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人的!借一借"和!让一让"

羊 郎

! ! ! !在上海市民的社会
生活里经常可以听到“借
一借”和“让一让”的讲
法，而这些挂在人们嘴边
的话语实际上透发着一
些上海人的生活理念。

用上海话讲的“借一
借”的借，取的不是借进
借出的语义，而是表达凭
借、依靠的
意思。这个
词 语 出 自
善 于 在 螺
蛳 壳 里 做
道场的上海人之口有其
客观必然性。过去，在逼
仄的环境里呆得厌烦的
上海人常有烦言道：上海
独多的是人，以此埋怨
人际之间的空间距离不
足。于是在弹丸之地如
何让空间利用最大化，
人际摩擦系数最小化，
在老上海人心里默认了
“借一借”。

想当年，老式里弄里
一个石库门住着十七八
户人家，共用一个灶披
间，还不是因为互相“借
一借”，才放下了每家每
户的煤球炉、切菜台等吃
饭家什。小青年结婚无
房，还不是凭着借天借
地，搭搭放放，弄出来一
些空间，容下了一个个新
开伙仓的小家庭。

想当年，拖着两根小
辫子的公共电车里拥挤
不堪，极端情况下，平均
每平方米的空间竟然要
放下去十二双脚，而常规
测算只能安放八双脚，那
么必然有人只能呈金鸡
独立状了。挤上车不易，
挤下车更难，如果没人让
你，可能就下不了车了。
所以，只要电车一关门，
拥挤的车厢里就会响起
“对不住哦，借一借”的打
招呼声，这是挤在车厢里
面的乘客向靠近车门的
乘客发出“借”空间的请

求。而前面的乘客或侧身
或踮脚，或挺胸贴肚，让要
下车的人一个身位一个身
位地腾挪出来，等到电车
到站，车厢里已经完成空
间转换，车门一开，人就
能鱼贯而出。

如果没有这样的
“借一借”，乘客之间互相

摒煞，乘客下不来也上不
去。正是有了这个关上车
门后的互相“借一借”空
间，才换得了上车落车的
宝贵时间。由此推演，生活
中的上海人，当遇到处事
不顺遂时，常常劝人转转
身子，勿要一根筋，霸王硬
上弓，而要巧借力，其实
就是说要通过“借一
借”，换出彼此之间相处
共事的冗余空间，让原本
不通的路走通，让原本不
顺的事变顺，让山重水复
转化成柳暗花明。你看，
上海人的“借一借”里不
是有着生存智慧和处世
方法吗？
上海人口中的“让一

让”，表达的意思里有谦
让、礼让、避让的内容。在
人来人往的上海，要做到
人际关系和睦，为人处世
间少不了这种“让一让”。
上海人通过“让一让”，使
得人际关系里产生了有分
寸的距离感，也正是这种
所谓的安全距离，使得大

家觉得舒适自在。
现在排队人群里很少

再看到前胸贴后背式的现
象，特定场合排队时的
一米线退让更已成为自
觉。有的家庭老少两代
人有意识地分开居住，
也为的是让出各自的自
由空间，但又保持着一

碗汤的距离。
上海的老人过去教

育小辈，话语里经常讲到
行得春风有夏雨，做人能
让则让，能帮则帮，得理
要让人，有理也要让三
分，要留个台阶让
人下，要留条路让
人走，所谓做事要
留有余地，表面上
是为别人留了余
地，实际上也为自己留下
了转圜的空间。这就难怪
邻里之间吵相骂，旁边就
有人劝：侬少讲一句，让
一让人家，身上又不会少
块肉。一只碗不响，两只
碗叮当，大家少讲一句好
唻。这些言语里充满了
“让”的谦和。

记得过去上海街面上
的店招，都讲究精致细巧，
和而不同。商家之间比邻
而居，不会互相在店招的
大小上争高低，别苗头。
这里暗合着古人“夫唯不
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
道理。可是不知何时起现

在有的商业街上，店招
不嫌其大，明明是小开
间门面，非要立个大招
牌顶在门楣之上，这和
越是势弱越要逞强摆阔
似乎同理，北方人称此
为穷抖落。
上海人多车多，经过

交通大整治，现在很少有
车子占停划
黄格子的地
方了，这种
让 一 让 的
“留白”，使

得纵横之间的交通有了回
旋余地。车多，停车位少，
经过物业和居委的斡旋协
调，不少居住小区发扬了
“让一让”的精神，让有限
的车位错时利用。其实“让

一让”的精神不仅
有利于文明，而且
关乎效率。如马路
上车子转弯礼让
横道线上的行人，

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政府
倡导，市民自觉。驾车的
注意礼让行人，行人注意
照顾车辆通行效率，这种
互相照应的德治效果可
能比强制性的法治效果
还要好。
海纳百川的上海已经

是一个 !"## 万人口的超
大型城市，人的生存资源
比过去更为紧张，需要互
相“借一借”，以科学地用
好空间资源，互相“让一
让”以调适好人际关系，这
一借一让里，也彰显了大
上海之“大气”，体现出上
海人之“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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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侠客梦!终是家国大
王丽娜

! ! ! !也许秋色终究萧索，
多少伤离别，未到冬至，
已然是消息黯然。翻开手
机微信，满屏皆是怀念金
庸先生的文章，那个带给
我们武侠精神，那个带来
江湖华山论剑的老人终
究与我们挥手自兹去了。

初识金庸，是从他的
小说《射雕英雄传》开始，
江南，大漠，海岛，西域，
宫廷，江湖，在侠士眼中，
何处不可去得，轻王侯，
重一诺。而为国为民，侠
之大者，使得金庸的侠又
不流于俗。他是入世的，
有着为国的热血，有着耿
直的操守。曾经在电视荧
屏的辩论赛中见过金庸
先生作为评委的点评，笑
容可亲，似是邻家长者，
就像他塑造过的人物一
般，可谓接地气。

金庸的侠，与他人不
同，梁羽生的英雄天然带

有名士气，古龙的英雄大
多有浪子风。金庸的侠，
无论儒道人物，他是人性
的，总有痴情的，十六年之
约不曾忘；有怯懦的，辜负
尽美人恩；有油嘴滑舌的，
大字不识福缘深厚，但万象
归春，忠义二字，大节不亏。
这个年代的武侠小说

和我从前看过的演义小说
一样，教化育人，一脉相
承。家国之大，总在心间。
那些书好看，好看在有着
自己的书心。他们讲述的
就是人生故事，未必玄幻
到宇宙八荒，也不必天荒
地老，俏黄蓉，大漠成侠
侣；娇阿朱，塞上空许约。
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强极
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
玉。人在，江湖就在。现在，
杏花烟雨，白马春风，也许
以后有着其他的童话：“那
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
偏不喜欢。”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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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勒一生创作了九部交响曲和一部
没有交响曲编号的《大地之歌》。在这十
部交响曲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精
神的放逐和流浪。这源自他终身对自己
身份的追问、惶惑和认同。他有一个解
析自己的“三重身份说”，充满了苦涩和
无奈，即：奥地利人眼中的波西米亚人，
德国人眼中的奥地利人，全世界人眼中
的犹太人。$%&'年，马勒成为维也纳国
家歌剧院的院长和首席指挥，迎
来了自己艺术生涯的一个高光
时刻，但在 (&世纪末 !#世纪初
反犹思潮甚嚣尘上的欧洲，为了
保住这个显赫的位置，马勒不得
不放弃自己的犹太教徒身份。

这种生活中的压抑、身份认
同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苦闷，必
然反映在马勒的交响乐创作中。
他的第二、第三、第四交响曲，被
著名的马勒学者加登堡称为“魔
号三部曲”。主要是因为，这三部
交响曲中的歌词和部分音乐主
题，部分取材于德国民间歌曲集
《少年的魔号》。《少年的魔号》中
对爱情、死亡、离别、黑夜、自然、
天国的描述，让马勒感同身受，
激动不已。就像马勒的学生、著
名指挥家瓦尔特所说：“当马勒
读到《少年的魔号》的时候，他仿
佛找到了自己的根。”
马勒的《)小调第三交响曲》

完成于 (%&*年，但直到 (%&'年，
才由指挥家魏因加特纳指挥了其中的第
二、第三、第六乐章。而整部作品的完整首
演，则是由马勒本人于 (&+!年 ,月 &日
在德国的克莱费尔德亲自执棒完成的。

当时马勒新婚不久，夫人阿尔玛已
有身孕。但她还是坚持陪伴马勒前往克
莱费尔德首演《第三交响曲》。新婚燕尔
的马勒显然心情不错，排练时每个乐章
结束，他都会走到阿尔玛身边，和她讨论
音乐中的细节。阿尔玛则边对照总谱，
边观听排练，遇到她认为不够好的地
方，就在总谱上做个记号，过会儿与丈
夫进行交流。忽然，她发现自己身后有
个男孩越过她的肩膀，兴致勃勃地看
着她手中的总谱。于是，阿尔玛将总谱

尽量移后，让这个男孩
看得清楚些。他，不是别
人，正是日后成为世界
级钢琴大师的埃德温·
费舍尔。
《第三交响曲》的全本首演获得了巨

大的成功。第一乐章结束后，全场就破
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著名作曲
家理查·施特劳斯走到指挥台前，向马勒

鼓掌致意。阿尔玛更是激动万
分，她感觉到自己腹中的孩子在
蠕动，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是他
们爱情的结晶，也在母腹中感受
了父亲事业上的成功。阿尔玛不
禁流下了喜悦和幸福的泪水。
《第三交响曲》共有六个乐

章。作曲家为这部交响曲拟过
“一个仲夏夜之梦”的标题和写
作提纲：(-森林向我讲述了什么。
!-黎明向我讲述了什么。*-爱情
向我讲述了什么。"-黄昏向我讲
述了什么。.-布谷鸟向我讲述了
什么。,-孩子向我讲述了什么。但
后来马勒将这些都删掉了。不
过，正是从《第三交响曲》开始，
马勒践行“交响曲要包容整个世
界”的理念，探索交响曲表现形
式和内涵的无限可能。在这部交
响曲的第四乐章，马勒用了女低
音独唱，歌词取自尼采的《查拉
图斯特拉如是说》，探究痛苦、快
乐和永恒的关系。第五乐章由

童声合唱、女声合唱和女低音独唱构
成，歌词来自《少年的魔号》。整部交响
曲最精彩的当数第三乐章，小号吹奏，
圆号、长笛和弦乐衬托的一支气息悠
长、优美嘹亮的旋律，充满了森林神秘
迷人的气息。

每次听到它，都会让我想起多年前
在黑龙江伊春小兴安岭林区的一次经
历。遮天蔽日、高大挺拔的松林间，林
木清幽，鸟儿啼鸣，忽然，阳光穿透幽
暗的森林，反射出耀眼斑驳的光影。
“马三”第三乐章中小号吹奏的这支优
美幽远的旋律，就是射进森林的阳光，
温暖了我们的心，引领我们穿越黑暗，
行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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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什么穿什么"只是传说
叶 子

! ! ! ! !+(%年流行什么颜色？国际
色彩权威机构早在 !+('年底就
对外发布了———紫外光，色彩编
号为 1234536 (%7*%*%。

紫外光色，这个冷色调的紫
色神秘而且充满了科技感。紫色
是所有颜色中最复杂的，它由温
和的红色和冷静的蓝色混合而

成，也许就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某
种化学反应，紫色自带复杂且暧昧的意
味。长久以来紫色总代表着非主流、反
传统，它仿佛一个激进分子，充满各种
可能性。同时紫色又好似一个艺术家，
浪漫，热爱自由。
在日常穿搭中，紫色的确是个不那

么容易讨好的角色，但它却深得时尚人
士们的欢心，从某样紫色单品的点缀到
全身皆紫的惊艳，拥有强大穿搭功力的
时装精们从来没怕过。
对于想要尝试紫色的时尚小白，建

议先从小范围入手，饱和度不那么高的
包、丝巾或者靴子，不会因为太抢镜而
显得突兀。单一的颜色总会单调，与其
他颜色来一场“邂逅”，摩登的色彩组合

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在外搭方面，
紫色也有着不小的发挥空间。色彩纯度
比较高的紫色大衣可以与黄色的包来
个撞色对比，显得个性且时髦。选择高
明度低纯度的紫灰色纱裙，浪漫飘逸的
感觉呼之欲出。也可以尝试比较含蓄的
香芋紫，与冷色调的勃艮第酒红搭配则
显得十分高级。

既然今年
流行紫色，我
们就紧跟时尚
趋势让自己红
得发紫？很抱

歉，一个暖色调的人注定与今年流行色
无缘。紫色是百分百的冷色调，完全不
在他们的用色范围内。一个暖色调的人
总是对自己不能驾驭的冷色调特别向
往。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奇妙，
我们喜爱的往往是自己不具备的特质，
我们厌恶的常常又是自己内心的投射。
俗话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只

有真正了解了自己适合的色彩季型和
服饰款型，才能在扮靓这条路
上无往不利。当我们弄明白了
我是谁，我究竟适合什么，才会
和盲目跟风说再见，不必活在
别人的眼睛里和舌尖上，才会
真正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与
最美的自己相遇！

你是我眼睛!我当你的车
侯宝良

! ! ! !“一生的夫
妻做到这分上，
值了！”这是一群
病友每每望着一
对年过古稀的老
夫妻相携来就诊辰光常
会发出的感叹。

老先生年近八旬，已
双目失明。搀扶他的老伴
看上去比他小不了几岁，
经常小心翼翼提醒着老
先生。老先生性格乐观开
朗、幽默风趣，时不时说

几句笑话逗乐大伙。起先
大家不知道他们究竟是
谁陪谁来看病，后来才知
道老两口是空巢家庭，老
先生因青光眼失明多年。
老妻因免疫系统疾病来
就诊，老先生作陪。“那岂
不是反让老妻来照顾你
嘛？还不如好好地自个
儿呆在家让人省心呢，
你说是吗？”有直性子的
病友故意反问道。老先
生却乐呵呵地说：“一个
人在家太闷，出来散散
心听听外面的世界，有
劲啊！不出来能听到你
们的声音吗？”老妻也
说，留他一个人在家自
己也不放心。奇怪了，宁
愿拉着他到处转悠，反
倒安心。俗语说“少年夫
妻老来伴”大概就是这
个理啊。

老先生对老妻打趣
地说：“你拉着我这辆行
李车不也好省点力吗？”
说得真是，“你们看每次
配上几十包中药，分量不
轻啊，我倒真拿不动，全
靠他给我背回家。”妻子
不无感激地拉拉老先生
的手，深情地望着老伴。
瞧着这对恩恩爱爱的老

鸳鸯，真让人羡慕。
世上说“夫妻本是同

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但是，人间自有真情在，
可贵的是有真、善、美的
世间才会演绎出许多凄
美的故事。

有一次8 我听朋友说
他瘫痪的母亲还关照着自
己的父亲。“她自己瘫了，
怎么会照顾别人呢？”我
不解地问。朋友说，丈夫
的日常习性只有妻子最了
解。她会时时提醒保姆，
啥时要准备什么，何时该
做什么，只有老妻心里一
清二楚。老两口相濡以沫、
情意浓浓，享受着夕阳的
温馨。老母亲临终前还依
依不舍望着父亲，父母俩
双目对视老泪纵横，实在
令旁人为之动容。母亲过
世不久，老父亲也随之仙
逝了。真是这些不离不弃
的守望相助才支撑着一对
顽强的生命啊！
当下老年社会有许多

失独和空巢以及纯老家
庭，乃是今后一段时期的
社会特征。“少年夫妻老
来伴”，老伴的作用相当
大，“夫妻本是比翼鸟，出
门就该手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