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说一声“谢谢”
李国庆

! ! ! !编者按!近了!新中国成立

!"周年的喜庆日子!越来越近

了" 许许多多人都拥有一个响

亮的名字#$国庆%& 这是一种

缘!也是一段情&他们将讲述与

新中国一起成长的难忘记忆&

我虽然不生于 !"#"年，但
我的名字中却有“国庆”二字。
揣摩父亲当年给我取这个名字
的意思，大概是要我长大后永
远牢记新中国给我们家带来的
好处，永远不忘本吧。

我目前是老城隍庙“松云
楼酒家”一名糕点师，也是徐汇
区“非遗”项目（面塑）的传承
人。捏粉面人是我家的祖传。我
的父亲叫李新发，山东菏泽人，
艺名“面人阿三”，新中国成立
前在大世界、宁海西路、城隍庙
一带以捏粉面人谋生，小有名
气。我父亲的叔伯弟兄以及上

代人都以捏粉面人谋生，传到
我这里，已经算是第四代了。

我小的时候，最最喜欢的
就是过国庆节，甚至比过年还
要开心。每逢此时，马路上都有
庆祝的游行队伍经过，各式各
样的彩车也都事先停靠在
人民广场周围的几条马路
上。到正式的那天，我们上
午就爬上屋顶，这些游行
队伍一般要到下午两三点
才能陆续走完。晚上我就早早地
爬上屋顶去看焰火，那晚的夜空
真叫五彩缤纷，绚丽多姿。我们
家住宁海西路，距离人民广场很
近，有些亲戚朋友怕当天人太
多挤不过来，常常提前一天就
赶到我家来，宁愿挤睡在我家
的阁楼里。那时候人民广场附
近的高楼大厦还很少，因此我
家的三楼屋顶也算是一个制高

点。许多同学都很羡慕我。
我父亲这一辈人当初学捏

粉面人，其实只是谋生，并未意
识到这是一门民间艺术，也从
未有人对他们这样说过。当时
手艺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

根本没人瞧得起他们，甚至还
把他们当作是讨饭的“瘪三”看
待。他们常常要受到地痞流氓
的敲诈勒索。新中国成立前，宁
海西路一带社会治安很差，三
教九流、地痞流氓、警匪无赖无
恶不作。父亲走街串巷，沿街叫
卖常常要受到这些人的欺侮，
有时候他们故意将你插面塑的
草把子踢翻，把做好的面塑都

拔光并踩在地下，还倒打一耙，
说你侵犯了他们的地界，妨碍
走路，甚至还要请你吃耳光。下
雨落雪天，父亲没有办法出去
做生意，一家老小只能饿肚皮。

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靠了共产党，才真正翻了
身。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
父亲这样的手艺人，把他
们组织起来进了合作社，
再到后来又组建成南市

区“大方糕饼厂”（后合并进“南
市乔家栅食府”）。我兄弟姐妹
五人，后来只有我一人继承了
父亲的手艺。单位领导知道我
有这门手艺，就将我安排到松
云楼酒家工作，对我很器重，因
为他们知道现在社会上会这门
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面塑面
临失传的危险。而且他们还知
道我家来自山东菏泽“面人世

家”，几代人都是做这个的，因
此在各方面都很支持我。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最近
一些年以来，党和政府对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十分重
视，街道各级组织帮助我成功
申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并鼓励我继续申报市级“非
遗”项目。街道还准备为我建立
“工作室”。从他们身上，我看到
了对“非遗”的重视，感受到了温
暖。如今我的“面塑”作品不仅进
学校、进社区，还进了军营，这是
我父亲生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
的事。值此大庆之时，我想由衷
地说一句：谢谢！（钱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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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到文人的气节，首
先得敬佩史官的气节。而
说到史官的气节，首屈一
指的当数春秋时齐国的太
史兄弟四人。

齐庄公当众调
戏崔杼的妻子东郭
姜，是可忍孰不可
忍？作为男人，崔杼
冲冠一怒为红颜，杀
了齐庄公。史官如实
记载“崔杼弑其君”，
短短五个字，崔杼见
了，大发雷霆，立即
杀了史官；其弟太
史仲、太史叔大义凛然，前
赴后继，如实记载，引颈就
戮，也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接踵而至的

太史季：“你三个哥哥都死
了啊，你难道
不怕死吗？你
还是按我的
要求：把庄公
写 成 暴 毙
吧。”太史季

正色道：“秉笔直书，史官
职责；失职求生，不如赴
死。你做的事，是瞒不住
的，即使我不写，也掩盖不

了，我反而成为千
古笑柄”。

咱且不论崔杼
跟齐庄公的纠缠（齐
庄公贤愚与否、崔杼
正当防卫与否、惩奸
除恶与否），咱只论史
官的气节，四兄弟恐
怕是空前绝后的。
其后，文人的骨头
一如既往地硬！
宋太祖赵匡胤在后院

玩鸟而影响政事，臣子指
之，太祖大怒，顺手抄起手
边的斧子，用斧子柄掌了那
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齿。
那人弯下腰，把牙齿捡起
来，揣好。太祖大怒曰：“你
揣个牙齿，想保留证据告我
姓赵的怎么的？”那人说：
“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
官书之。”宋太祖没再玩下

去，转而赐了些黄金和绸缎
给他，以示安抚与和解。
骨硬度可与太史兄弟

比肩的，当属唐雎。
刘向的《战国策·唐雎

不辱使命》记载，秦王（嬴
政）要与安陵君换一块地，
安陵君不乐意，但又不能
直说，便派唐雎出使秦，跟
秦王交涉。谈着谈着，不可
一世的秦王就发怒了，他
说：“……而君逆寡人者，
轻寡人与？”唐雎说：“否，

非若是也。”
见文的不行，秦王便

要动武，他威胁道：“公亦
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淡
然说，知不道。秦王说：“伏
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
说，我还没告诉你“士”之
怒呢，他说：“若士必怒，伏
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
素，今日是也。”译成白话
文就是“若把老子惹火了，
我杀了你……”说着，就持
剑挺身……好汉不吃眼前
亏，见此，叱咤风云的秦王
只得服软作罢。

君子动口不动手，谈
就好好谈呗，还威胁人，老
子可不是吓大的，骨头硬
着呢。唐雎是安陵君的师
爷，师爷就是今日的所谓
智囊团，是为主官排忧解
难、出谋划策的，可是，唐
雎是个武师爷，不，他是个
文武双全的师爷———嘴有
一张，手有一双。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泰山压顶，
强权面前无惧色。
或曰：阁下上次谈了“文

人的清高”，这次说“文人的
骨气”，二者何异？这么跟您
说吧，清高呢，是面临放弃时
的洒脱；而骨气呢，是直面失
去甚至死亡的勇气。
有了骨气，文人才算

“士”，否，则顶多是个知识
分子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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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哑贼 戴 民

! ! ! !头一回听到“哑贼”，
是我提任到公交分局当副
局长的时候。“哑贼”，顾名
思义就是聋哑人小偷。
上任伊始，我随局里

的反扒能手老徐跟班作
业，现场调查反扒工作和
扒窃犯罪的状况。老徐带
我去的点是“豫园”。那天
去得早，豫园游人不多，城
隍庙殿宇清寂，财神殿里
却香火正旺，关公泥塑佛
像前，附身跪着一个戴金
丝边眼镜，清癯儒雅的年
轻小伙子，连叩再拜，态度
十分虔诚。我正揣摩这年
轻人烧香拜佛意为哪般
时，老徐忽然扯我的衣袖，
提醒我发现了“猎物”。

跟随老徐的眼光，看
到城隍庙正殿旁两个矮个
子年轻人，他们“猫”上了
一个挎着肩包前来拜土地
神的妇女，两人悄悄贴近

妇女身旁，左边那人双手
插在口袋里，须臾，右口袋
稍一晃动，迅疾得手后，分
头溜走。
老徐告诉我，小偷这

招叫“隔山取火”，他的口
袋本就没缝底，既能掩饰
又可伸手探物。
我和老徐盯住其中一

个，想找一个僻静处下手
逮人。岂料，行走才几步
远，“猎物”从上衣口袋里
掏出手机，瞄了一眼，转身
就朝人多的方向快步疾
走，霎时隐没于人群之中。
“不好，有人给他报信

啦！”老徐直叫苦。老徐介
绍说，别看“哑贼”不能说
话，可他们的眼睛和手就
特别灵巧。有一回，逮住一

个哑贼，竟在老徐面前露
了一手。那贼把手机插于
裤袋，与老徐对视，手伸进
裤袋，触摸米粒大小的键，
不肖一两分钟，就能打出
一条完整的短信，“哑贼”
称这一手叫“盲打”，是他
们的“一口饭”。

我回头四顾，
看不出任何异常，
倒是在如织游人中
瞥见了早先在财神
殿里遇到的那张清癯儒雅
的脸。
出师未捷，但我并不

沮丧。回到局里捋了捋思
路，觉得此趟跟班作业挺
有收获。以我这员反扒新
手的眼光，公交分局照理
说是个反扒侦查专业部

门，几百号人却弄得像个
“生产大队”。每天上班铃
声一响，侦查员们就鱼贯
而出，四散作业，分工包
片，抓一个算一个，而我们
的对手———扒窃犯罪已经
演化为职业化、集团化、智
能化了，思路不对，再多警
力也没用。
我想了许久，便找“哥

们”泽强局长，暮色四合，
华灯初上，我们“哥
俩”越聊心头越亮
敞，这些年，“哥俩”
吃刑侦这碗饭，心
眼最擅长的莫过于

“逆向思维”，泽强局长要
颠覆套路，提出“情报导
侦，经营打击”的思路。

他说$如今扒手都不像
从前单吊独行，我们面对的
是成帮结伙的团伙作案，敌
变我变，打团伙犯罪是我
们的主攻方向，反扒路径
由此也得作制度性变革。
我意会泽强局长的想

法，工作思路要从打击罪
犯个人转移到以打击集团
犯罪。没几天，一整套经营
打击扒窃犯罪的方案顺利
提交局长办公会通过。
方案很快得到市局的

支持，特别组建了一支情
报大队，建立专门的数据
库，将全市有前科劣迹的
扒手和每日案发情况悉数
收集，汇成全市分布图，每
日研判，布局攻略，各大队
按指挥中心任务单，协同
出击，情报开路，稳准狠地
打击扒窃犯罪。
翌日，接近黄昏，我让

老徐一队人马突然出现在
复旦校园大门口，目的就
是打草惊蛇，四周的“哑
贼”一哄而散，纷纷寻找黑
车逃遁。有两个“哑贼”慌
乱之中上了我们自己人化
装的桑塔纳“黑车”。

两个“哑贼”上车后，

一人急忙拿出手机，凑到
“司机”面前，只见机屏上显
出一行字，青浦徐泾镇小
王村。他们哪里知道，这个
司机是我局情报大队的大
队长永平同志，这是外局
专门调来的情报高手。永
平大队长驾车一路飞驶，
夕阳西下时，来到徐泾镇
野外一条小径旁，乘车人扔
下两百元，转身就走。
永平驶车来到属地派

出所，翻查那个村里外来
人员的住宿登记，询问附
近有无聋哑人借宿。派出
所民警称，小王村里确实
有一群聋哑人借宿多日，
于是又找来了村里的出租
业主。那位业主说，我家住
了十几个聋哑人，都很年
轻，当中有一个斯斯文文
戴眼镜的年轻人，像是他
们的老板，晚间常召集村
里所有的聋哑人到我家宅
院来聚会，老板在他们面
前总是认真比划，那架势
咄咄逼人，就像在给这些
人洗脑。
有一回，偶然窥见房

间正中摆着一只方凳，上
面放着一只洗脸盆，盆里
有七八个彩色玻璃弹子，
有人往盆里灌入煮得滚烫
的开水，老板立于盆前，
神色冷峻，挨个点人，轮流
上前用手指夹起盆中的彩
弹子。
永平一听就明，这是

一帮职业团伙“哑贼”的据
点，竟然还有专门的培训，
真叫人意想不到。
总算寻到“哑贼”的窝

点了，那日，老徐所在的一
大队旗开得胜，端掉一个
窝点，抓了十几个“哑贼”。

!古
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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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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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不知道是哪一天，
“古船”的意象出现在这个
青年的心里，在他的心海
里飘荡，让他年轻而敏感
的心里潮汐起伏，激越奔
流，只有书写才能安慰……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古船》
发表于《当代》%"&'年第 (

期，那一年张炜 )*

岁。那是思想的年
代、启蒙的年代、文
学成为主潮的年
代，不同专业的读
者翻开了《古船》，
不同代际的评论家
热议《古船》。小说
以胶东洼狸镇从土
改至改革开放 #*

余年的历史为背
景，讲述了隋、赵、
李三个家族之间的
恩怨情仇，真实地
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
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
潮的冲击下那片土地的变
迁。小说从历史、文化与人
性的不同维度描述改革时
期的乡镇社会生活。《古
船》驶向了中国当代文学
的长河，成为张炜的成名
作，被誉为“民族心史的一
块厚重碑石”。
随着张炜从容不迫的

叙述笔调，我沿着芦清河、
古城墙，到了洼狸镇，看到
了废弃的码头，巨大的石
磨，变浅的河水，感到了世
事的更替，难言的痛楚。
《古船》共二十七章，第十
六、十七章是“倾诉”，记得
这是当年青涩的我特别沉
浸其中的章节，吸引着我
探寻人物的精神世
界，饱满的情感，历
史的血痕，生命的
苦难在年轻的心灵
中熔炼：抱朴想的
太多，告诉别人的太少，忘
不掉的事情，全记在心里，
心里装不下，又吐不掉，终
于向弟弟见素展开了沉
重的记忆：镇上受凌辱的
人，父母的死，妹妹的病，
一辈人一辈人受了太多的
苦……他追问自己：“我有
没有信仰，算不算知识分
子，粉丝大厂怎样运用科
学？老隋家的人该不该有
胆量？我为什么胆小怕事？
天天想念小葵也不敢去找
她，人到底应该如何生活？
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要
做大事情，负大责任的人，
要好好想一想……”
抱朴本想一辈子就坐

在老磨屋里，老磨一天到
晚这么磨，把性子磨钝，磨
秃，把人磨痴呆才好，谁知
道老磨将他的性子磨得越

来越细了，思想越来越深
了……
现在看来无论从情节

架构还是人物塑造上，“倾
诉”都是《古船》中的重要
篇章。“倾诉”展现了抱朴
充满矛盾冲突的复杂的内
心世界：自我忏悔与审视、

文化的传承与走
向、乡镇家族的兴
衰与历史的发展、
本能的欲望与道德
的自我约束、朴素
的善恶观念与坚守
的个人信仰、科技
主义的兴起与全球
化的浪潮……小说
丝丝入扣地丰满着
抱朴的个性，通过
“倾诉”，刻画了抱
朴“思想者”的形
象，他的最终选择

中蕴含着自己对未来的
构想：改革开放的发展蓝
图中，要完善民族的文化
人格。
《古船》中人物沉重的

叹息，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也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小
说没有回避历史中人性
的暗礁，现实中矛盾的漩
涡，呈现了张炜对历史的
审视，对人性的追问，对
现实的直面，在艺术上独
辟蹊径的勇气和才华，在
思想上深入探究的锋芒和
力量。

+*!,年的早春，在与
张炜对话中，我问起他当
年创作《古船》的情景，他
对自己的写作状态记忆犹
新，仿佛不是 -*年前，而

是昨日才搁笔。他
说，“小说人物与事
件没有明显的原
型，而是对历史和
现实生活综合感受

的结果。写作时不到三十
岁，比现在的生活热情更
高。这之前在胶东地区走
过了很多地方，看到听到
了很多，经历了很多。无论
是现实生活还是对历史的
探究，都在心灵上留下了
极深的印象。小说中主人
公的倾诉让我激动不已，
当时有一种燃烧的感觉。
无私无畏的人生状态就在
那个时候，在写这部书的
日子里，令我永不忘怀。只
是这种情形要一直保持下
去是困难的，所以也就显
得愈加宝贵。在我看来它
是高于人生经验与艺术技
艺之类的东西，是文学写
作中最重要的元素。”
这部蕴含着文学中最

重要元素的作品出现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历

经 .*多年的时光磨洗，斑
驳的《古船》依然粗重地呼
吸着，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人到中年的我重读《古
船》，没有时过境迁的违和
感，没有文学含量弱的贫
瘠感，而是以历经岁月的
心更能体认人物的内心世
界，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联
系，分辨出新锐的艺术技
巧对当年文学创作的影
响，感受到丰厚的文本，深
邃的意境后作者青春的生
命能量，一种属于八十年
代的精神气息浸润在小说
中，犹如老友重逢，让我熟
悉而亲切……
《古船》是青春的生命

叩问民族历史、文化人格、
乡村伦理的果实，是一部
具有深厚的历史脉络与文
化底蕴的长篇，是值得分
析和重读的现实主义经典
之作，不仅仅属于八十年
代，《古船》依然航行在中
国当代文学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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