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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晚就是平安夜，学校竟然不放假！铃声响起，眼
见得鄙人站上讲台开始口若悬河，毫无休课放人之怜
悯之心，众人的嘴巴皆翘得老高。未讲几句，!君捧着
个硕大的纸箱冲进教室：“再回宿舍您这课我就迟大到
了，唯有从速递站直接过来了，您老见谅！”箱子摆定、
匆匆落座，我知伊那颗心早已飞出了课堂。
课间休息时分，众人一律掏出手机落实各项安排。

突然间，后排女生齐齐尖叫：“!，你这幸
福的女人！”原来 !君那宝箱中居然藏
着一大束粉色氢气球，伊人打开纸箱的
一刹那，心形气球冲上了天花板。伴随着
声声欢呼与惊叹，圣诞节的浪漫气息瞬
间充满了教室，浓得化不开矣。
这样小清新电影似的场景在大学中

最流行，即便是理工科学霸也会放下书
本挖空心思，向青春致敬。于是乎，某知
名快递在学校专设了接收站，圣诞新年、
情人七夕、双 ""双 "#，传统的舶来的人造的各类节
日，令小广场上的包裹每时每刻都堆得如小山一般。

每次路过，鄙人都会想起一位母亲提出的问题：
“每月拨伊几许零用钿合适哉？”此问令鄙人思索良久，
以至于在之后与家长们的沟通中都不忘转问一遍。晚
报上曾有报道，称“读大学，月消费 $%%元是底线。”就
鄙人观察，众生的伙食钿给了外卖公司，压岁钿给了苹
果公司，零用钿给了淘宝公司，因而家长口中给出的答
案往往是此底线的好几倍。听闻在某次民意调查中，一
些家长认同需要每月为孩子们谈恋爱拨备费用，大学
毕业、工作敲定后便能谈婚论嫁，人生大事次第解决岂
不爽快，唯如此一来，零用钿的大幅加码是不言而喻
了。
所幸堂下诸位会用也会赚、会享受也会辛苦，课余

帮人拍个视频整个网页，每次收入都是 &位数起计，但
这能赚的好些人，爷娘的零用钿却是照收不误。一追
问，原来是攒起来去存了余额宝，对曰：“私房钱以后恋
爱旅行留学何处用不到？”乖乖！此等运筹帷幄、决胜千
里之韬略，当年之鄙人真乃难以望其项背也。

乐在玩味对联中
费 平

! ! ! !“千蛇狂舞瑞献去'万马奔腾降福
来”。这是 (%)&年春节来临前笔者制作
的对联之一。几十年来，每逢过年，我就
会沉湎于对联的创作中，尽情地玩味，乐
在其中。
在我国传统文体中，对联是颇具特

色的一种样式。因多在农历春节张贴，故
也叫春联；又有悬于楹柱
上的，又称为楹联。以前
住棚户区夏天乘凉时，常
听老人讲故事，其中有许
多对联的掌故和传说。我
知道“史上第一副春联源自五代时后蜀
高祖孟昶所撰‘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
春’”，出处就是“棚户老人”，而不是以后
我喜看的书籍。

我为汉语言这一独特的文
学样式所陶醉，也逐步懂得了对
联讲究“平仄谐调、对仗工整”。
外出旅游时，常抄写亭台楼阁之
对联，平日里也剪贴报纸所刊的
对联，渐渐地，我开始学作对联。
改革开放之初，除夕之夜常和伙伴

通宵制作对联。记得我创作的第一副对
联是“国富家旺'人和年丰”。以后社区、
企业、报刊等征集对联，我都积极参与。
"**+年参加杨浦区迎春春联比赛获得
了一等奖；(%%,年获得上海市民首届楹
联创作大赛“金鸡奖”。 这副“金鸡联”
为：辞旧岁 人寿物丰玉猴行天舞棒颂千

家吉庆生瑞气；迎新年 国泰民安金鸡耀
地引吭歌万户春晖纳祥光。
随着对联创作与日俱增，我也积累

了诸多经验：如可不惟严密的“平仄”格
律所束缚，上下联尾有仄平即可，但对仗
必须工整；而且，对一些传统、现成的联
句可活学活用、推陈出新。奥运会、神七

宇航员太空行走，我将
两事“联袂”成“零八奥
运金牌圆华夏腾飞梦'神
七太空行走铸航天成就
魂”的对联。迎接 (%)%

年世博会时，我则创作了“玉兰绽放香醉
六路宾客'海宝起舞笑迎八方友人”。

对联创作中有时碰到数字难题，我
会用掌握的知识进行弥补。如改革开放

三十周年，“三十”必定对应其他
两个数字，而大事件中只有国庆
六十周年，但“十”与“十”不能
对，所以我巧妙用“卅”代表三
十，而“秩”代表十年，这样，一副

“爆竹声声，声声吉语颂卅年改革开放'

烟花闪闪，闪闪祥光庆六秩祖国寿辰”的
对联就制作成了。

(%)&年是甲午马年，我特作一副
对联送给《新民晚报》的读者：
一元复始金蛇辞岁国运无疆旭日升

晖盈正气晚报同铸中国梦，
万象更新玉马迎春民生有幸群芳吐

艳播东风读者共享惠民福。

! ! ! ! ! !刘茂业
杨戬动粗

（《水浒传》人物别称）
昨日谜面：宝岛拓荒

者（台湾地名二）
谜底：台中、垦丁（注：

丁，人）

!公众开放日"多多益善
公 差

!"#$ 年 # 月 #

日!元旦!是南京市党

政机关大院首个 "公

众开放日#$今后 #月

#日%%月 #日%#& 月

#日均为"公众开放日&#!市委书记%市

长%宣传部长等机关干部!作为志愿者!

在门口迎接观众!送上新年祝福!并随同

讲解!$&&名参观者备感浓浓暖意'

南京建城始于春秋时代(二千多前!

孙权建国立都!之后!陆续有东晋%南朝

$宋%齐%梁%陈&%隋%南唐%明朝前期%太

平天国和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

于是又有 "十朝都会)%"江南佳

丽地)%"金陵帝王州)之称( 南京

市机关大院则是民国时期政府

考试院旧址!有 "花园官署)之

誉!!&&# 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可是这样历史文化遗存!别说公众!

连我这个地方机关干部!未退休前!多次

上省城开会办事!也只见她"藏在深闺人

未识)!未能一睹芳容(如今!市委书记说

得好* 这里是南京山水城林特色的高度

浓缩!也见证了南京兴衰和变化!希望更

多的人来了解南京!了解政府工作(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地

方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文物保护单位!

长期以来作为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

团体和事业单位办公

地!高墙森严!乃公众

禁地! 对于普通百姓

来说!其环境之优美%

历史文化之丰厚!只

是一亇"传奇)(而作为现代文明社会!一

切历史文化遗存%文物保护单位!乃至列

入世界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历史文化名

录%自然风光!均应视作公共资源!理应

回归公众( 在国际上!历史文化遗存%文

物保护单位以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和著

名自然风光对公众开放!早已是"国际惯

例)( 如今!南京市党政机关"公

众开放日)!在全国开了先河!带

了个好头(

笔者觉得!开放这些历史文

化遗存%文物保护单位!有利于

唤醒公众对历史文化的记忆和感情!促

进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有利于

丰富公众历史文化知识和提高精神文

明!提升地方品位和人文精神,有利于提

升公众对地方历史文化特征和精神的认

知! 推动社会新发展, 也有利于密切机

关%干部和民众的关系(

继南京市党政机关大院首个 -公众

开放日)之后!愿这样的"公众开放日)在

各地逐步推行!直到蔚然成风!成为"中

国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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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甲午年到了!又过年了.按中国人几千年传

承下来的习俗! 大年三十合家团圆吃顿好饭是

必须的!欢欢喜喜地辞旧岁!象征着来年的好运

气好时光(记得小时候盼望过大年!因为那时除

了可以取得一个小红包! 还可以吃到一顿丰盛

的年夜饭!只有这一餐是允许小孩子喝点酒的!

两口暖暖的黄酒落肚!小脸是红喷喷的!又是白

斩鸡!又吃红烧肉!嘴巴里油光光的( 旧时穷人

多!过了年初!新年就算过去了!小菜也就消灭

干净!民谣中唱道*-拜年拜到年初十!只剩下猪

尾巴( )而如今!市场上副食品的供应实在太丰

富了!咸肉+鸡+鱼多得愁坏了家庭主妇们!而各

家各户小两口上班!老两口做不动!这顿年夜饭

怎么烧/ 于是多数家庭把目光瞄准了各大饭店

订餐!不须忙上忙下!又不须洗刷收拾!对啊!前

一阵各大饭店预订年夜饭的电话铃声真是络绎

不绝!打不进去啊(

在这里不由想起凭票供应时期的那顿年夜

饭!真是惊心动魄!又非常好笑( 那一次我突发

奇想*何不请了岳父母+兄弟姐妹同来过年!图

个团圆热闹( 于是我们动用了全部春节供应的

票证!早几天排队买齐了小菜!算来大人小孩有

十三个人! 不料临时大妹家来了二位农村亲戚

还有二位怀抱的宝宝!当然很欢迎!也一起来我

家(万般无奈!只能动员五个大点的小孩坐到楼

下的小桌子上( 我们原来十平方的房间要坐十

几位客人是非常拥挤的! 一时床上堆满了客人

的棉衣+围巾和帽子( -宴会)开始了!我站着招

呼大家喝酒吃菜!忙得如同乐队的指挥!妻子则

在灶间烧菜!然后又当传菜员往上端菜(形势十

分严峻!谁也不能怠慢啊!特别是二位老人!更

是要格外殷勤(好不容易上了酒酿圆子!我终于

舒了一口气!战斗结束了(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小女儿在楼下带头-造反)了!因为小菜已

经被大人们吃光!无奈给孩子们炒了点蛋炒饭!

如此招待小客人! 使她大不高兴! 而新年新岁

的!又不好骂她!只能每人发了一个苹果!又讲

了些好话!总算反怒为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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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年冬日，我们参访
团的成员上午游览日月
潭，下午参观阿里山，入夜
被热情的东道主安排在嘉
义市东轩园餐厅晚餐。台
湾的小吃大菜的美味自不
必说，然而令我有
额外收获的却是有
机会感受别有风味
的台湾“尾牙宴”，
以及感受素不相识
的台湾同胞对大陆
同胞的一片盛情。

那天，东道主
在东轩园餐厅设宴
为我们接风。不喜
饮酒的我，喝了两
盅台湾玉山 ,%度高
粱白酒，就有些晕
晕然起来，竟不知
身在何处了。突然隔壁包
房飘来丝竹袅袅之声。我
不禁离开宴席，循声来到
隔壁探寻。
刚进门，就被两个妙

龄女作为贵宾，引到大厅
正中的贵宾席上。尽管我
百般辩解，她们哪里肯听？
只管将我按在一个空位
上。一个“外来者”却被当
作贵宾，还被两个热情的
女郎一左一右夹持着，好
生尴尬。当着满屋子的人，
怕被人误会又不敢动弹，
我心里不禁暗暗焦急。正
冒汗间，定睛一看，会标上
赫然写着“袜业同仁尾牙
宴”几个金色大字，原来这
里正在举行我曾经在书上
看到过的“尾牙宴”。这时，
就见刚才那两个女郎对着
主持者耳语一番，主持者
立即宣告全场，邻市同行
业嘉宾已到，晚宴正式开

始！
此时我方才意识到自

己是被误认了。尽管我再
三说明，我是大陆参访团
的，并非是贵宾，但在气氛
热烈的宴会上，我的声音

简直就像蚊子一样
低微，有谁理会？既
是贵宾，竟然还有专
人服侍我，为我斟
酒、夹菜。早已酒足
饭饱的我，只好硬撑
着享受从来没有体
验过的台湾“尾牙
宴”了。
直到那位“真正

的贵宾”的出现，我
的真面目才被确认。
但是，热情的台湾同
胞还是没有放过我

的意思。热情的“同仁们”
说，你既然来了，就是有
缘，就是我们的贵宾，与我
们一起快乐吧。直到此刻，
也没有同伴来找我，也没
有手机呼我，我估摸我们
那头也正热烈着呢。于是
我就“既来之则安之”，和
原本素不相识的同胞们一
起“热烈”起来。
我应邀唱了《我的祖

国》《松花江上》两首歌。放
歌余音未完，全场掌声雷
动，喝彩的、鼓掌的，“再来
一个”的呼声不绝于耳。正
不知所措间，我接到了由
方才“引我入门”
迎宾小姐（现在成
为发奖小姐了）送
上的两盒 “伴手
礼”凤梨酥。
主持者“趁热打铁”，

又提出要我介绍上海世博
会的盛况，当我讲到世博
会开幕式的精彩，讲到“大
客流”的盛况，讲到“中国
馆”的神奇，讲到“台湾馆”
的魅力，台上台下又响起
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为了
表示感谢，我将随身携带
的“世博会”纪念章送给了
主持者，台下不少同胞的
眼中都露出羡慕的神色。
我不仅暗自责怪自己没有
多带几枚，可以满足更多

台湾同胞的“世博情结”。
此时，意外又一次出

现了：主持先生说，谁能够
准确地说出上海世博会开
幕和闭幕的日期，这枚纪
念章就归谁！我发现，台下
立即举起了森林般的双

手。最后主持者
“判定”第一个完
全答对的一位中
年女士是幸运者。
此时，“袜业同仁”

的尾牙宴，达到了高潮。同
胞们为第一次将“世博元
素”融入尾牙盛典而兴奋
不已，我也因此成为大家
问长问短的焦点。正在热
闹的当儿，我的手机响起，
同伴们召唤我归队了。尾
牙宴的“同仁们”依依不舍
地将我送到宴厅门口，依
依惜别。
又到了农历年末的岁

尾了，祝台胞们的“尾牙
宴”热热闹闹，甲午马年大
吉大利！

环保鞭炮 郝延鹏

今夜的花儿
李成琳

! ! ! !周末，从书店里“苏醒”出来的时候，已是华灯初
上。捧着张冠中的《纸年轮》和王安忆的《心灵世界》，
在薄暮的抒情色调里，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很好的
感觉，想笑。

静悄悄地往前走，驱逐了平日里的匆匆忙忙，心
很澄澈。道上车不多，来来往
往的行人似乎也都神闲气定。
抬眼看见马路对面有一篮花
儿，被一个红衣少年提着，一
边走一边向路人兜售。仿佛是
紫色的花儿，恍若有馥郁的芬芳悄然袭来。我站住了，
但我过不去，唯一的通道是百米外的天桥。那红衣少
年正往一岔道上走，待我绕过去，他定已去得无影无
踪。便站在道旁目送那些花儿渐渐远去。

走到车站，候车的人好多，想来是好久没有车来
了。也不急，就站在一边。

来了一辆车，怨声连连的候车人一拥而上。充充
实实的一辆车，一溜烟开走了。我挤不上，也不想挤。
等等，会有车来。我发现我的等候里有一丝隐隐的期
盼，盼的什么，并不清楚。

这时候，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个红色的身影，欢快
的身影，摇着空落落的篮
子，但怀里还捧着一束花-

我迎上前去，仿佛与
那花儿有约。
从红衣少年手中捧过

花儿来，发现确乎是紫色
的波斯菊，是美丽而伤感
的花儿，是我今夜想要的
花儿。
车还没来。捧着书，拥

着花，我静静地等待。

韩伍 图文

黄鱼粽子甲天下
孙香我

! ! ! !板桥诗曰“扬州自古风流地”，皇帝也心动，康熙和
乾隆就都曾六下扬州。陈灨一《睇向斋谈往》里有一则
《高宗轶事》，说的是乾隆皇帝在扬州的事：“清高宗（弘
历）南巡至广陵，一日对近侍曰：‘朕尝闻廿四桥之黄鱼
与粽子甲于天下，尔辈出外见之否？’近侍奏曰：‘满街

都是矣。’上微笑。翌日，御
膳房以红烧黄鱼、火腿粽子
进，上食之美，但一思内侍
之误会，又忍俊不禁。盖所
谓黄鱼与粽子者，乃妇人之

天足与缠足也。”乾隆要的是色，端上来的是食，大大
方方下旨得了，谁让你扭扭捏捏打哑谜，活该。
我们扬州人包的粽子，果真就叫“小脚粽子”，就如

从前女人的小脚，波波俏俏的。记得几十年前全家下
放苏北农村，端午节妈妈包粽子，引得农妇们啧啧称
奇，怎么像女人的小脚啊- 当年乾隆“食之美”的，也一
定是“小脚粽子”，怕又要让这位风流皇上想入非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