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上海人不讲晚上，只讲夜里，不讲晚
报，只讲夜报。在上海，还有哪 !个字的点
击率能够和《新民夜报》"#？有了：大饼油
条。我好像在讲上海老话，因现在上海的
早点花头多了。不过，在我，觉得老上海的
大饼油条，那不变的味道，就是顶好的。
夜报里有一个亮点叫《夜光杯》。上海

人讲话，说那里边都是豆腐干文章。当然那
应该是上海小包装的五香豆腐干。五香，也
就是无限香，因为那其实是一块块微缩
景观，从人生五味，到世界万象。这世界
变化快，那不变的风景，最有故园情。
《夜光杯》$%岁了，真想请教：您是

怎么把时尚和地气、把过往和今来混搭

一身，吸引各色人等？我想起常在夜光
杯疾书的吴冠中先生，想到现在他那个
世界里，一定有那么多的人在为 $% 岁
的《夜光杯》点赞。又想到季羡林先生。有
一次我和梦溪在他病房时，来了一个电
话。他告诉我们是《夜光杯》的贺小钢约
稿，他答应了给她写一千字。

这位贺小钢我只在一个会上见过一
次，讲过比一句多一点的话。只记得那俏小
身影和那条紫红格子裙，小精灵似的，但就
是有老编辑的传统。她对作者，不动文字只
给建议，浓缩了上海人的优点：聪灵、辛
勤、诚信。怪不得我尊崇的前辈们偏爱小精
灵的魔杖，譬如吴冠中，譬如季羡林。

! ! ! !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着老上海市民的老
习惯，吃饱夜饭，晚报一张。

新民晚报有些版面上的讯息在其他报刊
上也能看到，但《夜光杯》是独有的。
《夜光杯》上的作者不问出处，各色人等俱

可笔谈自己在生活中获得的点滴感悟。文章样
式不拘一格，且篇幅短小，便于人们在纷繁忙乱
的日子里利用些许空闲去浏览阅读，时而感同
身受，时而醍醐灌顶，时而会心一笑，如同细雨
润物无声无息。像我这类不碰电脑，没有微信
的“槛外人”，《夜光杯》是我了解当下的可靠途
径之一，是我触摸尘世的一扇小窗口。
《夜光杯》上有些专栏我是长期跟踪阅读

的。譬如白子超的“论语新读”和钱宁的“孔门
思想实验”，世间对《论语》的解读不计其数，
这两位别有洞天，常让人有意外欣喜。

秦文君的女儿戴萦袅，青春少女就在《夜
光杯》上连续发表对《红楼梦》的解读。这个聪
慧的小姑娘少小时就曾为她母亲的书画插图，
后来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金融博士，后
来又出版了描写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我惊愕
她对《红楼梦》有如此深入而独特的见解，譬如
向来都把王熙凤看作是泼辣贪婪狠毒的女人，
戴萦袅却解析出一位“慈母王熙凤”。

刘伟馨的“读碟”，介绍和点评的都是世界
各国杰出影片，读罢如同去电影院过了一把瘾。

另外还有潘向黎的“看诗不分明”，徐梦嘉
的“梦笔寻踪”，陈鹏举的“鲈乡笔记”，钟菡的
“寻琴记”，米舒的“壶中书影”，陈茗屋的“读印
杂记”，以及戴逸如图文俱佳的“牛博士”等等。

前日在《夜光杯》读到王勉记程十发的“大
师轶事”，引起我温暖的回忆。程先生曾为我父
亲的诗集《奔腾的马蹄》画封面和插图。有一年，
程先生为我家五姐妹画生肖，因我属猪，程先生
笑道：猪画出来不雅，我给你画头鹿吧。我曾写
过一篇短文，“程先生让我属‘鹿’”，好像是发在
《夜光杯》上的，天长日久，记不清了。

美酒满杯 琵琶不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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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弥天大闇夜光杯，载得葡萄美酒归。
七十春秋风雨路，万千拥趸夕阳晖。
市民故事传文脉，闲话古今忆入微。
同学少年挥手去，君编我写续章回。

! ! ! ! 《夜光杯》的魅力在于它非但不会
因环境的黯淡而收敛光芒，甚或刚好相

反。用夜光杯痛饮文化的琼汁
玉液，当是人生最为奢华的精
神盛宴。回想与《夜光杯》交集的
年年月月，会有无数光影的碎

片扑面而来，构成记忆中挥之不去珍贵
画面，长存心中。

! ! ! !上海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在中国报
刊发展史上，可说是由来最久的综合性文
艺副刊。自从 &'!(年创刊以来，历经风
雨，迭逢变迁，而始终屹立不倒，初心不
变，如今虽已届七十遐龄，而仍然清晖皎
皎，澄澈照人，难怪季羡林曾经称许道：
“以报格而言，我认为《夜光杯》应该是‘头
名状元’”。

能够跟《夜光杯》结缘，由于好友李景
端的一线相牵，使身在海外的我，可以跟

这份历史悠久的家乡名报发生联系。生为
上海人，对当地的文化事业与文学动向，
自然时刻系之念之，而《夜光杯》雅俗共
赏，贴近时代的丰富内容，正好是了解当
前文化内涵的最佳媒介。

自从几年前开始，陆续在《夜光杯》宝

贵的园地上发表作品，描述大才女林文月
和大美人林青霞相会的《双林会》，以及回
顾父亲摄制电影《孔夫子》的等文章。想当
年《夜光杯》名作如林，茅盾、老舍、叶圣陶
等都曾刊文章，如今拙文能够在同一园地
刊载，就好比跟先贤前辈进入同一名校就
读，幸能继承传统，发扬校誉，而深感与有
荣焉。此外，借助《夜光杯》与国内读者相
见，结缘，更是值得珍惜。以此谨贺
《夜光杯》熠熠生辉，烨烨耀采！

! ! ! !我和《夜光杯》副刊的交往时间不短。先是读
者，我很爱看这个副刊。之后，又兼作者，偶尔写
点。写得较多是在新世纪之始的那几年。除零散
之作，我为《夜光杯》开过两个专栏。)%%*年开了
“旧札新谈”专栏，所写的前辈师长给我的信内容
厚实，富有哲理启示，如曹禺在信中说“人总是怕
朋友忘记”，钱锺书在信中谓“现实社会里的事都
是带些缺陷的”。

另一个是 )%&&年开的“辛亥文谈”专栏，这
个专栏的开设颇有点故事性。)%&&年是辛亥革
命百年，《夜光杯》副刊部主任刘芳在 )%&%年冬
天就约我明年为他们开个纪念辛亥革命的专栏。
&'+&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人民日报》
大地副刊曾约我写过一周的“辛亥文谈”专栏，每
篇千字。我根据平日阅读所累积的一些较可靠的
有点情趣、有点感触的资料写了辛亥革命时期
革命志士和文人的一些文事，不是写全面的系统
的人和事。这个一周的专栏，有点影响，柯灵老建
议我继续这样写下去，可以出本书，书名就叫《辛
亥文谈》，并主动提出为我作序，&'+)年 )月写
好了序并公开发表了，而我的“继续”没有下文
了，对柯灵老的期望长久抱憾。由于有这点缘由，
我痛快地答应了《夜光杯》的约请。专栏从 )%&&

年 )月开始，约一周一篇。专栏启动不久，就收
到不少友人鼓励的电话、短信。上海文艺出版社
动手快，现任副社长谢锦来京详细询问了我“辛
亥文谈”的后续情况，当场和社长陈徵联系，决

定由他们社出书，十月按时出了书。这
就了结了我的一个心愿。

! ! ! !在所有的报纸副刊里，《夜光杯》与我，感
情最长久也最特别，那是一种互为“亲友团”
的感情。我对《夜光杯》，情比金坚，召之即来；
《夜光杯》对我，不离不弃，默默呵护。多少次，
我挥汗如雨地种出我的小葡萄，然后用属于
我的手势“古法”酿酒，常常只收获几滴葡萄
酒，然后小心地将之注入流光溢彩的《夜光
杯》，暗自祈祷：但愿这几滴的味道还过得去。

&''(年我在《夜光杯》第一次露面，转眼
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有许多事不能忘怀。

比如：《夜光杯》六十年庆典，评选“六十
位最受读者欢迎的作者”，当选者多为文坛宿
将、各路俊彦，承蒙读者抬爱，我竟也忝列其
中。写作者得到如此肯定，如炎热沙漠中跋涉
的人遇清泉和爽风，那种感激，岂可言传？

又如：)%%,年开始，我先后在《夜光杯》写
了“茶可道”与“看诗不分明”两个专栏，自知才
疏学浅，每一篇一千五百字的短文，总是拉开
写论文的阵仗，要摊一房间的书和卡片，每一
篇都要改二到五遍，交稿前往往还想再改一
遍，可已经像病中补雀金裘的晴雯一样，“再也
不能了！”《茶可道》《看诗不分明》后来一齐由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出版后多次登上北京、上
海的书店排行榜，在台湾、香港的书店中也可见
到，这是上天赐予笨拙而偏执的写作者的安慰，
也是《夜光杯》与她的读者们给我带来的福气。

祝愿《夜光杯》，长沐惠风，频照秋水，美
酒满杯，琵琶不催。

! ! ! !报纸的文艺副刊，是中国报章特色
的一个亮点，例如，时政要闻您不可能做
得太个性化、创意化，但是副刊绝对可
以。这里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就是大有
影响的一家。它有点海派，但又是面向全
国五湖四海，面向东南亚与全世界的华人
华文。它很文人气，但也面向市民百姓三
教九流。它拥有老传统老字号老作者，但
也不无时尚内容。它似乎中庸平和谦虚谨
慎，但也不掩饰自己的爱憎臧否。还有此
家晚报的发行量大，还出了美国版。

所以我想给它写稿，但是与他们不
相识，是邵燕祥兄告诉我要把稿子寄给
严建平先生的。自从四分之一个世纪前
我主动投稿给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
刊，发表了小文《天街夜吼》以来，我与这
个《夜光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与合作，
大多数稿件，我是主动寄送过去的，从邮
寄到电邮，我与《夜光杯》共同见证了信
息传递方式的历史性飞跃。被约一次稿，
我也极为重视起劲，例如曾经凌晨四点
起床给严先生还有贺女士赶稿子。

后来，养成了个习惯，所有的旧体
诗，差不多全投给《夜光杯》，另外十余年
来，每年岁末，写一篇当年的盘点，给这
个可爱的“杯”。

因为这个杯虽有夜光，但是比较柔

和，没有戾气，只有和气；没有高调，只有
常温；没有看不懂的新词怪词，只有平常
话；没有故意较劲，只有随遇而安与自由
处置；没有作秀作态，只有凡人生活日
常。没有与人为恶，只有与人为善。

例如一年年的盘点，投给别的报也
许被说成自吹自擂，说成是自我纪念，但
是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上的稿子不
会引起这种令人反感的效果。例如旧体
诗，发到别处还会有人得出王某技穷乃至
终于老气横秋的观感，但在新民晚报上不
会，我甚至于觉得不会写中华传统文体诗
词的人似乎不应该给《夜光杯》写稿，虽然
我不太讲究唐人的“平水韵”而多半是按
照《现代汉语词典》上的韵脚办事。
这是因为《新民晚报·夜光杯》和百姓

在一起，和柴米油盐在一起，和老少文人
在一起，不狂也不狷，不牛也不熊，不趋时
也不拔高，不自恋也不自怨他怨，不炒作也
不招惹是非，不钻营也不表白做态，它的大
众化里有用不着废话的高雅，它的与世无
争里有用不着声明的真诚，还有显然发到
这儿的稿子，除了获得不菲的稿酬外，根
本起不到稿子以外的自我经营作用。

想想这个《夜光杯》已经亮了七十年，
还会继续亮下去，我觉得气顺了些，血压正
常了些，空气里的 -.)/*也减少了些。

! ! ! !《夜光杯》版面虽小，却有着自己的光彩。《夜
光杯》篇幅不大，却有自己的内容。七十年来，杯
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给读者添逸兴、广见
闻，成为新民晚报一个不可缺的部分。我想，它会
越来越有光彩。

! ! ! !苍茫年七十，浩荡路三千。纸上风卷雪，梦中
云湿烟。旗开最寒夜，花放更明天。秋影湖月暖，
夜光杯酒鲜。良心凝咫尺，锦字动联翩。本草医尘
事，离骚读世贤。深耕鸭嘴锄，细理鹤琴弦。山定
当由石，冰清必是泉。黄庭前辈写，青简后人编。
远水非无浪，相期万里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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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喜欢《夜光杯》? !王 蒙

贺《夜光杯》七十寿辰
!宗 璞

触摸尘世的小窗口
!王小鹰

庆祝《夜光杯》七秩诞辰致编辑
!陈思和

《夜光杯》七十年十韵
!肖复兴

为《夜光杯》开过的两个专栏
!吴泰昌

譬如吴冠中，譬如季羡林 !陈祖芬

岁月不老 （打油诗）

!冯骥才

华彩熠熠《夜光杯》
!金圣华

贺《夜光杯》创刊 70周年

! ! ! !岁月不老报常新，辛苦几代办报人，
七十庆寿饮红酒，还须高举夜光樽。

!蒋子丹

祝 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