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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匹红马
马尚龙

! ! ! !常常有人问起，到了马年越发这样
了：你生肖属马？姓马怎么就属马了呢？
因为马这个生肖讨人喜欢，所以马这一
个姓，在马年也多了些乐趣，常常是被朋
友当做辞旧迎新的“吉祥物”。尤其是今
年流行“马上体”，诸如“马上有钱”、“马
上有房”、“马上有对象”，我的名字中恰
恰有“马上”的谐音，
甚至还可以“马上
弄”，我这一匹老马，
也真是一直被朋友们
“马上”着，既是被友
善地当做新年的茶品，也是一再被祝福：
马年你这一匹红马，真是红。
别误会，红马不是我，只是我拥有的

一幅画“红马”（见左图），著名油画家王
达麟的作品。以前也见过不少画中马，风
格迥异，色彩不同。从一个完全外行的角
度看，我以为，马和画家之间需要有、也
必须有一种灵性上的互动，因为
马是最传神的动物，最有审美价
值，马的线条，眼神，静态，奔跑，
从小马驹到骏马，乃至老骥伏
枥，实在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喜
欢画中马，不是一朝一夕，且不需要理
由，尤其是对一个姓马的人来说。但是
当我看到这一匹红马的时候，真是“啊
哟”一声。肯定不是我的少见，因为一旁
的杨柏伟也同样“啊哟”了一声，两个人
瞬间都“弹眼落睛”。如果说红鬃马红的
仅仅是鬃毛，那么，这就是一匹红马。在
《新民晚报》大小的卡纸上，这匹红马顶
天立地，温顺而威武，肌肉筋骨凸显，因
为是通体红色，马的灵性更加张扬。油
画家在卡纸上作画，是用什么颜料？什
么画笔？更让我惊奇，用的是红墨水和
钢笔，还有极少的辅助颜料。

王达麟画马有点偶然。他是油画家，
!"#$年，著名的香港艺倡画廊为上海画
家举行大型联展，在入选的七名油画家
中便有王达麟。十多年前，他在甘南草
原第一次骑马，草原骑马的感觉是心旷
神怡的，于是他几次去内蒙古草原细观
马的神与形，直至在德国的一个牧场，

几匹黑骏马在山坡
上自由奔驰，那天，
雪片飘在灰色的天空
中悠悠散散，那一刹
那，王达麟说他的心

与马一样兴奋，同轻柔雪片形成强烈反
差。马的内在和外在的一切完美，开始刻
入他的画面之中。
似乎有点心血来潮。确实，艺术创造

力的火花总是伴随心血奔涌，但是来自
心的血当是来自经历了很多年的心的
路。就像这一匹红马，或许是马年将

至，或许是午后的一个奇想，或
许是草原之歌从路边飘过，王达
麟就用钢笔，红墨水，画了一匹
红马，效果竟出乎他自己的意
料，圈内人士更是兴趣强烈。据

说王达麟 %月份要在香港办一个画展，
其中就有多幅红马，其中有一幅红马，
还长了一双翅膀。可以想象香港人对红
马的喜爱程度。
红马是吉祥的，是充满活力的，是厚

道与彪悍相济的，也是极其动人的，集
结了马的神话与朴实。我也是突然想
起，在上一个马年时，社会上风靡过一
个吉祥物，马背上停了一只苍蝇，意为
马上赢，回想起来，这个吉祥物求的不
是吉祥，尽是功利和迷财，实在是一点
美感都没有，也很对不起马。红马让我
看到了马的单纯而充满想象。

真如蜡梅凝寒香
杨忠明

! ! ! !看到这个标题，也许有人要问，有没
有搞错，到真如只有白切羊肉、红烧羊肉
面、铜川路海鲜，哪来什么蜡梅花呀？笔
者捻花一笑，来真如是有蜡梅花看的，上
海普陀区穿过真如古镇走近大渡河路有
个“真如公园”，占地近四十亩，上世纪八
十年代我看着它从一片荒芜的农田挖湖
堆土移植奇花异草，灌木翠竹，旧称“真
北林带”……现在此地，春之桃、夏之榴、
秋之菊，冬之梅，一年四季鲜花吐蕊。斑
鸠、八哥、画眉鸟穿越树
梢林间草丛四处觅食，
鸣声上下，野趣无限。
年近腊月底的一个

下午，我抛笔偷闲来此
冬游，呵呵！和煦阳光下，数不清的蜡梅
树丛高高低低，曲曲直直，蕾发繁密，花
色深深浅浅，迎风微微颤动，还有磬口初
吐，抖出阵阵寒香，暗香浮动，英英艳艳，
触目横斜千万朵，每一口呼吸，都
会给你带来沁人心脾的馨香，林
下小湖边一群白鹅向你游来，曲
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
波，田园景色如画入诗。晨曦里、
晚霞中，你可以尽情深深地吸上一口含
氧十足的新鲜空气，免费享受一大片蜡
梅林给你带来一年一度沐浴在花香如蜜
的喜悦里。来到这里，你可以忘却这个冬
天层层阴霾给你带来短暂的不快，把你
的肺“刷新”一下，完完全全地洗涤一清。
老上海清供妙品，蜡梅、水仙、天竹，

红、黄、绿、白，春节献瑞呈祥。蜡梅花如
黄蜡，人称蜡梅。因开花腊月，故又称“腊
梅”。蜡梅以磬口、素心最具欣赏价值，花
虽盛开亦半含。蜡梅花与兰花一样，花朵
含红色色素者香气不及素心者，花瓣圆
者为上，尖者稍次。蜡梅宜远闻，不宜近
嗅，腊月迎春，于书斋中寻得旧瓶一件，
聊插两枝，清芬盈室，大有逸致。
旧籍记，“蜡梅花味甘、微苦，采花炸

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其实，蜡梅花
是一道解热生津的花
卉美食，可以煮粥、炖
豆腐、烧鱼汤。但是，
蜡梅花的果实不是
“青梅”，红褐色长形

种子真像蟑螂子，其貌不扬，古称“土巴
豆”，有毒，切不可误食！
蜡梅原产于秦岭、武当山一带。湖北

神农架存在大批野生蜡梅林。河南省鄢
陵县有个刘庄村，家家植蜡梅，享
有“刘家龙梅冠天下”之誉。诗云：
“枝横碧玉天然瘦，恋破黄金分外
香。”从前文人墨客以瑞雪赏蜡梅
为人生雅事。真如公园引种和繁

植了腊梅科八个种的腊梅，蓄养腊梅 &'

余种，这里有一种亮叶蜡梅产自湖北宜
昌，又称山蜡梅，花开 "到 !!月，它的叶
子揉碎后嗅之，清香扑鼻，有一股山野的
馨香，奇哉！还有一种夏天开红花的美国
蜡梅，花色红艳如莲花状且有香气，更是
难得一见之佳物。

前世今生老厂房
张靖欣

! ! ! !近日，(')*长三角文创产业金
鼎奖“发榜”，细细研读这份榜单，不
难发现其中获奖的创意园区几乎无
一例外是从老厂房脱胎换骨而来，
每座老厂房的背后都有鲜为人知的
故事，这些老厂房承载着城市的历
史记忆，由此华丽转身的创意园则
延续着城市的文脉，老厂房的前世
今生折射出的正是时代的变迁。

坐落于龙华路上的 (&$$创意
大院可谓沪上文创园区中历史最为
悠久的老厂房，其最早的前身是李
鸿章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江南枪炮
局，也是第一家中国工业院所在地，
有“中国西洋艺术摇篮”之誉，为中
国现代工业设计的发源地。一个半
世纪以来的沧海桑田，至今仍完整
地保留着 "栋古董级花园洋房，并
完好地保存着青砖、红柱、飞檐、翘
甍的古典建筑元素符号。
另一个老厂房变身时尚地标的

经典是位于杨树浦路黄浦江边的上
海国际时尚中心，由曾设计上海大
剧院的法国夏邦杰建筑设计机构担
任概念设计，外墙为清水红砖，既保
留了上世纪 (+年代老上海工业文
明的历史年轮，又融入了当代时尚
的审美元素。其前身系 !"((年日商

在沪开办的裕丰纺绩株式会社裕丰
纱厂，新中国建立后则为上海第十
七棉纺总厂。这座有近 !''年历史
的保护建筑，记录了上海纺织乃至
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和转型，是历史
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这个
饱经沧桑的工厂像西班牙巴塞罗
那和德国杜塞多夫老厂房改造成
新区一样，穿越过去，直达未来。

整旧如旧的老厂房，经过 !'年
来的开发改造，成为文化创意产业
的集聚地，具有鲜明的主题性。徐汇
区的文定生活创意园过去是一家冷
拉型钢厂，如今海内外大牌家具业
的设计师、生产商、经销商云集于
此，成为一个国际高端品牌、时尚家
居的采购中心。而位于长阳路上的
上海国际设计交流中心，由上海针
织厂蜕变而来，时下成为编织创意
城市“设计之都”中国梦的时尚设计
的“梦之园”。地处新天地商圈内的
,&'陶瓷文化产业园，构筑起一座
大隐都市的陶艺平台，自 ('-!年
!' 月创办以来，大力传承陶瓷艺
术，还发展出绘画与瓷器亲密接触
的海上瓷韵，拥有
市中心独一无二的
烧制陶瓷的辰窑，
营造出独一无二的
创意园区新体验。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揭晓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 ! ! !自去年 $月份开始的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活动，受到广大读者、作者
的关注与支持。在历时 .

个多月的时间里，本刊陆
续刊登院士、领导干部、作
家、艺术家、教师、营业员
与清洁工等撰写的征文
/-篇。征文结合个人的经
历从不同视角铺设徐家汇
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展
现徐家汇多彩、深厚的历
史文化积淀，讴歌徐家汇
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
绽放徐家汇的精神文化异
彩，感受徐家汇的城市魅
力。这次征文生动展示了
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长
河，奏响祖国改革开放的
一曲深情礼赞。

根据来稿的实际情
况，经过评选，此次征文

评奖结果如下：
特等奖（-篇）：《忽如

一夜春风来》（作者：张正
奎）

一等奖（-篇）：《我愿
意为你一辈子》（作者：蔡
传秀）

二等奖（(篇）：《四百
年后在徐家汇相聚》（作
者：宋浩杰）

《十年一觉徐汇梦》
（作者：萧丁）

三等奖（*篇）：《藏书
楼的记忆》（作者：葛昆元）

《我在徐家汇写电视
剧》（作者：王丽萍）
《出生记》（作者：潘嘉

毅）
本次征文到此结束，

近期，本刊发表的征文将
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结
集出版并向获奖者颁奖。

新春"三愿#

吕震邦

! ! ! !一元复始! 万象更

新"笔者有新春#三愿$!

一吐为快%

&一愿$今年老百姓

的&幸福感$再创新高%

据 &新华网$ 报道'(!"#$中国家庭幸福感调查)

称!#超过三分之二的被调查家庭感觉幸福*有 %$&%'(

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的人群大多数家庭幸福" 这表明

在中国人眼中!身边的大多数家庭都幸福"$回忆以往!

曾经在某个时期说过&形势大好$!其实那时是&虚胖$!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形势大好$" 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

上!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势大好$"

&二愿$人民的好干部越来越多"

随着各项规章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问责制度的相

继推行!各级干部普遍确立了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思

想%他们谨慎小心!勤勤恳恳地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再

加上#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高压态势+零容忍态度$的

惩治腐败风的进一步深入!有人叹曰#为官不易$%有此

一叹!并非坏事!倒是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对国家的

前途更充满信心!人民真是有幸了%

#三愿$创造更多#宜居$的优良环境%

加大治理环境污染的力度! 想方设法优化人们的

生活环境!最大限度地保障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已成

燃眉之急%让人欣喜的是!我们的党与政府!已高度注

意到这个与老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的问题!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法规!包括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有的

地方还立下了治理环境污染的#军令状$!起到#法悬

人惧$的警示!操作的可行性极大!效

果的明显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们一

定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现中

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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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年新春来临，市场
一派繁荣景象，行人笑逐
颜开，手拿红色春联，黄色
腊梅，白色银柳，探亲访友
大拜年，浓浓的年味扑面
而来，构成一幅欢乐的岁
供图。
说起过年，我印象最

深是 -"0/年春节。那时，
我才十三岁，学校正放寒
假，人们刚刚走出三年困
难时期的阴影，适
逢佳节来临，因此，
大家心情愉快，气
氛热闹。

步入冬季，大
人们就忙碌起来，
家庭主妇取出珍藏
的肉票、鱼票等票
证，深更半夜，呼醒
全家人到菜场排队
采购。买来的年货，绝对不
舍得全部吃完，而是加工
成便于贮藏的腌制品，用
于改善平时伙食。虽说腌
制品加工方法大同小异，
无非是咸鸭、风鸡、皮蛋、
酱油肉等，但是，食品最能
体现移民城市五方杂处的
风味，那些挂在竹竿上的
腌制产品，可谓花色多样，
形态各异，什么本帮咸肉，
苏北风鸡，杭州酱鸭，太湖
鱼干，广东香肠，宁波酱油
肉……虽然数量不多，但
都挂在弄堂里，也形成一
道新春饮食风景线。
粮食店发通知，过年

每人分配供应一斤糯米。
主妇们赶快买来浸泡在腊
月里的清水里。三天后，借
只石磨，就能加工成水磨
糯米粉。谁家有石磨很吃
香，到处有人来借。我家邻

居的石磨，被人借去半月
之久，下落不明。他只得耐
心地寻找，最后，在南京西
路一家陌生人家里找到
了。邻居哈哈大笑：“真没
想到，没有脚的磨盘能走
七八条横马路。”

宁波阿娘制作了汤
圆，让每位邻居尝一只，大
家都说很正宗。阿娘把秘
诀告诉过我：“阿拉宁波人

把汤圆称为‘浆板
汤果’，关键在于做
工考究，馅料采用
上等板油，仔细扯
净网油后，用绵白
糖腌制十天以上。
黑芝麻拣去杂质，
淘洗晾干后，下锅
翻炒，要注意掌握
火候，炒香后，放在

石臼里擂碎，然后与腌制
好的白糖猪油捏在一起。
汤圆煮熟后，还要加上桂
花甜酒酿（即浆板）和白
糖，只有如此用心，才能称
为宁波浆板汤果。”
即将过年，走街串巷

做生意的小贩多了起来，
他们操着各地方言招徕顾
客，叫卖声此起彼落，煞是
热闹。我从小就能分辨各
地方言：弹棉花胎的温州
人，翻丝棉衣服的湖州人，
卖霉干菜的绍兴人，卖咸
货的宁波人，卖小钵头甜
酒酿的崇明人。最受欢迎
的是上门裁缝，虽然请裁
缝代价不菲，除了每天供
应三餐好茶好饭，还要付
十元现钞，不过裁缝手脚
麻利，一天能做好几件衣
服，非常合算，所以，深受
大家欢迎。

临近年关，家家户户
大扫除。大人们忙得不亦
乐乎，小孩也不闲着，帮助
家长把杂货送到废品回收
站去。有位家长承诺小孩：
“卖脱废品，我买什锦糖给
侬吃。”谁知孩子从小寄养
在乡下，不知道什锦糖为
何物？他腼腆地回
答：“十斤糖（什锦
糖）太多了，我只要
一斤糖就可以了。”
从此，这个老实的
小孩有了绰号“什锦糖”。
大年卅夜，灶披间里

顶热闹。吃过中饭，邻居们
就为晚上那顿年夜饭忙碌
开了。那一年，我在妈妈的
指导下，学会了在煤球炉
上做蛋饺。吃过年夜饭，不
少人家取出平时不舍得吃
的黄豆、蚕豆、山芋干、香
瓜子等干货，炒熟后，给上
门拜年的亲朋好友当零
食。有人给我父亲带来一
把烟叶，他兴致勃勃要我
配合加工，先把烟叶蒸软，
然后切细，再加上甘油和

香料翻炒，顿时灶披间里
飘起了一丝丝好闻的香甜
味……

大年初一，我早早吃
了午饭，就到大世界游乐场
看戏。新春佳节，节目丰富，
眼看华灯初上，我才依依不
舍离开游乐场，心想，晚点

回家没关系，今天
过年呀。踏进弄堂，
发现不少小伙伴已
经开始白相了，有
人刮豆腐格子，有

人扯铃，有人滚铁圈，有人
点兔子灯……回家后，父
母果然没责怪我，妈妈递
上一碗热气腾腾年糕汤，
笑容可掬地说了一句令我
难忘的好口彩：“新年吃年
糕，读书成绩好……”

贾树森
击鼓传花声声催

（行业名）
昨日谜面：画地为牢

（四字公交用语）
谜底：站立禁区

攀援的人生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 ! ! 人生是攀越的过
程，走不过这片大坂，
就翻不过这座山，那
么，也只能对向往的美
景，心生哀叹。

心里横亘着的山，
有时最难攀援。愈纠结，这山还愈见高险。但没有攀越
不了的心山。给自己足够的坚定。
攀越途中，总不乏艰难，都渴望借助某种神力。然

而，期待总是期待。真正的外援，是你不断茁壮的信念。
当你早已说得足够多了，山还是那座山，那你应该

沉默了，咬紧牙关，去攀越那座山。
不要留恋眼前的山峰了，它已经迷蒙了你的眼睛，

缠住了你步伐的前行。有些山峰的奇丽，也许因此被疏
忽和置若罔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