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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当如导师

何鑫渠

! ! ! !旅游中的导游!如

同车辆里的驾驶员!是

不可缺少的"

导游的主要工作内

容! 除引导游客感受山

水之美!还要安排游客食#宿#行!并解决旅途中可能出

现的突发事件"但导游服务的核心就是导游讲解!而讲

解的好坏取决于导游文化素质#知识结构及讲解水平"

按导游的业务范围划分!分为海外领队#全程陪同

导游人员#地方陪同导游人员和景点景区导游人员等"

以前导游证分为国导证#省导证#地方导游证#景点导

游证四种" 最新的$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取消了省导证

和地导证"景点导游证只在单一景点内有效"景点导游

证通常是由景点对本单位员工进行统

一组织!参加考试"

国家一直对导游考试严格要求!

考试内容除旅游业务知识外! 还包含

语言#史地#美学#卫生#生活#交通#海

关#社会#旅行常识!以及货币#保险#通讯#国际#心理

学#政策法规知识" 国导的素质还是不错的!但景点导

游就不尽如人意了!如现在许多位于乡村的景点!为了

反哺农民和山民!有关部门允许他们进入景区导游"由

于本身素质参差不一!加之培训不力!不少人最多成了

背书机器" 一些小的景点!兼职的导游不称职的最多"

一次在天津的张学良旧居听景点导游介绍! 导游词背

得不错!其间!一位游客见一个电风扇感叹道&'还是英

国造的( )不料导游插嘴道&'不是英国!是民国的" )这

下让我们惊叹了&英国是地理概念!民国是时间概念!

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导游应该如导师!景点导游的水平亟待提高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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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网上流传《久违陈焜》一文。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陈焜在高校师生中如
雷贯耳，缘于他的《现代西方派文学研
究》在上海高校风靡一时，其最大优点是
浅白而系统地介绍了与西方哲学、心理
学、社会学紧密关联的西方文学流派，连
我这个对文艺理论充耳不闻的顽固派，
也凑热闹，看完最后一页，知道了意识流
与胡说八道的似是而非。
与陈焜同时出名的还有一位叫什么

红的，是个女的，也是介绍西方文
艺理论的，北大毕业，与我的当代
文学授课老师李学娴是同班同学。
李学娴老师常用影印的方式印发
他们两位在各地高校的讲稿。
李学娴老师的那一代人真是

了不起！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考
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新中国成立
之后，毕业了，前苏联的教授们进
入了北大。她告诉我，当时想到北
大看看前苏联人的成色，于是考
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毕业后
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
她家住在襄阳路，为了照顾

他的先生，对自己的学业难免松
懈。她的先生江希和，上海外国语大学
教授，词典权威，与美国人合编汉英词
典，那是中美合作项目。美方的犹太人
教授好奇地问他：在英美哪所学
校毕业？他说：我没有出过国，浙
江大学外语系毕业。老外听罢摇
头不信。他的学问底子非常好，学
外语人手一册的《新英汉词典》，他
是主要编撰人员之一。他很自豪地
转述学生们的感慨：“我们上外有江老师
在，还像所大学。”后来李学娴去了美国，
江先生留在中国，因为手头还有好几本
词典没有完成，他对我说：“搞完这几本
词典，对自己这一辈子有个交代。”

我常去襄阳路的西式寓所看他，第
一次发现外国寓所房间里还带内套浴室
和厕所呢。他儿子大陆回来给他烧点饭，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窗下低头编词典。他
说：缺钱了，就翻译一两篇短篇小说。那
时刊物少，学问家多，投稿很难发表的，
他是百发百中，好像登在《外国文艺》之
类一流刊物上；或者他去前进进修学院
兼上几节课。“前进”创始人蔡光天总是

拉住复旦、上外几个台柱子撑世面。好像
江先生的窗下就是位育中学的操场，前
进进修学院借位育中学办夜校。江先生
贪路近，兼几节课，活络活络腿脚，赚点
外快到外面犒劳犒劳自己。他是个美食
家，我下海后，他在家见了我，总说：“侬
欠江老师一顿饭噢！”
每次去江先生的家，他放下笔，过来

坐在沙发上，很享受地将脚搁在搁凳
上，饶有兴趣地听我讲讲外面的行情。

那时我已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
了。这就是书斋先生，不参与社会
活动，但关心社会现状。

李学娴老师来学校上课，骑
着一辆英国名牌兰羚自行车，一
顶海军冬季翻毛军帽，双排扣的
呢绒上衣，高挑的个子，进了校
门，左拐一个大弧形，一个燕子
斜，划过一大片草坪，就到了两层
红砖房的中文系门前，刹车，拷上
撑脚，干净利索，一股潇洒劲儿。

那时她也该有 !" 岁了吧！
她永远风风火火，忘这忘那。作
为课代表，我常常奔到她的教研
室去拿她忘记带上的、准备发给

学生们的讲义。印象中，李学娴老师就
是旧俄油画里坐在马车上远去的着深色
长裙的高贵女性。

她讲课，一有灵感，随即迸
发，自然忽东忽西，没有章法，率
性得很。看了陈焜的书之后，同学
们称李学娴老师为意识流授课
法。#$%&年，里根总统到复旦大
学演讲，事后重播。那天我正好在

他们家里。她坐在收音机旁听着听着，感
慨地说：“真漂亮。”那是指里根的一口英
语，说罢流下了眼泪。她发觉失态了，赶
紧解释道：为了服侍江老师，她放弃了自
己的学术研究。退休后，她去了美国，听
朋友说，她做起了房产商。一个丢三落四
的人，居然做起了生意，据说还风生水
起，令人不可想象。这就是天资聪颖。
后来李学娴老师回国，患了阿尔茨

海默症。这是我去她家的时候，楼下的门
卫对我说的。她是不肯开门的，潜意识：
尊严！不久她就过世了。
这个时代也渐渐地过去了，那一代

先生也渐行渐远。

秋风起 柚飘香
苑丛梅

! ! ! !每年到了十月前后，或者更
晚点，秋风飒飒时，成都大街小巷
便飘起了糖炒栗子的香甜气息。
与此同时，水果小贩拉着一辆大
三轮车，装着满车梁平柚子，沿街
叫卖。那些像小黄灯笼的梁平柚，
散发着独有清香，为飒飒秋风涂
抹上一层蜂蜜般的气息。
先前，梁平柚产量少，价格

高，成都能够品尝者为数不多，即
使偶尔买一两个，也得凭运气。不
是所有的梁平柚都味道纯正香
甜。好几次买回家，剥去层层外
皮，掰开紧实的牙瓣，好不容易吃
上果肉，只觉舌尖酸涩发麻，败了
吃兴。
话说成都人的日子，日渐滋

润起来，水
果不再是奢

侈品，各色品种均能在大街上买
到。深秋的水果店里堆满了大如
排球的外地柚子，如广西沙田柚、
福建蜜柚、台湾红心柚。价格从最
初的二十几元降到七八元一个。
这些柚子个个沉甸甸，水灵灵，散
发着浓郁清香，诱人一尝。
福建蜜柚

块头大，最压
秤，且皮薄，肉
多，水分足，酸
甜味，与先前
的柚子有天壤之别，一改我关于
柚子酸涩苦的印象。论甜度，形如
秋梨的广西沙田柚最佳，虽然个
头比福建蜜柚小点，但果肉清甜
纯正。台湾红心柚价格最贵，味道
自然也不错。真正上乘的梁平柚
子，不仅纯甜嫩脆，而且浓烈蜜

香，与沙田柚、福建蜜柚并称为
“三大名柚”。据考证，梁平柚在四
川梁平栽培已逾 '""年历史，系
乾隆进士梁平人刁思卓自福建省
引入，初植于梁山镇东门松柏客
栈内，在梁平县的特殊自然条件
下，优化而成独具特色的柚树品

种，是中国柚
类平顶型柚的
代表品种。
母亲喜食

柚子。每次柚
子剥皮后，要精细地剔除中层白
瓤，一牙一牙掰着、省着吃；最后，
还将淡金色的外皮放到太阳下晒
干储存起来，等哥哥从北京回来，
就用黑色的荥经砂锅药罐子，放
入冰糖，为他熬水喝。母亲说，哥
哥火气重，喝柚子皮水清热解毒。

柚皮水
色泽淡
黄如琥珀，我也忍不住喝几口，清
香润甜略带药苦味。
广东盛产柚子。广东人会吃

擅做，常人觉得最苦最难吃的柚
子白瓤，他们也拿来做菜。前年哥
哥邀请父亲和我去广东游玩，在
广州西关著名的南信甜品店，哥
哥请我们吃了一道取名“杨枝甘
露”的甜品。用椰汁与芒果打成浓
浆，加入西米和搓成散粒的柚子
肉，味道非常美妙。而今，成都甜
品店也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其主
打甜品均为“杨枝甘露”，众多时
髦姑娘趋之若鹜。
立秋已过，柚子又快上市了。

我也准备做一罐柚子茶，将秋天
的清甜、母亲的爱意延续到深冬。

访深田久弥文化馆
曹正文

! ! ! !在日本各地，几乎每个县、市都
有文学纪念馆与名人故居。在石川
县加贺市，我找到了深田久弥文化
馆。深田久弥是一位小说家、杂志编
辑、随笔作家，他还有一个身份，是
日本山岳会副会长，他不仅喜好登
山运动，而且写过一本《日本百座名
山》的游记，深受登山爱好者的喜
爱。此书在 ($)&年荣获第十六届
“读卖新闻奖”。

我走进这个文化馆的庭园，首
先为其幽美的环境所吸引，两棵一
公一母的银杏树参天而立，母树已
有 *+"多年树龄了，这个院子非常
之大，景色也很清雅。
我进入大厅，迎向我的是一位

年已古稀的老人，他自我介绍叫真
荣隆昭，我以为他是馆长，但他却
说，他是一位志愿者。我想起在日本
旅行，无论在园林中与山道上还是
在文学馆等公共场所，都会发现一
批志愿者活跃在旅行观光者的身
边，他们没有工资补贴，却热情为他
人服务，真荣隆昭便是其中一位。
他引我走进展厅，首先是一条

长廊，长廊上挂满了各种山的照片，
真荣隆昭为我一一作了介绍，并说
这些山影的照片都是深田久弥登山
时拍摄的。那各种各样的山峰与山

峦，或在艳阳下显示红色的魅力，或
在绿树掩映中更显山的雄姿，还有终
年积雪的山，山的背景大都是蓝天白
云，也有的山在云雾缭绕中，有的山上
开满了鲜花，被绿色的森林所环抱。

真荣隆昭见我仔细端详，又引
我走到最后一幅照片前笑笑说：“这
幅山的照片是我拍的。”原来，真荣隆
昭也是一位登山爱好者（他是加贺山
岳会会员），而且他还是石川
县自然解说研究会的会员。
走过长廊，便是介绍深

田久弥生平的照片与资料。
深田久弥生于 ($"* 年 * 月
((日，他出生于日本石川县大圣寺
町（现为加贺市），曾就读于东京帝国
大学的文学部哲学科。他似乎不久对
哲学失去兴趣，对文学产生了热情，
并开始在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他
在《新思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武
人鉴赏录》，获川端康成等文学家
赏识，这样他就参加了创道社，发
表了《奥洛克的姑娘》等作品，未毕
业而退学，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深田久弥从大学退学后，除了
写文章、当作家，他还与登山爱好者
一起从事日本各地的登山运动。到
了昭和八年，深田久弥与小林秀雄
等文学爱好者一起创办了《文学
界》，他也为杂志写了不少作品，如
《津轻的原野》《冒牌修道院》《好友》
等作品。在文学创作的同时，深田久
弥也因热爱登山而开始发表游记随
笔，先后出版了《群山》与《山顶山
麓》，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在文化馆中，我看到了深田久

弥幼年照片，他两岁时的照片十分
可爱，在书架上有“深田久弥文库”，

还有深田久弥的书法作品与
他的书斋“房山山九”的书斋
名以及他从事写作的照片。
让深田久弥最为骄傲的

便是那本《日本百座名山》的
游记著作，他对群山的记载与描写，
十分贴切。不知有多少人写过富士
山，但他写的富士山，有史有论，有
质有文，富有创意，引人思索。这本
书由新潮出版社出版。
告别真荣隆昭时，他对我说，深

田久弥 )%岁时因登山黎县茅山时
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将自己的生命
也献给了日本的山，这也许是深田
久弥生前的一个愿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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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南汇和浦东合并之
前，南汇有“金大团、银新
场、铜周浦、铁南汇（惠
南）”之说。
大团，是浦东的一个

镇，为何叫“金大团”？与
“金”有关吗？

大团镇始建于明朝中
后期，清宣统年间，一些豪
门在该镇上大兴土木，华
屋广厦几遍全镇。

清末民初，大
团依托发达的水系
交通成为当时南汇
县东南沿海地区农
副产品的集散地，
被誉为“金大团”。
大团众多豪门

中，较为有名的要
数张家、盛家、徐家
和马家。
大团镇有句老

话，“盛家有咾有，
勿及张家一个仪门
头”。盛家是大团镇上的大
地主，拥有耕田 )""公顷，
占大团地区总耕地面积的
一半，有“盛半镇”之说。但
盛家兼并土地经济实力再
强，还是比不上张家的政治
地位，盛家万亩良田比不上
张家仪门头上皇上赐予的
一块匾额。

张家主人张大金，乾
隆年间任刑部奉天司主
事、直隶郎中等职（正五
品），后以病辞官，在大团
筑房数百栋，号“谦牧堂”。
张家仪门上有乾隆皇

帝题赐的一块“比部第”匾
额。“比部”是明清时期对

刑部司官的称呼，“第”指
旧时官僚、富绅的院宅。当
时，无论哪一品级官员路
过张家仪门头时，必须“文
官出轿，武官下马，行船停
橹”，可见张家之显赫。可惜，
匾额在“文革”中被毁。
话说张大金从小就想

做官，清乾隆年间，他听了
娘的叮嘱，到松江张相府

认亲。
位于松江镇秀

野桥西的张相府，
主人张照为清乾
隆时期刑部尚书。
认亲当时正值清
明，张大金走进张
家祠堂祭拜祖先，
趁机把张氏祖辈的
世系记在心里。后
来他用厚礼买通张
相府总管，在族谱
上添上张大金曾祖
以下几辈人的姓

名，并由总管引见张夫人。
张夫人问他属于哪世支
脉，张根据族谱对答如流，
并表达了想入仕途意愿，
张夫人命家丁伴送他去
京城拜见相爷。张照见张
大金气宇不凡，举止庄
重，应对如流，才识过人，
就以叔侄相称，把他留在
相府，等候机会提拔。
人逢机缘，事有巧合。

翌年元宵夜，张大金上街
溜达，无意中进入一处侯
府，公子王孙们正在聚赌。
张出于好奇，站于一旁观
看，后经主人再三相邀，入
座参赌，谁知他手气极好，

连赌连赢，赢了大把银子。
张照看到那么多银

子，问侄子银子来路，张说
了实话，张照大为光火，说：
“这些银子来自国库，万一
被人奏到朝廷，定然罪责难
逃，老夫也将受牵连。”一番
话把张大金吓得惊慌失
措，忙问叔父如何解脱。张
照想来想去，总算有了对

策，利用这笔横财在京都
创建了一所“云间会馆”，
以后凡来京城赶考或经商
的江南同乡都可在会馆住
宿，困难者还可获得资助。
张大金创办会馆一事

传到乾隆耳里，皇帝召见
了他，钦点他为翰林学士。
从此，张大金平步青云，官
至刑部。
多年后，张大金以病

辞官，荣归故里。他把金银
塞入毛竹孔内，扎成竹排，
从海里运到家乡，筑“谦牧
堂”，闭门读书，更号退夫。

如今，在大团镇永定
南路一栋古旧二层楼后
面，只剩下残墙断壁和几
根破败的木梁，据说这里就
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张家仪
门头”和“谦牧堂”遗址。
“金大团”之称，是否

由张大金此举而来，你有
历史的考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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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 ! ! !写诗，当然要融入自
己的情感等等。诗的发
表，应该给人留下点滴或
一定的启示、共鸣，留有无
穷的回味、联想。读诗，不
是让人去解没有谜底的
谜，不论费神或不费神。
如果真有一首只有自己
能解谜底的诗，还是少公
开发表为好，至少在你和
你的挚友间欣赏为妥。写
出自己，顾及他人，回应社
会———作诗的基点，为人
的起码。
极大的虚伪者，往往

在于对所想之事无能、无
为而装作无所谓却让他人
重视以获好处，似乎既显
超脱而又实有所得。可惜，
此种好事实在太少，而此
种人也为最终至于所谓虚
则无，伪则无，脸面和底
子、底利皆无的地步。
为阴为险，常为小人。

因短因浅，易为“小儿科”
人。为人，心眼不能小，气
量不能小。为事，识见要明
远，处置要厚正。人不为
小，心和事以为大。人以为
大，见和世以为广。
法的威严，人的尊严，

国的庄严，事的肃严，严严
相济，才国有昌盛，事有位
全，人有安延。
生活气息，文化素养，

艺术鸣悟，能量正上。
好时到适，好事到底，

好为到合，好人到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