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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庆假期聚会，席间大家天南海北的闲聊，其中，
聊得最多的是当下的热门话题———旅游。聊自己去过
地方的见闻、饮食、建筑，博物馆里的所见……渐渐地，
说到了一些在旅途中让人不快的事，尤其是我们同胞
的一些行为———有引自媒体的，有自己亲见亲历的，好
像每个人都有些吐槽，而对自助团餐时候的“吃相”说
得尤多。然而，我倒是有些别的话想说说。
自助餐 !"年代下半叶进入中国大陆，确实曾经因

为大家对这种形式的不了解或者不懂得，时时会有令
人啼笑皆非的表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在过去常被诟病的现象，早已在悄
然地发生变化。今年 #月去俄罗斯旅游，
碰到好多同胞。我们在同一家酒店用自
助餐，长长的取餐台上堆满丰盛的食物，
没见有国人胡抢乱拿的。让我印象深刻
的是，餐台边角处有一锅子飘着浓浓番
茄味和奶油味的罗宋汤———本名其实应
该叫“红菜汤”，我注意到：中国的游客都
是端着餐盘依次上前，只是稍稍舀上一
两勺，很是礼让。汤锅的边上，堆放着各
式奶油面包和鱼子酱，我听见他们在相
互轻声商议：我们先拿一根长棍分一下
吧，鱼子酱也先少拿一点……看着听着，
我心里觉着甚是熨帖，又有几分欢喜。

据知，前年 $月有一个中国的 %"""

人旅游团去西班牙，一系列的观光活动
中，这 &'""多位“驴友”的行为举止，赢得了当地市民
的高度赞赏。《欧洲时报》刊文评说：中国旅游团的主要
活动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些大型活动中，中国人在
开场和散场时都井然有序，没有争先恐后，没有大声喧
哗，礼貌文明，欢迎再次光临西班牙。同时，也看到过报
道，个别西方游客在景观点拍照时，欢喜用手抚摸和拥
抱雕塑，甚至对一些历史名人雕像作出不雅动作等等。
任何国家与任何民族，都有不同的人群，其文化修

养与素质必然地存有差异，不可片面地把一些个别行
为上升到“民族素质”。无论对待中外游客，提议大家不
要光有批评的声音，或许一句轻轻的提示，一个会心的
眼神，比起在事后大发议论，效果会好很多。而在网上
连篇累牍、津津乐道于“只有中国人才这样的”，这样的
心理定势，我以为就失之于偏了。其实，好事同样多得
很，只是这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了！这不也蛮怪的？
与其频频聒噪，不如多一些引导与

宣教，哪怕是善意的讽喻，使他们在笑
声里脸发热，让他们思索之余能有所领
悟。文明的楼台，或许就在这笑声里，在
这思索中，一块砖一片瓦地渐渐垒起。

莼!芹 范若恩

! ! ! !诸菜或平庸如
仆妇，或稚嫩如少
女，独莼芹二菜如
美人君子。

莼菜如美人，
独生长南方清水之中，从生长到贮存再到入羹，须臾不
离清水。味淡而鲜滑，不可与任何辛浓调料相配，只可
配入蛋清调和的雪白羹中。其清至此，久居北国苦寒、
官场之地的张翰也就有莼鲈之思。
芹菜如君子，有仪有谦。南有水芹，北有旱芹，外邦

有西芹。其形貌口味略异，皆清悠而平正，故诗经采芹，
以近王者，故披心沥胆者，谦曰献芹。入菜则诸味皆调
和，宜淡，宜咸，宜酸，宜辣，宜苦，宜甜，然终不变其清
悠，芹如君子，逆顺悠然，不改其志也。

弄堂旧趣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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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影

等了十二年
徐和德

! ! ! !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剧目、国家重点
文化旅游项目、上海著名文化品牌超级
全媒体梦幻剧《时空之旅》已连续演出
(&年，累计达 $'''余场，$''余万人次
观众。我总共两次特地前往拍摄。第一
次大约在 ()年前，当时刚开始上演，非
常想拍几张照片留念，可在还没开始
时，我刚拿出照相机，
便被安保人员明确告
知不能拍照，只能收起
相机静心观看。节目精
彩、惊险，演员精湛技
艺以及大胆程度，远远超过常人的想
象。多想拍点照片啊！但也只能强忍。

前不久有朋友告知，说是《时空之
旅》正在进入上海马戏城的“告别演出

月”，可拍照，不过
不许使用闪光灯。

我几乎有点不
敢相信，难道长
达 ()年的期待
终于出现转机了？*月 )+日即正式结
束前一天，我带着相机再次踏入上海马
戏城。演出前夕，礼仪小姐果然手举告
示牌“请不要使用闪光灯”绕场而行。我

放心下来，堂堂正正取
出相机利用现场光拍
摄。现场照明度很低，
而演员又在不停运动
中，拍摄难度远比想象

中更大。拍摄这张《艺高人胆大》时，我
利用了极其短暂的舞台追光照明，并结
合选择 ,-.)$""的超高感光度，终于抓
到了这个令人满意的瞬间。

()年的期待一朝圆梦，衷心祝愿
《时空之旅》办得越来越好！

编织心中的美
刘友杰

! ! ! !在上海星罗棋布、大大小小
的博物馆、美术馆中，我被一家正
在进行“非遗”对话新时代的展示
吸引了，开幕后第二天就去了闵
行一看究竟。

说起来，这项“非遗”于我实
在是太熟悉太亲近了，几乎从未
离开我，简直到了熟视无睹的地
步。这，就是钩针编织。/"多年
前，它随着一位上海姑娘走进了
我的生活。在吃喝用穿都要凭票
供应的时期，她靠着几根竹针、一
条前端有倒钩的细铁钩，用棉的、
毛的、丝的线团，为一家老小护
身、护暖，在平淡中增添出美来。
当时，它仅仅是姑娘们出嫁前应
备的女红，无声无息地口传心授、
日常使用，而并没有意识到，这还
是一项千百年来的美的传承。
美术馆迎门口就有一只娃儿

穿的旧式老虎鞋，两张卧床加起
来般大小，色彩斑斓，虎头虎身，
似曾旧识，显得分外亲切。一脚迈

进去张望，
要倒吸一口
气 0 哇，真
是太多太美
了！几大间
连串的高敞大厅里，悬的、挂的、
铺的、缠绕的，全是上海的（准确
说是闵行地区传承者）女人们用
一团团绒线编织的伞、花瓶、衣
服、龙虫鸟龟……还有仿制的中
国书法、中西方名画以及上下紧
密全纹的旧式座椅、台几、花盆、
凉亭……甚至于一幅近百平方米
的闵行区地图！

在贴挂长幅百织图的墙壁
上，你或许能找到一二幅过去见
过但现在更复杂更丰富的构图，
仿佛一张张亲人的脸庞，温暖着
心间———那一大束粗细长短不一
的竹针，因浸津过汗渍显得油亮，
因被数不清次数的捏挑稍稍弯
腰；而那根磨得通身发亮的铁钩
针，在柄握处被一圈又一圈的绿

色丝线缠得
紧紧的，曾
伴随我们走
南闯北，磨
砺得冒出了

一层细绒。现在，竹针们就静静地
躺在衣柜抽屉里，而那根铁钩针
也藏在蝴蝶牌缝纫机板下小盒
中，闲置在卧室角落。若不是这次
的钩针编织美术展，或许很难再
想起它们来。

而在创新发展、共享
未来的新时代，有这样一
批钩针编织的传习者们，
摆脱因循，大胆求变，将
编织技艺与绘画艺术相
结合，完成了一次钩针与中外画
笔的完美对话！观展中，悄悄拥进
来一帮人，围着大厅里绒线编织
的一幅幅巨画，昂着头，竖起耳
朵，聆听着高个俊拔的男解说员
亲切又缓缓的话语，表情诚恳敬
重。那是描摩西方绘画大师梵高、

莫奈的作品；那是宋画《江山》；那
是当代沪上画家丁立人的《奔跑
的人》……我也第一次听到了这
么多编织中的专用术语：伊拉克
法、西欧棒槌法、短针、挑法等等。
领头的是一位穿西装背着工

作包的青年黑人，陪同的中方姑
娘告诉我，他是马达加斯加的旅
游部部长，为了参加明天开幕的
上海中国进口博览会，昨天刚刚
抵沪，今天就要来这里。只见他不

仅认真观摩，与同伴们低
声讨论，后来还央求见一
见那些制作艺人。三位着
装优雅的中老年上海女人
就在馆内，她们身上披着

花纹现代的装饰，双手交互着两
根牵着绒线球的竹针，大大方方
地微笑着解答非洲客人的提问。
那种眼神，透着一种自信，一种自
豪。那种微笑，传递着沪上百年传
承的文化涵养，一种面向世界的
开放包容……

过街楼下
陈建兴

! ! ! !过街楼是上海石库门
弄堂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过街楼是弄堂口的标

志性建筑，上有半圆拱圈
的花枝缠绕的浮雕，下有
一方匾额大小的空白，用
水泥砌出的立体字，仔细
看，这些颜体、欧体的书法
写得很典雅，还刻有弄堂
建造的年份，镶嵌在过街
楼的正中。
过街楼

跨 在 弄 堂
上，楼上住
人，底下通
行，得天独厚的位置，犹如
一座瞭望塔，一排窗子对
着弄堂里，一排窗子对着
外面的马路，两头各有风
景。特定的居住环境形成
了特有的风情。早上，勤劳
持家的主妇们已完成了买
菜的任务，灼人的暑气还
未泛起，过街楼下的穿堂
风凉爽而清新，便各自搬
只小矮凳，拎着菜篮子聚
在一起，一边聊着家常，一
边剥毛豆、拣毛菜、削土
豆、刨丝瓜、摘豇豆。冷不
防，有人把话题转到了一
旁正低头修套鞋的小皮匠
身上，说要帮他介绍女朋
友，小皮匠开心得两眼笑
成了一条缝。小皮匠已在
过街楼下摆摊多年。早年，
他随师傅从苏北农村来
沪，后独立“门户”自摆摊
头。他约莫三十多岁，与弄
堂里的人混得很熟，进进
出出的人都会与他打个招
呼。有人家下馄饨会端去
一碗让他尝鲜，有人家过
生日烧了排骨面也会送上
一碗给他，而小皮匠帮弄
堂里的人修鞋子收费也是
低廉的，向他讨点补套鞋
的胶水，要几只“钉掌子”
的鞋钉，拿一块车胎皮，小

皮匠也是爽快给人家的。
夏日午后，烈日当空，

热浪滚滚，弄堂里总有几
个老人搬只躺椅放到过街
楼下，一手拿只骨牌凳，一
手拿只印有厂名的搪瓷
杯，将泡好的大麦茶放在
凳上，呷一口茶，摇一会黑
纸扇或芭蕉扇，就迷迷糊
糊睡着了，旁边一只半导

体收音机还
唱 着 沪 剧
“鸡毛飞上
天”。傍晚，
背阴通风的

过街楼又成了孩子们的避
暑胜地，有的摆只小台子
算扑克牌二十四点，有的
搁好架子打起了康乐球，
有的在斗蟋蟀，更多的孩
子在玩跳棋、飞行棋和军
旗四国大战。
不少过街楼的房子年

久失修，楼上人家的地板
缝大得吓人，趴在地板上
能看到楼下进出弄堂的
人。碰到落雨天，弄堂人只
好到过街楼下生炉子，升
腾的烟雾缕缕钻进了楼上
人家，熏得老人连连咳嗽，
只好将席子铺在地板上挡
烟。有时，楼上人家拖地
板，楼下却是一桌桌的牌
摊头，水嘀嘀嗒嗒淌到打
牌人的头上，“楼上人家撒
尿出啦”，打牌人没好气地
大声嚷嚷着，可手中还是
紧紧握着一副牌，不肯放
手。楼上夫妻吵架，家什摔
得“乓乓响”，楼下一撮堆
看走象棋的人，有人不耐
烦地拿起一把丫杈头，对
准头顶上的楼板一阵乱
戳，“不要吵啦，烦煞特了，
吃的泡饭，哪能有介大的
力气，歇歇好哇”，话音刚
落，楼上“吵相骂”的夫妻
好像得到了“休战令”，立
刻没有了动静。
我喜欢去万航渡路同

学家的过街楼，特别喜欢
把头伸出窗口，看看马路
上车水马龙的景象，又倚
窗瞧瞧弄堂里忙忙碌碌的

人们。我同学家放风筝，掼
纸折飞机，用弹皮弓弹近
在咫尺电线上的麻雀和鸽
子。麻雀飞走了，“子弹”却
飞到对门人家的玻璃窗
上，“叭”，玻璃窗成了放射
状。我慌了手脚，缩回了
头，蹲在窗下，等着对面人
家“骂山门”。过了好久，未
见有动静，悄悄抬起头来，
对门人家竟然无人。我立
即关上窗子，拉好窗帘，下
得楼去，一路小跑奔回家。
过了几天我又去同学

家，打碎人家玻璃窗的事
没人说起，我那揪着的心
终于放下来了。于是又趴
在地板缝上看风景。楼下
的剃头摊、水果摊、裁剪摊
一个挨着一个，吆喝的，讨
价还价的，构成了独有的
弄堂生活交响曲。
现在，过街楼在城市

中已不多见了，其斑驳的
景象也慢慢尘封在老去的
记忆中，可它终究也是城
市温度的一个侧面、一种
风情，可追可忆。

为
孩
子
们
写
的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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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童话。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有……对了，还有
王尔德童话。嗯……好像课文里有他的《快乐王子》？
对，那是王尔德童话里的一篇。王尔德总共写了九篇童
话，都在这本书里了，你很快就会读到。
为什么王尔德童话不如安徒生童话名气大呢？是

不是因为不够好，或者因为王尔德写得太少？啊，不是
的。王尔德童话足以跟安徒生童话媲美，而且虽然只有
不到十篇，却每一篇都是瑰宝。

那是因为有的大人会有一种看法：
王尔德童话里面蕴含的东西太多了，小
孩子是看不明白的。
他们错了。
要知道，孩子经常比大人更能看清

事物，因为孩子的心地最干净，孩子的眼
睛最明亮，还有，孩子的感觉比大人敏锐
得多。再说，孩子是会一年一年长大的，
可以过几年再读一遍，每次重读都有新
的发现、新的喜悦，那不是很好么？
要知道，几乎所有最好的儿童文学

作品，都是同时受到儿童和成年人喜爱
的，只不过王尔德的童话比较特别，特别
让人觉得大人也应该读。他自己也说过，
他的作品“不只是为了儿童，也是为了
(!岁到 !"岁之间所有充满童真的人”。

王尔德（.1234 56789，:!$/;(+''）出生于爱尔兰的
都柏林，是英国一个大作家、大戏剧家、大才子注 !，也是
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用纯正精致的文字
来创作，他的作品瑰丽华美……“他是唯美主义作家！”
假如这会儿你抽空去网上查找过他，你一定会这样说。
是的，王尔德是所谓“唯美主义”作家，但王尔德的

童话并非唯有美。除了无与伦比的美之外，爱和悲悯同
样是他的作品的魅力之
源。你甚至还会感觉到一
点淡淡的忧伤，很美的忧
伤。当然了，故事本身很棒
很棒，因为王尔德是大戏
剧家，特别善于讲故事。另
外，王尔德还能将美和讽
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
是很少见的。
你也许会说：“最后一

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重译
王尔德童话呢？”我的回答
是：“我想比别的译本做得
更好些，尽量更好地还原
王尔德的精致和美。”
接下来该你自己慢慢

读了。希望你读完以后会
感到比较满意。

注 !!整个 !"世纪和 #$

世纪初" 爱尔兰属于英国"所

以通常认为王尔德是英国作

家#

说说冰糖橙
杨震川

! ! ! !近日，冰糖橙正在热销，走在路上，
时不时可见到手提一袋袋冰糖橙的老
人，或拉着孩子小手的年轻女士。冰糖橙
的产地是湖南黔阳县（现属洪江市黔阳
县），也是我的老家，想借此机会，说说冰
糖橙的家世，讲讲它的来龙去脉。
说起来有故事呢。
上世纪三十年代，

湘西黔阳县龙田乡长碛
村农民段幼旬上山砍
柴，归来时，又饥又渴，
突然发现路边有一棵野生橙树，上枝挂
满了金黄的果实，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
闪闪发光。老段禁不住饥渴的煎迫，不由
自主地放下了柴担，爬上橙树，摘了些其
貌不扬、个儿不大的橙子，剥了皮果腹。
真是不吃不知道，吃了脸上笑，原来这橙
子十分香甜，几乎没有酸味。他饱餐一顿
后，又摘了些带回去，让家人品尝。开春，
他把这棵橙子树挖了回去，栽在自家房
子后边，又用压条法繁殖了几株。翌年，

果实丰收，他拿到市场去销售，却因果小
无人问津，一气之下，他将树砍了。幸这
之前，同村农民段天朗买去一棵，得以留
下种子。(+$*年合作化时，这棵树结果
)'余公斤，果质脆嫩味甘甜如冰糖，群
众称其为“冰糖包”。于是“冰糖橙”的名

称就这样流传开了。
(+*/ 年成立柑橘专业
队，由段天朗之子段维
俊任技术员，他在当年
(' 月中旬农业柑橘生

产会议上反映了冰糖橙的情况。('月 )&

日县农业局派技术干部肖育训实地考
察，认定为柑橘优良品种，引起县领导的
重视，决定由农业局出钱，县果品公司配
合，并建一围栏，将该树保护起来，以免
枝条流失，同时安排大安桥园艺场进行
繁殖，扩大栽培。
此后，冰糖橙在多次柑橘鉴评会上

获得好评，得到全国大力推广，最后渐渐
成了百姓们喜闻乐见的果中佳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