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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谱
曾元沧

! ! ! !回家路上，顺便买了
十几只猕猴桃。标签上注
明“红心”，产地四川都江
堰。拎回家中，置于桌，
家人逐个拿起来捏了一
遍，质疑：“这么软，捂得太
熟了，不一定好。”“!月下
旬收成，"#月、""月，今
天是 "$ 月底，时间
稍微长了些，但无
妨，现在仓储条件
好，再说这种猕猴桃
放得起。”我掐算后
随口说道，“哎呀，就算
继续为支援灾区建设出点
力吧。”家人笑言：“都江
堰猕猴桃的心是红的，你
的心也是红的嘛。”
我的心怎么“红”不敢

说，不过“%·"$”地震之后，
我倒是自发去了灾区，包
括汶川、绵阳和都江堰，
所到之处都没有忘记聊表
心意。要说真正的“红
心”，当数那位卖掉自己房
屋紧急参与赈灾& 后来又
不遗余力为都江堰猕猴桃
打开销路的“美丽的上海
奶奶”。古往今来，各路“红
心”者，无不是像她这样以
实际行动赴国忧、促兴邦
的社会贤达。她的模范事
迹感动了、并继续激励着
前行的人。
本人对猕猴桃的认知

是逐渐加深的。去年，有幸
得到一个赴诸葛亮出生地
南阳采风的机会，时值当
地猕猴桃丰收季节。参观
了果园之后& 才知道猕猴
桃原来是一种藤木树结出
的果子。上街领略果市盛

况，有位水果摊女主人正
经八百地对我们说：“中！
诸葛亮小时候就喜欢吃红
心猕猴桃。”言下之意，红
心猕猴桃格外有营养，所
以他长大后脑子才那么好
使，羽扇纶巾，独步天下。
我不禁窃笑，这东西

乃猴子爱食之野果，除非
小诸葛特别好动，喜欢到
荒山野地穿来蹿去，更何
况当年诸葛家附近野林中
是否有此“奇异果”也未可
知。女摊主带河南话特色
“中”之言辞，只能这么理
解：时代使人变得越来越
聪明，学会了“就地取材”，
拿当初躬耕南阳的诸葛亮
说事。
南阳猕猴桃跟都江堰

的一样，多数是红
心的，被认为是猕
猴桃中的上乘之
品，据说其所含钙、
磷、铁等元素和多
种维生素特别丰富，不但
能补充营养，而且可以防
止致癌物质亚硝胺在人体
内生成。近两年我对红心
猕猴桃的兴趣有增无减，
就有着保健养生的考虑。
事实证明我买对了：整

果捏上去虽然有点酥软，但
尚未“酒变”。将它拦腰对半
切开，红心处呈散射太阳
状。用不锈钢钢小调羹舀
着吃，最后“刮”得干干净
净，只剩外皮，一点也不浪
费。果肉细腻可口，汁水
足，甜度适中，与“美丽的
上海奶奶”对都江堰红心
猕猴桃的介绍完全吻合。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
哎，造物主怎么也青睐红
色？不忘将其注入各式各
样的自然食物呢？而且红

色的东西往往都是造物主
的得意之作。你瞧，猕猴桃
是红心的好，火龙果是红
心的好，柚子是红心的好，
青皮萝卜是红心的好，就
连地瓜也是红心的好。有
一种番石榴的称谓则更直
接———红心果，诗人以“红
玛瑙”相喻，树形漂亮，
花朵鲜艳，那些红心果
成片成林的村落，不让
人来旅游观光亦难；果
有“红瓠房”，散发异

香，籽裹蜡状膜，嚼着有一
股清口的甘酸味儿。

综观天工造化之食
物，大多数为素心与黄心，
少数才是红心。同类中，红
心的品质普遍好，所含有
益于人类的成分明显多。
看来，“普及中提高”的原
则早就存在于天地之间。
人们称猕猴桃、火龙

果、红心果等为“带着阳光
味的果子”。由此，我又想

起了有些国家的小
学生，每天吃点心
之前必定要朗诵一
首感恩诗：大地赐
予我们所有的食

物'太阳使得植物成熟可
口(亲爱的大地亲爱的太
阳(我们忘不了你们的恩
典。这种教育对培养孩子
敬畏与爱护自然的观念意
义深远。
中华民族与造物主同

好，世世代代崇尚红色，
红映寰宇，嗣脉兴旺无与
为比。因为人口特别多，
对“成熟可口植物”的需
求也就特别大，所以要特
别感恩太阳，感恩大地，
并认真负责地把生态环
境侍弄好。“中”！但愿吟颂
感恩诗的声音，能够插上
翅膀，响遍祖国的每一个
角落。

万千红心灼如虹，无
限爱意暖天下。物物堪足
惜，处处起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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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读完《洪荒六记》，心情无法平静。
这是一本震撼灵魂的书，是一位历尽磨
难的老诗人用血和泪写成的书。王元化
先生读这本书的初稿时，曾经动情流
泪。我相信，凡读这本书的人，一定会不
同程度地被震撼，被感动，会被书中的
文字引导着，反思已经远去的历史。

王果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和他相
识三十年，对他的遭遇有一些了解。年
轻时代，王果先生是一位向往革命的文
学青年，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在诗坛崭露
头角，曾有过值得骄傲的经历。解放后，
因和胡风有过一点交往，被株连批判，
流放边地，九死一生，三十年不见天日。

我认识他时，他刚获平反不久，我们同在《萌芽》杂志做
编辑。他沉默寡言，独来独往，对自己经历的苦难岁月，
也很少谈及。但我知道，前半生的悲苦，并没有把他压
垮，也没有折断他心中理想的翅膀。他常常把他新作的
诗篇给我看，诗中所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思考，对人生
的感悟，对真理的追寻。他用质朴平实的文字，写出很
多深沉浑厚的诗篇，成为他们这一辈诗
人中杰出的代表。他告诉我，他会写回
忆录，把过去的历史记录下来，告诉后
人。现在，《洪荒六记》问世，他完成了自
己的心愿。

王果先生写这部书，耗时多年，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们现在读到的《洪荒六记》，只是这部大书的一小部
分。一颗历经磨难和沧桑的心，平静地回望历史，追述
往事，却让人读得流泪，这是真实的力量，是人道的力
量，是情感的力量。这样的历史，也许不堪回首，但中国
人应该了解，而且必须认真面对，铭记在心。曾经的坎
坷和灾难，是我们民族的心头之痛，却也是财富。所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即此道理。遗忘和逃避，决不是
一个民族对待历史应有的态度。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为
了不让践踏人性的历史重演，回顾和反思，是何等重要
的事情。这就是《洪荒六记》的价值。
王果在此书的开头，引用了他自己的诗句：
我是最幸福的，因为我思想自由。
我是最痛苦的，因为我自由思想。
一个诗人的幸福和痛苦，凝聚在真诚的文字中，留

给读者的，是余音不绝的思索。
!洪荒六记"序

一个作家的幸运
! ! ! !我感谢上海这座城
市教会我如何认识一个
复杂的事物，理解一种

复杂的人，体谅命运下奇异的变化，同情在巨变中分崩
离析的记忆与人生，钟爱一种叫做定力的内心力量。
我也感谢这座城市给了我丰富的故事，让我能完

成自己的六本书。二十年，六本书，倚靠文学的漫长旅
程，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目的，就是想要认识我长大的
城市，我幼年来到这座城市，它养育了我，我却不怎么
认识它。现在想来，非虚构的文体是最符合这种初衷的
手段，先满足了自己探索的愿望。
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这样故事丰富的城市，是一

种幸运。

证婚辞
刘 齐

! ! ! ! 我是
新娘父母
多年的朋
友，是看着
新娘一点

点长大的。十多年前，新娘
还是个小姑娘，如果穿上
现在这身婚纱，整个小身
板都会被埋没。再说她母
亲也不会让孩子穿这么大
号的衣服，让穿她也
未必穿，她比较爱学
习，爱思考，小小年纪
就做了我的一字师。
那时我新出了一本
书，小姑娘只看了序言，就
指出一个错字，让我在少
年儿童面前无法骄傲。新
郎我没机会看他长大，但
他对我也有帮助，他教我
使用新手机，给我做了一
刻钟的高技术老师。今天，
我的两位老师、两位小朋
友，你们漂漂亮亮的，喜气
洋洋的，多少还有些羞羞
答答的，正式结为夫妻，我
真替你们高兴。
今天的蓝天，桌上的

好酒，宽敞的大厅，见证了
你们的婚礼。更重要的是，
大厅里的全体来宾、新人
家属、做服务工作的朋友，
我们这些人，我们大家，共
同见证了你们的婚礼。这
是一件让人喜悦、激动、感
慨的事情。
但是，光有这些恐怕

还不够。一个好的婚姻，不
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婚礼，
不能仅仅由别人来见证。
人证不如己证。
我们是别人，你们是

自己。你们要靠自己，从现

在开始，一天一天，一年一
年，不断向世界证明自己
的婚姻。
这好像还不够。因为

婚姻不是评劳模，不是让
领导有好印象，不是“秀”
给别人看。
外证不如内证。
向外面的世界证明，

不如向内部，向自己的另

一半证明。自己的另一半
是上天派给你的最好证
人。不用选择场地，不用写
誓词，把心掏出来即可。新
郎掏出一颗心，新娘掏出
一颗心，两颗心合在一起，
相互证明，变成一颗心，心
心相印，同心同德。
这样做，很值得赞美

了。但叫我看，它还有一点
局限，因为它还没有脱离
“证明”这一概念。我们活

在世上，从小到大，不断地
证明，证明完了这个，又去
证明那个。你看中国的墙
上，办证的小广告多么繁
荣。为什么，我们总得要去
证明呢？
有证不如无证。
无证，不是无证驾驶、

无证行医、无证推销，不是
反对履行法律手续。“无
证”的婚姻，是我们在
漫长的岁月里，在无
尽的家庭琐事中，相
亲相爱，孝敬守信，朴
实浪漫，宽容勤俭。在

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自
觉自愿，习以为常，像呼吸
一样自然，像流水一样随
意，像飞鸟一样无痕。久而
久之，我们已经忘掉证明
了，已经不需要证明了。如
此，我们不但会有一个很
好的婚礼，还会有一个很
好的婚姻。哪怕我们的婚
姻只有八十年、一百年、一
百五十年，我们也会非常
快乐。

集邮沙龙杂忆
唐无忌

! ! ! !集邮沙龙，邮人小聚是也，
常为茶饮小酌，时间地点随意，
话题海阔天空，叙旧交流为主。
当然也有定时定点举行的，形
式宽松自在，参加者少则十廿
知己，多则数十邮友。

沙龙在国内似为现代用
语，以前很少有人如是称呼，而
在欧洲，这种叫法十分普遍，在
集邮界也然。事实上集邮沙龙
形式在沪地由来已久，早在上
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类似活动
开展，地点常选在咖啡馆或中
小餐厅，而至五十年代和六十
年代前期则更为流行，多在公
园茶室或中高档饭店举行。近
些年来，上海的集邮沙龙又逐
渐兴起，参与者不论年龄大小，
不管集邮范围，更不说水准高
低，交流邮识，观赏邮品。

集邮沙龙在上海持续时间

最长的恐怕要数虹口区邮协举
办的“虹口集邮茶座”了，至今
已有近 )#年的历史。茶座始于
"!*+年 ""月，在每周日的下午
举行，通常从 "点钟开始，到 +

点过后方散，每次大约有三四
十人参加，至今仍坚持活
动，可谓长盛不衰。茶座
主持人虽然已换了好几
位，新会员也来了不少，
但仍有从一开始就参加
活动的老邮人，可见这茶座具
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在茶座活
动中除品茗谈邮外，还常组织资
深集邮家作主题发言，以及观摩
邮品、交流组集经验和兴趣拍卖
等。我对虹口集邮茶座是倍加赞
赏的，在上世纪 !#年代初退休
以前更是该茶座的常客，我家
住徐汇区，要到四川北路茶座
举办地需横跨静安、黄浦、闸

北、虹口四个区，路相当远，那
年份时兴骑脚踏车，好在年纪
还不大，骑上个把小时还顶得
住，有时也会与其他去虹口的
邮友约在半路相会，通常约在
现已改建的平安电影院门口，

然后过乌镇路桥再一路朝北，经
宝山路抵达。我在出发前通常未
进午餐，因此，辛苦一路到后已
近中午，肚子也饿了，就找家小
店吃饭，路边有家一开间门面的
小西餐馆专售简易快餐，套餐
还不错，仅 $元 +角一客，几位
邮友边吃边谈倒也小乐惠。

虹口集邮茶座一直有一档
“保留节目”，那就是会员集邮

品的兴趣拍卖活动，每次一般
有几十个号码供拍。这些年在
虹口参加周日下午的拍卖似乎
又使我回到上世纪 +# 年代末
参加新光邮票会拍卖活动时的
心情：愉快、过瘾、充满期待。虹

口的兴趣拍卖系内部交
流性质，不收手续费，卖
出者不定价，拍入者不杀
价，大多数参与者并不一
定期待拾遗补缺，只是大

家花点小钱图个快乐，因此气
氛祥和舒畅。我除了总会拍进
几个小项目外，也常提供 "#来
号拍品凑个热闹，有邮友笑说
我是让出点邮品“混”一顿西菜
和“骗”几个香烟铜钿（那时我
尚未戒烟）。这一点不假！大家
在虹口集邮茶座总是欢声笑语
不断，备感快乐温馨。

当然，虹口集邮茶座不是

以兴趣拍卖作为重头戏，而是
以邮人交流心得为重，茶座主办
者经常主动约请本市或其他省
市的集邮行家前来参加研讨，话
题不求深奥，但求广泛，在这方
面虹口邮协的几位负责人做得
相当到位，他们都预先拟定主
题，并带头发言，使每位参加者
都能在邮识上有所提高。如今，
虹口集邮茶座已成为虹口邮人
乃至上海邮人心目中的品牌沙
龙。我始终认为集邮沙龙是一种
加强集邮者之间联络的很有效
的方式，理应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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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三于港畔，侯扑镇蛰
伏在明媚的阳光里，在海
天一色的滩涂上，她是青
黛色的芦苇的影子，只有
低沉的白云在金黄
色的稻草屋顶上和
烟囱间绕过的一
刻，才让进港的船
家真实地感到———
鸭窝沙到了。

船就泊在镇
东码头边的一棵
柳树下。
青青从跳板上

走进了侯扑镇，五
六个硕大的柳条箱
被两个水手搬上了
岸。船家告诉她：到
了。她微笑着点点头，就算
谢过捎带她来鸭窝沙的船
家了。整整一个下午，她就
站在这棵柳树下，站在无限
寂静的侯扑镇上。直到太阳
落山的时候，镇东第一家的
一对老夫妻来问她：
“姑娘，你从哪里来？”
“很远的。”她说：“常

熟。”
“你来走亲戚？”
“不是的。”
“你是来找一户人

家……？”
“不，我叫青青。就让

我认你们当父母，
一辈子和你们生活
在这里。”
这么标致的人

儿，老夫妻俩还从
来没有见过。是什么原因，
让一个年轻女子独自来到
举目无亲的鸭窝沙？谁也
说不清楚。
是的，兵荒马乱的年

代里，说不清的东西很多
很多，但侯扑镇却是真正
的世外桃源。大清国灭亡
已经十几年了，剪去辫子
的男人连背影都是精神
的，但裹了小脚的女人却
依然迈不开脚步。"*岁的

青青却是一大脚女子，她
说她笑她走路她做事，真
的和别的女子不一样。比
如，一个女子和一只竹篮，

拎在手里，不好看；
挎在臂弯里，不好
看。青青是这样的，
将竹篮挎在臂弯里
移在右腹前，这样
人在快步走动时，
衣服的前摆被篮子
压着，让整套上衣
服帖匀整，让人的
身体更加挺拔……
因此，青青的美不
是来自读书人的书
里，不是来自去过
上海百乐门的当地

富豪和船家的传说，她是
真实的仙女下凡，一个侯
扑镇人，凭着最伟大的想
象，也想不出青青这样的
美。青青把自己的脸自己
的胸自己的臀自己的脚，
打扮得像脸像胸像臀像
脚，这是从小在田地里和
男人一样劳作，常年被
温饱困扰的本地女子不
可比拟的，这是没有出
过远门的鸭窝沙男人没
有见过的。
青青的茶馆里人满为

患。所有到镇里的男人和
船上下来的船家，
都没有赤背没有随
地吐痰的，所有到
镇上的女子都是
来学青青穿衣打

扮的……青青一辈子没有
结婚，却让许多男人爱她
终生。光彩中淡淡的自豪，
笑脸上淡淡的忧伤，是青
青这个作为鸭窝沙时尚标
志的女人一生的形象。在
新世纪的门槛上，这位近
百岁的老人去世了，她没
有晚辈，在村里组织的追
悼会上，远近几个圩里，老
少四代来送葬的人都叫唤
她姐姐。

雪村 (彩色木刻) 罗雪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