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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进太阳里的人
许寒池

    朋友圈里忽然传来某同学
牺牲了的噩耗，顿时一石惊起
千层浪。众人起初都不相信，认
为这只是个恶作剧。有跟他私
交好的同学自告奋勇去联系他
家人确认。到这里，大家等待着的大
概是一个本人上线辟谣，众人再开
几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的结局。可谁
也没想到几个小时后，这个消息却
被他的家人证实了。

看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一
人走在下班的路上，当下就停住匆
匆忙忙的脚步，在影影绰绰的上海
夜色里，脑海里浮现出那个 18岁
大男孩子背对着阳光，憨厚微笑的
面庞在毕业季的时空里闪闪
发光的样子。

他说，你也在我的同学
录上留个寄语吧；他说，我要
去报考空军了；他说，以后大
家肯定能有相聚的时候的。当然后
来的后来，我们没能如曾经所说的
那样再聚一次，我这才陡然发现原
来曾经年少的我们已经走到了聚
散离别的人生路口了。

之后，从其他同学的嘴里零零
碎碎地拼凑出了他的人生轨迹。原
来他真的考上了梦寐以求的空军
部队，辗转经年，成了一位出色的
飞行教练。原来他已经有了自己的
幸福家庭，娇妻幼女，是那样的美
满如意。

他牺牲的原因，只知道是因
公殉职。直到他的丧礼后，我才从
当地的媒体上得知大概情况。当
时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的他遭遇了
飞机故障，可他依旧尽可能将飞
机开进了远离小区的大河里，最
终英勇殉职。

看到这里，我掩面沉思，这多
像在听一个其他人的故事啊。可如
今，在那寥寥几句的故事里，却是

一个活生生的曾经来过我
生命的人。他不仅是新闻里
那个可歌可泣的某某某，他
还是父母骄傲的孩子，是妻
子珍爱的丈夫，是女儿依赖

的父亲。可现在，他走了。
这个人，是那么念旧，多少年

后，那个写满同学寄语的同学录依
旧保存在他老家的柜子里。那时候
的他就已经有了要去当空军飞行
员的志向，而我却以为他不过是玩
笑而已。在留言簿上还曾年少无知
地写过，希望他有个浪漫空中婚
姻，还开玩笑地告诫他在飞机上时
刻认真谨慎，因为有时候英雄就是
这样产生的。

呵，英雄啊！现在才知道这个

称号的后面有着多少的眼泪。
他的姐姐在整理他的遗物时
看见了我这年少无知的言语，
却是痛不欲生。我真为十几岁
的自己感到羞惭，如果时光可

以倒流，我会在留言簿上对他说：
喂，老同学，知道吗？你的梦想终究
会实现，你会成为我们所有人里唯
一驾梦而行的人，你终究成为了你
想要成为的那种人。我希望你的未
来比蓝天白云还要辽阔，我希望你
的人生可以享尽人间的幸福，我希
望你只是这个红尘俗世里的凡夫
俗子。

可是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
如果。

也好，从此以后，你就是天空
里永不老去的神灵了，而这个滚滚
红尘就留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来庸
庸碌碌吧。

总觉得英雄这个词语太大太
沉，离我们这些普通人太远太高。
可如今，却也知道了，原来那些成
为英雄的人本来也只是你我身边
的一个普通人。胸腔里的千言万语
却没一句能宣之于口，若能，想当
面问一句值得吗？可我永远不会得
到你的答案。

但我知道，其实他并没有选择
成为一个英雄，他只是在那个瞬
间，选择了，去尽职责。

仅此而已吗？仅此而已啊。

如
何
让
“大
世
界
”大
起
来

邱
忠
毅

    大世界在迎来 100岁的时刻，终于
又向世人打开了久闭的大门。一大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进驻大世界，成为回归以
来的“当红”主角。然而，我们却并没有看
到昔日大世界“排队限流”的火爆。我想，
一是因为时代审美与需求发展了，二是因
为大世界赖以成名的灵魂缺失了。

大世界曾是上海市民喜闻乐
见的公益性休憩娱乐场所，定位
就是面向人民大众。目前主打的
非遗项目，作为民间艺术，其实只
是大众文化中的一个方面，而更
主流的，则还应该是为人民大众
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民族和地
方戏曲。大世界曾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戏曲大超市”，我建议：重拾
“看家本领”，让戏曲这个灵魂尽
快回归。

黄浦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
基因。不妨以此为灵魂，讲好故
事。可以融合市戏曲家协会和各
专业院团，在市级文化发展基金
中予以立项支持，组织作家、编
剧、艺术家，根据曾经诞生、亮相
在黄浦的红色经典，深入挖掘背
后众多革命者故事和历史篇章，
原创各类短小精悍的戏曲作品，
进而打造大世界经典版、驻场版
“红色戏曲”原创品牌，带动各类
戏曲“重返”大世界。

我们江南又有丰富的戏曲资源。利
用好这一点，让民间戏曲团体都来“登陆
发布”，打通“戏曲大超市”的“供货渠
道”，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比如，与市文
旅局和江南地区各文联、非遗部门联动，
依托文商旅联盟平台，举办定制型、创新
型、主题型“长三角戏曲故事会”活动，结
合长三角各地的文化、旅游推广举措，形
成来自江南地区源源不断的地方戏曲精
品展演项目，让江南文化在大世界这个
舞台上，活色生香起来。

有作品，更需要有人来参与。大世界
有着商旅文资源集中的优势，我们可以
想法推动各类戏曲消费群体“自助式”联
动，吸引广大热爱戏曲的市民都来加入
这个文化盛宴。不妨联合市文旅局和市、
区各级群艺馆、文化中心，将大世界戏曲
舞台纳入上海市公共文化配送定点项

目，联合周边区域商业单位，资助
建立“戏曲路演基金”，与公共文
化配送项目对接，吸引、组织各类
民间自发的戏曲爱好者团队进入
大世界展演，完善公益性演出、营
业性演出低价票及学生优惠票
等，引领观剧新群体稳步形成。
人才是落实的关键。设想一

下：如果能统筹上海市各级专业
和业余院团，联合成立一个“艺术
学校”，鼓励到大世界举办特色实
验演出活动，院团人才和新作到
大世界各类舞台进行“首演”“首
展”“首秀”，或许可以收到一举两
得的效果。艺术学校可以联合举
办集中的公益演出、公益讲座、公
益培训等戏曲艺术普及教育活
动；还可以与国内外知名剧场管
理团队加强交流合作，学习借鉴
成熟做法和先进经验。
今天互联网极度发达，我们

当然也要利用好这个条件，激活
大世界这个品牌和影响力，让戏

曲联手融媒体，实现全域化推广营销格
局。比如，融入“黄浦文化云”等政府公益
性宣传平台，把演出信息，组合成个性化
套餐及“打卡”信息，集成功能，围绕重要
节点、重大活动、重点演出，开展集中宣
传和信息发布。依托互联网技术与市场
化手段，建立线上线下
同步的中心票房。等等。

让戏曲重返大世
界，也许，大世界可以再
次、真正“大”起来。

比心在春天里
花 晖

    “为师出
镜勉强还行吗
（汗）（汗）？”
“PPT 和声音
都很清晰，老

师的发型和侧颜好像晓松哦（比心）（比心）！”助教小静
是位山东姑娘，正直善良，我忐忑的心才渐渐放下。
这个鼠年开局并不寻常，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大

块时间看书写作，发型方面、更希望才识方面，向晓松
老师慢慢趋近。但呆在家里久了，心情难免像喵星人，
情绪变得难以捉摸、起伏跌宕：时而为那些冰冷而痛心
的数字泪目；时而为出征的医学院同仁们担忧，在朋友
圈给他们点赞，盼他们凯旋；时而又为四面八方的驰援
与鼓励而感动；而看到优秀的同学们亦勇敢站在了疫
情防控的最前线，我更是倍感骄傲！
退役归来的李同学，放下保家卫国的枪，又投身阻

击新冠的全民战役，每日与“洛万乡”村支“两委”的干
部一起走家串户、测温登记。像所有在疫区奋战的共和
国军人那样，他抱着坚定的信念：“听到张文宏医生号
召党员先上，我深受触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积
极发挥模范作用。参加防控工作让我体会到一线人员
的艰辛，但我相信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我们定能打赢这
场仗！”同是学生党员的马同学，加入了“中水寨村大学
生防疫防控临时党支部”，将疫情防控知识与行为规范
录制成广播音频，较之那些“硬核”的村头大喇叭，这样
的防疫宣传应该更为感性动人吧。
同学们在特殊时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肩负

着青年一代的责任。而我自己呢？什么也做不了，趴在
家里成只喵，这怎能不叫我沮丧万分！所幸张医生又说
了：“在家里不是隔离，是在战斗！闷两个星期，把病毒
‘闷’死！”新民晚报还为此特意画了“华山张爸”竖起两
只手指头的卡通像，被我制成表情包，四处发散。好吧，
那就听张爸的话，做只趴窝的战斗喵罢。
转机出现在二月中，“停课不停教”的号角全面吹

响，开辟了我们教育工作者抗击疫情的新战场。与同仁
们一起修订教学计划、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我们要在
闷死病毒的同时，把网课上活。虽然面对各种复杂的新
软件，我们底气不足；在黑洞洞的镜头前主播般自言自
语，我们还有点不太自在；但网络化与共享化是一股不
可阻挡的数字教育趋势，也是我们最具威力的武器，我
们热血沸腾、开始全面反击！学校马不停蹄地组织了一
轮又一轮的线上教学培训，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网课授
教模块，甚至贴心地在录制软件中内嵌了美颜功能（比
心）。好几位大洋彼岸的同学都给我发来消息，夸我的
新发型（汗）、请我好好待在家里，最后都少不了用磕磕
巴巴的中文语音大吼一通：“老师我想你，中国加油！”
是的，好久未见，为师对你们也甚是挂牵，还有一首诗，
叫做“比心在春天里”，想念给所有的你们听：
很快地，在春天里，

我们将重聚。

痛快地去三餐旁理个发，在思源湖畔绕个圈，

久违的闵大荒， 哪有
往日的嫌弃？

同学们， 当我们度过
这段晓松时光，

必须想起，

为岁月静好而负重前
行的人们！

感恩比心，永远铭记。

关于终点
尚玲芳

    幼儿园之前，我给女儿买过许多绘本书，
其中《象老爹》这本书让她最伤心。
那时候，她用胖胖的小手指着象老爹抽

噎着说：“妈妈，象老爹好可怜，我不要他去天
堂，老鼠妹妹你不要修好梯子。”我抱着她、抚
摸她小小的脊背，柔声道：“每个人都要经历
从出生到去天堂的过程，以后妈妈也会去天
堂的，到时候宝宝也像老鼠妹妹一样安安静

静地目送妈妈，行吗？”她眼泪喷涌般流出来，大喊
着：“妈妈，我不要你走，你不能走。”我说了一箩筐的
好话，才哄得她破涕为笑。

姥爷过世的时候她才刚满三周岁。虽然三岁前
都是在姥爷家长大的，
但她对周围的一片黑白
和悲伤一无所知。我只
是告诉她那个会为她变
糖果的姥爷去了天堂，
我再也没有爸爸了。于是她也“哇哇”地陪着我哭，还
不时地替我擦眼泪。

后来带她看了《寻梦环游记》的电影，她居然忘
记了骷髅的可怕，被情节牵引着、感动地不断啜泣。
其中有句台词更是瞬间让人泪目：“真正的死亡是世
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在爱的记忆消失以前，请
记住我。”从电影院出来，她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
刻：“妈妈，我会一直记着姥爷的，这样他就永远都不
会消失。”我既欣喜又感动地抱住了她。那年她 6岁。

现在她上三年级，年前爷爷过世，我带着她回家
奔丧。孩子经过初时的无措后，也开始学着大人的样
子哭丧、守灵（老家的规矩）。我怕她会害怕，还不住
地开导她：“这是你的爷爷，他去天堂了，这样就再也
不用受疾病的折磨了。”她抬起挂着泪水的脸说：“我
知道的，像姥爷一样，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我会
一直记得他们。”这次的丧葬礼节她也做得很好。

过年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翻出了《象老爹》这本
书，于是逗她说：“小时候你可是一看就哭个不停
呢。”她接过来看了一遍，很淡定地说：“我现在也会
有点伤心啊，象老爹不能陪伴老鼠妹妹还是挺遗憾
的。”不过，她停了一下又说：“妈妈，我知道姥爷和爷
爷都过世了，而不是去了什么天堂，他们走了你和爸
爸都很伤心吧？”我点点头：“但是生活还在继续，我
和爸爸还要努力过下去啊。”我犹豫了一下问她：“以
后爸爸和妈妈走了，你会怎么样？”她想了一下说：
“肯定会大哭一场的，但是也会永远想着你们，
并且好好生活的。”

诚然，生命的逝去我们当然有权利悲伤，
但是如何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才是我们要
学习的啊。女儿啊，你比我小时候强，自小就
接受了生命终点的教育，相信你将来能更坦
然地面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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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年代，能吃饱饭
就算不错。可修地球 2年
后，在滴滴答答的馋嘴因
子的驱使下，痴迷馄饨的
我满脑子想变奢事为现
实，改善改善生活。
置身黔岭山区，看似

简单的包馄饨，却有着无
法想象的难点。一
整天的工分才 5分
钱，这钱是用来分
口粮的，秋收后才
兑现，哪有余钱买
猪肉？脑筋急转弯，
没猪肉，可否想方
设法找替代品呢？
冥思苦想良久，想
到生产队稻田里，
肥嘟嘟的贵州鳝鱼
四处可见。下乡第
一天，跟随队长挽
起裤脚管，扑通扑
通下水田插秧。我
手拿一把秧苗，刚蹚水走
到指定地点，还未弯下腰
开插，突然感觉到被脚蹚
混的水田里有东西在慢慢
挪动。睁大眼睛仔细查看，
吓了一大跳，一条水蛇样
的动物就在脚边游动，条
件反射般地向后挪动。弯
腰定睛细看，原来是当地
人从不吃的鳝鱼。最肥的
足足有 2厘米粗、半米长，
堪称“鳝鱼王”。天赐田鲜，
取之不尽，为何不要？

素鲜则是遍地都有。
队里满山坡的野荠菜从未

有人问津。只要花点时间，
肩背竹篓，手拿弯刀，在山
坡背阴地细细寻找，一袋
烟工夫就可挑个 2、3 斤。
但最终问题的焦点在于，
这野生的荤素两鲜搭配，
理论上似乎可行，可究竟
味道如何？

第三个难点更
难不倒我们。黔岭
山村没有馄饨皮，
但队里每年年底前
分口粮，知青干活
卖力，分得的稻谷
就多。30多斤谷子
来回 30 多里路背
到公社，大概可兑
换 20来斤面粉。
三个难点纷纷

有解，包馄饨就成
了知青户的节日。
我们特选不出工的
雨天，半夜过后身

披蓑衣，手拿电筒去抓鳝
鱼。原先钻进稻田泥穴中
的鳝鱼一见亮光，慢悠悠
钻出洞穴。半个小时后，捞
得四五条大鳝鱼凯旋。回
家连夜宰杀，剁碎，拌和已
洗净、切碎的野荠菜。拌馅
时筷子须朝着一个方向慢
慢拌，不停边搅拌，边往鱼
肉馅中加水。等到鱼肉馅
搅拌均匀，再加入适量的
食盐与土烧酒。
馅加工完毕，手擀馄

饨皮也是一个细活。将面
粉放入洗干净的脸盆中，

加水和面，再揉成面团。醒
面 20分钟后擀皮。刚擀好
的皮包起来特别利索，仅
一个来小时，80多个胖鼓
鼓的馄饨就包好了。当第
一锅鳝鱼野荠菜馄饨煮
沸，一一浮上水面时，我顾
不得烫嘴，第一个抢先品
尝。身旁的知青们凝神屏
息看我的脸部表情。我故
意卖关子，闭着眼睛，半晌
没有任何表示。伙计们急
了，催着问我滋味究竟如
何？我这才咂着嘴巴用上
海闲话说道，鲜得来眉毛
都要落忒勒（掉了），打我
嘴巴也不肯放呀。这下可
好，才一眨眼，20来个煮
熟的馄饨就不见踪影。

自此以后，“荠鳝馄
饨”就成了李家坝朝阳生
产队的一绝。回城 10多年
后重返第二故乡，老乡招
待我们的第一餐就是这种
特殊馄饨。可惜野鳝鱼、野
荠菜早已绝迹，人工饲养、
人工种植已成主角，鲜味
自然打折。不过，又有什么
鲜得过记忆里的“鲜”呢？

山寺桃花 方忠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