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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上海话说起
吴伟余

! ! ! !下班回家，看到社区宣传栏
里，赫然写着一条红底白字的“学
习上海话，保护传承好上海人文
风貌特色”的通栏标语。初一望
之，觉得好生纳闷：难道在上海学
上海话还要这般“兴师动众”？转
而一想，有道理哉！
这不，现在机关即使开办公

小会，倘你不自觉地“满口沪语”，
在旁人听来简直就是“胡言胡
语”。不仅如此，当下出生在上海
城市里的孩子，一般也都不会说
上海本土的话了。我儿子快 !"岁
了，虽然他从未离开过上海这座
城市生活，但他与我这个世居上
海的老爸进行生活交流的语言，
一直都是普通话；偶尔用一句上
海话沟通，简直就像在唱滑稽戏，
不时成为我调侃逗乐他的媒介。
例如我问他“读书”上海话怎么
说，他用显得生硬的上海腔吐出
口的竟是“道士”的发音。其实“读
书”与“道士”，在上海方言里发声
区别明显，而我儿子的读音，听上
去实在有点不伦不类，让人哭笑
不得。每当叮嘱他赶快洗头（沪语
是“汏头”），但到他耳里却成了
“打头”的话音。他还真的一面调
皮地口出“打头”，一面假模假样
做出伸手打人头的怪相。家人见

状，忍俊不禁，发噱不已。儿子每
每这番“表演”，大有活生生地再
现上世纪 #"年代，由相声大师侯
宝林出演的形容北方人学上海方
言，闹出许多尴尬段子的场景。
由此，我既深感艺术创作的

源头活水是真实的生活，也痛感
到上海方言的日渐式微。在我们
这座大都市里，上海话在许多地
方已成为曲高
和寡的“大音
希声”。
方言是一

地的历史文化
载体。方言凝聚的文化要素，塑造
着一地的人品特质。生活中，我们
经常会从某人的话音里，识别某
人为某地人，进而根据经验，会将
其性格特征与其使用的方言代表
的地域人品印象相勾连。
我从事旅游工作 $"多年，接

触过许许多多从事中外旅游导游
的工作者。他们在谈到工作最突
出的感受时，无不为能有机会比
更多的人接触到海内外旅游者操
着不同地域的语言，开展多方面
的交流感到庆幸。因为浸润在不
同语言的环境中，久而久之，眼前
自然就会呈现话音背景所代表的
风格各异的文化。一些老到的导

游自诩：只要你一开口，便知你是
哪方人。

记得有位东北来的同行，曾
经执意要我用她听不明白的上海
方言与之交谈。对于这般不辨东
西的谈话，那位东北同行直呼“过
瘾”。她觉得这样不仅是用眼睛看
上海，更是通过耳朵在用心感受
上海。她还抓住逛街的间隙，向

我学习上海方
言。她觉得能
开口学会一两
句当地的语
言，便像有了

一两块了解当地人生活的“敲门
砖”。这位东北同行学习方言的感
悟，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比如，
一位金头发蓝眼睛的海外
游客用洋泾浜式的上海话
向你招呼：“侬好！”再者，
若你去了万里之外的异国
他乡，听到一句“侬好”，你
闻之心头立马会产生亲切感。这
是方言的神通之处，也是语言“桥
梁”的最生动展示。我相信每一个
跨入异域的旅游者大概都会有同
样的体认。掌握一种语言，或者一
种方言，仿如是可以走进通达心
灵的捷径，又好似泾渭分明的水
流，在你的心底汩汩融汇奔淌。这

是人类语言的魅力！
因此，我以为是否真的去过

一个地方，不仅是要“身到”“眼
到”，还要“耳到”“口到”，即认真
地听过学习过该地区的方言，甚
或能随意来上一句当地的俚语，
这才算真正到过那个地方了。留
下了方言的记忆，一定也留下了
方言背后的文化印记。
语言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活化

石。文化的多样性离不开语言的
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
个人自身既是语言传承的“活化
石”，又都是语言文化保护传承的
工作者。我们都应当有一份保护
传承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责任和自
觉。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是文化的

生命所在。
近期欣闻有关方面已

把学习讲上海方言作为当
前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
化，保护和传承江南文化

工作的一个抓手。这是保护语言
文化工作的东风，乘着这一东风，
我们可以通过推广讲上海话，紧
密与上海人文风貌的传承工作相
联系，丰富各自的文化历程。让上
海话更多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增
加我们生活的地域文化特色，这
是功在千秋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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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降落柬埔寨，接站的朋友告知，我们此行正好赶
上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送水节。

关于这个节日的起源，很有些情节和画面感。
说是公历每年 !!月的月圆那几日，柬埔寨就从雨

季进入了旱季，洞里萨湖水开始回流，回流到湄公河
里，最后回归于大海。

这个时候，金风送爽，洞里萨湖里的鱼长大了，岸
边的水稻也沉甸甸了，又是一年的好光景了。因此，这
个国度的民众以送水节的传统习惯，恭恭敬敬地把带
给他们收成的河水一路送归大海，节后
便开始捕鱼和收割的营生。于是，目不转
睛地看这个国度的民众过节，感受这个民
族的喜悦，成了我此行的一个主要兴趣。
从金边到贡布，从贡布到柴桢，又从

柴桢到暹粒，满是颠簸的路上，看着人们
向中心城市聚集。在贡布，有钱的人家，
或是去濒海而造的那塔亚（%&'&(&）度
假村，在海浪声和鸟鸣声的陪伴下，享受
海鲜大餐的美味，度过宁静安逸的假期，
或是盘山驱车登上波哥山的山顶。那里
的大酒店，虽与在金边下榻的金界娱乐城相比稍逊一
筹，但博彩娱乐、购物商场、餐饮和 )*+却也一应俱全。

而在乡野的民众，则是另外一种生活和节庆的光
景。蓝天、白云。绿色的田野里，瘦骨嶙峋的牛，悠闲自
在地甩着尾巴吃着草。吊脚楼、棕糖树。有些浑浊的小
溪里，黝黑的孩子，露着小脑袋在游泳。三五成群的人
们，在海边，在山腰，脚上穿着塑料洞洞鞋，趿拉着人字
拖，或提着装满吃食的塑料袋，或吃着路边摊的烧烤。
与他们合影，女孩们显现腼腆羞涩的笑容，而小孩子
们，在镜头里，则是无知无畏的一副天真模样。
三天的送水节里，最热闹的要数放水灯了。
抵达暹粒时正是入夜时分，整个暹粒河的两岸，是

大大小小的工艺品和各类吃食的小摊小贩。河边聚集
着的人们，手捧着水灯。那水灯小巧玲珑，上面插着蜡
烛，放着祭品。向着明月，点着了蜡烛，推入河中。满目
摇曳的烛光，从河面上漂散开去，含许了愿望的火光，
在水流中闪耀，暹粒河真是旖旎多姿，极富风情。
很想知道，在柬埔寨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

的假期计划。而恰恰是，无论是在柬的二代、三代的华
裔华侨，还是来柬投资的国人，都在勤奋地忙碌着生意
生计或战略发展。我们此行前去柴桢造访的齐鲁（柬埔
寨）经济特区，那令人尊敬的山东淄博的老邢大哥，忙
着接待我们，还有来自深圳、无锡欲在经济特区建厂开
发的客户们。作为淄博当地功成名就的企业家，本应享

受天伦之乐，却还在这个相对贫穷落
后的国度艰苦创业。问起这个问题时，
大哥回答说，人总是要做一些有价值
的事。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其实已经
有很多来自中国、亚洲和西方的其他

国家在投入财力和人力，帮助他们维护和保护吴哥窟
这份世界文化遗产。还有许多 %,-（非政府组织），在
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扶贫减困、生态保护等领域，帮助
柬埔寨解决战后遗留的问题，抚慰屠戮带给平民的心
灵创伤。这些人的身影想来也是忙碌的，无怨无悔。
终于来到了吴哥窟，好似翻开了吴哥这本被佛祖

遗忘的斑驳经书。在石雕前辨析，在废墟里徘徊。那大
大小小的城池和神殿，那蟒蛇般的树根缠绕着的断壁
残垣，那一座座无头的佛身，都像似在低吟那段辉煌的
历史和文化的无尽的哀歌。
阳光下，仰视那尊“高棉的微笑”。那微笑，有一种

奇特的感觉。他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看透世间的
沧桑，不言不语。他像一个经年迟暮的美人，回忆过往
的曾经，淡然一笑。他又像一个纯真的孩童，面对纷扰
的现实，茫然无措；又抑或，这微笑是一种信仰，让人
心生一种莫名的敬畏。

回望，小吴哥的倒影
已在夕阳的水边闪现，像一
幅画一样。吴哥塔尖已慢慢
地沉浸在夕阳的余晖里了。
而那“高棉的微笑”，却已
深深地印刻在心里了！

跨江接海洛阳桥
潘修范

! ! ! !号称“海内第一桥”的洛阳桥，之
前，顾名思义我以为桥在洛阳，其实，
该桥地处福建泉州，它与北京卢沟桥、
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桥并列为“中国
四大古桥”。

五月清晨，伫立桥南，但见“跨海
飞梁叠石城，晓风十里渡琼瑶”，洛阳
桥透着夜雨初歇的清新，横卧面前。石
桥全长千米，桥面
石条铺展，桥下四
十六座桥墩，桥墩
造型奇特，下部为
筏形基础，基础上
东西迎潮面建有尖角船形墩，墩石间
用铁钉连接。最为奇特的是，古人“种
蛎固基”，在桥下养殖大量牡蛎，利用
牡蛎附着力强、繁殖快的特点把桥基
桥墩牢固胶结。包裹石墩的牡蛎，在桥
墩表面形成厚厚的保护层，既减缓了
洛阳江入海口的潮水冲击，又减少水

污染对桥墩的腐
蚀。桥梁专家茅

以升曾为此感
慨：运用生物
科学“牡蛎垒
石，是桥梁史上绝顶聪明的壮举”。
洛阳桥由北宋仁宗年间泉州郡守蔡

襄主持建造。蔡襄与苏东坡、黄庭坚、米
芾合称为书法史上“宋四家”。这样一位
雅人深致的政府官员，却非整日饮茶挥

毫，食俸禄不作为。洛
阳桥建造七年，屹立
千年。桥南百步建有
“忠惠蔡公祠”，至今，
塑像俨然，碑廊齐整，

蔡郡守功绩勒石，老百姓口碑载道。
访久远历史之名桥，自然不屑到此

一游式留影。我拍下桥两旁翼以扶栏的
石柱，石柱上雕镂精致的石狮；拍下桥四
侧七亭八景九塔，四尊护卫石将军；拍下
桥岸首尾、江海漫延的松林；拍下今人保
护环境，在两岸滩涂种植的红树林；我也
拍下了当地特色民居、采集和撬开牡蛎
售卖的村民和络绎不绝的游人。

戈壁写意
游本凤

! ! ! !云蒸霞蔚，戈壁滩上
升起了海市蜃楼。隐隐约
约，忽灵忽现似有梦。
是忽必烈的金戈铁马

直入平川？是李元昊的烽
火狼烟点燃长城？羌笛悠悠抒发塞外思古情，劝君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看孤烟冲天威风凛凛立大漠，望落日浑圆依依不

舍坠长河，踏祁连白雪古道放歌唱阳春，伴弱河黑水循
迹缅怀黑将军。
大戈壁呵，千里迢迢我又来了，一片神奇的土地令

我梦绕魂牵。在天地悠悠中徜徉，在星辉斑斓里寻梦，
洋洋洒洒，丝路花雨缀满思绪；飘飘欲仙，敦煌莫高女
神图腾。
我犹如一个执著逐日的夸父，哪怕弃杖化为一片

桃林也甘心。迎呼呼朔风，顶滚滚沙尘。萦梦千古，托梦
何处？借风助力，攀上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崛起的塔架。
一颗驿动而又磅礴之心，共振着天穹深处动人心魄的
燃烧激情。一面呼啦啦的神舟大旗，飞扬着中华民族的
千年飞天之梦！

胖妞爱丽丝
胡海明

! ! ! !胖妞是我们小区的一
道风景线：一是金发碧眼，
是个纯正的“洋娃娃”；二
是个“大力士”，一米六十
几的身高，体重却有 !""

多公斤，走起路来一摇一
摆，就像“相扑”出场。
“胖妞”是个德国人，

去年应上海某双语学校之
邀担任外教，所以房子租
在了我们小区。

胖妞为人挺热情的，
逢人便洋溢着善意的微
笑，并用刚学的还较“夹
生”的“你好”和你打招呼，
还自我介绍叫爱丽丝。由于
胖妞是个和气人，所以小区
里的大伯大妈人见人爱。
兴许胖妞是个“大胃

王”，每隔两三天，胖妞就

会去超市“大扫荡，”拎回
一大袋食品。有一天傍晚，
我在小区遛弯，迎面撞见
胖妞一摇一摆走了进来，
右手还提着一大包东西。
在小区里我们经常在这个
时段偶遇，面熟陌生，是
“熟悉的陌生人”。胖妞瞧
见我，脱口而出“你好”！我

朝她笑道，回了句“你好！”
我不懂“英格里希”，但我
有“翻译神器”，我从口袋
里取出手机，打开翻译软
件，然后朝着手机说了句：
“你今天买了什么好吃
的？”然后放开胖妞听。胖
妞听明白了，她也对着我
的手机叽哩哇啦说了一
通。我一听，胖妞说：中国
的美食太诱人了，我买了
八宝辣酱、清炒虾仁、糖醋
小排……她腼腆地告诉
我：来中国这段时间又胖
了两三公斤。我说，肥胖对
身体并不好，你应该节制
饮食，加强锻炼。这时，不
远处广场上，一群大妈随
着欢快的歌声翩翩起舞，
我指指她们，你应该和她
们一起跳跳广场舞！胖妞
听完翻译，瞪大一双漂亮
的眼睛看着我，我也能和
她们一样跳舞？
我点点头，对她说，跳

舞的领队是我的好朋友，

只要你愿意，她们一定很
欢迎你这个“洋娃娃”。听
我称她“洋娃娃”，胖妞甜
甜地笑了起来。
那一天，老辰光，我照

例在小区散步，走到广场
那边，看见胖妞也在其中。
她看见我，朝我扬扬手。从
此，我经常能够看见胖妞
扭动腰肢的身影。胖妞除
了跳广场舞，还把上下班
乘出租车的习惯也改了。
她对我说，中国人很喜欢
骑自行车，一来可以一路
观景，二来可以消耗热量，
三来可以省钱。我跷起大
拇指对她说：坚持数年必
有好处！
一天傍晚，我又和胖

妞不期而遇，她欣喜地告
诉我，由于自己坚持跳广
场舞，坚持天天骑自行车，
坚持控制饮食，一个月下
来，现在体重已经减了 $./

公斤，我还要坚持下去，争
取做一个窈窕淑女……
如今，胖妞不仅是我

们小区里的“健身达人”，
还是个热心公益的志愿
者。前些日子，胖妞知道小
区里正在进行垃圾分类活
动，她认为这是件大好事，
于是主动跑到居委要求做
一名垃圾分类的志愿者。
不仅如此，她还将自己的
祖国是如何开展垃圾分类
的做法写下来，然后翻成
中文交给居委干部，并很
严肃地说：垃圾分类，我是
认真的！

一路拜师学艺
薛 松

! ! ! !一位称阿东的男子，随旅行团
来到祖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
从人们下飞机集合前到上车之际，
他扛着“长枪短炮”（拍摄器材），不
时发出按动相机快门的“咔嚓”声。
我有幸遇到一位老摄影师。

团队来到三亚的阳光海岸，一
排排棕榈树迎风起舞。旅友们赤足
走在金黄的沙滩上，望着蓝色的海
洋，心情舒畅。我们在遐迩闻名的
“天涯”与“海角”景点拍照，拍摄效
果不尽如人意，遂请教同行的那位
摄影师。他看着照片，解答说：“烈日
当头，显然是画面中的阳光过了
头。”然后建议说：“拍照取光，最好不
要和太阳对着干，而是要善于利用好
它的光，给画面带来丰富色彩。”

我曾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战士，站在祖国的海岸
线，却没有把南海的浩瀚拍出来。摄

影师看着照片分析0 说：“画面中的
东西太多了。切记，与主题无关的东
西越少越好。比如，你家里很乱，但
拍出来的相片很美。因为你在拍摄
时，无意中把家里不需要的东西全
部去除。”我近水楼台又学到一招，
直到把我国的南海拍出气势来。
有摄影师指点，我逐步掌握一

些取景拍摄的窍门。例如：山上热带
林木，郁郁葱葱中的一棵参天大树、
山清水秀间的一座小桥、一门抗击
外来入侵者的大炮等，分别以特写
的效果，表现出它们的“个性”魅力。
正午，骄阳似火。我透过墨镜环

顾四周，不见佳景，便与旅友们在椰

林树下，享受微风轻拂的感觉。摄影
师是一只勤劳的小蜜蜂，在烈日下
寻景拍摄。待他流着汗水回来，大家
分享到了一张他拍摄的没有花香、
没有树高的一棵小草，在大自然的
狂风暴雨中，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和亭亭玉立的样子。我顿感失去一
次学习的机会。这一闪而过的汗颜表
情，被摄影师一双慧眼捕捉到。他鼓
励我说：“一花一草皆是景，只要你
有心就好。”看来，我真正要学的，是
摄影师不断追求完美的艺术精神。
由琼返沪，摄影师把不满意的

相片稍加修剪。随团另一位拜师学
艺的小帅哥觉得，这样的作品缺乏
真实。对此，摄影师认为：拍照这门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可
以略加修剪的。
我们一路拜师学艺，可惜只学

到了大师的一点皮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