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谈给谁让座
侯晨轶

! ! ! !报载!车厢里"

面对老人送出的关

爱" 二十名乘客竟

然愣是站着" 谁都

不坐##

我琢磨着" 这二十名乘客恐怕是被脑门里闪现的

$老弱病残孕%五个明晃晃的字眼给吓怕了&

$老弱病残孕%这$五字公式%打小时候起就一直

扎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深的脑海里& 想想也是"把

自己往这$五字公式%里套"在多数情况下"没一个字

同自己沾边& 如果在$公式%里再添个$累%字"大概倒

是都能囊括进来&有些公交轨交部门的做法就比较灵

活细致"已把广播提醒设定为$请为

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很赞同&

报纸上常常刊登一些讣告"其中不乏

因辛勤工作过劳而亡的青壮年& 在为

之惋惜的同时"我就在想"社会应该

大力提倡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并非要拘泥于类如$照

顾老弱病残孕% 这样的俗套提法& 受让者可以是遭

$咸猪手%侵害的女生"也可以是站在车厢后部头碰

天花板的高个帅哥" 抑或是手提大件行李的农民工

兄弟'#无论是谁"让座于谁"都是建立在自己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的一种爱心行动"都不应该大惊小怪&

诚然"在公交车厢里"年轻人装睡(假装玩手机而

对颤颤巍巍的老人家视而不见的现象至今还常能映

入眼帘"这实属不该)但"如若一位老人在自己身体条

件绝对允许的情况下表达一份长者之爱"年轻人是否

也可以学着礼貌地接受呢* 让座可以不拘一格"恭敬

有时不如从命)

淡定的古村
王恩科

! ! ! !陆巷坐落在苏州太湖东山，始建于
南宋。当时宋室南渡，途经太湖，见东山
雄峙湖中，清幽静谧，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遂有多员战将在此安家建屋，作为自
己的归息之地，因有六条小巷，故名陆
巷。村子不大，但历史上却有规模较大的
明清建筑 !"座，现保存完整的仍有 #$

余座，被誉为太湖第一古村。
踏进雕梁画栋、气宇轩昂的明清式门

楼，感觉果然古朴幽静。
巷道不宽，"米左右，路
面多为横铺的花岗岩石
板，两侧是错落有致、青
砖灰瓦的老宅，屋顶上
还长着星星点点的杂草，屋檐上攀着不知
名的藤蔓，斑驳的墙面砖缝中冒出了浓绿
的青苔，灰褐泛白、木筋凸起的木制门窗
透露着岁月的苍迈。街上门窗紧闭，清静
无人，只有那房前屋后枇杷树上弥散出的
淡淡的枇杷香味告诉我们主人的存在。这
与不少旅游点街面新建商铺的喧嚣场景
形成强烈反差———在这个浮躁物
欲的年代，陆巷坚守古韵遗貌的
从容与淡定，让人感动。真是大
智若愚、大音希声呵！
紫石街上明代的会元、解元、

探花、三牌坊特别引人注目———高大古
雅、飞檐翘角，跨街而立。虽然灰暗陈旧，
但风骨依然。门楣上漫漶的字迹，隐约显
示着昔日的风采华章。
惠和堂是明朝宰相王鳌故居，典雅

雍容，前后五进，#%&间房。大厅正中屏风
上有唐寅的《王鳌出山图》，大厅周围和走
廊上挂满了散发着悠悠墨香的名人字画，
现出庭院深厚的人文底蕴。院子里花木繁

茂、怪石嶙峋、廊轩相接、曲径回转，让你
如进迷宫。走上绿树掩映的小桥，池中各
色锦鱼蜂拥而至，向你乞食……室内雕
刻精细的古典红木家具，数百年来依然
泛着清幽华润的光泽，让人叹为观止。

出惠和堂，我们又饶有兴趣地参
观了王鳌后裔旧宅怀德堂、王家祠堂和
宋代户部尚书叶梦得的故居宝俭堂以及
当地的民俗博物馆。令人关注的是，宝俭

堂里密密麻麻地公布了
自宋以来叶梦得后裔的
显赫官位、学位和技术
职位，这对研究历史、遗
传和教育的人来说应

该是一份不错的资料。
值得称道的是，为保护故居不霉烂，

有些房屋已让当地居民居住代管，但严禁
私自装修改建。我们入室参观时，主人还
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房屋的历史文脉。

走出陆巷已是中午时分，我们在
太湖边上的小店用餐。女老板很好客，

让我们品当地新茶碧螺春，吃当
地农家菜、草鸡汤和鲜美的太湖
“三白”……

饭后我们到湿地公园散步。
湿地公园是太湖边上的一个浅

水区，不时有羽毛鲜丽的水鸟悠然自得
地在漂浮的植物上嬉戏觅食。芦苇在微
风的吹拂下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一条
条栈道蜿蜒着伸向湖中，走在上面明显
有一股凉气袭身。栈道交错处还有供游
人休憩的小亭，坐在里面，清风拂面，观
碧波荡漾、鱼帆点点，赏风车堞影、鸥鹭
翔飞，看云卷云舒、雾聚雾散……真是一
种难得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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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闲观电视，正巧看到河南卫视播出的《汉字英雄》节
目，据说是集全国各地识字最多的青少年参与，融综艺
性和知识性于一体，更邀请于丹、张颐武、高晓松等文化
名人坐镇，吸引了不少观众，被誉为“掀起汉字风暴”。
在叹服一些少儿选手的识字量、记忆力的同时，也

常感到丝丝遗憾。最多的感叹是，汉字的笔顺似乎已经
不被注意。不少选手在写字时，连先上后下、先左后右的
基本规则也不顾。一个“土”字，竟然先写个“二”，然后再
添一竖。“皱”字，先写右边“皮”，再在左边
加个“刍”。“姜”字，先写下面的“女”，再在
上面加个“羊”。言字旁（讠），居然先写下
面，然后加个点。专家却一致判对，不加
任何评点和提醒。汉字的美感，一定程
度上是由笔顺来体现的，笔顺不对，就
很难把字写得漂亮。如果在电视节目中
对笔顺不便过于严格要求，至少也要适
当提示，否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
是笔顺已经不在评判的标准之中，连电
视上的专家都不作要求了，今后如果学
校老师再予指出，就成苛求了。

约定俗成是文字发展和规范的原
则，对题干及答案的设计也要符合时代
特点。如节目中要求写出熟语“打破砂
锅 '!(到底”（比喻对事情寻根究底）的 '!(字，答案
为“璺”。查辞书，璺)是指陶瓷等器具上的裂纹，谐音为
“问”，今径改用“问”。可见，直接写作“问”是可以，在日
常书报中也更常见，不必绕到比较冷僻的“璺”。
文化名人并非样样都懂，知识的盲点也在所难免。

但是，作为以文字规范为主题的节目，嘉宾应当表现得
更为严谨慎重。如在写到“拂”字时，于丹延伸开去，说
到了“尘拂”，字幕上也这么标示。不知“尘拂”是何物？
估计是“拂尘”之口误，指古代用来掸除尘埃和驱赶蚊
蝇的一种器具。在说到“贲”字时，两位嘉宾不约而同地
念作 *!(，或许是受到“愤”字的影响。其实，“贲”一般念
作 +"(，虎贲，古代指勇士；又念作 +#，指文饰。主持人
马东表现得比较大度，主动对“玫瑰”的读音说出了自
己的纠结，原先读作 ,$- ./#（音贵），后又改为 ,$- ./%

（音龟），现在又要求读作 ,$-./-（轻声），倒也实在。
《汉字英雄》这档电视节目意在规范文字，用意是

很好的。但正人必先正己，制作应当更加仔细，尤其是
对字幕的校对要用心。如说到“阳”字时，于丹指出，左
耳旁，原来是个“阜”，但字幕上却把“阜”写作“腐”。解
释“疆”字左半部时，于丹说是“弓步丈量土地”，字幕上
竟然出现了走着“工”步。其实，如果把关更严格一点，
这些差错应该是不难避免的。
在电脑代替纸笔，对字形的辨识和记忆不如过去

重视的今天，传播汉字知识，传承民族文化，十分重要
和及时，但既然做了，就要做到位、做规范，防止让娱乐
压倒了文化，更要防止以讹传讹，误导后学。这在以学
生为主要对象的电视节目中，尤其应当注意，从而让
“汉字英雄”更全面一点、更完美一点。

木星!金星和繁星
赵春华

! ! ! !小时候，天热的时候，夜晚乘风凉的
时候，躺在春凳上、门板上，或者用两只
长凳拼起来的不舒服的“床”上，听爸爸
讲那老掉牙的精忠岳传，背早已在耳朵
里长出茧的百家姓、三字经……
眼睛却盯着茫茫宇宙，满天的星星，

闪闪烁烁的眼睛，宇宙大大小小的眼睛，
进行无声的、遥不可及
的交流。那边凉爽吗？一
夜都睁着的眼睛不累
吗？天河里的星星那么
多，拥挤着，却为什么从
来不相碰、不打架？牛郎和织女需要鹊桥
吗？踩着这数也数不清的星星，不就可以
相拥相亲吗？
突然，夜空里掠过一道流星，从天之

边到天之涯，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次没有
尽头的旅行。
长大了，大得爸爸都化作了天上一

颗星星的时候，我曾经在西藏看到过许
许多多的星星，因为月亮太大太圆太亮，

抹掉了许多星星的光芒！
如今，我在家乡，不经意间撞上个好

天气，好天气的夜晚，遥看夜空十万里，
只看见木星和金星……
十年或者二十年，那时，我也可能化

作了天上的一颗星星！
如果，如果那时我还在地上，能不能

在夜晚，像小时候那样，
躺在大地的怀抱里，看
满天繁星，看牛郎织女
踩着银河里的闪闪烁烁
的星星相拥相亲？

当 01"23年平均浓度降至 43微克5

立方米时，不仅能看见金星、木星，那时
还看得见满天繁星。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只看见天花板。
热，伏天的热，真热。我打开空调，凉

风习习，不一会，我关掉了空调。慢慢感
到热的时候，我捻开了扇子，是一把折
扇，不是小时候在夜空下看满天繁星时
用的葵扇，或者叫蒲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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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年 6 月 "$ 日，
徐汇区文化局举办“土山
湾历史讲坛”，在场的新、
老上海人少有晓得徐家汇
教堂南面 3$$米，还有一个
“土山湾”。情急之下，我们
就说：“土山湾”的“土”，就
是“斜土路”的“土”。当年的
马路从“斜桥”开到
“土山湾”来，“土山
湾”曾经是何等辉
煌的地方！然而，现
在的“斜桥”还是一
个地名，而“土山
湾”在地图上就剩
下了这一个“土”字
了，危矣！殆乎？

最近五年来，
我和陈耀王、张伟、
李超等学者一起，荣幸地
受到徐汇区文化局的邀
请，参与筹建“土山湾博物
馆”。“土山湾”，曾经被中
外人士公认为“西洋艺术
的摇篮”，近代最早的油
画、水彩画、雕塑、雕刻、家
具、照相、印刷、铸铁工艺、
彩色玻璃……都在这里的
工艺场中诞生。任伯年、周
湘、杭稚英、刘海粟、徐悲
鸿、张充仁等艺术家，都来
这里偷师学艺，受到土山
湾艺术的熏陶而成名。上

世纪 3$年代以后，这里的
78/9-:和作场一爿爿地歇
业、关门，渐渐地沉寂下去，
套用网络用语：它变成了被
人遗忘的“僵尸”，濒临消失。
筹建“土山湾博物馆”，要做
的工作就是“激活”历史，让
“土山湾”在上海市民的意

识中苏醒过来，成
为城市文化记忆的
一部分。
自己是生在虹

口，长在吴淞，学在
江湾，并不是徐家
汇的原居民。成为
徐汇区的新居民，
那是 #;;! 年单位
分房以后的事情，
而且还偏僻在西南

块的梅陇地区。和土山湾
的缘分，一是因为 #;&6年
起曾在位于徐家汇的研究
所工作，土山湾近在咫尺；
二是因为研究工作有关天
主教与中西文化交流，“土
山湾”杠在其中，不能回
避。区文化局的宋浩杰、陈
澄泉先生不畏艰难，平地
盖楼，“无中生有”，力主在
土山湾孤儿院的原址上建
造一个区级博物馆，“激活
土山湾”，造福徐汇区。领
导者们有此道义承担，学

者们哪还有理由袖手旁
观？于是，我们都放下了不
少手上的工作，舍命陪君
子，下海打捞和拯救这濒
临消失的“土山湾”。
所谓文化，并非天经

地义地逼人接受，只有当
它活生生地呈现出来，才
会对它真有兴趣。我们查
考《法华乡志》上“土山湾”
记载，土山湾工艺场门口
的蒲汇塘，原来是一直往
东走，经过龙华港进入黄
浦江。道光十六年（#&46），
林则徐担任江苏巡抚的最
后一年，为上海疏浚河道，
让蒲汇塘在李纵泾、肇嘉
浜这里拐了一个弯，从日
晖港进入黄浦江。挖出的
泥土，堆在拐弯处，就称为
“土山湾”。大约到了 #&;&

年工艺场扩建的时候，才
把堆土移到西面，填了河
浜。“土山湾”的来龙去脉
有此神奇，就凭“土山湾”
和林则徐有关，都不应该
让它僵死在那里，需要马
上“激活”。

"$#$年 3月，土山湾
博物馆和上海世博会同时
开展。#$$年前从土山湾
工艺场留洋到旧金山“巴
拿马博览会”的工艺牌楼、
名人画像和中华宝塔陈列
在馆中。盛况出现了！这里
居然和世博会一样，参观
人群在蒲汇塘路上排起了

长龙。观众中间既有土山
湾、徐家汇地区的原居民，
也有慕名前来的外区人、外
地人、外国人。在土山湾博
物馆内的实物、沙盘、模型、
图片和场景面前，那曾经的
#3$年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
历史活过来了！自然而然，
“土山湾”的名字，也在人们
的心目中活过来了！
“激活土山湾”，附近

居民最兴奋，看见老人们
眉开眼笑的样子，大家知
道这件事情做对了。无论
是本地人，还是外区人、
外地人、外国人，都对“土
山湾”的历史啧啧称奇，
连呼“真是想不到”，“居
然是这样”！便对这座有
着苦难和光荣历史的城
市，多了应有的敬意和尊

重。作为一直研究上海文
化的学者，作为后来移居徐
汇区的居民，我在“激活土
山湾”的工作中获得了职业
上的乐趣，也分享了大家
都在一起的认同与自豪，
与有荣焉！

!九零后"大家
秦来来

! ! ! !伊高寿九十三，我虚度六十三；伊
叫我“来兄”，我尊伊“高老”；伊叫得一
点勿做作，我听了也唔没啥勿舒服。
迪位心胸开阔、气度豁达的“老

顽童”，就是被称为“九零后”的著名
的书法、篆刻大家高式熊。
去年国庆，医院给高老发出了

前列腺复查通知，结果发现指标大
大高于正常标准值。一个朋友为伊
介绍了一位泌尿科的专家。
“迪个专家姓戴，也是性情中

人，!$多岁的人，开口也是‘大下
饭’（宁波方言），”高老毫无顾忌地
讲，“伊（戴教授）讲，侬问题总归有
的，阎罗王吓（怕）�？我搭伊讲，我
活到 ;$多岁，勿是小鬼（念 </），已
经是老鬼（念 </）了，我吓啥！”既然
勿吓，戴教授搭高老讲：我要用伽马
刀进行手术，一刀一刀帮侬解决，然
后用中药调理。请高老勿要紧张。
“我搭医生讲，反正我已经交拨侬
了，样样听侬个，侬斩好了。”

医生唔没一句安慰的闲话，高
老心里唔没一点寒
意，结果先后“斩”
了 #4刀，住院一个
月。平常与高老比
较熟悉的朋友侪为

伊捏一把汗，高老豁达得很，“死我
勿吓，只要死得爽快点。生了毛病吓
唔没用场，自己要有分寸，勿要乱；
假使自己一乱，就麻烦了。”
刘云耕同志也十分关心高老的

情况，先后几次来电询问，高老讲，
“人家交关人是拨‘癌’吓煞的，‘癌’
是拨我吓煞的。”刘云耕同志听了十
分欣慰，再三讲，高老是上海的一块

宝，我们要拿伊保护好！
正当大家为伊担心的辰光，高老

却出人意料地上黄山了。伊回来搭我
讲，虽然有索道车，但是伊自己足足
跑了一个多钟头，仍旧精神抖擞。

叫人称奇的还有，;4 岁的老
人，眼勿花、耳勿聋、手勿抖、身勿
晃，提笔写字、捉刀刻章，身手利落，
力透纸背。伊搭我讲，当初辣拉“下
放劳动”的辰光，伊被安排辣拉翻砂
车间当小工，每天要敲多达 4吨的
生铁。因此直到今朝，伊捉刀刻章的
辰光，劲道十足。
高老不仅书法、篆刻造诣精深，

还是著名的印泥制作大师。6$多年
前，伊跟张鲁庵先生学习研制“鲁庵
印泥”。#;6"年，张鲁庵先生逝世之
前，将秘方郑重地交到了高老的手
上，盼望伊拿格张秘方发扬光大。因
为当时的形势，高老只能将格张秘
方囥（藏）到现在。格个其间，先后有
日本、我国台湾的商人闻风而来，联
系高老，要想收购“鲁庵印泥”的秘
方，侪拨高老谢绝了。后来辣拉静安
区有关部门杨继光、陈标等人的奔
走呼号下头，“鲁庵印泥”终于先后
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高老表示要拿“鲁庵印泥 %;

号秘方”无偿捐献给国家。讲到捐
献，伊唔没“独吞”，专门拉了张鲁庵
先生的儿子一道作为捐献人。上海
人讲起来，“生活做得老上路的”，时
髦点讲，叫高风亮节，豁达大方。
高老的闲话老简单，“格张方子

是张鲁庵先生传拨我的，是伊的人
情，因为长时期侪是我跟伊（张鲁庵
先生）一道做个。现在国家重视了，
我出来捐献，但是人家张家还有儿
子健在，血脉未断，应该叫人家一道
作为捐献人。钞票人人要赚，但要赚
了‘路’浪；非分的钞票勿要赚。”

袁先寿
治玉致富

（服务业）
昨日谜面：望洋（虾须

格，中药名）
谜底：胖大海（注：按

格法，首字左右分为“月
半”；望，农历每月十五）

标准答案 夏贺新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