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藏商机的渔村
（新加坡）尤 今

    那一天早晨，蓬勃的阳光璀璀璨璨的，把
大地照得像水晶般明亮。我来到了那个每一
寸空气都窜满了鱼腥的渔村。
坐落于塞内加尔西北部的恩达尔，是西

非最古老的渔村，拥有 300余年的历史。渔村
距离塞内加尔河很近，渔产惊人地丰富。
通谙英语的瓦蓝丁若亦庄亦谐地对我说

道：“有一回，我到塞内加尔河畔散步，赫然看
到原本蔚蓝色的河水变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走近一瞅，哎哟，河里挤挤迫迫的，全都是大
大小小的鱼儿啊！渔夫根本不必撒网，伸手一
捞，便能捞个盆满钵溢。”

这天早晨，辽阔的圣路易斯河
上，满满地停泊着大大小小的渔船；船
上，堆满了刚刚捕获回来肥肥瘦瘦的
鱼。渔船超大者可以容纳 15人、中型
者可坐七人，最小者仅容二人。渔夫们
就在船上将鱼分类，体积肥硕的鱼放进大桶
里、瘦小的搁入大盆内。
让我目瞪口呆而又莫名其妙的是，渔夫

们居然将盆里的小鱼一股脑儿地倒在沙滩
上。这些被丢弃的鱼，引来了不计其数的苍蝇
和飞鸟，也引来了许多捡拾鱼儿的妇孺。被丢
弃的鱼实在太多了，所以，她们只捡拾那些较
为肥大的。有些畜牧人家也来捡拾，据说他们
把鱼捡拾回家后，烧成粉末，掺进饲料里，喂
牛、喂羊，刺激乳腺，使它们能分泌更多的奶
汁。足堪忧虑的是，牛和羊都是素食者，如此

硬生生地把鲜鱼磨成粉喂养它们，假以时日，
会不会引发另一轮的疯牛症、抑或是疯羊症
呢？

向瓦蓝丁若探询鲜鱼被弃置沙滩的原
因，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们捕获的鱼
太多了，小鱼根本卖不出去。塞内加尔生活水
平低落，没有冷藏的储存库，丢弃是唯一的解

决方式。”说着，他指了指一些肩上驮
着重物的孩子说道：“瞧，他们卖的，就
是供鱼儿保鲜的冰块了。问题是：附近
就只有那么区区一家制冰厂，根本就
供不应求啊！”

“这样滥捕滥丢，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啊！”
我说。
“对对对，总有一天，塞内加尔河甚至于

大西洋里的鱼类，都会被赶尽杀绝的！实际
上，渔夫们应该设计网眼较小的渔网，让小鱼
存活，等它们大了才去捕抓，这才能确保鱼儿
生生不息，也才能确保下一代有足够的鱼可
供果腹啊！”瓦蓝丁若语重心长地说道：“实际
上，塞内加尔的渔业具有强大的潜力，比方
说，过剩的鱼类可以制成咸鱼、鱼干和鱼罐头
等等，输送出口，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改善渔

民的生活，而且，也可以使塞内加尔渔业的美
誉传扬在外。可惜政府没有好好地加以扶植，
商家也没有觑准商机加以发展。”
塞内加尔的渔村，的确蕴藏了无限的商

机，等着独具慧眼的人去发掘。
有些妇人，每天早上等在岸边，等渔夫

的渔船一靠岸，便拿着大桶或竹篓去买鱼，
一大桶几十尾，才售 2000西非法郎 (折合
人民币大约 25 元 ) ，真是“价贱如土”
啊！鲜鱼的价格，每天都不一样，视捕鱼量
多少而定。妇人把鱼送到菜市去零售，价格
立马翻了三四倍，每桶可以卖 6000至 8000

西非法郎。妇女的桶盛得太满了，她们吃力
地提着走时，一些鱼儿便趁机“投奔自由”，
有些孩童，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捡拾，妇人
也不干涉，任由他去。孩童拾了一尾又一
尾，渐渐地，小小的竹篮盛满了，便拿到路
边去叫卖。
刚才那些在沙滩上捡拾鲜鱼的妇女，此

刻都坐在树荫下休息，闲话家常，每个人身
旁的篮子，都放满了“不劳而获”的鱼。看
到我走过，居然伸手讨钱。我调侃地说：
“嘿嘿，你们天天餐餐有鱼吃，日子过得比
我还滋润呢！”她们齐声叹气：“唉呀，我
们的日子，穷得只剩下鱼了。”

我哈哈大笑，然而，想深一层，年年、月
月、天天、餐餐都吃鱼，就算是龙肝凤胆，也会
吃腻的呀！

走路的云

十日谈
梅花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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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志愿者要弘
扬传统文化？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现在
老百姓最大的需求不是钱, 不是房子,不
是车子，不是物质，而是心灵饥渴。这种
需求就像一块干旱了一百年的土地对雨
水的渴求。所以，我们就要尽力推广优秀
传统文化，推广《弟子规》，引导大家学用
《弟子规》。
“冬则温，夏则凊”讲的是人的感受

力。到夏天了，该换衣服了，要把棉袄换
下来了。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相当多
的人没有这个感受力。别人明明想吃苹
果，他却把香蕉给人家。因为感受力不
够，造成的家庭纠纷太多了。夫妻之所以
常常吵架，甚至发生家庭暴力，往往是因
为感受力不够。有一种暴力是强暴力，有

一种暴力是软暴力。比如丈夫明明这一刻不需要那一
份营养，妻子却以健康为由，强迫先生，往他嘴里塞水
果。虽然妻子是好心，但对于先生来说这就是被暴力，
一种温柔的暴力。有些妻子感觉到丈夫也是这样。所
以，一个人如果感受力不够，这个人很可能就会表现出
这么几个状态———占有欲、控制欲、表现欲。特别是控
制欲，总想把对方牢牢地抓在手上。人家需要短袖的时
候，你把棉袄给人家了；人家需要棉袄的时候，你把短
袖给人家了。
在传统文化学习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有一次到石家庄讲课，互动环节，有一位老先生说，
郭老师这么好的课，可是他们家才来了一半，他真想把

没来的那几位拿绳子捆过来。这就是暴
力思维。虽然是好心，但是有强迫性。所
以，我们推行传统文化一定要随缘。孩子
这一刻兴致还没到这个地方，就不能着
急，要有耐心，要学会等待。等到他饿了，

渴了，需要了，自然就来了。人家现在还不需要呢，就让
他去撞。等到他跌跌撞撞，走不通了，来找你时，你再把
路指给他，他自然会接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父母，教育孩子

带有强迫性。孩子在那里玩泥巴，正在兴头上，妈妈一
把逮住，“回去背唐诗去，读《格林童话》去”。她哪里知
道，孩子玩泥巴是更重要的生命需要，那是一种自然亲
近性训练，同时也是身心投入性训练、专注力训练、协
调性训练、现场感训练。现在的孩子为什么好动？往往
就是因为父母躁。父母的躁投射到孩子身上，一会儿给
他这个安排，一会给他这个指导。有许多父母，从早到
晚都在教育孩子，可是孩子却非常逆反。为什么呢？他
的心是躁的。孩子是父母的投射，底片是躁的，屏幕上
能安静吗？所以，在日常生活中，过日子也好，工作也
好，要想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就不要去强迫他人。

我们讲《弟子规》是维护人类永久性生存、维护人
类群体性生活、维护个体幸福的“规”。那怎么样来实现
它的永久性、群体性和幸福性呢？首先要有感受力。“金
屑虽贵,落眼成翳”，黄金虽然很贵，但是放在眼睛里就
是祸害。传统文化虽好，但是你在不恰当的时候灌输给
人家，给人的感觉就是强迫。
这些年有些人弘扬传统文化也出现了问题，拿着

一本《弟子规》见人就送。心是好的，但效果很不好。那
应该怎么做呢？先让自己快乐。大家一看，这个人原来
天天抱怨，天天愁眉苦脸，最近怎么这么快乐呢？他就
会对你产生兴趣，然后问你最近学什么了？你说我最近
听郭文斌的课了。他问郭文斌讲什么啊，你说讲《弟子
规》。他就来听课。一听，觉得有道理，不用说，他就开始
学和用了。所以，推行传统文化，最好的广告、最好的招
牌在你脸上，你先快乐，先把脸换掉，把愁眉苦脸换成
一个欢天喜地的脸，就是最好的广告。《弟子规》应该变
成你脸上的微笑，而不是那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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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第一个出版社邻
居是宋原放伯伯。他个子
壮实，声音低沉。他与爱人
海阿姨都说普通话，不讲
上海闲话。
他家客厅兼书

房和他的卧室。靠
东窗放写字台，台
灯半圆形墨绿灯
罩。西墙是排大书
橱，东西阳台门间
有一小竹书架，最
上一格放《人民日
报》，记得书架上方
挂着焦裕禄的照
片。宋伯伯爱围棋，
常见沙发旁的茶几
上，有本打开的棋
谱。父亲从部队回
沪探亲，也被约去下几盘。
“文革”开始，他所在

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造反
队，来抄这社长兼总编的
家。上一年级的我，虽识字
不多，但认出丢地板上几
本厚精装书的名：《资本
论》。宋家被扫地出门，搬
出了茂名南路。
再见宋伯伯是二十年

后的 1986 年，我做“上海
青年最喜爱的十本书”活

动，请时任市版协主席的
他颁奖。那时，他住复兴中
路，上门没碰到，却准时来
到文艺会堂。来回都不要
车接，热情支持年轻人的

读书。那天，我把他
的名字写得有点
草，“原”似“厚”。被
介绍人读成“宋厚
放”，坐他身旁的宋
伯伯笑了，低声纠
正：宋原放。

搬了几回家，
出版社邻居多了起
来：有文艺、辞书、
科技，还有教育和
大百科等。母亲认
识得多，楼上有时
任出版局副局长袁

是德母亲，楼下有何满子
先生女儿⋯⋯就说同层的
左泥和周天叔叔，他们都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

左叔叔爱人王老师，
几乎天天来与母亲聊天。
她原在静安区机关幼儿
园，我在那待了五年；她没
教过我，与我的老师钱蓉
枝是好朋友。王老师教母
亲做幼儿园的招牌菜：肉
糜虎皮蛋。煮熟蛋，一切
二，截面抹肉糜，油炸再红
烧。想来，左叔叔吃的菜是
童趣满满。

我还在读大学的
1979年，左叔叔编了本不

同凡响的书，选编发表上
世纪 50 年代具有影响却
受公开批判的作品。有独
立思考的，才会独具慧眼。
共选了 17位作者的 20篇
作品，其中有作者当时还
未平反，带有风险。但年前
闭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已亮出了“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大旗。

书名叫什么？文学读
物编辑室在《迟开的鲜花》
上徘徊，一锤定音是室负
责人吴真伯伯。他提议，定
名《重放的鲜花》。31万字
的书，第 1版印 10万册。
《出版前言》里写道，“重读
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
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读
到了百闻终得一见的《组

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
蒙）、《小巷深处》（陆文
夫）、《在悬崖上》（邓友梅）
等小说，嗅到了鲜花的芬
芳。

《上海出版志》评价
道，“《重放的鲜花》的出
版，使这些作者看到了光
明，也促进了他们在文坛
上重新崛起。这本书的出
版，不仅说明了编辑在政
治上的胆识，更说明了编
辑同这些受压作家之间的
感情。”
左叔叔瘦高个，而周

天叔叔显得敦实。对周叔
叔早闻大名，上中学时，就
读过他小有名气的反映市
郊农村的长篇小说。巧的
是，他儿子与母亲好友玲
玲阿姨的女儿结秦晋之
好。
周叔叔后来的名气源

自蜜蜂。他编剧的《蜜蜂王
国》，上海科影厂 1981年
拍成片。“该片揭示了蜜蜂
家族的生活规律、奥秘、特
色及其对自然界和人类的
作用”，获第二届金鸡奖最
佳科教片奖及 1982 年文
化部优秀影片奖。之后，他
又写了《蜜蜂王国见闻》。

上世纪 90年代，他转
向帝皇写作，著作颇丰。主
编《中国历代帝王故事》、
《皇帝读书考》和《中国历
代廉政监察制度史》等。他
的博客也聚焦历史，《芈月
传》热播时，写下《芈月性
格得失谈》、《宣太后与黄
歇的辩论，谁对？谁错？》、
《<芈月传>背景谈：芈月
与宣太后的相互妥协与缝
合，完成了一个刘备式的
政治人物形象类型》等。

他对现实同样关注，
论《毒保姆与性恶论》、谈
房价：“房价又上涨了。记
忆中，这些年来，上涨基本
上没有停过。当然，我早已
在三十年余前，由单位分
了房子，大致过得去。房子
大小也可以了，只是朝东
又略偏北，冬天较少或没
有太阳；一直想改善一下，
这样的房价，肯定是没有
机会了。”
前些日子，听说周叔

叔不在家待着，而是与养
蜂人在一起。我想，他是不
会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
蜂的；无论生活如何变幻，
睿智和勤奋使他走出自己
更长远的路。窗外有株梅

子 扬

    我的窗外有一株梅花。今天，久违的阳
光照进办公室，我往窗外一探，发现那株梅
花满树花苞，有一二朵竟向阳怒放。红而不
艳，暖意盈盈。

都说是腊梅开放的时节，怎么红梅迫不
及待来报春了？戊戌岁杪，阴霾的日子过久
了，给点阳光人真的就能灿烂的。心里面不
由得赞一声，到底是梅花啊，难怪自古以来，
那么多文人墨客为它吟诗作画。
在我的老家嘉善魏塘镇，就有这么一位

“梅痴”———吴镇。位居“元四家”之首的吴
镇，在自家庭院种满了梅花，取名梅花庵，自
号“梅花道人”，晚号“梅沙弥”，不仅如此，临
终前还给自己找好了墓地，题写了墓碑“梅
花和尚之塔”。据说隶书“梅花和尚之塔”的
碑文至今在嘉善博物馆完好保存。

吴镇有诗书画三绝，想象中，他的作品
应该不乏梅花才是，然而至今并不曾发现有
其梅花作品，倒是他画的墨竹，尚存墨迹，台
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他的《竹谱图卷》。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梅花庵，印象
最深的正是吴镇的《八竹碑》碑刻，那是吴镇
晚年绘的八幅墨竹。
有人说，吴镇从来不画梅。我不昧揣测，

应该不是吴镇不画梅，而是他的“梅作”都随

时光消逝了。要知道，吴镇现存世的作品仅
十余件。除了墨竹，以他画的渔父最为人知，
代表作有《渔父图》《洞庭渔隐图》等。身处元
朝，吴镇以“梅妻鹤子”的北宋诗人林逋为榜
样，拒绝出仕，亲爱梅竹，游山玩水，吟诗作
画。达官显贵向他求字画，他一向拒之。

有意思的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幅画，
正是在梅花庵，只不过不是梅，而是竹。也因

此，对这位老家的乡贤多了分亲近，对喜欢
梅竹之士多了分好感，比如另一位乡贤朱彝
尊。

朱彝尊，这位比吴镇晚出生三个半世纪
的“浙西词派”创始人、藏书家，同样居住在
一个种满梅花的地方，梅里，“性癖好竹”，建
竹垞故号竹垞。只是后来，因为他写了皇皇
八十卷的《曝书亭集》，他的藏书楼“曝书亭”
名声越来越响，以致“嘉兴十二景”有一景就
叫“曝书竹影”。前不久，藏书家韦力来嘉兴，
我问他嘉兴哪个藏书楼给他印象最深，他便
首推曝书亭，因为“既重要又有遗迹在”。然

纵有遗迹在，当年的八万卷藏书已无处可
寻。

身处梅乡，朱彝尊诗词里倒是不乏写梅
之作。比如这首《云中至日》：城晚角声通雁
塞，关寒马色上龙堆。 故园望断江村里，愁说
梅花细细开。

这位“愁说梅花”的词人，是个情痴，一
生所作诗词无数，有不少竟是为妻妹冯寿常
而作。他以冯寿常的字“静志”作为自己诗话
和词集之名《静志居诗话》和《静志居琴趣》，
其中后者写尽两人的爱恋和思念。《曝书亭
集》中有一首两千字长诗《风怀二百韵》，曾
有人劝他删除，他思虑再三后作出决定：“宁
不食两庑特豚，不删《风怀二百韵》。”意思宁
可不入祀孔庙，也不删此诗。

我窗外那株梅花不远处，还有一株梅
花，以及一片修竹。这几年，每年三月，我都
会在那里稍作逗留。那里，曾有一尊朱彝尊
的雕像，也曾留下我与一位故人的影像。
不知何时，竹垞的雕像不见了。而梅花，

依然开了落，落了开。

责编：刘芳

静安居诗词
高 昌

    致雅集诗友
莞尔海棠笑，

新诗应节生。

嫩红宜入画，

鲜绿每添情。

送温暖
送暖入屠苏，

春风淡似无。

高天仰光月，

惜与草民疏。

春歌
沿河诗料梳金柳，

遍地春风滚碧龙。

陇亩先栽心一粒，

秋来请献粟千钟。

题水晶作品《竞自由》

一路凌波争上游，

风涛万里竞潮头。

劝君休起龙门羡，

只在江湖是自由。

水上丝路 （综合材料） 塞尔玛·顾尔布兹（土耳其）

    在一簇簇梅花前取
景、构图，以少胜多，去繁
求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