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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又来到了我们中间，
给这个炎热的夏天增加了几分炙
热的话题。奥运会本身是人类体
育运动中一项顶级的赛事，也是
人类这个物种游戏生活的最高
峰。因为游戏和运动其实是人
类的天性。别的不说，我们通过
观察猴群，观察熊猫，观察一些
有趣的小动物的生活方式，就
可以发现这不仅仅是人类的专
属，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动物的
一种天性。
我记得在本世纪的初年，中

国申办奥运成功了。虽然离
2008年的奥运会还有若干年，但
是这个消息让居住在北京的我们
一群文化人兴奋异常。我记得我
们和北京欢呼的人流，走在北京
的长安街上一起游行，热闹非凡，
那是一次特殊的对奥运的礼敬和
召唤。

2008年奥运会如期在北京
举行，本来我有一张可以去现场
参观的票，可是很不幸的是那一
年由于汶川地震，我率领作家团
到前线采访之后，肺部感染，咳得
厉害，住进了医院，我没有幸运地
和朋友们一起坐在鸟巢，去一起
欣赏那跨世纪的惊天动地的一场
盛会。那次奥运盛会给我和我的
朋友们在本世纪初的大街上的即
兴游行留下了最好的注释。

奥运会是和平的竞争，我记
得在“古代奥运会”进行的时候，
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都要主动
地、自动地停止，这是一种人类对
和平强大的向往与共识。就凭这
一点，奥运会值得尊重。
这次法国的奥运会应该会带

给人们很多
的惊喜，中国
也组织了参
加巴黎奥运
会的一个代
表团，这个代
表团共有运动员405人，他们的
平均年龄是25岁，最大的是田径
运动员刘虹37岁，最小的是滑板
运动员郑好好，刚刚11岁，郑好
好绝对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有
一个朋友问我，这次奥运会你最
想看到的是什么体育项目？我马
上回答了两项：一、中国女篮；二、
中国乒乓球队。中国的奥运项目
强项多，这次就有42名奥运冠军
参加。但是我为什么喜欢这两个
项目呢？因为我看到了中国女篮
高大的女子中锋张子宇，她以横
空出世的姿态在篮球场上以女巨
人的形象把中国姑娘的强大展示
在世界面前，虽然这届奥运会中
国女篮止步于小组赛，第一场以
1分之差输给西班牙。但是她的
形象让我想起了姚明。因为在全

国政协期间，我有幸和姚明一起
作过一次大会发言，发言前我们
拍了一个合影，我一米八的身高
在姚明面前真的显得像个侏儒。
高大的姚明是这次中国篮球的领
队，当时用他伟岸的身躯以及充
满智慧的发言，使我对中国篮球

运动员巨人
们的智力和
体力有一种
由 衷 的 尊
重。当然身
高并不能决

定一切，我想起半个世纪以前，我
从军的日子里，我们十四军篮球
队有两位两米以上的巨人，一个
叫“大猪”，一个叫“大象”，当然都
是外号，每逢他们一上场，观众席
里肯定会响起热烈的叫好和欢呼
声。但不幸的是他们虽然很高
大，但是动作比较笨拙。
有时一跤摔倒坐在地上，
还需要同伴们费力地把他
们拉起来。而我见到的姚
明和中国女篮的女巨人，
他们拥有的是巨大的身高
和充沛的体力以及灵活的体态，
这肯定会在篮球场上形成压倒一
切的优势。
至于中国乒乓球就不用我

多说了，因为我是一个乒乓球执
着的爱好者乃至球迷。我从小

学开始打乒乓球，一直打到现在
已经70多岁的年龄了，依然每
周要和球友们在乒坛上进行一
番角逐。世界上所有的乒乓球
赛事只要有时间，那是我必定要
看的节目。
中国乒乓球队的孙颖莎、王

楚钦，以及他们的伙伴们，比如队
长马龙，陈梦，樊振东等，在赛场
上拼搏的精神都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而这届奥运会中国队的乒乓
球混双和男子单打能拿到金牌也
实属不易。我热爱打乒乓是因为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它普及的
程度之高，爱好者之多应该远远
地居于世界之最。巴黎奥运会的
比赛项目，除了传统的排球、羽毛
球、击剑等之外，还增加了霹雳
舞，可见比赛项目的异彩纷呈。
奥运会上不同国籍的运动员们，

能用自己的力量、速度和
技巧达到人类这个物种没
有达到过的高度，那就是
破世界纪录。

当然奥运会的纪录破
起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但

是我见证了这届奥运会有若干闪
亮的令人惊喜的比赛场面。在法
国奥运会热烈进行的每一天、每
一场，我祝福每一个有幸参加这
届奥运会的运动员，为自己的国
家争得最大的荣光。

高洪波

奥运寄情

书案临窗，这是我选择和布置居
所的首要原则。自今春迁居松江后，
工作台左侧一整扇飘窗极大地满足
了我此番癖好。窗下绿树密集，码字
时鸟鸣蝉喧入耳，转头便是满目葱
茏。不过有时，我颇怀念前几年在市区住过的老公房
的南窗。
那扇窗正下方的平台，是一群流浪猫的地盘。隔

壁楼有爱猫人，每日用纸包了猫粮投喂。有时正码字，
听见“啪”的一声，片刻后去瞧，准能旁观猫儿们会餐。
古人关于猫的秘籍《相猫经》中载：“猫之毛色，以

纯黄为上”。看来国人对橘猫的偏爱自古有之，它们也
就恃宠而骄，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一不小心就能吃成胖子。猫咪们有的好
静，总找个角落待着；有的爱挑衅也爱社
交；有的是好奇宝宝，每回听见我拉开窗
子的声音便会向上张望，与我对视良
久；还有的是小呆子，下雨天也不知躲
避，就静静蹲在积水中淋成落汤猫。
回忆间，家里那只“乌云盖雪”跳上

膝头。这个五年前一场台风后被猫妈妈
遗弃的小可怜、经历过猫瘟九死一生的
幸存者，如今出落得毛色油亮、仪态万
方。不过比起古代养猫人，当初收养它
时，我显然是有些敷衍了。
秦汉时，先人开始专门驯养猫来保护庄稼。西汉

《礼记》曰：“腊日迎猫以食田鼠，谓迎猫之神而祭之。”
宫廷养猫始于唐朝，御猫主职是捕鼠，但凭借矫健的
身手和可爱的外表俘获人心，逐渐成为伴侣动物，唐
朝仕女常与宠物猫咪做伴流连花前月下。至宋朝，
宠物猫之风自宫廷传入民间，成为一种潮流。都城
汴梁的街市上，有了专门卖猫粮的店。宋代文人中，
出了不少猫奴。古人想养一只猫，先要翻黄历《象吉
通书》，择个“纳猫吉日”。再准备好聘礼，一般分为
两种。聘别人家猫生的小猫，聘礼通常为盐，各地习
俗不同，也有用茶叶、糖和芝麻的，这些在当年是生活
物资中最紧俏之物。喜欢下雨天窝在家里撸猫的陆游
说过：“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
如果聘野猫，则要给猫妈妈送小鱼干。书画家黄

庭坚《乞猫》一诗中说：“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
衔蝉”，这样看来，黄庭坚聘的是野猫妈妈生的小猫。
至于“衔蝉”，是古人对猫的一种昵称，也有称猫为“衔
蝶”的，养过猫的都懂得这有多形象，猫对会动的小动
物的狂热，证明它们从未泯灭猎手本能。之后要画一
张纳猫契。这纳猫契要说明纳猫日期、猫的外貌以及
纳猫人的保证和对猫的要求，比如会好好对待猫，猫也
要专心捕鼠，不能乱跑之类。这像是婚书，又像是合
同。
“乌云盖雪”蹭我的腿，扒开书案下一只装满资料

的环保袋钻进去，见我仍没意向陪它嬉戏，跳上飘窗置
气一般背朝我，不久便四仰八叉睡着了。公道地说，除
了幼年时有过一阵子格外调皮，成年后的它是完美伴
侣。它不挑食，不刻意搞破坏，偶尔因磨爪子造成的损
失可忽略不计，作息基本与我相合。善于互动，不冷漠
也不过度依赖。甚至，如今它饭碗空了会来提醒，听见
呼唤会答应，见我回家就来迎接，能用爪子开电灯和门
把手。我觉得它什么都懂，甚至比其他人类更了解我
的想法与感受，只是不会说人话。但不说人话，未必是
坏事。
当初什么“手续”、仪式都没办，就把它带回来，我

有点心虚。可曾经在它被兽医下了死亡通牒后不肯放
弃，坚持治疗了半个多月把它救回来，尽力给它提供安
稳的生活环境，又觉得无愧于心。我曾有意逗它说，给
你自由可好？打开门，看它何去何从。它走到门口张
望一番，转身回来，“喵呜”一声跳到高处。背身慵懒地
舔几下爪子，回首圆瞳先是瞪大又眯了两下，给我一个
半是讥讽半柔情的意味深长的眼神。
留在这里陪伴我们，正是它们的选择。那么补一

份与猫契吧，我们彼此尊重、真诚交流、互相陪伴和慰
藉、此生不离不弃。

王
萌
萌

与
猫
契

“碧蔓凌霜卧软沙，年
来处处食西瓜”。暑假拉
开大幕，在街上和娃一起
买了个西瓜。一路上他嘟
囔着，这西瓜看着不凉，回
去得冰一下才好吃。
吃冰的？我对他一脸

嫌弃，小孩子只知道吃冰
的，其实冰西瓜的口感并
不是最好的。回到家里，
我打上一盆凉水，把圆圆
的西瓜摆了进去。碧绿的
西瓜被凉水浸润，看着就
赏心悦目。不用进冰箱？
孩子一脸好奇，在他心里
什么东西要凉爽，都得进
冰箱。在冰块随处都能搞
到的当下，他们是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的乐趣的。
说到夏天吃西瓜，真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事
情。而在没有冰箱的日
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办
法。我家从前住在黄浦江
边，念小学之前，周围貌似
没有谁家有冰箱。当我们
买了西瓜，会到街上的水
井边，打上一铅桶清凉的
井水提回家。奶奶会把西
瓜上的泥土洗掉，整个放
在井水里。因为是露天的
水井，水里头有时候会有
树叶，我就帮忙把树叶挑
走。西瓜浸在井水里，放
在阴凉处一个小时就差不
多了。奶奶用菜刀，把西
瓜有瓜藤的一面，削一片

下来。我会伸手去摸一
摸，滑滑的凉凉的。她会
用带瓜藤的这一片，擦一
擦菜刀。然后就是大家喜
闻乐见的，一刀下去，一分
为二。有的瓜声音脆，有
的瓜声音面。就好像人
生，不尝试一下，你不知道

结果。大大的西瓜，小小
的快乐。留给我们的是童
年的回忆。小时候一个大
西瓜很多人分，所以大多
数时候是分片吃。有时候
买到小一点的西瓜，奶奶
也会切半个，给我一把勺
子挖着吃。挖着吃的心情
是最棒的，吃几口瓜，喝一
口汁水，甜甜的口感，带来
一整天的好心情。
“看看是绿的，打开是

红的，吃吃是甜的，吐出是
黑的”。这是一个最简单
的西瓜谜语，小时候的西
瓜一般都有黑色的瓜子。
不像现在，有很多无子
瓜。小时候我们还常吃到
黄瓤瓜，不过现在黄瓤仍
旧少见，大多数的西瓜还
是红瓤。
西瓜在水盆里浸了不

到一小时，孩子就忙不迭
吵着要吃。我拗不过他，

把西瓜捧起擦干放在砧板
上。手掌搭了一下试温
度，应该差不多。
“要挖着吃吗？”我问。
“要！要！妈妈说挖

着最好吃。”娃急不可耐。
行吧。脑子里浮现出

奶奶切瓜的画面，手里的
菜刀也是纯熟地施展开
来。先去掉瓜藤，然后一
刀切两半。刀还没切到
底，瓜就裂成两半，听声音
就知道熟透了。果然红红
的瓜瓤，薄薄的瓜皮，不愧
是最出色的本地瓜。娃一
面吃着，一面嘀咕着他改
良的网红句子“在大大的
西瓜里，挖呀挖呀挖……
吐小小的瓜子，种小小的
花。”“是不是比冰的好
吃？”“嗯！没有那么冻牙
齿。我能吃一整个！”“就
这半个，可别剩下啊。”好
笑的是没过多久，他就说
吃不下了，肚子胀鼓鼓的，
半个也没吃完？嘴大，喉
咙小。我莫名地说了一句
从前奶奶常说的话。“剩下
的我给你做成西瓜汁吧？”
“好哎！”

我搬出榨汁机，给他
做了一杯鲜红甜美的西瓜
汁。对了，西瓜汁要加冰，
不然太甜。就这东西，是
我小时候没有的。说到家
用榨汁机的出现，那已经
是我上中学的事了。

君 天

“吃瓜”季

旅 游

七夕会前些天，行走苏州吴江区
芦墟镇，看到一景：门外是青石
板小街，伴着一条逶迤的河
道。商店门柱上挂着一块招
牌：“百年老店 ·施泰兴”。这家
小百货店创办于1938年，1956
年公私合营后，一直在此经
营。清末民初的老房子颇有古
趣，让人看了，滋生出不尽的沧
桑感。靠窗一边，贴着一张“卫
生管理制度”公告纸，落款是
“吴江市芦墟商业公司，一九九
七年元月”。哦，差不多也快近
30年了吧！
“施泰兴”的店主61岁，她

告诉我们：自己是当地人，中学
毕业后一直在这里工作。十年
前她盘下了这家店，现在一星

期营业两
天。不是

为了钱，只是习惯了那样一种
节奏的生活。女店主还特意让
我们走进柜台，把算盘、杆秤等
老旧物件给我们当道具拍照。
芦墟镇现属吴江区黎里镇

管辖，它紧贴着上海青浦金泽
镇，一样滋润的江南水乡，各有
独具魅力的迷人之
处。一条约2公里长
的市河，从镇中心穿
过，两旁是清末、民国
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房子。间隔四五十米，便有
一座石砌的台阶形的码头。水
岸沿街处，尚保留着五六处清
中叶至民国初年时期的跨街
楼。“跨街楼”是芦墟镇的一张
历史文化名片，现属苏州市文
物保护单位。
在镇上兜兜转转了一圈，

感觉整个小镇宁静且恬适。很
少喧闹声，也不见结队而行的
游客你拥我挤。偶见三两个探
访者，拿着相机，东拍拍西看
看，这似乎倒成了镇上一道别
样的风景。市河流经古镇的南
端与北端各有一座单拱古桥。

让人惊异的是：两座古桥顶端
石栏立柱上，都雕有四只石狮，
神情逼真、憨态可掬，保护得非
常完好。坐在桥栏上，这几个
清朝康乾年代的老物，可以让
人随意抚摸，实在不由得发出
思古之幽情！稍有可惜的是，
芦墟镇没有通常属于古镇标配

的私家花园。好在风光旖旎的
汾湖之水三面环绕着它。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当地政府利用
湖泊湿地，辟建了一座汾湖公
园，园内楼台亭阁一应俱全，似
有杭州花港观鱼或曲院风荷之
韵味。这得天独厚的天然优

势，岂是一般江南古
镇所能类比的！
再前些日子，我

还游走了昆山千灯镇
的歇马桥村，距上海

市区差不多也是一小时车程。
歇马桥村在网上被誉为“小资
青年喝咖啡聊天发呆”的地
方。实地游览后觉得这个“美
誉”，还真有几分靠谱。歇马桥
村吸引人处，也就是一条清清弯
弯的河道，两旁窄窄的街巷，几
座老桥，贴水而建的是一二百间

传统老
宅 ，粉
墙黛瓦、雕梁翘檐。懂行的歇马
桥人，几乎每家临水房子，都搭
建了一个有情调又独具个性的
“亲水平台”，让游客在临风近水
的地方可以舒缓地喝茶望月。
这场景，随便拍照便是风景。
昆山青浦一带，历史上曾

是宋代将领韩世忠抗金之地。
对于这段历史遗存，聪明的歇
马桥人拿过来就用。他们在村
内建了个“韩世忠纪念馆”，大
大增加了歇马桥风景的厚度。
两个小景点，都在上海周

边，几乎不做“深度开发”，却依
赖它的“原生态”，极具魅力地
吸引着游人。留住有价值的
“原样”，保护有意义的“过往”，
这是珍存岁月的“绿水青山”。

顾定海

岁月的“绿水青山”

西天目的山路，
被夜色裹挟。路墨
黑，山崖墨黑，就连两
旁密密匝匝的山树，
墨黑。曲曲折折，一

路逶迤向上。
山路无风，没有晨曦里的声响。寂静。恰似小鸟

安歇在穴巢，沉沉地睡着了。回望，只有远处的山村，
有二三萤火虫般的光，忽明忽灭。
山路曲折，逶迤向上。
有丝丝凉气袭来，抬望眼，前方有丝丝银线挂在山

涧，随着夜色透着微微的亮，轻轻地拨弄着琴弦。
山路曲折，逶迤向上。
穿过黑黜黜的夜色，

登上山顶。似有一双神奇
硕大的巨手，抖开了夜幕，
撒出千百颗星星，大的、小
的，远的、近的，在调皮地
眨着明亮的眼睛。
倚在长亭廊柱上，有

一只鸟儿扑扇翅膀，星空
下的山路，留下一串清亮
的脆音，想起了“鸟鸣山更
幽”的佳句。
夜色深沉，夜色更浓

了，沿着山路，一步步下
山。发梢上，有一颗颗滴
落的凉凉的露珠，似一颗
一颗天际的星星在闪烁。

金洪远

夜的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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