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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土培育百花香
尹文英

! ! ! !科学研究是我自幼梦寐以
求的终生追求，也是我最爱的工
作。说起来，我走上科学道路离
不开《科学画报》的启迪。

我的父亲尹赞勋是从事地
质古生物学研究的学者，是第一
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我不到 !岁时父亲就出国留学了，
母亲忙于大家庭中的事务无暇管
我，我的童年过得无拘无束。我 "

岁时，父亲回来过暑假，知道了我
还没有读书，非常担忧。当时在农
村，女孩子读不读书是无所谓的，
但父亲极力主张女孩子也应当和
男孩子一样接受教育。于是，我在
家乡上了私塾，每天跟着先生诵
读千字文、百家姓、古文、诗词。

!#$%年，父亲在法国里昂大
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到北平
地质调查所任职。过了一段时间，
他在北平（今北京）安顿下来，然
后把母亲和我接了过去。几经周
折，我插班进入小学读五年级。虽

然读私塾时我认识了不少字，打
下了坚实的中文功底，但数学、自
然等课程却从没有学过，所以功
课有些跟不上，我心里暗暗着急。
我的苦恼父亲都看在眼里，便给
我订了一份《科学画报》。

拿到《科学画报》后我不知
有多高兴，里
面的知识非
常丰富，而且
图文并茂，读
起来轻松又
有趣，我不知不觉间就掌握了许
多新知识。通过阅读《科学画
报》，我的科学素养逐步提高，渐
渐地学习数学等功课不再觉得
吃力了。《科学画报》开阔了我的
视野，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
的窗口，可以说她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我的人生。
《科学画报》创刊 &' 年来，

有许许多多科研工作者像我一
样从这份刊物中受益。当初创办

《科学画报》的是一批中国顶尖
的科学家。他们在勤奋钻研科学
技术的同时，怀着满腔热情向人
们特别是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理念。因为他们清楚地
认识到，国家的强盛必须以科技
进步作为支撑，而高素质的科技

人才是科技
进步的基石。
科普归根结
底就是在青
少年心中点

燃热爱科学的火种，为国家科技
进步培养充满活力的后备军，这
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各种重大的科学发现不断拓展
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各种新奇
的技术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实用性强的技术发明很容易引
起人们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
基础研究不能迅速带来多少经
济效益，也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较

远，因而经常受到不同程度的忽
视。实际上，基础研究对技术进
步、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现在所有的污染几乎都和
土壤有关：海洋污染大多来自陆
源污染，空气污染也有一部分原
因是土地受到污染后继而污染空
气，而土壤生物有监测、指示、缓
解和清洁污染的作用。土壤生物
的研究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也是环境科学发展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公民科学文化
素质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创新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公民素质建设
不仅限于学校教育，也需要社会
性科普作为有益的补充。《科学画
报》&' 年来的科普工作卓有成
效，希望她继续在科普园地深耕
细作，以一片沃土培育百花满园。

良知与裤子
鲍鹏山

! ! ! !鲁迅不喜欢明朝，一
句“无赖儿郎”说得我大呼
痛快———我也不喜欢明
朝，因为我以为明朝是秦
朝的借尸还魂，明清的政
治，骨子里全是法术势，并
由此造就了邪魅的世界和
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性。
但明朝有一个人我却

喜欢，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王守仁。喜欢他也还不是
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
他独特的思想方式。

我们来看看《传习录》
下阳明先生弟子陈九川记
录的这一则，看他何等活泼：
（陈九川）在虔，与于

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
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
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
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
人。”于中起不敢
当。先生曰：“此是尔
自家有的，如何要
推？”于中又曰：“不
敢。”先生曰：“众人
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
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
乃笑受。又论：“良知在人，
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
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
做贼，他还忸怩。”于中
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
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蔽
日，日何尝失了！”先生
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
见不及此。”

这段师徒四人对话，
谈的是很抽象的“人人都
有知耻良知”，这是阳明先
生的基本观点。而他硬要
学生承认自己原来是圣
人，学生推辞不得，只好笑
受，笑受之后，却又自家悟
出“如云蔽日，日何尝失”，
被老师赞为聪明。唉，一切
都那么感性，那么活
泼泼的。这样直指人
心的上课听讲，师生
往还，何等开心，又
是何等开悟，全不似
今日大学哲学教授高头讲
章，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还
自命学术规范，在壁垒森
严中和学生玩的，常常是
空城计。
硬要学生承认自己原

是圣人，倒也罢了，他还有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
事，硬要盗贼承认
自己有良知。对话
大概是这样的：盗
贼问：“您说人人都

有良知，您倒说说看，我们
这群盗贼也有吗？”阳明先
生肯定地回答：“有。”盗贼
说：“请证明给我们看。”阳
明先生说：“只要你们照我
说的去做，我就能证明给
你们看。”于是，王先生让
他们一层层脱掉外衣、内
衣，最后剩下一条内裤。阳
明先生说：“脱！”盗贼喊
道：“这个再不能脱！”阳明

先生笑着说：“你看，这就
是你们的知耻良知。”
这个“不脱裤子”的故

事真的很精彩。阳明先生
用一条不能脱下的裤子，
证明了人类的良知。但是，
此刻我突然想起明朝的另
一个人来，他与阳明先生
以及这些盗贼的选择不一

样，他是“脱裤子”的，而
且，因为他，明朝成了一个
“脱裤子”的朝代。

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发明了一种专

门对待士大夫的刑罚，叫
“廷杖”，什么叫廷杖呢？就
是打屁股。
他打屁股，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朝廷之上，当众打；
二是，脱下裤子，光腚打。
据明清史专家孟森先

生的说法，这是“明代特有
之酷政”。为什么是明代特
有呢？因为朱元璋特别下
三滥，却又特别有权术。
比如，为什么要打士

大夫？为什么不在专门的
行刑地打，而要在堂堂朝
廷之上，当着文武大臣的
面打？哪里不能打，一定要
打屁股？打屁股为什么一
定要脱了裤子？

有人说这是朱元璋心
理变态，也不能说不对。但
是这就太小看这个流氓皇
帝了。
其实，他要打的，不是

“士大夫”，而是“士大夫”
这个称谓前面的“士”，他
需要“大夫”为之役使，但
不能容忍“士”。因为“士”，

从孔孟以来，其天
命，乃是“志於道”
乃是“仁以为己
任”，而不是做皇帝
的家奴。他们读圣

贤书，所学的就是成仁取
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宗师仲尼，以道统约束政
统。朱元璋乃隔世嬴政，岂
能容下这些？于是始皇焚
书坑儒，太祖廷杖棒臀。他
曾经取消全国文庙祭祀孔
子，还发狠说要杀孟子，可
惜他不能穿越，于是，他就
杀孔孟的精神，你不是宣
称“士可杀不可辱”吗？我
就要折辱你们的士气，打
掉你们的良知，剥夺你们
的廉耻。我要打掉你们的
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
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
心，能无渣滓心。什么民贵

君轻，打！什么民为邦本，
打！什么人民可以反抗，
打！什么仁政，打！什么王
道，打！最后，血肉淋漓之
中，个个俯首帖耳，人人犬
马牛羊！“士”打掉了，剩下
的，是俯首帖耳的“大夫”，
“道”没有了，只有他的
“政”，从此，政统是人间绝
对权威，权势乃是非的最
后定夺！

王阳明碰到的强盗，
认为裤子是不能脱的。而
士大夫们碰到的朱元璋，
却认为裤子是一定要脱
的。这就是大盗和小盗的
区别吧。王阳明拘捕了不
脱裤子的小盗，却不得不
对朱元璋这样的脱裤子的
大盗三叩九拜，噫！《庄子·
盗跖》云：“小盗者拘，大盗
者为诸侯。”信乎！

王阳明用一条裤子，证
明，良知如同裤子，脱不得。

朱元璋用朝廷廷杖，
表明，良知如同裤子，非脱
掉你不可。

这段历史，说到底，就
是脱掉裤子的无耻。
权势的敌人，说到底，

就是人类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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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半个月亮》升上来，一出新戏又出台。
青年剧作家余青峰新编的现代黄梅戏《半个月

亮》，从一首甜美的民间情歌《送郞歌》，“唱”出了一个
有关战争思考、人性剖析的抗日故事，为黄梅戏艺苑中
增添了一朵奇葩。

看《半个月亮》，令我最为心动的是安庆市黄梅戏
艺术剧院青年演员王琴在戏中的三唱
《送郎歌》。尽管是同一支歌，但因戏剧
情境不同，王琴的演唱处理、情感和韵
味却各不相同、各尽其妙。

王琴是黄梅戏“新世纪五朵金花”
之一，是最近的第 (" 届“梅花奖”的获
奖者。她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富有韵律
感的表演和富有张力的唱腔，出色地塑
造了剧中莲花这一角色。
《半个月亮》剧情并不复杂，围绕着

面对日本军官“唱”和“不唱”《送郎歌》
的纠葛展开。看得出来，编剧刻意在
“唱”上下了许多功夫，唱词之优美，成
为《半个月亮》的大半个亮点。

黟县民歌《十送郞》被移用于黄梅戏《半个月亮》，
是编剧独具匠心的创造。

一唱《送郎歌》，是在送别她心爱的山哥哥返回新
四军时所唱。莲花深情地唱道：“今夜枕头两边暖，明夜
枕头哎，暖半边来冷半边……今夜月牙还眨眼，明夜月
儿哎，圆半边来缺半边……”

一唱《送郎歌》，既沉浸于一夜短暂的欢聚带给她
的甜蜜幸福之中，又担心山哥哥一去不回。这一曲《送
郎歌》，唱得两颗心合为一体，唱得一对情人难舍难分，
也听得全场观众如痴如醉。
后来，莲花和她的小姑岚儿被日本大佐渡边抓进

祠堂，逼她唱《送郎歌》，莲花坚决不从。岚儿对她说：
“嫂子！你能不能唱几句，小声唱，只唱给我一个人听？”
莲花于是低声吟唱《送郎歌》，但是只唱了第一段就唱
不下去，两人抱头痛哭。

二唱《送郎歌》，虽然唱词相同，但运腔却有不同，
亲昵中含有刚强，流畅中夹着哽咽，进一步表白了莲花
和岚儿同日本大佐抗争的决心。

三唱《送郎歌》，是在莲花得知山哥哥在同日军交
战时不幸遇难后，她悲痛欲绝，面对禽兽，她高唱“送郎

歌”，送别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心上人：
“送郎哎！送郎送到山巅巅，山花含笑
映满天。今夜山花红艳艳，明夜花儿
哎，霜半边来血半边。”

这段“送郎歌”，不仅唱出了忠贞
的爱情，更唱出了浩然的民族气节，唱
腔悲愤痛切而酣畅淋漓，以情控腔，凄
婉悲壮。她在演唱中夹杂了各种情绪，
既有对爱人的思恋，对他的牺牲的悲
哀，更有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国仇家
恨，尽情展现。有了这样富有震撼力、
穿透力的歌唱，人性升华，感天动地，
化作利剑，使渡边这个双手沾满鲜血
的侵略者失魂落魄，无地自容，揣着日
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切腹自杀。
对于一个戏曲演员来说，舞台是

心灵的归属，歌唱是情感的传送。三唱
《送郎歌》，以声传情，以情带声。王琴
的出生地和严凤英仅隔一座山，这里
的山和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黄梅
戏的才人。在严凤英离世 )'多年之
后，又出了一个王琴。严凤英唱腔朴实
圆润、吐字清晰、韵味醇厚的艺术血
脉，在王琴的表演中得到极好地传承。
走出剧场，王琴的甜美动人、富有

磁性的演唱，余音绕梁，袅袅不绝于
耳，给人以无尽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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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老人其实不会老，总在随着地
球转动健步走向未来；会老的是人间的
凡夫俗子，常感光阴似箭人生苦短，不
经意间就老之将至，感到记忆力衰退
了，如烟的往事很容易被忘记，更何况
隔代相传的陈年逸事？于是，忆旧怀古
的文字和影像作品，凡真实而又有可读
性的，就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

上海作家朱少伟独具慧眼，精心写
作的《老上海逸闻》，独辟蹊径地介绍我
们这座中国东南沿海迅速崛起的城市，
行文自然朴实，内容真实生动，并配有

近三百幅大都鲜为人见的照片，显得图文并茂，令人赏
心悦目。无论是“沪埠风物”，还是“申城珍档”，抑或“淞
滨履痕”，都对我们新老上海人，尤其是年轻人，具有吸
引力，会有悦读感。我怀着喜悦的心情，为这本富有特
色的新书面世鼓掌，向朱少伟致以由衷祝贺！
说到老上海，那是难以用一种形象来描绘、用一个

比喻来形容的。繁华的都市、革命的摇篮。冒险家的乐
园、穷苦人的地狱……美名、恶名都不少见，逸闻、传说
更是多多，怎么说似乎都似真似假、似是而非却又似曾
相识！如今的传媒，特别是电视剧，戏说历
史和历史人物的现象比比皆是，令人堪
忧。可喜的是，朱少伟怀着对历史的珍重
和尊敬的感情，摒弃道听途说，拒绝凭空
戏说，而是精心收集整理素材，勤于并善
于考证辨别，写成了这本真实可信而又可读性强的书！
朱少伟也是移民城市的移民，他祖籍浙江诸暨，生

于江苏常州，童年来到上海，在这里成长，很快融入其
中。他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精神，心领
神会，耳熟能详，业余写作出版了《风月无边：民国文人
侧影》等富有海派文化内涵的专著，受聘为上海大学海
派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业绩丰厚。

!本文为!老上海逸闻"序"

遐迩集
齐铁偕

!入夜"

入夜轻掸一砚埃#

细量画纸欲新裁$

久思未得人蹀躞#

抬头雏菊绮窗开$

!绿涟"

绿涟红蓼白蘋芽#

向晚饮茶在水家$

欲雨未雨难将息#

一畦稻香乱鸣蛙$

!风摇"

风摇雨碎落檐花#

竹户半开绿树遮$

早起读书人坐久#

倾心无那索杯茶$

!风停"

风停雨歇嫩新晴#

山色微茫白雾生$

峰转路回流水下#

林深多鸟只闻声$

!何须"

何须归访问来由#

飒飒金风四序周$

满眼丹枫红欲燃#

园林无菊不成秋$

!晓来"

晓来风起满庭萧#

出户四望叶叶凋$

磴道无人谁唱曲%

闲寻松子作柴烧$

淀山湖畔水上森林
曹伟明

! ! ! !淀山湖畔东南面的大莲湖湿地，是
一方引人注目的净土，那占地 %''多亩
的水上森林，整齐地排列着 *'''多棵的
池杉。那已生长了四十年的水杉树，都已
达到了近半米的树径，亭亭玉立、高耸入
云。它们春夏青翠，秋冬暮紫，成为淀山湖
畔一道风景。说起它们，还是颇有故事的。

上世纪四十年代，
南京中央大学的一批
林业教授和专家，在武
陵山下的河谷之中，发
现了喜生水边的水杉。
然后，分赠给重庆、成都、武汉、北京和广
州等地的植物园。在当地专家们运用播
种和扦插的技术，成功地让这种毫不娇
气、原本生长在北纬 $'度湿地、藏在深
山没人晓的嘉木，在众人面前露脸。这批
敬业的教授学者，不仅把采集的水杉种
子推广到全国各地，还先后邮寄给全世

界六大洲的五十余个国家，让水杉之树
在全球常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友谊之
情。而今，在美国与欧洲，经常可以遇到
这些来自中国的水杉树。尼克松访华与
周总理签订“上海公报”后，在选择赠送
给中国的礼物时煞费苦心，最后决定当
年由中国传入美国，有三十年生长史的水

杉树种———海岸红杉
（+,-. /01-221），那带
来“黎明的红杉”，富有外
交喻意，昭示着中美建
交后发展前景的美好。

水杉，如凤凰涅槃，烙上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基因，带上了美国人民的友情，重
生于淀山湖畔。它是有灵性和神性的，是
植物中的“嘉木”。如今，淀山湖畔正在营
造 (%世纪“慢生活的郊野公园”，成为市
民休闲的栖息之地。而这集聚 *'''多棵
水杉的水上森林，也形成上海地区罕见

的“水在树间流，树在水中
长”的湖畔奇观。淀山湖上
那成批的水鸟、野鸭、白鹭
等珍稀禽鸟，在水上森林
间定居休憩，那具有似水
柔情的湿地和似水年华
的森林的生态功能，不仅
成为了上海地区优质的
水源地，更是人们的旅游
胜地和梦想孵化之地。 书法 柳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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