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战地百合

责任编辑：殷健灵 B!!"#!年$$月$%日

星期四

!"#$%&'&'(()*'+)*+#)*,

-.小时读者热线：/0--11

善的回应 爱的循环
怡 然

! ! ! !在一个又一个“最美”涌现，并逐渐塑
造“最美”中国的时候，上海的“最美钟点
工”现身了。来自湖北的钟点工何益红和邻
居一起买菜回家，当一辆宝马车突然迎面
撞来之际，她一把推开邻居，自己却被宝马
碾压于车下，昏迷 !天 !夜。醒来后，她的第
一反应并非向肇事司机追责，而是急于联络
自己的 "#多名雇主，解释自己这几天“消失”
的原因，并且归还雇主家的钥匙……
人们被这位舍己救人而又诚实守信的钟

点工感动了。同样让人们感动的，是围绕着何
益红受伤后所发生的一连串温暖故事：当一
位邻居看到何益红整个人被压在车底之际，
立刻招呼 "#多名好心人相助，协力将宝马车
抬起，这些好心人与何益红素昧平生，彼此间
也不都相识；何益红的雇主，发现这位从不请
假一天的钟点工好几天没有音信，都为她担
忧，或寻找，或报警；当得知事情原委后，雇主
们纷纷前往医院探望何益红，赠物送钱，关怀
备至，而且各自回忆讲述这位钟点工诚恳、勤
勉的点滴往事，让我们发现，这“主人”与“仆
人”间原来早已情同手足，亲如家人，绝非机
械冰冷的雇佣关系；许多有关和无关的市民
和单位代表，闻讯而来，探望、问候、宽慰、献
上爱心，连肇事宝马的单位也表示要担责；
……一位参与救援何益红的邻居感慨地说：

“没有事情发生，也不曾感受到这社会上好心
人的温暖。”
当人们友善和睦地相处，平静和谐地生

活时，对事实上相当融洽的人际关系视若寻
常。平时相安无事时，可能并没有密切交往，
而一旦突发事态发生，危急关头出现，出自本
能的人性瞬间迸发，则会蓦然感觉原来人世
间有那么多温馨，有那么多好人。“好
人有好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俗
言俗语，意境不俗。

这些年倡导确立核心价值观，建
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人觉得
这似乎有点虚无缥缈。其实，价值观最基本的
主体还是个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最美钟点
工”以及诸多“最美”的凡人小事，还有围绕着
“最美”所发生的诸多善事善行。“核心价值
观”内涵饱满又实实在在。胡锦涛同志在党的
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以 $%个字概括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
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做了表述，反映现阶段全
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是就国家层面而言；“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乃着眼于社会的角度；而“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对公民个人素
质所做的诠释。恰巧发生在十八大召开前
夕的“最美钟点工”的故事，正好“写实”了

关乎公民个人的 !个字，生生地演绎了人间
的诚信与友善。

这样的“巧合”并非偶然，以善良著称的
中华传统之“善”延绵千秋，“友善”之歌穿越
时光隧道，从未休止。 所谓“友善”，就是亲
近和睦& 亲密友好。用“感动中国”的人物之
一、十八大代表孔祥瑞的话说，就是“人与人

之间应该倡导一种爱的循环”。孔祥瑞
所在的团队强调爱职工、爱企业；队长
爱员工、员工爱队长、员工爱企业、企
业爱国家。这种“爱的循环”能够拉近
人的心，产生无穷的动力，正是倡导友

善的一种体现。一个企业、一个团队是这样，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不也是这样么？
有一段形象隽永、流传甚广的“凡人名

言”云：生活是一面镜子。当你面带友善走向
镜子时，你会发现，镜中的那个人也正满怀善
意地向你微笑；当你以粗暴的态度面对它时，
你会发现，镜中的那人也正向你挥舞拳头。
或许，这就是我们世代祈盼的理想境界，

就是最佳状态的“善的回应”、“爱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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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我走进了中南海。头无桂冠，身不披
红戴花，就作为一普通公民；因那时它在节假日对外
开放。虽开放的只是局部，但能走进这自 "'%'年来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脑和心脏的地方，这儿的一草
一木都让人倍感新鲜。
父亲的战友送来参观中南海的请柬。两张粉红色

是 "#月 "日上午，编号 ###$!%"、###$!%$。另一张
嫩黄色的、编号 ####""(的参观时间是下午一时至五
时。正面印着：“为庆祝‘十·一’国庆节，请于一九
八六年十月一日上午七时至十一时参观中南海毛主席
故居并游览静谷和瀛台。”落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背面有《注意事项》 )条。

中南海在故宫西面，又称“西苑”
和“太液池”。占地面积 ")##亩，却有
*## 亩是水面。它为中海、南海之统
称，南海在中海之北，与红墙外的北海
原称“三海”。它始建于辽金，自元、
明、清均是皇家禁地。它的东面是北长
街和南长街。我们从南长街 !"号进入
中南海。开放的那片地，说是平时中共
中央书记处办公所在。维持秩序的，想
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战士，虽一身西
装，却遮掩不住军人的“范儿”。个个
笔直立正，回答简练扼要。
其实，中南海的建筑基本集中在隔

开中海与南海那东西向的长条地块上。
现在的规模出于明朝，大多为清时所建。
翻着导游手册《中南海参观纪念》，进门
过流水音往西，过蜈蚣桥到第一个参观
地丰泽园，它坐北向南，在瀛台北偏西，
西与静谷为邻。东院的菊香书屋是毛泽东故居，内有卧
室、书房、办公室、起居室。"'%'年，毛主席从河北省平
山县西柏坡村进京，落脚香山。在那住了一段不长的时

间后，就搬到了这里。
沿着回廊，来到了毛主席的办公室。

屋内的写字台上，有本台历。翻开的那页
是 "'((年 !月 "'日，我记下这个日子。
从那以后，毛主席就搬到了游泳池居住，

一直到 "'*(年 '月 '日逝世。在中南海的日子里，他
住菊香书屋最长，有 "*年；在游泳池则是 "#年。

旋又来到毛泽东的卧室，屋子里的家具全是本色
的。引人注目的是那张大床。床的一边是小木桌，有
盏小台灯，圆锥形的灯罩是蓝色的。小木桌后，紧拼
着一张小写字台。这张木板床朝里靠窗的一边，堆着
一排书，早就听说他的这一习惯。与床垂直的是一排
四个木制的书橱，无玻璃门。橱的上方有两盏壁灯。
那时的视力还可以，还没特为他印制的“大字本”。
故居里是不能拍照的，只能在丰泽园前留影。一

旁，有人指着树后一栋三四层平顶楼房说，那是江青
住的。住这里，与菊香书屋不算远。“文革”开始，毛
泽东搬走了；江青也随中央文革小组搬到被毛泽东认
为是“无鱼可钓”的钓鱼台，直到被抓。
离开丰泽园往西是“园中之园”静谷。汉白玉石雕

砌的门楼为金刚宝座塔式，五塔分别矗立于两层须弥
座上，门额镌刻“静谷”两字。据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女儿
曾自的回忆，“偌大的园子里只有父亲住的靠西墙的三
间厢房。”

三面环水的瀛台是中南海游的最后一个去处，过
瀛台桥而入，宛如水中一小岛。它建于明朝。现有建筑
是清顺治和康熙年间扩建的，"'*)年进行过修缮。主
体建筑从北向南为翔鸾阁、涵元殿、香扆殿和迎薰亭。
清世祖顺治题额“瀛台”，乾隆题“海中蓬莱”。

站在迎薰亭环顾四
周，没想到中南海里还能
划船。望着荡起双桨的人
们，映衬着南海喷出的清
凌凌的水，如穿梭在绽放
的花儿中。

狱中斗智
谢顺铨

! ! ! !敌人已经抓住了她一只手臂，并
扭到了身后。情急中，她快速地用另
一只手，将衣袋中一个记载抗日工作
的小本子拿出，趁着夜色，悄悄地把
它扔在路旁的草丛中。扔掉它，就扔
掉了机密。她开始无牵无挂，淡定从
容起来。
她被捆绑着，带到日军据点。
"'%# 年，不愿做亡国奴的赵衡，

放弃了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业，
瞒着父母及家人，与同学一起来到苏
北参加了新四军。那年她只有 "! 岁。
"'%"年，鬼子对新四军所在的盐阜地
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赵衡所在的服务
团化整为零，分散到乡下打游击。在
这次鬼子突袭中，赵衡因来不及撤退
而被捕了。

敌人对她的审讯毫无结果，因她
已将那小本子扔掉，又改名换姓，编
造身世忽悠了鬼子。

几天后，她与前期被捕的鲁迅艺
术学院华中分院的三十二人，被鬼子
押上一辆汽车，送到位于苏中的日伪

军“明德义塾”关押。所谓的“明德
义塾”是鬼子与汉奸勾结开办的一所
学校，通过精神“感化”来收买人心，
培养奴才，以达到日寇“以华制华”
的目的。赵衡他们三十三人，大多是
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被日伪认为是
一些误入“歧途”，
可以“感化”的对
象，送到这里进行
所谓的“感化”。

他们失去了组
织，但又很快自发成立了专门对付日
伪的中心组。“保持民族气节，坚信
抗战胜利。灵活策略地对付日伪。”成
为他们的宗旨。

“明德义塾”开始给他们上“和
运课”，即所谓的精神讲座。“老师”
走上讲台，扫了他们一眼后，便开始
发表“演说”，讲得正酣，大家开始发
问了：“南京汪精卫政府有没有贪官
污吏？”“和平军（即伪军）有没有杀
人放火？”“为何日军到处杀害中国老
百姓？”突如其来的连续反问，让这个

“老师”张口结舌，尴尬无比。只得草
草收场。他跌跌冲冲离开讲台，十分
狼狈，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第二次“和运课”，换了一个日本
人讲课。“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纷
纷叽叽喳喳开小会。课后，大家一同

到所谓的校长那
反映：老师讲课
我们听不懂。此
后，被日伪认为
最能“感化”的

所谓“和运课”便一蹶不振，更不用
谈有什么效果了。

音乐课教他们唱日寇的《大东亚进
行曲》。“老师”十分卖力地教唱，然而，
他听到的却是既嘈杂，又混乱的声音，
各人各唱各的调，有高，有低，还有走调
的。弄得“老师”无言以对。

日伪挑选了几个体格较好的同学，
要他们参加南通中学生运动会，以此
宣传“优待俘虏”。这些同学就开始
“犯病”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腰痛，
再就是感冒，浑身无力，饭也不吃。

这下日伪又傻眼了，只得息鼓作罢。
这样的明争暗斗持续了两个多月。
最后，日伪无计可施，大概是认

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娃娃，翻不了什
么大浪，便将他们做了安排。家在当
地的，可以来探望或取保释放。这样，
他们与地下党就有了联系的机会。一
个逃离计划悄悄在拟定。

经过仔细研究，出逃定在元旦，
这时日伪忙过年，无暇顾及。元旦前
夜，赵衡几乎彻夜未眠，就要行动了，
抑制不住激动，她反反复复在思考必
要的准备和应付。元旦早 ( 时，赵衡
他们起身，蒙骗过日伪哨卡，一路快
速行军，一日滴水未进，终于在星斗
满天时到达新四军驻地。

握着同志们的手，他们大哭起来，
狱中斗争数月的孩子们终又回到母亲
怀抱，回到了抗日大家庭。

书在读你
周炳揆

! ! ! !对于书的作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写的书能够
出售给读者更值得高兴的事了。但是，长久以来困惑
作者的是，他们无法判断读者何时在看自己写的书，
无法了解读者是一口气看完或者是看了三页就扔在一

边了。
电子书籍的普

及完全改变了这种
情况，当人们坐在
电脑前看书的时

候，软件系统不但能统计电子书籍的销
售量，还能知道读者看书的认真程度。
一些著名的销售商如苹果、亚马逊、谷
歌等，对于读者何时买书，多快看完，
甚至是读者的看书习惯，在书上做的标

记，什么时候把书扔下等诸如此类的信息，很快就能
了如指掌。所以说，当你读电子书时，书可能同时也
在读你！
英国有一位作家和出版社约定，如果数据显示读

者嫌他的书写得太长，读他的书经常半途而废，则应
把消息反馈，他会认真考虑缩短书的篇幅。已经有出
版社在出纸质书之前，先
通过上述手段作一个市场
调研，以决定是否出版。
更为有趣的是，“书

在读你”还被出版商用来
和读者进行互动。有一家
出版商在书上附上一张
“选择你的冒险”的表格，
读者可以从中选择自己喜
欢的角色甚至故事情节，
作者再根据读者的喜好来
对原书进行修改，以供再
次出版。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

和读者的互动不屑一顾。
他们认为，这种唯数据为
是的做法会限制作者的创
造力，以致杰出的文学作
品无法诞生。

他们坚称，书就是
书，该怎样写就怎样写，
和读者的喜好无关，难道
有人嫌 《约翰·克里斯朵
夫》太长，我们就应该删
减它吗？

瀛洲壁画 邱振培

! ! ! !当群英和医护人

员! 伤员走出几小时

后"军部所在位置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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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晚饭后散步时，我常常能看到几个
年近九旬的老翁，走起路来跌跌撞撞，
常要小辈搀扶。但是我惊奇地发现，他
们每每在过路口时，不知从哪来的动
力，居然能健步如飞、连奔带跑
地冲过红绿灯。我不得不好奇地
问老翁，您哪儿来这么大的精神
头？他苦笑地对我说：“这儿的
绿灯亮的时间太短，我不加快速
度根本过不去。”我仔细地观察
了徐汇区和长宁区的部分路口，
自己也模仿老年人的步伐实地演
练过，发现不止一个路口，不仅
老年，就是青壮年也得以小跑的
速度奔跑。尤其是在烈日炎炎的
夏季，过路口时，尽管流一身臭
汗，还是恨不得生就“刘翔”那
样百米跨栏的速度，否则只能望
路兴叹。

在国内大城市，对老年人来说，
“过马路难”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现象，
且不说国内的汽车看到红灯依然可以小
转弯，而且百分之八九十的司机完全没
有行人优先的意识和习惯。所以老人在
过马路时，看到绿灯也不敢贸然
起步，先得像侦察兵一样，左右
观察，打量一番，才敢准备冲
刺。
但是，除了无视行人优先的

汽车之外，还有难以数清的摩托车、助
动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专用车和自
行车，常常无视红灯，横冲直撞令老年
人无法招架，所以老年人的很多交通事
故往往发生在斑马线上。
老年人毕竟不是刘翔，要让他们以

百米冲刺的速度过交通要道，确实太
难。据统计本市 ()岁以上的老人已达
$+) 万，占本市常驻人口的 "(,( -，
值得注意的是，本市老龄化的速度在加
快，到 $#+#年本市 ()岁以上老人占常
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 +#-，上海将成

为名副其实的老龄化城市。
既然老龄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

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我们当然得研究
一系列老龄化社会对策，诸如养老金制

度的改革、老年社区的建设、老
人设施的完善和建全，都应当是
各级领导、各级政府优先考虑的
问题。
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现在

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自己就会
身受其害。不管你地位有多高，
不管你掌握了多少亿的财富，你
都无法回避你也要成为老人的这
样一个生理规律。
谈到老人设施的完善，城市

的交通路口，红绿灯的设置应当
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特点。在一些
经济发达的国家，首先，红灯亮
的时候汽车是不允许小转弯的；

其次，汽车必须是礼让行人的。这就在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人不至于被右转弯
的车辆冲撞。他们的一些做法，也值得
我们参考。他们在设置红绿灯的时间
时，往往骋请专业交通科研机构对该路

口人流量进行长达三个月到半年
的测量、统计、调查，之后，才
确定红绿灯的通行时间。而且这
个时间是根据节假日、早、中、
晚以及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调整

的。这样的设置本身已经很人性化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每年根据居民的反
映而进行调整。
而我们的绝大部分路口，从早到晚

红绿灯的时间是固定的。这样的设置固
然简单，但是，它恰恰没有考虑到居民
出行的需要，也忽略了老龄化社会的需
要。
既然，我们人人都要变老，现在也

没有什么奇方妙药让老人变成刘翔，为
什么不能为我们的父母们，也是为明天
的我们自己多考虑一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