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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初冬，龙华东路 !""

号，南园。
我绕过颇具岭南风情

的弧形屏风墙及透空木廊
棚架，来到艺术广场。有五
六个老年人拉着京胡，敞
着嗓子在唱京戏，恰是海
港中马洪亮退休今又重来
的那段唱词，听得我如痴如
醉。亦真亦幻中，四
十八年前初到此地
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当初，这儿是

越江隧道的工地，
代 号 为 “#$% 工
程”，意即 &'($年
第一号战备工程。
试想，在波涛滚滚
的黄浦江底要开出
一条公路，这是何
等艰难，何等伟大。
我高中毕业分配，来这儿
报到的时候，是怎样兴奋
与自豪啊。那时，地处龙华
路 (()号，左边主要有金
属压延厂，直面一条大道，
前行约五十米右转，进入
隧道工地区域了，警卫森
严，无任何标识，对外联系
为 *)*(+&信箱。
如今，这儿是南园滨

江绿地。曲径通幽，可到亭

台水榭休憩；天桥凌空，拾
级而上，能直达黄浦江畔。
但见大江东去，上有卢浦大
桥的雄姿英发，江底下就是
车流滚滚的打浦路隧道。江
水一阵阵拍打着堤岸，发出
哗哗声响，似向胸口涌来。

毕竟四十八年过去
了，我不能将今日南园的

景致与当年工地的
分布（吊车汽车队、
水泵空压机房、电
焊金工间、图书医
务室等）一一对应，
依稀记得食堂兼会
场靠近小南湖，涂
料车间的行车轨道
位于南园会馆的附
近，& 号、, 号工作
井分处于南园的两
端。,号工作井紧

邻浦西江边，- 号工作井
建在浦东的上钢三厂内；
盾构从 ,号井钻进，长距
离推进后，精准地从 -号
井预留孔钻出，横贯黄浦
江的隧道就此形成了。隧
道为圆形，直径 %)米，由
!片钢筋混凝土的砌块（%
片重几吨）拼装组成一环，
每环厚 ')厘米，块与块及
环与环之间由涂料粘结，
并用锰钢螺丝拧紧相连，
仅 %根弧形纵向螺丝杆就
有 % 米多长几十斤重，%
个螺帽重约 $斤，工人们
靠大锤与扳手完成拼装任
务，汗水几度渗透工作服，
有的就干脆光着膀子。每
班有 ,名女生，负责盾构
与电动车辆，巾帼不让须
眉。井下工作 (小时一班，
四个作业班 ,* 小时不停
顿运作，全年无休，大年夜
照样上班，记得大年初一，
大雪纷飞，同事们照样单

衣单裤，嘻笑打闹着奔下
,号工作井。
上海土质以含水软土

居多，搞隧道，苏联专家称
之为“豆腐里打洞”。施工
确实很困难，尤其是在江
中段，流沙源源不断涌进，
万一江底塌陷，江水倒灌，
后果不堪设想。对流沙层
脱排水，但前方变
得坚硬如铁，盾构
推不动。盾构的 %

个液压装置，具
,)) 吨推力，一小
股渗漏油能瞬间把维修工
的手掌击穿，足见威力惊
人；而这样的液压装置，盾
构一圈布有 *)个，如此巨
大的推力居然推不动，僵
持着，而盾构正在慢慢沉
降，测量队一次又一次地
报数据，听得大家心都揪

起来了。后来，群策群力，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隧道
工作面的大气压强；工人
们手握铁铲挖掘直径 %)

米竖立面的泥土流沙，减
轻盾构推进的阻力；高压
水冲刷，大功率泵抽吸泥
浆；继续压浆，通过高压，
将高标号的水泥浆压注入

砌块间隙和环体外
周以保护隧道等
等。度过那紧张的
日日夜夜，盾构终
于停止下沉，抬头，

缓缓上行了，隧道里一片
欢呼声……如今，人们在
过隧道的时候，会发觉公
路有一段特别低，坡度特
别大，有谁知道，这儿曾发
生过多么惊险的一幕。为
此，周总理在陪同西哈努
克亲王及夫人参观越江隧
道时，对于建设者们给予
很高的评价。
恢复高考，我上大学，

从此离开了隧道公司。一
晃几十年过去了。初冬季
节，郁金香还没开，她的花
语是爱、荣誉、永恒。我想，
在原来的隧道工地种上郁
金香是合适的。隧道建设
者有退伍军人、农民工、青
年学生、科研人员，作为具
体个人，也许，显得平凡不
起眼，但作为一支队伍，这
是个了不起的特别能战斗
的集体，他们是爱与荣誉
的代表。待春暖时节，我还
将到南园来，几万株象征
爱、荣誉、永恒的郁金香盛
开，那是多么壮丽的情景。

强扭的!瓜"

千里生

! ! ! !俗语“强扭的瓜不甜”，是比喻
条件不成熟而勉强去做，往往不会
有满意的结果。凡事顺其自然，瓜熟
蒂落，才是最舒服最惬意的结果；反
之，必是摧残，痛苦不堪。
譬如公司年会。某些大公司办

年会，沿袭着喝酒、表演节目、做游
戏等等一贯的套路。许多员工被喝
大量的酒、被表演出丑的节目、被做
低级庸俗的游戏。他们为了不扫大
家的兴，被强扭着，苦不堪言。

譬如同学聚会。几十年不曾联
系的同学被“挖”出来了，通知如命
令：老同学们想念你，要看看你，不得
找借口请假！其实，那么多年之前，他
们都在干嘛呢？想念，原来可以如此
即兴和任性啊！同学时，许多人一学
期也说不到几句话，时过境迁的几十
年后，情谊会剧增吗？事实是，并不是
所有人都喜欢热闹，都渴望参加同学
聚会。他们如瓜般被强扭着，摆到众

人面前，接受着大家想念之后的审
阅。至于“瓜”本身甜不甜，是何感受，
则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
譬如微信朋友圈。微信刚出来

的时候，大家都时髦而开心地你加
我加地入这个圈那个圈，引
为同道，发帖、转载、点赞等
等不亦乐乎。时间久了，有
一天忽然发现，所谓同道
者，其实还是心怀各胎的，
而且沽名钓誉者多。这其中，有认真
真诚者，亦有虚伪游戏者；有乐在其
中者，亦有不胜其烦者。他们时而为
点不点赞纠结，时而为回不回复、如
何回复劳神，其间或又可生出一些
“羡慕嫉妒恨”之类的小情绪来。

近日，我去参加某沙龙聚会，该
沙龙建有读书微信朋友圈，加入者
近百人。其间，听到某活跃分子要求
大家：一、发帖一定要围绕读书两
字；二、圈内人士不能老是潜水不发
声；三、有人发了帖子，大家不要沉
默不语，要活跃气氛，点个赞也行，
说明你看过了，切忌回帖内容与主
题无关……等等。言者振振，听者默
默。微信朋友圈，本该各随各意，方

能各得其乐，如此强扭，兴致
该荡去一半了吧。

放眼望，生活中，我们何
尝不是一只只可怜的“瓜”，
总时不时地被人或被自己扭

来扭去，不能任性自在生长，不能自
在瓜熟蒂落。有时，我不免会想，一
个人如何才能逃离被强扭的命运
呢？是不是从一开始，我们自己的这
颗种子就种错了地方？或者，我们自
己的这颗种子本身就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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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抽烟的时候
施伟兴

! ! ! !我的烟龄少算也有三
十几年，套用如今的一句
时髦话，算是资深烟民了。
想当年，沏一壶茶，点一支
烟，望着窗外旖旎的景色，
思绪随着袅绕的轻烟渐行
渐远，似乎是一种感官上
的享受。我烟瘾不算很大，
三天两包左右。可是一旦
坐在电脑椅上构思敲打键
盘，那烟是一根接着一根，
满屋子乌烟瘴气。妻子规
劝我少抽点，我
却置若罔闻，依
然吞云吐雾不
止。妻子深受其
害，索性回娘家
“避难”。一个人的日子里，
抽烟更加放肆随性。原本
我是在书房或者厨房间抽
烟，敞开着窗户或打开抽
油烟机，如今走到哪个房
间就抽到哪个房间。
一个周末我抽着“中

华”构思文章，听见有敲房
门的声音，我以为妻子回
家，就将半支香烟
放在烟缸上开门，
却是抄表员上门抄
水表。她捂着嘴一
脸尴尬，咳嗽着匆
匆抄完表，临走时说，你家
里烟味太重，应该开窗通
风，这样对你和家人的身
体有益处。我当时还怪她
多管闲事，破坏了我的创
作心情，烟抽到天黑也没
有敲打出几百个字。可是
到了晚上，抄表员的话始
终在我脑子里萦绕。那时
候，公共场所禁烟的集结
号已隐约可闻，他人的指

责让我警醒：我是一个警
察，难道不该自觉拿出行
动去遵守执行法规？
翌日清晨，我赶到丈

母娘家接妻子回家，明确
表示即日起戒烟。妻子一
脸惊诧，根本不相信。她是
医务工作者，深知戒烟之
难，反倒劝我慢慢来，先抽
好点的烟，少抽一点，循序
渐进再戒断。然而我坚信
自己的毅力。当天下班回

家，我与妻子坐在沙发上
一起看电视，零距离对跌
宕起伏的剧情交流看法。
妻子看着我，脸上露出久
违的微笑说，破天荒闻不
到你身上凝聚飘散出来的
烟味，就连谈恋爱时也没
奢望过，这种味道比吃山
珍海味还要好，真的比送

我金银首饰还要珍
贵，我们又能一起
依偎携手散步了。

妻子的一番真
情流露，让我深受震

动，备感自责内疚。朋友们，
妻子、家人能对你吸烟行为
默默接受、忍受、承受，那是
爱莫能助的无奈和对你的
爱；反过来，你对旁人的“毒
化”，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
精神和身体的伤害！
戒烟了。想起抽烟的

时候，每天在办公室里你
来我往一支接着一支，久
而久之连天花板也被熏得

泛起一层层暗黄，可想而
知同在一间办公室吸游烟
的同事深受其害的程度有
多大多深，只是碍于情面
当面不说而已。初来乍到
的年轻后生当然更是敢怒
不敢言，只能纷纷借口躲
遁。有次离开办公室又折
返时，目睹不吸烟的同事
捂着嘴踏进办公室，第一
个动作就是赶紧打开窗
户，让徐徐清风驱散残存

的烟味，嘴里嘀
咕连连。可那时
的自己为什么会
毫不留情，在开
着空调的办公室

自顾自地“过瘾”呢？而今
想来，真是后悔莫及。

说白了，吸烟与不吸
烟就是一念之差。朋友曾
问我，你吸了三十几年的
尼古丁，怎么说不吸了就
不吸了，难道一丁点也没
有念想？我直言不讳地回
答，我多次在寂寞、烦恼和
孤独的时候泛起烟瘾，就
是用鼻子嗅一下烟叶，也
感觉是一种寻来的幸福。
但就在意志徘徊之际，我
会想起自己对他人曾经的
伤害，随即果断掐灭重燃
的念头。

如今戒烟已近四年，
好处不胜枚举，遗憾的是
我却从一个“伤害”者变成
了一个受害者———每当晨
走时与吸烟者擦肩而过，
闻到眩晕的烟味；走进办
公室刚入座，嗅到积淀的
刺喉烟气；如厕更是扑面
而来一股弥漫的浓烟味
……男人的世界，难道就
是烟味的世界？不想还俗，
就意味着得随俗？
欣喜下个月起就将执

行控烟条例。一个没有烟
味的世界，才是一个更加
进步文明的社会，因为它
让我们懂得：他人的幸福，
才是我的幸福，才是我们
的幸福。
共同享受远离烟味的

日子吧！

七夕会

旅 游

我们忘了缅甸还有海
闫 松

! ! ! !缅甸有崇山、密林、佛塔、寺
院，但我们忘了，这里还有大海。

缅甸濒临印度洋，南拥安
达曼海，西靠孟加拉湾，海岸线
长 %'-)公里，占国境线总长三
分之一。那里的许多海滩至今
尚未开发，仍保持原始生态，幽长
绵延的迷人海滩实属亚洲的绝佳
景观。到缅甸，怎能不去看海？

告别“万塔之城”，从蒲甘
飞往若开邦的丹兑，那里有遗
世独立的纳帕里海滩。

说来有趣，穿行于缅甸内
陆的飞机大多仍是螺旋桨飞
机，而且机票没有座位号，先上
先得，随便坐。蒲甘航空的老式
英国螺旋桨飞机飞得低而平缓，
让我彻底打消了飞行的恐惧。一
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丹兑。

刚刚还在颓废辉煌的蒲
甘，此刻置
身清新苍翠

的丹兑，仿佛来到另外一个国
度。稻田、水牛、吊楼、蜿蜒颠簸
的土路、散落四周的村舍，处处
提醒我这里仍是一个前现代社
会。忽然，高大的椰林映入眼
帘，紧接着，海滩。被太阳反射
的粼粼波光从密布的椰树间跳
跃闪现。蓝色的大海、白色的浪
花，这就是纳帕里海
滩了。

酒店是这里唯
一现代化的建筑，据
说，附近民居到了夜
间都会断电。大堂摆放着许多
各国文字的杂志书籍，还有意
大利文原版小说，想来，这里也
经常有意大利游客出没吧。

纳帕里海滩说起来还真与
意大利有些渊源。多年前，有个
意大利游客来到这里，蔚蓝的
大海让他想起了家乡纳波里
（./0123，即那不勒斯），于是，当

地人也就将这里的海滩取名纳
帕里（.4/0/23），与纳波里谐音。

在旅游业尚不发达的缅
甸，大部分海滩还处于“戒严”
状态。全球只有缅甸还保存着
没有开发的海滩（政府禁止开
放），纳帕里海滩是缅甸为数不
多允许旅游的海滩。也因此，纳

帕里海滩少了别国海滩的拥挤
和喧嚣，有的只是宁静、安逸，
脱离世俗的繁杂，遗世而独立。

纳帕里海滩沙砾细腻温
柔，沙滩以极缓的坡度隐入大
海，以致游泳的人在海水中漫
步几十米，水面才刚刚没过半
身。正午的海水清澈温暖，泡在
水里像躺在温暖的浴缸。天空

果然是意大利那种明媚撩人的
蓝，海滩旁有当地人奔驰着骏
马招引客人驰骋，来自德国和
法国的游客安静地晒着日光
浴，真有点地中海的情调。

一对老夫妇从我身旁走
过，七十上下，操着意大利语。
哈，果然 56/23/71（意语：意大利

人）。我便也用半生
不熟的意语和他们
闲扯几句。男的叫保
罗，女的叫玛利亚，
他们来自博洛尼亚。

保罗夫妇周游世界，此前刚刚
游历了柬埔寨和老挝，他们甚
至还去过北京。真正的旅行家。

入夜，酒店篝火熊熊，远处
渔火点点。海面被黑暗淹没，只
听到阵阵涛声。抬头仰望，繁星
满天，这是只有南非比勒陀利
亚才能与之媲美的壮阔星空。
倘若你是一个星座爱好者，只

需勾画
几 笔 ，
北半球的星座便尽收眼底。

一夜无梦，清晨的海是祖
母绿，风中带着凉意。出海了。
英俊的导游“绵绵”带着我们浮
潜、海钓、逛渔村，中午在一个
与世隔绝的小岛午餐。那岛只
一户人家，吃着船夫钓上来的
烤鱼，配着啤酒和新鲜的椰子，
别提有多惬意。傍晚回到酒店，
就在海滩旁的小店吃海鲜，四
人一共只花费 ''元人民币。感
谢缅甸，彼时就在邻国的泰国，
那里有多少同胞在拥挤的海滩
吃着代价不菲的餐食，我不禁
羡慕起自己来。

次日在机场，又碰到了保
罗夫妇，他们飞往曼德勒，我们
飞往仰光。临别前，我对保罗夫
妇说：“旅途愉快，我在纳帕里
看到了‘意大利的海’。”

左拉!娜娜" 名著插画 张定华

暖 冯备节

! ! ! !当母鸭领着一群小鸭
摇摇摆摆地穿越马路的时
候，一旁行驶的汽车都不
急不躁地在那里耐心等

待，连警察也是那么亲切；
当孩子拿着未完的功课低头交给老师的时候，老

师却蹲下身子摸摸孩子的头微笑着说：“没事，如果多
了，咱们减掉一些，如果不会，那好办！我来教你”；
当家人为了心理的安慰，恳请医生给行将离去的

亲人吊点营养补剂的时候，医生却摇摇头认真地说：
“他的肾脏快要衰竭，打营养针他会受不了的。”

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都在体温之上，这个世界一定
是温暖的。

本命年那抹!红"

孙如湄

! ! ! !那年岁末，
因为来年正逢我
的本命年，女儿
特意为我选购了
一套精致的红颜
色的内衣。后来又逢外孙女的本命年，大大咧咧的女儿
却没有为孩子买红内衣，外孙女也说：“阿婆，不用的
呀。”然而我总觉得还是应该为孩子做点什么。我忽然
想起了抽屉里的一包红颜色的玻璃珠子，那是产自捷
克的蚁珠，大小如芝麻，一颗颗浑然滚圆、通红晶亮十
分可爱。我戴上花镜穿针引线，用一条细细的尼龙线，
把红色蚁珠一颗颗串起来，串成一挂双环套的手串。那
天，当我把这红珠子手串戴到外孙女手腕上时，她惊喜
地赞道，真漂亮，太好看了！孩子的一句“阿婆，谢谢您”
让我感到无限欣慰，心也仿佛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
细想想，这本命年的一抹“红”真的是很吉祥，很温

馨，也很美。就像立夏给孩子胸前挂个带彩络的咸鸭
蛋，端午节为孩子额头上用雄黄酒写个“王”字，本命年

穿红挂红也是为亲人祈求平安和幸福的
心愿表达。许多风俗，经历了多少年多少
代，保持至今，是文化的沉淀，也体现了
文明的传承。它传递的是感情，是对未来
的美好期盼，难道，不该传承下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