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得再好一点
陈 奇

! ! ! !母亲患胃癌!住

院开刀以后需要后续

化疗" 她以前教过的

学生来看她! 偶尔谈

起! 癌症化疗产生的

费用!仍然可以享受总工会的医疗补助"

于是!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退休职工住

院补充医疗互助保障计划$! 确有此事%

但看办理给付手续! 却让我头一下子涨

起来" 到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去

询问!却看到人满为患!没一两个

小时是办不完的" 为此!我只好

半年集中办一次"

后来偶尔在人力资源网上看

到!可以申请&直接给付$!只要拿

着身份证以及大病医保证明到街道社区

事务中心办理就可以了! 而且不限居住

地!全市所有的社区事务服务中心都能办

理%我抽空到附近的徐家汇街道社区事务

中心!办事人员让我把身份证给她!很快

就说行了!以后发生的费用会直接打入退

休金卡里%我问那么前几个月在医院看病

的费用单是否要给她先报销'她说(#不用

的!直接给付是可以追溯到申请前半年发

生的费用的% $让人惊

喜的是! 不到两个礼

拜! 就收到了到账短

信告知% 如此简单快

捷! 真正是做到了让

老百姓少跑路!让数据多跑路!真切感到

了政府部门办事效率的明显提高%

行文至此! 笔者又在想! 假如不是

#偶然$的机会!我还真不知道#住院保

险$在出院以后!还能继续享受)假如不

是#偶尔$看到有#直接支付$!我

一定还会傻乎乎地把每一次看病

费用一张一张复印下来! 然后拿

着一大堆单据去排队办理**类

似的政府为民办的#好事$!而许

多老百姓不知道+不了解的现象!在我们

工作和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笔者在工

作中就常常碰到税务+财政+社会保障等

方面优惠政策! 如果你不常常上网仔细

查看或者到有关部门询问! 就会失去享

受的机会% 如果有关部门能把&好事$做

得再充分一点!把惠民政策充分&遍告天

下$!不是更好吗'信息传达需要更畅通+

完善的渠道!这应该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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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川沙，是宋庆龄、张闻天、黄炎培、
黄自等名人的出生地，这片历史悠久的
土地，更流传着底蕴深厚的方言故事。
川沙筑堡设县，最初是明嘉靖年

间为了抗击倭寇，而这段古老的爱国
故事，也就流传下来，成为方言故事最
早的一颗珍珠。此后，明清时期的“泥
龙的传说”、“小普陀寺”等等，民国时
期的“沈毓庆和川沙毛巾”、“黄炎培与
小普陀”、“庙会爆炸案”、“东门吊桥夺
枪记”、“杜和尚脱险”等等，代代相传。
新中国对民间艺术尤为珍重，“红岩的
故事”、“雷锋的故事”、“好人好事”等
故事便在田头、场头、车间、部队、学校
广泛传诵。到了八九十年代，川沙方言
故事的创作与演讲进入高潮，孕育了以全国故事大
王夏友梅为代表的一大批故事艺术家。由于形式的
创新，从一人讲到二人讲、三人讲、配乐讲、情景讲，
年轻观众也喜欢上了这一古老艺术。!""#年，川沙
镇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故事之乡”。
川沙方言故事题材来自生活，丰富生动，主要凭

借语言、手势和眼神传情达意。特别强调与运用浓重
的川沙乡土口语俗语，显示以“土”见长的艺术特色。
比如，善用“头”字后缀，韵味十足：老实头、男囡头、
花头、滑头、早晨头、黄昏头、脚跟头、灶沿头、浜海
头、夜点头、年夜头、好头势、乖头势……富于形象，
妙趣横生，难怪能在上海市历届故事大赛中荣获“八
连冠”！也难怪会有这么一说：“到东北看二人转，到
北京看京戏，到苏州听评弹，到浦东听川沙方言故
事。”———下次去川沙，
除了游玩迪士尼，可别
忘了也去听听本地的
精彩故事哦。

老看!三大球"

陈日旭

! ! ! !题首之“老”，两层含义：其
一，按沪语有“总是”“屡次”之
意；其二即本义，年岁大了。

在下自学生时代起就喜爱
“三大球”运动，尤爱踢小足球。
岁月悠悠，倏忽间老了，无法再
像年轻人一样涌至赛场，但只要
荧屏直播三大球精彩赛事，锁定

此类节目一直是我的首选和最爱。或许
是出于一颗中国心，我所关注的大多是
与国家队有关或国内的顶级比赛。至于
那些英超、德甲、欧锦赛、$%&，基本不
看：一是时差阻隔，二是无关痛痒。

以近期为例，今年开春以来，三大
球赛事迭连，进入高峰。先说说排球。
!"'()!*'+中国女
排超级联赛决赛在
上海与天津两队间
展开，此前双方打
成 #比 #平，决胜
的第 (场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从电
视镜头里看，卢湾体育馆的规模大了不
少，原来这是选址新建的。在我记忆里，
老馆在陕西南路、淮海路口，年轻时去
看过乒乓球赛、大象棋赛，观众的座位
是单边的。现在的新馆四周都有观众座
位，起码可容纳好几千人。女排的看点
在于柔韧性强，攻防转换回合多，观众
过瘾。最终，上海以 ',比 '-惜败，收获
银牌，稍感遗憾。而男排的年度超级联
赛在上海与北京之间角逐，最终，沈琼
领衔的上海队以 ,比 !力克老对手，卫
冕成功，第 ',次问鼎。男排的特点是队
员争胜心强，弹性好，扣球力量大，无论
是斜线和直线。跳发球凶狠异常，往往
直接得分或破坏一传，但也因此失误较
多，可谓利弊各半。笔者颇感兴趣的是，
现在三大球的裁决都融入了高科技，如
排球就可用“鹰眼”挑战，确定场上电光
火石瞬间打手、出界、踩线等判罚。

再说篮球。.%&超级联赛进入总
决赛，对抗的两支南北球队分别是浙江

广厦和辽宁本钢。两队有十分相似之
处，即都有“黑色幽灵”外援，一个叫哈
德森，一个唤福特森。他俩的共同特点
是，速度奇快，突破上篮是拿手好戏，活
脱脱一条“黑泥鳅”。然而，他俩在外线
的“三分球”也十分了得，仿佛百步穿杨
般弹无虚发，令观众连连赞叹。另外，我
还醉心欣赏一种叫“欧洲步”的上篮动
作。即持球队员在高速带球跑动过程
中，身体左右一晃，突然大步变向，起
跳、投篮，动作欺骗性强，实用而好看。
我暗暗称赞此为“篮球场上的伦巴”。

最后说说足球。足球是影响力最
广、最大的运动，那可容纳数万人的场
内，球迷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声威震

天。当主队得分领
先或形势看好，球
迷们展开双臂互搭
在肩上，呼啊喊的，
跳啊蹦的，似乎永

远不会疲劳……有一次，我问一位去现
场观球的年轻人，你们在球场哼的是哪
门子曲调啊？嘿嘿，他先是狡黠地一笑，
然后答，根本没有统一的调门，只要核
心区有人带头哼唱起来，边上和的人一
多，就会蔓延开去，唱到一块的。哦，我
明白了，这叫“和调”。我在想，好在足球
场是露天的，要有屋顶的话，早被掀翻
了！有时，见自己心仪的主队输了，临散
场不少球迷红了眼眶，女球迷更是“梨
花一枝春带雨”，一腔热情真是感人！
去年是上海足球的丰收年。今年中

超上海两支球队开局成绩均不错，但赛
季漫长，我的心情会与主队同沉浮，预
祝他们更辉煌！

一生以来，看球无数，也看出些
“门道”。有时，我不由自主地即
兴议论，竟与主持人的评论如出
一辙。看着，看着，我似感自己也
与年轻人一样驰骋在绿茵场上，
毫不察觉老之将至。老了，能在
荧屏前观赏球赛，开心！真的。

请
和
我
门
外
的
花
坐
一
会
儿

王
太
生

! ! ! !闲读汪曾祺，看到他在《人间草木》
里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
外的花坐一会儿。”似听见一个可爱的老
头儿在喃喃自语。
春日深深，花是主；杨柳风吹，人似客。
访友不遇，多有见诸于历代文人的

笔下。“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
高去，鸡犬空在家”。不遇，多少有些失
望，正欲抽身返回，可一回头，主人有一
簇花儿，在光影里，忽明忽喑，拥立门旁。
在我们这个小城，不少人家的宅院

门旁都长着花儿。
在一条老巷子里，有户人家门口长

着紫藤，年年暮春一嘟噜一嘟噜，深深浅
浅，垂挂竹架。到这样的人家有点什么
事，若遇主人不在，人又走倦了，还真得
停下来，找一级台阶，歇歇脚，和他门外
的花草坐一会儿。
门前有花，诗意居住。我一直觉得自

己从前曾经住过一个院子。那个院子不
大，门角有数丛芭蕉，叶影疏疏。有客来
访，轻叩门环，人站门下，人画俱绿。
虽然其实不曾有过，但我常到邻居

家走动，敲门时，有的院子比较大，里面的人一时听不
见，或者听见了，等他来开门要过一会儿，也只能和他
门前的花草坐一会儿。这种“坐一会儿”，是用眼睛去交
流，与花对视，或者漫不经心睨上一眼，等到木门哗然
洞开，它们已成为在身后的温柔背景。
花儿摇曳生趣。在我少年的时光中，邻居的沈家大

门是一座青砖灰瓦的老宅子。宅子里的孩子，有我儿时
的玩伴，那时我经常去老院串门，大门是虚掩的，门口
栽一丛芍药。小伙伴有时不在家，我就门口等他，有天
中午，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阳光明媚，风吹得那些花
儿，摇曳多姿。
门外的花，还有别的植物，鸡冠、牵牛、芭蕉、蔷薇、

月季、天竺、蜡梅……尤其是蜡梅，不光是坐一会儿，还
俯下身去，凑近闻香。
岳父在世时，院子门旁种过一棵葡萄藤，枝粗如

棍，初夏开花，然后结小青果，枝叶还算茂盛，挂的葡萄
也多，我们都曾坐在门口，和葡萄坐一会儿。
“请和我门口的花坐一会儿，”是一个人留下的花

草笺、春日帖，是主人唯恐怠慢客人，担心客人在等待
的过程中单调乏味而说出的话。这是多么美妙的情境，
又是多么美好的际遇。我所能想到铺展下去的事情，还
可以叮嘱对方，树上有鸟雀，架上有葡萄，你如果口渴
了，可以先摘上几颗尝尝。
门外的花，是老房子的建筑小品。花闲情，主人也

很雅致。
在徽州，我又遇到汪曾祺所说的情形，有一户粉墙

黛瓦的人家，门墙上爬着那种绿碧碧的凌霄，弯曲曲的
藤蔓，嫣红的花儿，开得正欢，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大概
是走累了，坐在门口花下的一条木凳上，咧着嘴，和花
儿以及房子的主人攀谈说话。
乡下的老房子，门外也有花。春天，在乡下，我的一

位亲戚，他家门外一片紫蝴蝶翻飞的豌豆花。这样的季
节，倘若访客不遇，也并不需要树下问童子，他大概是
忙去了，且搬只小板凳，在他家门前坐一会儿，这时候，
会看到千朵万朵的紫蝴蝶，在时光小道上轻盈翩跹。
把花种在门外的，是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也是一

个随和大气的人，不把花
只种在院里独乐，而是种
在门口，与路人分享。
想做一回青石台阶闲

淡人，春风再度，清风拂
面，岁月不老。

孔雀石美
徐梦梅

! ! ! !孔雀石是一种美丽的石头，多
呈不透明的深绿色且具有浓淡多变
的条带和同心环状花纹。成因与钟
乳石颇相似，沉积物千姿百态，有柱
状、片状、针状、蜂巢状、葡萄状、钟
乳状和晶簇状等，是我国传统的观
赏名石。它在古代有绿青、石青、曾
青、白青、碧青、碌石、石绿等近二十
个曾用名，何时统归为孔雀石之名
却无从知晓。业界通常认为：“孔雀
石由于颜色酷似孔雀羽毛上斑点的
绝色而得名。”笔者费了番功夫查寻
出处，也无所获。我国地质学的奠基
人章鸿钊先生的《石雅》成书于十九
世纪初叶，其中仅有寥寥数言：“今
又名孔雀石，其色美，故俗以
为珍玩”，因此推测孔雀石之
名至迟始于清末，至少也叫
了百余年了。
国人对孔雀石的印象首

先是与铜矿联系在一起的。考古发
现我国的铜冶炼滥觞于新石器后
期，湖北石家河文化遗址、甘肃永清
县辛店文化遗址和山东诸城龙山文
化遗址都出土过红铜器残片、铜炼
渣和孔雀石。湖北大冶的铜绿山是

我国著名的孔雀石产地。清《大冶县
志》：“铜绿山在县西马叫堡，山顶高
平，巨石对峙。每骤雨过后，有铜绿
如雪花小草点缀土石之上，在铜绿
雪花之下就有铜矿。”/0(#年在此
地发现了古矿遗址，铜矿附近的炼
炉遗存、磨碎的孔雀石块和大量矿

渣，证明在 #"""多年前先民就利用
孔雀石寻找铜矿，并就地形成采矿、
冶炼、铸器一条龙的生产工艺。

孔雀石还是最早被先
祖利用的矿物颜料。西汉墓
中的壁画和彩绘陶罐的绿
色用的全是孔雀石，敦煌莫
高窟壁画中的绿色近两千

年后依然鲜艳明丽。再后来的传统
中国画“石绿今画工用为绿色者”
（《本草纲目》），“螺青点出暮山色，
石绿染成春浦潮”（陆游）。藏传文化
的唐卡艺术上五彩缤纷的色彩，也
全用包括孔雀石在内的矿物颜料绘

就而成。
国人可能知之不多的是孔雀石

也属于一种古老玉料，是中国玉文
化的传统玉材。迄今为止发现最早
的一件孔雀石饰是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龙山文化的郑州洛达庙遗址出土
的，河南殷墟妇好墓中的玉器中也
有枚孔雀石簪。此后历代或多或少
地有孔雀石玉雕件被发现，但多为
小器物，且这些制品总是与产地相
关联1如广东阳春盛产孔雀石，在汉
代南越王墓中就有不少作镶嵌用的
孔雀石饰品；江西九江、宜春也出孔
雀石，其周边地区就时有制品发现。
北宋博物学家苏颂在《本草图经》
记：“信州（今上饶地区）琢为腰带器
物及妇人服饰”。现在民间收藏中尚
能看到一些较大的明清孔雀石艺术
品，如佛像、山形笔架、灵芝盖盒、玉
如意、高脚杯和鼻烟壶等。
美中不足的是作为玉料的孔雀

石大多硬度不高，缺乏宝石光泽，较
为脆弱，不易雕琢，经不起碰磕。其
雕刻艺术品的效果相应见拙于其他
玉材，故时下少有加工大器者，多琢
磨成珠类手串和戒面小配饰件等。

黑蛋的初心
刘向东

! ! ! !黑蛋是我儿时的玩
伴。四十多年了，我们儿时
的情景大多已支离破碎，
可他的名字依然印象深
刻。这次相聚，我见村里人
照面时仍叫他黑蛋，就问
他咋不改个名呢，他抿了
一口酒笑嘻嘻地从衣袋里
掏出身份证给我看，上
面居然还是“张黑蛋”。
记得小时候他长得并不
黝黑，有回我们光着屁
股下河摸鱼，我们还嘲
笑他白得像个女娃子哩。
在玩伴中黑蛋是最捣

蛋的一个。聚众打架、偷摘
果子、掏鸟摸蛋、堵渠逮鱼
都少不了他。有回他领着
我们潜入生产队的仓库，
从一只喇叭上卸下一件圆
形铁块说叫“吸铁石”，让
我们观看从未见过
的吸起铁钉的神奇
现象。这件事的后
果是黑蛋挨了他爹
一顿痛打。后来不
知什么原因黑蛋辍学了，
整天在铁匠铺里看他爹打
铁。他说要当铁匠。有天我
们去看他，他果然围着牛
皮围裙，抡着铁锤很有节
奏地锤打铁墩子上被他爹
用钳子夹着的红铁块。那
一出炉的铁块红得透明，
一锤下去溅开的火星就像
瞬间绽放的火花耀眼无
比。从那以后，我们常去看
他打铁。有时趁他爹不在
就拿起锤子打几下，还抢
着拉风箱，吹得炭火噼啪

作响，呼呼的火苗四处直
蹿。多年后我陪父亲回乡
探亲，听说黑蛋真的成了
方圆数十里有名的铁匠，
还当过农业学大寨的先进
分子。遗憾的是我没能见
到他，见到的只是断壁残
垣的铁匠铺。他大姐说他

几年前去了深圳，白天四
处打零工，夜里住候车室，
有时也住没封顶的建筑工
地。值得高兴的是前些日
子捎信说自己也当了老
板，准备再干两年就回老
家发展，说是要为家乡做
些事。

其实，回家发
展一直是黑蛋割不
断的乡愁亲情和报
效故土的初心。他
说服了媳妇，转让

公司收拢资金回到了生他
养他的山沟沟。虽说起步
艰难，但凭着打铁的韧劲，
每走一步都有心血，也有
收获。他说，山梁梁有的是
荒坡野地，与其荒着不如
种植果树；山沟沟有的是
枯木朽树，与其烂着不如
培植木耳。他还说，地是庄
稼人的命根子，啥时候都
不能闲着。就这样，昔日的
铁匠好不容易当了老板又
成了山里的农民，而且很
快让承包的山地变绿了，

买卖山珍野果的合作社红
火了，稀有的中草药种植
成功了，水库里的鱼山林
里的鸡也都成了抢手货。
不仅更多的乡亲富有了，
而且也明白了呵护家园，
绿色发展的道理。就像他
的“四季园”，曾经是兔子
不拉屎的荒坡野地，如
今却栽上了苹果、梨子、
核桃等果树，并成了春
有樱桃、夏有杏子、秋有
红枣、冬有柿子的特色
景观果园……
是啊，“四季园”季季

有景色，季季有果实。我徜
徉在春风荡漾桃李芬芳
中，望着满山果树和潺潺
溪水环抱的农家小院，油
然感到，这样的风景不就
是陶渊明描绘的美丽仙境
吗？不就是绿水青山变成
的金山银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