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 身 柏万青

! ! ! !我跟伶伶接触中不太
跟她谈上访的事。起初她
也有所顾忌，我对她说：你
现在是我们办公室的志愿
者，你应该理直气壮地开
展工作。去年 !!月 "日，
为庆祝十八大的胜利召
开，区里在静安寺下沉式
广场举办庆祝活动，她负
责文艺演出。那天市、区
不少领导出席，有些同志
担心伶伶会不会找领导
“麻烦”。伶伶得知后当即
表态让大家放心。她很聪
明、点子也特多。她去过
一次中老年沙龙，她认为
每次活动发一次性杯子，
不仅太浪费，也不利于环
保，提出每人自带杯子，

需要一次性杯子的可以出
钱买。这个建议很快得到
单身沙龙会员们的同意，
现在大家都是自带杯子进
场。春节期间，她发现小
区门口一些不法商家
利用春节期间城管疏
于管理之机，非法销
售烟花爆竹，便向我
反映，我立马跟区有关部
门反映，这些不法商家竟
与城管玩起了躲猫猫的把
戏，伶伶利用地利人和及
时跟我沟通，汇报不法商
家的行踪，终于搬走了这
颗“定时炸弹”。
她那股不服输的执著

劲很让我敬佩。渐渐地她
适应了工作室的工作环境，
也喜欢上了自己的那份工
作。一次，她所在的小区
居民因与物业发生纠纷，
准备去区政府上访，她主
动地上前劝阻。在她的劝
说下，不仅制止了居民的
过激行为，而且在居委干
部的协调下事情得以圆满
解决，居委干部发现了她

的才干，一致推荐她当小
区的业委会主任。她婉言
拒绝了，表示自己更愿意
在柏万青工作室当志愿者。
就在伶伶干得很欢的

时候，一次，伶伶突然跟
我提出，她不干了，要去
北京上访。听了她的话，
我没有紧张，只是说：如
果你去北京上访，
我这里就不用来
了。她听后，半
晌没有出声。我
接着说：做人要
有尊严，该是你的钱一分
也不能少，不该是你的钱
一分也不能拿。她点了点
头“说的也是”。接着，
她告诉我，其实上访的日
子很不好过。
尽管伶伶不太跟我提

她上访的具体内容，但她
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上访的
诉求。初来时，她会时不时

地唠叨，“我的诉求是合理
的，我一定会成功。”我知
道这是她的心病，这个心
病不解决她是无法安心工
作。今年年初，我约她聊

聊，并仔细地查阅了
她给我的资料。她的
诉求是不满动迁方
案，应该给予补偿。对

她的诉求我先建议区信访
办召集相关单位，对伶伶
的诉求进行“背靠背”的听
证。根据相关规定，伶伶的

诉求均不符合补偿
条件，就是说伶伶
一分钱也拿不到。
了解该情况后，我
犯了一个错误，就

是一对一地与伶伶对峙，
跟她“说理”，我们俩甚至
于拍台子争执起来。
一天，她留下一封信，

声称再也不愿意在我办公
室干了。说实话，我与伶伶
相处一年多，已经结下很
深的友情。我细细地反思
了对她上访诉求的处理方
法，我太简单、太粗暴、太

不尊重人了。我发了一条
发自内心的短信，并跟她
通了电话，承认了自己过
错。后征得她同意，我让区
信访办召集相关部门的负
责人专门召开了听证会，
并根据伶伶的提议请了律
师。在听证会上，我站在伶
伶的立场上，将她的诉求
一一陈述，该争的争，在
法律和政策面前，伶伶意
识到自己的诉求是不符
合政策的。她不禁嚎啕大
哭，看着伶伶伤心的样
子，我流着眼泪抚摸着她
的双肩劝慰着。过了很
久，她转过身对我说，我
的事该结束了。!下"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B14
2013年10月1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吴南瑶 投稿：wup@wxjt.com.cn

韩
愈
之
鸣

米

舒

! ! ! !“不平则鸣”是韩愈创造的一个成
语，其实他一生都在不平则鸣。

韩愈，世称韩昌黎。其父韩仲卿是
县令，韩愈生下不久，其母去世，他 #岁
时，又丧父。韩愈从小寄居在兄长家，好
读书，日记字数千，$岁时已读了不少诸
子之作。他 %&岁赴京赶考，自恃才高，
却名落孙山。韩愈在京中寄宿，连考 '

次，最后才中了第 %#名。
唐人中了进士，还须经吏部考试合

格才能做官，韩愈连考 # 年博学辞宏
科，均未合格。由于手中银子全花光了，韩愈只能移居
洛阳，他心情大坏，三上宰相书，奔走权贵之门，低声下
气自我推荐，招致后人非议。后经友人穿针引线，韩愈
与美貌的卢氏小姐订婚。卢小姐见韩愈为考试事心急
气浮，便劝慰他：“科场失意常有事，欲成大器，必先退
之。”韩愈遂起名“退之”。

韩愈蒙妻子鼓励，决定另谋出路，他应聘到汴州当
观察推官，从地方入仕。这段时间，韩愈结识了孟郊、李
翱、张籍等文友，启发了他提倡古文运动的念头。贞元十
七年，#'岁的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学博士，正式进
入京城官场。博士官是个闲职，但韩愈在那里有机会接
触许多文人雅士，韩愈为年轻考生写推荐文章，不少人
陆续登科。随着韩愈文名日盛，不少举人与国子监的生
员纷纷拜韩愈为师，“韩门弟子”渐有起色。韩愈陆续写
出了《原道》《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
《师说》《杂说》等名篇，其文气势充沛，语言流畅，造句奇
崛，音调和谐。在唐代散文家中，韩愈的文章浑然天成，
读来回肠荡气，“业精于勤”、“落井下石”、“爬罗剔抉”、

“闳中肆外”、“力挽狂澜”、“兼收并蓄”、
“动辄得咎”……皆为韩愈之创造。

韩愈在文学上声望日起，仕途上却风
波不断。贞元十九年，韩愈写了《御史台上
论天旱人饥状》，告发京兆尹李实在饥年

横征暴敛，李实是唐德宗晚年最信任的佞臣，结果韩愈
被贬到千里之外、瘴疟盛行的阳山县当县令。永贞元年，
王叔文推行“永贞革新”，外制藩镇，内抑宦官，韩愈则站
到王叔文集团的对立面，对王叔文肆加谩骂攻击。元和
元年，因韩愈“日与宦者为敌”，又得罪强藩，结果被贬。元
和十四年，韩愈写《论佛骨表》，遭唐宪宗暴怒，欲将韩愈
处极刑，幸亏裴度等人群起救护，韩愈被贬潮州任刺史。
韩愈在潮州任官 "个月，为当地百姓做了好事。他

创作了《祭鳄鱼文》，又为逝去的柳宗元写了墓志铭。韩
愈还写了几篇乞还的文章，终于感动唐宪宗，返京任
职。韩愈在长庆元年任兵部侍郎。韩愈 ()岁那年，回韩
庄别墅休养，当年 %*月去世。
综观韩愈一生，他因怀才不遇，每遇事即不平则

鸣，很敢于说话。他的文章在唐代则独步天下。但其性
格弱点也相当明显，他一生急功好利，年轻时为了做
官，多次干谒求情，士人对其有“摇尾乞怜”之讥。此外，
韩愈性格倔强耿直，脾气急躁，好为人师，对其文友有
颐指气使之举。唐代文人好纳妾，韩愈家中妻妾成群。
为了对付美艳妻妾，韩愈服硫磺（白居易诗：“退之服硫
磺，一病迄不愈。”）。据宋人陶榖《清异录》载：“昌黎公
愈晚年用硫磺末搅粥饭，啖鸡男，不使交，千日，烹庖，
名‘火灵库’，公间日进一只焉”，“始亦见功，终致绝
命。”可惜这位“百代文宗”死得太早了。

秋桂飘香
谈瀛洲

+一,

中秋桂花飘香的季节，我去花鸟市
场，想买一株小桂花树。因为是常绿树，
而且又开芳香的花，桂花在江南常常被
用作绿化树种，我家所在的小区里大概
就有上百株，但我还是
想自己拥有一棵。
在花市看到一位小

贩在卖一种开玉白色花
的小桂花树，和平时所
见最多的开金黄色花的金桂不同。他说-

“这叫日香桂，会四季开花呢。”
不管是否四季开花，我喜欢这颜色，

就把它带回了家。种了一年之后发现小
贩说得没错，果真是四季开花的品种，只
是除了秋季外，其他三季开的花都少，而
且不香。
后来还种过一株金桂，在秋

天可以开花两三次，而且每次都
是满树金粟，甜香扑鼻。

桂花的园艺品种非常多，秋
季开花的根据颜色分为金桂、银
桂和丹桂三大类，还有四季开花的叫四
季桂。因为丹桂和金桂相比相对较少，颜
色又比较鲜明，所以有些人特别喜爱它，
这其中包括宋高宗赵构。
据南宋陈郁所作的《藏一话腴》，“明

（指宁波。有人误解为明朝。宋朝人怎么
可能写明朝事呢？）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
犀，忽变红色，异香，因接本献阙下。高庙
雅爱之（高庙，指宋高宗），画为扇面，仍
制诗以赐从臣云：‘月宫移向日宫栽，引
得轻红入面来。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
点为君开。’又云：‘秋入幽岩桂影团，香
深粟粟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
霞下广寒。’自是四方争传其本，岁接数
百，史氏由此昌焉。”
其实丹桂自古就有。唐朝名臣李德

裕在《平泉山居草木记》中，就写到自己
在洛阳城外的平泉别业中引种了“剡溪
之红桂”。不知为什么宋高宗会觉得这位
史本的丹桂特别稀奇。皇帝的喜爱在当
时引发了一股争相嫁接、引种史本家的

丹桂的时髦，他家也因此发了财。
丹桂其实也不止一种，从橙黄到橙

红到朱红，都可以叫丹桂。我也喜欢，一
直想种纯红的一株，但要种的花实在太
多，迄今还没有种过。

+二,

唐段成式在《酉阳
杂俎》一书中写道，“旧
言月中有桂、有蟾蜍，
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

丈，下有一人长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
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中
国人关于月中有吴刚斫桂的神话，在古
籍中最早只能追溯到此了。

这则记载过于简略，许多应该有的
细节都没有。比如说“月中有桂、有蟾

蜍”，这桂与蟾蜍究竟有何关系？
而吴刚“学仙有过”，跟谁学仙？所
犯何过？又被谁谪令伐树？不过，
月亮从盈满到亏缺，再从亏缺到
盈满，这样的循环不已，在古人

看来，它象征了长生不死，不，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的生命循环吧。
那么，为何偏偏选中桂树呢？我想，

这大概跟桂花是常绿树（在古人看来，常
绿这本身就跟长生有关），而且又在月亮
最大、最圆的季节开花有关吧。挺然竖立
的常绿的桂树，是不死的阳性原则。
至于蟾蜍，则是阴性原则的象征。蟾

蜍在冬天于土中掘洞冬眠。这时的蟾蜍
不吃不动，看上去是死了，可是到了春天
万物复苏的时候，它又从地下爬了出来。
大地，古人认为属阴。所以，蟾蜍对他们
来说，就象征着不死的阴性原则吧。
关于月中有桂花树的神话，还给了政

治上虽然昏庸，但艺术上颇有创意的陈
后主一些造园方面的奇思妙想。后唐冯
贽所作的《南部烟花记》中写道，“陈主为
张丽华造桂宫于光昭殿后，作圆门如月，
障以水晶，后庭设素粉罘罳。庭中空洞无
他物，惟植一株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
丽华恒驯一白兔，时独步于中，谓之月
宫。”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 ./01234呢？

非奢侈品
! ! ! !你不屑听吗？因为
是卡尔·伯纳克博士对
波士顿音乐学院入院新
生的演讲？
听听吧，你听他讲

了奥地利维埃5 梅西安
何以能在纳粹集中营里创作了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
作品之一《时间终结四重奏》；他讲了“&·66”当晚，人们
聚集在各个消防队门前悲愤高歌《我们一定会胜利》；
他讲了奥列弗·斯通特意采用塞缪尔·巴伯的《弦乐的
慢板》为电影《野战排》配音，借其巨力去撞击人们心灵
深处的隐痛……
注意了，下面的话是一记重锤，敲得我脑袋訇然作

响：
“音乐不是奢侈品，不是钱包鼓起时的消费品，音

乐不是消遣不是娱乐，音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是
让人活得有意义的方式之一。”
我们不正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

品只是钱包鼓起时的奢侈品吗？而消费目的更不是为
了活得有意义，仅仅是为满足消费得起奢侈品而洋洋
自得的虚荣心！正是这一看似无足轻重的认识偏差，
不，不是偏差是颠倒，酿造了、并还在酿造着多种社会
隐患。

被改名后的欣喜
尹学尧

! ! ! !本人这个名字是我的外公

根据辈分和生辰八字起的#使

用至今从未改过$ 但不久前却

被他人改了一回$

日前接到湖北武汉特别关

注杂志社寄来今年第九期杂志#颇

感意外$我从未与其有过任何联系#

怎么会突然给我寄杂志# 难道他们

是在广泛地寄宣传品吗%

打开杂志# 从目录上看到一篇

&座位折射美式平等'文章#摘自辽

沈晚报#作者为尹学亮$翻看后终于

明白# 这是摘登了我在美国短暂工

作时亲身经历写的&座位'一稿$ 这

个 小 文 章 发 表 在

!""# 年 $ 月 %% 日新

民晚报夜光杯版上$

稿件刊发后有若干杂

志( 报纸和网站摘用

过#但从未有任何一家杂志(报纸或

网站与我有过任何联系# 哪怕是近

在上海#更谈不上寄报纸或杂志了$

尽管被改了名# 看到自己的稿

子能受到其他杂志的厚爱摘用#心

中也就释然了$没想到的是#过了几

天# 又收到该杂志寄来的 &'元稿

费#更是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稿件

已是转摘自其他报纸# 且弄错了名

字# 但编辑却能准确无误地将杂志

和稿费寄到我手上# 想必他们也是

费了一番心思的$

从报纸和杂志来说#尊重读者

和作者是天经地义的$ 但有些报纸

和杂志却缺少对作者起码的

尊重#稿件见了报#有的不给

作者寄样报#有的给作者寄稿

费常延宕数月#甚至不给作者

稿费$ 这些都是侵害作者权益

的行为$

我国已经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知识产权法'$ 虽然知识产权立法起

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政府还在不断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现在是信

息社会# 新闻海量多且传播速度快#

但我们决不能以此忽略对作者的尊

重$ 一张报纸或一本杂志要办得好#

既要有广泛的读者#也要有一批热心

的作者$报社或杂志社尊重作者的劳

动# 不仅是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

重#也是对法律的尊重啊$

有感于此#对特别关注杂志社#

心中顿时充满了敬意$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戴逸如文并图

戴英獒

风靡神州

（三字围棋术语）
昨日谜面：流行病亟须隔
离（四字网球术语）
谜底：一发得分
（注：发，发病） 南

方
酱
核
桃

苑
丛
梅

! ! ! !记得在北京读书时，学院里有一大
片核桃林，我们在核桃树下读书、跳舞、
聚会，真是诗情画意。每年 &7%8月间，核
桃树果实累累，而我们却纷纷回家度暑
假，终未亲眼目睹核桃瓜熟蒂落的样子。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里讲到的“核
桃酪”，与南方酱核桃的做法大相
径庭，“核桃酪”的味道我不得而
知，但我敢肯定，酱核桃的确不失
为一种美味。
我最喜欢吃姨妈的儿子谭二

哥做的酱核桃。在姨妈家，我喝着
茶，吃着酱核桃，听大人们摆龙门
阵，感觉犹在天堂。
谭二哥本人也是一个有趣的

人。从石绵调回成都后，谭二哥总
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做做木工，
制作家具，装修房子，亲自做酱肉
和卤菜。在他看来，凡是商店里卖的，他
都可以自己做，并乐此不疲。有一年春
节，谭二哥邀请我们到他的小家做客。吃
过丰盛的晚宴，他用自己做的豆瓣酱为
我们做烧烤，我乘机向他打听如何做酱
核桃。谭二哥说：原来还在石绵大山里
时，山中产核桃，一个人寂寥无事，就利
用当地特产学做酱核桃。呆的时间长了，
手艺也精进了。
实行双休日后，空闲的时间让人猝

不及防，如何打发长长的假期成为一个

令人头痛的话题。我不由得想起了小时
候，寂静的下午，看着谭二哥做酱核桃的
情景。
于是，星期日早早地起床，独自散步

到青石桥杂货铺称一斤干核桃仁，买一
块红糖，边走边在脑子里琢磨着做酱核

桃的每个细节。回家点燃煤气炉
放上铁锅烧上油，按照谭二哥的
粗略说法，开始动手。刚开始做
时，为了避免浪费，尽量压缩成
本，多动脑筋及时总结经验，力争
用最少的钱，做出最美味的酱核
桃。这样尝试了多次，我也摸索出
一些窍门：如何掌握油温火候，如
何熬糖不焦等。刚出炉的酱核桃
黄澄澄，油香扑鼻，没有谭二哥做
的那般甜腻，自认为比商店里卖
的还香，而且便宜得多。成功了！

我也有了一样绝活儿！
有人从杭州回来送给我一袋野核桃

仁，味道咸甜酥脆，另有香料的异香。仔
细看包装说明，其做法较酱核桃更为讲
究。野核桃的美味如同余音绕梁，三日不
绝，令我念念不忘，在双休日里，我开始
琢磨尝试核桃的新做法。
远去的青春犹如核桃

树下的狂欢，热闹而多彩；
渐近的中年犹如做酱核桃
的闲情，自在而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