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茁壮成长的绿叶工匠 顾 红

    2010年，我调入上海市机关
事务管理局人防工程管理中心，
从普通技师做起，从此和人防工
作结缘。普通老百姓或许对人防
工作比较陌生，事实上，人防并
没有远离时代，人防工程依然出
现在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中。

由于很多人防工事始建早，
设备、技术更新要求高，所以隔三
差五就会出现一些小情况。对此，
我坚持从最基础的一点一滴做
起，着手查询设计图纸、技术标
准、设备型号等，逐渐摸清基本性
能、操作流程，一切向好发展。

在历时近半年的配电系统
改造中，我通过严谨摸排、分析
数据，研究提出了优化建议，比
如重新设计工事中两路常用电
源配置，改进供电方式，年节约
电费 7万余元；我们自主设计的
防护密闭门开关装置，成本不到
千元，有效解决了传统木垫不能
支撑门重等问题，同时还有效避
免了安全隐患。

2017年，上海市总工会以我

名字命名的“顾红（技师）创新工
作室”落户人防工程管理中心。
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技术攻关
团队，有了更多机会进行头脑风
暴和“脑筋急转弯”，我的干劲更
加足了。工作中我常感到，专技
人员的专业理论和动手能力同

样重要，于是我提出，能不能结
合每年工程改造、技术革新、金
点子申报等重点任务，鼓励同志
们大胆想、放心干，一起参与难
题攻关。在各级领导关心下，我
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经
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工作室团
队通过“五点联动”，结合现代物
联网技术手段，牵头风、水、电等
各专业，构筑起了涵盖各工事设
备状态、门禁控制、CCTV、浸水
报警、消防监控等全方位立体的
远程管控平台，大大提升了工事
“在线”管理能级，“一屏观工事、

一网管工事”的建设管理目标正
在我们手中逐步实现。

为发扬老传统、做好“传帮
带”，我还和工作室成员一道，成
立了维修志愿服务队，不仅对本
单位的电动工具、食堂炊事设备
进行维修，还经常利用节假日，

走进居民区、贴近老百姓，积极
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学雷锋”便
民服务等志愿活动……在疫情
最吃紧的时候，我们积极响应社
区需求，利用技术专长，上门为
社区居民修理电视机、空调、冰
箱、豆浆机等家电，及时排除配
电箱故障，老百姓亲切地称呼我
们是“修理达人”。

在大家的精心呵护下，“顾
红（技师）创新工作室”得到了越
来越多人的熟悉与认可，茁壮成
长为市机管局“绿叶工匠”培育
点并获得了首批命名，逐渐成

为传承匠心、守护工事、服务群
众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我本人
也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
章、上海市技术能手、上海市机
关事务管理工作先进个人、上
海市市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成绩面前，我压力倍增，
我思考最多的是“人防工事数
量多、分布广、位置重要，我们
的建设是否符合群众期待？我
们的管理有哪些短板？我们的
技术应该如何创新？”

时代的呼声，群众的期盼，
是我们的职责所系、使命所在。
作为一名拥有26年党龄的共产
党员，我将继续为大家服务，认
真践行“精细、极致、专业、满
意”的绿叶工匠精神，在平凡的
岗位上坚守初心、增长本领，或
许这就是我的绿叶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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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同事，有一个
奇怪的爱好：收藏并研究
报纸上的讣告。

我这个同事，收藏了
半抽屉加黑框的剪报。当
然，因为老婆的害怕且责
骂，这堆东西被他
转移了好几次。早
些日子，他买了一
本书，叫《我在火
葬 场 工 作 这 5

年》，平时读过后，
要用一个大信封
装起来。我嘲笑
他，这种读书方
式，有点像在日本
消费黄色杂志，买
卖时都得用黑色
封套包裹严实。
不过，等我借了这本

书回家，读过之后扔在床
头，也顿感气场不吉。你想
啊，一进卧室就看到床上
放着一本书，封面大大一
行字：《我在火葬场工作这
5 年》。你还怎么睡得下
去？所以，我不读它时，也
是放在大信封里。
东亚文化在现代生活

中，对死亡话题向来忌讳。
近些年来，随着医疗科技
的发达，人均寿命的大幅
增长，对死亡话题的忌讳
越来越严重。按哲学家陈
嘉映的说法是：“当代人
‘不会死’了，如果把死亡
视为一种权利的话，这种
权利正处在一个不断被剥
夺的过程之中。”

我小时候在福建农
村，家家户户客厅里，都放
着一口为老人准备的棺
材，或者是等待制作的寿
材。我姥姥是山东人，她在
一群外孙面前，亲手缝制
自己的寿衣，并解释其中
用意。还有，当年即使在县

城街头，也能经常看到葬
仪。一群人沿路吹吹打打
向前，亲友举着用被单、毛
毯做成的挽幛，上书“驾鹤
西去”“音容宛在”之类。这
些场景，都相当于开放的

死亡教育课。
文明社会的死

亡，基本发生在医
院，葬礼设在程式
化的馆舍中。当代
人对死亡的概念，
往往更遥远或隔
膜，印象偏于电影
化戏剧化。即使是
中老年人，不断收
到永别的消息，也
只是觉得它迫近而
恐惧，不如早年那

么从容。
有个朋友的太太，前

些日子去世。她生前得了
癌症。医生说，那种癌细胞
极罕见，全世界的这类患
者也就百人左右，中国大
概也就六七个。动了手术
之后，医生迟迟拿不出下
一步的治疗方案。化疗是
不起作用的，没有药物可
以对付这种细胞。
只好回家。朋友太太

说，就当闭关修行吧。她在
家里跟女儿说，这个房子
就当是妈妈住过的房子
吧，我还要换个地方住而
已，将来你也是要换地方
的，也许我们还会见面。这
些话，对女儿也算是一个
死亡教育吧。
朋友说，太太在家里

的那两个月里，从来没听
到她的呻吟。太太说，也许
我小时候家境好，生活太
幸福了，从来没有吃过什
么苦，所以现在应该受点
苦。对现在的痛苦，我抱着
接纳的态度。日子将到之

前，她告诉丈夫：“我大概
还有三天时间。”到了第三
天的凌晨，她用微弱的声
音跟丈夫说，帮我翻一个
身。几分钟后，就辞世而去
了。
这位太太，真正实现

了古人所言“寿终正寝”的
原始意义。这是个例，在绝

大多数现实下，不可能参
照执行。但她在临终时，对
人生温柔以待，对死亡体
面接受的姿态，会长久地
让人怀念。

法国作家布朗肖说：
“每个人都会死，但每个人
又都活着，这同时也就意
味着每个人都是死者。”这
话说得绝对正确，但太让
人绝望。相较而言，我更喜
欢木心的说法：“为人之
道，第一念，就是明白：人
是要死的。生活是什么？生
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凭
这样一念，就产生了宗教、
哲学、文化、艺术。”
由此而言，生是丰盈

的，死也并不是那么虚无
的。
我年轻时曾很激进地

想过，将来一旦死亡，横尸
街头也没什么，躯壳而已
（似乎是唯物主义）。后来
生了大病，真到了要告别
的时候，就不觉得身后有
那么虚无了。还是希望被

人记住的。心里很矛盾，希
望妻女尽快有自己的生
活，但是又怕她们忘记
我。

如果每个怀有亲情的
人，想到死亡就有信心地
想到“我会被后代记住和
爱着，我没有真的离开”，
那么就既能享受现世生活
的温柔，对死亡和死法也不
会那么恐惧。事业做不到不
朽，但让后人多记挂你一段
时间，难度会小很多。

一句话，你现在做一
个好人，你未来就是一个
好祖先。这么想想，死亡是
否不那么虚无了？

我的章鱼老师
刘伟馨

    南非纪录片《我
的章鱼老师》，展示的
是海洋世界里人与章
鱼不可思议的关系，
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
感染力，由克雷格 ·福斯特回顾讲述，他
是一个导演和摄影师。这部电影用真实
的影像，告诉我们关于人类和自然、生命
和死亡。
克雷格出生在南非西开普，这个地

方位于非洲末端，被称为风暴角。他童年
的记忆全部由布满岩石的海岸、潮涨潮
落和海藻林组成；他大多数时光，
都是和海水、波涛、海藻相伴。成
年以后，远离家乡，在外工作、拍
摄电影，渐渐地，他陷入人生低
谷，累死累活地工作使他精疲力
竭、失眠，原有的人生目标支离破碎。他
回到故乡，重新回到海洋，潜入神奇的海
底世界，珍奇鱼类、迷雾森林，一切让他
焕发生机。
这部纪录片的奇妙之处在于，克雷

格在海里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浑身上
下被贝壳、海螺和石头包裹，突然章鱼从
中窜出，原来这是章鱼为了躲避其他猎
食者的攻击所做的自我防护。克雷格有
了一个想法：何不每天去章鱼居住的洞
穴观察，记录它的一举一动？
这是一部有趣的电影，章鱼看到克

雷格，起先有点害怕，它用一片海藻叶当
作斗篷，把自己围了起来，然后透过小缝
隙偷看他；章鱼会带上盾牌，慢慢靠近，
触摸、感受克雷格为拍摄而留下的照相
机；第 26天，章鱼的恐惧感消失了，它主
动迎向克雷格，没有把触手留在身后为
撤退做准备，它完全信任他了。
在第 52天时，由于克雷格不小心掉

落了相机镜头，吓坏了章鱼，它迅速逃
窜，甚至离开了洞穴，无影无踪。这种动
物花了数百万年时间，学会了无法被找
到的技能，克雷格将怎么办？电影玩起了
侦探片的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认章鱼和
海胆、鱼和蚯蚓的踪迹有什么不同；其
次，它们的捕食记号、卵的外壳有什么不
一样，最重要的是要像章鱼一样思考。克
雷格把所有线索归在一起，通过比对章
鱼猎杀动物（比如螃蟹）的痕迹，还有观

察海藻拂动的变化
（因为章鱼会在里面
穿行），他发现苦苦寻
找了一周的章鱼就在
附近。他们相聚的那

一刻，充满温馨，它游向他，用身体盖住
了他的手，他们互相对视，从海底一起黏
附着缓缓升向海面。
章鱼的智商相当于猫和狗，甚至比

得上低级灵长类动物，它有学习和记住
细节的能力。我们跟随克雷格的镜头，看
章鱼如何在夜间将触手用作奇怪的武

器，对周围的鱼群发起突然袭
击；捕龙虾，把自己当成一张网，
猛扑上去；它会把自己伪装成一
块石头……当它自己成为猎物
被追踪时，又会急中生智。纪录

片中一场鲨鱼和章鱼追逐战，堪称剧情
大片：当巨型鲨鱼靠近章鱼，章鱼把海藻
围在身上；逃脱后，又用贝壳、石块当防
身衣；最后索性跳到鲨鱼背上———最不
危险的地方……使得鲨鱼无计可施。
章鱼寿命很短，只有一年多一点时

间，克雷格见证了章鱼 80%的生命，和
它产生了感情。有一天，它不再对鱼群有
兴趣，直接游向他，抓住他，整个身体伏
在他的胸口，慢镜头中，水波轻荡，人鱼相
依，很感人的一幕。“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肢
体接触。”克雷格这样说，他意识到，他们
分离的日子就要到来。观察记录的第 324

天，天气恶劣、水流湍急，它和雄章鱼交配
产卵后，不再从洞穴中出来，不再进食，不
再捕猎，它把自己献给了卵，照顾它们。它
根据卵的孵化时间，精确地估算自己的死
亡时间。这是令人心碎的一幕：它被冲出
洞穴，奄奄一息，许多鱼、食腐动物竞相以
它为食，第二天，一条大鲨鱼把它的尸体
带走，带到迷雾森林中去了。
随着克雷格的镜头和讲述，我们感

受到他的不舍、悲伤和难过。但他的记
录，不仅让他，还让我们，把章鱼当成了
老师：“它让我意识到，野外世界是多么
珍贵，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要，但又很脆
弱。我爱上了它，也爱上了它所代表的不
可思议的野生世界，这也给我带来变化，
它教会了我：你是这地方的成员，而不是
访客。”

也谈《浮生六记》后两记
卢润祥

    《浮生六记》有后人增补的“中山记
历”与”养生记道”两记，郑逸梅先生曾有
专文论及，说有吴郡人王均卿甚喜《浮生
六记》，但以缺两记为憾，曾请自己代补。
郑自感“笔墨拙钝”而未允。想不到王氏
逝世后，世界书局却印出了足本，究为何
人手笔"就成为一个谜了! ”为此，学人也
曾查考不少资料，笔者有记录，知《中山
记历》部分抄袭自李鼎元的《使琉球记》，
但作伪者弄错了沈复曾随人出使年代不
是嘉庆五年而是十三年，叙述的时间与
前四记所述内容抵牾而露出破绽；而《养

生记道》有多处抄自
曾国藩的《求阙斋类
抄》卷下“顾养”及张
英《聪训斋语》等，足
见非沈之手笔。一次，

造访金性尧先生，他也说这两记确是后
人造假之作，例如“养生记道”说：“同是
一人，同处一地，甲却能战胜劣境，乙反
为劣境所征服。能战胜劣境之人较为快
乐，似不必歆羡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
命”。先生说：这正是民国时文风，而清人
不可能有这种文字。细读其文，确发现与
前面文气不够贯通，文字确是不及前四
记飘逸洒脱（郑先生说《浮生六记》最大
特点是文字上的飘逸潇洒）。陈毓罴先生
写有《〈浮生六记〉足本考辨》一文，曾刊
登在《文学遗产》增刊 15辑，可参读。

悠悠
紫 薰

    悠悠走过晨风，停留在湖
水中央。她的身姿柔和，她的目
光晶莹。她迎接早起的霞光，送
走拜访的白鹭。她告别黑夜的
冗长，问候离岸的初航。
她从青色的田埂出发，在一片金黄的菜花中采撷

希望。一点点接过阳光的雨露，重整生命的单薄，从轻
盈到丰盛，从狭长到宽阔。清澈是她骄傲的开始，她结
伴最纯的泥土，最绿的新叶，还有娇艳的繁花。她每走
一步，踏出一个新鲜。潺潺的响声渗入大地的印记，在
荒芜的掌纹，在深邃的沟壑。那时候风很轻，云很淡，天
很蓝。她的眼角带着初生的喜悦，跟着春天一起生长。
她在桃林里捡拾第一片跌落的粉红，径自流连在灿若
烟霞的花海。她俯身倾听大地的心语，懂得果实的到来
是它最深的期盼。
为了这个梦想她离开了眷恋的桃林。外面的世界

很大，每一片风光铺展崭新的好奇。白墙乌檐的长街回
廊，沿河而建的青石砖屋，漾动的桨橹泛起洁白的水
花。丰富的情节跟随岸边的榆树一起飘香。嬉戏的孩
童，微笑招呼的乡邻，自行车上节日的采买，飞跃牌电
视机里响亮的播放，一声高过一声，天然的绿荫撑开夏
日盛情的黄昏。悠悠在停留，倚住浮萍的臂弯，她试图
记住一些名字，证明她的到来。可是，流水走得太快，春
天过去了，夏天很长，秋天又急不可待。
她听见打桩机震耳的声音，金属撞击激起的尘土

纷纷扬扬，那些细微的颗粒落进她的眼里，有一点点
疼，急速的灼伤，在晚风的吹拂中平复消失。香樟的守
护成了她最好的慰藉。远离了榆花的清香，高大的香樟
连起葳蕤的新堤。婆娑的绿影，樱花的点缀，更添植物
的霓虹。恢宏的花岗石，排布出城市最新的图景。
悠悠在水中赞叹，她只要轻轻抬头，就可以看到美

丽的画卷。灯火辉煌的临江夜集，仿佛千年前的《清明
上河图》随波再现；宁静淡然的月夜，高耸的楼宇透出
华丽的呼吸；沿岸漫步的人群，借着星光与花影融合在
一起。偶尔，会来一场雨，悬一幅珠帘在天地之间，重温
江南的烟雨，烟雨的江南。

悠悠在雨水中再度生
长，她的道路越走越长，她的
目标越来越远。她在繁华中
回归清澈，在清澈中回归自
然，她想到达每一个新兴之
地，用真情和厚意滋润即将
启程的梦想。她应水而生，又
为水钟情。

责编：徐婉青

    明日请
看《新一代上
展人的青春
之歌》。

（中国画） 江 宏舍南舍北皆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