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展走笔
龚伟明

! ! ! !今年 !月下旬，我随上海杨浦
集邮协会观摩第 "#届全国集邮展
览。

在火车上过了一夜，到达湖南
长沙，早餐后一行集邮爱好者便去
名扬全国的橘子洲、岳麓书院游
览。同行中，有人每到一处，就从口
袋里拿出一本窄长的小册子，打听
有没有邮戳盖。功夫不负有心人，
我们终于在岳麓书院附近一家邮
电局，盖上了橘子洲头、岳麓书院、
爱晚亭等的纪念戳。大家走出邮
局，还在翻看刚刚盖好的
戳，一路话语不断，不虚此
行的快乐溢于言表。

有人戏谑我们是“走
过路过不要错过”，找到了
自己的最爱。确实，一路收集纪念
戳，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爱好。

邮展首日开幕式后我们进入
展区，在警察题材类展区遇到了
一位老年妇人。她和我们当中几
位是熟人，见面后快人快语诉说
起自己的遭遇。原来前几天她因

故没赶上火车，当时最急的是随
身携带的几框参展作品，要提前
一天布展的呀。情急中，她想到有
一位朋友将乘飞机到长沙，一个
电话打过去，人家真热心，一口答
应帮她带去。等她赶到，参展邮框
已经安排妥当。此刻，她站在邮框

前，仍抑制不住成功参展的
兴奋之情，不断介绍自己制
作的警察题材中几枚邮品
的来历，显得无比珍惜。有
人在一旁介绍，说她是上海

某区公安局退休的，年轻时就热
衷于集邮，如今还在某集邮杂志
社发挥余热。
我多次随上海杨浦集邮协会观

摩全国邮展，耳濡目染，知道邮展作
品就像书，有题目，有目录，有内容。
看一框邮品就是看一页书，引人入

胜，感受集邮文化的无穷魅力。
我随集邮同行一行来到“开放

类”的展区，这些近年来的“开放
类”集邮作品，框中邮票仍是主
角，同时又夹有书签、徽章、照片，
甚至小型模型，如飞机、枪械等。
这些原本与邮票“风马牛不相及”
的物品，经集邮爱好者的精心搭
配组合，不仅佐证了一段史实，还
让整框内容生动活泼了许多。所
以，“开放类”邮展作品打破了传
统集邮展览风格，拓宽了集邮者的
视线，吸引更多人来关心喜欢集邮
这一文化活动。

邮展观摩中，我在一摊位买了
一枚“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必
须说明一下，这枚邮票不是我国
“文革”年代邮电部发行的，摊主说
明是几内亚比绍发行的。用杨浦一
位资深集邮者的行话讲，是中国邮
票，外国发行。我觉得添一枚“夺眼
球”的邮票，多一点趣味，日后与朋
友交流，也是一则故事，不亦乐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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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优死#随想录
吴莉莉

! ! ! !近来遇到两件事，一喜一
悲。

学生家添丁，生个千金。
现在孩子少，“弄璋、弄瓦”都
是喜。学生结婚时，他妈当了
婆婆，送来巧克力。小毛头出生，他
妈升级为祖母，又送红喜蛋。我算
师奶了，喜洋洋地想上门看看并表
点心意。新晋阿奶说：宝宝怕风寒，
每天要当心天气冷暖，现在五月里
房间也开着空调。室温控制如此严
格，育儿的精心自不待多讲。外人
进出多了容易感染，我于是识相，
探访的事暂缓，先保囡囡健康为
重。

悲事来得突然。邻居好大姐有
气喘顽疾，发病时抢救晚
了，引起窒息而昏迷。入重
症监护室，拖了四十多天，
终乏回天之力。我几次想去
探望，她儿子一再婉拒：重
症监护室不能随便进，妈妈身上插
遍管子，看了难过，她已没有意识，
不认人……为尊重病人家属，我只
能从命。大姐的儿、媳很孝顺，他们
是独生子女一代，如今自己也是五
十上下的人了。受过高等教育，事
业处在巅峰时期，上有老下有小，
两头兼顾真不易。谁料，老母尚顾
及不暇，老父又病倒，也送进医院，
小辈忙得脚也要掮起来。一天，儿
子正走在去医院探母的路上，接到
父亲住院的护士站电话，那头又急
又气，充满责备：“你阿爸到哪里去
了？现在人也寻不到了……”八十

岁的老父本来记性就差，老妻一
病，急糊涂了。儿女再孝顺，即使长
着三头六臂，也管不过来的。

计划生育是国策，“优生、优
育”这两个词听了几十年，国人并
不陌生。优生、优育已成为定律$ 人
人赞同。有生必有死，生要优，死也
应该视为同列才对。提及“优死”，
若不把这两字写出来，怕是有人还
听不懂，即使听懂了，也不会有好
脸色给你看。碰到心直口快的$ 免

不了一串非议：“侬饭吃饱
了是口伐，触霉头的事体有
啥讲头？”鲁迅先生在《立
论》里说过个故事：一家人
生了男孩 $ 满月时抱给客

人看$ 想得一点好兆头。一个说：这
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得到一番感
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
他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
将来要死的，他招来大家合力痛
打。乌鸦嘴，活该被打。说话不看场
合，虽然他说的是大实话。死，谁都
忌讳，哪个又躲得掉呢% 从前人
为了长寿，孩子落地时，起名颇费
心机。俗人中叫“长命、百岁”，雅人
里唤“彭年、鹤年”。神龟虽寿，犹有
竟时，就是传说中的彭祖，也只活
了七百六十七岁，还是传说而已。
生命的终端能寿终正寝最好，然而

现实中不见得能心想事成。人
到晚年，往往苦于各种病痛折
磨，欲死而不能。前几天报载
文章《别让人生后十年在病痛
中度过》，细细读了，知道两个

新概念：人均寿命与人均健康寿
命。简摘如下：“在世界卫生组织公
布的有关国家健康寿命排名中，我
国排第 &"位，国民平均健康寿命
#'() 岁，相对于目前人均寿命 *!

岁，也就是说，每个人要忍受近十
年病痛的折磨”。数字够吓人的，这
还不算上海人的平均寿命，沪上人
均寿命要高达 &'岁以上。如此，病
痛带给上海老人的折磨就该翻倍
了。
计划生育的组织，从上到下，各

级机构一层又一层；我跟街道办事
处有过接触，算是知道有个“老龄
办”部门，但这个组织远没前者喊得
响亮，有几人知道它？既有“优生
法”，也应有“优死法”的合理存在。
生育，是人类可以计划的事，死亡，
却连神仙也管不了的。从这个角度
去看，已步入老龄社会的当今，关注
生命的质量，谈“优死”很有必要。政
府部门也要将其立法，用“急不可
待”的态度来看待这件大事，一点都
不夸张。让每个病人，尤其是老年病
人有尊严地活着，平静地、从容地迎
接死神的来临，这过程中，家人责无
旁贷，社会服务也应紧跟而上。具体
的操作我不懂，不敢妄说。许多问题
要研究，许多工作要开展，谨此作抛
砖引玉之议，期盼各路高人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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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端午时节，满街粽香，
可我找不到我想吃的那只
粽子！
儿时的粽子是阿娘包

的。端午前一天，阿娘开始
包粽子，她用牙咬住浸了
一夜水的稻草绳，使劲扎
紧，小脚粽，棱角分明，扔
进木盆时像一块砖，硬邦
邦、沉甸甸的。包好的肉
粽、赤豆粽、白米粽
堆得小山似的，晚
上倒进大锅煮。大
灶平时烧稻草，这
天烧毛豆秆。 她
不要我烧灶，一个
人要忙很久。我总
早早地睡去，一直
不知一大锅粽子要
煮多久才熟。

第二天一早醒
来，屋里全是米香、
肉香、粽叶香、稻草
香，甜甜的、鲜鲜
的、糯糯的、绵绵的，馋得
我脸不洗就冲到灶间去。
阿娘却不许我吃，她装好
的盆、碗排成行，里面都是
热气腾腾的粽子。我们挨
家挨户去送，直到走遍全
村。我的口袋里装满了回
礼：手绣香囊、锦缎娃娃、
丝线小猴、五彩珠粽，竹叶
蜻蜓……我的额上搽了雄
黄酒，钮扣上别了野花，口
袋里装满了山芋干，脖子
上被套了一串野蛇果珠
子。同时带回的是一连串
称赞：乖囡；阿囡越长越好
看了；宝宝像阿娘一样好
心；明朝来我家，阿太烧糖
汆蛋把侬吃……我心里甜
滋滋、浑身香喷喷地回家。
一看锅里，只剩下没

几只粽子了！我正想哭，阿
娘说话了，吃独食没味道，
啊懂？哪里懂！只见剥好的
粽子油汪汪、亮晶晶的在
桌上，扑过去，抓起一只就
往嘴里塞，急得阿娘叫：
“糯米食，咋好格（这）么介
（样）吃，要噎煞格！”我不
管，只顾往嘴里塞。不记得
是否噎住过，只记得那种
鲜味、香味、粘味，韧劲，那
个好吃，没法说。吃饱了，

捧着肚子坐在小凳上，把
礼物排成行，翻来覆去能
玩好半天。老家的端午粽
由乡情包成，织成的是缤
纷的童年。
到上海后，妈和窠娘

都不会包粽子。有一年，
我们吵着要吃粽子，妈用
纱布缝了一只只小袋，装
上糯米和肉，叫大弟用力

塞。大弟从小顽
皮，哪坐得住，没
塞几只就逃走了。
妈只好叫我们做，
女孩没力气，米没
塞紧，肉没放进米
中心，绳子更扎不
牢。我们叽叽喳喳，
吵得妈生气，被她
骂：“做事体用手还
是用嘴巴，
小姑娘好介
烦口伐？”我
们不怕，照

样“田鸡箩倒翻”，
闹得窠娘要打我们，我们
笑着逃走。放锅里煮时，
妈把粽叶剪碎放在四周。
那时烧煤炉，这一夜，妈
要起来好几次。天亮了，
粽香满屋，等我们起床，
纱布粽已放在桌上，大家
欢呼着剥粽子。虽然，松
松垮垮的要形没形，咬在
嘴里，更像是肉拌饭，但
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大弟
吃了一只又一只，喊着，
不够，还要！怕他抢，小

弟、小妹捂住碗，拼命地
赶紧吃。窠娘把自己那只
给了大弟，大弟却说吃不
下了。妈笑骂 ，眼睛大，喉
咙小，贪心勿足蛇吞象！每
年端午，妈总要说那句老
话：“吃了端午粽，棉衣才
可松！”是我们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的叮嘱。家里的端
午粽由亲情包成，留下的
是融融暖意。

结婚后，贤惠的大嫂
每年送来粽子，送了近 )+

年，一直送到她再也包不
动了才停。大嫂的端
午粽由手足情包成，
传递的是和美的家
风。后来，我搬了家，
邻居霞蓉姆妈每年

送我粽子，送了十几年，一
直送到我搬离。那时她有 ,

个孩子要养，家里很困难，
粽子里没有肉，但我非常
喜欢吃。她的端午粽包进
了邻里情，分别已 '+ 多
年，想起来还很温馨。
如今，满街的粽子形

形色色，哪一只会像我心
里的端午粽，那么浓醇，那
么厚重，蕴含那么深的情，
想起来，几乎要泪湿罗衫
呢！

大观楼
罗光辉

! ! ! !无论站在哪
一个点上看，大
观楼都像一棵历
经沧桑的参天大
树。

大观楼，原名锦水奇观楼，也就是高安古都郡城的
谯楼，古有“负山面江，胜概甚伟”之称。登临楼台可俯瞰
全城，可饱览风光。谯楼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在一千多
年的历史长河里，谯楼走过了不平凡的岁月，焚毁、重
建、取名、改名、复名，名人雅士曾在这儿留下了不朽诗
句，很多年前的一天，北宋大文豪苏辙登上这座楼，留下
了：“苍然暮色映楼台，江市游人夜未归，何处酒仙无一
事，肩舆鼾睡过江来”。不知道苏辙那天是站在楼的哪一
处，是和谁在一起看到这种景象。不知道今天的我是否
也能看到这种景象，我担心诗文里的这一种信息会随波
逐流，会渐渐消失。可喜的是 '+++年以后，大观楼以一
种历经风雨后的全新姿态屹立在锦江岸边。
回故乡期间，我常常会来到大观楼前，来这儿散

步，来这儿思考，来这儿感悟浓郁的乡情。我知道，在这
棵大树下，即便落下几片霜染的秋叶，都可能神奇地在
我心头吐出新芽，蓬勃地长成诗歌，长成散文，长成一
派诗意盎然的生命风景。

那天清晨徙步来到大观楼下的凤凰公园广场，正
是热闹非凡，这是晨练者的市场，边上有几个看书的女
孩，呈现出安逸与自在，还有匆匆而过的行人。伫立今
天的大观楼下，仍然能够感受到昨天的大观楼的脉搏
是怎样的跳动。

王 峰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汽车品牌）
昨日谜面：闲愁

（三字口语）
谜底：苦差事（注：愁，扣
“苦”；闲，少事，扣“差
事”）

美国的农贸市场
福 华

! ! ! !在美国，农贸市
场 称 为 -./01/2

3./415。在南加州的
圣迭戈，我曾经光顾
过数家农贸市场。

此类农贸市场一般在每星期六和星期日上午九
点至下午三点间于固定的场所（一般设在大马路一侧
交通方便处）开放。农贸市场设置的摊位主要包括三
类。一是农家自己生产的农产品摊位，特别是各种新
鲜水果和蔬菜；二是传统民间手工艺品摊位；三是有
特色的餐饮摊位（类似上海的大排档）。

圣迭戈的阳光强烈，摊位一般都设置在由市场管
理方提供的、安装和拆卸都很方便快捷的遮阳棚内，
管理方还为摊主提供水源、电源、废物处置桶等，以便
于保持环境的清洁。市场开放日，管理方会提早将遮
阳棚在场地安装好。来自远近的摊主们开着自己的中
小型货车，装载着自己的产品、设备（如烤箱、炉子、榨
汁机、调料、小磅秤等）和自家的小广告提前来到场
地，在九点钟以前挂好广告，摆好摊位，迎接顾客。

-./01/2 3./415的特色主要是可以买到直接从农
家地里采摘的水果和蔬菜，比一般超市出售的冷藏品
要新鲜，而且可以讨价还价，不用付消费税；顾客有机
会在市场内享用到在正规餐厅内较难品尝到的带有
农家特色风味的餐饮；一般自制的传统民间手工艺品

也价廉物美。
当然，所有的交易均

须采用现金方式（6.27），
美国大妈们平时积累的小
面额纸币和硬币在这里找
到了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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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淞云闲话》为文史掌故专家、有“补
白大王”雅衔的郑逸梅早期著作，民国三
十六年（"8,*）由上海日新出版社出版。
据书前《人物品藻录》介绍，“是书尤注重
于文坛掌故，近三十年来之遗闻轶事，可
谓蒐采殆尽，足补史乘之不足，而措辞隽
永，耐人玩味，世说新语不啻焉。”全书共
一百篇，首篇便是《春灯谜话》，而将灯谜
谜话作为一书的开山之作，在我迄今披
阅到的旧时笔记中仅见。
《春灯谜话》起始说：“承平之世，文

人雅士，辄以隐语粘于灯上，名之曰灯
谜，此风由来已久。”作者对当时的射虎
健将及猜谜轶闻等均有涉笔，并选录了

十五条平日所见“谜语之佳者”，称之为“皆灵心四映，
妙到毫巅之作。在此春夜张灯之候，殊堪玩索者也”。这
些作品的确都是颇具谜趣的妙构，如：“智能与宝玉谈
情”打唐诗句“君向潇湘我向秦”，谜底见郑谷七绝《淮
上与友人别》，现解释为“宝玉向往潇湘馆的林黛玉，智
能向往恋人秦钟”。“元旦”打《西厢记》二句“一个是文
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谜面“元”是“状元”的简称，
“旦”指“旦角”，分扣“文章魁首”和“仕女班头”（指才貌
双绝的女中领袖）。“死不肯剪辫子”打古人名“毛延
寿”，以反衬法成谜，“毛”别解成“毛发”，照应谜面上的
“辫子”。“临去秋波那一
转”打书名《离骚》，谜面
出自《西厢记》，谜底视作
“离别时的风情”。“何仙
姑守洞府”打《三字经》句
“七雄出”，女仙何仙姑留
守洞府，八仙另七位男
（雄）神仙则出门矣。“聪
明面孔笨肚肠”打三国人
名二“颜良、文丑”，将一
双人名解释为“颜面美
好，文华丑陋”。“满身癣
庎”谐声格，打四书“无尺
寸之肤不养也”，满身癣
疥，以致全身肌肤发痒
（谐音“养”），令人捧腹。
“双胞胎”打《诗经》句“有
怀二人”，“怀”别解作怀
孕。“三跪九叩首”打时人
“陈仪”，谜底系原国民党
高级将领，这里成“旧时
的礼仪”，等等。

郑逸梅也堪称是谜
界中人。解放前，他与苏
州西亭谜社的程瞻庐、朱
枫隐相熟稔，和沪上著名
谜社萍社的王均卿、徐枕

亚、孙玉声
诸子，多为
莫逆之交。
“一二八”
事变后，施

济群召集原萍社五十余
人，成立“金刚钻报谜社”，
适值郑时任《金刚钻报》编
辑，谜社常有活动，他得以
和众虎将相晤谈，引为幸
事。平素见到佳谜，他辄录
存于册，凡若干本，不料十
年浩劫来临，付诸荡然。郑
逸梅制作的灯谜现在能见
到的不多，但都谜味醇厚，

像“勾践被困于会稽”射同
事名“吴师猛”，意谓“吴国
的军队威猛”（见江更生、朱
育珉主编《中国灯谜辞典·
郑逸梅序》）；“王安石变法”
射同事“宋一新”，意谓“宋
朝面貌焕然一新”（见《艺林
散叶·续编》）。即使只是偶
试牛刀，却出手不凡，允称
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