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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总以为像巴黎这样的大都
市，每个角落都是光鲜如新的，直
到前不久，公司安排我去法国出
差，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巴黎其实也有许多“城市瑕
疵”甚至是“死角”，例如在各种
陈旧的建筑物或者公共设施上，
也有一些细微的“瑕疵”，然而这
些“瑕疵”却不会给人“不适”或
“不雅”的感觉，反而还散发着一
种艺术的浪漫美感。

我是在一座老教堂的外面
第一次发现这些细节的。那应该
算是一座“社区小教堂”，看上去
有些年数了，光鲜不再，在一个

储物室的外面，我发现门也已经
有些破损了，而刷在外墙的沙灰
也有些不规则地起浮脱落了，显
得有些残败的样子，但是这个情
形却完全没有影响到美观，因为
在凹凸不平的墙体上，有人模仿
着“愤怒的小鸟”这个游戏的画
面，画着一群漫画小鸟和小猪，
憨态可掬，让人忍俊不禁。

巴黎和每一座城市一样，也
有一些非常宁静的小街小巷。在
一条小巷里，我发现了一幢陈旧
的居民楼，墙根下有许多沙灰成
块成块地掉落了，里面的砖石也
裸露在外，但没关系，有人根据

这个破损处的形状，在顶上画上
了一只皮球和几根胡须，居然就
成了一只栩栩如生的海狮，真是
让人惊叹这个人的想象力。

那天我步行经过一座小桥
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一个人正
蹲在桥头的路基旁画着什么，那
里有一条小裂缝，结果他
在这条起伏不平的裂缝
上，画上了几只略显疲态
的骆驼，就这样，一条小
裂缝居然成了一延绵逶
迤的沙漠地平线！

我与他搭讪聊起了天，这才
知道原来他是当地的一名艺术
创作者，他在经营画廊的同时，
有空就喜欢到街上找一些有碍
观瞻的小瑕疵，然后根据自己的
想象，因地制宜地创作一些小画

作，改变城市面貌，他告诉我说，
像他这样艺术家还有很多。“一
座城市的文化特色不是盖了多
少大楼，而是在细微中，能不能
体现出一些艺术的气息。”他有
些自豪地笑着对我说：“我们只
是用小小的涂鸦改善街头的环

境，我们不会大面积地
画一整面墙，也不会改
变某个设施的样子，只
是在一些小瑕疵上加以
巧妙的想象和创作，让

它们变成一件件富有美感的艺
术品！”

想想我这几天所见，确实，
巴黎不愧是一座浪漫的艺术大
都市，就连这些“城市瑕疵”也能
成为一件件极富浪漫主义的艺
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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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工程
吴莉莉

! ! ! !年初，街道邀我去参加一个论证会!

专题是街道与辖区内餐饮业联手为老人
用餐助力。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为日常
生活首事，我最不愿做的家务就是买、
汏、烧。每天起码要耗掉两个钟头，又烦
又累，做出的饭菜还不怎么样。本人眼
里，厨房就像座自囚的牢笼。现在住家附
近要设助老餐点，我也可以趁机“偷懒”，
真是好事。
那天的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请来专

家对竞标的餐饮行业逐一论证，场上气
氛像研究生答辩论文一样，严肃认真。居
民代表参与听证，一切流程中规中矩。在
等候室边，无意间听得
参与竞标者悄悄地说：
“紧张煞了，吓得脚骨
也刮刮抖”。我暗自高
兴，办事认真到这分
上，助老用餐曙光在望。步入老龄社会的
上海，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养老公共服
务，已势在必行。其实又岂止是吃饭，看
病、拿药、洗澡、理发，类似小事老人做起
来都有困难，高龄老人则更难。把助老服
务说成“工程”，一点都不夸张。三月上
旬，我又被邀去参加“社区民生服务一卡
通系统功能评估会”，这时，为老
助餐工作已落实到具体，街道请
来制作“一卡通”的工程师为与
会者示范演习，又请来专家对专
用磁卡诸功能进行评估。这样的
会，先后开了四次，反复地研讨论证、集
思广益，到六月，“民生服务一卡通”中的
为老人助餐服务这项目正式启动。开通
服务那天，西江湾路上的一家定点餐饮
店门前热闹非凡，居民们挤进店堂，对着
橱窗菜品的实样、用餐的环境细细地点
评，东方卫视和虹口台的记者扛着摄像
机跑前跑后地忙，大家都很高兴。
从前有个豫剧叫《七品芝麻官》，内

有唱词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
卖红薯”，戏的情节忘了，这句台词却记

得清楚。可惜自己没当过官，不知做官甘
苦，自然也不知卖红薯的滋味。广中街道
将“助老用餐”放在工作之首，关心民生、
民计的他们断然不会回家去卖红薯。街
道管辖的区域不大，人口密度很高，老年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以上。居民以
平头百姓为多，鸡毛蒜皮的事不少。鸡毛
蒜皮虽小，却够父母官操心。处理得不
好，群众有意见；处理好了，群众信任你、
拥护你，政府就有了公信力。说件小事：
寒舍小区外的人行道上，一辆“僵尸卡
车”停了已有几年，占去道路大半，居民
往来很不方便。晴天还好说，雨天地面不

平，脏水遍积，简直无
路可踩脚。车上还满堆
着垃圾，既不卫生又有
碍观瞻。我初见街道主
任，就不客气地反映了

此事。那时他上任不久，立即答应解决。
几天过去了，几个礼拜也过去了，破车依
旧岿然不动。我想，又是件说了白说的
事，随它去吧，自己走路当心点就是。但
是，弃车终于被拖走了，众居民击掌相
庆。后来我才知道，街道不是执法部门，
找人拖车、车拖到何处，处理这些麻烦事

都得靠多方协调解决，它需要时
间。意见没有白提，主任把百姓的
诉求放在心上。在开通助老用餐
的仪式上，主任说：“街道就像一
户人家，我们今天做的助餐工作，

是屋里厨房间的事，因为吃最重要；我们
还要做好卫生间的事，客厅里的事……
譬如，帮居民解决生活设施维修、助残、
助学等，我们还要建立文化茶楼。总之，
要为社区居民做好保障服务、公共服务，
街道就是你们居民的后勤部。”说到这
里，他的声音高了八度，场上掌声一片。
“发展老龄事业”要靠你、我、他。

广中街道利用社会资本，联手辖区的
餐饮业，精心挑选五家门店为助老餐
饮店试点，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还有很

多后续工作待做，如为餐
饮店配备送餐车，扩大范
围为残疾人、学生服务等
等。餐饮店的业主、员工
积极参与，也是爱心有
加。助老用餐不容易，饭
菜要卫生，烧得要软、烂，
价格要便宜，门口最好要
铺设轮椅通道，设老人专
座，还要提供送餐上门服
务……不是简单的做生
意赚钱。当年“大跃进”时
期，高喊口号“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现在不妨低
调点，还是“人人为我，我
为人人”实惠。人的觉悟
需要慢慢提高，互赢互利
携手往前就好，人格的完
善需要过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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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偶检寒舍旧藏图书，翻到一部商务印书馆在 %&'(

年出版的《日用百科全书》（重编本），这部由上、中、下
三册组成的百科类工具书。

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它的“下编”，内有灯谜、楹联、
酒令和各种娱乐游戏的介绍。灯谜被辑入第二十六编
（音乐及娱乐）的“游戏类”中，汇选了 #()条脍炙人口
的灯谜。谜虽不多，但谜目甚广，竟有二十个门类。综观
这些谜作，大多来自“新旧废物”王文濡所编的《春谜大
观》和《俞曲园灯谜大观》等书，颇有可观者。

上世纪 ')年代，灯谜虽不风靡于时，但作为传统
的民俗文化娱乐活动，仍在年节中出现，所以会入编
辑者的法眼，将其撷至《日用百科全书》
之内。大概是照顾到读者的接受能力，
入选的大多为“会意体”灯谜（也有少量
的“增损体”），但是很少运用谜格，可见
编者旨在普及。例如字谜，有“桂香时
节”打“肸”字（注：隐“八、十月”。肸，读
*!，多用于人名）、“正月初八”打“是”字
（注：隐“人日下”；正月初七俗称“人
日”，故扣）、“七月流火”打“禾”字（注：
“秋”流去“火”，该谜属“增损体”）、“伐
木声中遇洞宾”打“哥”字，此谜须从“伐
木声”寻思出拟声词“丁丁”（读作 +,"-.

+,"-.，语出《诗经·小雅·伐木》），再从八
仙之一的“洞宾”，扣出姓氏“吕”，两者
合为谜底“哥”字。又如俗语谜，则有“风过谷齐鸣”打
“吹得山响”（注：说大话之意）、“孤雁离群”打“不在
行”（注：行，群雁排成之行）、“号曰智囊”打“说错”
（注：智囊，西汉晁错的外号）等。另有一种市招（商家
招贴语）灯谜，较为有味的有：“请酒帖”打中药铺市招
“饮片”（注：别解为“请饮的纸片”）、“春色满园关不
住”打香料市招“各种花露”（注：露，作动词解）、“清明
时节雨纷纷”打饭店市招“满汉细点”（注：清、明别解
为朝代名，分扣“满、汉”；点，作雨点解）等。有关花草
虫鸟的灯谜，雅趣可喜的不少，例如以唐诗“慈母手中
线”打昆虫络纬的别名“络丝娘”（又名螽斯、纺织娘）、
以杜甫名句“万里桥西一草堂”打杜鹃鸟的别名“杜
宇”（注：别解为“杜甫的堂宇”），以汉代孝子黄香的故
事“扇枕温席”为面，打花卉晚香玉的别名“夜来香”
（注：香，孝子黄香）等。

书里的诗词灯谜是很有特色的，内中以古诗或曲
文为谜面去猜射古人诗句的，最令人心赏，它看似信
手拈来，却扣合得浑如天成，谜趣中透发出浓郁的诗
意，饶有情致。例如以杜诗“此曲只应天上有”打李白
诗句“斯人不可闻”；以孟郊《烈女操》句“妾心古井水”
打唐人王维的名句“人情反覆似波澜”。两谜均从反面
着手扣合：前者谜底应别解为“这（斯）曲人间不能听
（闻）到的”正合“此曲只应天上有”之意，后者谜底意
为“别人的感情则是反覆似水起波澜了”反衬题意“古
井不波”。另一条用李白《横江词》中被人劝阻渡江的
诗句“如此风波不可行”，打《诗经》名句“公无渡河”，
神情如绘。还有一条以《西厢记》曲文“一封书到便兴
师”，打骆宾王名句“白马故人来”则更
妙：白马，这里别解为张生的好友———
故人白马将军杜确。这些灯谜出规入
矩，扣合自然，至今犹有示范意义，值
得爱谜者玩味与取法。

盼大家没故事
赵全国

! ! ! !有位作家盼他的
一个朋友永远不要发
生故事。矫情了吧？没
故事，您哪有创作源泉
呢？原来朋友是银行的

押钞员。押钞员一旦有事，定是惊魂大事。那故事经过
记者、作家的加工，惊心动魄的报道和影视作品自将问
世，人们也能从中得到极大的审美享受。然而这个故事
的成本很可能就是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墓地黄花、白
发人送黑发人……
假如没有马文才作梗，梁山伯与祝英台就会顺利

成亲；假如没有“肃反”和德寇的入侵，卓娅就是个平凡
的女生、妻子、母亲；假如焦裕禄永远健康，兰考也政通
人和、风调雨顺……假如无数个“假如”成真，日子是和
美了，只苦了作家们。

以巨大的痛苦甚至灾难换来不朽的文章实在过于
奢侈，我们消受不起。衷心盼望那位押钞员以及大家，最
好都不要发生故事，特别是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

为休闲注入文化内涵
刘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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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风与画心
黄小平

! ! ! !一个孩子学画画，
问老师，风看不见，怎
样画风呢？

老师画了水面的
涟漪和岸边轻轻拂动

的柳枝，说，这就是风。孩子说，这风真柔美。
接着，老师画了连根拔起的大树和一片倒塌的房

屋，说，这也是风。孩子说，这风真丑恶。
老师说，一个人的“心”也看不见，但也是可以画

出来的。孩子问，怎样画出一个人的“心”呢？
老师说，可以通过画一个人的表情和行为举止，

而画出一个人的“心”，画出一个人“心”的美丑、善恶
与真假。所以。一个人要时刻检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
举一动，因为它们时刻在透露着我们内心的美丑、善
恶与真假。

! ! ! ! ! ! !管同钦
水霸

（越剧名）
昨日谜面：扮演张翼

德，惟妙又惟肖
（军事术语）
谜底：模拟飞行（注：

飞，张飞，字翼德；行，作
形容词“好”解）

听蝉
王鸣光

! ! ! !窗下有树，传来蝉声。
午后的蝉声格外热烈，然而
现在都市还有多少天籁？早
已不闻晨光里的婉转鸟
鸣、金风瑟瑟中的虫唱、如
水明月下的蛙鼓，剩下的
蝉声应该倾听，证明着都
市里还有着高柳疏桐。
因此，有着蝉声的午

后，我通常关闭电脑、电
视，拉上薄纱窗帘，让光线
幽暗些，然后坐在沙发上静
静地聆听，此刻家中显得分
外的安静，体会到一点“蝉噪
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意
境。听着听着，蝉声就变成了

一首优美的催眠曲，帮我唤
来了甜蜜睡意! 朦朦胧胧中
身子仿佛在蝉声中漂浮，
一阵酣睡后，神清气爽。
雷雨后的蝉声，最好

听。傍晚时分，一场雷闪电
鸣后，空气湿润而清新，树
叶上残雨点滴，西边晚霞
似锦如缎，噤声后的蝉开
始齐声鸣叫。它们仿佛吃
饱了树叶上亮晶晶的雨
珠，声音变得湿润和清新，
有了些许婉转和清越的音
调。此时依窗听蝉，仿佛在
《红楼梦》的凸碧堂里，听
着那一声穿过月光粼粼、
波纹涟漪的水面而至的笛
声。
有一年在浙江神农川

听蝉。山区里的蝉声有点
特别，不是都市里的那种
“吱呀吱呀”高而尖的声

调，而是“吱嘎，吱嘎”的，
有几分金属般的铿锵。细
观树枝上的身影，比城里
略小，颜色仿佛是棕色，同
枝条的色调融合在一起。半
山有茶室，以竹为梁、为柱，
为桌椅。于是泡一杯当地的
紫笋茶，静坐听蝉鸣。相比
都市里的蝉声，不仅叫声有
差异，而且节奏也不是一味
的急躁，而是悠然而起，渐
至高潮，然后徐徐而息，时
断时续，从容淡定，仿佛山
间隐士在弹奏着一曲高山
流水。倾听间，万虑俱消，
心旷神怡。

蝉声从夏至后渐起，

延续至秋天。唐姚含诗曰：
“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
风”。但仔细听来，此时蝉
声音调未变，节奏未变，而
是环境变了，心境变了。一
样的蝉声，却有一缕微凉
的风在轻声伴唱，一场萧
萧索索的雨在轻轻敲打，
一片枯黄的梧桐叶在簌簌
作响。此刻的蝉声，是一阵
生命的绝唱了，听来不动
心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