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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李晓东

! ! ! !我小时候，虽然吃饱
肚子早已不是问题，但饭
食的确非常简单。吃肉自
然不敢想，由于一年到头
吃不上肉，吾乡不少人“不
吃肉”，不喜食肉，甚至不
能闻肉味。我家亲戚中即
有好几人。到上海后，讲给
他人听，均不相信。匮乏，
有时并不能催生欲望和需
求，彻底的匮乏，往往会熄
灭需求的本性，甚至催生
厌恶。宗教以苦行排斥物
质，在本质上，并非修行到
境界超拔，可能恰恰是饥
渴到麻木状态的无反应。

我们那里把白面叫
“好面”，意思是可口、好吃
的面粉，比玉米面、高粱
面、豆面等明显高一个档
次。小麦产量低，化肥上得
少，一亩只打二三百斤。秋
粮作物的产量，就明显高
许多。吃饱才是硬道理，好
面再好，也不敢任性而种，
否则便要饿肚子。物以稀
为贵，吃好面，是奢侈而让
人羡慕的事。“净好面”，就
是纯粹用白面做面条或馒
头，只有招待贵客或者过
年，才能吃到。平时多吃杂
拌面，把白面和玉米面、高
粱面、豆面两两混合起来
吃。好面仿佛这“复方食
谱”中的“君”，在它的调和
提振下，的确可口了许多。

但即使杂面面条，也
不能敞开了吃。一般第一
碗吃“干的”，挑一碗面条，
没有菜，放上盐、醋，讲究
点的，会放些辣椒、韭菜，
就一瓣蒜。大口大口地把
面条吸溜下肚去。之后，便
以喝汤为主了。当然，并非
一碗一碗地喝清汤寡水的

面汤，而是混合了小米、南
瓜、土豆、豆角，还有少量
面条的糊汤。贾平凹小说、
散文中无数次提及的洋芋
糊汤，大约与此差不多。
没有饭是饭菜是菜碗

碗碟碟的排场，每人只端
一只大碗，行动便非常方
便。附近的几家就自然形
成了“饭场”。只要不刮风
下雨或天气太冷，以及冬
天天黑得早，端了饭就聚
集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地
方，边吃边聊。一碗吃完，
回家盛了，再返回来。家长
里短、消息议论、抬杠笑
话，甚至恩怨情仇，便在饭
场里结了或者解了。

中饭是一天的正餐，
因为上午下午都要到地里
劳动，早餐和晚餐就没面
条可吃了，哪怕只一碗杂

面条。早晨，在我老家叫
“地饭”，一直觉得很土，后
来看明代小说《醒世姻缘
传》，发现明代人就是这样
叫的。数百载时光空过，不
知幸运还是不幸。不过，生
活方式的确与明代没大差
别。农民早晨下地干活，地
离家往往较远，来回太花时
间，家里人便把早饭送到地
头，因此，早晨便要吃地饭。
早饭一般吃“疙瘩”，把玉
米面和得稍硬，捏成约十
公分长、三四公分宽、半公
分厚的面饼，下锅煮熟。玉
米面粘性差，一煮，水便浑
黄了。连汤带疙瘩盛一大
碗，一口疙瘩一口汤，既充
饥又解渴，一上午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受苦活，就打
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贵人相助
俞百鸣

! ! ! !从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
视节，到如今上海国际艺术节，
我从事大型国际文化活动组织
工作整整 !!年了，主要负责新
闻宣传与推广。每年从刊物设计
制作、电视节目制作与播出，到记
者邀请和如今时髦的微信公众号
推送等林林总总，每天在无数个
电话、看稿、发通知、现场报道秩
序维护中度过，可谓阅尽人间春
色，怎一个“累”字了得。但内心却
充满快乐，因为见证了上海三个
标志性文化盛事的开启、发展、到
如今的名声在外，万众瞩目。

我很幸运，因为我工作的责
任和意义重大；更幸运的是几乎
每届活动在纷繁中都有贵人相
助。他们的给力介入，每每使我
工作如期完成还出彩增色。

李瑛是上海电视台艺术人
文频道首席导演，她的作品屡屡
获奖，在圈内享有很高的美誉。

今年我力邀李导为艺术节
拍摄纪录片，说实话当初向她发
出邀请时，内心十分忐忑，因为
今年艺术节活动大大小小有近
"##项，覆盖 $%个区县，近在大
剧院，远至崇明、金山。李导年已
花甲，又名声在外，她会接吗？然
而一见面，李导一
口答应，此后电话
不断，不是索取艺
术节最新资料，就
是讨论今年艺术节
有哪些看点，一个资深的导演如
此钻研好学，令我刮目相看。

更令我感动与内疚的是，今
年国庆刚过，艺术节立马在地铁
口派送《观剧指南》和在艺海剧
院销售低价票。李导天蒙蒙亮就
率摄制组赶到现场拍摄市民积
极参与的场景。谁料，李导在艺
海剧院门口摔了一跤，霎时脸色
苍白，疼痛异常。此时，艺海剧院

的门口，购买低价票的观众已排
成长队，李导咬着牙，带着摄像，
艰难地走到队伍面前，拍摄、采
访，全然不顾身上的伤痛，我们
劝她歇会儿，她摇摇头，继续工
作。买票的队伍拍完，剧院内场
又举行了面面观的活动，李导又

带着摄制组进场。
当晚，我得知李导
住进了医院。经诊
断，李导的膝盖骨
裂，需立即手术。我

内心十分不安，既担心大姐的病
情，又为今年艺术节纪录片的进
展嘀咕：纪录片才刚刚开始工
作，还有上百个外景等待拍摄，
加上后期剪辑、解说词撰写、片
头片尾包装，这下怎么办？等我
赶到医院，走进李导的病房，我
惊呆了。只见手术前的李导正在
和摄像、照明、剪辑开会，安排纪
录片每日一天的工作与艺术要

求，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画面。
李导手术十分顺利，不久就

出院回家，李导的同事十分给
力，艺术节的每场活动他们都尽
心尽力拍摄、采访，不落下每个
精彩瞬间。等我再去李导家探望
她时，她正坐在病床上撰写艺术
节纪录片旁白，没等我寒暄，就
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解艺术节纪
录片每日一个章节的画面处理
与节奏，激情四溢。霎时，我双眼
模糊湿润了，为一个电视工作者
如此敬业而折服。相信，今年艺
术节闭幕式在东方卫视、艺术人
文频道播出的《第 $%届上海艺
术节巡礼》一定大放异彩。

贵人相助，贵在贵人的高贵
品质和热爱艺术的忘我投入。

有一种精神
葛昆元

! ! ! !认识沈寂先生，还是在十多年前。那
天，我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之后，他陆
续给我写来了三十多篇力作，都发表在
《上海滩》杂志上。这期间，我只知道他是
一位著名的高产作家，而对他的人生经
历却知之甚少。
去年初，上海文史馆推荐我担任沈

寂先生口述史的撰稿人，在长达二十
多次的访谈中，我逐
渐了解了沈老非同
寻常的人生经历，并
逐渐认识到沈老是一
位非同寻常的人，因
为沈老身上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五四运动给中国知识分

子带来的思想解放，是让数千年来跪倒
在皇权面前的人们，挺直腰板，站立起
来，开始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沈老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沈老出生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五

年，中国正处于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
到他上中学时，正值日寇侵华战争全面
爆发。他亲眼目睹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
仓库的拼死战斗，激发起他极大的抗日
爱国热情：他组织同学一起出版抗日刊
物，在校园内四处张贴，不怕被开除；继
而，他瞒住母亲，悄悄离开上海，投笔从
戎，参加新四军，投入血与火的
战斗；而后，又奉命潜回上海，自
掏腰包，为部队买了许多药品，
交给地下交通线，送往根据地。
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小说，
揭露日寇的暴行。抗战胜利后，他又写寓
言故事，讽刺蒋介石发动内战，推行假民
主、真独裁行径的不得人心。新中国成立
以后，他在香港当编剧时，为了讨回拖欠
的员工工资，他也是挺身而出，去与老板
谈判。最后，被港督驱逐出境。
沈老的勇于担当给自己带来了许多

磨难，但他从不屈服。
抗战期间，他曾被上海日军宪兵队

抓去，受尽酷刑，但他绝不屈服，保护了
战友和同学。之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
下，他被打入另册，不能当编剧，不能搞
创作。“反右”时，又顶替别人当了“右
派”；“文革”中，更是被扣上五大罪状，遭

受批斗，关入“牛棚”，最后在五七干校
中，被工宣队开除出文艺队伍，发配到工
厂去劳动改造。十年动乱结束后，他创
作的电影剧本和人物传记，以及编辑的
《上影画报》还继续遭受到某些人的非
议……这一切磨难，都没有能摧毁他的
意志。为此，他曾经对我说过：“‘人们常
说，一入另册百事哀’。的确，我常有报

国无门的痛苦。但是，
我始终觉得对自己不
幸的命运，哀痛、哀伤
都可以，就是千万不
能‘哀莫大于心死’！

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都要有乐观精
神。尽管我也曾有过心灰意懒、跳江自
杀的念头，可是只要一想到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还有我一生痴迷的文学，我
就能忍受一切苦难，就能在逆境中忍耐
下去，甚至能忍痛度过最难熬的日子。”
沈老的“三哀”、“三忍”真是将中国知识
分子的坚忍精神推到了极致。
经历过寒冬的人，更能感受到春天

的温暖。沈老是感情充沛，知恩图报的
人。沈老每次说到自己的父母亲，都充满
了感恩和歉疚之情。尤其是他说到，当年
母亲因为听到自己被驱逐出香港而受惊
去世时，当场流下了热泪；同样，当他在

说到许多大导演、大明星的凄惨
遭遇时，都会情绪激动。

他对所有关心他、支持他的
领导和亲友，心中都充满了感
激。他高兴地告诉我，最近十多

年来，他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肯
定。!&&'年 $$月，他被授予“杰出电影
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前几年他被聘为
上海市文史馆员后，赵雯副市长在沈
祖炜馆长的陪同下，特地登门看望了
他。去年，上海文史馆组织口述历史丛书
出版工作，沈老被列入第一批名单。他感
动地对我说：“赵副市长和上海文史馆
对我真是关心，我非常感激。同时，我
觉得上海文史馆组织出版这套口述历
史丛书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好事。
这样可以抢救出许多珍贵的史料，给后
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本文为!沈寂口述历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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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几年前，我在土耳其的贝尔加蒙老城见到
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年轻人。他骑自行车旅行，
自行车龙头上吊着一双才洗过的袜子，就那
样晒干。

他那天的旅行路线与我的差不多，所以
我又在卫城碰到他。太阳很毒辣，他直接就去
古剧场中央坐下一动不动，全然不顾太阳和
风，以及那些大呼小叫的东方女游客。
我从陡峭的台阶上下去，沿着小路去找宙

斯神庙遗址，而他还是一动不动，哪也不去。
他那固执而怡然自得的样子让我想起自己年

轻的时候。独自旅行时，别人的行程是不会影响自
己的，别人的喜怒哀乐也不会影响到自己，我其实
还是很习惯和喜欢背包客自由自在的旅行方式，独
立自主的认识方式。我还是很怀念一切听天由命的
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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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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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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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陈
歆
耕

! ! ! !这个时代，貌似贾政假正经者多，有趣的人少；心
如槁木者多，有真性情者少。人如此，各类媒体更是如
此。能够兼具两者：有趣而又有真性情，《文学自由谈》
当属其一。
《文学自由谈》最吸引我的是两点：一是坦诚犀

利的批评精神；二是幽默、机智、泼辣的文风。坚硬的
石头，常常是用羽绒包裹着的；或者说
炮弹外常常包裹着一层糖衣，简称“糖
衣炮弹”。当你陶醉地舔着糖衣时，一
不小心火药会迸得你一脸乌青。当然
也有不绕弯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
从个人阅读兴趣，我更喜欢富有弹性
的包裹着羽绒的石头：嬉笑怒骂、含沙
射影、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声东击西、
打打揉揉、刚柔兼具、笑里藏刀，这类
文字更需要智慧和自信才写得出。
《文学自由谈》走过了风风雨雨的

三十年。其中甘苦，我作为同业者，感同
身受。在表示衷心祝贺的同时，更愿它
在当今复杂的媒体环境中继续挺立津
门，成为批评界不倒的旗帜。刊物评选
重要作者，承蒙抬爱邀我担任评委，令
我诚惶诚恐。面对那些武功高强的作者群，哪轮得吾
辈来评头论足？如果刊物评选“重要读者”，我就忍不
住要毛遂自荐了。

我与这份刊物结缘于 $& 年前。!&&( 年 ) 月到
《文学报》供职时，在编辑部第一次看到它，便相见恨
晚，从此不离不弃。后来有缘结识主编任芙康先生，
获得一份赠阅，但我仍然从邮局订一份至家中。如
此，我就拥有两份刊物，办公室和家中各一份。可以
随时翻阅。这样是不是有点“奢侈”？非也，一本刊物
全年订费才数十元，摆一桌饭招待朋友的花费起码
可以订阅 !&份。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我对刊物
的痴爱。自诩“重要读者”，也是言之有据的。

孔夫子曰*三十而立。以此比喻一份刊物并不合
适。纸质媒体通常的生命周期是 +#年，也就是说如
果 +#年以上仍是老面孔，就会因读者的审美疲劳而

衰落乃至衰亡。陈独秀先生创办的《新
青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巨大
影响，但这份载入近代期刊史的名刊，
因各种复杂缘由，不到 +#年就停办了。
让我感到纳闷的是，《文学自由谈》为何

历时"#年，成为当代文坛的常青树？
近几年，我与任芙康主编有了较多的交往，有了

更深的了解。也才知，刊物的风格和生命力与其掌门
人任芙康先生绝对有关。因为 "#年中，任先生任主
编 !,年。只要看看任先生在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
析》文前写的“按语”，就知道编者的眼光和老辣智
慧的文字风格，非一日练就。那种从骨子里发散出
来的幽默感和字字珠玑的文字功力，与刊物的风格
是那样契合。有人说小企业靠老板，中型企业靠管
理，大型企业靠文化。不知任先生之后的《文学自由
谈》会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面貌？

#行
所
无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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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官也有诀窍。这些诀窍也许屡试
不爽，故而被认为“有效”，于是会在官员
之间承继、传播、扩散和漫延。

清代谈迁《枣林杂俎》记载：明末兵
部尚书陆完学，“协理戎政，再荫锦衣”，
官场甚为得意。有人“问其方略”，即问
他为官的诀窍何在？陆答道：“自去自来
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含义虽未明
说，但“专事唯诺，竟得善去”之意，却昭
然若揭。后来山东费县张四知接他职
位，在送行饭局时，陆更是明确说道：
“有四字相赠：行所无事耳！”费县这个
脸上长溃疡的内阁首辅，将此四字当成

诀窍而全盘接受，“悉如其言，所批牍，辄曰‘照行’”。
他不好好理政，还恬不知耻地对吴伟业说：“行所无
事，贵乡陆（完学）翁见教，甚得力！”这个当过崇祯皇
帝老师的庸才，以为“行所无事”必定官运亨通，甚至
在明亡入清后，不惜降低身价，以“张阁
老”之位阶屈尊当了个济宁道的小官，
还得意洋洋地借在家乡山洞避暑作诗
道：“远隔咸阳三千里，避秦何必进桃
源？”最终，非但本人晚景凄惨，其子被捕
正法，甚至连家乡费县的志书上，也把他的名字剔出在
外。可见，“行所无事”不是“甚得力”，而是“不得力”！

历史上对陆完学提倡、张四知躬行的“行所无事”
诀窍明确加以否定和批判的是吴伟业。在张四知对他
说了那四字诀窍后，吴伟业马上反驳说：“国之大事在
戎，何云行所无事？！”结果，张四知“无以对”！自感理屈
词穷，哑口无言！
当官的在自己的岗位上毫无作为，是极不负责，缺

少担当的！对上级制订的方针、政策及具体指示，不积
极研究落实措施，批牍则曰照办，仅当公文二传手；对
民间疾苦和人民需求，不调查，不掌握，不想方设法加
以解决，而是维持原样，不思改革，甘做“享乐官”；对国
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如同行尸
走肉。这种状况，与今天全民创新、万众创业，争取实现
中国梦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我们要让能者上，平者让，
庸者下！更要让腐者出局！“行所无事”没有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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