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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朋友家装修后的卫生间时不时地飘
出异味，装修公司经理亲自到场，说是坑
道出了问题。经理为求证找来第三方专
业公司，经权威鉴定也说与装修无关。一
邻居闻讯察看后立即点出毛病所在，装
修工依指点移动“位置”，异味果然不再。
专家、权威本是各界精英，尊重权威

或领导也是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化
共识。业界精英或领导以其正气、睿智、
担当，成为社会价值坐标，人们为拥有他
们而自豪并敬重。然而，现今不少权威有
“权”无“威”、某些领导“领”而“导”难之
状，人们从怀疑到不尊不重已绝非仅有。

某报曾刊一则故事：某单位招聘节目主持人已
到 ! 争 " 阶段 #一个研究生，一个本科生。因实力相
当，$位评委 %比 %对峙，这时沉默许久的权威教授发
话了。他说某次在小镇看演出，一个傻子捧着塑料花
跑上台向独唱女歌手献花，引起哄堂大笑。女歌手不
知所措，这时主持人上台接过塑料花说：“谢谢这位
朋友，谢谢这位朋友！”傻子听到夸奖很得意地跑下
台。没想到不一会儿傻子又上去献花，观众的哄笑让
傻子在台上手舞足蹈。主持人又上台对观众说：“这
是真正的铁杆粉丝，他将给歌手很大的鼓励！”并拥
抱着傻子耳语了一番，傻子乐呵呵地跑下台。演出继
续，直至结束……

权威教授说，这个主持人就是“本科生”。这个故
事立即让取舍尘埃落定。
评判标准可以多元化，但必须客观、统一、公正，它

既不能背离人们最期望的“公平”与“公开”，更要顺应
人们价值追求中的善良心愿。教授述事也许很真实，他
“力挺”的理由也充分。只是可惜了那
位“落选者”，他也许会永远解不开这
个谜，究竟是学历高害的，还是细节上
有失误？其实，他太无辜了。教授因为
“舞台事件”认识了“本科生”，而“研究
生”则无缘，哪怕他曾经在汶川地震现场中指挥过千军
万马，在奥运会或世博会某个重大演出中屡次救场，只
是因为他没缘让“德高望重”的权威撞见，掌握不了“话
语权”而败下阵。再则，他也很冤！舞台上出现“意外”，
主持人肯定是排除“万难”的角色。“本科生”纵然临场
表现不差，但并没有彻底“搞定”傻子，因为，可以发生
傻子上台献花一次，但是绝对不该有第二次。同一地方
犯两次错，能是“智者”或合格的“主持人”？为此，权威
是“无知发飙”，还是“有知雷人”不得而知。
无视人们天然需求、践踏公平而失却尊重也不少

见。某职员抱怨说，我只专心工作，我的业绩还成为上
司不断升职砝码。我一直以为干活、干好活是我的事，
奖励、升职“头头”会考虑的，可惜单位里一些人临退休
了连按部就班的机会都没有啊！是的，某些头头无视
属下基本且合理需求，哪怕举手之劳，但属下甚至一
辈子都得不到应有评价；有的则随心所欲，或会用“拉
出来”“溜溜”，但“按图索骥”只“拉一匹”来走走程序。
这样的精英或权威对上往往唯命是从，对下则霸气十
足，风平浪静时成绩显著，一旦风吹草动即惊慌失措，
说不好话干不好事，如此何来尊重？难怪令人感叹！

一枚有故事的!缅茄"印章
马国平

! ! ! !这是一枚稀奇古怪的印章。乍看之
下，就是一颗琵琶核粘着一块硬木，琵
琶核是印身，硬木磨平刻字成为印面。
好像是刻意为之，又好像浑然天成。这
枚印章是那么不起眼，丢在地上恐怕也
无人问津，但拿在手上却不由得让人细
细把玩，再三思量。此印高约 !&'厘米，
椭圆形的印面上刻着两个疏朗圆润的隶
书“开垒”两个字，高约 "&'厘米，宽约 "

厘米；如琵琶核的印身上细细刻着“身
道”两个字，后一个字一时还难以辨认。
确实，这枚印

章是已故老报人、
作家徐开垒先生的
遗物。徐先生曾经
在自己的藏书和书
法小品上偶尔盖过这个印。但是，这枚印
章到底是何物刻成，由何人所赠，刻印者
“身道”为何方人士，一直无法查证清楚。

近日，一封魏绍昌在 "$(%年 %月
")日致徐开垒的信函解开了谜
底。魏绍昌先生乃名噪一时的海
上名流，在近代、现代以至当代
文学资料研究方面独擅胜场。他
交友广阔，与文学、电影、戏剧、
美术、新闻、出版及体育等方面名人名
角都有往来。魏绍昌乐于以生肖为纽带
开展联谊活动，"$$"年重阳节，魏先生
组织徐开垒、蒋孔阳、濮之珍、唐振常、白
沉、秦怡等同属狗的文化界人士，在上海
电视台《今夜星光灿烂》节目聚首，被誉
为“七狗庆重阳”。

魏、徐两人早年就有酬酢应和，在
“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开始书信往来，走
动拜访，再相赠一些文玩雅物也在情理
之中了。"$(%年，魏先生得友人从广东寄
来几颗“缅茄”，请当时风华正茂的青年篆
刻家陈身道刻印赠送给徐开垒，顺带着
他还在信中热心地推介了陈身道一番。
缅茄，是一种稀有的热带果实，原产

地在缅甸。它形同茄子，干后坚硬如木，
成熟的缅茄子，分上下两截，上截是金黄
的种柄，俗称蜡头，质地坚韧；下截是核

仁，圆滑褐黑。在广东
高州有一棵种植于明
代的缅茄树，流传着
一个凄美动人的故
事，因此成为当地的

一大景观。缅茄可以雕刻山水人物做成工
艺品，过去都用于出口赚取外汇，一般人
很难看到。现在看来，缅茄也不是什么稀
罕之物，据说它可以给主人带来幸运和长

命富贵，历来为收藏家所珍爱。
刻印者陈身道先生早已是

上海著名的篆刻家# 尤以鸟虫篆
独树一帜，为西泠印社社员，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理事。不知道陈先生

是否还记得年轻时曾经刻过这样一枚印
章，或者还留有这枚印章的印拓。
记忆有时会模糊和断裂，但由于某

种不期然的东西，使得记忆变得清晰
和连续起来。魏绍昌、徐开垒、陈身道，
三个人连起来，就是这枚“缅茄”印章
的故事。

宝宝的托儿所
戴文妍

! ! ! !宝宝快 $个月时，他的爸妈
准备将他送托儿所，一则顾惜我
们太劳累，再则也想让孩子早点
融入另一种语言氛围。
澳洲政府希望年轻父母出来

工作，鼓励他们将孩子送幼儿园，
就有许多优惠政策。进幼托不管
是公立还是私立，都能得到政府
的帮助，给予 '*+的补贴。如果
家庭收入低于政府设定的底线，
还可以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先将
托费打 ,折或 (折后，再补贴你
'*+。

宝宝的托儿所在墨尔本，一
幢童话般粉紫色的房子，一些涂
着五颜六色的大石块，依次从房
前铺排到路口。园里接受孩子的
方式很灵活，有出生不足两个月
就来送托的，有一周只送两天三
天不等的。入托时间从早六点到
晚六点，为的是照顾不同家长的
需要。

吾等喂养孩子之第一要务，
即唯恐孩子不吃，到哪里都能见
到追着孩子喂食的。老外则不，他
们以为，孩子不吃，不可勉强，饿
了自然是要吃的。宝宝第一天去
托儿所，吃的是意大利面，番茄酱

的缤纷色彩，让宝宝一坐上儿童
餐椅，就显得很兴奋，一手拿勺，
一手抓面。之前，宝宝从没自己吃
过饭，还不会协调动作，勺子舀不
起面，手里倒是抓了两根，一小半
送到嘴里，一大半送到嘴外，倒腾
一阵，碗里的面大部分都散落了。
这里的老师鼓励孩子自己用餐，
像三四个月的
婴儿，就让他
们斜躺着，双
手捧奶瓶，自
己哺食。宝宝
碗里的面没了，老师见状，就给他
添上，如此故伎重演，这一天，宝
宝用了三碗面，吃成个大花脸。那
天我们去接宝宝，老师说了一通
英语，指指小书包，又竖起两只大
拇指，很高兴的样子。先生连猜带
蒙，大意明白：是夸宝宝吃得好
呢，老师还帮我们搓洗沾满汁水
的小汗衫。
宝宝的幼儿园，也算是个小

小联合国，每天进出，可见各色
人等。这里不设门卫，只是进第
二道门需揿出密码，方可入内。
宝宝 ")个月时，我们又去澳洲
接替外公外婆。下午去接宝宝，

走到第二道门，怎么也想不起原
来的密码，就在那里猜着揿，也不
对，有些急了，便隔着玻璃盼能有
人出来。这样探头探脑的样子，不
免令人感觉形迹可疑，正好有老
师走过，看似像负责的，门是打开
了，却不让我们接孩子。她们讲英
语，我们做手势，无法沟通。宝宝

原来的房间
我们还认得，
就指着方向
往里走。那位
老师紧跟着，

也是巧，宝宝从小托升中托了，
新老师又不认得我们。这时，宝
宝看见我们了，一边跑一边舞着
两只手，朝我们扑来。我们赶紧
向那位老师示意：看，这是我们
的孩子。宝宝见我们没有
立即抱他，急得哭起来。
我们赶紧抱起宝宝。那位
老师和宝宝的老师嘀咕
了几句，回头说，要看一下
我们的护照。这下麻烦了，我们没
将护照带在身边。她俩又商量后，
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让我们一
起去办公室，要电话和宝宝的爸
妈确认。打了一刻钟，才联系上

我家小儿。她们的脸上终于绽放出
笑容，一迭连声地说着：-.//0、-./!
/0。我们觉着给人家添麻烦了，也
欠着身，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宝宝的托儿所还有一些有趣

的事。宝宝生日那天，她们准备了
一个小蛋糕，为宝宝庆祝生日，拍
了照片；每次老师都会将宝宝的
作业装在纸袋里，带回家。我们第
一次见到宝宝的作业，是在一张
印着眼睛和嘴巴的纸上，宝宝将
鼻子粘在眼睛上；他们教室的墙
面和拉的彩带上，会挂着各种形
状的纸片，上面贴着宝宝们的照
片，十分可爱可亲。有一次，我们
在家里放音乐，只见宝宝立即放
下手中的玩具，站起来，在那里又
转圈又舞动手，我们就翻看宝宝

的家校联系册，果然他们
教了跳舞。年终的时候，幼
儿园给每位宝宝一个刻录
121，里面有宝宝一年的
成长足迹呢。

每天早晨，宝宝背上双肩包，
意气风发地奔赴他的托儿所。那
里给孩子们的，是有趣的游戏，是
自己动手的快乐，是健康的成长，
是自由放松的心灵。

荷包牡丹 赵春华

! ! ! ! 那夜的一场细
雨，清新了牡丹园里
各色牡丹的枝叶、花
瓣。之前，真还不知道
我们的近邻江苏浏河镇还有一个以牡
丹命名的节日。走近这个节日，目睹了
在绿树、湖河、庭院间遍布的各种各样
的牡丹花，心田里开满了雍容华贵的
缤纷花朵，也为一场暮春的雨催落了

多少落红而惋惜……
这是什么花呀？

几个摄影爱好者都
端着相机，拍摄这别

具一格、别有意韵的
花。知情者曰：此谓荷
包牡丹。
我也拿起相机，将

她拍了下来。

!调一调"应该不难
陈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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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室整洁我有责
任。”多么普通朴素的一句
话，然而它却深深地烙在
我的心上，多少年来挥之
不去。
少年宫一个教室由多

班按时段上课，一天结束
后，一般都由教师自己打
扫整理。小潘是最后一班
的学生，有一次下课后，他
发现我在扫地，就
毫不犹豫地说：“老
师，我来扫，教室整
洁我有责任。”那时
他仅是个小学一年
级的孩子，能主动
帮老师扫一次地已
经很不容易了，让
我感动的是，这一
扫就扫了七八年。
每周六下课后，他
都雷打不动地留下
来把地扫得干干净净，桌
椅理得整整齐齐，还把学
生砚台中未用完的墨汁倒
回瓶中以备继续使用。这
不但节约了墨汁，也防止
了因墨汁干涸在砚台里带
来的书写不便。教室里的
扫帚旧了，不好使了，他就
自己花钱买新的。为了保

持教室的整洁，他还在教
室里贴了一张倡议书，提
醒大家不要把矿泉水瓶
等杂物落在抽屉里，下课
后别忘了把写过的纸丢
在废纸箱里……他把这
种劳动作为自己成长生
活中的内容和方式。
小潘的表现，让我想

起了台湾以道德教育为本
的忠信工商学校，
他们的学生见到水
龙头在滴水随手关
紧；路遇废纸顺手
就拾；地上脏了不
管是不是轮到值日
马上就扫；教室里
灯泡坏了，自己买
来灯泡换上……他
们的观念是：凡事
我有责任。所以学
校的事大家都抢着

做争着干。他们的学校没
有勤杂工，没有保安，食堂
里甚至没有专职厨师，一
切的一切都由老师和学生
自己干。学生道德素质闻
名遐迩，毕业后单位抢着
要，供不应求。校长高震
东讲得好，如果大家都
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而
不是推出去，就没有什么
事情做不好的。我很欣赏
他的这种教育理念。孩子
读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
为国家服务，如果眼前的
一点小事你都不肯做，还
能指望你未来为国家服务
吗？如果你连身边的小责
任都不负，还能指望你将
来为国家负大责任吗？所
以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常常
表现在你如何对待身边的
小事上。
其实，小潘帮我扫地

并非偶然，他原本就是一
个乐于帮助别人有爱心

的孩子，同学毛笔坏了就
送上一支，纸张没了也无
私奉献，每年的压岁钱都
捐赠给市红十字会……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
默地、持之以恒地做好自
己身边的小事，尽到自己
的责任，他是一个有道德
修养的人。

袁先寿
斑衣戏娱慈萱

（三字上海口语）
昨日谜面：翻阅前页
（四字口语）
谜底：见上一面（注：

须读作“见3上一面”）

屋 后#外一首$

魏鸣放

! ! ! !无人的屋后。
抬头# 看一大片的

墙面，水滴着青苔，倒流
下青山绿水。墙缝之间，
草长，树小，一棵棵生成
黄山青松，向着风雨向着天界，宣示一种存在。屋后与
围墙之间，抬头看天，天空奇怪而高远；低头看地，一
道道阴沟流水，水盈汁满，静静不动。沟水清，沟水黑。
水中的蝌蚪，颤颤地游动，与干枯沟水竞走生命。
心虚着，总在别人屋后，寻找过去的童年。

篱 笆

在我们的都市，小弄堂口，铁道边上，建筑工地，还
有，篱笆围着的小小的天堂。竹篱低矮，疏密，直竖横
斜，空空地围上，绿的青菜，青的毛豆，黄的玉米。靠着墙
根的鸡窝里面，卧着红脸的母鸡，如太阳一般万年不动。
里面，还有，哗哗流出的一颗颗小鸡，如彩色绒球一般，
四散滚动。嫩黄的小鸡，钻入草丛，走进花下，将一棵棵
小小植物，顶起成一株株华盖，他们童话中的巨树。
抬眼，另一种太阳缓缓下落，夕照了都市的小小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