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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款胸针添风采
吴 毓

! ! ! !我喜欢看电视屏幕上女主持
的着装打扮，她们一身庄重的西装
前领襟上，总会别上一枚搭配漂亮
的胸针，有飘逸闪亮的一片枫叶，
有镶满钻石的五角海星，有奔放的
花朵或各种富有设计感的现代抽
象图案。特别喜欢看印海蓉播报新
闻，天天看着她变换的西装，佩戴
上各种花样别致的典雅胸针，配上
她那端庄仪表和浅浅笑容，优雅知
性，别有风韵。每每看着荧屏上诸
多美女主播不断变换着各式胸针，
在衣襟上一闪一现中生出无限的
灵动和瑞丽，给较严谨的新闻节目
增添了一抹亮色。

那年看到习主席夫人彭丽媛，
款款走下飞机，来到法国参加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彭丽嫒一身米黄色
长大衣，大西装领襟上佩戴了特别
醒目的橙黄色大骨花朵的胸针，熠
熠生辉，光彩夺目，漂亮而大气，和
素色大衣以及一条花色丝巾搭配
得天衣无缝，给美丽端庄的主席夫

人带来了高
雅气派的翩
翩风采。

我也很喜欢胸针，穿上正统的
套装时，一定会选择戴上一枚相配
的胸针，增添现代时尚感。闲时逛
街，看到好看胸针就会纳为己有。
爱漂亮的女人都会拥有几枚时尚
美丽胸针，我有朋友赠送的水晶葡
萄胸针，有先生去澳大利亚买的彩
贝制作的胸针，有我在香港买的夸
张的花朵造型胸针。平日我喜欢手

工，有用碎布做的各式蝴蝶结，后
面缝上别针，就是一枚别致的布艺
胸花，搭配上相应款式衣装，也让
自己出挑而雅致。罗列起自己的胸
针，有蜻蜓、蝴蝶、树叶、花形、水果
系列，还有各种抽象几何，自由线
条的现代造型胸针。

胸针特别适合成熟女人的时
尚装扮尤物，但佩戴它却很有要
求，须得比较庄重服装和正式场
合，佩上一枚胸针，扮得三分端庄
七分风度，而随随便便着装，松松

垮垮的
休闲时，
就不适
合佩戴胸针胸花，必得从头至下非
常正规而隆重的装扮，又要和着装
搭配得恰当巧妙而得体，赴宴会派
对，看演出展会等正式场合，千万
不要戴着胸针上菜场，或运动旅游
等都不适合戴胸针。胸针很易丢失
和损坏，记得有次陪父母去酒店吃
饭，我穿着羊绒大衣第一次戴上特
别喜欢的超大夸张的麦黄色大花
朵胸针，回到家，发现大衣上那枚
特大花朵胸针不知去向，我很是心
疼，翌日，还特意去那家饭馆找寻
服务员问询，没有结果。

喜欢胸针痴心不移，我发觉胸
针还有个奇效：有些过了时的好料
服装，不舍得丢弃，想起来穿着时
搭配上闪亮美丽胸针，立马让黯然
失色的旧衣增姿添色变得摩登起
来，胸针真是让女人省钱又变靓的
法宝。爱戴胸针的女人，气质会越
来越优雅知性，柔和温暖。搭配恰
好的胸针，可凸显品位和格调，是
爱美女性不可或缺的柜中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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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隔壁的杨氏药厂

徐锦江

%%%愚园路历史钩沉之九

! ! ! !我自小住的弄堂隔
壁，新开了一家咖啡馆，叫
“!"#" 上海 $%&'”，核实下
来，是北京大学在沪同学
会众筹开办的，猜想 !"#"

应该是北京大学成立的年
份，果然，北大初名京师大
学堂，该年成立，是中国近
代第一所国立
大学。至于这
所北大毕业生
众筹的咖啡馆
为什么选址在
愚园路，选址
在愚园路安西路的这个拐
角上，可能纯系偶然。在我
们的记忆中这里曾经是一
家药厂，我们懵懵懂懂人
云亦云地叫它“杨氏药
厂”，至于里厢头究竟干些
什么，不得而知。但药厂这
堵高高的墙，成为我们弄
堂的“东面”。尽管隔着墙，

偶尔还是和“杨氏”打了几
回交道。幼时药厂面朝我
们弄堂的墙一层两层都有
窗，但一层的窗是钉死的，
据说里面是女浴室，有几
次小伙伴们互相抱起来，
扒着看，因为隔着关上的
玻璃窗，又钉着木条，外头

亮，里厢头暗，根本看不出
什么来，二楼的窗开得不
高不低，不三不四，好像是
楼梯墙，据说通浴室，可惜
看不到。希望听到女声，却
多半是男人的吆喝声。这
么多年住下来，几乎没有
真正到过药厂里厢头，有
一阵，窗口放出阿摩尼亚

味道的气体，难闻得很，墙
面也有些腐蚀了，弄堂里
的人议论纷纷，还有几回，
是药厂烟囱飘出的煤灰落
雨一样落了弄堂一地，引
起公愤，大家商议，一路到
居委会和派出所告状，一
路便冲到药厂门口要求见

负责人，并跃
跃欲试要冲
上楼去看个
究竟，但“洋
房里的人”缺
少“打相打”

的本事，最后还是被厂里
的人拦在楼梯口了。所以，
尽管近在咫尺，尽管做了
几十年邻居，“杨氏药厂”
对我来说仍是个神秘或者
还有些讨厌的所在。“药
厂”改革开放后就搬离了，
大楼或是闲置，或是东租
西赁，一直找不到个正途，
终于等到了个有历史建筑
保护意识的好主人，把它
变成了拐角口一栋很有
“腔调”的建筑，这才有了
北大同学会众筹咖啡馆的
进驻。动工修缮时，墙角处
有一块上面依稀可见年代
和英文字母，但字迹湮漶
的方形大石头，我们让他
们保留下来，施工方居然
听从了，此石据考，可能是
块界石，至今仍在我们弄
堂的铁门口旁放着。弄堂
的杨氏药厂“东面”杂窗也
全部封掉，再也不用担心
有什么气体溢出或杂物抛
出。
说来说去，说的是“杨

氏药厂”，据说，它真正的
主人住在愚园路 "("弄 )

号，江苏路口往东，现长宁
区教育学院旁边的花园大
洋房里，这是一幢三层欧
式砖木混合结构建筑，建
于 !#*+年。原来的主入口
在东侧山墙，由 "+"弄进
入，南面为花园。该建筑很
早就使用煤气、自来水、电
灯和电话，设施齐备。,#-#
年前，这里是上海著名的
抗生素制药企业，杨氏化
学治疗研究所。业主为杨

树勋，早年留学美国，获医
药化学博士学位。度娘已
“度”不出这位“杨博士”的
资料。据零星记载，只知道
回国后，!#*#年，上海中
央研究院有机化学室成
立，杨博士曾参与生物化
学方面的研究，并曾于
!#+. 年在国民政府实业
部南京中央工业试验所服
务。!#+)年，日军发动“八
一三”事变侵占上海，中央
工业试验所迁往重庆北
碚，杨博士没有随试验所
内迁，而是在同年 "月 !/

日在愚园路自己的寓所开
设了杨氏化学治疗研究
所，在开展化学治疗研究
的同时，还为病人看病，寓
所中设置了一些病床，其
间研制成功新惜花散。
!#-- 年 ) 月 ) 日还研制
成功治疗糖尿病的新药胰
岛萌，并开始研制其他生
物药品。
上海解放后，杨氏化

学治疗研究所于 !#/. 年
!*月改名为杨氏药厂，生

产抗生素药品。愚园路
"/"弄 )号变成了上海医
学工业研究院愚园路生物
试验所。现如今，这里变
成了一所为植物墙遮蔽
起来的高端月子会所，名
为“悦子阁”。我很希望有
一天能了解到杨树勋其
人的秘密。抗战爆发，他
却不走，反倒在自己的寓
所里开设化学治疗研究
所，在日本人和汉奸眼皮
底下搞名堂，且搞出了不
少名堂，不说怪，也有些
奇。至于他的那些研究成
果，开个玩笑，有没有可能
像屠呦呦那样，半个世纪
后得个诺贝尔奖，生物医
药专业评估究竟如何，都
没有文献记载。
前几天，终于走进“杨

氏药厂”原址上开出的
“!"#" 上海 $%&'”，并特意
上了二楼，用了披萨，喝了
咖啡，过了一把“杨氏药
厂”座上客的瘾，这一切，
同我的童年心结有深刻关
系，同北大同学会则完全
无关。
杨树勋是个留洋的化

学博士，可惜他并没有在
北大任过教，不然咖啡馆
就开得名副其实了。
我想说的是：愚园路

的时尚化改造最好能找到
它的根，其间的城市更新
最好是有记忆的更新，至
少对我而言如此。

夏天读书
张光茫

! ! ! !夏天读书，能拥有丰富的情境。读书
时，会忽遇疾风骤雨，天地变色，人心震
撼。苏轼有“雨昏石砚寒云色，风动牙签
乱叶声”，陆游则有“急雨声酣战丛竹，孤
灯焰短伴残书”，这里有雨打，有雷响、蛙
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
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
绝句。蝉是大自然的一队
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
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
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
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
感触。夏天天气最为多变，因而读书的情
境也最为丰富。
夏天读书，能让人感到午凉的舒适。

在骄阳、绿荫、清风里披卷，有一种忘我
的境界。夏天读幽默的书，可以消暑，可

以发现快乐。读林语堂，能领略国粹的幽
默；读马克·吐温，能感知异国的风趣。一
个懂幽默的人，一个整天乐呵呵的人，一
个面带微笑的人，一个具有好心情的人，
他会把困难看得轻一点，工作和生活压

力自然就比常人要小。
幽默中往往含有大智
慧，要知道平时说话都
带些幽默，别人对你的
好感与印象也会深刻许

多。所以，夏天读幽默的书，不会感到蒸
笼般的难耐与难熬。
夏天读书，收获的不仅是知识，还有

一份内心的沉稳与自信。夏天闲暇之余，
我常沏一壶淡茶，在树荫下，持一小凳，
听着蝉鸣，打开书本，慢慢地阅读，任心
驰骋，享受人生赋予的美好时光。

我
的
三
次
高
考

柳
百
建

! ! ! !从小爱读书，怀揣高校梦，却生不
逢时，!#). 年 0 月初中毕业即遭遇
“一片红”，懵懵懂懂还不满 !)岁就奔
赴遥远的北大荒。

在刚刚下乡务农的艰苦岁月中，
一边战天斗地磨炼意志，一边仍暗暗
梦想自己将来总有一天要实现求学
深造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在当时的
条件下，虽说是堂堂黑龙江国营农
场，却根本没有可以让我们知青看书
读报学习的图书室、阅览室，除了下
地劳动就只能待在数十人上下铺紧
紧挨着的大宿舍里，知青们在拥挤不
堪、嘈杂无章中消磨时光。就是这样艰苦的环境，我一
直没有放弃对写作的热爱，农活再苦、身体再累也会
抽空经常坚持看点什么，写点什么，哪怕是日记，书
信、随想。宿舍里没有桌子椅子，就把被子叠得方方正
正代替小桌，盘腿而坐，伏被而书。点点滴滴的学习心
得、真情实意的思乡情怀化成了一篇篇稚嫩的文章。
当时学习书籍实在太少，带去的一本学生字典和一本
成语典故成了翻来覆去阅读的“掌中宝”。但现实分明
是十分严酷的，即使 !#)*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农场极其有限的几个推荐名额根本轮不到我。
转眼来到了 !#))年，形势出现了可喜的转机，当

时留给我们实际准备应考的时间几乎不到一个月，现
状非常严峻，我毕竟只是一个 0#届的初中生，在“读书
无用论”的影响下，几乎没有读到什么书，实际文化程
度严格意义上讲就是小学，在这个起点参加高考，难度
可想而知，还不仅仅是文化基础起点低，时间紧，资料
缺，复习条件差等诸多不利因素都困扰着我，但我在北
京亲人及时提供文化书籍和身边战友热情鼓励下，义
无反顾地争分夺秒复习迎考。!#))年 !*月 )日我接
到初考合格的通知，顺利进入高考复试。最终结果是复

试也通过了录取分数线，但离我理想中
的大学录取分数尚有一定距离，我选择
了来年再考。

时间来到 !#)"年，当时我在农场
担任农业技术员，肩上工作担子不轻，

但努力备考的劲头毫不松懈，记得当时农场晚上要熄
灯，我就自己准备煤油灯挑灯夜战，困了脑门抹点万
金油，饿了吃几勺炒麦粉。我的宗旨是骨头再难啃也
要死命啃，圆自己的高校梦就必须拼，想拼敢拼才会
赢。很快我盼来了黑龙江省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的录
取通知书，被协调安排到省里一所新办的萌芽学校。
当时没太多思考就决定放弃，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
要为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而继续奋斗！

!#)#年我按政策回到了上海，经过一个时间段的
复习准备，!#".年我再度迎考，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
上海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

秋
声
何
处

! ! !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
读到这句诗就入秋了。
立秋时节，梧桐树开始落叶，因此有

“落叶知秋”的成语，古人在立秋这天都
有一定的祭祀活动，以庆祝立秋节气的
到来。宋时立秋这天宫内要把栽在盆里
的梧桐移入殿内，等到“立秋”时辰一到，
太史官便高声奏道：“秋来了。”奏毕，梧
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寓报秋之意。

古人对天地万物自然的这种敬畏之意，很值得今天的
人们思索及学习。

清晨在林间行走时常能发现一枚新鲜的落叶，静
静地躺在草丛中，极明亮生动的黄色，极标准的一枚杨
树叶子，同这样新鲜明亮的黄色一比，绿果然显得苍老
颓废了。其实黄色是极跳跃的颜色，明度极高，它于枝
头总有一种轻盈悦目之感，而绿色尤其是老了的绿其
实是深沉苍茫的颜色，荏苒了春夏两季的绿此刻终于
乏了，秋，已隐匿在这一片落叶里了。
我国古代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

生，三候寒蝉鸣。
立秋初候，凉风有至，西方凄清之风曰凉风，温变

而凉气始肃也。此时的风已不同于暑天中的溽热潮湿，
人们会感觉到有丝丝的凉意，尤其是在清晨与夜晚，时
常会有清凉的风逶迤而来，宋时刘翰在他的《立秋》中
就有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的诗句，可知凉
风至是立秋的第一个特征。
节气上立了秋，但是真的要进入秋凉，还要再等上

一段时间，正午时分太阳依旧炙烈，人们还是要向梧萌
处觅清凉，蝉鸣依旧在枝头鼓噪。但是始终是有些不同
了，天高了，也清远了，坐在室内能看到斜的日影照进
来，不再是直直的逼射，正午的阳光虽然强烈，但已难
掩强弩之末的那份颓势了，早晚已有些凉意，颇为舒适
惬意，月也温婉了起来，宁静了起来，已有点儿秋天的
气象了。

以往的夜晚是喧闹的，蝉鸣，蛙声，乘凉的人们的
语声，孩子们的打闹声，热热闹闹，直至深夜方才渐寂，
如今天阶夜色如水，人们早早就散了，不再纳凉了，这
夜就静了下来，只有一轮明月悬在天空，偶有几声蛐蛐
叫，或是几点流萤飞过，愈显夜之空灵。随着夏的颓然
退去，重新升起来的将是一轮玲珑的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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