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影留痕忆旧游
沈建中

! ! ! !在我弱冠伊始的整个 !"#$年代的
十年间，阅读重点几乎都是文史掌故作
家郑逸梅先生的书，太喜欢了，每次跑到
新华书店，见一本买一本，又分别托了在
新华书店当营业员的两位朋友“开后
门”，凡是郑逸梅先生的新书到货，立即
帮助留下一本。现在看来，当时是郑先生
出版著作最密集的时期，数了一数，有二
十来本。完全可以说，我那时的近现代文
史掌故知识，极大部分来源于阅读郑逸
梅先生的书。也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我
对于近现代文史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和
编撰的兴趣，就是
在那时受到启蒙
作用的。

起初，最喜欢
他的《艺坛百影》。
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就买到了。其时适
逢我正热衷于肖像摄影，读这本书，就像
读一本人物摄影集那样格外有味。印象很
深的是，郑先生在“前言”里把自己擅写人
物掌故比作拍照，他娓娓而谈，旧时拍人
像照，不是端坐，便是挺立，千篇一律，呆
板得很，形是有了，神犹欠缺；要突出神，
就需要从动态中去表现，所以近来的风
尚，都喜欢拍生活片段照。由此，这位伟大
又谦逊的老作家从中悟出描写人物的窍
巧。他认为，倘使一本正经用传记方式
写，那就和端坐或挺立着照相差不多，呆
板而不够味；倒不如抓住人物的片段活
动及其艺术修养来写。
心仪久之，爰亦步亦趋似的

效颦。《艺坛百影》书名中的“影”
字，按郑先生说法就是“照影留
痕”的意思，而“百”字只是取其整
数而已，其实写了 !$%位艺坛人物。他还
说，任何人都有优缺点，倘求全责备，吹
毛求疵，如这样可下笔的人物就太少了；
应放宽尺度，与其多贬人之缺，不如多褒
人之优，庶不失温柔敦厚之道。受其启
发，我开始渐渐地专注于对二十世纪学
林文坛的杰出人物进行广泛考察，在将
近廿年间先后采访各地老一辈学者专家
三百余人。这一工作的实施，也能说是依
靠阅读郑先生著作给培养起来的。
郑先生谈及自己尤其对于近百年来

的人物，更感兴趣。因为这些人物，有的
在前辈的口角春风中略知梗概，有的自
己曾经追随杖履，获聆清诲。他觉得，以
往所见所闻，历历在目，应当记述出来；
否则随着老人逐一故世，这许多历史掌
故，实也因此而泯灭，岂不可惜。这亦触
发我急不可待地为前辈学者专家们拍摄
肖像，并立即就从为郑先生拍照开始。可

是，这一拍摄前辈人物的摄影专题计划
难度巨大，但想到郑先生说“要乘自己风
灯残年，知道一些写一些，也算小小贡
献”，使我深感策励，还有甚么不可克服
的困难呢。
关于撰写人物的技法，郑先生也有

经验之谈，构思时务须把被写者的风度
神采及其内心活动，一一渗入字里行间，
被写者才有骨干，才有血肉。推而及之，
为前辈学者专家们拍摄肖像又何尝不是
如此？遂登门实践，在他老人家的纸帐铜
瓶室，力求拍摄出形神兼备的肖像。如今

观之当年拍摄的
数帧，颇有些自鸣
得意，以为是在实
现“寓人物精神于
形象结构，蓄肖像

意境于光影格调”的艺术理想。当然，在
我的摄影之路上曾经对此有过短暂的自
我否定并追逐夸张奇怪的技巧，但很快
由迷失而回归，大约与受过郑先生“亲切
有味”的审美观教育有些关系。
就在上两个月，柏伟君邀我选编一

册郑逸梅先生专门撰写人物掌故的选
本，可说是正中下怀。其实“光阴似白
驹之过隙”，早在十年前的 %$$&年曾编
过一个郑先生散文选本《纸帐铜瓶》，目
下这个选本就是我编郑先生作品的第二
种。当然我还有理想，希望能有机会
再作一本经过多年在旧刊上寻访裒辑的

集子。
郑先生仅撰写人物所刊印单

行本有十余种之多，起码在三百
万言以上。他前期述写人物，基本
上是以俗尚的文言笔记体，都是

短小精悍之小品，并得“补白大王”雅誉；
后来所用语句演变为半文半白，及至老
年时期，尤其是 '"($年代，应香港和内
地杂志约稿，能不受字数限制，所作大都
以白话文记叙且篇幅较长。此次由我来
选编，除了注重体现史料性、知识性、欣
赏性、趣味性，还兼顾每一篇的篇幅之长
短，取其折中。我注意到，郑先生尤以撰
写清末民初人物为主要，可还是写了许
多现时人物，有其老朋友，还不乏后生，
如《陆康艺事数从头》、《雕纽后起之秀杨
忠明》，还有写他的长孙女《我来谈谈郑
有慧》诸篇，这些文章都以白描涉笔，勾
勒出鲜明生动的形象。此外，他撰写人物
掌故常有穿插一些被写者趣事的习惯，
像《奇遇“郑逸梅”》，很是清娱有趣，我亦
编入本书，多少有些“为趣味而趣味”，用
沪语来说是“好白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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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独有养生术
严蔚冰

! ! ! !上海自开埠以来一直是远东
最繁忙的都市，忙，是生活在这个
大都市里面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生
活和工作状态———忙，为了温饱，
为了生计，为了发展，以至于见面
就会问“忙什么呢？”

事实上，大都市里的人在忙碌
之余，也总结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养
生方法：上海特有的“厅堂养生文
化”，即所有养生的内容都在
家里完成，不需专门场地，不
受气候影响，关键是忙里偷
闲。其中尤以“易筋经十二势
导引法”最具代表性。

关于导引，现代人会感到陌
生，这是中医六术之一，有别于针、
灸、砭、药和推拿等五种外援之法，
导引法是自主的自诊自疗之法，特
别适合繁忙的大都市。上世纪三十
年代，在上海福州路大西洋饭店隔
壁住着一个深藏不露的高人谢映
斋。映斋先生（)("*+!"(*），浙江余
姚人，在上海中医界和国术界享有
声望，师承金光禅师、佟忠义医师，
著《易筋经十二图解》。在书的最后
有谢映斋先生亲笔书写的传承心
得：“自量体力，全则十二，少习其
一，功效亦有。口闭舌抵，或须牙
咬，鼻仍呼吸，气必要透。”这 ,%个
字真是“至精至简”道出了在繁忙

都市怎样养生的真谛。人们心目里
高深莫测的《易筋经》，就以这样厅
堂养生文化的形式在繁忙的上海
代代相传。

上海推拿界的老前辈董家麟
先生曾对我说，上世纪五十年代，
他们读书时，“易筋经十二势”和
“一指禅”是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
医药大学前身）推拿必修课，他在

学校就读时就见识过映斋先生的
易筋经十二势，印象深刻。

易筋经十二势不仅仅是专业
人士在使用，更多的是普通人在习
练获益。不妨介绍一对老上海的习
练故亊。孟宪纾先生是沈阳药学院
老教授，其夫人周老师今年 ($岁。
七年前，我们一起在浦东金杨社区
医疗服务队做义工时，我教他们练
“易筋经十二势”。当时的周老师弱
不禁风，一身的毛病，我们医疗服
务队的专家几乎涵盖了所有专业，
但对于周老师的身体状况却无从
下手。所幸习练“易筋经十二势”作
为一种生活习惯被他们坚持下来。
日前，(& 岁的孟教授兴致勃勃地

告诉我，他夫人现在走路比他还
快，最近摔了一跤，怕伤到骨头，去
医院检查发现，不仅骨头无碍，她
的骨密度，仅相当于 -$多岁的人，
令他们信心倍增。

如今，“古本易筋经十二势导
引法”已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归属于
“中医诊疗法”，并开展了非遗进社

区、进校园、进乡村、进机
关、进企业等一系列传承
传习工作。近年来“古本易
筋经十二势导引法”走进
了长征路上希望小学、走

进了上海包玉刚实验学校等国际
学校，成为大专层次学历教学，
%$)& 年又回归了上海中医药大
学，作为“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
育‘十三五’创新教材”《中医导引
学》的核心内容在全校开展教学。
非遗的传承不仅仅是依靠专业人
士的辛勤传承和教学，更主要的是
找到合适的方式，使其始终能为当
代人所知、所喜、所用，历久而弥
新，这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

周虎臣制笔

技艺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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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常科归来!轻舟已过
刘 沙

())惊鸿一瞥

! ! ! ! %$)-年，昂立教育创
始人刘常科离开了公司。
同年，他创建“轻轻家教”
教育平台，再次回到人们
视线中。仅 %年多的时间，
这位被誉为教育培训行
业的“老家伙”
就完成了 .轮
融资，累计融
资总额近 % 亿
美元。

在当年徒
步罗布泊的日子里，这位
叫刘常科的年轻人便是我
们这支队伍中的引领者。
每天在沙漠戈壁要徒步三
十多公里，但他总是先于
大部分人抵达目的地。
我至今都记得，刘常

科戴着一顶蓝色的遮阳
帽，低着头，真的是一步一
个脚印，步履看似不怎么
快，却扎实而稳健。而那
些试图走得快甚至想跑的
伙伴，却经常在中途便倒
了下来……
很多年后，刘常科创

建了著名的昂立教育和轻
轻家教，尤其是后者，如
今已是中国最前沿的家教
平台。
刘常科自喻自己非常

清楚教育改变人生的重要
性，很多年后，他依旧清晰
地记得少年时代读书的艰
辛和不易，最终他凭借自
己的努力和天赋以及老师
的倾情付出，在家乡脱颖

而出以高分考取了上海
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四
年寒窗苦读后又以优异
的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老
师……
刘常科说，自从考进

大上海，他内心时刻涌动
的梦想或者说情怀，便是
如何让更多的中国孩子
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
是在今天中国的教育资源
还不够充沛的情况下，如
何将优质的教育和
师资力量聚集起
来，用以帮助并改
变更多人的人生和
命运。

于是他从上海交通大
学毕业留校后，便怀揣梦
想参与并创办了当时著名
的教育培训机构———昂立
教育。在二十多年的岁月
里，创始人刘常科和他的伙
伴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与此同时，他更是借助资
本的力量，将昂立教育与
一家叫新南洋的公司重组
并于 %/)* 年成功上市，
成为国内教育培训行业第
一股。

%$)-年初，他离开并
开始创业做轻轻家教，后
者是 0)1 阶段的个性化
辅导家教平台，为学生匹
配合适的老师提供上门和
在线授课。

所谓 0)%，在国内，主
要指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
年级的教育阶段。0)%教
育学习周期长，用户规模
大且是刚性需求，近年来
成为创业者和资本青睐的
密集赛道。
刘常科曾试图在昂立

内部做类似的创新，他试
了半年，觉得行不通，于是
决定重头创业。目前，全国
范围内向轻轻平台提交申

请的教师近 %$万。
于刘常科而言，做轻

轻家教，某种程度上是其
此前 %$ 多年职业生涯的
延续，承接了他过往的行
业经验，又摆脱了原有的

一些束缚，让
他得以去拥抱
新东西。
去年十月

八日，是我们
徒步罗布泊二

十周年……
那天下午我和常科

以茶怀旧感慨万分。
“自从徒步罗布泊以

及后来代表中欧商学院参
加了第七届玄奘之路戈壁
挑战赛后，我就爱上了跑
步，除了几乎每天雷打不
动的 )$公里长跑，还经常
参加各种马拉松比赛和更
长距离的越野跑。今年*月，
我刚刚参加完自己的世界

六大马拉松赛事的
美国波士顿马拉
松，这也是我拿到
的第二块波士顿马
拉松奖牌……”
正是在一次次跑马

拉松或者越野赛的过程
中，他慢慢体会到，不要
纠结，纠结是因为对未知
充满畏惧。

他告诉我，其实他有
过很多次创业经历。刚进昂
立的时候只有三个人，他们
开过书店，卖过电脑，也做
过排版打印，还开过超市
和饭店，之后又做培训，英
语培训、少儿培训、成人培
训都做过。每一个项目无论
大小，他都是抱着创业的心
态去做的。

他说，所有的行业，
最终回过头来看都是一样
的。就像跑马拉松，总是
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到达终
点。跑马拉松前面 -公里
跑得快一点不叫快，真正
起步是从 ,$ 公里开始，
那个时候你还在不在呢？

从前只有神仙能做
刘 齐

! ! ! !那年秋天，在东北一
个简朴的中学教室，有两
个不满十四岁的初一学
生，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
矮，分别坐在相距很远的
位子，怯生生地听一位严
肃的数学女教师讲解什么
叫有理数，什么叫数轴。桌
面翻开的新课本上，清新
的油墨味儿，与窗外微微
有些苦涩的落叶气息合为
一体，徐徐散发在四周。
命运让他们只能学一

年数学。一年以后，天下大
乱，文化大乱，他们的书本
数学知识从此定格。

即使最初的那一年，

虽然同在一班，这两个懵
懵懂懂的学生也是互不往
来，连一句打招呼的话也
没说过。后来，即使下了
乡，同在柴河边上务农，回
了城，同在浑河边上工作，
彼此也没有往来。当时，他
们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
以后，两人会通过偶然契
机，凭借电话取得联系。此
时，他们已经不住在一个
城市。更想不到的是，在新
世纪的一个冬天，在相距
越发遥远的南疆北地，这
两个毫无血缘关系、工作
关系、利益关系的人，居然
在电子空间互祝生日，回
忆简单的、傻乎乎的少年
时代。他们靠的是社会变

革和数码科技的帮助，尽
管他们弄不懂 $)$) 的数
字奇迹。
他们的数学很差，但

他们算得出，彼此已经六
十岁了，六十岁的生日，
是人生难得的大周期庆
典。他们还算得出，两人
出生的日子，都发生在一
年里的最后几天，
也可以说，发生在
新的一年来临之
际，两个生日相距
仅仅几十个小时，
比当年两人听课的座位，
比现在各自居住的城市，
近得多。

这不能不是一种生命
的缘分。光有这种数字上的
接近，已经值得开瓶好酒，
庆贺一番。尤其值得庆贺的
是，这两个昔日的幼稚小
孩，今日不知老之将至的乐
观之人，都经历过磨难，品
尝过甘辛，在人生的“数轴”
上，都刻有一串平实的词
句：尊重善良，努力生活。

高过头顶的多层大
蛋糕，前呼后拥的人群，
记录礼品和红包的账本，
这些场面不会出现，他们
不喜欢铺张，更讨厌借机

敛财，他们另有庆贺方式。
几天前的清晨，那个先出
生的人，打开网络，突然发
现一封充满人生况味和真
挚情感的电子信件，立刻
读，认真读，是后出生的同
学，从万里之外发来的生
日贺词。惊喜和感叹顿时
充盈心间，不可言表。

今天，先出生的那人，
在椰风习习的海岛，面对白
雪皑皑的故乡，向着比自己
年轻几天的老同学，同样衷
心道一声：生日快乐，阖家

幸福！
这一天，世界

上并不只有这两人
通过网络庆生。空
中，地面，城市，乡

村，无以计数的比特和电
磁波奔走驰骋，祝福更多
的生日，一周岁的生日，十
岁、二十岁乃至一百岁的
生日。这些网络庆生的普
通人，都隔着很远的距离，
不一定见得着面，甚至从
来没见过面，但大家都能
把万紫千红的祝福，从自
己的心里，飞快地发到别
人心里，这是一件多么美
好的事情。这件事，从前只
有神仙才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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