗洒落在地板

上，特别的鲜亮。
“这次会议是一格（个）威（伟）大的，具有

举世意尼 （义）的事情，它给于吾 （我） 们一格
（个）机会……”宋庆龄的浦东闲话再一次在内史
第响起，熟悉而又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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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些年来针灸减肥和
埋线减肥成为了很多不想
运动女孩的新宠。她们觉
得只要用针灸针或者埋线
针在肚子上扎上几针，就
可以发生神奇的效果，甚
至可以不用控制饮
食。有些非医疗机
构的美容会所就是
这么宣传的。但事
实真是这样吗？
从现代医学角

度解释针灸或埋线
的作用主要从这样
三个方面起作用：
改善机体的新陈代
谢，调整机体的内
分泌，调节胃肠功
能等。
针灸能增强新

陈代谢的速度，使
身体燃烧脂肪增
加，从而达到减肥
的目的。很多肥胖
是发生在青春期、
产后、更年期这几
个阶段，特别是女
性，这几个阶段都
是内分泌改变非常剧烈的
时间段。在针灸减肥过程
当中，很多伴随着月经不
调、闭经等症状的女性，在
减肥过程中并没有针对这
些症状进行治疗，但往往
通过针灸，就能改善原来
的症状，这都是内分泌得
到改善的结果。
胃肠调理综合效应多

数体现在食欲下降以及大
便通畅这两个变化，我们
知道，很多肥胖的原因，
就是因为摄入太多，所以
胃肠功能的调理对减肥作
用非常大。没有这么想吃
东西了，这是很多接受针

灸减肥的人可以观察到的现
象，由于针刺能延长胃排空
的时间，所以能使本来比较
亢进的食欲得到抑制，甚至
下降。另外，还能改善肠道
功能。

但并不是针灸或
者埋线治疗了，就万
事大吉了，对于年轻
人来说，如果不适当
控制饮食，或者不运
动，机体长期处于摄
入量大于消耗量的失
衡过程中，针灸或埋
线治疗起到的作用也
是有限的。
对于一些顽固性

肥胖，遗传性肥胖，
针灸埋线的效果也没
有那么明显。还有对
于肺结核活动期、骨
结核、严重心脏病、
严重糖尿病、血液
病、月经期（除经期
调理）的患者，埋线
也是不适合的。
中医针灸、埋线

治疗需要专业的中医
针灸技能与理论知识，需要
辨证论治，辨明了你是属于
脾虚型、胃热型还是瘀阻型
等，选取相应的经络和腧穴
治疗才能取得效果，取穴一
定要准确，而且针灸操作需
要娴熟，补泻手法得当，针
刺操作不当会出现效果不明
显，更有甚者，会出现针刺
过深，伤及内脏，脊髓等，
严重的还会出现神经脏器损
伤的后果。埋线的操作要求
更高，需要无菌操作，操作
时要避免伤及内脏、脊髓、
大血管和神经干E不应埋入
关节腔内 F不应在皮肤局部
有皮肤病、炎症或溃疡、破

损处埋线。
我们经常遇到患者

在美容院做过埋线，收
费上万元，鼓吹 5次就
能减少 5G 斤，可是做
过之后并没有任何效
果，而且线体在穴位里
产生硬结，长期不吸
收，来我们医院就诊，
要求我们给予判断是不
是发生了医疗事故。

这种情况，一次能瘦
BH 斤肯定是夸大效果，
而线体在体内长期不吸收
和操作与材料都有关系，
是否正规穴位埋线材料，
成分是什么都无法判断。
所以医疗操作还是需在正
规医院进行。

+作者为上海市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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