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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潮起潮落

（《新民晚报》编辑）
昨日谜面：希望立刻

想一想
（广西地名二）
谜底：巴马、上思（注：

顿读作“巴!马上!思”，巴，
巴望）

救护车不能缓行
张百年

上个月 !日 "!时许!北京一辆

救护车接一名交通事故危重伤员!

出发地距要送达的武警总医院不

足 #公里!"$分钟路程! 最终却开

了 %$分钟" 一路上!该车处于 &种

状态#一是超车超不了$变道变不

成!以致一再前行又一再倒车%二是

因堵车!长龙蜗行!几同踏步踏%三

是前挡后堵陷入重围致停车"

这样一来! 虽说它是一辆救命

车!但却欲速而不达" 伤员脉搏$心

律$呼吸已接近临终状态!随车医生

心急如焚" 救护车在鸣笛的同时还

向车外大声呼请让路"但这些声音!

如同白面书生发出的&求求你'求求

你' (有些人就是不理你'

近年来我国汽车产销两旺!拉

动经济!但衍生的副作用也很明显#

城市车辆猛增! 与有限的道路不相

匹配! 高峰时! 城市众多条路段饱

和! 四面八方堵车! 尤以大城市为

甚!而北京已被戏称为&首堵('在这

样一种高密度状态中! 要让救护车

畅通无阻!真是难上加难"李白曾叹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如今

大城市遇堵车!救护车的难

行!恐怕真会让其发急得想

&让我插上一双翅膀(了' 只

可惜目前会飞的汽车尚在

研发阶段"

怎么办)救护车出路何在)城市

道路不可能迅速扩建! 但我们的交

通管理部门和社会车辆应为改善交

通做出最大努力'

记得今年! 媒体就报道过多起

为抢救患者!交警开道!为急救车辆

开辟绿色通道的佳话" 当此抢救生

命的重要时刻! 我们的交巡警的确

应该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 果断

指挥!疏通道路!给救护车让出生命

通道"而社会车辆的司机们!哪怕你

&归心似箭(! 也应该克己礼让救护

车辆"礼让是集体行为!&一节不通!

百丈无用(!只有大家礼让!才能给

抢救生命以宝贵的时间"此

次救护车遇阻!有些人心态

不好!&死人不管(! 就是不

让"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

清(! 难道为救护让路还需

要讲道理吗'

因种种延误! 该女伤员不幸中

途殒命" 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

或自己的亲人遭遇这样的悲催!那

么!让我们一起大声地呼吁#救护车

不能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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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绳结
徐梦嘉 文!图

! ! ! !我多次往返于海峡两
岸，最感怀的是每年农历
新年前夕，同文、同种、同
祖的两岸各地的千家万户
都挂起了同样红红火火的
中国结。
据考证，吉祥如意的

中国结起源于中国原始社
会结绳记事的绳结。
上古无文字，以绳结

形式反映当时经济活动及
其数量关系。《周易·系
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
圣 人 易 之 以 书
契。”唐代鸿儒孔
颖达 "孔子三十二
代孙）云结绳记
事：“事大，大结其
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
然也。”
目前尚未发现远古留

下的结绳实物，不过原始
社会绘画遗存中的网纹
图、陶器上的绳纹和陶制
网坠等实物均提示出初民
织网是当时渔猎的主要条
件。因此，虽年代更早但较
之织渔网简单多的编绳结
绳技法，自不在我们祖先
话下。结绳记事（计数）作
为当时的记录方式具有客
观基础。民族学资料表明，
近现代还有些少数民族仍
在采用结绳的方式来记录
族群活动。
华夏古人在绳子上打

结，用以记事。用单结、复
结、再复结来表示事情的
小与大；并在长绳上系以
数量不等的短绳记数。

有文字后的几千年
间，无论字形怎样嬗变，迄
今“现代汉字”中的十、廿、
卅、卌（#$）、世（古人寿短，
%$年为一世，古字“世”即
三个十相连，见图例）等字

都依稀可见长绳上系短绳
记数（事）的痕迹。
而龙的传人最初的龙

形崇拜图腾，也是以蟠曲
如龙蛇的绳索表示。
中华先民创造了图腾

示意和文字符号后，绳结
的记事记数功能消失，遂

将绳子巧编成各
式各样装饰用的
“中国结”。代代承
传，濯古来新，中
华绳结又绽放为

编织工艺中的奇葩。
今天的汉字词语中，

也有一些受中华绳结“感
染”的，如有计算意思的：
结算、结账、结单、结清、
了结；有需记住意思的：结
记（方言用词，挂念、惦
记）；呈现绳结（事物）状况
的：结实、结束、结局、结
果、结题、结案、结论、结
构、结体、结扎、纠结、切结
"台湾地区常用的古汉语
词汇之一，即“承诺书、保
证书、证明文件”等&、归根
结底；绳结状况中特别强

调绳结牵连 "聚合 &的：结
发、结合、结婚、结交、结
晶、结缘、集结、联结。这些
（部分）“体现绳结作用”的
词语，如不以本义推断，此
“结”就无解了。

结绳记事的绳结孕有
汉字与汉语的基因，也是
中华文化思想最为原始的
物化体，并萌生了中国汉
字、图画、工艺"编织&。从
这个意义上浪漫一点讲，
我们可以把中华文明的历
史从五千年上溯至五万
年，乃至五十万年……
往返两岸，我自然会

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
么两岸不可分隔，也分隔
不了？正是因为我们共同
拥有从远古的“中华绳结”
孕育、宏扩、夯实、升华而
出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又是中华民

族生存、繁衍、融合、开拓、
进取、发展的民族之魂。有
着同一魂魄的海峡两岸中
华儿女“绳结”般的关系是
任何外力都拆解不开的。
两岸同胞终将在中华文化
精神的作用下，在民族之
魂的感召下，携手走向祖
国完全统一的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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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老人
翁秀美

! ! ! !外出旅游，遇到一些老人，印象
深刻。
宏村，汪大燮故居，有些破旧却

气韵仍在。一位七八十岁的阿婆坐
在门口小椅子上，守着一个小卖摊，
参观一人两元。我们给了五元，老人
就跟进来讲解这座宅子的历史与祖
上功绩。
她指着厅堂两边门上的木雕画

说，这边是草船借箭，那边是八仙过
海……木雕是徽州有名的三雕之
一，细看之下，果然精致绝妙。侧门
外几小畦菜地，油绿绿的，长得正
好，是阿婆自己种的，小摊上的菜干
也是她自己做的，聊以贴补生活。老
人是汪家后人，子女都在外面，她一
人看守屋子。
我们离开时，阿婆笑着招手。她

已经和老宅一样苍老了，对于这座
宅子，所有人都是过客，唯她朝夕相

守着老宅———这是她
的根。
“东湖在水中，必

由之路坐乌篷。”绍
兴东湖边，泊着一只

只乌黑发亮的乌篷小船，篷上书有
“东湖乌篷”字样和编号，划船人皆
是老者，头戴乌毡帽，手捧铝制饭
盒，就点咸菜吃午饭。
导游说，乌篷船的独特之处在

于用脚划船，这门技艺学起来难，时
间长，没个五六年难以出师，因此目

前在东湖划乌篷船的基本上是六七
十岁的老人。这真是一绝。赶紧上船
坐好，一位精瘦的老船夫赤脚踏于
桨上，熟练地一上一下，手上的桨掌
握方向，船便行进了。边划边讲解沿
途风景及典故，前面是秦桥，那个是
仙桃洞……老人那带绍兴口音的普
通话不是很好懂，但能听出他对东
湖像自家一样熟悉。
到了陶公洞，石壁上有郭沫若

先生当年游东湖写的四言诗：“箬篑
东湖，凿自人工。壁立千尺，路隘难
通。大舟入洞，坐井观空。勿谓湖小，

天在其中 。”老人灵活地将船调头，
说：“你们抬头看，一线天。”果然，石
壁缝中见一线光亮，周围峭壁如削。
望着脸上写满风霜的老人，我问：
“大爷，天天划船辛苦吧？像您这般
年龄该在家享清福了。”老人笑笑
答：“不辛苦，我有工资，''$$元，每
月休息 (天。我今年 )(岁，干这行
*$年了，要丢下也舍不得，只要我
划得动，就会一直划下去。能让客人
了解东湖，我很开心的。”老人的话
和这湖水一样纯净。

下船，回望东湖，乌篷船，乌毡
帽，清一色的老人，或隔船交谈或燃
一支烟，等待游人。忽然觉得，老人
和船是不可分的，两者缺了谁，都将
黯然失色，东湖的水面也将失掉一
道独特的风景。
归来后，时时想起旅途中的守

屋阿婆和划船老人，到现在也说不
清是什么原因让我念念不忘，也许
是感动于他们的那一份执着与守候
吧。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认真乐观地
生活着，呈现出一种朴实的生命美，
分外动人。

租房结婚也幸福
蒋晓峰

! ! ! !记得是 *年前，我在
做公益活动志愿者时认识
了小冯姑娘。我们的相识
并不容易，是我们公益机
构的负责人给她打了几十
个电话，她才走出
家门，来参加我们
的社会公益活动。

之所以再三邀
请她出来做志愿
者，是因为当年她的心理
出现了抑郁倾向。
那年春节前，小冯与

男朋友都准备买房结婚
了，却在房产证署名权上
平地起了风波。起因无非
就是，男方出资买房，女方
家长要争个“名”以绝“后
患”，双方为此未婚先上
火，最终闹僵了婚事。最终

一拍两散，成为小冯恋爱
多年的结局！

小冯一时想不开，连
夜吞服了一瓶安眠药，幸
亏她妈有心，早已注意到

了女儿日间的反常举动，
送医院抢救及时，总算捡
回了一条命。可小冯从此
一反常态，躲在家“闭门思
过”，轻易不肯出门见人
了。这可把她妈妈急坏了！
于是，冯妈妈打通了我们
的心理咨询热线电话寻求
帮助。
帮助小冯走出困境最

好的办法，就是说动她走
出家门。明着我们
是请她出来帮人，
其实是帮她，让她
转移情绪，尽快摆
脱感情失落带来
的抑郁。
那天活动中，小冯一

直躲在人后，更是与我这
个“陌生人”刻意保持着距
离，连目光也是对我一晃
而过。她对我冷，我对她却
要热，得让小冯把自己当
成活动的“局中人”才行。
我就请她帮我：“我要给他
们拍照，你帮我背着摄影
包行吗？”她盯着我手里的
照相机看了看，总算点了
点头。后来，我见她依旧提
不起精神，便再次对她说：
“我要做一些采访笔记，你
能帮我拍照吗？”“我没玩
过单反！”“没关系，我设定
的是全自动模式，你把镜
头对准他们按快门就行。”

“拍不好可不要怪我。”“没
事，你就当随便玩吧！”这
“随便一玩”，我们的交流
就有了开始。
一来二去，年复一年，
小冯渐渐喜欢上了
“志愿者”这个角
色，经常不请自来
参加公益活动，后
来更是做了我的助

手，帮我策划、整理公益活
动的文案、文稿，人也越来
越变得开朗。我们的了解
逐日加深，渐渐成了朋友。
这时，我就迫切想帮她介
绍个男朋友。
许是有先入为主的想

法，我连续几次安排小冯
相亲，先决条件都是男孩
必须有房，可惜，竟然一次
也没成功。去年春节期间，

我又给她发去了一
条“约会”短信，小
冯立即这样回复
我：“谢谢啦！我谈
上啦！正在考察中

啦！”我会心一笑，却暗自
希望她的“爱情考察”再不
要把房子列入其中。
前不久，“上海公益伙

伴日”开幕，我与小冯一起
去宣传公益项目。偶然间，
我瞥见她的无名指上戴了
枚婚戒：“你结婚了？”她笑
得一脸灿烂，用自信的目
光凝视我：“是啊！上个月
领的证。等房子装修完了
请你喝喜酒。”我脱口而
问：“房子是新买的？”“没
有，房子是租的。我现在觉
得，为了房子结婚特傻的，
租房结婚也没啥大不了，
只要他对我好，嘻嘻……”
看她幸福的模样，我当真
替她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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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没有多么高的名望，但近日家里的电话不断，都
是邀请吃饭的。有保险公司打来的，有某基金打来的
……声音都悦耳，态度都和蔼，并且预先告知、届时提
醒，还夫妇同邀。明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他们的
热情让你却之不恭。因为就在居家附近，于是那天便去
饭店赴约。

场面不小，大厅排了 ($桌，人头攒动，接待有序，
确实有点像“答谢新老顾客”的样子。入席就坐，在我的
面前已经摆好了抽奖小纸条、礼品登记单，
上面印着姓名、理财专员、现场储蓄等项。
')：#*开场，主持人激动地介绍“钞票缩
水、股票套牢、保险可靠”的理财理念。

'+：($上了第一道菜，接踵而至的是
保险公司产品推销员的分头挺进。其中一
位来到我的面前发起强大的宣传攻势。先
是问我“听懂了没有”，“你准备投资哪一
款”？接着不管要听不要听，滔滔不绝地介
绍起 *年期保本保险。当我回答“让我回去
再想想”时，销售员脸色霎时阴沉起来，说：
“电话里不是早就告诉你做好投资准备
了？”我说：“电话里只是说答谢新老顾客，
介绍新产品，请你们来听听，吃顿晚饭。”
销售员说：“这顿夜饭介好吃？”我的自尊心顿时受到强
烈刺激，想站起来就走！
这时，里面的几桌有几个男人亮出了大嗓门，起身

离开座位似乎是要动手打架了。一群保险销售员迅速
朝那里靠拢，好在事态没有继续发展。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同样的故事在我们这一桌也发生了。因为谈不拢
生意，情绪激化，几个男销售员出言不逊，吃相有点难
看，气势汹汹地围攻那位“不识相”的同桌。我看到后面
已经有人捏拳捋袖，好在有几个女销售员及时灭火。风
波过去了，那位同桌携一位老人，看模样是他的母亲，
披上外套离开了。妻子劝我：“不要吃了，我们也回去
吧。”我说再坐坐，索性将鸿门宴看个透。',：'%“答谢宴
会”一哄而散。
我想金融保险事业必须要发展，市场要拓展，这是

利国利民的需要；保险推销员也有业绩压力，但在吸引
顾客方面似乎不必如此急吼吼！虽说主事者深谙“吃人
的嘴短”之心理学原理，设一饭局让人拎清“这顿夜饭
不是介好吃的”，但强扭的瓜不甜，最终鸿门宴还是一
哄而散！推销投资产品强人所难，只会伤了和气，还损
害了公司形象，真是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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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新民晚报》-'$版上《石桥
原是清朝“官道”遗物》一文，向读者介绍
了松江区九亭镇某小区内的一座古石桥，
文中说石桥是“当时清政府修葺的‘官道’
配套设施”。
其实，文中的“官道”应是“官路”。
“官路”，是旧时对大路的通称。
镇与镇之间有，村与村之间也有，只

是“镇”级的较长、较宽，是当年的交通要
道。位于九亭镇东隔壁、上世纪 *$年代初
修筑的七莘路就是在官路基础上完工的，
因此曲折较多。

官路这称呼在明清、民国的文献和山
歌中屡见不鲜，如“将船使到一个通官路
之所泊住，一齐上岸”（《醒世恒言》第 %.卷）；再如“西
官路上一只鸡，一头哭咾一头啼”（《沪谚外编》）；吴地
还有“官路当人情”的俗语。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农村中还这样称呼。
之所以称“官路”，是因为旧时土地都是私有的，连

田地之间的田埂路也是各家的，他可以不让旁人走。而
“官路”用的土地是“公
有”的（不用缴税），是供
大家行走使用的，但不允
许任何人侵占。如用“官
道”一词，一是不符合历
史称呼，二可能会误认为
是只有当官的才能通行
的路了。

同“官”字相关的，当
年农村中还有一种叫“官
水沟”。顾名思义，这种水
沟是供各家田地排水用，
它的土地也是“公有”的，
也不允许任何人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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