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的脸色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 ! ! !家乡的脸色，我已经久违了。怕自己承受不了它的
沧桑，我选择了黎明之前，悄然入城。还是有几丝雨滴
飘上了我的脸颊，算是对我的善意的调侃。

家乡的脸色里，有
对游子的牵挂。那白云
中的一丝灰蒙，就是无
法遮掩的一种愁容。

天空是家乡的脸
色，大地是家乡的脸色，
喧嚣的道路和奔腾的江河，是家乡的脸色。每一个家乡
人的目光和言辞，还有表情，都是家乡的脸色。
什么人的脸色都不重要，家乡的脸色，却能左右心

情，更牵引神经，让你梦萦魂绕，思想一生。
如果你是这家乡的人，请给予所有的来客一个亲

切的脸色，或者一声亲切的问候。幸福在他，幸福也在
你。

我是!色盲"我怕谁
王镫令

! ! ! !近读著名漫

画家天呈的作品

!我是 "色盲#我

怕谁$% 情不自

禁%拍案叫绝&作

品画面的讽刺性极强'一个时髦女郎%挎着皮包%冲出

横道线%乱闯红灯%嘴里喊着'我是(色盲#我怕谁)

是漫画作者凭空想象%塑造而成么*不+ 有事实为

证' 沈阳市铁西区有一位女士% 见了红灯却依旧向前

闯%警察同志再三劝阻她时%这位女士很不耐烦地对警

察说',我是色盲分不清红绿灯) #颇有,我是流氓我怕

谁#的霸气&漫画家用,我是-色盲.我怕谁/来讽刺批判

这种极不文明的行为%是击中要害%发人深思的+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是维持交通秩序%维护城市文

明的做人的基本要求%起码素质+ 可是%在文明都市大

上海%每天乱闯红灯的行人到处可见%警察防不胜防%

协管管不胜管+目无警察0蔑视协管的

野蛮市民时有出现&我用"野蛮/一词%

重了么*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世纪%

连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都做不到%

在警察和协管劝导的时候还强词夺

理%这种人能算文明人么* 你到新加坡去旅游%敢这样

么*我们的人民警察要善于说理劝导%也要敢于对那些

"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野蛮之徒%严加管理%甚至交给有

关部门严肃处理%让他们清醒清醒&

前几天参加一个"夕阳红读书会/%听到几位长者赞

叹上世纪 #$年代%上海的社会文明几乎达到"夜不闭户/

的程度& 他们说%人是要不断反省的& 那时候%人们通过

广泛学习那些优秀人物的先进事迹%使"我为人人0人人

为我/的道理深入人心%思想觉悟也就不断提高了& 如果

我们没有丢失这样的传统% 相信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解决不乱闯红灯这样的问题%就好办多了%地铁站里的

"跨栏哥/0"穿越弟/0"移形换影妹/也就会大大减少了&

新民网：www.xinmin.cn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

A38
2013年9月2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龚建星 投稿：gjx@wxjt.com.cn

我为后人留点啥
萧自景

! ! ! !天气终于凉爽了许多，人们对今夏突
破历史极值的高温仍难以释怀：那些日子，
大小空调机疯狂地开着，却缓解不了人
们心头的躁热。我不由得想起了故乡，想
起了童年玩耍的水塘和村头的大树……

这是充满阳光的季节，田野的稻穗
一片金黄。学年考试结束了，同学们像
小鸟一样飞回可爱
的村庄。
长辈们在地里劳

作着。小伙伴放完牛
做好功课便聚拢到一
起，有时在河塘沙滩上，有时在村头大树
下，海阔天空地讲述各自的见闻。什么关
公战秦琼、李逵打武松；什么人是猴子变
的，不信摸摸自己的屁股……你一言我
一语，好不热闹。待到正午烈日当空，小
伙伴们扑通扑通地跳进河塘游泳
或捕鱼———那里是避暑的天堂。
我们村的池塘特别多，加起

来不下二十口。就像一块块绿色
的翡翠镶嵌在村头的四周。七星
湖弯弯曲曲地围绕着村庄，三进三开的
大祠堂坐落在湖边的古樟树下，七八棵
数人合抱的樟树向湖面伸展出巨大的枝
干，大树和农舍在湖面上的倒影绿得发
亮。要是渴了，用手捧起水来就能饮用。
小伙伴没有不会游泳的，有的从几米高
的岸上纵身往下跃，有的则从洗衣的码
头上往下跳，个个像“浪里白条”。湖面
上，几十个娃娃在水里游来游去，弄得浪

花翻涌。更有本事大一点的小伙伴，发现
水面冒出点点小气泡，便悄悄地潜至水
底，凭两只空手就把一两斤重的鱼抓上岸
来。在七星湖里折腾了三四个小时，日头
西斜，人累了，肚子也饿了，嘻嘻哈哈地赶
紧回家。小伙伴们个个有收获，给家里餐
桌上增加一道鱼鲜———长辈们没有不开

心的。
晚风阵阵吹来，暑

气渐渐消散，劳动了一
天的人们吃罢晚饭陆陆
续续来到晒谷坪纳凉。

不远处有一棵棵高大的樟树和柏树，老
人说它们都有百年以上树龄呐。最受欢
迎的，是一位音乐老师，他是部队文工团
复员回来的，提着小竹椅和二胡、笛子，
在大树下和大家一起纳凉。他悠然地边

拉边唱，周围的人也跟着乐呵起
来，歌声、笑声回荡在夜空中，小
乡村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故乡有这么多池塘，足以灌

溉全村的土地和庄稼；有那么多
百年大树遮风挡雨，夏天则给人们播下
一片荫凉。童年的夏天，给我带来快乐和
惬意的回忆。可我从来不曾想过，这池塘
是天然的还是祖先挖掘而成的？那些古
樟，还有那数丈高的古柏，肯定是祖先亲
手栽种的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
沉甸甸的古训让我警醒：祖先为我们留
下了多么美好的村居环境，而我们，应该
为后人留下点什么呢？

骑
车
真
好

魏
海
波

! ! ! !秋意朦朦，秋风习习的清晨，我骑着自行车，沿着
兴国路、华山路骑行到徐家汇，再沿着虹桥路、中山西
路，骑行到中山公园。一个圈子兜下来饥肠辘辘，汗流
浃背，此时不过早上七点多钟，马路上行人很少，空气
格外新鲜，带着一身汗走进永和大王，叫上一份热气腾
腾的豆浆配上一根炸得焦黄松脆香气四溢的油条，那
感觉只能一个字形容：“爽”！
我是从两年前又开始骑上久违的自行车，那时我

的办公室换到了徐家汇，开车去一是路堵，二是停车费
贵。每当我在华山路上被堵得前后不能动弹的时候，看
着车窗旁的自行车飞驰而过，不由自主
地产生了羡慕之情，于是，我也从车库里
找出了积满灰尘的自行车，擦去了灰尘
和油腻，又成为了我的“新坐骑”。两年骑
下来，我感觉日常骑车至少有三大好处：
第一，锻炼了身体。刚开始恢复骑车

时，没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有一次骑到外滩，居然路上休息了两三
次。但坚持骑了三个月以后，我感觉又回
到了二十多岁。骑了两年自行车下来，身
体的状态越来越好，精神状态也越来越有活力，连伤风
感冒都很少了，医院大门也没迈进过。
第二，个人碳排放量越来越少。我现在除了到远郊

和外地之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开车，都选择坐地铁加
骑自行车的环保出行方式。说心里话，刚开始从开车改
为骑车，碰到同学或亲友，他们往往会用怀疑的眼神打
量你，会觉得你是不是混不下去了，才沦落到下岗工人
的地步。眼下，开车，开什么车，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象
征。尤其是当官的和经商的朋友，聚会时没有开车来会
觉得很没面子，丢了份儿。尽管他们嘴上都知道骑自行
车的好处，但很难放弃开车而改为骑车。从这个角度认
识问题，政府官员，应当率先放弃开车，改骑自行车上
下班。如果他们都做到了，老百姓岂有不效仿之理？
第三，看到的沿途风景妙不可言。我开车十多年

间，沿途新开的小店，千变万化的绿化
小品，日新月异的建筑之美都是一掠
而过，无法仔细品味。连和朋友的聚
会，都必须选择有停车场的餐厅，根本
无法顾及那里的味道是否美妙。改成
骑车以后，我走大街穿小巷，寻觅藏在弄堂深处的特色
风味餐厅，有很多可遇不可求之处令人毕生难忘。看过
《重返普罗旺斯》一书的朋友们也许还记得作者彼得·
梅尔说过：“星期天骑自行车在普罗旺斯市场里转悠是
最让人舒服的生活方式。”其实，在上海特别是昔日的
法租界骑车转悠也是一种十分舒服的生活方式。

比如骑车从淮海中路汾阳路开始向南骑行，第
一个看到的是上海音乐学院，这里诞生过“音乐大
师”贺绿汀、周小燕，音乐学院的斜对面就是旧中国
上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官宅；向南行至汾阳路
!"# 号则是当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白崇禧的私宅，
大名鼎鼎的作家白先勇
就曾在这里生活过。骑到
东平路 $号，这可是宋美
龄和蒋介石新婚时的住
宅……
骑车好处之多，难以

一一细述，而且在上海骑
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哪
一天，也许您也会重新加
入这个有趣的行列！

草原上的天籁之音
陈甬沪

! ! ! !今夏去草原，在蒙古包内近
距离接触草原歌手，听长调享风
情，特别是那称为“呼麦”的咏唱，
让我惊奇而感慨。原来，呼麦的意
境是那么草根与自然，律声与悦
音的共鸣是那么久远与深邃，犹
如雄鹰盘旋苍穹登顶，又似蛟龙
探腾瀚海底谷，高山流水、弦外之
音飘入耳廓，那是天籁之音啊！

孩童时我学的民族弦乐，最
初练的曲子是《苏武牧羊》、《赛
马》；少年学小提琴时，最喜欢露
一手的是《新疆之春》；青年玩弹
拨乐和键盘乐时，那《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骑兵进行曲》是自娱自
乐的最爱；近年在学会萨克斯管
后，吹奏《鸿雁》《乌兰巴托之夜》
也常能赢得家人叫好。此刻面对

呼麦才感悟，过去
对草原音乐理解得
肤浅了，呼麦的魅
力，印证了音乐需
要有意境滋生的环

境，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写照。
蒙古族文友特地把那表演呼

麦的帅小伙请过来。%#出头的小
伙来自锡林郭勒草原，没有放牧
经历的他练唱呼麦已近 "年。小
伙子在没有音响伴奏中再次表演
了他的独技。你看，他嘴唇扁平，
腹中气息猛烈涌上来，一波又一
波地撞击声带形成浑厚的低音，
有节奏的韵律
似黑夜笼罩着
的草原有千军
万马般的辎重
滚滚而行，这
是闭气技巧；随后他口唇聚拢口
腔喉咙急速变化，你听，飙出透明
清亮的高音，犹如火星四溅的炼
钢炉送出的钢锭，瞬间轧出钢板
那带有金属脆响之声，最后他低
音与高音交替，时而奔腾起伏时
而蜿蜒流转，口腔共鸣下形成泛
音，令人叫绝。原来，呼麦已经有
上千年的历史，全世界独一无二，

堪称蒙古高原的艺术奇葩。国家
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蒙古族呼麦 %##&年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年又成功入选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个伟人说过，劳动产生了

音乐。呼麦正是蒙古先民们在劳
动与生存中创造的。他们生活在

广 袤 的 草
原、森林放
牧射猎，牛
马羊的唉叹
声、虎豹狼

的嗥叫声，还有那奔腾不息的河
道分流、那崇山峻岭的瀑布直
泻……时刻回响在草原沙漠、深
山密林之中。单调重复的劳动乏
味又十分辛劳，他们憧憬美好的
生活，但孤独的放牧与射猎者，几
天几月甚至几年难得与外人聊
天。他们在寂寞难忍中只能与牛
马羊低声诉说，与虎豹狼高声引

吭，与山河风雨齐声交流。先人们
在模仿中时而行云流水余音袅
袅，时而动人心魄声震四方，让山
鸣谷应，林动叶舞，金鼓齐鸣而扣
人心弦，于是创造出“呼麦”这一特
殊的音乐表现形式。文友感慨地
说，受气流声带等诸多技巧的限
制，呼麦难流传，曲目也不多，但也
有一些经典，如咏唱自然风光的
《阿尔泰山颂》《额布河流水》；表
现和模仿野生动物的《布谷鸟》
《黑走熊》；赞美草原骏马的《四岁
的海骝马》等，集中凸现了蒙古山
林草原狩猎文化时期的痕迹。
小伙子愿意去上海表演呼麦

吗？那个领头的汉子露出喜色。我
说，我当年一些“乐友”有的自立
山头成立艺术剧团，他们的市场
化演出也需要节目的创新。如果
让人们在城市舞台上能近距离欣
赏到天籁之音的艺术，那么呼麦
会在表演中得到传承与创新，这
也是我一个爱好者的期盼。

忽
如
一
夜
春
风
来

张
正
奎

! ! !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期，我多次近距离考察纽
约曼哈顿的五马路、巴黎
香榭丽舍大街、东京银座
等国际大都市一流商业中
心地区，对它们的繁华留
下深刻印象，它成为我调
任徐汇区区长后主持建设
徐家汇商圈的重要参照。
徐家汇是徐汇区的中

心和窗口，是上海
乃至全国近代文
明的重要发源地
之一，是知识分子
和社会名流聚居
的地方，也是半数
郊区和苏、浙、皖、
赣等地民众进出
上海的枢纽，当时
每日流动人口已超
过十万。但城区形态
陈旧，建筑物大都因
陋就简，商业犹如
连片衰败的“林家铺子”。当
年日本游客有过这样的评
价：“徐家汇面貌在 %#年代
的日本也曾有过。”
上海解放后，历届区

委、区政府都曾将改造徐
家汇放上议事日程，但由
于高度集中统一的旧体
制，区里连盖一个食堂、搭
一个厕所，都要遭到批评，
只能不了了之。我们这届

区委、区政府为了振兴徐
家汇商业，在 !$'(年召开
一次商业研讨会，请厨师
烧了一餐中饭招待与会
者，却不料被市有关部门
书面通报批评。

!$$#年春天，中央批
准开发开放浦东，提出“开
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
国，面向世界”的目标。我
们徐汇区委、区政府
领导集体深受鼓舞，
邀请国内四家知名
建筑规划设计院，借
鉴发达国家大都市
商业中心模式，制订
徐家汇地区现代化
竞争性规划方案。经
综合各个方案的优
点，形成空间开阔宽
广，楼群错落有致，
城区设施优良，通信
装备先进，绿化环境

优越，商业繁荣兴旺，商
务设施一流，居住条件舒
适的城区详细规划方案，
上报市府，很快获得批
准。倪天增副市长称赞这
是上海第一个包含天空、
地面、地下形态健全的城
市规划。但有关主管部门
认为规划贪大求洋，超越
了一个地区性规划的标
准，兴建项目仍须逐个

上报审批。可那些项目都
成了入海泥牛，毫无消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

树万树梨花开”。!$$%年
早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
话”信息传来，我似乎见到
了曙光。那一天早上，我直
奔“康办”向吴邦国书记当
面报告徐家汇商圈开发建
设的规划。邦国书记在二
月的最后一天，会同副书
记陈铁迪、陈至立，秘书长
王力平等负责同志，深入
到徐汇区召开书记现场办
公会，当场批准徐家汇第
一批十大项目的兴建。事
后，徐家汇现代化整体建
设的方案，经由十个国家
百位专家的研讨、修正，再
经市委、市府审定，赶在
%#世纪内分三批新建 %'#

万平方米的新颖建筑物，
这一系列项目犹如颗颗明
珠环绕徐家汇，相映生辉，
光鲜夺目。
当时，市委明确指出

“乘地铁，逛徐家汇”，要成
为上海现代化四大景观区
域之一。新建的徐家汇地
标性建筑物是港汇广场双
塔楼，它的高度，是上海历
史上最高建筑物国际饭店
与 '#年代新建最高建筑

物波特曼酒店的两店高度
之和。为了建造这座双塔
楼，取得国家气象总局和
上海市局的大力支持，把
设在徐家汇已达百年的气
象监测装置，迁移至东海
之滨。当我再次向国家气
象总局邹蒙竞局长致谢
时，他说：“徐家汇现代化
了，上海新的气象装置是
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现
代化了。埋单由地方政
府———徐汇区出资是第一
个，我要感谢你啊！”
在“一年一个样，三年

大变样”的日子里，我们从
加大对外开放度着手，加
快改革进度，以加速徐家
汇现代化。数年间，奇迹频
频出现：经中央批准上海
第一个合资商业企业———
东方商厦诞生了，上海第
一家与境外合作的商业企

业———沪台合作太平洋百
货公司现身了，被媒体誉
为上海第一艘商业航空母
舰———港汇恒隆广场建成
了，上海第一家商业内资
企业总经理去国际上知名
百货公司实习回来老店新
开的六百亮相了。随即，雨
后春笋般的现代购物中
心、大型百货公司、主题商
厦、专业市场、大型超市和
一批各具特色的中小型商
店一千余家，在徐家汇区
域内同地而生，同地而荣。

林佐明
古猿进化录

（电视剧）
昨日谜面：田园交响

曲（旅游项目）
谜底：农家乐（注：乐，

乐曲）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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