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想好讲"与!随便说"

韩导勤

说话!是一个人

的基本权利!即所谓

话语权" 一个人说

话! 有时须想好了

讲!有时则随便说"

想好讲!可以理解为#慎言$的意思!

先经过一番思考再讲! 不可有丝毫的疏

忽%而#随便说$则带有某种随意性!有话

就讲!口无遮拦!直截了当!一吐为快&

从 #言为心声$ 的角度来说!#随便

说$!常常说的是心里话'真情话'大实

话%而想好讲!要考虑周全了才能讲!譬

如!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不可

以讲!哪些话应该这样讲!哪些

话应该那样讲" 结果!可能就是

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能讲的就不

是心里话'真情话!不仅有悖(言

为心声$!甚至反而成了(言)违*心声$+

作为领导干部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的调查研究! 领导下基层想听到的是什

么话呢, 无疑是百姓的心里话'真情话'

大实话& 因为唯有真情实话才能让领导

了解到真正的民情民意民声&

然而!毋庸讳言!近些年!我们有不

少领导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的方式变了

味! 在与基层干部和百姓群众沟通交流

时!往往面对的是(想好讲$的话!极少能

听到(随便说$的话&君不见!时下领导干

部下基层!上面一般

都会事先通知!并安

排好线路!确定好调

研对象&每到市县乡

镇乃至村组!各级干

部层层陪同!摄像机'照相机闪个不停&

一些地方为应对上面领导来调研考察!

事先准备好一些典型或现场! 有的甚至

让调研对象将准备好的台词背得滚瓜烂

熟& 试想!这样的调研!看到听到的咋可

能是真实的民情民意民声呢,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中央领

导特别注意到了改进调查研究

的问题!并身体力行& 日前!某省

省委书记以(不打招呼'不要陪

同'不带记者'不作报道$方式下

基层随机性调研& 当地县委书记

得知省委书记悄悄来到本地湖片区!坦

言(没准备!当时心里还是很紧张$&可村

民们却一点也不紧张!(村里水利设施配

套不到位!田里浇不上水$!(老百姓愿意

搬迁!就是怕买不起新房子$!(乡上医院

看病比以前贵$--村民们口无遮拦&当

认出了这位不速之客竟是过去只在电视

里见过的省委书记时!乡亲们(呼$地拥

上来!一肚子心里话抢着直往外掏--

领导干部要听百姓心里话! 就应这

样下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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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看海!二"

戴逸如文并图

! ! ! !纵目西望，我看
见马尔代夫首都马累
岛。这个珊瑚礁岛“螺
蛳壳里做道场”，精心
规划设计，建筑群一
直造到岛边缘，成了

一个五脏俱全、颇为现代化的海上城市。不由我不叹为
奇迹。

再一看，巧了，三沙市永兴岛同为珊瑚礁岛，面积
也相同，而其上村庄、机场、盐场……似乎粗疏了些。
忽听有人呼吁：必须珍惜海上土地，要向马累岛看

齐！闻声吓得我差点从云上摔下来。
马尔代夫这样做是出于无奈，国土太小呵。你知道

这样做付出多少代价、带来多少隐患？隐患只是暂时被
认真和精心掩盖着。我们哪里需要糟蹋珊瑚礁去造水
泥森林呢？中国公民理当有全国一盘棋的眼光。为什么
不把永兴岛建成举世无双的海上珊瑚礁花园、谱成天
下无二、人兽共乐、鸟语花香的《神秘园》？这样做，不仅
能有效保护珍贵的珊瑚礁，还给后世儿孙留下一个世
界奇迹，不，不需要奇，要美，天下美迹，那该多好！那才
够得上大国作派。

.牛博士对马妞说/

我
的
徐
家
汇
人
生
三
部
曲

张

伟

! ! ! !我和徐家汇颇有因
缘，我将之归纳为人生三
部曲：从小生活在徐家汇，
成年后又分配到徐家汇藏
书楼工作，时间长了便自
然而然产生兴趣对徐家汇
作点研究，并有些
许成果发表。

徐家汇有一条
通往龙华的小路
（现在已是宽敞大
道），叫天钥桥路，
我童年时便住在路
旁的一个新村里。
从家里步行至徐家
汇商业圈只要十分
钟。印象很深的是，
路上要经过染化十
厂（今嘉汇广场一
带），厂里烟囱交错
盘曲，时常会飘出
屡屡白烟，散发出
阵阵呛人的气味。
当年的所谓徐家汇商

业圈，其实主要也就是一
个市百六店，加上沿华山
路两侧的一些小店。年幼
喜尝零食，别的已记不太
清楚，唯六分钱一杯的赤
豆刨冰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那
座神圣的殿堂———徐汇剧
场（今美罗城一带）。少年
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
影，影片不论中外，都看得
津津有味，归来后还常对
伙伴吹嘘一阵。上世纪 !"

年代，剧场撤出徐家汇，迁

往田林地区，我为之伤感
了好一阵。还有华山路上
的那家新华书店，稍大一
些我有余力了，买书的钱
主要就扔在这家店里，至
今我还保存有在那里购书

的发票。
成年后工作，

几番波折，竟进了
徐家汇藏书楼，鬼
使神差，延续了我
和徐家汇的因缘。
藏 书 楼 创 办 于
#$%&年，是近代中
国开办最早的图书
馆。经过一百多年、
几代人的积累，到
'!() 年上海图书
馆接收时已成为国
内外闻名的藏书之
所，尤其在近代中
外文报刊收藏方
面，堪称独步天下。
我性喜读书，能分配

到那里工作，真是喜出望
外，用句俗话形容，就像
“老鼠跌进米缸里”。最初
的工作只是借书还书，并
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库房里
的书刊。于是我便利用中
午吃饭的时间，让管库的
同事将我反锁在书库里，
临近下午上班，再悄悄放
我出来，囫囵吞几口饭接
着上班。下班后，经常留下
来趁热整理当天的读书笔
记，入夜时分才骑车回家。
连着十几年的除夕，我都
主动申请值班，好有一个
安静的环境看书。在藏书
楼的 '&年，我几乎看了大
半个书库，以致不用查卡
片就能快速准确地找到需
要的书。

也正是在藏书楼，我
开始了对土山湾的研究。
位于徐家汇南部的土山湾
有一个孤儿工艺院，它对
中国近代的绘画、摄影、印
刷、音乐、工艺美
术，乃至建筑、航
空等等方面，都曾
产生过相当影响，
堪称中国近代文
明的一处重要发源地。藏
书楼中那些在徐家汇土生
土长的老员工，说起当年
的土山湾来仍然充满了感
情，很多细节都记得一清
二楚；我自己也在文献中
接触到大量和土山湾有关
的材料。于是萌发兴趣，立
志为土山湾写些东西。这
一过程绵延至今已有三十
年，我也从一个精力充沛
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满头
华发的中年人，唯一可欣
慰的是，我实践了自己为
土山湾做点什么的心愿。

大约从上世纪 !" 年
代中期起，我陆续把自己
的思索形成文字发表，十
几年来写了有几十万字，
并作了很多场有关徐家汇
和土山湾的讲座，还参加
了土山湾博物馆的筹建。
*+'*年 '月，我和张晓依

小姐合作的《遥望
土山湾———追寻
消逝的文脉》一书
正式出版，这是论
述土山湾的第一

本专著，受到学界和媒体
的关注，徐汇区文化局还
专门为此在土山湾博物馆
举行了首发式。
这本书的出版，是我

对自己在藏书楼 '& 年工
作生涯的一个交待。当然，
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歇脚，
神秘的土山湾只能说刚刚
被揭开了一个角，未来的
路还很长。如今，我已再鼓
余勇，着手第二本土山湾
专著的写作。看来，徐家汇
和我的因缘，还将延续下
去……

难忘!大富翁"

张力平

! ! ! !《大富翁》（“,-.-/-01”）是长
青不老的图版游戏，甚至有世界
比赛。它始于 '!2%年，当时美国
失业情况严重，宾夕法尼亚州一
名失业者，闲来靠玩这个游戏打
发时间，苦中求乐。后来，他灵机
一动，自行制造这款游戏向玩具
公司推介，结果顺利地把 (+++套
游戏售予费城一家百货公司。游
戏日渐风行，红遍美国和整个西
方社会，甚至渗透到世界各地。
这款益智游戏除了带来无穷

的乐趣，还能使玩家从中悟出创
业和经营的道理。其中文版（“强
手棋”）曾令我乐此不疲。而日臻
完善的《大富翁》更是最家喻户晓
的电脑游戏，也是我的最爱。轻松

愉快的娱乐氛围，欢乐和爆笑的
游戏风格，考验每个人智慧和运
气的胶着的金融大战，常常令我
欲罢不能。我试玩过《大富翁》系
列的多种版本。一般情况下，都用
“钱夫人”这个角
色。说来有趣，游
戏中的“钱夫人”
生活相当有原
则：不是满汉全
席不吃、不是名牌服饰不穿、不是
豪华别墅不住、不是百万名车不
开；而现实生活中的我，主张简单
生活，偶尔才会“奢侈”一次。
《大富翁》可以说是历史最悠

久的中文电脑游戏。从 #!$!年出
品的《大富翁 #》到 *++) 年出品

的《大富翁 $》，历经十多个年头。
从最初的 345 版，到后来的
67.8-9: 版，每一代《大富翁》与
上一代相比，都会有很多新玩法
出现。场景越来越多，色彩越来越

丰富，画面越来
越精细，游戏规
则的自由度越来
越高……其显示
模式也一直随着

电脑技术的发展不断进步。
随着不断的改进和复杂化，

《大富翁》已不再是一个着重运气
多于技术的简单游戏。博弈期间，
不仅需要讲究策略，仔细部署，而
且要尽量发挥道具、卡片等的作
用，这样才能掌握游戏的主动权，

直至争取胜利。
但遗憾的是，由于市场萎缩、

玩法没有突破，《大富翁》系列游
戏不再推出续作，《大富翁 $》因
此成为“绝响”。虽然“富不出八
代”，幸好现在有了《大富翁》系列
的网络版和手机版，经典游戏、经
典角色中的那份亲和感仿佛穿越
了时空，又来到了玩家的身边。更
有好消息称：《大富翁》将改编成
电影！影片将瞄准家庭观众，走幽
默、惊险的路线。看来，关于《大富
翁》的“游戏”还真
没完没了呢！喜欢
《大富翁》的你，等
着再和它同行一
段奇妙的旅程吧！

! ! ! ! ! ! !戴英獒
三九严寒何所惧

（民间文学形式）
昨日谜面：拉拉队高

呼“加油”（动画片）
谜底：《赛尔号》（注：

尔，文言虚词；号，叫）

伞下情
徐文标

! ! ! ! '!($年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
他从伙房买饭出来，天正下着雨，但他没带雨伞，

只好端着饭菜，冒雨向宿舍疾步。在他前面几十米处，
一位打着伞、戴着眼镜的女青年正缓缓向前走着，无
意间一回首，看见了他。于是，她停下脚步，向他发出

呼喊：“来！一起共伞
吧……”但他到了她
身边，却因害羞而没
有停下脚步，跑到她
前面去了。见此情

景，她疾步向前，将伞举上他的头顶。他再也不好拒绝
好意，于是，两人并肩向宿舍走去。

他和她，都是当年 (月同乘一船离开上海，到阳
新军垦农场务农的。他们是到湖北各地八千知青中的
一员，只是先前彼此并不认识。他当年只有 ')岁，初
中尚未毕业，很嫩，很羞怯。而她，却已是二十岁的大
姑娘，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待人随和，活泼开朗，
落落大方。

这次打伞，她很快就忘到九霄云外
去了；而他，却烙在心中。

((年后的 *"'2的 (月，一些知青
老友们，要在湖北黄石举行纪念聚会。
居住在黄石的他，向远在四川江油的她发出邀请，她
欣然偕同夫君赴约。

那天他们夫妇到达黄石从车上下来时，正下着
雨。她正欲打开雨伞，他已抢先一步将一把大伞举到
了她的头上，并提起她的一只大包，并肩向下榻的宾
馆走去。路上，他对她说：“今天，总算了却了 ((年前
的伞下情。”她一时被说得莫名其妙。于是他将 ((年
前，她为他在雨中打伞的事又细说了一遍。她听后哈
哈大笑：“这点小事，你还记得这么牢呀！”

聚会期间，老知青们共同游玩了一些名胜景点。
在一处山坡的平顶上，她将随身携带的一把大伞打
开，高高举起，把他拉到伞下并肩站着。面对着阳光，
她叫她的夫君摄下了这个镜头。

素为本
晓 秋

! ! ! !汉朝人发现，孔子的
相貌很像开国皇帝刘邦，
是一副皇帝脸，所以称孔
子为“素王”，就是虚龙假
凤的意思，于是有了“千年
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
素王”的说法。儒家则认
为，孔子修《春秋》是代王
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无
王者之位，故称“素王”。
有一次，子夏问孔子：

“甜美娇巧的微笑那样喜
人，美丽生动的眼睛那样
生辉，您却说素雅才是最
绚丽多姿、美丽动人的，这
是为什么呢？”孔子回答
说：“绘事后素。”他的意思
很明白：必须得先有“素”
（白绢），然后才能施以五
彩，“绘”成图画。
孔子“绘事后素”的理

论，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审
美理念和美学思想。古人
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
了一种恬淡、冲和、沉静、
高洁的审美观———以素为
美，以纯为高，以淡为本，
以静为质。

诗
已
远
去

王

峰

! ! ! !我一共见过舒婷两次。其实，也只是远远地看着。
看她致词，看她被围在读者中间，看她听着别人朗诵自
己的诗歌。
在南大出现的舒婷，还是那个顶着诗歌盛名的舒

婷，却也带着从海岛鼓浪屿而来的清新的海风。当她站
在台上，用软软的南方口音说，“因为诗歌，南京我来

了”，还是让人心里一下子拧出了水。
隔着记忆的栅门，舒婷来了，她是舒

婷，可似乎又不是心中曾经知道的那个
舒婷。
我印象中的舒婷，是高高端坐在课

本里的，是各种朗诵会上的保留节目，是
我的女同学们用故作成熟的声音朗诵她
的《致橡树》的偶像诗人。和着叮叮淙淙
的音乐声，你觉着了青春的美好。
上世纪 !"年代的后半期，我 '$岁，

我的语文老师是个漂亮的北方大女孩。
她让我们每个人选一首诗歌，然后到学

校的录音室里进行录制———把年轻的声音留下来。我
记不清我选的哪首诗了，应该是深沉的那种。
那学期的最后一节语文课是在一间大课教室里上

的。老师关上了所有的门和窗户。课堂很静，她把那盒
磁带放进机子里慢慢按下了键。诗歌与音乐，在最好的
时光，都是如影相随的。老师倚在窗下，外面是蓝蓝的
天空和南方尖锐如针的阳光……那时候，我们读诗，也
偷偷写诗；我们年轻，我们激情满怀。舒婷的诗句里有
着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包括爱情。
而今，诗已远去，人也临近中年。因着昨日的映照，

方才觉醒那一度与美好相拥的年轻日子。
第二次见到舒婷，是在江宁，是一个小型的读者见

面会。下着雨，有山有水，夜色宁静。她亲切地跟大家打
招呼，称在场的年轻人“孩子”。那时候的舒婷让人想到
了她的母亲角色，亲和、礼貌而不失活泼。!"年代有很
长一段时间，舒婷几乎不写诗了，她写散文去了，她写
儿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还有什么比儿女承欢膝下更
让人感觉幸福的呢？她成了那时候很多
母亲的典范。
如今，儿子业已长大，她看上去还很

年轻。舒婷从南方来到南京，别人读的还
是她年轻时候的诗，说的还是《致橡树》
还是《双桅船》。有人朗诵了她的《这也是一切》，一首写
于 '!&&年某个晚上的诗歌，诗集是 '!$)年出版的。隔
着略略泛黄的纸张，2"多年的时光，是追也追不回来
了，幸好还有诗。舒婷不停地架着眼镜，感慨胜于喜悦，
她向朗读者点头示意，眼睛里满是笑意。
有那么一会儿，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 '"多岁时居

住的那个小镇。'!!2年的秋天，我读初三，中考的压力
满满的，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当时，我居住在小镇的
政府大院里，所以能够在午后寻些报纸来看，得以暂时
从题海里挣脱出来，去度过片刻闲暇时光。
秋天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些凌厉了，我趴在办公桌

上，在一天的《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那是顾
城匪夷所思的死讯。作为中国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我
记住了他在《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如今，诗已离我们而去，舒婷的时代已显得那么遥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