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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今天我们怎样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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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有点儿患得患失，喜欢过节又不
喜欢过节。
有时喜欢有时不喜欢。这么说又似乎

不是得失之事，人的状态决定一切。说一切
也绝对，就是那么个意思吧。
我这人不好吃穿，但是过节会借机大吃

大喝。中秋节肯定要吃月饼。我喜欢吃月
饼，平日里也会买一块。价格有点儿小
贵。中秋节月饼便宜，架不住多嘛。至
于品种类型，我也没那么挑剔，南边的
北边的都行。只要别太怪就行。恕我
不举例，犯不着冒犯人家。国庆节没有
指定食物，吃饺子吃面条都行。
如果别人不安排，我就搁家待着，不论

长假短假。我这人几乎被动了一辈子，主动
的事儿特别少。其实就是懒。
跟着月亮走是真的。小时候夜里走路，

有月亮就害怕。原因是我走月亮也走，我停
月亮也停。我撒丫子跑月亮也撒丫子撵。吓
得我七窍剩了一窍，这一窍在颤抖。
长大了变得矫性，就觉得是月亮领我

走。被动有被动的舒服。我这人几乎被动了
一辈子。未必就是好。吃东西度假都这样。
可能思考写东西创造性多一点儿？自己说的
不算。
跟着月亮走不如顺心走。太自由主义

了。也不好。万一心眼子歪了呢？也是。太
被动了。
出国或者去外地玩一圈儿？有想去的

地方但是迈不动腿儿。哪儿哪儿都是人，数
脚丫子数人头让人烦。还费钱——我朋友
说了就是钱的事儿。我回避这事儿。还是
搁家待着。打发时间的招数也攒了不少了，

准备退休用，现在不妨拿中秋国庆练练手。
日记里写着往年的过节经验。不打算

翻出来。还是找诗。因为人家总说诗与远
方。我给不了你们远方就给诗呗。
去年国庆写的是《文明的灯盏》，是怀念

泡网俱乐部的朋友的，“不服老的东西不服
的老东西一边噙泪/一边拿着黑钢笔好像拿
着文明的/灯盏。”好像还挺深情的。前年中
秋那天我在火车上，之前写了一首诗，“……
乡村同样逃不掉/地球的变迁，更何况友谊
与人事/这样脆软而又温暖的玻璃。阴影处
还是很冷的，/但是阳光处却还是夏天。”有
点儿执念。大前年中秋国庆是同一天，写了
两首诗，其中一首写出生地——我哥幽默地

称之为兴凯格勒，蓝天白云，看着就爽。“我
放弃我的舒适区，/长句子或者隐喻，瞥了一
眼荷尔德林的/德文，‘神秘啊，月亮’，/难道
太阳不神秘吗？难道中秋节/就必须改称月
亮节吗？/它和品行对称你不觉得生涩而且/

别扭吗？加上兴凯格勒的/秋天的风景也许
更匹配，也许更加/符合这一年的戏剧性？”
好好热爱家乡得了，还是不忘揶揄月
亮。文人臭毛病改不了。大大前年中
秋夜我在看巴西仓库剧团演出的《哈姆
雷特》。演哈姆雷特的是位女演员。厉
害。“谁关心哈姆雷特是真疯还是假疯，/
正如谁关心扮演他的演员是男的还是

女的，/本来姓塞隆克还是姓林。”我的诗就
是这么写的。当天下午我还在大剧院开了
一个讲座，专门讲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
我都讲了啥？不重要。讲座环境不是一般
的风雅。记心里了。
说不跟月亮走不跟心走，后来发现诗就

是心啊。还是得跟心走。但愿今年明年的
节都过得顺心。我这人一辈子就求这个。

桑 克

跟着月亮走不如顺心走

2018年9月，在上海
颛桥沪闵公路与老沪闵路
交会口，一部墨绿色沪闵
南柘长途车模型“安坐”在
一块基石上，静静地向人
们诉说着面前这条百年老
公路——沪闵路的历史。
沪闵路原称沪闵南柘

路，取上海、闵行、南桥、柘
林地名各一字命名。这是
一条上海西南地区最重要
的主干道之一，也是中国
第一条商办长途汽车运输
线，到今年正好满100岁
了。十分巧合的是，笔者
最近有幸觅到一张首次露
面的“沪闵南柘长途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它为
见证百岁之龄的沪闵路，
增添了一件颇有分量的新
史料。这张股票发行于
1927年1月，董事长李平
书，总经理李英石，由中华
书局承印。

据相关资料记载：
1920年8月，李平书、顾馨
一、姚紫若、李英石等人联
络上海、南汇、奉贤、松江
四县绅商，发起成立沪闵
南柘长途汽车公司，意欲
筹款修筑沪闵南柘公路和
购置营运汽车等。1921

年11月1日，沪闵南柘长
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成立（以下简称“沪闵南柘
公司”），并于1922年先后
发行股票伍拾万银元和债
票拾伍万元。
下面简述一下沪闵南

柘公司开辟沪闵公路的历
程。

1922年5月，沪闵南
柘路上海县段率先开工建
设；12月2日，全长29千

米的沪闵南柘长途汽车沪
闵段（国货路至闵行）试通
车；年底，沪闵南柘公司购
买的20辆客车、货车运抵
上海。1923年1月1日，
沪闵南柘公司举行隆重的
沪闵公路通车典礼；2月1

日，沪闵公路客运班车正
式运营，每辆客车日行10

次、载客24人，柘
林站至太平乡站，
每人实收洋三角；
上海至闵行站每人
实收洋三角半。

1932年，沪闵南柘公
司又建成闵南（闵行—南
桥）、南柘（南桥—柘林）等
路段，共长47千米。至此，
长达76千米的沪闵南柘公
路全线建成，并与浙江省
公路连通，是上海一条沟
通省际交通的重要公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沪闵南柘长途汽
车公司的车辆、设备均遭
毁坏，被迫停业。上海沦
陷期间，沪闵路交通被日
商把持。1947年，沪闵路
由沪闵南柘长途汽车公
司、交通公司、沪闵长途汽
车公司三方运营。1954

年3月1日，沪闵南柘公司

正式歇业。
百年沪闵路的开辟

和运营，首先要归功于中
国近代史上的两位知名
人物李平书和李英石。
李平书的名字，上了一定
年纪的上海人应该依稀
记得，在老城隍庙九曲桥
荷花池中，曾经伫立着一
尊李平书全身铜像，下面
基座上镌刻着由爱国人
士黄炎培撰写的铭文，记
载了李平书的生平事迹。

李平书生于
1854年，卒于1927

年，江苏宝山高桥
镇人（今属上海浦
东新区），晚清上海

著名士绅，上海地方自治
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曾
任上海民政总长。1873

年，李平书考入上海龙门
书院。1900年被召入张之
洞麾下，后任湖北武备学
堂总稽查、提调。1903年
转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
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
船招商局董事、江苏铁路
公司董事。此后他与名
医陈莲舫创立医学会，创
设中西女子医学堂、南市
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
人民医院），创办华成保险
公司、投资华兴面粉厂、主
持闸北水电厂等。担任上
海民政总长期间，李平书
筹款、拆城、迁坟，建
公共体育场，修缮贫
民习艺所等。
为褒扬李平书

的功绩，上海政商各
界决定塑造李平书
铜像。1936年，由华
商电气、内地自来水
等公司发起，由雕塑
大师江小鹈等人雕塑
的李平书铜像当时安
置在小南门救火会大
院内，市民纷纷前往
瞻仰。1937年淞沪
战争爆发后，为防止
日军破坏，热血人士
在院内挖一深坑，将
铜像埋入地下。抗战
胜利后，1946年10月
26日，上海各界人士
在城隍庙湖心亭举行
李平书铜像落成仪
式，从此李平书铜像
成了城隍庙地区的一
道风景线。1959年，
邑庙区文化局呈报上
海市文化局称：邑庙
荷花池很小，在水面

上立此铜像不美观，建议
将铜像移至文庙，但后来
李平书铜像并未移到文
庙，而是安置在蓬莱公
园。1966年“文革”开始
后，李平书铜像不知去
向。20世纪80年代，文物
部门曾寻找铜像的下落，
但至今仍无结果。
为进一步了解百年沪

闵路，我们再来认识一个
人——沪闵南柘长途汽车
股份公司总经理李英石。
李英石（1882-1933），上
海闵行人。1902年夏，李
英石东渡日本留学，1909
年回国奔赴武昌城，被编
入新军营。1911年武昌
起义爆发后，李英石绕道
上海时，密会同盟会领导
人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
人，后留在上海参加同盟
会的活动。1912年1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
大总统时，李英石被委任
为警备司令，后被授予陆
军少将、中将等军衔。

1920年，李英石在李
平书等人的支持下，发起
创建沪闵南柘长途汽车股
份公司。沪闵南柘路的建
设和长途汽车公司的经营
异常艰辛，李英石倾尽心
力和家财。在人生最后几
年，他对时局心灰意冷，闭
门谢客，于1933年11月
13日去世，年仅51岁。当
地乡民为了纪念李英石的
功绩，就把其私宅“李园”
前的那条路，命名为“英石
路”，即现在的建设路。

陈伟国百年沪闵路
暑假里我询问了好几位2010年以

后出生的小朋友：知道“拔哥”吗？答案
都是不知道。而我五十年前即幼儿园
毕业时就知道“拔哥”了，当时老师给我
的毕业礼物就是一本新书《韦拔群》。
从此，我就记住了壮族、瑶族、红七军和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概念。

2023年8月5日，新民晚报夜光杯
发表了作家苏虹的力作《英雄韦拔
群》。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位于广
西西北部的东兰县，不太为人所知，但
说起“拔哥”——韦拔群，“熟悉中国革
命史的人都不会陌生。东兰就是中国
早期农民运
动三大领袖
之一、广西
农民运动的
先驱韦拔群
的家乡”。苏虹还介绍：韦拔群开办的
“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实际上也为
1929年的百色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并
培养了部分骨干”。读罢此文，让我下
决心让更多的小读者知晓韦拔群。
我找到两位夜光杯的忠实读者一

起来促成自己的心愿，他们自然也品读
了苏虹文章。一位是南洋中学党委副
书记郑蓉，她提议在其学校的雷经天班
举行新学期首次主题班会《缅怀英烈韦
拔群》；因为执教这个初一一班的老师
都知道雷经天和“拔哥”是百色起义的
战友。另一位是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今年银蛇奖提名获得
者兰生辉；他是瑶族历史上的第一位博
士（2012年），更重要的因素是其家乡南
丹县离东兰县一百五十公里（现均属于
河池市辖区），而韦拔群投身中国革命
之前，就先后担任过南丹县和东兰县知
事，有群众基础！

9月5日，在南洋中学和八院党委的
热情支持下，雷经天班隆重举行主题班

会。先有红领巾代表，声
情并茂地为大家朗诵夜
光 杯 佳 作《英 雄 韦 拔
群》。会场不断滚动播出
的图像是：孩子们自行寻
找的百色起义档案照片、油画作品、韦
拔群像和晚报副刊部提供的韦拔群革
命诗歌作品。接着，南洋初级中学周英
隽校长，向学子代表颁发奖品即刚出版
的夜光杯文萃《书里看书梦里寻梦》。
作为新生代表、夜光杯小读者陶辰

辰应邀参加主题班会；她介绍了自己在
高一小学的五年期间、坚持不懈品读夜

光杯的收
获，建议大
家以后多
多开展品
读夜光杯

美文的交流活动。
精彩的是韦拔群先烈的家乡代表

兰生辉医生的主题演讲。他告诉大家：
“从小我们家人就告诉我韦拔群的英名
和事迹，可能在其他省份很多人不知
道，但他在我们广西家喻户晓。”他介
绍：“韦拔群出身于富足家庭，可能比在
座的大多数人都富足，但是他没有按照
父辈和家庭的意愿，毅然投身了革命。”
“他当过地方官，始终在思考如何让百
姓包括少数民族同胞摆脱贫困，能吃饱
饭；后来他发现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不可
能为人民服务的。于是，他就投身我党
领导的革命并成为农民运动领袖”。
兰生辉最后深情地说：“韦拔群家

庭中有十四位革命先烈！我一直认为，
韦拔群等先烈之所以伟大并不仅仅是
因为做出牺牲，而是他们本来可以过得
很富足，不用做那么大的牺牲，但是他
们做了那么大的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
天和平的生活。所以能够和你们一起
缅怀韦拔群先烈，我感到特别欣慰！”

王泠一

新学期首次主题班会

与欣赏满目娇艳的花相比，我更喜
欢植物的果实累累。
在我看来，花仅仅是一件好看的事

物。“梅花欢喜漫天雪”，我却只看到梅
子。春天，青梅隐于绿叶，初夏，梅子黄
了，与麦子的黄混杂，也与麦子的气味混
杂。成熟的气息才令人欣喜。梅子是童
年最深刻的记忆。青梅的酸，酸得毫不
留情，即使到了成熟期，它依然酸，与青
涩的酸不同的是，它仿佛是深藏已久的
酒，酸得老谋深算。应了这个酸，让人产
生长久咀嚼的欲望，直到牙齿酸倒，我的
乡亲说牙齿“神”了，“神”到不敢咀嚼任
何东西。但还是有许多人爱吃梅子。现
在想想，梅子实在耐人寻味，与生活的滋
味有相似之处。
我在乡下的院子里种了许多果树。

樱桃最早结果成熟。樱桃之味，论甜，甜
不到腻人，论酸，酸不到倒牙，平实，中
庸，谁都可以尝一颗，有一种逆来顺受的

安静。两棵杨梅树，每年结实良多，与市场上出售的相
比，小而细，也酸，但与梅相比，酸得不扎实，到了红得
发紫的时候开始甜，然后自暴自弃，烂了。杨梅烂的时
候很香，远近都能闻到，算是献给大地的最后礼物。柚
子树有自知之明，不敢多长，太大，太沉，长多了，风一
刮，树便要倒了。这棵柚子树在这个院子里长了十来
年，倒了两回，其原因，一是风大，二是结果太多。有了
这个教训，每年它限制自己，只长十来个，不知是不是
有了灵性。即便是十来个，挂在树上，也有一种意气风
发的招摇。柚子并不好吃，但挂在树上，好看。它知道
院子的主人栽种它的用意。
杏子，桃子，李子，各有风采。
我的母亲也为我的喜好“添砖加瓦”。她喜欢种

菜，种在院子的空地上，青椒、茄子、番茄，果实累累的
时候，也好看。很瘦的一棵青椒树，却挂着硕大的青
椒。也有辣椒，到红了，一根一根，细而长，挂在树上，
如飘荡的红丝带。茄子，有时候一只茄子足有一斤重，
是青茄子，炒一只，一顿吃不完。茄子的长相奇特，只
只弯腰曲背，仿佛跋涉的老汉。有一年，一株番茄树，
不知是风吹来的还是上年的种子长成的，反正不是主
动播种的，在院子的角落长成了。小番茄结果很勤，从
夏到秋，到初冬，它都在结果，红的绿的，交替悬挂。这
是天意，我的院子里要果实累累啊！
所以我常常感动，没事就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背

着手东看看西看看。有时候抬一抬手，那些累累果实
都弹着眼睛看我。我想说谢谢啊，大地富饶啊！说不
出来，只说一个字：啊！
这个果实累累的院子，给人满足，粮满仓猪满圈。

很好。我知道我喜欢果实，不如爱花的格局高，但我依
然喜欢果实。
去年秋天，我去朋友家串门。朋友家花草很多，尤

其两棵树让人惊心，一棵柚子树，挂着一个个大柚子。
另一棵也是柚子树，但品种不同，果实似橘而大，说是
胡柚。正当成熟期，朋友让我摘一点，我摘了几个回
家，一尝，大的柚子不好吃，小的胡柚比市场上的更好
吃。水分足，甜中带酸，酸和甜都恰如其分，连我小孙
女也爱吃。这对我是一个鼓励，我把吃下来的籽收好，
晒干，一部分在花盆里试种，大部分带回乡下，给母亲
布置任务，一定要让它出芽。盆里的种子没出芽，挖开
一看，烂了。三月回家，问母亲，出芽了吗？母亲说没
有。四月回家，母亲又说没有，一平方米的土地上都是
草，哪有苗的踪影。五月，母亲来电话说，啊呀，草拔
了，苗有好多。我回家看，三寸高的苗有十几棵。我止
不住内心欣喜，想这幼小的苗，几年以后也能长出硕大
的果实来，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那时，我的属猴
的孙女也长大了，如果会爬树，她会上树采摘吗？
这是一幅美景。绿叶丛中，红衣少女，金色胡柚。

刘
锦
涛

我
喜
欢
植
物
的
果
实
累
累

凿井交棕叶，开渠断竹根。
扁舟轻袅缆，小径曲通村。
杜甫《绝句六首 ·其三》

龚晓馨 书

朋友们一起聊天，谈
起往事，每个人的记忆都
有不同，初时以为是记忆
的差异，后来渐渐发现不
只是记忆，还有角度、性
格以及时间的宽度……
万花筒是童年玩具，

纸筒加上彩色的花纸屑，
小小的一支很是神奇，
“千变万化”般，透过它能
看见彩色的美丽。彩色
玻璃，半个巴掌大的一
块，透过红色玻璃看到的
天空是紫色的、树是明黄
色的……
记忆也是，就像透过

万花筒和彩色玻璃，过去
的色彩不同了。

羽 羽

万花筒和
彩色玻璃

船离岸，人归
家，新的希望就此萌
芽……明请看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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