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脉!秩序"

陈甬沪

! ! ! !发表于今年 !月 "#日夜光
杯的拙作《秩序》引来热议，令我
始料不及。认识的与不熟悉的文
友们罗列无序乱象有之，剖析成
因有之，革弊之策有之，小学同学
荣庭当晚 ""点许似乎还意犹未
尽，再发短信说，“深有同感。有些
‘产品’可能还不该完全市场化，
否则……在逐利性的经营中会荡
然无存。”此乃点睛之笔。试想，在
当今市场化的喧闹中，假如亚当·
史密斯的看不见之手真能解决一
切的话，那么，那个时代也没有凯
恩斯的立脚之地了……

这些天，我一直在感叹拙文
之稚嫩，不知何以回复文友们。今
年 !月 !!日晚报头版头条一下给
我灵感，《$%$个老旧小区变身“美
丽家园”》一文，讲述区委区政府
“补短板、破难题、解民忧&”一声令
下，围绕“安全、整洁、文明、有序”
目标，集全区之力开展的“美丽家
园”建设，打响了发令枪。这是篇

“颂歌性”报道，对这种看得见、摸
得着的“歌功颂德”，老百姓喜欢，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调研人民
日报等时强调的媒体“导向”，其
取向印证了政府“公共产品”供给
中的“作为与不作为”，表达的是
现代政府的责任
感，演绎的则是
小区“秩序”向好
的基础动因。可
以肯定，静安区
做了典范，比如资金支撑，区财政
专门拿出 '亿元专项资金；又比
如责任追究，“美丽家园”建设纳
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体
系，充分发挥条线部门指导作用，
压实各街镇主体责任，并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
可以这样假设，凡是出现无

序形态的现场现状现象，一定是
资源在配置上出现了问题。而运
用“市场决定作用”与“政府有效
管理”理论，政府善于辨证施治且

“药到病除”，这些老小区无疑是
幸运的。这种“秩序”的维系你我
希冀许久，这种“公共产品”的供
给你我梦寐以求久矣。现代社会
的发展进步，人们更加感受到“政
府、企业、公益组织”三者之间相

互作用下秩序和
谐的真谛。有的
文友组织公益团
队进行应对。比
如按照政府有关

条例的规定：“物业要对房屋及配
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
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
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
的活动。”可是经营成本核
算下的许多物业不会自养
专业维修人员，业主自然
对物业收费又只当“二传手”角色
难以认同。文友他们的业委会组
织业主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担
当“物业”角色，指派专人 !(小时
实行通讯工具值班制，业主有需

求，直接按内容清单提供服务，比
如联系专业应急维修公司（据说
各区都有且隶属房管部门监管）。
实践出经验，公益化与市场化结
合，聘请专业保安，赋予其权利与
义务，担当业主们的“护序员”十
分有效。当然不少文友摇头，目前
光靠“道德”力量推广，其“复制”
难度确实很大。

公共产品在满足社会需求、
维系秩序中有着不可替代性。如
今政府盯着小区“老大难”问题不
放，拿出啃硬骨头的精神补齐短

板、补长短腿，把“美丽家
园”建设作为街道落实“公
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
全”职能的重要落脚点。可
见，这种把脉找准了无序

的“病根”，做的都是居民最需
要、小区最缺少的，如果上海新老
小区都能推广、复制，那么到“十
三五”后中国第一个百年梦实现
之日，必然是人人笑逐颜开之时。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 ! ! !有时，不容改变的
是事实，而难忍的是七
嘴八舌，甚至好心起始
的好结果，被说成是坏
起心。自然，自己心明而

话由人说；当然，真到好坏不分或忍无可忍，则必须说
明。自己心明，让人也明。

心的境界不同，看事会有落差；心的界域不等，处
事会有间差。心界高些，心域广些，才少见差。

多有报恩心念，少有复仇心理，则恩施、恩泽见多
而仇怨见少、仇源减少。
老是检说他人不对而总不检索自己欠缺者，心无见

顺，事无见好，总无见进。
人需要不断调整心态和情绪。要以良和的心态、情

绪审视自己，环视人间。不然，以不良情绪看世，世无好
事；以敌和的心态看人，人皆背者。

非遗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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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脚走在秧田里
高明昌

! ! ! !农民的脚，脚板比较
宽，因为脚需要着地，着地
的面积越是大，脚就比较
稳，所以长宽了；农民的
脚，脚指头都是向下弯的，
也是为了扣地，走上了打
滑的泥路，脚指头就会拼
命收紧，所以长弯了；至于
脚板为什么那么黑，那是
赤脚的原因，任何
的脚，天天赤脚，天
天让太阳晒，天天
水里来泥里去，天
天风里走雨里跑，
是皮都会变黑的，至于黑
的程度如何，那就要看各
人皮肤的生相了，但是脚
板煞白的人肯定不是农
民，因为农民赤脚是天地
赋予的，也是庄稼要求的。
比如插秧，插几行最

好？回答肯定是六行。这其
实是脚的原因，也是手的

原因。插秧是插在人的前
面的，插一行，人的脚就向
后移动一点，布袋和尚“原
来退后是向前”说的就是
插秧的情景。插六行，是右
脚西两行，左脚东两行，两
只脚的中间是两行，所以
是六行。看上去是脚的讲
究，其实呢？这手的长度也

正好够着六行。多一行，左
右手分配不均，不协调的，
多两行，手的长度就不够，
就要挪动屁股的，或者移
动脚了，会放慢插秧的进
度的。插秧必须赤脚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双脚向后
移动的空隙，正好是西边
第二行秧苗，东边第二行

秧苗，中间两行秧苗的边
沿口，空隙大了，秧苗就只
能可插在水上了；另外插
秧的脚不可收脚再踏脚，
是着地向后拖行的，一直
拖下去就是一根直线的浅
沟。不赤脚，穿上长筒套
鞋，脚就宽了一大圈，这空
隙就大了，不合秧苗传统
的间距，会浪费土地
资源。插秧的另一个
规则就是先插的人要
永远领先的，所谓插
秧看上沓就是这个

理。有人穿了套鞋，大家都
穿套鞋，插秧就变成套鞋
展示会了，这秧苗还插不
插？这时令节气还赶不赶？
插秧必须赤脚的道理

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复杂，
又这么死板。
插秧是播种，播种是

田间管理的开始，着手的
地方就要从耘稻开始，这
个动作必须及时跟进的。
耘稻的最好时间是在秧插
好以后的一个星期，最晚
也不能超过第二个星期。
这是时令的需要，也是秧
苗的需要，更是将来丰收
的需要。耘稻比插秧要省
力，其他不说，弯腰曲背的
时间比较短。耘稻的任务
是：一是看见混在秧苗里
的稗草要拔掉、要拔干净；
二是看见高低不平的泥
土，手要抓抓平，特别是插
秧时双脚留下的腿脚空
隙。稗草没有，空隙不大，
手就要往秧苗的根部泥土
抓几把，有时手要给秧苗
的根部兜个圈子，这是给泥
土和秧苗透口气。插秧是
向后移动脚步的，耘稻是
向前移动脚步的；耘稻不讲
究六行的距离，估计在八行
与十行之间，只要手够得
着就可以。耘稻的时候，稻
田里土地相对板结，秧苗
基本根牢固实了，脚的移

动动作可以大一些的，但
要谨慎。那时脚不需要拖
行，可以收脚再踏脚，但不
赤脚也不行，落脚过大了秧
苗新生长的根须会
受到损伤，会影响
秧苗生长质量与速
度。这也是个必须
赤脚的重要原因。

我没有看见过插秧和
耘稻有不赤脚的人，有人
因为其他事，比如下田时

小腿被蛇咬伤了，不能下
水田，队上就派不赤脚的
其他生活让他干。但既然
挨到了插秧和耘稻，赤脚

是必须的，这是秧
苗的需要，庄稼的
需要，也是人的需
要。人种了庄稼，就
盼着庄稼丰收，所

以必须服侍好庄稼。这个道
理人人都懂，都懂的道理又
人人遵守着。

! !不过银针轻舞!

竟"绣#得镇馆气场
朱光 文 贺曙江 图

! ! ! !并不为很多人所知，每当电视新闻播出北京人
民大会堂各个大厅的镜头时，墙上挂着的那一幅幅
“高大上”的巨制并不是什么油画，而是靠一针一线
绣出来的工艺品。不过银针轻舞，竟能绣出大气场，
靠的可是“海派绒绣”这门技艺。
绒绣，原本是欧洲妇人的针线活———据说，连玛

丽一世、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皇家贵妇都得学着绣
几手———只不过在她们手里，绒绣制品的花样图案
极为简单，只能当作日用品而已。绒绣于 ")(#年传
入上海，历经海派绣娘之手后，则有了女大十八变，
不仅颜值越来越高，还愈发显气质。上海绣娘用染
色、劈线等手法，让色彩变得丰富起来，据说，仅红色
就多达六百余种，无论是表现贵妃醉酒的“沁红色”
还是映日荷花的“别样红”均不在话下；用在麻布上
打九宫格的办法来等比例放大原稿，让作品不局限
于尺幅间，能绣出可吞山河、可纳百川的上百平方
米宏伟巨作；此外，还大量引入中国传统刺绣技巧，
讲究针脚的疏密、颜色的深浅……当然，“海派绒
绣”之所以能拥有镇馆之大气场，与绒线本身的材
质也存在一定关系，绒线没有反光，纤维材质赋予
其粗犷浑厚的质感。
“欲知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如果

说，中国传统刺绣是夹杂着女子春怨的尺幅小品，那
么海派绒绣则是含着民间智慧，可以巍峨、可以伟
岸，极富立体感的油画。如果说，在欧洲贵妇手里那
不过是件小玩意，那么到了海派绣娘这儿，则是“每
一针下去，都连着专注的眼神，每一针捻起来，都带
着手的温情”的奢侈品……海派绒绣这个“混血儿”，
使绒绣品摆脱了仅作为日用品的宿命，成为了极富
观赏价值的珍贵工艺品，既作为贺礼献给第一次全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也作为赠送给斯大林七
十大寿的贺礼，现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

机器轰鸣声
中、键盘敲击声中，
还有什么比这份静
静中凝结出的美好
更珍贵的？

###景视微言

任向阳

嘉鱼饰家

! ! ! !大理白族喜欢在自家院落养
花，山茶、缅桂、丹桂、兰花、石榴、月
季四时飘香，在“三坊（房）一照壁”
和“四合五天井”的围合式宅院中，
阿弟鲜见养鱼的。在大理白族民居
中，鱼被用多种雕塑手法装饰在门
头，常见的有寓意“鲤鱼跳龙门”的
飞鱼雕塑；也有照壁的两头塑鱼呈
祥示稳固的；亦有在照壁或院墙上
将花鸟虫鱼一起用墨画绘就呈现生
活和美的———整个春节都“宅”在家
中的阿弟，初六时想起了大理玉洱
路上的一家叫做蓝林阁酒店的民
宿，因为在这家窄弄宽院组成的大
理白族传统民居风格的旅居之所，
是阿弟大理之行唯一见到的在围合
的院落中有养鱼之处的民居。
那两汪小水潭嵌在两相对应的

两个转角之地，一汪略小于花坛，另
一汪在花坛的尽头。那里有流水、有
水草、有游鱼。只记得去看过五六次
鱼，酒店很大，具体方位记不起了。

好在总台的“金花”
（在大理，本地的男
士都可叫“阿鹏”，
女士都可叫“金
花”）在初六那天的

电话里仔细地解答了阿弟的问题，
说是在书吧和群荟楼的拐角处各有
一处小小鱼潭。

阿弟的思绪被打开了* 那鹅卵
石叠砌的池壁，那圆圆的小莲叶，那
池角圆石上置放的香石竹花盆，那
池中央一大盆花淡叶浓的月季，那
池边一小畦桃红色的草花，那淙淙
轻流的的潭水，那诸色纷呈的游鱼
……一幅鲜活的视频在他眼前浮

现。两处鱼潭都是不规则的零头斜
角，群荟楼的那汪则是半条窄窄的
短沟。沟小池窄，却一样有畅活的
水、快活的鱼、鲜活的花。这斗拱叠
飞檐、粉墙绘墨图、门窗镂雕刻、照
壁迎晨光、转角砌马头、穿枋挺圆
柱、楼廊通厅室、花木散幽香的百年
民居，这被重新串组为一个整体的
民宿式旅店，每一个单独的院落，都
曾经是一个家庭的住所，都是可以
宽裕地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生活起居
的地方。民宿的设计者以重重叠叠、

院落深深的历史本真氛围来布局这
些家的组合，把面街的、深巷的、侧
房的围屋沟通了起来，变成了一个
可以体验白族民居特色的民宿。在
这清雅舒朗的建筑群里，店方想着
力在以天井为中心的格局中精心营
造回家的感觉，让游客以蓝林阁为
在大理期间的家：他们在多重建筑
群中围布游鱼，且让游鱼如镶玉般
地缀布在早先以家庭为单位的各个
院落之间的甬道边上，这是大布局
之中的小着笔———偌大的一家由十
多处院落围合而成的民宿，鱼潭与
游鱼都太小了，而惟其小巧，才有珠
光玉华般的优雅，才有锦辉鳞彩样
的润丽。这笔触虽小、虽细，然而却
精彩异常、活色生香，让游客在苍山
洱海边的小小小景中得到微小的欣
喜、感受别样的温馨，从而活化店方
在宣传折页所说的“回家”的印记。

这些披红挂彩的游鱼，乖巧可
赏、玲珑可爱，令“宅”在家中的阿弟
遥遥地想起了，深深地记住了。对呀，
那接听电话的“金花”，会不会把一个
沪上的春节期间的宅男的念想，当作
是店方极力想为游客营造的“回家”
的氛围的获得成功的一个案例呢？

苏州的面
何鑫渠

! ! ! !我最佩服苏州人，那是中国最勤劳
和聪明的人群之一。苏州状元数全国第
一，工艺品数量全国第一。苏绣、苏漆、苏
玉、苏木……连吃大闸蟹也整出一个蟹
八件工具；苏州城中无山，
但“闭门造园”，造出了的
世界闻名的山水园林。
同样苏州的面也是闻

名于中华，惜我不喜面食，
以前吃了十几次苏州的面，也没觉得它
怎么好吃。
年前与旅友去苏州，特地按图索骥

到一家知名面馆吃大焖肉面和爆鳝鱼
面。惜热汤“冷”肉、面软“鱼”硬，价高味
“低”，索然寡味。上周同事三人去苏州公
事，时值中午陪同的苏籍同事介绍附近
面馆。苏籍同事自然点面，我等三沪人

中，一人大约与我一样也不相信苏面，点
了落苏焖饭，女同事或为减肥点了八元
一碗的咸菜面。我抱着愿意再上一次当
的态度点了爆鳝鱼面，花 '#元还有找，

心里并不指望好味道。不
想同事拿到落苏焖饭连声
称赞，而女同事对着 )元
的低价面连说鲜字。我将
信将疑地低头、喝汤、捞

面、品鱼，只觉鱼味入汤，汤鲜入面。有点
厌恶面食的我，第一次吃面见了碗底。

出门，见门上招聘员工广告，忽然想
卖身给店家为“奴”，目
的是便于顿顿免费品
尝苏州的面，可惜因招
工的年龄限制，我已经
不够资格了！

满
眼
尽
是
老
员
工

胡
海
明

! ! ! !我们登上美国达美航空公司的班机
后，迎接我们的并不是年轻貌美、笑容可
掬、时尚高挑的空姐空少，而是年龄均在
五六十岁 +这也印证了先前的传闻,，员
工也来自“五大洲四大洋”，有黑人、白人
也有亚洲人，长相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俊
男靓女”，都是一些容貌极其一般但工作
非常敬业的的空乘人员。
朋友介绍道，空乘这份职业在国内

是许多年轻人向往追求的香饽饽，但在
欧美许多国家，由于空乘人员工作时间
长，薪酬低，缺乏技术含量，因此并不受
到年轻人的追捧，为了解决空乘人员不
足的局面，欧美国家的许多航空公司，对
从事空乘人员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身体

健康，五官端正-都能担当空乘这份在国内看起来“高
大上”、颜值很高的工作，并不像咱国内招聘空姐空少，
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层层选拔，道道筛选，在国外，
当一名空姐就是那么简单。

到了美国，我当起了有心人，不管乘出租车，还是
逛商场或在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游乐场所，许多年
龄均在六十开外、满头银发的“奶奶级、爷爷级”员工在
从事着商场收银、餐厅服务、园区保洁、进口检票等工
作；有些员工体重在一二百公斤、步履蹒跚、动作迟缓，
却还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默默工作。
起初，我以为这些奶奶爷爷像我们国内的“活雷

锋”，是不计报酬乐于奉献的志愿者，但和一位“奶奶
辈”保洁工攀谈之后，才知道，他们都是正式员工。
在美国，法定的退休年龄规定，男女平等，都是

./0'岁，但并不是说到了点你就必须退休走人，只要身
体条件允许，你就可以一直干下去。像我接触的这位
“奶奶辈”员工，已经六十九岁了，但她身体健康，虽然

办理了退休手续，却依然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让本
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
“奶奶爷爷”们来了个“逆
生长”。这让我想起了一句
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歌
词，套用一下就是———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