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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摄 影

除夕夜，在满屏的新
年祝福语丛中，看到了朋
友须谐发来的微信：“晚饭
时分，错落楼群的空隙中，
散放着从每一格窗框里泻
出的灯火；门开处，隔壁人
家的笑声涌进来，像是来自
过往岁月的年的问候，也像
是微信里朋友们的节日致
意，热闹又不打
扰。大家经历了起
伏跌宕的虎年，在
各自的领域里努
力经营，殊为不
易。而今终于辞旧
迎新盼春来——
春还在，春一定会
来，春正在来。坚
冰深处春水生，锦
鲤寻梅游子归。
肖老师，癸卯年诸
邪退散，百无禁
忌；诸事顺遂，尽如人意。”
甫一读到这一屏文

字，便感慨不已。今夕何
年，让人热望升腾。须谐
勾勒了独特的一幅居家迎
春即景，如入其境，诗意盎
然，耳畔隐约可闻语笑喧
阗，络绎不绝；更重要的
是，这些氤氲年味的文字
直抵人心，将共同的感受
和期盼拧成了一根红丝
绳，牵动彼此同频共振的

向往。品读再三，我给这
条微信致以阅读的最高礼
仪——收藏。

在我的微信收藏里，
没有养生秘诀，没有烹饪
菜谱，没有“10件什么什
么的好物”，据说目前微信
的收藏总容量为2G，大可
从容收纳视频、音频、图片

和文字，但我的收藏
仅占据其千分之
一。朋友圈、微信群
是串联他人和自我
的集散地，这里留下
的文字大都是随意
的、粗率的；即便转
发的各类信息，新闻
也是过眼即逝，野语
则面目可疑，自媒体
公众号，其中言之有
物、发人深省的也不
多，更遑论还夹有一

些吆喝带货的。至于小
窗，也多是问候、约请和说
事的私聊。在其中挑挑拣
拣，捡拾到闪亮的文字的
机遇十分难得。
有一年春节，我写了

篇《拜年进行时》发在朋友
圈。总有一种拜年让人温
馨难忘，我说的是，在我家
的储藏柜里，存放着几大
包拜年贺卡，那是上世纪
90年代，在每年的一元复

始，从四面八方飘落到我
案头的。“收到贺卡，我会
凝神抚视，藏进抽屉，然后
在办公室拉上一根红丝
带，再把数十上百张贺卡
拿出，轻轻掀开，一一悬
挂。那些日子，在系满一

串的惦念、恭贺、祝福的簇
拥下，每一天都是新年。”
微信发出，收获了许多点
赞，其中一位朋友留下了
三个字：“收藏了。”乍一见
此，如同当年做记者时笔
下的一篇“本报讯”被评上
红旗奖，在评报栏中享有
红墨水圈点，喜不自胜。
进入他人的收藏，是

一种获得超越认可、享受青
睐的欣赏。我的一位朋友
司马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爱
写诗。他在朋友圈里晒诗
不断，我间或也收藏了他的
几首诗作。春节前，他发了
一则微信：“虎年岁梢，我
收到了最特别的礼物，碾
压一切红包与大礼包”，引
发圈内人好奇和猜测。两
天后他微信托出谜底，原
来一位与他相识十年、仅
有一次晤面的朋友，将他
发在朋友圈的每一首诗都
郑重地收藏起来，然后按
序排列，编辑成上下两册
影印集。书集收入了他从
2014年5月至2022年12

月，近9年中写下的全部
400余首诗，取名为《诗
富》，还认真地写了“序言”
和“后记”，在兔年春节前
夕，快递到了他的手中。

这是一个位列珍藏之
榜的温情故事。在我们的
记忆收藏夹里，肯定有琴
师樵夫、高山流水的一段
佳话。今天一位读者，为
公众纸媒专业编辑印制出
诗集，演绎出一幕伯牙与
钟子期的现代版情景剧。
司马说，“我的诗，只是写给
一个人看的。‘这个人’是
谁？不是看过诗的人，也不
是看懂诗的人，而是被诗感
动的‘这个人’。”我想，那位
朋友最初是为诗而感动，
加入收藏，继而情有独钟，
尽数入箧，最终日积月累，
呼之欲出，将他的感动返
身再回赠给诗歌原创者。
收藏春色驻年华。如

果说微信的点赞和转发，不
免掺杂了礼节性的成分，那
么作为私底下的收藏，则是
完全属于自己的一方净
土。日常刷屏阅读时，能借
鉴的、可欣赏的，或者被感
动的、有共鸣的，点指之间，
荟萃于此，风露林花，各自
珍藏。闲暇时，我会不时踱
步至这个自己的微信后花
园，翻检过往的收藏文字，
抚摸从岁月流经的沙滩上
捡起的一连串暖意，常常
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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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识导航是在1985年到日本
实习的时候。
当时改革开放刚起步，国内外差距巨

大。但对见多识广、开潮流风气之先的上海
人来说，也就是那么回事，无非你大彩电，我
小黑白；你冰箱双门的，我没有，有也是单门
的；你新干线快，我们绿皮火车慢，但都是在
两根铁轨上开么；上海是没有地铁，但我们北
京有啊……总之，虽开眼界，但绝少发生蜀犬
吠日少见多怪的事情。
但有一样东西例外，它让我们目瞪口呆，

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知，这样东西就是导
航。当时我们实习的地方是在京都旁边的草
津市，离著名的琵琶湖风景区不远，礼拜天日
本营业部长开了辆带导航的面包车带我们到
琵琶湖去兜风，让我们见识了判若神器的导
航。我们面面相觑、百思不得其解：搿只么事
哪能晓得我们在哪里、去哪里呢？几十年后
的今天，记忆中琵琶湖、近江大桥只留下朦胧
的画面，而营业部长像后来国人捉弄导航、偏
不按其指引道路行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记
忆犹新。
我查了下资料，GPS全球定位系统是上世

纪70年代开始研制，1994年组网成功，1980年
初开始为用户提供卫星导航服务，由此可以
推断，我们在日本看到的导航仪也刚刚推出，

其炙手可热的程度类似于20多年后的中国。
卫星定位系统运用的领域非常广泛，不

管是天上地下、海洋陆地、工业农业、军事民
用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对普通人而言就是
指导航。
这让我总时不时地想到一个人，他是我

第一个司机，在国企就跟我多年，后又跟我去
了合资公司。以前国企讲究干群打成一片，
老总和门卫师傅经常要发支香烟聊聊天。司
机虽然和我熟门对路、贴心忠诚，但身上散
漫、没规没矩的毛病也不少。去外地出差，像
只无头苍蝇串东串西找不着北，弄得
我也常下车一起问路，经常路边老头
子边抽着我递的烟，边亲切地拉着我
的手说，“倷从迭爿爿定定心心往北开
么哉，啊，开到第二座桥的北堍么一脚
边往西，等看到三根烟囱就朝南，再开至里把
路么，倷寻的地方就在路东头”。这让只有左
右概念的我如坠云里雾里。
后来我调动工作，司机被安排给美国来

的财务总监开车。他好日子算到了头。这个
美国总监，平时不苟言笑、眼光阴鸷，对司机

除了要求开车不能晃里晃荡影响他用手提做
报表外，每去一个地方车门一开必须到，否则
一礼拜板着脸不开心。如去的地方在上海，
最多晚上开车过去熟悉一下认个路，到外地
就麻烦了，以前外地没有路牌司空见惯，门牌
更时有时无，还会发生门牌号码一会大、一会
小的蹊跷事，每当晕头转向的时候，他总感
到背后恶狠狠的目光。
今天，司机所遭遇的不便和尴尬早已翻

篇，从2013年起，随着具备无线接入互联网
能力的智能手机大规模普及，导航成为人们
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寻常之物。通过导航去
到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是一件稀松平常
之事。但我依然把导航视为神器，并常常感
叹，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科学进

步，是我们祖辈们迭代交替积累不知
需要多少代、多少辈才可比拟的。
最近有朋友和我说，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在不远将来，只要你提
供亲人留下的语音以及亲人家庭生活

背景、人生工作经历，导航不但会用亲人的声
音合成播报各种路况信息，还能设定和模拟
各种场景与你聊天。我憧憬在导航中与父亲
相会的一天，那时，我会向在天国的父亲问
好，述说对他的深深思念，并在父亲的陪伴
下，驶向人生的未来。

雨 溟导 航

《初识黑洞》这幅作品的创作
灵感来源于科教电影。在看关于
宇宙的科教片时，我就在思考如何
利用生活中的食品原料，用静物摄
影方法来拍摄与宇宙相关的照
片。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
浮现。
不久前，在一次休假之中，我拿

起相机对脑海里浮现出的画面进行
构思与静物摄影的创作。将盐、米、
咖啡粉、豆子作为道具，一次又一次
地模拟宇宙的拍摄，并在拍摄中不
断改进。虽然身边没有补光的灯

具，也没有电
脑，只能利

用黑色背景和红围巾折射的一点色
彩，使画面有宇宙的空间感，经过无
数次的尝试后完成了这幅作品。

当然拍摄前，要了解一点宇宙
黑洞方面的知识。什么是黑洞？
黑洞是一种宇宙中的物理现象，就
宇宙来讲，只要是靠近黑洞的物
质，包括光以及任何形式的能量
波，都会因为黑洞巨大的引力而无
所遁形，就算是光，也无法逃掉黑

洞的引
力。也就是
说，一个黑洞可以把整个的太阳或
者整个恒星系吸进来。为什么会
有黑洞的存在？除了所构成的因
素外，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这
些黑洞的存在，造就另外一端宇
宙的存在。
通过摄影实践，《初识黑洞》照

片可以达到科普的效果。作为摄
影爱好者需要具备想象力和观察
力，通过创作过程，激发自己产生
创作灵感。其实摄影和其他艺术
创作是一样的，作品在构思中不断
完善和提升。

孙 青

初识黑洞

“城中桃李愁
风雨，春在溪头荠
菜花。”江南春天
的消息，是由荠菜
来报告的。此时，
河中尚有残冰，田埂上还有积雪。残雪
缝隙里，最先冒出一点点嫩叶，随着阳光
渐暖，冒头的嫩绿渐次洇染，那翠绿夺人
眼球，好像数不清的小手举着的绿色小
锯子。
荠菜的样子很普通，矮矮壮壮的，叶

子是不规则的锯齿状，白色的花米粒大，
乍一看，就是野菜中的“路人甲”。不过，
荠菜的性格却高洁孤傲，或许很早就有
人想把它栽种家养，但千百年来，都没有
成功。它从不占据大片良田，只是在山
野外、田埂旁、小溪边寂静滋长。宋代诗
人许应龙称赞它：“宝阶香砌何曾识，偏
向寒门满地生”。
同样是野菜，有小人，也有君子。人

们把野菜中的“荼”称为野菜中的小人，因
为它只是一味地苦，除了苦，还是苦；荠菜
就不一样，不仅有一种特别的香气，还很
鲜甜，又很低调，被称为野菜中的君子。
在古代，许多美食，都发源于寺庙。

不少僧人，不用荤腥，也能将蔬菜的鲜与
香发挥到极致，他们才是江湖烹饪高
手。苏东坡在57岁那年的早春来到扬
州任太守的时候，创制的一道荠菜美食，
就是向僧人学来的。春风和煦，台阶下
新笋已冒尖，东坡来到城西北的蜀冈麦
田边找野荠菜，他要学寺庙的僧人，熬一
锅荠菜粥。先将荠菜切细，白萝卜切丁，
配上粳米，小火慢炖，最后放入少许调
料，一碗“东坡牌”特色荠菜粥就闪亮登
场了。粥里加盐加酱等调料，有点像岭
南的做法，可是，在扬州的那一年，苏东
坡还没有被贬岭南呢。如今，荠菜羹依
然是淮扬菜中的一道名点。
小时候，“妈妈牌”荠菜羹令我至今

难忘。妈妈先将
荠菜碎加豆腐丁
勾芡，此刻，对于
扒着灶台孩子们
的犀利眼神来

说，荠菜羹还没有太多惊艳元素，一直到
“秘密武器”荤油渣加盟，香气燃爆，蔬菜
就吃出荤菜的感觉了。蔬菜中的仙女，
有时候需要最世俗的二师兄抽上一鞭
子，才能激发出惊人的艳丽。
那时候，春卷是奢侈品，因为肉太稀

缺了，人们肚子里普遍没有油水，买肉买
到肥肉，都觉得是赚到了。妈妈先将肉
洗净，双刀在木砧板上剁碎，加盐，加去
年大伏天晒的酱油等，用手搅拌上劲。
新鲜荠菜洗净，开水焯一下就捞起来，冷
水冲一下，类似淬火，荠菜色泽碧绿，质
地脆嫩，用刀切细段与肉糜搅拌均匀。
大铁锅油温烧至七成热，菜油香溢满厨
房，妈妈将春卷小心放入油锅。油花翻
起，春卷在跳舞。不久，春卷炸至金黄，
起锅静置几分钟品尝，外皮脆，馅料鲜。
这是我心目中春天美食的顶配，如今，妈
妈早已不在，买来的春卷，吃不出“妈妈
牌”特有的味道了。

刘建春

春在溪头荠菜花

年少时住苏河静安段，二十年前商品房买在苏河
普陀段，一直身处母亲河臂弯里，昔避今趋，以往的不
幸变成了如今的大幸运。
年少时，苏州河的味缠得人避无可避。记得有一

次家住杨树浦的表舅来接我去他家，我们坐的19路电
车在新闸路上行驶，表舅皱着眉说“车上
都闻得到苏州河的臭味道”。河畔人家，
如此浪漫的称谓，非但没有丝毫浪漫，还
令人苦不堪言——夏天有时连窗都不敢
开，那可是还没有空调的年代。
如今，苏州河用她的色勾着我。现

在整个城市四季花开不断，花香常在，可
一样的梅兰桃樱一经奔流荡漾的波流点
染映衬，就会自带仙气、充满灵气，非别
处的可比。

2021年底，苏州河近武宁路桥的步
行道两边各新植了二十几株晚樱，形成
一条几十米长的樱花道。来年春天一
到，我几乎每天去看她们一次。有那么一两棵性急的，
不等她们的姊妹花早樱谢尽，就迫不及待地爆出一朵，
光秃秃的枝桠上，仿佛哪位巧手的绣娘，把自己编织的
粉色绢花系在了上面，十分突兀，分外抢眼。可惜，我，
所有人最终还是错过了她们盛放的那场处女秀。
樱花道边，面河，三只高圆椅，上面是一把巨大的

遮阳伞，收展随意，面前的栏杆特地加宽并向内倾斜，
以防搁置其上的物品滑落水中，边上的圆洞是给人搁
杯子的，这贴心的设计最适合人望望野眼发发呆。对
岸广场舞大妈如踏浪而舞，垂钓者把自己定格成一幅
静态画，三三两两的人或慵懒闲步或疾速暴走，年轻人
怀抱着吉他弹唱，浪花载着歌声奔流，太阳把风烘暖，
风则推着太阳一寸寸挪移……趴在栏杆上看风景，我
写满惬意、宁馨、感叹、感恩的背影，也是这幅晴明苏河
图中的一个点……蓦地，十几只夜鹭在空中划出优美
的弧线飞来飞去，赶紧拿出手机跟拍。盘旋几周后，这
些夜鹭飞到对岸的一棵柳树上，镜头拉近，原来上面已
经栖息了好多只了，一层层错落站立着，多到让我猛一
看头皮都发麻。我分享到一群里，配上文字“害得我头
皮都看麻了，定不是什么好鸟”。立刻招来一句“凡尔
赛”加三个白眼表情，后面还有好几个“+1”的跟帖，我
只好得意地笑了。
随着苏河不同行政区域段的贯通，我把每天的快

走路线改到了苏河步道，前方永远有不同的风景不尽
的风光，害得我总是停不下来地一直前行，怡心悦眼，
苦了膝盖——会不会又是凡尔赛？
一直认为没有船只推出层层波澜的水流，是溪不是

河，即便鸟翔鱼跃，终缺几分生机，船只也是河流的标
配，岂可缺少？2022年底，苏河游览上线，几代人几十
年的念想啊！亲水梦想成真了！遐想着某天，我在桥上

看风景，驶过的游船上，伸
出一双招呼我的手，定睛
凝眸，哈！恰是故人来。
恍惚，年少的我，往苏

州河投下一张钢笔画纸片，
过滤、漂洗、皴染，多少功
夫始得成，纸片上黑色的
图画渐渐变幻成一幅彩色
的风景画，漂流到了中年
的我手中，成了我须臾不
愿与之分离的珍贵礼物。

刘
笑
冰

家
在
苏
河
边

每逢寒暑假，一些家
长总来问我这个曾经的语
文老师有关写作文的秘
笈。我知道假期中孩子们
都想好好玩耍，不过家长
并不支持。常言道“淘丫头出
巧，淘小子出好”，长假里让孩
子们玩一玩，以逸待劳，也许更
能促进写出快乐作文呢。
玩与作文有关系吗？有关

系。就说说大家不陌生的鲁
迅，他小时候在百草园玩，对菜
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等描
写让人过目不忘，蟋蟀、斑蝥、

大黄蜂、叫天子、何首乌、覆盆
子在鲁迅笔下，简直是呼之欲
出。在三味书屋，拜先生，溜出
去在天井里嬉戏玩耍，上课时
画绣像卖钱，写得让人忍俊不
禁。如果当年鲁迅没有“玩”的
经历，怎能写出《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这般脍炙人口的文
章？《社戏》里的一群孩子，划船

摇橹，在河中的欢快以及
在船上看社戏的乏味，还
有偷六一公公罗汉豆的场
景，如果没有玩过，怎能写
出这帮孩子的天真、活泼？
“玩”往深里说就是深入生

活，获得鲜活的材料。除了与
人“玩”，还可以与山水、与花
鸟、与美食、与音乐玩，玩出花
头，才能我手写我心。
当然把“玩”的经过记录下

来也不简单，切勿报流水账，要
围绕你的写作目的来选材，作
文不就“玩”出来了吗？

伦丰和

“玩”出快乐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