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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公交车有窗帘! 移动电视!空

调"还有投币箱!自动声频报站设备"无论

是车厢环境"还是服务设施"都比过去先

进得多"也舒适得多# 只是那只中门座椅

下的一只垃圾桶"常让我感到不舒服$

乘公交车目前并无禁食的规定"而现

在又多为包装食品" 连饮用水都是瓶装

的"有些人乘车时吃这喝那"难免会有丢

弃的垃圾"因此车上备只垃圾桶的确很有

必要$ 这比起早年间车上只备扫帚%拖把

等清扫工具"只在车到终点或结束一天营

运时才打扫一番"明显进步了$

不过"看看车上的那些垃圾桶"各路

车队并不是统一的&有的线路公交车上的

垃圾桶还基本整齐' 有的却已缺了拎襻%

或有裂口了' 甚至有用废弃的涂料桶%原

先存放化工产品的圆铁桶(顶替)的**这些(杂牌军)用

来当作车上的垃圾桶"一是不美观"破坏了车厢的整体美

感'二是"这些垃圾桶的管理也成问题"有些好像很久未

曾清洗"里外污迹斑斑不堪入目"很不卫生$

在公交车上设置垃圾桶"看似小事一桩"公交公司对

此似乎也过于随意"但我以为&一只小小垃圾桶"会影响

公交车的整体(氛围)'而公交车又是城市的(窗口)"影响

了市容"恐怕就得不偿失了$

在公交车上放置统一美观的垃圾桶"花不了多少钱"

却能让整个车厢更为温馨!亮堂$ 设置了垃圾桶"应勤于

清洁"常常里外冲洗一下+++把车厢当做乘客的家"这个

家应当是清洁舒适的$

吃到一只好汤
颜志忠

! ! ! !我对汤情有独钟，钟情到“宁可行
无车，不可餐无汤”的地步。这想来是
讨了个宁波籍的老婆的缘故：餐桌上
小菜碗碟细巧玲珑，每餐的一大锅汤
却是满满扑扑，二十年夫妻做下来，竟
然就“一日勿吃咸菜汤，脚里就要酸汪
汪”起来。于是，在外用餐，总要问问这
家菜馆的特色汤，点一只尝尝。
最近在江苏溧阳，我吃到了一只

好汤———天目湖鱼头汤。
那天车到天目湖，正是午餐时间，

就在湖畔一家餐馆吃饭。上汤时，我的
眼睛不由一亮，哇，满满一大砂锅鱼头
汤，娇小的女服务员一路端竟咬牙撇
嘴的很费劲哩！看锅里，乳白的鱼汤刚
没过鱼头，上面一撮香菜碧绿生青，一
股香气扑鼻而来。大家早顾不得文雅
了，大勺小匙一齐上往自己的碗里舀
汤。一碗汤下肚，吐出一个字：鲜！
服务员见我们吃得开心，微笑着

给我们讲起了鱼头汤的故事。
原来，天目湖盛产花鲢鱼，但过去

当地人只习惯吃鱼的后半截。一位大

厨觉得把又大又肥的鱼头丢掉太可惜
了，就放在锅里或烧或煮或煨，反复研
究，终于制成这道风味独特的名菜。天
目湖是沙质湖底，湖水又经周围山体
绿色植被过滤，纤尘不染，生养的鱼自

然没有泥土腥气。当地餐馆的鱼头汤
都以湖水为汤基，用野生大花鲢鱼头
作原料，吃上去鲜而不腥，肥而不腻。
有一次，七十四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携
夫人游览天目湖，他们品尝了鱼头汤，
赞不绝口。有老外索性以汤代酒，频频
干杯呢！
不等故事讲完，我们早筷勺并举

对硕大的鱼头清剿起来。有吃色泽鲜
白的鱼眼的，有细细品味鱼皮的，我用
勺挖出晶莹透亮的鱼脑，吮吸入口。顿
时软滑鲜嫩顺喉而下，回味无穷。我还
将筷子指向鱼头和鱼身连接的部位，

宁波人称其为“下颏肉”，嚼起来滋味
鲜美，富有弹性。

“你们知道鱼头哪个部位最滋
补身体吗？”见我们吃得热烈，服务
员又问。

全桌人一下被问住了。谁知道
这个呀？此时邻桌一位先生插进话
来。他说，鱼头性味甘平，补脾健胃。
最滋补身体的是面颊和鱼脑。科学
研究发现，鱼体内有两种不饱和脂
肪酸，对清理和软化血管、降低血
脂有好处，还能健脑和延缓衰老。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在鱼油中含
量很高，鱼油又多在鱼头里，因而
多吃鱼头有助健康。这位戴眼镜的
先生说话慢条斯理，一番阐述颇为
专业。一问，原来他是一名营养师，
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工作。

一大砂锅鱼头汤像
拷浜一样被舀得精光
了！乘四个小时的汽车到
溧阳吃一锅天目湖鱼头
汤，色香味补俱佳，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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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千古名玉和氏璧究竟有多大？这个问
题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玉文化研究者。

我们仍然还得从寥如晨星的史籍中，
去寻找解题的蛛丝马迹。战国《韩非子·和
氏》是被公认为关于和氏璧最早、最
详尽和最可靠的史料，其文字非常
严密。楚人卞和先后三次向周王献
楚山玉璞。前两次都是“奉”而献之。
查阅多部词典，得知“奉”字的常用
义为“提升高度到极限”。古人以眉
毛的高度为极限。西周金文中有“眉
寿”一词，意为极度的高寿。我们平
时常用的“奉献”一词，在古文中指
的是“把贡品用双手抬举到眉毛齐
平处献给君王”，体现对君王的无比
敬畏和尊重。可见楚山玉璞是不可
能很重的，不然卞和无法将其抬举
到齐眉处献给周武王和周厉王。第
三次献楚山玉璞时，卞和已是七十
多岁的失去双足的残疾老人，其已无力用
双手将玉璞举至齐眉处。他回想数十年前
两次献玉璞，宫廷玉匠不识宝，自己被误解
的不幸遭遇，乃“抱”璞长哭于楚山之下。
“抱”字的本义是“用手臂围住”。也就是说，
楚山玉璞的体积也不可能太小，要
用手臂围住，搂在怀里。

西汉司马迁编写的《史记》中
一些关于和氏璧的文字，也被学界
视为重要旁证史料。《廉颇蔺相如
列传》中有个“完璧归赵”的故事。当秦昭王
得知赵国得到了和氏璧，于是遣书赵王，欲
以十五座城池换璧，赵王不敢得罪秦王，派
大臣蔺相如“奉璧而入秦”。相如“奉”璧奏
秦王，秦王看了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
右”。对这句描写，许多的研究文字都解读
为：秦王让嫔妃及近侍轮流传着观看。笔者
管见解读为：秦王“传令（把和氏璧）展示给
嫔妃及近侍观看”似乎更合适。因为这块珍
贵的和氏璧有一定重量，让嫔妃及近侍自
己轮流传看，容易失手，而让人捧着璧递与
嫔妃及近侍一一观看为妥。当相如见秦王

无意换城时，谎说此璧有瑕，把和氏璧复取
到手后，“持璧却立，倚柱”。其怒发冲冠地
说，如秦王相逼，“臣头于璧碎于柱矣”，秦
王无奈。后来相如趁秦王为请璧戒斋五日

之时，命一名随从换上粗麻布短衣
“怀其璧”从小路逃回赵国。从这段史
料中“奉璧”、“持璧”的文字再次证明
和氏璧不可能太重。特别是“怀其璧”
三个字更是明确地告知，和氏璧的大
小是可以揣在怀里而不易被发现的。

时下许多研究文字，甚至教科书
都认为和氏璧是用楚山玉璞雕琢而
成，后来又被秦始皇改制成传国玉
玺。学界对传国玉玺尺寸的考证，认
为其“方四寸，高三寸六”，几乎没有
异议。秦代每尺相当于现在的 !"#$

厘米。故传国玉玺的大小相当于 %&!'

厘米见方，高 (&"厘米左右。如假设
要用中间有孔的圆形扁状玉璧来改

制，可开出四方相同大小的传国玉玺的料。
那么此璧的圆径至少要 ")厘米，厚度为
(&*厘米。和氏璧大如磨盘，重几十公斤。不
仅与出土考证的战汉玉璧（")厘米的大玉
璧，厚度多在 !厘米左右）不符，而且更与

史料中的文字细节不符。
近年学界还有一种新观点，认

为和氏璧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是
一颗珠形超级大钻石，并论证出其
重约 ())克拉（约 $+)克重），比鸡

蛋略大。如果和氏璧只有这般的重量和体
积，那么卞和在第三次献玉璞时，即使再老
弱病残，无须也无法“抱”璞长哭。而只要将
其双手捧握在掌心即可。显然此说也与史
料中的文字细节不符。
综上所述：去掉一个最大的，去掉一个

最小的。那么和氏璧究竟有多大呢？建议读
者可从“奉”、“抱”、“持”和“怀”这四个动词
中去分析推测。“一百个莎士比亚，一百个
哈姆雷特”，一百个读者，可能会有一百块
和氏璧。这都无妨，权作是国人对中国玉文
化知识的一次学习和传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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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女儿生了女儿，我有了外孙女,心里自然高兴。高兴
之余，却又有些惶恐：我果真升级成外婆了？“婆”者，老
也。对着镜子照照，自己觉得辰光未到呢。但“外婆外婆”
地一叫，好像在不断提醒我“老了老了”。与朋友们说起
这种心态，她们调侃说：不想让外孙女叫你外婆，难道让
外孙女叫你“叶老师”？话毕大家笑作一团。

年轻时看德国影片《英俊少年》，第一次见片中少年
海因彻叫自己的爸爸为“卡尔”，觉得很新鲜，也很有意
思。后来知道，和中国人喜欢别人称呼自己的官职、辈分

相反，西方人喜欢别人直呼自己的名字甚
至昵称，以示彼此间的亲近和平等。即使
是长辈和小辈或上司和下级之间，也常常
主动用“叫我某某吧”的方式，来免去客套
和拘束。若用我们传统的观点来看，海因
彻也太“没有规矩”了。因为在中国的文化
传统中，辈分是家庭伦理中的重要部分，
小辈岂可直呼父母之名？

还有，辈分越高的人就越有福气也越
有地位越有权威，你看《红楼梦》中贾政打
起宝玉来何等气势汹汹，可贾母一到场他
就只有唯唯诺诺的分了。所以，中国人历

来特别爱当长辈也特别讲究称呼。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
重，称呼一般都往高、往大上靠，免得对方不高兴。

以前我上山东婆家时，侄女、后生们管我先生和我
叫“大爷”、“大娘”（即过去上海人称呼的伯伯、伯母，现
在多称呼为大爸爸、大妈妈）。在我们上海人概念中，“大
爷大娘”与“老大爷老大娘”没什么区别，而那时我们都
还年轻，被他们这么一称呼，心里好不自在。后来请他们
改称伯伯孃孃或叔叔阿姨，这才觉得自在。说实在的，在
称呼上我还真欣赏西方文化中那种随意平等。那么，何
不效仿他们的“呒大呒小”，让孙女直呼我的名字好了，
反正只要我乐意，也不干旁人的事。倒是若真让孙女直
呼我名字的话，旁人听来或许会误会———这孩子怎么如
此缺乏家教———让我有所顾虑。

正踌躇着，那天我们兄弟姐妹相聚，我说起此事他
们反响热烈，原来他们也都有类似的感触。看来这份“升
级”的尊荣似乎不再像传统那么受宠了。年轻人或许觉
得我们这些家伙完全是阿 -精神，./0 12！可我们真的
不很愿意很快被叫成婆婆公公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
着如何两全其美，我灵感一闪：“叫我 32/4好了。32/4者，
叶也！既是我姓的意译，又比直呼我的中文姓名含蓄，旁
人乍一听来也摸不着头脑，至少不会觉得孩子太没礼
貌。”大家点头称是，于是当即拍板。

说时迟那时快，转眼外孙女泱泱就呀呀学语了。我
用这个办法巧妙地解开了心结，与小家伙建立了平等亲
昵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创新吧。现在泱泱已经三岁，她
知道我是她的外婆，也会说上我的名字，不过她还是更
喜欢叫我 32/4。我呢，时光又流逝了三年，有了外孙女和
外孙，升为婆婆级似乎也不再像当年那样心犹不甘，不
过我还是更乐意听她叫我 32/4。也许有一天，泱泱还是会
改口叫我外婆的，到那时，我再当我的外婆吧！

里弄生产组是那个时代的记忆"至今令一代人难以忘怀$ 当年"曾经在生产组里

度过青春岁月的人们"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 ! ! ! ! ! !黄玮华
埋头奉献

（三字金融名词）
昨日谜面：控制饮食
（水暖配件）

谜底：进口管（注：付。付与）

城市的高度
周炳揆

! ! ! !建造中的上海中心大厦，预计在 !56'

年落成，届时，上海将产生 +"!米的新的高
度。在感叹上海巨大变化的同时，我们也在
思考一个问题：对于城市建筑来说，是不是
越高越好7

答案有点复杂。有研究说：!6世纪是
一个“城市化”的世纪，到
!5*5年，全世界 859的人
口将居住在城市。所以，经
济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和
建筑承包商会不约而同地
说，未来的城市会越建越“高”。有一种所谓
“超级线性比例”的理论是这样说的：城市
的人口增加一倍，城市的创造力和经济的
产出将增加两倍。显然，目前全球城市化的
迅速发展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
城市高度的上升，意味着城市人口密

度的增加。统计显示，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
地方已达到每平方公里 '(555人。这些人
口高密度的地区往往是高楼云集，有人戏
称“摩天大楼”为城市中的“垂直的郊区”。
这些高楼里的人群大都“足不出户”，办公

室和餐厅两点一线，每天看到的是相同的
人，这就大大降低了和其他人群偶遇的机
会。虽然住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却有点像偏
远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
情形。有研究称，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城市，
它的“创新动力”不及纽约、伦敦、巴黎和米

兰，甚至不及一些人口密
度低的高科技城市，如旧
金山湾区的“硅谷”、西雅
图、波士顿、奥斯汀等。

因为，城市的经济发
展，不在于其人口的密度，而在于人与人的
融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融合，见诸以步行
为主的纽约、伦敦的繁华闹市，同样见诸出
门就要开车的旧金山湾区“硅谷”的城市
群。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地方的行
政当局为社会精英和创新企业的聚集、信
息交流提供了高层次的平台。
城市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雅可布

斯密度”（以已故美国城市学家简·雅可布
斯命名），认为城市的密度应以街道上的人
群得以互动，使普通人任何时间都能在特

定的公共场合进行非正式
的接触最为适宜。城市具
有了“雅可布斯密度”，自
然而然会对当地的产品、
服务的多样性形成需求。
而需求的多样性，不仅是
因为城市人群来自不同的
阶层、人种，也是因为不同
的人群有不同的喜好和品
味，这种多样性对经济增
长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

上海这座伟大的城
市，有着开放、包容的悠久
历史，以其追求生活品质
闻名于世。愿我们的城市
规划师，在构思上海的高
度、密度的同时，千万不要
忘了保持她的多样性。

宝岛!瓷都"

周天柱

! ! ! !走遍宝岛，最富诗意的
古镇，要数坐落于新北市（原
台北县）最南端的莺歌镇。
初闻“莺歌”这个美丽地名，
你千万不要引发“莺舞翩翩”

的低吟，或“莺鸣委婉”的联
想，它仅仅是因镇北耸立的
一块奇石酷似莺状而得名。
那天小车刚在莺歌镇停

稳，当地陶瓷文化协会许会
长就迫不及待请我们做一个
有趣的实验：漫步老街，张嘴
做一次深呼吸。奇怪，此时
鼻腔内所嗅到的竟全是陶土
气味，说这里是台湾的“瓷

都”，看来一点不假。
莺歌能在宝岛“一鸣惊

人”，全因拥有大红大紫的陶
瓷业。方圆仅 6(平方公里、
人口约 (万的小镇，历经二
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如
今已蜕变成一个五光十
色的陶瓷世界。据说最
盛时期，这儿光陶瓷工
厂就有一千多家，如今

仍有八百多家在生产。而遍
地林立的陶瓷专卖店、陶艺
馆、陶瓷教室等更是不计其
数。由于就地取材方便，镇上
的建筑、街头的装饰、饭店的
用具等，无不打上陶瓷印记。

作为土生土长的莺歌
人，许会长最为得意的是“莺
歌三宝”。
“陶瓷老街”是莺歌“首

宝”，所展现的是现代版的
“瓷都上河图”。由尖埔路、文
化路、重庆街汇聚成的老街
说老其实一点不老，全天候
步行街的精华段长仅 !*5

米，可鳞次栉比的陶瓷艺品
店、陶瓷教育馆等竟多达上
百家。每逢节假日，来此的游
客便络绎不绝。海外“陶瓷发
烧友”爱专程赶来寻宝，多半
不会空手而归。
老街入口，“釉之华———

活的陶瓷教育馆”吸引了我
们的眼球。馆内《花海飞舞》
《梦幻》《融合》等陶瓷展品，
体现的是“陶”的质朴，“瓷”
的细腻，“美”的意念及“型”
的和谐。而不远处的一家“富
贵陶园”民间艺术馆，一种全
然不同的诠释———“富于心、
贵在情”，跳脱了馆名的俗套
而使你心动。在此静谧的空
间，柔和的灯光，巧妙的布
置，不经意间会有不期而遇
的震撼，久别重逢的温暖。
拥有“台湾首座陶瓷博

物馆”是莺歌的“次宝”。这座

!555年建成的主题馆，高 *

层，占地 6#!公顷，囊括典
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等
各种功能，已成为莺歌地方
产业及文化特色的标志。馆
藏的作品时时更新，
月月不同，陶艺家们
充分发挥形神兼备、
气韵灵动的想象力与
创造力，赋予各款展
品全新的语言与生命。
古镇的“第三宝”最受民

众喜爱。“莺歌陶瓷嘉年华”
年年举办，年年富有创意。我
们来到嘉年华的中心地———
火焰广场，没想到来“瓷都”
竟还能“疯一把”。由专业人

员现场指导，凡参与者从定
中心、开洞、拉高、成形，逐步
玩到“修坪”，最后上釉、窑烧
这两道关键工序，则可拜托
指导老师“点土成金”。而最

令人怦然心动的是，
只要给组委会留个
通讯地址，要不了十
来天，自制的作品就
会安然无损地回到

你的身边。
夜幕降临，戏土广场的

“陶客人人乐”活动活力四
射。素不相识的各路游客沉
湎于古镇饶有趣味的百种传
统民间游戏，将欢乐气氛推
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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