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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我
英
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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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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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宇哥认识非常偶
然。有一次在手机上看到
有直播的英语教学课，也
就点进去看看。如今各种
英语教学盛行，但我都没

有兴趣，因为无非教你去应付五花八门
的考试，而我没有这种需求。对我来说，
学英语是件益智醒脑的事，能读
读原著，看看电影，听听歌曲，去
国外逛马路时不要走丢，也不要
因跟别人搭不上一句话而尴尬。

我听到宇哥说的第一句话就
怦然心动。宇哥说语言是用来交
流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让每一位学员听完我的第一堂课
后就能自信地开口说话。这可太
好了，说起来，我学了很多年英
语了，可迄今都难以与他人交
流，听不懂，不会说，也不敢说。
宇哥不走寻常路，教的是他自创
的“极简英语”。在他看来，当初
移民到大不列颠地区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以出海捕鱼为生，不能
像农耕文明区域的农人那般，可以坐
在田边树荫下悠闲地聊天，他们驾船
在海上，不得不以喊话来交流，因此讲
话必是简短，而且最重要的词必是放
在最前面，读音也最重，既顺嘴又省
力。这样来讲语法和发音便很能理解
了。我是从事文艺创作的，比较擅长形
象思维，而宇哥教英语恰恰注重形象
思维，比如说，他把近一万个英语词汇
统统配上了图片，让你“看图识字”；又
比如，他教“下起倾盆大雨”时，告诉你
别对“倾盆”两字心生畏
惧，不就是“猫啊狗啊”，
你想想看，那雨大得就像
从天上掉下来许多猫和
狗，还不“倾盆”吗。宇哥
的教学特别对我的胃口，
正所谓找对了老师。

其实宇哥是个帅气
的年轻人，讲课很幽默，
还很亲切，大家让他唱歌
他就唱上几首。他是老
师，还有英文名，只是大
家都喜欢叫他宇哥，于是
我也跟着叫了，尽管比他
大了几轮。跟随宇哥学英
语有个好处，他一点都不
小气，不时地会叫来他的
哥们姐们“助攻”，讲单词
叫来了刘哥，讲语法叫来
了耿哥，讲听说叫来了高
姐，一个个都有独门秘
籍，这课也就上得很丰

富。我有不少英语专业的朋友，但我没
法跟他们学英语，因为他们太专业了，
语法严谨，词汇海量，发音纯正，日常对
话几乎如同典雅的书面语。宇哥则不
同，他是学土木工程的，派驻国外工作
后，自然而然地成了“翻译”，因而他的
英语接地气，口语就是口语，生活气息

浓郁。我之所以跟宇哥学英语，
最为关键的还是他的视野开阔，
富有人文精神。他定期会请各个
领域的人来说说自己的生活和见
识，而他们都跟宇哥学过英语。我
听过曾驾驶巨轮环球航海的轮机
长赵文利说他的历险故事，听过
优秀的唱作人幺儿说她为了音乐
理想在各地漂泊、闯荡的感人经
历，都很励志，让人获益匪浅。

有一次，宇哥问我，为什么要
跟他学英语，我说我觉得很快乐、
很充实，就像我学习游泳和吉他
一样。宇哥听后说，那你是将学习
当作了一种生活方式。知我者，宇
哥也。我的确就是这样的，学习于

我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使我得以
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对知识的渴求，对
理想的践行，对自我的提升。一个人如果
对学习失去了兴趣，那么也就意味着对
生活、对自己的放弃，得过且过，人生大
概也就走到头了。我向来崇敬一生都在
不断学习的人，这样的人知道自身的局
限，从而有可能通过学习而获得人生的
圆满，所以，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是大智
慧、大快乐，我未必能够达到，但我心向
往之。高途远大，学习永无止境。

《聊斋》读感（六首）
肖复兴

翩翩
评妖论鬼说神仙，叹古哀今读柳泉。

蕉叶羞成遮丑布，雪云愧作暖心棉。

翻将洞口花落雨，弹向人间魂断弦。

美女从来出狐魅，秋坟谁再唱翩翩。

小谢
陶郎大话鬼何为，二鬼齐来戏试窥。

美色娇姿情掷处，命符诗赋欲倾谁。

习书难掩衣粘墨，执爨终能鬼胜棋。

小谢秋容费心力，还魂犹作世间奇。

黄英
杏花落雨读黄英，别有马郎分笑声。

东食夜来向西宿，菊枯酒尽换人生。

粗衣临水看犹湿，贪嘴沾腥吃欲惊。

醉傍醉陶醉何处，富婆永远最年轻。

葛巾
仙梯三转度红墙，一别枕衾生异香。

掘地情从银外意，挺身敢对寇中枪。

牡丹两本费猜忌，世事百年多感伤。

到底花妖无限恨，徒留玉版葛巾长。

王者
先收美发后收银，震虎敲山动锦鳞。

红线女魂警贪虐，皂衣鬼魅斥沉沦。

剩存神话照妖镜，留取文章课世人。

王者归来何处立，秋坟吟处草如茵。

王六郎
独酌且渔鱼满网，只因酒亦酹河殇。

并非醉鬼幽情少，别有仁心善意长。

踏遍浪涛知跌宕，洞穿世味感炎凉。

水神狐魅人间事，冷暖还看王六郎。

《陈
情
表
》背
后
的
隐
情

王

涵

    西晋有两位大文学家：陆机和李密。
陆机作《平复帖》，是书帖之祖，宋徽宗、
乾隆帝留下跋注。张伯驹倾家产购下此
帖，献给国家，现存故宫博物馆。另一位
是李密，晋武帝下诏要他担任郎中。李密
作《陈情表》辞不就职。这篇文章写得极
有文采和感情。文中的“茕茕孑立，形影
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
朝不虑夕”等名句，流传一千七百多年。
后人评价说，“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
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

公元 266年 1月，晋武帝新立，时年
三十，在用人方面，司马炎强调不计旧
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如
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权任职的人，包
括著名学者谯周和诸葛亮的孙子诸葛
京。晋武帝听说李密是有名的孝廉，下诏
请他来朝廷辅佐太子。在当时，这是有人
求之不得的好事，李密却辞不就职，写了《陈情表》。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
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
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
表作之一。

那么，李密辞不就职，除文章中叙述不能离开患重
病的祖母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隐情呢？

有的。不过表内没有明说。我想补说几句。
辞不就职深层次的原因，是李密看出了晋朝成立

后将帅之间的内斗，不上前线的主帅贾充要求腰斩平
吴主将张华，朝廷内文武百官勾心斗角，司马炎之心，
比司马昭更为毒辣，不过许多路人不知。

李密的政治头脑很清醒。他已看到了晋朝的严重
腐败局面。《晋书 ·武帝纪》曰：他当上皇帝后，“怠于政
术，耽与游宴”，生活极端腐化。孙浩投降，东吴五千后
宫粉黛尽归洛阳。后宫女达万人之多。晚上，司马炎不
知宿在哪里为好。他乘坐羊车，由羊任意而行，羊车停
在哪里，就宿在哪里。一些希望得到宠幸的宫人，在门
前放上羊喜欢吃的竹叶，诱使羊车停在门前。上行而
下效，臣下更加胡作非为。司马炎的舅父王恺同石崇
斗富，王恺摆出司马炎赐给的两尺高的珊瑚，石崇当
场把它打碎，拿出六七个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选。
石崇请客用美女劝酒，客人不饮，石崇当场就把美女
杀死。司马炎的女婿王济还用铜钱堆成短墙，用人乳
喂猪。李密的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能跳进这个坑，和
这帮人同流合污。

加之李密乃是蜀汉旧臣，对汉主刘禅有怀旧思想，
对于晋灭蜀汉有点不服气。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表”内
貌似谦卑的言辞中看出：“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
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
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一个“亡国贱俘”，

我还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有所希冀”呢？
因此，对于晋武帝的“过蒙拔擢”，李密
心里很不落实，还要看一看。照顾祖母，
不过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
其实，这个辞不就职的借口，《陈情

表》并不是头一回使用。早在魏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
敬慕他的才能，请他担任主簿，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
李密就以奉养年迈祖母为由，谢绝了邓艾的聘请。
李密心里明白，司马炎这个新上台的君王，骄横跋

扈，到他身边工作，安知祸福？所以李密的“辞不就职”，
不是不想做官，而是认为此时不宜做官。当然，李密也
不敢得罪司马炎，在表内留有余地：“臣密今年四十有
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
之日短也。”来日方长，陛下不要认为我不识抬举哦！

晋武帝看《陈情表》后，被打动了。《晋书 ·李密传》
曰：“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 ’”武帝特赏
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费
用。在李密写完《陈情表》一年后，刘氏魂归道山。李密
在家守孝两年，履行了自己的承诺。但是，事隔三年，
晋朝天下已定，启用李密已失去了笼络人心的意义。
晋武帝让他出任温县县令等小官。他在勉县倡建武侯
祠。某天酒后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
不如归田。”这几句牢骚话传到晋武帝耳里，李密被立
即免官回乡。其实，之前李密曾与人书曰：“庆父不死，
鲁难未已。”这两句话若被举报上去，李密的人头恐怕
要早日落地，活不到 63岁了。

凤仙花
玉玲珑

    闲着在家，想起
妈妈给我包的凤仙花
了。昨天下雨，妈妈到
后院采的，后院有好
几棵，就在樱花树下，
不知是谁撒下的种子，每年夏天都开鲜艳的花。凤仙
花生性泼辣，只要有块地方，不拘是树荫下还是墙角
处，都能够生长开花。

采回来的凤仙花花瓣被雨淋得娇艳欲滴，摊在窗
台上晾，就像春日里的桃花瓣。晾干了，用纸包了，嘱我
包趾甲用，我的脚趾甲有几个长了灰指甲，民间有用凤
仙花治灰指甲这样的一个偏方。打开纸包，纸包上嫣红
点点，胭脂一般，那是被凤仙花的汁液晕染上去的。

想起小时候包红指甲的事情了，凤仙花开的时候
正是夏季，女孩们换上漂亮的裙子，穿上塑料凉鞋，露
出了脚趾头，就到了包红指甲的时候了。凤仙花在我们
这儿又称之为小刀红，它的花瓣有着一种丝绒般的质
感，很丰润，一掐就有鲜红的汁液渗出来。用来包红指
甲鲜艳不掉色，比起现在的指甲油好用多了，指甲油
有一股子刺鼻的化学味道，而凤仙花有的只有花的清

香。《红楼梦》里宝玉做胭
脂用到的原料，除了桃花
玫瑰，还有就是凤仙花。

我们小孩儿起初都
是看着姐姐们包，有一位
姐姐，新包了红指甲，夏
日里到水池边去淘洗衣
裳，一双修长的如葱管般
的手泡在白色肥皂泡里，
染了凤仙花的指甲露出
嫣红的一点，就如雪中红
梅，美丽极了。后来我读
《红楼梦》，读到胡庸医给
晴雯看病，见“晴雯这只
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三
寸长，尚有金凤花染的通
红的痕迹，”就想到了这
位姐姐，这个金凤花就是
凤仙花。后来晴雯临死前
将染着凤仙花的指甲齐
根铰下留给宝玉，我不觉
大哭，止不住眼泪。

看着姐姐们的红指甲
那么美，小孩子们就又哭
又闹的，央求大人也要包。
把小手小脚丫子洗得白白
净净的，刚采来的凤仙花
瓣，娇艳欲滴，呈大红色，
将它放入石臼，用石臼捣
出汁液，加入白矾固色，然
后到园子里采一些眉豆叶

来包。眉豆叶清新碧绿宽
大，最适合用来包指甲，现
在眉豆叶不好找了，只有
用塑料薄膜代替了。眉豆，
这名字很有诗意，大概是
它的豆荚弯曲似一道眉，
故名眉豆。
把淬好的凤仙花敷在

指甲上，用眉豆叶裹了，用
线一扎，睡上一觉，第二天
一早去掉眉豆叶，手上脚

上已经绽开了朵朵桃花，
漂亮极了。

长大后就很少包红
指甲了，满大街的美甲
店，谁还会用古法染指
甲？偶然在路边看到开放
的凤仙花，就觉得很亲
切，不觉就想到了那位姐
姐。我现在还记得她染过
凤仙花的十指春葱泡在
清凌凌的水中，带给我的
美好回忆。时至今天，她
叫什么名字，穿的什么衣
服，长的什么样我都不记
得了，只记得她那纤纤玉
指和凤仙花染的指甲。

绣球握雪 （中国画） 沈嘉禄

办学要讲点基础美学
陈 思

    “像一座废弃的城堡，草比人
高，四处是霉斑。”这是王超 2015

年到学校的印象。两个月内，在这
里建成明珠临港小学。这是王超
的任务。

他很少提困难，更多是说做
了什么：白天，当“包工头”。与工
程队沟通，安排硬件设施、装修设
计和文化布置。晚上，当“教导主
任”和“备课组长”，安排课程设置
和教师招聘。“瘦了 21斤。”是他
对于建校 45天唯一的注脚。跟他
从明珠小学来的老师说：“校长再
也没胖回去。”

校长来了，学校有了教
学楼、操场、学生和老师，还
有两句话。进校门，石碑刻有
“和智慧一起幸福成长”，承
自明珠小学的“智慧教学”。进教
学楼，门廊上方写有“爱和梦想陪
伴我们一起前行”，这是明珠临港
小学的办学核心。为了实现“爱”
与“智慧”，学校又多了五只松鼠。
吉祥物“慧点优乐多”，代表智慧
学习、勇敢创造、友善合作、健康运
动、才能艺术五种课程。它们以红
绿黄蓝色为基础，造型经过多次修
改。“我以前学美术，做事总要讲究
点基础美学。”王超笑道。

什么是“基础美学”？也许是
建校之初，预算有限，王超独自跑
市场，选出红橙黄绿蓝白六色替
换满目斑驳的墙砖；是他决定打
通原来的封闭走廊，挖一条小溪，

铺一层玻璃，低头可见金鱼在脚
下游动；是他将圆规、毛笔等元素
融入教学楼大门设计，圆规代表
规则，毛笔代表传统，铅笔和书本
代表学习……“小孩子都是视觉
动物嘛。”他说。

王超常提到“学生本位”。去
杨浦区创意园，看到一辆简单的
小木车，他思考给男孩开木工课；
去剧院看戏，他思考培养女孩动
手制作玩具，再演绎玩具的故事。
“少年创客计划”与“慧点剧场艺
术统整课”的雏形诞生了。

“我经常想很多。”但凡想法
他要经过反复思考与讨论才会
落地。他提起五年前的一件往
事：请一位大学生业余教啦啦
操，但她不熟悉儿童心理，一年
过去，孩子跳不起来。他掰起手
指，“一年 32 课时，一节课 35 分
钟，就这样浪费了。”他摊开手，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失误耽误孩
子、家长与老师。我只能思考得多
一点、再多一点。”

从教 35 年，辗转 4 所学校。
王超常说：“办教育与一个地区息
息相关。”来临港前，他查阅的资
料摞起来逾半尺。这里多科创企
业，学校开设编程、机器人等创意

课程；这里多新上海人，学校开设
地方戏和沪语课程；这里多大
学，学校组织学生去参观校园。
他还有很多想做的———“我一直
有个想法，把大学的实验器材借
过来，让孩子课余时间尽情去
玩。对于孩子来说，兴趣是玩
‘堆’出来的。”

谈起人生第一次到临港，王
超说：“也许那不算临港。”他想
起：1985年，念师范三年级。一日，
想去看海，骑二八自行车沿塘下
公路一路向南。海风习习，浪卷泥

沙，灰黄混沌，败兴而归。途
中，路边水杉嫩黄，夕阳斜挂
树梢，乘兴作文一篇，得老师
赞许。

2002年，数艘挖泥船驶
进这片汪洋，海底挖沙，吹沙上
岸。四年后，133.3 平方公里的海
洋变成陆地，融入临港新城。九
年后，王超再次来到临港，明珠
临港小学建成。

当年那么苦，为何留下？王超
答：“也许是一种使命感，是从明
珠小学到明珠临港小学的一种本
能。”这些年是否想过离开？他答：
“临港让人产生一种期待感。你永
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十日谈
奋斗在滴水湖畔

责编：吴南瑶

    在低碳研
究里前行的八
〇后，见证了临
港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