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冰下的生存守则
姜龙飞

! ! ! !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因为 !"的加
入，再一次风靡全球，尽人皆知了。
多么老套的一个故事啊：一个身无

分文的穷小子，凭着一张侥幸赌赢的船
票登上了这座移动的海上宫殿，并且轻
松击败了拥有“海洋之星”超大钻石的强
劲对手，和那位落魄贵族的娇小姐，任性
地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

在一座凭借真实的历史遗尘搭建
的平台上，好莱坞调动想象，敏锐地揳
入了他们对于性
爱价值观的一种
商业化表达。

我们记住的，
不是一起海难，而
是为之愀然一掬的眼泪。“爱情价更高”
的晶莹，和着“生命诚可贵”的灼痛，一
并汹涌。
它是两个悲剧的叠加，一个属于历

史，物理的沉沦；一个属于现实，人性的
博弈。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虚拟的。
二者竟然都那么地岌岌可危。
地位与财富的巨大落差，可以把常

态情境下的男欢女爱，淘换成揪人魂
魄的戏剧冲突。它的发明权并不
属于好莱坞，我们早已从汤显
祖、从莎士比亚那里，不止一次
地领教过。
然而，当 #$#%年 &月 #'日

凌晨，在泰坦尼克号首航冰山林立的北
大西洋的途中缓慢沉没的三个小时
中，人们还能从类型化的商演中，领略
到哪些不同于以往的创意表达？
美国新泽西州州立大学教授、著名

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他的《社会
学》一书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救生
船不够。尽管很多人（超过 #'((人———
笔者注）遇难，但乘客注意遵守‘优先
救助妇女儿童’的社会规范”，使得英

国公众和政府面对这一巨大灾难，“可
以找到一些安慰”———统计数据证明，
“乘客中 )$!的妇女儿童活了下来，而
男乘客只有 #*!得以生还。”

这是英国人奉献给世界的一条活
生生的文明守则。也是电影《泰坦尼克
号》刻意渲染的场面，以至于其他一些
若隐若现的细节常常被人忽略。
然而波普诺没有。如果他的分析也

仅仅止步于廉价的捧场，其社会学大
师的地位将令人
生疑。他必须再向
前一步。波普诺写
道：“我们发现，三
等舱中的乘客只

有 %)!生还，与此相应的是，二等舱乘
客的生还率是 &&!，头等舱是 )(!。头
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三等舱中儿童
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
为什么？
“一个社会学分析表明，轮船的头

等舱主要由有钱人住着，二等舱乘客大
部分是中产阶级职员和商人，三等舱
（以及更低等）主要是由去美国的贫穷

移民乘坐。”
这是人类社会更为强悍的另

一条规则。
于是，波普诺毫不客气地修

改了使英国人颇感“安慰”的“社
会规范”：“在泰坦尼克号上实践的社会
规范也许这样表述可能更准确一些：‘头
等舱和二等舱的妇女和儿童优先’。”

财富、权势和名望，曾经并继续左
右着我们的生存规则。它像浮移于北大
西洋的巨大冰山，既是长期聚敛的文明
结晶，也是冰冻三尺的文明赘痈，却只
有八分之一的山体裸露着。
危机一刻，它就是灾难以外的全部

冰寒。

还有比孩子生命更重要的吗
殷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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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敬的残疾人
丁德武图 卢金德文

! ! ! !每日我上班，总见候车的路旁有
一辆还算保养得好的残疾车，一老妇
把着方向盘，停在道旁。不一会，有一
个智商不怎么的但活动还灵便的男
子，一屁股坐在后车的位子上，他们一
起去了附近的小公
园。这两个人，每天
如此，非常准时。

双休日，我去公
园，见这位男子俯下
身子在帮忙擦这辆车，又把车锁好，不
让人靠近。之后，老妇和男子就一起参
加公园的大合唱。

我联想起前年我乘车，见两位能
流利对话但腿脚不便的残疾人，他们

是去参加等级考试的。我听了好长一
阵，才知道，残疾人如果通过努力学习，
考上技术等级，供职的单位可按其工作
态度与技术职级给予升薪。其中一位考
了两次还没通过，另一位便激励他说：“我

以前也是这样，后来
参加了夜大，虽然辛
苦，但考上了职级，心
里非常高兴。”
我年轻时读过鲁

迅的一篇文章，里面大意说，那些在别
人已达到终点而不为旁人所耻，继续向
终点跑的，是最可敬佩的。这句话激励
了我一生。时下，那些残疾人，都配得上
用“可敬”两字来描述。

老路钓鱼记
乔谷凡

! ! ! !老路，资深记者。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他要钓鱼，我便介绍他到
梅陇乡。朋友村里有条家养河，河
里放养着白鱼青鱼，自然也有野
生的鲫鱼鳊鱼之类。老路钓了大
半天，不知是钓技生疏，还是鱼儿
精怪，眼看日落西山，依然清水晃
荡，颗粒无收。朋友好客，下捕一
网，以二三斤重的白鱼青鱼各一
条相赠。老路“凯旋”，变成了初战
告捷，夫人老王对他赞扬，老路笑
纳。某日我到他家，一不小心，抖
落天机，夫人“啊”的一声直视老
路。老路呵呵一笑。
时隔几年，老路又要我帮他

寻觅垂钓之处。于是，我通过妻弟
安排他到南汇书院的乡办养鱼
场。此番，老路的钓具已经鸟枪换
炮，全副武装，抬手举足间少了青
涩，多了老辣。鱼塘是老塘，比足
球场还大，白茫茫一片。到了那里
他先帮我找了个钓位，帮我安上
钓饵，帮我洒下诱食，让我陪他
钓。平时我是无鱼不下饭，但是我

却不是钓鱼的料，耐不住寂寞，加
上那日有海风，塘面腾起层层细
浪，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只见鱼标
左飘右浮，独不见鱼儿上钓。我看
老路，不顾风吹芦叶拂面，依然全
神贯注，煞是认真，但也战绩不
佳，虽有几次起钩，或鱼饵已被鱼
儿吞走，或钓起几寸猫鱼。今日不
属黄道，钓鱼勿宜，我劝老路罢
手，老路摇头，连
说几个不。我便
恕不奉陪了，弃
钩上岸，找鱼场
的场长聊天了。
须臾，只听到老路欢快地叫着“大
家伙上钩了”。我闻声跑过去，只
见老路吃力地把握着鱼竿，而鱼
竿变成了弯弓。上钩的鱼儿在塘
里挣扎，激荡起层层浪花，响声很
大。老路顺着鱼儿的挣扎，忽儿放
线，忽儿收线，额上冒细汗，嘴角
浮笑容，果真同鱼搏斗，其乐无
穷，约莫拼博了二十多分钟，老路
依然精神抖擞，鱼儿却精疲力尽

了，老路这才小心翼翼地把鱼儿
拖到塘边，场长操起“海兜”帮他
把鱼儿撩起，一条全身乌黑的青
鱼，足有八九斤。场长直呼老路
“钓鱼高手”。

钓鱼高手老路当上了报社钓
鱼协会的头头，带领队伍南征北
战，逐渐不屑在养鱼塘钓鱼了，他
想在河里钓野生鱼。其时上海近

郊的内河大多被
严重污染，螺蛳
虾蟹已经难觅踪
影。妻弟把他安
排到南汇海边的

随塘河垂钓。老路下乡的第二天，
妻弟给我打来电话，他说给老路
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但他拒绝了，
理由是吃顿饭来回一次要走近二
十里路，耗时二三个小时，实在不
合算。然而，当妻弟说老路同样拒
绝为他安排的住所，晚上睡在安
息堂时，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环
境我是知道的，安息堂离最近的
村庄也有三四里，里面安放着成

百上千的骨灰盒，别说睡在堂内，
就是旁边走过，也会感到阴森森，
汗毛凛凛的。但老路不怕，几块木
板拼只床，点燃一盒蚊香，抵挡秋
蚊的袭击，仅此而已。清晨起来，捧
一把河水洗一把脸，饿了，吃完了
自带的面包，便向看堂人要一碗白
饭一碗青菜，而或在田里挖几只山
芋充饥。就这样，他钓了五六天。老
路把钓到的鱼养在网兜里，临了他
只挑了两斤八两的野生鱼，心满
意足地带回家。平素我只知道钓
鱼能陶冶性情，想不到钓鱼还能
练胆。老路可谓钓迷钓痴了。
老路离休了，好长时间讯息

杳然，几经打听，才知道他在青
浦颐养天年，于是，我去看望
他，果然是个绿树成林的好地
方，但我想吸引老路的恐怕还是
两条绕院的清
水河，果然老路
指着河边的固定
钓位，他说他每
天在这里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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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家，对任何一个人来
说是最重要的。从时间上
看，家是人性最自然的章
节。把工作关在门外，把尘
嚣关在门外。家，是我们放松
自己，宠爱自己的天堂。没
有了羁绊，没有必须遵循的
规则，每一个表情，每一个
动作，都真正出于本性。从
事业上看，家是人生最重
要的作品。不管在外面的
世界打拼有多大成效，不
管我们的事业经营
得有多么成功，在
内心深处，我们始
终没有忘记，家才
是人生最珍贵的作
品。从财富上看，家
是唯一终身相伴的
依赖。有些财富可
以用眼睛看到，有
些财富只能用心灵
感受。无论富足或
清贫，家始终给我们宽容
和力量，与我们相伴厮守。
家，我们一生的依赖，唯一
终身相伴的财富。家庭是社
会的细胞，古人云：
齐家治国平天下。
家和万事兴。
家有一老是个

宝。我母亲 #$#&年
## 月 %) 日出生，今年 +

月 ## 日凌晨 % 点半与世
长辞，我悲痛万分。她辛劳
一生，慈怀博爱。她没有文
化，但有智慧，教育我怎样
做人做事；她很瘦小，但很
坚强，大哥二哥都走在她的

前面。老人是家庭精神的顶
梁柱；老人是家庭团聚的召
集人。老人活着，不仅要尽
孝，而且要倍加珍惜啊！
家和要有主心骨。户

主要有责任感、家人才有
幸福感、子女才有自豪感。
因此，家庭成员各自定位
准确，担当起各自的责任
显得尤为重要。我女儿说
她妈妈是家中的主心骨，
并得到大家庭中有血缘

关系的四代人的
认同。心中有人，
待人公道，主动关
照。这样就能做到
相互信任、相互支
持、相互体贴、齐
心协力治理好家。
正如《夫妻双双把
家还》歌词中所说
的那样，夫人全力
操劳家务，让我更

好地集中精力履行肩负
的职责，为社会作出贡
献。我和夫人都有近 &(

年的党龄，虽然夫人 '(岁
就在集体企业退
休，养老待遇不高，
但我们始终不忘自
己是共产党员。因
此，我不支持夫人

再去干活挣钱，而对义务为
里弄做些党务工作积极支
持。工作岗位可以退休，共
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是没
有退休的，所以，我自己也
十分冀盼为社区做些有益
的工作。

家和要有学习劲。学
习型家庭能给家庭带来快
乐，坚持生活上要知足；工
作上知不足；学习上不知
足。我每天要看十多份报
刊，多年来双休日连续参
加市委组织部组织的专题
班或培训班学习。学习的
目的在于运用。因此，我将
自己经历和阅历的感悟不
间断地耕耘，写成文章见诸
报端。夫人在市委老领导的
关怀下，有幸加入了春秋票
友社的行列。从未学过京
戏的她，没有老师教，坚持
自学，到新华书店买了一
大叠梅派青衣的光盘，反
复地听，一字一句地学，苦
练三年，现在能唱 %(多个
京剧段子。因此，走进我家
里，时常能够听到京戏唱
段，长时间的熏陶，连女儿
也会哼上几句。女儿曾在爱
尔兰留学过，英语有了较
好的基础，仍然坚持学习
充实自己，每星期两个晚
上在学德语。
家和要有好家风。老

老实实、规规矩矩做人，
是我们家的传统家风。尊
重长辈，平等待人，是一

代做给一代看的，身教重
于言教。每个星期日的上
午，我都要到姐姐家陪我
老母亲聊聊天，吃个中午
饭，这样坚持不懈，使老
人有精神寄托，有利于健
康长寿。岳母长期在我家
居住生活，视如家中宝贝
精心照料。对邻居家遇到
的事情，同样要有热心
肠。有难题，出点子，有困
难，出点力。有时一句问
候，有时顺便关照，都能
够传递人世间的温暖。对
保姆视为家庭成员，有一
次保姆不慎摔了一跤，造
成右手骨折，我们立即将
她送到八五医院治疗，办
好住院手续，请好护工照
看，并表示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她的手治好。伤筋动
骨一百天，出院以后，我
们就像照顾自己家人一
样帮她洗衣服、做饭，使
她感受到上海人的情怀。

上
海
闲
话
当
中
的
!

吃
"

秦
来
来

! ! !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每一个字，全跟“吃”有关系。可见“吃”，勒了
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占有多少重要的地位。

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物质越来越丰富，想吃
啥就吃啥。交关人就动足脑筋，想出交关名堂来吃：结
婚要吃、养仔儿子要吃、生日要吃、结婚纪念日也要吃、
春节要吃、中秋要吃、考上大学要吃、寻着工作也要吃、

造房子要吃、搬场要吃、参军要吃、退休
要吃、拷开骷浪头（打破头）也要吃。
前两日上海刮台风，阿拉隔壁邻居

走了马路浪，一块广告牌被台风吹下来，
敲了他的头浪厢，头开花，肇事单位除了
负担医药费，还赔了伊二千元。一道白相
的小兄弟晓得以后，讲伊平白拿进二千
元，一定要伊请客。结果一顿开销，总共
用脱二千五百元。
而上海闲话当中的“吃”，特别生动，

用的地方邪气丰富，甚至有点令人匪夷
所思。简单来讲就是，好吃的要吃，勿
好吃的也要吃；能够吃的要吃，勿能够
吃的也要吃。比方讲，领导批评侬，叫

“吃牌头”；爷娘教训，叫“吃生活”；外头碰着勿称心的事
体，叫“吃搁头”；两头受气叫“吃夹档”；碰着勿讲诚信的人
被骗叫“吃药”；预先讲好的承诺勿兑现叫“吃空心汤团”，
捞好处叫“吃回扣”；捞得过分捉进去，叫“吃官司”。
营业员服务态度勿好，叫“吃生米饭”；赖了屋里啃

老，叫“吃老米饭”；年轻姑娘出卖色相叫“吃青春饭”，
调过来，男青年就叫“吃软饭”；男女之间举止轻浮叫
“吃豆腐”，追求人家被回绝叫“吃弹皮弓”。

爷娘打小囡，打了头浪叫“吃头塌”，打了屁股叫
“吃屁股”，打了面孔浪叫“吃耳光”。

迪格还勿算啥，更加结棍的还有。前一腔，上海一
对夫妻到土耳其白相，钞票瞎用，好吃的物事勿吃，勿
好吃的物事瞎吃，叫啥到地摊浪厢“吃”进两块石头。吃
石头扳要“吃夹头”，过海关的辰光“吃家生”了，讲伊
“走私文物”，摊板一眼还要“吃官司”。好得现在阿拉国
家“吃硬”了，最后拿伊拉保出来，唔没“吃苦头”。
更加叫侬“吃勿消”的故事还有来。上个世纪六七

十年代，上海流行“调房子”，阿拉有个邻居，用 &(平方
的房子，调人家 !(平方。我讲侬阿是“吃错药”了。伊理
直气壮地搭我讲，啥个“吃错药”，我“吃伊地段”侬懂
�？我是杨树浦，调伊淮海
路，伊格个地段几化“吃价”，
我吃的是伊的地段。过了唔
没几化日脚，伊又拿淮海路
!(平方的房子，调人家 %(

平方的房子。我问伊，上趟大
调小，侬“吃”人家地段；格趟
侬吃人家啥物事？伊洋洋得
意地搭我讲，“吃人家卫生设
备。伊拉屋里一只抽水马桶
赞格，我就吃伊格只抽水马
桶，我吃煞塌了！”

管同钦
夜来风雨声

（建材、家具各一）
昨日谜面：先消费，

后付钱
（字一）
谜底：贱（注：“费”

之前“弗”消去，再付与
“钱”之后“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