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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纪检监察报》近日刊载了一
则令人称奇的案例：广东省中山市港口
镇一名股级干部 !! 年间作案 "#$ 次，
累计虚报冒领民政扶贫专项资金 %"&'

万元。此人犯罪时间久、数额大，但作
案手法却是极其简单、低劣，比如：从
网上购买假账单，纸质、字体明显不符
合标准；用涂改液修改收款金额等。这
名笨拙的“小贪”拿出来的假账单居然
通过了镇社会事务局、财政分局、镇党
委委员、镇长、镇党委书记和银行的层
层审核，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开始
没想到能成功拿到钱，我的作案手法很
粗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发现。”

这个镇的相关制度不可谓不严密，
审核签名确认层级不可谓不齐全，问题就出在，人人
都想当然地认为已经有人审核过，不会有错，就草草
签名走过场，于是，一路绿灯，“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可能的事就此成为可能。这名股级干部平均每月作
案 (次，这样高频率犯案，只要审核环节上任何一人
负起责任来便不难逮他个正着。没想到，他却屡屡得
手，!!年间胆子越来越大，手越伸越长。遇到敷衍
塞责的懒政怠政，这样的笨贪无意中被养肥，成了侵
吞贫困群众切身利益的“硕鼠”，怎不令人心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
象，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类似的“小官巨
腐”是基层腐败的一种类型，其影响是恶劣的。在重
遏制、强高压、长震慑的反腐态势下，“扎牢不能腐的

笼子”不单是纪检监察、公安、检察、
审计、外交和人民银行等专职机关的任
务，也和看似普通的一个个签字、一次
次敲章密切相关。港口镇的民政扶贫专
项资金审核链形同虚设，让“不能腐的

笼子”出现了“豁口”，其中的警示意义是深刻的。
唐太宗曾谕劝百官说，鸟栖于林，鱼藏于水，还

是被人捉拿，都是贪吃诱饵的缘故，“陷其身者，皆
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那么，审核者不
管三七二十一随意放行，与施放诱饵又何异哉？鱼鸟
陷于网的时候只能怨自己运气太差，而“笨贪”方得
手时感到惊喜，但到数额巨大落网时才觉后怕，悔之
晚矣，难怪要想不通。

最贵在情真
袁秋婷

! ! ! !三年前，接手《上海文学》
散文栏目时，我还是一个刚入
道的新手编辑。散文栏目，历
来名家济济。许多当年在教科
书上初识的名字，如今又在作
家通讯录中重逢。可想而知，
我那时内心的喜悦与波澜。
记得第一次给肖复兴老师

写信时，我在信中提到《那片
绿绿的爬山虎》，是我小时候
从语文课本中读到的散文名
篇，当年十分喜爱，反复朗
读，以至能够背诵的程度。那
片落日黄昏中绿如湖水的爬山
虎，曾是我读过的最美意象。
邮件发送之后，我又有点后
悔。这口气太像“粉丝”，没
有编辑的范儿。肖老师会不会
认为我不够专业？没想到肖老
师随后发来了十几篇新写的文
章，请我从中挑选，并表示相
信我的品位和眼光。“老院旧
雨”专栏就此诞生了。它以富

有温度的文字，记录了“文
革”劫难中的冷暖人情和历史
浩劫亦无法泯灭的人性光辉。
我也第一次在与名家的交往
中，感受到大作家的平易、朴
实，钦佩于他们在千帆阅尽之
后，仍葆有心中的净土。
编辑散文专栏，使我得以

与各种作者交往，借由文字走
近他们的人生。最令我感佩
的，是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笔
耕不辍的老作家。他们有的不
会电脑打字，仍一笔一划，在
信纸上工整认真地写下历历往
事；有的被疾病缠磨，仍日日
夜夜，春蚕吐丝般，用文字倾
述一生。老作家王维玲，是我
联系的作者中最年长的一位。
他曾是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
与柳青、杨益言、刘白羽等众
多影响过当代中国文学版图的
作家有过密切的交往。年届九
旬的他，被肺疾缠身。每次与

他通话，话筒里总会不时传来
他的咳嗽声。尽管如此，他仍
坚持日日写作。他不会打字，
每一篇文章，都先手写在信纸
上，再由女儿整理录入电脑。
他女儿告诉我，“父亲以写作
对抗病魔。他在与时间赛跑，

争分夺秒，把更多的生命记忆
记载留存下来。”
当然，三年中，更多的是

点点滴滴的平凡，更多的是日
常编辑中的琐细。时常为了文
中的一个表达、一个名字、一
个时间、一个地点、一张照
片，反复与作家沟通求证。印
象最深的，是在编辑“诺日朗
因缘”专栏时，杨炼老师远在
海外，我们俩之间隔着千山万

水，也隔着恼人的时差：他还
未醒来，我已熬不住深夜汹汹
袭来的困意；我清晨醒来，划
开手机，叮叮咚咚的消息提醒
音，经久不息，再一看，他已
经发来了好多条问询的微信。
于是，后来干脆设定闹铃，在
凌晨三点，起来看一遍手机，
没有新消息，再放心睡个回笼
觉，一有消息，赶紧揉醒迷蒙
惺忪的睡眼，对着黑暗中刺眼
的荧光屏，开始与他的对话。
这样的日子，倒也苦中有乐。
专栏完结后，我仍时不时想起
那段“月黑风高夜，谈文论道
时”的特别经历。我坚信，正
是平凡的一点一滴，琐细的一
字一句，构筑起编辑与作家之
间的信任，凝聚成作家与刊物
之间的情谊。对细节的执著，
换来了作家的放心。
梁鸿鹰老师在给我们稿子

时，在信中说，“辛苦了，欢

迎修改，也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我相信你们”。陈丹晨老师对于
文字十分认真、细致，每寄一
稿，总会反复推敲字句，通常要
修改到第三稿，才最终确定。在
一来一往的文字“拉锯战”后，
丹晨老师对我终于放心多了。
“钱寓琐闻”专栏编辑过程中，
他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由你酌定吧，我都尊重你的决
定。”
我珍惜这份信任，也感念与

每一位作家交往的点滴。我想，
在新媒体爆发的时代，传统文学
刊物仍能葆有不消退的生命力，
大概是因为它仍带有传统的温度
吧。一字一句，一点一滴，皆注
满了作家和编辑对文字的热忱和

对彼此的暖
意。
明日请看

《亲近文学的
年轻人》。

他追索斑斓去了
吴少华

! ! !“斑斓是我的良
师益友，斑斓是我的
忠实旅伴，呵，斑斓
伟大而平凡，我要永
远与斑斓同行向前)”
去年春节时，王金海先生送了我一本他
的散文集《我与斑斓同行》，上述文字
是他自序的结尾。
我与金海兄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记得好像是在九江路的新民晚报
社，其时他是副刊部的副主任。但我与
他交往密切则是 *$$"年 *月 *%日《古
玩宝斋》创办以后的事。曾记得，因为
《古玩宝斋》是国内创办最早的收藏彩
色专版，且《新民晚报》当时又处于发
行量 *'+多万份的巅峰时期，《古玩宝
斋》的影响力就可想而知。该专版创刊
",期、-,,期的纪念活动，本人都是主
要策划人。
但金海兄真正引起我的崇敬，是他

对绘画的执着与才华。也知道他是个喜
爱斑斓的人。记得他出第一本画册时，
选刊的 ., 幅作品，都有简朴的导言，
这导言是金海兄嘱我写的。这本画册请
程十发写的序，后记则是出自我的笔
下，我在后记的最后感慨
地写道：“于是乎，那赤
橙黄绿青蓝紫，像跳动的
音符，而那洒脱淋漓尽致
的线条就成了变幻莫测的
乐谱，生生灭灭，日日年
年，发胸中逸气，这就构
成了金海绘画的个性”。
金海兄对斑斓痴情的

追索，远远超出了人们想
象。#,,. 年 ( 月 -, 日，
我帮他在三山会馆举办
《上海风情———王金海瓷
画作品展》，该展又是上
海市收藏协会 #, 周年系
列展之一。这个展览是金
海兄个人第二次画展，第
一次是 -$$% 年在朵云轩
举行。时隔十三年所不同

的是，他将画在纸上
的画画到了瓷上。听
他夫人说，这些作品
是一年前王金海在景
德镇赤膊战高温得到

的收获，他对我笑道，这是他又一次追
回的斑斓，那笑容真是可爱极了。可以
说，这是金海兄与斑斓同行向前的大展
示，他展出的 #,,余件瓷艺作品，紧紧
抓住上海风情这一题材，用浪漫主义手
法，让生硬的钢筋水泥建筑统统融入蓝
天、白云、清泉、山川、森林、鲜花
……也让人们读懂了什么叫斑斓。开幕
式上，他向本会“收藏不忘慈善”活动
捐赠了釉里红作品《六重唱》梅瓶，后
在中福古玩城义拍掉，奉献出一片爱
心。后来，金海兄又编了一本画册，又
是我写的序，全是他的瓷画作品，斑斓
得令人拍案叫绝。

匆匆忙忙，又是 -#年过去了。忽
然之间，传来金海兄逝世的消息。我不
敢相信，这么一个富有浪漫主义的人，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想起了他写的
“我要永远与斑斓同行向前”的诗句，
噢，他追索斑斓去了。

三次聆听王蒙先生讲座
崖丽娟

! ! ! !我来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一年
多来，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是三次聆
听王蒙先生讲座。
第一次听讲座是 #,-'年 "月 #,日

上午，王蒙先生受邀来到上海市文史研
究馆菊生堂，与叶永烈、熊月之、王小
鹰、沈祖炜、孙逊、
董芷林等 .位馆员
就“传统文化与现
代化”进行座谈，
宾主双方还就京沪
两地文化异同以及海派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等话题展开愉快交流。这次人数最少，
仅 -,人，我作为馆里的工作人员参加
讲座。大约由于人数少，大家彼此间比
较熟悉，交流过程气氛轻松自由，像漫
谈，也像交换各自看法。王蒙先生言语

温和，面带笑容，显示出
比较率真随和的一面。

第二次是 #,-' 年 "

月 #-日上午，王蒙先生
受邀参加国务院参事室在

长沙举办的“中华文化四海行”，和 (

位文化名家分别做“文化讲座”。王蒙
先生在讲授 《道通为一》
的讲座时旁征博引，贯穿
古今，从孔孟老庄哲学思
想中的高端理想世界大
同，性善论，一与多的统
一，中庸与君子、士、大
夫，尚化与与时俱进，摄
生养生等 .个方面做了深
入浅出的阐述，把中国传
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现代
文明和大众生活相融合，
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强
大生命力和永不褪色的时
代价值。讲座不但让听众
领略了国学精粹的独特艺
术魅力，更激发了人们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这次讲座听众人数最多，有
(,,多人。这次活动是官方组织的，很
多地方文史馆馆员和相关同志都参加，
可能由于人数多，场面大，王蒙先生一
直语调平静，中规中矩，显示出相当深
厚的学识和涵养，让人肃然起敬。

第 三 次 是
#,-& 年 -- 月 %,

日上午，王蒙先生
受邀来到中共上海
市委统战部，做

《说不完的/红楼梦0》专题讲座。这次
讲座人数约有 -,,多人。这次听众相对
层次较高，显然王蒙先生做了较为充分
的准备，从《红楼梦》书名引申到作者
身世传奇，从章节内容到后人的红学研
究，甚至从本体到方法，其思维活跃，
天马行空，让人意犹未尽，连提问互动
环节，王蒙先生都侃侃而谈，应对自
如，显示出相当的自信和洒脱。

先生以 &,高龄仍在孜孜不倦地传
播中华优秀文化，而我居然也圆了近距
离聆听王蒙先生讲座的梦，其缘分，其
情怀，其感动，亦应深深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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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与告别 王琪森

! ! ! !旅游，是人生的体
验，亦是生命的释放。旅
游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到
达与告别。此次到英国及
爱尔兰行旅，与不少文学
名著中的叙事场景和人物
原乡相遇，颇有一种穿越
感。记得当时青春年少，
捧读这些来自大不列颠的
经典，多么向往到那些故
事发生地去走走看看，如
今这些夙愿总算是在飞越
千山万水后实现了。
莎士比亚的故居坐落

在斯特拉福德的亨利街
上，这是一个繁花似锦、
雅致优美的小镇，清澈的
埃文河水倒映着中世纪的
老街古宅，风物依旧而岁
月不老。-".( 年 ( 月 #%

日，一代戏剧大师出生于
此，在故居的二楼，我看到
了他当年降生的那张不大

的木床，房
中那些简陋
的纺织品及
家庭用具，
伴随着他度

过了自己的童年，直至他
在《驯悍记》第四幕中，还
原了童年的记忆：“我要
把枕头、枕垫、被单、线
毯向满房乱丢。”

置身在故居花园中，
那些缤纷吐艳的花卉，当
年曾装饰了小莎士比亚的
童年星空，盎然的诗意滋
润着他的青葱梦幻。况且
小镇有着浓郁的人文情
怀，他 $岁时，当年英国
最有名望的莱斯特剧团来
此演出，尽管他也许看不

懂台上的风云际会、悲欢
离合，但观众热烈的欢
呼，使他感受到了戏剧的
魅力与神奇。在小镇的爱
德华六世文法学校，年幼
的他读拉丁文老是口齿不
清，但拉丁文的生动语

感，却承载了一位戏剧天
才的遐思，以致他在《温
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还别
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小孩
误读“嫖呀”的桥段，乃
至哈姆雷特在命运抉择的
煎熬中，脱口而出的竟是
“生存，还是毁灭？”也正
是这种千里之外的到来，
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莎翁
小镇的物华天宝与人杰地
灵。而随后的告别，亦让
我深深地理解了莎翁在
《亨利四世》中的一句话：
“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

一部历史。”
被称为英国最美私家

庄园的达西庄园，位于英
格兰德比郡美丽的坡地之
上，有着皇家宫殿般的豪
华气派。世袭的德文郡公
爵于 -""# 年在此建造，

其后最著名的英格兰式的
爱情经典 《傲慢与偏见》
的电影就在此拍摄。我们
徜徉在豪宅中富丽堂皇的
宴会厅、金碧辉煌的舞
厅、精美雕刻的收藏厅，
然后漫步在一望无际的草
坪及林木苍翠的曲径，恍
若进入世外桃源。随着一
阵清脆的马蹄声响，一辆
奔驰而来的马车上，乡绅
之女伊丽莎白小姐正赶来
参加公爵的假面舞会。
一个是由于如此的地

位和财富，才滋生傲慢；一

个是凭借着自尊与聪慧，
才涵养出偏见。置身于此，
才能真实地体验小说中人
物的“多情却被无情恼”。
只有在如此美丽典雅的庄
园中，才能演绎如此唯美
缠绵的爱情，有情人终成
眷属。落日时分，只见整
个庄园沐浴在一片玫瑰色
的晚霞中，似氤氲着“问世
间，情为何物，只教生死相
许”的温情。向达西与伊
丽莎白的告别，也意味着
向尘世间傲慢与偏见的告
别。因为懂得，所以放下。
因为宽容，所以和解。因
为惜缘，所以相守。
记得年少时父亲曾说

过：“人是天边之鸟，鸟
是当地之人。”人的一生，
实际也就是永远处于到达
与告别的境地。天涯行
旅，四海行脚，在到达与
告别的轮回中，让生命去
等候或是走向下一次的到
达与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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