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会的画外音
汪卫平

! ! !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加了
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微
信公众号，从此就养成了每天
都要随手打开去看看的习惯。
里面图文并茂，涉猎面广。记
得那是世界读书日前夕，由新
民晚报社和世纪出版集团主办
的第二场“市民读书会”将在
徐汇艺术馆举行，主题是“与
三毛一起悦读人生”，这是我
第一次参加的市民读书会。

那场活动我至今记忆犹
新：那天天公不作美，下着不小
的雨，伞遮不住雨水，雨挡不住
参加者的脚步。大家都提前到
达徐汇艺术馆，这座位于淮海
中路复兴西路交叉口的老洋
房，前身为黄炎培、袁观澜创
立的“甲子人文社”，几经更
名为鸿英图书馆、上海市报刊
图书馆，!""# 年 $! 月 $% 日

正式以徐汇艺术馆对外开放。
那天的读书会，特别邀请

张乐平之子张慰军先生和三毛
扮演者王龙基先生，现场气氛
随意活跃。他们讲述着张乐平
先生创作三毛的故事，原来三
毛是有生活原型的。我当
时听得神情相当专注，这
引起了在场新闻记者的注
意，他们采访了我，当天晚
上新闻综合频道播出了这
个采访。嘿！“一夜爆红！”（仅
限熟人之间）打电话的、截屏
的、发微信的，应接不暇。过
了两个月，到原单位参加退休
人员活动，领导还对我说：哎！
好像哪天在新闻中看到过你？
我说：是的。我作了一番解
释，领导笑说：“原来如此，
原先我还以为你是托呢！”
打那以后，我一直关注市

民读书会的活动消息。我一般
不挑选题材，跟随着市民读书
会的脚步，在申城“走南闯北”。
读书会基本安排在各个图书
馆，以书为背景来烘托出读书
会的氛围。引领喜爱读书的人

穿梭徜徉在各个图书馆之间，
把散落在城市中的图书馆串了
起来，植入我们的记忆之中。我
虽然出生在上海，已近一个花
甲，但有好多地方都没去过。
正好借此机会来体验一番“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一些图书
馆的建筑各具特色，我不仅看
它的外表，更想了解它的前世
今生，以及蕴藏着的不为人知

的故事、轶事，变故、变迁。
我印象中最别致的那次读

书会是在上海最美的书店———
松江泰晤士小镇的钟书阁，那
是赖声川导演的契科夫四幕喜
剧《海鸥》的剧本朗诵会。那天，
钟书阁好不热闹，偌大的
大厅人头攒动，济济一堂。
组织方邀请到两位表演艺
术家剧雪和孙强来朗诵
《海鸥》剧本片段……最美

的书店环境，和着最美的声音，
聆听最美的诗篇，整个读书会
洋溢着艺术的气息。书，原本
是平面的，一下子变得立体起
来，富有质感，使得聆听者沉
浸在艺术的海洋，任凭海鸥环
绕飞翔！本以为朗诵会是很小
众的，却不料是那么地深入大
众，引来众多阅读者的参与。
亲历几次读书会现场，真

正体会到主办方的用心策划。从
内容选材到主题确立，从场地选
择到环境的匹配，非常贴切，又
非常接地气，让书籍和艺术有机
结合，突出市民文化，选择老百
姓感兴趣的话题，面向受众，面
向社会，使阅读变得鲜活而动感
起来，趣味盎然，不再枯燥乏
味。把城市中的图书馆剪辑成一
个个移动的图书馆，不再是清冷
的地方，而是一个有专题讲座，
有互动的地方，动静结合。有机
会，我会一直跟着市民读书会的
脚步，走上海，听讲座。
市民读书会的带入感，让我

们的生活更丰富，让阅读更广泛，
使得市民文化
更精彩！

明日请看

《以爱读书，以
文会友》。

十日谈
走进市民读书会

责编：王瑜明

微信圈里尽撒欢
赵荣发

! ! ! ! !&$'年春节就在
眼前了，城里城外，年
味儿变得越来越浓，
连手机微信圈里的
“狗狗秀”，也仿佛与
今年的农历生肖产生了互
动，尽情地撒着欢儿。
就在这几天，我群里

的几位民间艺人朋友，就
接连推出了他们制作的狗
年窗花、狗年明信片，以及
书写的狗年春联等物件，
琳琅满目，煞是热闹。
这使我想起了几个月

前结识的一位精神卫生中
心的护士长。!&多年来，
她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恪
尽职守，无怨无悔。一
次，二病区有个病人突然
出现幻觉，极度狂躁，为
了阻止他的自戕，这位护
士长毫不犹豫地冲上前
去，宁可自己的食指被生
生咬住直至鲜血淋漓。去
年，她被评为区卫计委
“十佳护士”。然而，在与

她互加微信后，我第一次
看到她发在朋友圈里的，
竟然是一组与自家狗狗互
动的“狗狗秀”，喂食洗
澡、毛发造型、添衣穿
鞋、散步瑜伽……我仔细
观赏，只觉张张传神，不
禁对她有了更深的了解：
“呵呵，美女护士长，果
然有着一副好心肠啊！”
这样的真情实感，更

包含在助人为乐中。我有
一位电视台的年轻朋友，
他非常敬业，特别接地气，
因而被当地百姓誉为“本
土宣克炅”。就在这个年
末岁初，他接连在朋友圈
里发布了两则寻人启事，
先是寻找两个放学后没有
回家的孩子，后来是一个
精神异常的六旬老人。凭
借他的影响力，这两则微
信被迅疾转发，走失的孩
子和老人都很快被找到，
弥漫在两个家庭中的焦虑
和慌张随之烟消云散。

我敬佩这些好心人，
每一份仁爱，都让他们变
得越加丰满；我也喜欢所
有热爱生活的人，不同年
龄、不同身份、不同爱好
的朋友们，都会在微信圈
里晒出自己的小确幸。
这些朋友中，有的是

“吃货”。有位女教师，专职

音乐，擅长朗诵，她建
有一个平台，用夜莺
般的轻吟细语吸引了
众多粉丝。可是，她
又是个不折不扣的

“吃女郎”，常常会在群里
推出自己的“饕餮美食”。
大列巴面包和奶茶是她的
标配之一，但凡发现有最
新推出的美味，都会让她
眼前一亮，可奇怪的是，
尽管她吃得肆无忌惮，却
永远也不会发胖。
也有旅游达人。他们

或坐邮轮或乘飞机或者自
驾游，不久前还在欧洲十
国、香港澳门，这会儿又
到了云南雪山、西塘乌
镇，每次出行，少不了会
推出“旅游相册”，在照
片中摆出各种姿势，一副
乐不思蜀的样子；而最让
人羡慕嫉妒恨的是，这些
个家伙还会逗你玩儿：
“请一起走进大自然，共
享山水之美！”

偏是有人并不买账。
那些痴迷科技小发明、热
衷广场舞、讲究养生保健
的朋友，照样玩嗨自己，
有的“购物狂”，每每碰
上五花八门的购物节，简
直都会癫狂起来。
好在，还有如我这般

难得“冒泡”的家伙。不过，
他们的能量和热情却又不
容小觑。拿我的几位大学
同学来说吧，有的成了教
授，但凡露脸，总会引出一
两句名人格言，用以洗涤

心灵；有的成为作家，冷不
防便推出一部新作，让人
看得入迷。他们具有不同
的个性和视角，却又始终
怀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只
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 农历戊戌年的
春节就要到了，建有微信
群的朋友们，一定是在筹
划甚至已经迫不及待地发
出自己的新年祝福了。快
乐其实很简单，它就在我
们的“微生活”中———你
看今年生肖邮票上的狗狗
多么伶俐可爱，那位设计
邮票的周老先生多么博学
儒雅，谁还居然不解风
情，不作呼应，不在朋友
圈里多冒几个缤纷灿烂的
泡，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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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选”一词，对于
出版社、作者和读者来
说，并不陌生，它指的是
几家出版社每年编选的各
类文学作品的年度选本。

不过，引动本人聊发议论的并非那种
“年选”，而是另外的一度出现于清朝官
场的“年选”。
史称“年大将军”的年羹尧其

人，《辞海》上的诠释简明扼要：
“年羹尧（$(%)———$%!(），清汉军
镶黄旗人，字亮工。康熙进士。康
熙四十八年（$%&) 年）任四川巡
抚。五十七年授总督，办理松潘
军务，配合入藏各军，平定乱事。
世宗即位，代贝子胤禵为抚远大
将军，率岳钟琪等平定青海罗卜
藏丹津。因素为世宗心腹，又曾参与世
宗夺位阴谋，恃势骄纵，遭世宗猜忌，于
雍正三年末（$%!(年初）下狱赐死。”
年羹尧是否“参与世宗夺位阴谋”，

史学上尚存争议。但他“恃势骄纵”，
确有史实可作佐证。笔者从历史资料及
相关论述中获知，年羹尧依仗“平定乱
事”战功卓著，且又是皇帝心腹，便居
功自傲，飞扬跋扈，擅作威福，贪赃敛
财，拉帮结派……单就用人问题而言，
他已经是在明目张胆地排斥异己，任人

唯亲———一方面，他对与自己不一路者
加以弹劾，使之丢官或降职；另一方
面，“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
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两部一律优
先录用，号称‘年选’”。

所谓“年选”，实质就是年羹尧出
于一己私利的“选拔”、“选任”、“选

用”，而且还不得不听命于他。
此处的“年选”二字，不啻是靠
威武压人，培植个人势力，结党
营私的微缩表述。这种做法，在
任何朝代都是犯大忌的。
仅就选任这一点来说，正路

的为官之道是任人唯贤，而非任
人唯亲，抱成团伙。可是，反观
这几年在反腐败中遭整肃的那些
位高权重的大老虎，他们并没有

年羹尧的显赫战功，却都或轻或重地患
有“年选”的官场病。
作为文学创作年度选本的“年选”，

如果不慎选入几篇不够格的作品，问题
还不大；倘若在一些重要岗位上选任官
员，也沦为清朝那种“年选”的话，于
国于民，害莫大焉。
常言道：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可

惜，多少年来，不愿意记取教训、变着
法儿犯下“年选”通病的并不在个例。
这些人真该好好读一点历史啊。

好重遇得 胡晓军

! ! ! !那年暮冬，有缘赴苏
州梅园一游。

进得园中，天未破
晓。小桥流水、楼台亭
榭，都朦朦胧胧的，离大
片花树已很近了，还是难
见一瓣梅朵，只有口中呵
出的白气，犹似一团团
“寒梅著花未”的疑惑。
有香氛度来，幽幽的、淡
淡的，却都不如说是暗暗
的，正应了王安石的那句
“为有暗香来”。直感的视
觉，依然固执地抵抗着灵
感的嗅觉，而心呢，正忙
着辨测究竟是空中既有，
还是从意中所出，要知道
那香之所以暗，就是未入
眼前，就已入心的啊。
暗香一语，出自林逋

《山园小梅》一诗：“疏影
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
黄昏”。所谓小梅，
就是早梅；我在苏
州，林居杭州，苏杭
两地风物略同，只
是隔了千年。此联
一出，千年内引疏影、暗香
者多不胜数。读诗词，是
初逢；作诗词，是重遇。料
他们都想以此，好与和靖
先生重遇吧。其中杰作，
诗举王安石《梅花》，词推
姜白石 《疏影》《暗香》。
虽说诗有正道，词有别裁，
但我仍以为姜词更胜。疏
影暗香，好比两个花苞，
王安石摘了一个，发出小
小的一朵；姜白石采了一
对，开成大大的一片。

我依 《疏影》 之韵，
填成一阕———

噙香似玉! 任朔风送

冷"催起沉宿! 已现疏枝"

犹隐初华"空亭默对松竹!

天机毕竟遮难住"遍早是#

东西南北! 恰语人# 暖意

平生" 莫使远妃凄独!

相约齐来昨夜" 倩谁

安派下" 黄白红绿! 摩诘

乡思" 和靖亲情" 自向西

湖林屋! 无端却怨东君

近" 只顾著# 这番心曲!

剩此晴# 良久凝眸" 盼那

忆能盈幅!

姜夔先以“苔枝缀
玉”为《疏影》点题，继
而道出五位绝代佳人的故
事，不过少了王维林逋，
难免有憾。我以上阕留得
昭君、唤来梅妃，又以下
阕相邀摩诘居士与和靖先
生，并将两位妃子的幽
怨，与两位诗人的眷念相
映，联成一片。却又担心
光阴荏苒，暗香早晚会被
越来越近的春风催散。我
不是不爱春天，只是不愿
失去眼前。无奈之余，此

刻所能做的，唯有久久地
凝视，盼望眼中所见，盈
满记忆的画幅；此后所能
做的，便是长长的等待，
约定来年与暗香重遇。
《疏影》《暗香》 二

词，都是姜夔应范成大之
请所作。辛亥那年冬季，
姜夔冒雪去苏州，在范成
大的石湖别墅暂住一月。
范成大也擅诗词，也爱梅
花，著有梅谱，却未见有
好的梅诗。而姜夔最擅咏
梅，今存姜词不过八十余
阕，咏梅竟有十八阕之
多。虽说范成大得了词
曲，把玩不已，但我仍以
为姜词只有一小半是作与

范成大的，却有一
大半是献给林和靖
的。姜在苏州，林
居杭州，苏杭两地
风物略同，只隔了

百余年，料姜夔是想以
此，好与和靖先生重遇
吧。林逋旷世才学、姜夔
绝代天赋，二人布衣终
生，只是林逋隐居半世，
姜夔漂泊终老。林逋作诗
随写随弃、不留片纸，姜
夔不但作了精奇的歌词、
谱下了清美的乐曲，更编
成了歌集，传于后世。
前年暮冬，无暇往苏

州梅园再访。梅约一拖再
拖，直到去年仲春。

进得园中，已近正
午。蓝天白云、草木泥
石，都清清朗朗的，离大
片花树已很近了，却也不
见一瓣梅朵，只有心底发
出的叹息，犹似一缕缕
“片片吹尽也”的寂寥。
有琴音飘来，幽幽的、淡
淡的，却都不如说是疏疏
的，似正是 《疏影》《暗
香》这两支名曲。灵感的
听觉，依然坚执地牵引着
直感的视觉，而心呢，更
急切地想看到著花的梅
树，哪怕一株一枝，甚至

一朵一瓣也好，要知道梅
花既能傲放于冰雪中，却
也能盛开于艳阳下的啊。

果不其然，行至深
处，终于发现几株晚梅。
枝头花瓣，所剩无几，千
万片的落英，早把树下的
草地铺遍。光阴就像一位
无心作画的才子，只匆匆
涂了几笔，便将红红白白
的颜料泼了一地。环顾四
周，举目远眺，发现方才
只顾寻梅，却忽略了一路
和四周的景象。原来姹紫
嫣红，已经开遍，暗香把
自己凝在寒冬，却将百花
释放，疏影留在此处，等
待来年与暗香重遇。

我循 《暗香》 之韵，
填成一阕———
妒仙秀色" 已几堪谢

了" 疏微如笛! 满地落

英" 俯拾千回不消摘! 光

景频摧急逝" 何草草# 无

心留笔! 更未顾# 数片纷

飞" 飘送到残席!

花国" 破淡寂! 遍杏

李柳桃" 烂漫堆积! 暗香

化矣" 凭此佳音作长忆!

长忆曾清丽处" 还尽在#

寒江凝碧! 只待我# 歌一

曲" 好重遇得!

姜夔先以“旧时月
色”为《暗香》点题，继
而道出自己一段初时温
馨、其间眷念、最终凄楚
的爱情。现存姜词不过八
十余阕，抒写这段爱情的
却有十八阕之多，料姜夔
是想以此，好与心爱之人
重遇吧。原来《疏影》就
是别了梅花之后的梅花，
《暗香》就是失了爱情之
后的爱情，是与那些注定
消逝、无法留住的美好的
约定和重遇。读诗词，是
初逢；作诗词，是重遇。
若有可能，我想以此，好
与林逋高隐重遇、与姜夔
词仙重遇；若无可能，也
好与他们所深爱、所寄托
的疏影和暗香重遇。

七律二首 姚国仪

申城飞雪

娉娉袅袅降红尘" 欲扮银装靓沪滨! 窗外妆成冰

世界" 心中化作玉精神! 留连冬日时光里" 盼得春风

气象新! 云路迢遥多莫测" 雪花从未失清纯!

夕阳

日影波光逐浦江" 余霞不散绕楼窗! 辉煌赢得千

峰仰" 落寞堆成独力扛! 星汉浩茫难计数" 乾坤清朗

却无双! 暂收炽热归沉寂" 明早依然照万邦!

书法 刘伯华

冬夜思
黎武静

! ! ! !冬天的夜晚，沉沉的
静。捧着一杯热水，慢慢
地饮，非茶非酒，只是一
杯纯澈的水，带着略热一
点的温度，却又并不烫，
喝起来暖暖的，是一份属
于冬夜里的温润。
愈静谧的时分，愈容

易想起旧时光。藏在心底
的回忆默默地涌来，已经
消失的部分，重新生长。
跑步上学的时光里，长长
的缓缓的黄土坡，坡边藤
上开着黄瓜花，跑过一座
小桥，绕过桑树林，顺着
后门一路跑进教室。土坡
没有了，黄瓜藤没有了，
小桥不见了，桑树林不见
了，这一座校园还在。它
是我读过的学校，又不再
是我栖身过的那个校园。
似是而非的今时与往昔，
缠绕在一起。无意间漫步
走过时，依然温暖亲切。
这就是那个地方，无论变
化有多少，它立在那里，
指代我的青春时光。
今昔变换里，有一些

永远不变的某些片断，停
在记忆里，停在旧时光的
门口。忘不了的从前，在
冬天的某个夜晚，轻轻想
起，淡淡的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