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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师说，在你们哈尼人眼里，老虎
也真是蠢到家了，比我们汉人还蠢。老
人家，你讲的是哪里的故事啊，不会是南
糯山吧。
“是大黑山。

大黑山也是我们哈
尼人的茶山。世界
上最古老的野生茶
树王，就在大黑山里。听他们说，前几年
茶树王倒掉了。”
“老人家，那棵倒掉的茶树王已经有

了一个博物馆，专门收藏它。我先后两
次去看它，收藏它的是广东的陈升茶
号。”
“大黑山原来是我们布朗人的，那棵

野生茶树王是布朗的神树。我们每年都
会跑一趟大黑山去朝拜神树。”
马老师说，我知道茶树王也是哈尼

人的神树。哈尼人和布朗人是兄弟。
别样吾很得意，“我怎么说

的，不是乱说吧。”
贝玛说，“还用你说，每个布

朗人都知道。”
马老师说，“野生茶树王是对

的，布朗哈尼兄弟是对的。可是老虎不
怕也是对的吗？首先，老虎有那么蠢
吗？再有，有老虎就不可能只有一只，那
些老虎去哪儿了？”
“马老师，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

问这么蠢的问题？在故事里，老虎只有
一只，别的老虎不在故事里啊。至少在
故事外面，还有不怕的家人，不怕当然有
爸爸有妈妈。”
“老人家，说心里话，我不怎么相信

大黑山曾经有过老虎。我们汉人的谚语

说，一山容不得二虎。老虎可不是随便
什么地方都有的。前几年有个人说他见
到了老虎，而且拍了照片。许多人不信，

就搞了人肉搜索，
最后发现那些老虎
照片是假的。那个
人姓周，网民都叫
他周老虎。周老虎

一时成了全中国最著名的撒谎人。”
“你放心吧，马老师，我不是周老

虎。因为这个故事不是我的，是祖先传
下来的。”
“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真

的。故事就是故事，不可以当真。”
“可是祖先一定是见过老虎的，不然

怎么能凭空编出老虎的故事呢？祖先没
有汽车摩托车这些，他们一辈子没到过
一百里以外的地方。他们没有电影电视
可看，肯定就没见过老虎的样子。我猜

他们编不出有老虎的故事。”
“你们说的老虎是什么东西？

我连听也没听说过，别说见了。老
虎很凶吗？”
“贝玛，你相信勐海有老虎吗？”

“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
东西。布朗人不说不知道的东西。勐海
那么大，有那么多大山和坝子。布朗人
只占了几个小小的山头，布朗人只懂得
弄茶，不知道别的。”
“马老师，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

证明勐海有老虎。勐海最多的是傣人。
我有一个傣人的故事，也是讲老虎和蛤
蟆的。”
“老人家，那就听你说说傣人的老虎

故事吧。”

马 原

勐海也有老虎 之一
“吃不开也能看得开，

看不开也能想得开”，我常
会自己找乐子，以便出离
困境，说来很是阿Q，却自
有一种乐趣。

昔时很长一段时间
里，天天挤公交车进出市
区，塞在人群里随车摇晃，
晃啊晃竟晃出一个乐子：
搞清楚跨河大桥施工缝有
几条？施工缝是桥梁为了
防范热胀冷缩特别留下
的。引桥处相对细小，桥
道处颇大得覆盖钢片。只
要车一上桥，随着车辆的
颠簸跳动，细心留意便可
算出施工缝多少。就这
样，我想到就数、无聊就
数，数得不亦乐乎，甚至还
抄在记事本里，最后确认
数目为“4、9、31”：上桥引
桥这边引道短，4个小缝；
桥道大缝有9；进入市区
这端引道长，竟多达31小
缝！确认了这个能干嘛？
不能！尤其这座跨河大桥
前几年早经拆除重建，4、
9、31死无对证，更显得无
意义。然而，这或许曾是
全世界我一个人所独有的
秘密知识！——不作无益
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
生。不都这样说吗？无益
者，又不会害人呗。

之二
浮生需要偷。偷得半

日闲，友人家喝茶。先喝
“岩茶”，再喝“凤凰”，喝入
港了，竟拿出“鸭屎香”款
客。果真偷对了！穿越半

个城市到家，犹然满嘴“鸭
屎香”，真是厉害啊！

不负春天不负茶。
之三

大楼旁，有三五棵樱
树。生在富贵人家，自有
专人照料，却也没长得特
别好，毕竟土壤不对。春
暖花开，满树绽放，不多枝
却也可一看。看看想想，
想到王国维的《玉楼春》。
这词写于1905年，王国维
28岁，竟已感叹“少年非
属我”，若非强说愁，也只
好相信古人早熟快老死得
早，王国维才50岁就不想
活了，一生建树不少，算一
算，大约不停赶路，难得闲
下来。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谈中。包括这樱树、这
大楼、这富贵人家。

之四
很久不见的朋友，两

位，一起吃早午餐。餐点份
量刚好，咖啡可续杯，天气
不冷不热，开窗很适合。无
人迟到，谁都不用等谁；坐
下来，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往事、文学、写作、脸书、八
卦、动态……不至于冷场
没话讲，也没人不识相喋
喋不休。聊聊乏了，走到
阳台看看对面屋顶的猫；
拿出手机划两下回条讯
息，回来继续。来回两三
次，两个多钟头，事事都如
意，差不多了，一起走到巷
口，挥挥手分道扬镳，慢慢
踅回办公室，继续工作。

理想的春天。周末午
前午后。

傅月庵

在理想的春天里漫步城中
十年前我在东洋大学做海外短期教授时，住在文

京区千驮木三丁目上的大学国际会馆，授课之余，常在
附近游荡。一日，穿过不忍通（街名），在小巷内乱走
时，无意间邂逅了“谷中银座”，一条留存
了昭和风貌的商业小街，后来成了本地
人和外来客打卡的网红地，平日就是熙
熙攘攘，到了周末假日，就是摩肩接踵
了。

我是从西向东进入，一般人都是坐
了山手线电车，从日暮里站下来，从一处
台阶往下走，就可看到商业街的入口顶
端，有一块三角形的街牌，用汉字和假名
混合写着“日暮之里 谷中银座”，一条长
约170米、宽3—4米的小巷上，竟然挤进
了70余家商店，一半的店家，只有半个
门面而已，两边的房屋，一层到三层，既
有木屋，也有砖瓦和水泥结构的，真可谓
鳞次栉比，怀旧风的路灯杆上，布满了电线，这正是昭
和风的特点。这里大概以前常有家猫和野猫出没，卖
点竟然是各色的猫，街边有一对招财猫，一个模样憨厚
可爱，一个诡异狡黠。有一家店，专门做猫尾巴形状的
烘焙点心，形形色色，一根130—160日元，常常是门庭
若市。还有一家店，卖印了各色猫的图形的帆布袋。
10年前，还有人在街口江户风的木屋内开了一家咖啡
馆，曰“猫卫门”。日本人也很喜欢蹭热度。

两边的店家，真是五花八门，吃喝玩乐，应有尽
有。一家小铺在卖昔日人字形木屐和人字形草编拖
鞋，真的久违了。现做现卖棉花糖的摊边，围着一群小
孩。一位大哥在铁板上兴高采烈地炒着炒面，这是日
本人喜欢的简易食物，价廉物美。有一家“洋灯屋”，专
门卖各色装饰精美的传统风的挂灯和台灯，有点像我
在越南会安见到的街灯或门灯，价格稍贵，吸引了很多
年轻的女性。门口挂着状若大盘子一般店招的“吉金
吉园”，是一家茶叶店，也兼卖茶壶茶具。也有一家专
营世界各地咖啡豆的，产地哥伦比亚的最多，也有第一
次听闻的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的，日本人喝咖啡还是
蛮讲究的，有一大批咖啡通。一家门面很窄的店铺，人
头攒动，门口挂着红色的布帘和灯笼，用假名写着“目鱼
烧”，就是烤鱿鱼，香味从店内飘到了店外，弥漫在街
上。有一个头缠布巾、留着小胡子的大叔，在只有三分
之一的门面内，现做现卖炸鸡块、炸鱿鱼、炸沙丁鱼（这
些都裹上了面衣和面包屑），炸肉末土豆饼，价格每一件
100—150日元。我在这里，买的最多的，是便当（都是
现做现卖），荤素搭配，我买回住处在微波炉内加热后，
充作午饭或晚饭，每一份500日元（不知现在是否有涨
价）。这里还有昭和风的居酒屋、小餐馆，卖折扇的，卖
日本漆筷的（我在这里买了好几副），卖新鲜蔬果甚至海
鲜的，价格相对低廉，四个装的香蕉，两袋150日元，一
棵西蓝花，100日元。还有一家米店，屋内黑魆魆的，门
口放了几个厚纸的米袋，零售各地的大米，一旁的小桌
上，放着几块自家制的手工年糕。有一个小门面，在卖
各地的日本酒，考虑到顾客大都是从远处来的，这里主
要是品酒，有一种“甘酒”，类似我们的酒酿酒，装在一个
不锈钢大电锅内，一位大叔正在舀给客人，一杯200日
元，也买一杯尝尝，温热的，酸酸甜甜，喝多了也会醉
的。在街口外的一幢公寓楼下，抬头看见一幅招贴广
告，竟然是，晚上八点开始，有肚皮舞表演！

这条小街上的商品，几乎都是手工自制或是自家
采购，有特别的图案和标记，价格大抵公道甚至低廉，
从早到晚，氤氲着浓浓的烟火气。我先后去过五六次，
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街口东面的台阶边，有一块石
碑，镌刻着“晚霞·渐渐”，晴日的黄昏，站在石阶上，透
过低矮的小街，可以慢慢欣赏日落的风景，晕晕黄黄的
斜阳，把周边昭和风的街区染成了一片金灿灿。NHK
的电视小说和诸多电影，都在此取景。“昭和”，或许是
它最大的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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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卡牌持续升温，背后的
卡牌策划师是个怎么样的工
作？每一个新卡牌产品问世都
是属于卡牌策划师和团队小伙
伴的高光时刻。我作为一名资
深卡牌策划，带领着七十余人的
团队，在卡游公司从事卡牌策划
相关工作。“英雄对决”竞技卡
牌，小马宝莉集换式卡牌就是我
们团队的作品。从水浒英雄卡、
万智牌到奥特曼卡牌、小马宝莉
卡牌……集卡、玩卡，可谓数代
人童年或青春期时的一种“集体
记忆”。近年来，竞技卡牌也在
年轻人的娱乐活动中持续升温，
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交活动。特
别是中国专业TCG活动卡游“英
雄对决”，如今已迎来五周年。
在这里要特别向“卡圈”外的朋
友解释一下，“英雄对决”在全国
召集玩家，进行线下卡牌对战切
磋，是全国卡牌玩家的盛典。

竞技卡牌策划的工作内容丰
富而复杂。开发一款竞技卡牌，

从最初的创意构思到最终上线，
需要经过多个关键环节。策划不
仅要明确产品的目标人群，挑选
合适的
IP，精心
设计玩
法并反
复 验
证、测试、调整，还要在卡牌立绘
和UI设计方面与插画师、平面设
计师密切沟通，确保最终呈现的
产品符合预期。在这个过程中，
平衡游戏的趣味性、策略性和商
业性是一大挑战。
作为一名卡牌策划师，我们

通常会从产品面向的年龄段以
及市场上的优秀产品两个维度
出发，根据不同年龄段用户的需
求和喜好变化，对产品进行升级
调整。卡牌设计是卡牌游戏的
核心。他们在设计卡牌时，会结
合IP内容和游戏玩法，尽可能还
原角色设定，并通过数值和技能
的差异来确保每张卡牌在游戏

体系中的平衡性和独特性。最
终设计出成百上千张卡牌让用
户自由组合出专属自己的卡组，

极大地
提升了
竞技的
趣味性
和策略

性。每当有新产品问世，对于卡
牌策划师来说，都是高光时刻，
这背后凝聚着我们无数的心血
与创意。
说到我踏入这一行业的契

机，是源于中学时期对万智牌的
热爱。从那时起，我便沉浸在卡
牌竞技的世界里，通过不断试玩
各类卡牌产品、参加比赛，积累
了对行业和卡牌产品的深刻理
解，最终成功转型为一名卡牌策
划师。不过，最初选择这个行业
的时候家人是不太理解和支持
的，因为当时卡牌行业并没有现
在的发展规模，并且父母对卡牌
认知层面也仅限于纸质玩具层

面，对收藏价值和卡牌竞技赛事
没有概念，认为卡牌仅仅只能作
为一个个人爱好，并不能当作一
个长期的事业去做。不过最终
在我的坚持下父母也没有过多
干预。卡牌策划师这一新兴职
业，是新生活方式、新趋势、新需
求催生的产物。卡牌为年轻人
提供了全新的社交娱乐解决方
案。另一方面，策划也能通过卡
牌叙事传播中国文化。

对于那些对卡牌相关职业
感兴趣的人，我觉得要“用有限
的规则创造无限的可能性”，从
业者要保持好奇心，持续研究跨
领域创新案例，逐步从“模仿经
典”走向“定义规则”，努力成为
用户情感的连接者和中国文化
的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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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魔法”卡牌世界

鲁迅的一生，是
部大书。自他1936
年去世以来，研究他
的人生与创作的各
种传记、专著或文章

数不胜数，不管怎么说，研究鲁迅始终是显学。但要是
把那些研究成果放在《鲁迅全集》前，并对照鲁迅的人
生，就会觉得都还是小了。其实也正常，我自己读鲁迅也
有三十多年了，还写过一些评论文章，当时觉得颇有心
得，现在回头看一下，却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有时候，偶然想到鲁迅，就发现浮现在脑海里的，都是些

小事，不过搁在一起琢磨一下，也颇有意思。比如说到鲁迅
的个性，无论为人为文，有时会给人以沉郁深刻的印象，有
时则让人觉得异常尖锐。
其实他是有温和明朗一面
的。在好友们的回忆中，他
不仅是个值得信赖、爱憎分
明的性情中人，还很风趣幽
默。他对晚辈作家不仅提
携有加，在日常生活中也多
有爱护，很多时候更像严师
与慈父的合体。萧红回忆
鲁迅的文章之所以特别精
彩，关键就在于它们既活现
出鲁迅在日常生活中的情
趣，还对鲁迅那隐秘的情感
与精神世界有敏锐的发现。
当我们感觉到萧红的超凡才
华与纯净内心给鲁迅带来很
多慰藉时，其实也能明白他
在面对复杂残酷的外部世
界时的冷峻犀利与孤独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在《两地书》里，那些从“广平兄”到“害马”，

从“亲爱的老师”到“小白象”的信，让我们看到了他内
心的温柔与细腻。再就是有了海婴之后，老来得子的
鲁迅“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那种乐在其中的状态。那些
时候，鲁迅的文章也往往是更为温厚饱满且不失深刻
的。认识温柔时的鲁迅，其实是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激
烈时的鲁迅。还有一件小事，出自好友川岛的回忆：鲁
迅特别喜欢做的家乡菜是干贝炖火腿，对食材和做法
都很讲究，干贝要粒小的才好，火腿要金华的，要慢火，
边炖边撇去浮沫，直到炖好，味道极为鲜美。此事虽
小，却可见鲁迅性格中耐心、细致的一面。由此联想到
他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常在家里抄古碑、读古书的
事。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他为了排解寂寞，不如说是
他将自己的学问思想小火慢炖的过程。
最耐人寻味的一件小事，是鲁迅临终前的那些日

子里，在床头放了张小图片，内容是某位国外画家画的
一个在风中奔跑的女子。在无力读书的时候，鲁迅会
不时拿起这张图片注视良久。他为什么要反复看这张
图片，看的过程中在想些什么，就连许广平也不知道。
这件小事，让我们意识到，鲁迅对自己的情感世界是隐
藏得很深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日记里几
乎都是大事纪式的文字，绝少透露与个人情感相关的
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种隐秘
性看作是他留下的另一种作品，只是里面没有文字。

赵 松

鲁迅的小事

滚滚长江流尽春，

六朝宫阙碾为尘。

频频回首沧桑事，

王谢悲歌愁煞人。

陈曦浩

金陵怀古

勐海童话

十日谈
新360行

责编：沈琦华

最初的工

会指导员雏

形，如今已经

演变成了职业

化的工会工作

者。

云
间
耸
孤
翠
（
中
国
画
）

邵

琦

2005年 7月1日，东方
艺术中心在浦东丁香路
盛大启幕。一路走来，无
数个难忘的瞬间，构成
东艺二十年的璀璨篇
章。

二十岁庆生，台下的
你们，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值此特别纪念之际，
东艺联合新民晚报“夜光
杯”推出“我与东艺的20
年情缘”征文活动。

你的故事我的歌，“我
与东艺的故事”等你来讲
述！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
2025年6月3日

征文要求：体裁为散
文（诗歌、小说、论文、日记
等除外）;字数1200以内，
格调积极向上，题目自
拟。（可附带3张以内相关
图片）

投 稿 地 址 ：

ygbzw@xmwb.com.cn;
jinran.xu@shoac.com.cn

邮件标题请注明“东
艺征文+作品题目+作者
姓名”，并在稿件末尾注明
作者简介、通联地址、电话
等联系方式。

优秀作品均有机会刊
载于新民晚报“夜光杯”及
东艺公众号。

征文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