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的祝福送给特别的你
! ! ! !十二年前的上一辰龙新春，国人以
传呼机为亲友贺岁，兴味尚浓。笔者收
一信息，是化用港台地区歌手伍思凯唱
的一句歌词：“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
开始一阵惊喜，以为接受的是一份“特别”
的、“专意”的问候。后来发现这“特别”未
必具有其应有之义———“与众不同”的格
外厚爱。因为当年“群呼”拜年广受诟病，
某人想出一条或克隆一条有点意思的贺
词，附上一大串接收号码，就把同样的祝
福“播撒”给了不同的“你”。

后来手机短信流行，通讯
商和短信写手提前制作通用拜
年祝语供人选用，意在谋求转
发盈利，较佳者转发量可过千
万，将“同样的祝福”发挥到了极致。

其实，从发信人的角度着想，如此
“批发”祝福，也没有什么不妥。置身快
节奏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愈加放大的交

际圈，你的大名能
“忝列”别人的祝
福名单而未遭“删
除”就很不错了。
而且，至少发信人
确定祝福对象时，要对手机里的通讯录
进行一次选择，或分类，这本身就有了
“登门”拜年的意味，堪与传统拜年方式
中不用见面的“望门投刺”“闭门传简”媲
美。而依托电子信息技术，省却四处奔波

之劳，对方也免去殷勤接待之苦，
实乃两全其美之事，何可指摘？

但再美、再新鲜的事情都会
陷入“审美疲劳”和乏味的困境，
尤其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大大缩

短了这“疲劳”的周期。“拇指一动，情传
天下”的便捷优势，或被认为是一种捎
带而来、诚恳不足的随意问候。有人拒
收群发短信，可见心态一种。

笔者近年借
鉴古人“嵌名联”
的形式为亲友贺
岁，针对祝福对象
进行“一对一”制

作，不仅绝无雷同，且将美好心愿寄寓
“独一份”的祝语，可备短信拜年之一格。

这种“一对一”、嵌入对方美名的
短信，会让接受祝福的朋友为你特别的
关注和一份专供的心意倍感惊喜。而笔
者亦能体味年“俗”文化中“雅”的含量，
在浮躁的氛围中享受温润的感觉与创
作的快乐。

当然，这种用嵌名联制作的拜年短
信多为即兴，往往是于对方发来问候短
信的一两分钟内完成的回复，只需在上
下联的合适和“能够”的部位嵌入姓名，
且平仄大体协调、保证两联末字“上仄
下平”即可。对方为三字姓名者，还可忽

略姓氏，只嵌两个“名”字，更觉亲切。
用嵌名联拜年，尤需注意点染“祝

福”意味，如能包含对方职业特点或兴
趣爱好则更好。由于汉字本身具有丰富
的联想性与结合力，且国人取名多用美
好字眼，使几乎所有人名用字都不难衍
生出吉祥、喜庆的意蕴。而即兴创作、不
拘一格、第一时间传递，更是其贴近性、
趣味性和感染力所在。

当然，作“嵌名联”也未必拘泥于新
春贺岁，平日祝寿、婚庆，乃至“偶然想
起”，亦无不可用之。笔者近日即兴为
“李桂芳”老人贺寿，一联嵌入其老伴
“宁志平”老先生，以及前往祝寿的爱女
“春华”、快婿“厚朴”等四人名而大受欢
迎：“高堂拜寿，膝下桃红李白争孝，春
花正茂存远志；美意延年，人间桂馥梅
香聚馨，厚朴传芳慰生平。”横批：“福满
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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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福
秦绿枝

! ! ! ! 贺年卡这个题目
早先好像做过类似的
文章。之所以又想拿这
个题目炒一下冷饭，实
在是因为现在还寄卡
给我的朋友的“感情可
感”，有些话想说，也许
是老年人的唠叨。

头一个我要说的
是溧阳市供电公司的
职工程立。我们认识有
二十多年了吧，究竟怎
样认识的，我已记不清
楚，反正那时他还是一
个小青年，喜欢京戏，
尤其喜欢余杨派
老生戏，一有机
会就溜到上海，
看戏的次数多了
也结交了几位演
员。同时也对我这个时
常在报上谈京戏的人
产生了兴趣，到报社来
看过我。有一次他请名
老生李军和名琴师李
寿成吃中饭还邀我作
陪。每逢有京剧名家到
溧阳去演出，他大概是
最热心尽地主之谊的

当地名人。我这话不
是瞎说的，他的名片
上印着的头衔赫然是
“溧阳市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可见已不
止于玩票，而且“入行”了。
每年我收到的贺卡，他总
是第一个，本来是一张邮
局寄的可以抽奖的明信
片，这两年是正式的贺卡，
今年还在贺卡上写了一句
“您还记得我这个学唱余
派的小小孩吗？”怎么不
记得，一闭眼就能想起他
那有点黑黑的胖胖的身

影，很好玩的。我
敢肯定，他现在不
但长得很有“派
头”，而且也不是
普通的小职工，多

半已步入电力公司的领导
行列了。

第二个要说的是兴安
坊老屋楼上的老邻居何闻
锵老弟。!"#$年我家搬进
去的时候，闻锵才七八岁，
我已十来岁，所以叫我“大
哥哥”，直到现在，见面或寄
卡，还是叫我“大哥哥”。闻

锵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报
名参军的，后来做到空军
地面部队的军官，是“文
革”以后复员的吧。现在
我们都搬家了，想想从前
住在一起，年代长了，两
家常常就不分彼此，尤其
在“文革”初期，闻锵还在
部队，他夫人每天要上
班，他们的女儿小瑾就由
我父亲和我代为照看，包
括上幼儿园的接送，这里
有好些故事，说起来话就
长了。现在小瑾自己也有
了女儿，今年已考进了南
模。闻锵每年寄贺卡来，
内里必定附一张他们全
家的照片，看了很是欣
慰，也有些怅惘，岁月如
流，人生如寄，一想起晚
上就会失眠。

邵琼大姐的贺卡，里
面她不着一字，却是无言
的声讯。我同她是在 !"%&

年《世界晨报》的同事，
历尽劫波，居然能活到
现在。她是从新华社江
苏分社退休的，照她的
资格，应该是“离休”，

今年已近九十了吧。
丁法章先生的身份不

用我说。从前在报社上班
的时候，是领导与被领导
的关系，他并没有什么架
子，我却不敢主动与他多
接近，深怕又要被说是“拍
马屁”（“反右”时这是我最
大的罪状）。后来我们都退
下来了，难得见次面，略略
交谈两句，似觉彼此的感
情距离反而靠近了。老丁
寄贺卡来都要用毛笔写上
几个字，今年我发觉他的
毛笔字越发的工整、遒劲，
想必平常在家里练习书法
消遣。写毛笔字要悬腕，甚
至要悬肘，因而要提气，这
是很好的健身之道。
宋连庠兄的贺卡是自

制的，每年不同，每年都印
上当年的生肖，还有友人
为他画的速写，最传神的
当是郑辛遥画的那一幅，

连庠简直有点像弥勒佛
，两耳垂肩，慈眉善目。他
老兄大概对《易经》有点
研究，每次在贺卡上为
我预卜流年，多数是准
确的。

最后要说到一位比
我要小二十多岁的女读
者章小姐。大概是 '"()

年，我们在福州的一处景
点偶然相遇而相识。回
到上海后就经常通信，
也见过几次面，有年春节
她还请我吃过饭。后来她
就到澳大利亚闯天下去
了。二十多年不见，今年
她忽然通过上网联系到
本版编辑裴璐，找到了
我，先通了电话，那时我
在医院。出院后回家就看
到她寄来的贺卡，里面还
有一封信，告诉我她们
全家已在澳洲定居，想
起老朋友，问我能不能
上网聊天，可惜我不会。
写了回信，向她祝福，同
时也向寄卡的或没有寄
卡的朋友祝福。我能做到
的，仅止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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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这里说的是年前的洗澡。
年前洗个澡，神清气爽迎新年，现今不再是难

事。那么上推到六、七十年代，春节前洗个澡就是难
于上青天了。上海，冬天能在家里洗澡的恐怕只有上
只角的人家了，反正在我这个广大的阶层里，去处只
有一个：买票排队进澡堂。特别是临近除夕的那几
天，澡堂外的队伍就成了弯弯绕。瑟瑟缩缩地进去，
热气腾腾地出来，其间花费的时间不
会少于三个小时。红红的脸膛湿湿的
短发告诉你：我洗过澡啦！

到了“文革”中后期，工宣队进驻
了学校，我们这些臭老九头上的紧箍
咒越发被勒紧了。但是，却带来了一项
意想不到的好处：年前到工宣队的厂
里去洗澡！现在想来，工宣队的这一招
真是英明：向被管理者宣示了给出路
的政策———我们还是从生活上关心你
们的；带着浩浩荡荡的臭老九进厂，有
意无意地向自己的同伴炫耀———我是上层建筑的管
理者；倒也为我们这些年前无空排队（寒假也要在学
校集训））进澡堂的臭老九解了难。
上海铜带厂的浴室就是我们“蹭澡”的处所。哎

呀，进了宽敞的浴室，看到了一排排的莲蓬头喷洒着
热流热气，心里谁不羡慕？还是做个工人好啊，难怪，
连未婚的女教师都寻工人搞对象呢。几次蹭澡，常常
是身上洗干净了，心里却更萎靡了，尤其是有好几回
在厂子里见到了被发配来做苦工的本校老师，这才
悟到，我们再怎么洗也是洗不干净的。
时光在蹭澡中流逝，岁月一下子就到了八十年

代，改革开放了，头上的臭帽子摘除了，然而，我们却
永远与铜带厂的浴室拜拜了，原因，我知你也知。改
革，是“改”字当头的年代，市场上忽然有了“浴罩”
卖。分圆顶和方顶两种、开门式和无门式两类。终于
我们可以买回一顶在家里洗澡了：只要头顶上有可
以悬挂浴罩的地方，展开或方或圆的浴罩，你钻进
去，热气裹挟着你，让你一时不再怀念铜带厂。但是，
当你站直想擦干身子的时候，对不起，你永远无法如
愿，这塑料浴罩总要和你亲密接触，不是粘你的肩，
就是贴你的背，唯一的办法就是掀罩脱逃，但罩外的
冷，立刻让你打颤没商量。
于是学校工会螺蛳壳里做道场，辟出一小间鸽

子笼“浴室”，各组室按“排片表”般轮番着去“卫生”
一下。几只莲蓬头，一群人同浴，那不是享受，那是锅
里下饺子，挤着呢！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经受了如此
这般的“洗礼”，上海人还怕生活之艰吗！

随着“改革的步子再大一些”的跨越，催生了新
居的鳞次栉比，这一座座的新居里最最让业主倾全
力打造的就是那间卫生间，最最钟爱的就是大大的

浴缸或通透的淋浴房！至此，洗澡是
圆梦、洗澡是享受，洗澡更是扬眉吐
气！别说年前痛痛快快洗个澡，你即
使一天两三个澡，只要你空闲，谁管
得着！

李忠国

大年初一说扫帚
冯志雄

! ! ! !在我国的民俗中，正月初一被
视为扫帚生日。这天各地均禁用扫
帚，不然会赶跑财神，扫走好运，
“扫帚星”也会偷偷溜进门来，新年
会合家不利。
帚，古作箒，又名彗，故将彗星

称为扫帚星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扫
帚是谁所创？徐光启在《农政全书》
中说：“《集韵》云：少康作箕帚。”扫
帚有竹丝制，有苕草制，有芦花制，
有高粱制，有棕丝制，现在还有塑
料扫帚。
扫帚有大有小，清道的竹丝扫

帚可有一人多高，而苕帚则小巧可
爱得多。苕帚，古称茢，因用苕草
制，故名苕帚。茢在古代原本是为
扫除不祥。《周礼》中就有“桃茢”之
说。 郑玄注曰：“桃，鬼所畏也；
茢，扫帚，所以扫不祥。”晋时女儿

出嫁，嫁妆中居然也有苕帚。
在浙西民间久有“扫赶邪”的

风俗。孩子肚痛，母亲便拿扫帚对
着孩子的小肚肚连扫数下，一、二、
三、四数到七，马上将扫帚扔出门
外：“七去，出去吧。”随即
关门闭户。民间以为，如此
可以扫除孩子身上的秽
气，可愈肚痛。

扫帚，古代归之于农
器，不登大雅之堂，平时依偎于门
后墙角，且与箕为伍，但它是去除
秽物的有益之器。扫帚扮演的负
面角色好像不多。一是姜太公称

其老婆为扫帚星；另外，《异苑》中
也有一段：“义熙中，东海徐氏婢
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
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床，乃取
而焚之，婢即平复。”扫帚作怪，难
得一见。

说到扫帚，便会想起纪晓岚
《槐西杂志》中须发皓然的捕虎老
英雄。“老翁自言炼臂十年，炼目
十年。”古时纪昌学射先学不瞬，

方法是躺在妻子的织布机
旁，盯着上上下下的踏板
看了整整两年。而老翁的
炼目方法是“以毛帚扫之
不瞬”，且有十年之久。如

此功夫深厚，捕虎何以不胜？在我
的书橱中，现在也置有迷你扫帚
一把，二寸长短，意在倾慕和学习
捕虎老翁的炼目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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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所谓“龙”谜，顾名思义与龙有
关：或是谜面上缀有龙字，或是谜底
里藏有龙字，或是运用龙的种种典故
撰成灯谜。

在众多的“龙”谜中，最大路的方
法无过于以生肖与地支互扣了。例如：
“姑娘属龙”（打字一），谜底为“娠”，又
如：“迎来龙年”（打字一），谜底为
“逸”。前者是明扣，以“龙”扣“辰”，后
者是暗切，隐示兔（年）已走去。

其次，较为常见的手段是拿帝王
与龙隐合，因为龙在古代成了皇帝的
象征和专利。例如有这么一条谜：“侍
候皇上”（打市招一），谜底为“服务一
条龙”，就是用“一条龙”来扣合“皇上”
的。又如：“御制诗”（打气象名词一），
谜底为“龙卷风”（注：御制诗，皇帝所
写的诗歌；龙，指皇帝；卷，手卷，指所
写的作品；风，原指民歌，今扣诗歌）。

还有用皇家喜事作面、较为含蓄的“龙”谜：“大婚”
（打沪剧一），谜底为《龙凤花烛》。皇帝结婚叫“大
婚”，这里的“龙凤”已分别指代皇帝和皇后了。
另外，“龙”谜中还有根据《易经·乾卦》所载的“云

从龙，风从虎”，每每以“云”扣“龙”，以“风”扣“虎”，几
乎成了一种程式。例如有一谜，谜面为“龙虎斗”（视作
绍剧剧名或粤菜名肴均可），要求打一部外国长篇小
说名字，根据上述扣法，其谜底则为《战争风云》。
不过，以上几种扣法弄滥了，不免让人有板滞之

憾，终不及运用典故扣合来得有滋有味，因为“运典”
的“龙”谜言简意长，内涵丰富，回想的余地广阔，足
令猜者弯弓驰骋，遐思万千。例如：“张僧繇点睛”，
（脱靴格，打昆剧、京剧名各一），谜面用的是脍炙人
口的“画龙点睛”典故，说的是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
为金陵安乐寺画四条白龙不点眼睛，后经人一再请
求，才为其中的两条点上眼睛，点后两龙便破壁飞
天。“脱靴格”，须将谜底中的末一字摒去后扣合谜
面，故此谜谜底应为：《墙头马上》、《飞龙传》（注：摒
除“传”字，以“墙头马上飞龙”来切合题面）。谜底中
的“墙头”，点明壁画，“马上飞”形容点睛之妙，颇为
传神。又如有人以唐代“安史之乱”后的史实入谜：
“唐肃宗即位，封玄宗为太上皇”，要求打港台及海外
影星三。据史载，唐代天宝十四载（公元 )**年），爆
发“安史之乱”，次年玄宗李隆基逃往四川，太子李亨
即位灵武，玄宗被号“太
上皇”，不久便抑郁而
死。依照这些内容，我们
可从中悟出谜底：“李小
龙、成龙、尊龙”。李，唐
朝皇帝姓氏；“小龙”，指
太子；第二个“龙”别解
为“皇帝”，后一“龙”，指
老皇帝。此谜运用典实，
集三龙于一底，堪称
“龙”谜中的妙品。

城隍庙里看沏茶
骆昌芹

! ! ! ! 那天去城隍庙九
曲桥上的湖心亭游玩，
我们登上三楼茶室，临
窗坐定，等待送茶。只
见一个二十岁的女服
务员面带笑容，迅速摆出几盏古色古香
的紫砂茶壶，他右手执盏，左手提着盛
满开水的茶吊，水吊嘴离开壶口，尾部
一摆，口吐玉液，一尺多长的水柱像一
条线似的注入茶壶。一眨眼工夫，几壶
香茶全部沏好，桌上滴水不沾，游客们
对服务员的“凤凰摆尾”的
沏茶绝技啧啧叫好。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
名茶甚多，老茶客都有自
己喜爱的茶叶，而各种茶
叶又各有不同的特点。“碧
螺春”，产于太湖边的洞庭
东山、西山，茶树与枇杷、
杨梅等果树交错生长，具
有花香果味。“龙井”，外形
扁平挺秀，泡在杯中，嫩匀
成朵，芽芽直立，而且汤色
明亮，清香芬芳。泡茶也有
不少学问。有些茶叶可用

开水冲泡，但是像“碧螺
春”这类茶叶，大部分是
嫩叶，好的一斤要有六
万五千个左右的芽头，
泡时应先将开水倒入壶

内，然后将茶叶徐徐放入，只见杯中茶
叶翻滚，清香袭人，喝到第二遍，味道更
佳。现在，十几种茶端上来，服务员只要
通过嗅香气，尝滋味，观汤色，看底叶，
就能说出茶叶的名称，用茶馆的话说，
叫作“一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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