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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距离
宁 白

! ! ! !读熟了这样的诗：寒冷的冬日
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这是给人安慰和激励的诗句。
在北方，冬日漫长得令人沮丧，冰天
雪地里，哪里会萌生春的期待？熬着
吧，到时候，春天就来了。
年少，也曾经喜欢江南的冬天，

因为有雪。那些天外的精灵丰富了
少年的想象，这世界有圣洁的白，有
浪漫的诗。
然而，终究挡不住春天的诱惑。

春天带来的生命蓬勃，让人心生动
感，充满生活的希望。

我家窗前是一棵很大的梧桐
树，小学生时，我会在梧桐树的小嫰
芽中发现春天，兴奋地嚷嚷；下乡
时，走在二月的田埂路上，见广阔的
农地已显出点点新绿，如“剪刀”般
的春风吹在脸上，清朗爽快极了；有
年暮春，表哥摇船去城里，我也手握
一支新橹划水，春波荡漾，满眼绿
色，一不小心，橹在手中滑脱，离船
而去，看新橹漂远的水痕，春的遗憾
永久地留在了记忆里。

这样的春天，属于少年。但少年的
春天却让你把春天变成人生的梦幻。
到了大兴安岭的最北端下乡后，严

寒的冬天，正是森林中砍伐、运输的好
季节。白天伐木，晚上在森林里，围着
篝火，等待运材车的到来。胸前是暖

的，背脊却透寒。心中对于春的诗意的
向往，被压得太深，连自己也找不到了。
屋后林中冰冻的小河，是我们取

冰烧水的水源，去挖冰时，会关注冰层
有没有开裂；抬着冰回来时，也
会低头留意踏在冰道上的声
响，有没有些许的湿粘。但，那
不是为了“寻春”，而是想着，森
林冬运是否可以提前结束，我
们疲累的身体已经没有了赏春的心
思。直至五月，江南已山花烂漫，这里
才融冰化雪。而一转眼，夏天就到了。
春天瞬息而过，我们还用得着这么企

盼春天么？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幻觉。
冬天已至，春天不远，对四季轮回

清晰有度的地方，那是一种诗情式的推
理。我在极寒的北方生活了几年以后，
再读这样的诗，便麻木了，全然点燃不
起等待的希望。因为在这样的地方，有
关春天的话题，实在没有令人信服的生
活依据，于是，在情与理上都遭到了拒
绝，只是有些许的调侃发泄于“插兄”们
的工余闲聊中。
自然，我仍然喜欢春天，春天是美

的象征。但是，我不再刻意寻找春的诗
情，也不会对春的短暂而徒感伤悲。时
序更迭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天象。如果
说，春的灵魂是它的不可抑制的蓬勃，

是它的清新润心的生机，那么，
就把那一派新绿、一泓清波和
田野上吹来的拂面的凉风，都
藏于自己的心魂之中。这样，待
冬日的冰雪、夏日的骄阳来临

的时候，就有了抵御的能量。
春天与我同在。它，不再遥远。
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会遇到多少

犹如“春天”般的人和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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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儿子在意大利读研，平时有一份兼
职，在一家语言培训学校教授意大利语，
学生是在意大利打工的中国人。
对于他的学生，我一直比较好奇。这

些年，我们可以随意说出自己身边一连
串出国留学的人，却没听说有谁出国打
工的。这些人在海外是一种怎样的生存
状况，这是我想了解的。与儿子通电话
时，我常会问起他的学生情况，可他总是
语焉不详。

最近去意大利探亲旅游，在儿子那
里小住了几天，我向儿子提出去听一次他
的课，顺便与他的学生聊聊。儿子在得到
校长的同意后，带我去了学校，这使我与

那些在意大利打工的中国人有了一次“零距离”接触。
上课时间是晚上九点至十一点，吃过晚饭，我们便

早早赶到学校，有四个学生已经来了。儿子向我介绍了
他的学生后忙他的去了，我便与其中一位姓朱的小伙
子聊了起来。
他告诉我，他老家在安徽黄山，一年前来到意大

利。身边三个同学，一个是表兄，两个是同乡，都在同一
家作坊式服装厂打工。计件制，包吃包住，平时干累了
睡觉，睡醒了干活，没有任何社交娱乐活动，生活圈子
就全厂十几个人。因为听不懂也不会讲意大利语，除了
来读语言，基本不出厂门，所以也没什么消费，钱倒能
积攒下来。
考虑到涉及隐私，我没打听他的收入，但他的语气

告诉我他对收入还是满意的。他说到老板时没任何的
不满，似乎还有些愧疚，说老板比工人更辛苦，老板娘
负责他们十几个人的吃喝拉撒，老板负责接单、进料、
质检、出货，睡得比他们晚，起得比他们早。意大利人工
资水平高，每天工作时间还不能超出八小时，所以厂里
人都是老板在家乡弄来的。
有过欧洲自由行经历的人恐怕都有体会，办个签

证不胜其烦。在面试官的眼里，你似
乎就是想蒙骗过关、滞留不归者。那
么这些打工的人又是如何出的国
呢？我直接向小朱提出这个问题。
小朱也不避讳地说：“意大利政

府每年都有极少的劳工签证，在意
大利有生意的中国老板可以申请从
国内聘工人。能否拿到名额、能否获
批，你懂的，只要花钱。不过这笔钱
最终是落在我们头上，我付了 !"万
元才办妥签证。签证时间是一年，要
续签的话必须有交金与纳税记录，
而这些钱要占到收入的百分之四十
左右，所以只能让身份黑掉，等有了
钱后，通过大赦恢复身份。”
上课时间到了，我随他一起步入

教室，共有二十来个学生，都是年轻
人，似乎女的多些。小朱说，在意大利，女的基本做美
甲，男的基本做理发和裁缝，大家都想将来有更好发
展，所以再忙再累也来学意大利语。
上课了，我们的交谈只能结束，但有个问题我却不

得其解。在欧洲闯荡的以沿海的温州人居多，为什么
会出现这么一批来自黄山脚下的人呢？回国后我无意
中读到一篇报道，才明白其中缘由。上世纪 #$年代，
黄山歙县的槐塘村荒田较多，吸引了一批苦于无田可
种的温州人前来定居。国门打开后，留在温州的亲戚

纷纷出国，亲戚拉亲戚，一人带全家，
发展到如今槐塘村的一千多人口中有
六七百人常年在欧洲打工与经商。这
样看来，与我交谈的小朱应该是从槐
塘村走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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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朋友的朋友是个画家，画家的花园
别墅里，柚子树挂满金黄沉甸甸的果实，
腊梅飘着阵阵幽香，兰草浓密墨绿，而最
吸引我的，是沿着花园围栏的内侧，用弯
曲优美的边界线，从草坪中分割出来的菜
畦。搞艺术的人就是不一样，连菜畦的形
状都如此浪漫多姿。这季节，花菜鼓着团
团的脸蛋，青菜舒展着肥嘟嘟的掌叶，玲
珑，可爱，如画里的景物。主人请
朋友到酒家吃饭的时候，又来了
一位画家，交谈中得知也是位喜
爱种菜的，于是画家与画家很快变
成了知音，许下了劳动果实互通有
无的约定，走出酒家后兴冲冲互
邀着参观府上菜畦去了。
是不是只有审美眼光独到的

画家，才会迷上都市田园呢？未
必。在我父母亲居住的小区里，寻常人家
的花盆和花园里，也常常看到那些过去
只能在农田里见到的绿色生命。由于和
树木花草为伍，普普通通的菜蔬，也展示
出食用价值以外的娇艳妩媚来。
春天里，在市中心一条宁静的小马

路旁，还有一个小区的大门外，
笔者曾经看见过用矮篱笆围成
的小小“菜园”，里面盛开着金灿
灿的油菜花。当时，我的感觉像
在沙漠里望见一抹绿色，在茫茫
人海中遇到一张久违的熟面孔，竟然呆
呆地流连了。
我的一个朋友，还曾经用鸽粪作肥

料，培育花盆玉米，那些玉米株亭亭玉
立，绿叶招展，不仅结出了壮硕的棒子，
还成为了风格独特的观赏盆景，我将它
们拍成新闻照片后，曾经登在了新民晚
报上。朋友送了我两盆，我当做宝贝，摆

在阳台上，它如玉树临风，人见人爱。
农作物成为城里的风景，人们见得较

多的，还有老宅旧巷里浓荫如盖的丝瓜架，
既遮阳，又添景，尤其开花结果时节，绿叶
丛中点点金黄，清新，俏丽，给人的居住环
境平添了许多生气与色彩。
农作物的美丽客观存在，只不过人们

关注它们的食用和经济价值时，忽略了它
们的审美价值。我甚至相信，在被人
类种植和改良之前，许多农作物原本
就是大自然中的美丽花草。在新疆著
名景点喀纳斯，游人趋之若鹜的观鱼
亭附近，我发现有一些“青菜”生长在
峭壁上和悬崖旁，猜想着它们可能是
人类食用青菜的同类或祖先。这种形
状与食用青菜毫无二致的“野菜”，在
千姿百态的野生草本植物中，显得造

型别致，舒展大方，吸引了我的目光。
吃多了山珍海味后兴起了农家乐，穿

久了挺括漂亮的化纤回过头来爱棉麻，住
上了高楼大厦又盼望到乡间溜达。在远离
田野的都市里，一个个精致的、迷你型的
都市田园，折射着都市人心中那个眷念泥

土的田园梦，那种挥之不去的返璞
归真情结。如果你的生命中，有过泥
土的滋润，田野的印记，那么，即便
是瓦盆里一株孤独的豆角，几朵素
颜的花儿，几片单薄的叶子，你也会

天天光顾，牵引着、催促着那细瘦的茎蔓努
力攀爬。这是我童年记忆中的片段。如今，
城市早已沧海桑田，但不管楼房有多高，
土地永远是我们的根。生活缤纷多彩，绿
色永远滋养我们的生命。我甚至遐想着，
什么时候能够在小区里观赏稻麦，在窗
台边亲近菜花，在露台上丰收南瓜，让田
野的风景在城市里更多地留下。

人代会感怀
张冠华

! ! ! !记得第一次参加市人代
会新闻报道工作，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举行的市七届人
大三次会议，掐指一算，至今
已有三十多年了。其间几乎
每年开市人代会，都要在脖
子上挂一张记者证，进入上
海展览中心宏伟壮丽的中央
大厅，参加大会开幕式。尽管
不是人大代表，但此时此刻，
心中总会升腾起一种庄严而
神圣的感情。在这里，见证了
一任又一任市
长的选举产
生；在这里，一
次又一次地聆
听市政府工作
报告、感受代表们为推进上
海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强烈愿
望……退休之后，虽然不是
以记者的身份，而是以上海
人大公众网工作人员的身份
参加每年一次市人代会的报
道工作%但这种感觉依然。
“一年又一年，年年参加

市人代会，那么究竟有些什
么变化呢？”我自己给自己提
了个问题。

如果不给自己设问，似
乎觉得每年都差不多：听政
府工作报告、分组审议、选举
表决……但稍加思索，觉得有
变化，而且变化如此之大！
这种变化从人大代表迈步进

入主会场大门的时候，便强
烈地感觉到了。过去，代表凭
证入内，入座后由工作人员
一排一排地清点人数，汇总
后向大会主席汇报。每逢选
举表决时，所有无关人员都
得“清场”，然后代表举手表
决，工作人员聚精会神地数
数……而如今，代表胸佩代
表证进入会场时，门口的电
子感应器便开始工作，代表
的编号和照片自动显示，会

场内几个高清
晰度的电子大
屏幕上，代表
报到人数不
断地闪动、递

增，与此同时，每位与会代
表座位前的电子表决器自动
打开……市人代会的电子会
务系统堪称一流，成为当今
信息化时代的一个缩影。

要说市人代会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还在于会议的内
容。八十年代，代表们在会上
呼声最高的是：乘车难、装煤
气难、住房难、三废污染严
重，还有代表反映皮鞋特别
是女式平跟鞋难买、供应儿
童和残疾人的牛奶紧缺等
等。当年我住在新华路，按说
是高档住宅区了，可是三废
污染严重到了夏天不能开窗
的地步，空气中终日弥漫着

令人窒息的气味，时常早上
起来但见黄豆大的烟尘撒满
阳台。当年新华路号称“国
道”，是外国元首访沪从虹桥
机场到宾馆的必经之路，考
虑到国际影响，每次国宾车
队通过，都得事先通知污染
严重的工厂停工。记得那一
年的市人代会上，长宁代表
团曾就此事对市政府有关部
门进行质询……可是如今，
往年的许多热点都不
热了，新华地区早已
摘掉了污染重灾区的
帽子，至于皮鞋、牛奶
之类的商品也早已供
大于求，成为商家促销的对
象。现今的人代会上，关乎民
生的热点问题也不少，诸如
关于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啦、
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啦、
普及灾难逃生知识啦、扩大
就业和提高职工收入啦，等
等，但这些热点问题同当年
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热
点问题的变化，不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时代在飞速发
展，上海在突飞猛进，人民生
活在不断改善吗？社会的发
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一
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也许
感觉不出有多大的变化，但
当过了若干年再回首一看，
变化竟是如此之大！
从 "$!!年 !月 !&日召

开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
起，市人代会的会场由上海
展览中心迁至上海世博中

心，会场条件更加完善，主
会场更加壮丽恢弘，但大会
秘书处低碳、节俭的理念也
更强了。今年召开的市十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贯彻落实
中央政治局的八项规定，在
会场布置、“无纸化”办公、精
减工作人员、厉行节约等方
面都有不少新的改进和变
化。与此同时，人代会的开
放度不断提高，不仅邀请市

民代表旁听大会开
幕式，而且还在上
海人大公众网上开
设了网络热线，网民
对上海发展有何意

见和建议、对民生有何诉
求，可直接通过网络反映到
大会秘书处，会内会外联动，
推动民主政治向前发展。
三十多年来，上海可谓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
今正在更加奋发有为地加快
实现“四个率先”，全力推进
“四个中心”建设，市人代会是
上海发展变化的见证，更是这
种发展变化的强大推动力！

明人明言微语录

安 谅

灵魂的触摸

! ! ! ! 能与高尚的人共
事，你今天不甚感知，明
天你会无限回味这人生
的恩赐。
精神的自由才是真

正的潇洒，身子的随性，
只是一种放浪。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的快乐，只是快乐的内
容未必相同；每个人也

都会有自己的烦恼，只是
烦恼的层面并非一致。

有的人活了许多
年，还没触摸到自己的
灵魂。有的人找着了自
己的灵魂，又视其为累
赘，拖拉久久，无法安
顿。有的人把灵魂举得
高高的，像黑夜里的擎
举的一盏长明灯。有的
人的灵魂，来了又走了，
一如敷衍了空空如也的
家门。
那些时不时引用所

谓异域名人言论的人，
不是故弄玄虚，卖弄学
问，就是毫无自己灵魂
之人。

身子与灵魂并不相
称。有的人身子太沉，灵魂
太轻；有的人身子太轻，
载不动自己的灵魂。

灵魂的漂泊和飞
扬，也少不了一线向善
的力量维系，否则迷茫
和失落，是逃脱不了的
结局。

请牵住自己的灵
魂，让它在血风腥雨和
飞沙走石中，找得到回
家的方向。

彭培炎
天地共鉴

（京剧）
昨日谜面：月老、冰人、

红娘、丘比特……（三字新词
语）
谜底：多媒体
（注：这么多都是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