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空的遐思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 ! ! 天空中究竟有什
么，有的人在仰望中获
得无限，有的人在茫然
中愈加茫然。天空由此
更加神秘和深邃。

鸟飞过，不留痕迹；云飘过，也毫无
踪影。天空也许是最无情的。但它留下了
星月。星月其实并非天空留下，是它们自
身的光辉，穿透了古老的天穹。
因为天空的存在，我们可以站在大

地上遐想，被大地束缚的，天空给予你无
限的包容。

感恩大地的同时，也
请感恩天空。它让我们
灵魂飞扬，让每一颗灵
魂，都拥有自由的天空。

你能分割土地，而
天空，你即便分割了，也分明就是一场空。
天空的尊严，至高无上，因为它对任

何人都一视同仁，胸怀坦荡。
当所有人的胸怀都接近天空时，天

空一定会更加明朗清澈。
在每天的仰望天空中，找到并坚持

自己足下的路。

夏建松

儿在北京当公安

（字一）
昨日谜面：夫妻携手
（二字乒乓术语）
谜底：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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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底色
戴逸如 文并图

! ! ! !不不不! 你的意见

我很不赞同呢"

你静心想想! 杨朔

散文背后有没有用心险

恶的拍马# 有没有居心

叵测的钻营#都没有"那

好!你$虚伪%粉饰&的批评!请收回'

年轻时!我为(荔枝蜜)%(雪浪花)等等美文感动

过!今天依然感动***虽然掺进了一点复杂'我从字

里行间触摸到的始终是一颗以善良为底色的天真之

心'对他纯情的天真和令人唏嘘的人生谢幕!我只能

有惋惜而不会有谴责'

杨朔这颗轻轻划过的流星! 已深烙在我的视网

膜上!不会淡去'

亏你想得出来!顾城能与杨朔相提并论吗#有人

在一片赞歌声中指他为无良诗人!我深以为然'有人

说他诗里有童心!我看到的则是一颗青年+少年%童

年缠夹不清的躁动心"他的确有才!但他的才情是以

残忍为底色的! 所以他的大结局注定是毫无悬念的

两摊血迹"

为转变而转变的观念思潮! 直把善恶黑白搅成

了芝麻糊!直把脑袋当作了糨糊桶"

唉!搅浑容易理清难啊,

翁
达
杰
的
男
孩

田
乙
苗

! ! ! !翁达杰书中的主角，一直都是这个
永远的男孩。!""年前，他生活在空旷
的北美，在乡间成年，不用埋头读书考
学，他面对的是一个具体严酷的世界，
要用真实的疼痛与血迹去交换成长。那
时他尚年少，常常徘徊在凌晨和黄昏，
聆听旷野中昆虫振翅的声响；在自己狭
窄的房间里摸索地图上的每一道山峰、
海峡与洋流，渴望一场冒险的远行；自
学了陶笛和吉他，“给自己一种声音”；
跟随父亲研制炸药，着迷拆弹，他已学
会独自水下作业，艰难将炸药装上河
床，爬上岸头也不回地走开，在他身后
整条河炸开。

他将要在青春里死一遍，死在《经
过斯洛特》。在那本书里，他是一个玩失踪的爵士音乐
人，爵士短号手查尔斯·巴迪·博尔登。生活在肮脏混乱
的红灯区，做理发师谋生，拿生命吹小号，为一本八卦
色情杂志收集素材，剩下的时间用来喝醉、打架、交朋
友、玩女人。可他为什么要消失呢？他真有那么爱那个
朋友的妻子么？
翁达杰将他的激情倾倒在《经过斯洛特》中。那种

激情与青春共生灭，他只用一个短篇干掉它。他知道如
何在肮脏的世界里迷幻生存。绚烂的幻觉，拼图高手，
才情浓缩，异端突起，荷尔蒙扫射，诗情狂欢。砸烂、扭

打。野兽、刀疤、燥热。隐情、自私、冷
酷、狂笑。通篇都是这些词语的衍生。
不断切换人称与文体。诗句、歌谣、对
话、访谈纪录、简报、书信、新闻报道、
人物档案、照片、神秘的细节。制造断

裂、压抑与幻觉，像这位吹小号的日子一样支离破碎。
文体背后都是捉摸不透的情绪和无名的怒火，怎样破
坏、怎样挣扎、怎样抒情都不爽。巴尔登只好失踪。失踪
归来，还要死在精神病院里。
爱不是解脱，爱是生命的礼物。女人像海床上起伏

的软体动物一样神奇。在生命交汇的黑洞中，他感知她
的烂漫和快要将他融化的柔软。而她终究是另一种动
物，总有一天他会被她的神秘所伤。感情总是伴随着伤
害与孤独，照见每个人的黑影。热量在体内奔腾，残酷
是因为纯粹。他一直没有学会装糊涂。
他很有名，但名声赶走音乐；他很忙碌，投入生

活，但到处都是欺骗与罪恶。他只想喝醉和演奏。走
在阳光下的街头，最后一次表演布鲁斯小号。那塞壬
又出现了。她撩拨他，挑衅他，他以号声跟随她，定
住她，抚摸她，干柴烈火，欲仙欲死，纠缠流汗嘶
嚎，停不下来。
疲惫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出现幻觉，阳光变得遥

远清凉。仙乐飘渺，像情欲一样痛苦，像死亡一样纯洁。
他要尽兴而归，不醉不归，血液再次上涌，灼热的空气
扑来，他吹得那么狂野，在赞美诗里吹入布鲁斯的魔鬼
节奏，将圣乐吹给撒旦听，一遍遍挑衅与询问。他一直
逮着无辜的女人救命，与她纠缠，暂时麻醉。而所有女
人，都是这同一个女人。她们的味道在他的舌尖浮动。
在最后的演奏中他懂得了音乐、女人和他的生命，它们
都是他的道路，必经之路。经过斯洛特，经过此生，为这
带罪的肉身寻找一条世间的解脱之路。书中有金句：
“钻石必须热爱一路上经过的泥土，必须热爱泥土有过
的瑕疵，因为钻石原本也是泥土。”他倒下的时候，乐队
领班捡起短号，鲜血从号管里淌下来。
“斯洛特”是博尔登最后的弥留之地。

广场的用途 西 坡

! ! ! !前几天，《北京青年报》报道
说，“由于邻居跳广场舞音响声音
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岁的北
京男子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
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饲养
的 %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

之前，《武汉晚报》报道说，
由于不堪噪声的长期干扰加上
多次交涉无果，武汉一楼上住户
将粪便泼向在本地小区广场上
跳舞的人群。
更早些时间，纽约华人在公

园排练放音乐遭投诉，警方出动
抓人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
为此，部分媒体的评论对“广

场舞”颇多讥弹，但无论怎样闪烁
其词，其中的无可奈何，显而易
见：广场舞乃是一种群众性的文
娱活动，毕竟与聚众闹事不可同
日而语，和乱设摊位也很有区别，
该拿它怎么办？有则评论甚至说：
“出于种种原因，眼下能让咱老百
姓专门健身跳舞的地方确实不
多，相信假如能有那样一个地方，
没人愿意在这里招人讨厌，甚至
头被淋粪水、藏獒惊吓乃至猎枪
伺候着。这也提醒我们，解决广
场舞的噪音，不妨给舞者们另辟

一个‘广场’，在那里，跳舞的人不
会被打扰，其他人也不会被打扰。
表面看，广场舞跳得‘惊心动魄’，
是邻里矛盾，但本质上也是基础
建设、规划没有跟得上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若基础建设跟上，跳

广场舞更会促进邻里关系。”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们不妨

动动脑筋想想，如其所说的“广
场”，有吗？如果有，建在哪里合
适？有媒体称，我国广场舞爱好者
竟然有 !个亿！那该建多少个才
够用？面对惊人的数字，谁敢说自
己能破解得了这个“民生问题”？

但“广场舞”确实是个问题，
不给出一个明确的处理信号，各
种纠纷还会出现，有关部门难以
突围，相信即使是“果敢”的城管
也因有所忌惮而无所作为。
除为美观计，设计者对广场

肯定还有与周围环境友好上的
考量（包括如何服务居民和行
人）。我们必须清楚，广场并不是
为“广场舞”而建，虽然它可以被

利用于集聚人群进行舞蹈，但那
只是它很小一部分的功能。如果
因“舞”而弱化、排斥其他功能，这
绝不是设计者的初衷；如果还影响
了别人的权益，那么占据这个空间
的“舞蹈者”就应该考虑退出。

从实际情况看，“广场舞”对
促进邻里关系、增强体质可能会
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它的争议
性也是明摆着的。据新浪网调查
（样本数为 !&$!人），超过 '"(

的人表示反对。这 '"(的
人自然不能代表全部的
“民意”，但至少是体现出
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关
切”。没有取得绝大多数人
的共识，“广场舞”缺少存在的充
分理由，或者至少应该改变一下
现有的模式———高分贝音响)规
模人数*挤压公共空间。
我家附近一条商业街，十字

路口四个街口都是大商厦，每个
商厦前有一个小广场，“广场舞”
“健身操”之类几乎天天晚上准时

上演，真是人声鼎沸，震耳欲聋。
不说好静者，即使一般人，恐怕也
避之唯恐不及。
和“广场舞”异曲同工的是

“广场歌”，更令人难以接受。上海
南京路步行街核心区域不知何时
形成了一个个“中国好声音”，民
族唱法、美声唱法轮番上，满大街
都是高亢而跑调的歌声，让你躲
也躲不了；杭州西湖边“苏小小”
边上的凉亭，本来是让人发思千
古之幽情的佳地，现在正被一群
歌唱爱好者“占领”，不唱到尽兴
不撤离，让你一步也踏不进……
可以想象，南京路和西湖边的“广

场歌舞”，其负面影响要比
积极意义来得大来得多。

是时候考虑“广场舞”
的出路了。

跳舞，不一定在大庭
之中才发挥出色；唱歌，不一定在
广众之前才字正腔圆……中国人
多不假，可地方也大，邀约三五知
己，找个不扰人也不被人扰的地
方，切磋技艺，尽展风采，不难，不
也挺好吗？当然，如果纯粹为了凑
热闹、带劲儿而去广场“载歌载
舞”的，那就怪不得人家吐槽啦。

秋八月，桂花鸭
黄艳梅

! !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住在南京
秦淮河南岸临近乌衣巷的一个小庭院
里，我们院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桂花树并
不十分高大，椭圆形的叶子碧绿碧绿的，
每到农历秋八月桂花就星星点灯般点缀
在枝干上，一团团，一簇簇，如同无数黄
色的小珍珠，分
外可人。浓浓的
桂花香漫过小院
初秋的每一个黎
明和黄昏，品味
着馥郁的芳香，那个时节，我还能尝到母
亲做的美味桂花鸭。

桂花鸭算是家乡的一种特产，久负
盛名，其做法也并不复杂。母亲先从桂
花树上采摘少许桂花，洗净用沸水稍烫
后捞起晾干，用白糖腌制待用。母亲又
将一只宰杀洗净的鸭子内外用盐擦匀，
腌制三小时，再将其放入生姜、八角、
陈皮、白醋、大蒜、料酒等熬制的卤水
中，加入用糖腌制的桂花，旺火煮上一
小时，撇去锅中漂浮的调料和浮油，桂
花鸭就做好了，鸭肉中会有桂花的香
气，鸭汤也很鲜美。每当这时我总是迫
不及待地撕下一只鸭腿往嘴里送，全然
不顾烫嘴，皮白肉嫩、肥而不腻、香鲜

味美的桂花鸭成了我那时
难以忘记的一道佳肴。

父亲爱吃桂花鸭，秋
天用桂花鸭下酒对父亲来
说是一件惬意的事。父亲

在外操劳了一天，回家后他总会在院里
的桂花树下摆一张方桌，一把木椅，这时
母亲就把一盘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
端到父亲面前，父亲心满意足地呷一口
二锅头，再来上几片桂花鸭，悠悠地吟诵
道：“八月桂花遍地香，独占三秋压众

芳。”
读初中时，一

到秋天我就会出现
口干咽燥、咳嗽少
痰、鼻塞干痛等秋

燥病症，到医院看了效果也不大好。母亲
说医生开的西药对身体无益，治疗秋燥
症最好的办法是饮食调理，鸭子性凉，桂
花鸭有润燥、清火的疗效，对付秋燥最有
用。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每周母亲都会
为我做一只桂花鸭，品尝着母亲做的美
味，我秋燥的病症缓解了很多。
时间如流水般过去，后来我到外地

求学并安了家，很多年都没有吃桂花鸭
了。听母亲说家乡院里那棵桂花树每年
秋天还在开花，小院里依然是芳香四溢，
她每年还会做桂花鸭，只是我不在她身
边，自己吃起来总觉得不那么香，母亲的
话让我伤感起来。
前几天秋雨绵绵，家乡的一位亲戚

出差时途经我这里，她捎来了母亲亲手
做的桂花鸭，那股子鲜味和嫩劲儿难以
割舍，桂花香溢满了唇齿之间，恍惚间我
又看见了在金陵城的小庭院里桂花树下
独坐的母亲。

!牛博士对马妞说"

秦怡写“湖畔”
许朋乐

! ! ! !读完电影剧本 《青
海湖畔》，我的心久久不
能平静。那些刚刚从我
眼睛里溜走的文字，此
刻又集聚在一起，像一
把硕大的锤，猛烈地敲
打着我。这哪是什
么剧本？这分明是
一位老人从漫长岁
月中洗练的梦的精
髓、爱的结晶，真
诚，朴实，醇厚，纯洁，像
一股从心底里流泻出来
的清泉。我不禁感叹，现
在还有谁写这样的剧本？
还有多少人会掏心掏肺
地在剧本中融入自己真
诚的情感？我无法用文学
的语言对它作出评判，我
更不愿意用商业的标尺
去丈量它的高下优劣；但
我相信能打动每一颗善
良的心的作品必定浸润
着创作者的真情。

是的，这是一部流淌
真情的剧本，捧在手里更
感觉到沉甸甸，它出自我
们敬重爱戴的表演艺术
家、年逾九十的秦怡老师
之手。我不清楚她酝酿了
多久，也不了解写了多长

时间，但是一位九旬老人
能以如此清晰的思路，饱
蘸自己的情感去铺陈情
节、设计人物、编织故事、
刻画主题，抒发心声，用
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在

白纸上留下近三万个含
情带泪的符号，这本身就
是一个个能打动你的精
彩画面。
通观整部作品，没有

奢华的场景，没有时髦的
词藻，更没有胡编
戏说的做作和噱
头，简而言之，现
在流行的商业的
标签。字里行间流
动的是情感，张扬的是梦
想，沉淀的是那个时代所
崇尚的无私和奉献。咀嚼
和回味让我们回到了那个
有点单纯但充满精神力量
的年代，似乎在聆听秦怡
老师叙述自己坎坷曲折的
一生，展现自己的内心
的情感世界，重温对事
业的憧憬和追求，回味
曾经拥有的刻骨铭心的
爱情和失去它的痛楚，
深深表达对这个国家这
块土地这里的人民无限
的 眷 恋 和 无 悔 的 忠
诚———我丝毫不怀疑影
片女主人公、气象工程
师梅欣怡的形象就是秦
怡老师自身在银幕上的
一次曝光。

也许，当下要让这样
的剧本变成画面会面临
很多困难，能否在市场登
堂入室也会阻遏重重，但
秦怡老师超越常规的创
作已经感动了我们。她一

生似乎一直在制造
感动，在银幕上，在
生活中；女性的善
良和仁慈，母亲的
博大和宽厚，衬着

美丽端庄的外表迸发着
慑人的魅力。撇开她塑造
的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
动人的银幕形象，生活中
她也是观众公认的贤妻
良母。她对智障儿子所倾

注的全部的爱成
了社会传颂的美
谈；她倾自己所有
的积蓄向汶川地
震捐款的壮举影

响了九州方圆；她无怨无
悔地参加各类社会和公
益活动，甘当呼唤真善美
的“志愿者”。也许，有人
会说这么一把年纪了，没
有必要再东跑西颠、抛头
露面了；但秦怡不这么
想，她认为社会和观众给
了她太多了，只要自己有
一点能耐就应该责无旁
贷地去报效去回赠。近几
年，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
老艺术家的离去，作为上
海电影界老艺术家的代
表人物，她更忙了，她觉
得自己有义务代表老一
辈去担当应该担当的责
任。每次接受邀请，她从
来不讲条件不争报酬，每
次参加活动她都真心投
入，精心准备，有时上台
朗诵，大段大段的台词，
她能练得滴水不漏不打
一个格棱。前年她参加全
国文代会，闭幕晚会上，
她上台朗诵，到了台上才
发现眼镜拿错了，看台本
一片模糊；但她没吭声，

硬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完
成了演出。无须称赞她的
记忆如何如何，这一切都
是“认真”二字所衍生的
成果。我想，这就是“品”，
就是素质。
秦怡老师总是那么端

庄美丽神采奕奕，总是那
么精力充沛神情灿然，但
她是一个饮食随意、生活
低调的人。在无数人寻觅
抗老防衰灵丹妙药的今
天，秦怡老师以她的精彩
“演技”告诉我们，一个怀
揣梦想、执着追求的生命，
就会年轻，就会美丽，就会
富有创造力，就会快乐和
幸福！天空的遐思

安 谅

明人明言微语录! ! ! ! 天空中究竟有什
么，有的人在仰望中获
得无限，有的人在茫然
中愈加茫然。天空由此
更加神秘和深邃。

鸟飞过，不留痕迹；云飘过，也毫无
踪影。天空也许是最无情的。但它留下了
星月。星月其实并非天空留下，是它们自
身的光辉，穿透了古老的天穹。
因为天空的存在，我们可以站在大

地上遐想，被大地束缚的，天空给予你无
限的包容。

感恩大地的同时，也
请感恩天空。它让我们
灵魂飞扬，让每一颗灵
魂，都拥有自由的天空。

你能分割土地，而
天空，你即便分割了，也分明就是一场空。
天空的尊严，至高无上，因为它对任

何人都一视同仁，胸怀坦荡。
当所有人的胸怀都接近天空时，天

空一定会更加明朗清澈。
在每天的仰望天空中，找到并坚持

自己足下的路。

两种底色
戴逸如 文并图

! ! ! !不不不! 你的意见

我很不赞同呢-

你静心想想! 杨朔

散文背后有没有用心险

恶的拍马# 有没有居心

叵测的钻营#都没有"那

好!你.虚伪+粉饰&的批评!请收回-

年轻时!我为(荔枝蜜)+(雪浪花)等等美文感动

过!今天依然感动***虽然掺进了一点复杂-我从字

里行间触摸到的始终是一颗以善良为底色的天真之

心-对他纯情的天真和令人唏嘘的人生谢幕!我只能

有惋惜而不会有谴责-

杨朔这颗轻轻划过的流星! 已深烙在我的视网

膜上!不会淡去-

亏你想得出来!顾城能与杨朔相提并论吗#有人

在一片赞歌声中指他为无良诗人!我深以为然-有人

说他诗里有童心!我看到的则是一颗青年+少年+童

年缠夹不清的躁动心-他的确有才!但他的才情是以

残忍为底色的! 所以他的大结局注定是毫无悬念的

两摊血迹-

为转变而转变的观念思潮! 直把善恶黑白搅成

了芝麻糊!直把脑袋当作了糨糊桶-

唉!搅浑容易理清难啊,

翁
达
杰
的
男
孩

田
乙
苗

! ! ! !翁达杰书中的主角，一直都是这个
永远的男孩。!""年前，他生活在空旷
的北美，在乡间成年，不用埋头读书考
学，他面对的是一个具体严酷的世界，
要用真实的疼痛与血迹去交换成长。那
时他尚年少，常常徘徊在凌晨和黄昏，
聆听旷野中昆虫振翅的声响；在自己狭
窄的房间里摸索地图上的每一道山峰、
海峡与洋流，渴望一场冒险的远行；自
学了陶笛和吉他，“给自己一种声音”；
跟随父亲研制炸药，着迷拆弹，他已学
会独自水下作业，艰难将炸药装上河
床，爬上岸头也不回地走开，在他身后
整条河炸开。

他将要在青春里死一遍，死在《经
过斯洛特》。在那本书里，他是一个玩失踪的爵士音乐
人，爵士短号手查尔斯·巴迪·博尔登。生活在肮脏混乱
的红灯区，做理发师谋生，拿生命吹小号，为一本八卦
色情杂志收集素材，剩下的时间用来喝醉、打架、交朋
友、玩女人。可他为什么要消失呢？他真有那么爱那个
朋友的妻子么？
翁达杰将他的激情倾倒在《经过斯洛特》中。那种

激情与青春共生灭，他只用一个短篇干掉它。他知道如
何在肮脏的世界里迷幻生存。绚烂的幻觉，拼图高手，
才情浓缩，异端突起，荷尔蒙扫射，诗情狂欢。砸烂、扭

打。野兽、刀疤、燥热。隐情、自私、冷
酷、狂笑。通篇都是这些词语的衍生。
不断切换人称与文体。诗句、歌谣、对
话、访谈纪录、简报、书信、新闻报道、
人物档案、照片、神秘的细节。制造断

裂、压抑与幻觉，像这位吹小号的日子一样支离破碎。
文体背后都是捉摸不透的情绪和无名的怒火，怎样破
坏、怎样挣扎、怎样抒情都不爽。巴尔登只好失踪。失踪
归来，还要死在精神病院里。
爱不是解脱，爱是生命的礼物。女人像海床上起伏

的软体动物一样神奇。在生命交汇的黑洞中，他感知她
的烂漫和快要将他融化的柔软。而她终究是另一种动
物，总有一天他会被她的神秘所伤。感情总是伴随着伤
害与孤独，照见每个人的黑影。热量在体内奔腾，残酷
是因为纯粹。他一直没有学会装糊涂。
他很有名，但名声赶走音乐；他很忙碌，投入生

活，但到处都是欺骗与罪恶。他只想喝醉和演奏。走
在阳光下的街头，最后一次表演布鲁斯小号。那塞壬
又出现了。她撩拨他，挑衅他，他以号声跟随她，定
住她，抚摸她，干柴烈火，欲仙欲死，纠缠流汗嘶
嚎，停不下来。
疲惫过了某个临界点之后，出现幻觉，阳光变得遥

远清凉。仙乐飘渺，像情欲一样痛苦，像死亡一样纯洁。
他要尽兴而归，不醉不归，血液再次上涌，灼热的空气
扑来，他吹得那么狂野，在赞美诗里吹入布鲁斯的魔鬼
节奏，将圣乐吹给撒旦听，一遍遍挑衅与询问。他一直
逮着无辜的女人救命，与她纠缠，暂时麻醉。而所有女
人，都是这同一个女人。她们的味道在他的舌尖浮动。
在最后的演奏中他懂得了音乐、女人和他的生命，它们
都是他的道路，必经之路。经过斯洛特，经过此生，为这
带罪的肉身寻找一条世间的解脱之路。书中有金句：
“钻石必须热爱一路上经过的泥土，必须热爱泥土有过
的瑕疵，因为钻石原本也是泥土。”他倒下的时候，乐队
领班捡起短号，鲜血从号管里淌下来。
“斯洛特”是博尔登最后的弥留之地。

广场的用途 西 坡

! ! ! !前几天，《北京青年报》报道
说，“由于邻居跳广场舞音响声音
过大影响了自己休息，#$岁的北
京男子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
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饲养
的 %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

之前，《武汉晚报》报道说，
由于不堪噪声的长期干扰加上
多次交涉无果，武汉一楼上住户
将粪便泼向在本地小区广场上
跳舞的人群。
更早些时间，纽约华人在公

园排练放音乐遭投诉，警方出动
抓人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
为此，部分媒体的评论对“广

场舞”颇多讥弹，但无论怎样闪烁
其词，其中的无可奈何，显而易
见：广场舞乃是一种群众性的文
娱活动，毕竟与聚众闹事不可同
日而语，和乱设摊位也很有区别，
该拿它怎么办？有则评论甚至说：
“出于种种原因，眼下能让咱老百
姓专门健身跳舞的地方确实不
多，相信假如能有那样一个地方，
没人愿意在这里招人讨厌，甚至
头被淋粪水、藏獒惊吓乃至猎枪
伺候着。这也提醒我们，解决广
场舞的噪音，不妨给舞者们另辟

一个‘广场’，在那里，跳舞的人不
会被打扰，其他人也不会被打扰。
表面看，广场舞跳得‘惊心动魄’，
是邻里矛盾，但本质上也是基础
建设、规划没有跟得上群众的精
神文化需求。若基础建设跟上，跳

广场舞更会促进邻里关系。”
话是这么说，不过，我们不妨

动动脑筋想想，如其所说的“广
场”，有吗？如果有，建在哪里合
适？有媒体称，我国广场舞爱好者
竟然有 !个亿！那该建多少个才
够用？面对惊人的数字，谁敢说自
己能破解得了这个“民生问题”？

但“广场舞”确实是个问题，
不给出一个明确的处理信号，各
种纠纷还会出现，有关部门难以
突围，相信即使是“果敢”的城管
也因有所忌惮而无所作为。
除为美观计，设计者对广场

肯定还有与周围环境友好上的
考量（包括如何服务居民和行
人）。我们必须清楚，广场并不是
为“广场舞”而建，虽然它可以被

利用于集聚人群进行舞蹈，但那
只是它很小一部分的功能。如果
因“舞”而弱化、排斥其他功能，这
绝不是设计者的初衷；如果还影响
了别人的权益，那么占据这个空间
的“舞蹈者”就应该考虑退出。

从实际情况看，“广场舞”对
促进邻里关系、增强体质可能会
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它的争议
性也是明摆着的。据新浪网调查
（样本数为 !&$!人），超过 '"+

的人表示反对。这 '"(的
人自然不能代表全部的
“民意”，但至少是体现出
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关
切”。没有取得绝大多数人
的共识，“广场舞”缺少存在的充
分理由，或者至少应该改变一下
现有的模式———高分贝音响*规
模人数*挤压公共空间。
我家附近一条商业街，十字

路口四个街口都是大商厦，每个
商厦前有一个小广场，“广场舞”
“健身操”之类几乎天天晚上准时

上演，真是人声鼎沸，震耳欲聋。
不说好静者，即使一般人，恐怕也
避之唯恐不及。
和“广场舞”异曲同工的是

“广场歌”，更令人难以接受。上海
南京路步行街核心区域不知何时
形成了一个个“中国好声音”，民
族唱法、美声唱法轮番上，满大街
都是高亢而跑调的歌声，让你躲
也躲不了；杭州西湖边“苏小小”
边上的凉亭，本来是让人发思千
古之幽情的佳地，现在正被一群
歌唱爱好者“占领”，不唱到尽兴
不撤离，让你一步也踏不进……
可以想象，南京路和西湖边的“广

场歌舞”，其负面影响要比
积极意义来得大来得多。

是时候考虑“广场舞”
的出路了。

跳舞，不一定在大庭
之中才发挥出色；唱歌，不一定在
广众之前才字正腔圆……中国人
多不假，可地方也大，邀约三五知
己，找个不扰人也不被人扰的地
方，切磋技艺，尽展风采，不难，不
也挺好吗？当然，如果纯粹为了凑
热闹、带劲儿而去广场“载歌载
舞”的，那就怪不得人家吐槽啦。

秋八月，桂花鸭
黄艳梅

! !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住在南京
秦淮河南岸临近乌衣巷的一个小庭院
里，我们院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桂花树并
不十分高大，椭圆形的叶子碧绿碧绿的，
每到农历秋八月桂花就星星点灯般点缀
在枝干上，一团团，一簇簇，如同无数黄
色的小珍珠，分
外可人。浓浓的
桂花香漫过小院
初秋的每一个黎
明和黄昏，品味
着馥郁的芳香，那个时节，我还能尝到母
亲做的美味桂花鸭。

桂花鸭算是家乡的一种特产，久负
盛名，其做法也并不复杂。母亲先从桂
花树上采摘少许桂花，洗净用沸水稍烫
后捞起晾干，用白糖腌制待用。母亲又
将一只宰杀洗净的鸭子内外用盐擦匀，
腌制三小时，再将其放入生姜、八角、
陈皮、白醋、大蒜、料酒等熬制的卤水
中，加入用糖腌制的桂花，旺火煮上一
小时，撇去锅中漂浮的调料和浮油，桂
花鸭就做好了，鸭肉中会有桂花的香
气，鸭汤也很鲜美。每当这时我总是迫
不及待地撕下一只鸭腿往嘴里送，全然
不顾烫嘴，皮白肉嫩、肥而不腻、香鲜

味美的桂花鸭成了我那时
难以忘记的一道佳肴。

父亲爱吃桂花鸭，秋
天用桂花鸭下酒对父亲来
说是一件惬意的事。父亲

在外操劳了一天，回家后他总会在院里
的桂花树下摆一张方桌，一把木椅，这时
母亲就把一盘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
端到父亲面前，父亲心满意足地呷一口
二锅头，再来上几片桂花鸭，悠悠地吟诵
道：“八月桂花遍地香，独占三秋压众

芳。”
读初中时，一

到秋天我就会出现
口干咽燥、咳嗽少
痰、鼻塞干痛等秋

燥病症，到医院看了效果也不大好。母亲
说医生开的西药对身体无益，治疗秋燥
症最好的办法是饮食调理，鸭子性凉，桂
花鸭有润燥、清火的疗效，对付秋燥最有
用。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每周母亲都会
为我做一只桂花鸭，品尝着母亲做的美
味，我秋燥的病症缓解了很多。
时间如流水般过去，后来我到外地

求学并安了家，很多年都没有吃桂花鸭
了。听母亲说家乡院里那棵桂花树每年
秋天还在开花，小院里依然是芳香四溢，
她每年还会做桂花鸭，只是我不在她身
边，自己吃起来总觉得不那么香，母亲的
话让我伤感起来。
前几天秋雨绵绵，家乡的一位亲戚

出差时途经我这里，她捎来了母亲亲手
做的桂花鸭，那股子鲜味和嫩劲儿难以
割舍，桂花香溢满了唇齿之间，恍惚间我
又看见了在金陵城的小庭院里桂花树下
独坐的母亲。

秦怡写“湖畔”
许朋乐

! ! ! !读完电影剧本 《青
海湖畔》，我的心久久不
能平静。那些刚刚从我
眼睛里溜走的文字，此
刻又集聚在一起，像一
把硕大的锤，猛烈地敲
打着我。这哪是什
么剧本？这分明是
一位老人从漫长岁
月中洗练的梦的精
髓、爱的结晶，真
诚，朴实，醇厚，纯洁，像
一股从心底里流泻出来
的清泉。我不禁感叹，现
在还有谁写这样的剧本？
还有多少人会掏心掏肺
地在剧本中融入自己真
诚的情感？我无法用文学
的语言对它作出评判，我
更不愿意用商业的标尺
去丈量它的高下优劣；但
我相信能打动每一颗善
良的心的作品必定浸润
着创作者的真情。

是的，这是一部流淌
真情的剧本，捧在手里更
感觉到沉甸甸，它出自我
们敬重爱戴的表演艺术
家、年逾九十的秦怡老师
之手。我不清楚她酝酿了
多久，也不了解写了多长

时间，但是一位九旬老人
能以如此清晰的思路，饱
蘸自己的情感去铺陈情
节、设计人物、编织故事、
刻画主题，抒发心声，用
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在

白纸上留下近三万个含
情带泪的符号，这本身就
是一个个能打动你的精
彩画面。
通观整部作品，没有

奢华的场景，没有时髦的
词藻，更没有胡编
戏说的做作和噱
头，简而言之，现
在流行的商业的
标签。字里行间流
动的是情感，张扬的是梦
想，沉淀的是那个时代所
崇尚的无私和奉献。咀嚼
和回味让我们回到了那个
有点单纯但充满精神力量
的年代，似乎在聆听秦怡
老师叙述自己坎坷曲折的
一生，展现自己的内心
的情感世界，重温对事
业的憧憬和追求，回味
曾经拥有的刻骨铭心的
爱情和失去它的痛楚，
深深表达对这个国家这
块土地这里的人民无限
的 眷 恋 和 无 悔 的 忠
诚———我丝毫不怀疑影
片女主人公、气象工程
师梅欣怡的形象就是秦
怡老师自身在银幕上的
一次曝光。

也许，当下要让这样
的剧本变成画面会面临
很多困难，能否在市场登
堂入室也会阻遏重重，但
秦怡老师超越常规的创
作已经感动了我们。她一

生似乎一直在制造
感动，在银幕上，在
生活中；女性的善
良和仁慈，母亲的
博大和宽厚，衬着

美丽端庄的外表迸发着
慑人的魅力。撇开她塑造
的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
动人的银幕形象，生活中
她也是观众公认的贤妻
良母。她对智障儿子所倾

注的全部的爱成
了社会传颂的美
谈；她倾自己所有
的积蓄向汶川地
震捐款的壮举影

响了九州方圆；她无怨无
悔地参加各类社会和公
益活动，甘当呼唤真善美
的“志愿者”。也许，有人
会说这么一把年纪了，没
有必要再东跑西颠、抛头
露面了；但秦怡不这么
想，她认为社会和观众给
了她太多了，只要自己有
一点能耐就应该责无旁
贷地去报效去回赠。近几
年，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
老艺术家的离去，作为上
海电影界老艺术家的代
表人物，她更忙了，她觉
得自己有义务代表老一
辈去担当应该担当的责
任。每次接受邀请，她从
来不讲条件不争报酬，每
次参加活动她都真心投
入，精心准备，有时上台
朗诵，大段大段的台词，
她能练得滴水不漏不打
一个格棱。前年她参加全
国文代会，闭幕晚会上，
她上台朗诵，到了台上才
发现眼镜拿错了，看台本
一片模糊；但她没吭声，

硬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完
成了演出。无须称赞她的
记忆如何如何，这一切都
是“认真”二字所衍生的
成果。我想，这就是“品”，
就是素质。
秦怡老师总是那么端

庄美丽神采奕奕，总是那
么精力充沛神情灿然，但
她是一个饮食随意、生活
低调的人。在无数人寻觅
抗老防衰灵丹妙药的今
天，秦怡老师以她的精彩
“演技”告诉我们，一个怀
揣梦想、执着追求的生命，
就会年轻，就会美丽，就会
富有创造力，就会快乐和
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