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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遇故地
陈德平

    尽管还是正月里，但
春意已显，阳光照在身上
有种暖洋洋的感觉，从车
窗外望去，河岸边已冒出
绿意的柳条在暖风中有些
兴奋地飘舞着。
这个春节回家乡，和

往常一样，大年三十夜，
我们兄妹几家聚在一起，
有的炒菜、有的端菜，热
热闹闹共度佳节。可没了
父母的相伴，这个时候的
心情总是黯然的。大前年
的年三十夜，与父亲一起
过春节的情景还恍若眼
前。那天 ,我们特地把父
亲从医院接回家，共同举
杯相庆，看着满桌的酒菜
和满堂子孙，父亲笑得很
开心。可转瞬间父亲已驾
鹤远去。端起杯来，一股
热流往眼眶涌动。正月初
一一大早，我们兄妹和膝
下儿女就按家乡风俗，上
山给父母拜坟岁。天还蒙
蒙亮，山道上已人流如
织，如赶集一般。山中不
时有爆竹声响起，山野的
清新夹着火药味随风吹
来。山林青翠，墓碑上用
朱红油漆新描摹过的字迹

透着光亮。抬头望去，启
明星还挂在天边。隔了多
年，父亲又和母亲相聚在
一起，父亲这个 19 岁随
军南下、铮铮铁骨的北方
汉子最终把自己的一切都
献给了江南这片沃土。不
禁想起清代龚自珍《己亥
杂诗之一》 里的诗句：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
马革裹尸还”。
以往春节回家，陪伴

父母，我哪里也不去。现
在突然空荡荡没了着落。
翌日，便偕家人驱车去绍
兴柯岩风景区游览。绍兴
是我的出生地，当年父亲
在这一带工作多年。从最
早南下随军驻在城区，后
又转业调至城外山区的铁
矿基地，所以这里的一景
一物对我来说都是那么亲
切。泛舟鉴湖，沐浴春光，
青石叠砌的悠悠古纤道，
将宽阔的湖面劈为两半，
远处的石桥和游人映照在

波光粼粼的湖水上。我呆
呆地望着，似乎在寻找父
母的身影。风景区里的鲁
镇，是按照鲁迅小说所描
写的风土人情建造的，那
戏台、那飘着酒香的店铺，
让我想起孩提时的光景。
返程途中，导航出了

偏差，不想车开入了诸暨
方向公路。蓦然，透过车
窗，路边指示牌上“漓渚”
两字跳入眼帘，多么熟悉
的地名，这不是自己幼年
生活过的地方吗？心头一
阵惊喜。多少次梦里回到
这里，可都是模糊一片。
我听母亲讲过，当年父亲
调到这里的铁矿基地不
久，她怀抱不满周岁的我
也随后而来。母亲在附近
村中给我找了个保姆，自
己就投入到火热的
工地建设中。她偶
尔抽空回家从窗户
里匆匆看我一眼，
有时见我在哇哇大
哭，悄悄抹下泪又掉头而
去。因为困难时期，私下
里保姆经常会拿些我吃的
奶糕带回家，母亲知道了
也不吱声，因为她家也有
小孩。后来我会走路了，
就上了矿区幼儿园。夏
日，自个儿拿只茶缸去买
冰棍，踮起脚，伸向窗
口。服务员却见茶缸不见
人，伸长脖子往外瞧，见
是个小孩，哑然失笑，便
故意问，你是谁家的孩
子？有钱吗？我就把手里
的钱往上晃。我 3岁那年
的夏天，矿区工程下马
了，父亲调往外地赴任。
去报到那天下午，母亲正
给我洗澡，当转身去拿东

西，就一会儿的工夫，发
现我不见了。忙出门四下
寻找却不见踪影，问邻居
也不知道。这下，母亲急
了，出了矿区，沿公路一
路寻去。走了很远，在一
个岔路口，有一村民告
知，见过一个光身的男
孩，已被一农妇领到了附

近村庄。母亲急奔
村里，几经打听，
终于找到那位农妇
家，只见我正坐在
堂前的椅上安静地

吃着煮熟的土豆。那农妇
说，她是在公路上见我光
身一个人边哭边走，便上
前询问去哪里？说是找爸
爸。她看公路上危险，就
把我领到家中暂且安顿，
等待家人来找。原来父亲
前脚刚走，我趁母亲不注
意，也拔腿而去，大概认
为父亲拎着包上车站，就
懵懵懂懂地沿着公路追
去。母亲了解了原委，眼

泪就下来了。她向农妇一
再道谢，先前的气恼和焦
急早已变成了万般柔肠。
这件事，我已不记得，可
母亲印象深刻，曾多次提
及。她可能不仅认为我那
时人小鬼大，更感到小小
年纪对父亲的那份情。

打小离开再未回，如
今无意间路遇故里，好像
是冥冥中的安排？当记忆
的风，再次穿过岁月的长
廊，遥远的往事又浮现在
脑际，也涌起了对曾经相
助之人的感恩。我特意让
车在周边转了一圈，可满
目都是新建的房屋，无从
知晓哪里曾是我住过的地
方，也不知那善良纯朴的
乡人今又在哪里？此时，
凝望故地，思绪如潮，我
更加怀念起父母和那段如
泉水般清澈的时光。父母
虽已远去，往事成烟，但
他们留下的爱的故事依然
在心海中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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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共同家园
俞立中

    1977 年恢复高考后，我
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自
此开始 40年，学习工作都没
有离开大学校园。而作为上海
的一名教育工作者，与上海教
育电视台结缘实在是再自然不
过了。今年是上海教育电视台
开播 25周年，25年间，我也
跟随着教育电视台的成长壮
大，从一位教育新闻的普通观
众，走进了教育新闻，并逐步
成为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教
育实践的交流者和讨论者之
一，还通过电视节目结交了一
批热心的教育家和电视人。
回首往事，心里的感觉是

暖暖的。
近 16年里，我先后担任

了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学
校有任何重要事项和活动，第

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上海教育电
视台这个宣传平台。每当看到
副台长、时任新闻部主任姚赟
勤和新闻部记者金山，摄像师
孙圣哲、申宁拿着话筒、扛着
摄像机来到现场，感觉特别兴
奋，因为这是与兄弟院校
乃至社会各界交流和分享
的好机会啊！
在担任上海师范大学

校长时，几乎每年高考
前，都会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
项家祥一起参与教育台的专题
节目，阐述学校的教育理念和
招生政策。每年来来往往，教
育台变成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然而，记忆最深的、合作

最多的要数《教育山海经》栏
目了，有机会和教育界的前辈
后生一起讨论教育热点，录制
的过程总是充满欢笑和思考：

与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教
授论道“高校自主招生，未来
会更好吗”、与市教委国际交
流处杨伟人处长思辨“教育国
际化，如何面向未来”、与语
文名师、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

黄玉峰校长畅谈“文理分科，
你怎么看”、与复旦大学王德
峰教授思索“新生致辞，如何
传递大学之道”、与复旦大学
吴晓明教授回忆“恢复高考四
十年之 1977知识改变命运的
起点”等。
其中，“恢复高考四十年

之 1977知识改变命运的起点”
这期节目的录制，感触良深。

我把珍藏已久的、当年参加高
考的三张准考证带到现场，思
绪回到 40年前，讲述了自己
一波三折参加高考，从黑龙江
的长水河农场，考回故乡上海，
最终圆了大学梦的经历。往事
并不如烟，知识改变了我
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也
更希望今天的学子们能够
珍惜诸多的学习机会，有
长远的人生目标，在好奇

和兴趣中发现生命的价值。
而作为“2013 上海教育

年度新闻人物”之一，我还在
典礼现场，与叶志明教授一起
录制了一档特别节目“教育山
海经之教育因你而有梦”。平
时身处教育管理一线，在不断
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很少有时间去梳理和总
结。而参与电视节目录制、参

与教育话题的讨论，不仅是分享
自己的观点，更能引发对相关问
题的深层思考，从这个角度而
言，《教育山海经》给我们提供
了会客厅、机会、平台与资源。
并且，上海教育电视台的导演周
媛、主持人徐丽遐都是经验丰富
的电视人，和她们一起做节目学
到了不少东西。长期的合作，我
们也成了忘年之交。

我能体会到电视人的辛苦，
但更多是看到他们对于教育事业
的热忱和付出。每每去电视台录
节目，大家都会热情地过来招
呼，给予很多帮助和鼓励。家，
就是上海教育电视台给我的温暖

感觉。
权威实用

的健康知识，
粉碎了许多有
关谣言。

也
是
“百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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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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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一
闻

    陶喻之先生与我同馆共事，虽说他的年龄比我小
不少，但若以资格论，他在馆的从业年岁，却远过于我。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博专业

的陶喻之，毕业以后顺理成章地分配到对口系统。他
先后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地面文物保护部、文物
博物馆志办公室及博物馆纪念馆管理处等岗位工作。
因为文笔出众。不久，他又被安排在上海博物馆馆长
办公室、敏求图书馆和出版摄影部以擅所长。我曾
想，在本馆职场内，像陶喻之此般“转
战南北”的，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人呢。
至于他离开出版摄影部转至书画研究
部，与我同处一室朝夕相见，那已是新
世纪以后的事了。
由于为人尚礼谦和，在部门里，大

家都亲切地管他叫陶兄。
经过多年的积累，此趟，陶兄终于

要将自己的过往美文佳篇汇合起来，出
版一本名为《百感交集》的书著，这对
广大读者来说，当然是一个令人倍感欣
喜的消息。
早在止世纪九十年代之初，在我刚

进上海博物馆未久，便已闻得陶兄的写
作才能。待稍作留意，他的时而出现在各类报章的长
短文篇，几乎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陶兄由广泛学识
积淀而起的独到内容和行笔风格，更令人生出这是一
位资辈相当饱学之士的丰富联想。
即将面世的《百感交集》可谓洋洋大观。内中共

有“巨匠千秋”“正能量赞”“非溢美词”“立此存照”
“冷眼向洋”“行百里者”并“祭尽其敬”等七个章
节。每章之内，少为十来篇、多则近廿篇文稿。由此
等篇幅构成的宏阔猎涉，足可见得作者的博学多才及
其在专业领域内外广被认知的程度。

譬如，第一章中的相关蔡伦与造纸的专门话题，
让人们关注到作者竟分别以不同视角动辄近万字的五
篇文章，在同一主题下展开连篇累牍式的议论。又
如，几乎在所有章节中，人们都能频频读到他的涉及
高邮冒氏家族以及汉中文化的专项内容———这当然跟
他的学业特点和兴趣专长有关。此中《水绘惊鸿照影
来》《一代大儒冒广生先生事略》《画说吴湖帆与冒广
生》《序<水绘集>》和《汉中旋律》《汉中戏底看人
才》《关于汉中》《随访宁强重建》《蜀道机关访石门》
等篇什，尤其能反映出陶兄的深度思
维。北依秦岭山脉南屏巴山浅麓的陕西
汉中，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一座
悠久历史古城，著名的定军山和武侯墓
便在当地一隅。再如第四章中，他更从
书画专业的角度，积学多年地写作了《蓝瑛<峨嵋雪
旅图>》《董其昌画像小考》《徐郙与<郙阁颂>》《松
江“二陆”与<平复帖>》《各抒意气的宋代书法》
《最善本》等研究文篇。

此外，在第三章中对于关于南宋诗人陆务观评传
和《瘗鹤铭》出水刻石的推介之文、第五章中的《脸
谱与真容》《下问与躬行》等针砭时弊之文；还有在
“行百里者”一章中，作者所撰写的类如 《“香港敏
求”雅集记》《“上博”卅载杂记》《雨夜鸠兹忆往》
《追源：我当马馆长秘书时⋯⋯》等若干篇幅，都是
些读来极有兴味的至佳之作。
不多日，陶兄捧来厚厚一叠打印文稿，郑重其事

地嘱我为其即将付梓的新著《百感交集》写个序言。
这的确是一件让人犯难的事———以我俩的长期相处之
况，则此番真意非但不能推却，反应藉此机会多尽一
己之力才好。然而天下文武之道，自有可为或不可为
之律。若言及序言域界，则通常为当行前辈或德高望

重学养高远者。而区区如
我，自忖读书甚少识见有
限似难担当，在此，勉强
以罗列之能，权当是对陶
兄其人其作的倾服之情
罢。（《百感交集》序）

无
味
之
味

王

玥

    清晨早读，读到一句话，特别美，
一直在脑海里回荡，便记下了。

陌上青草，帘外芭蕉，沉默的烟雨
红尘，繁华与萧瑟对望，沧海与桑田为
邻。整个世界，都在真与幻之间摇摇晃
晃。不变的，是匆匆赶路却又从未走远
的时光。古人确实把时光解释的非常
慢，这种独特的空间感，栩栩如生的存
在，使得“孤独”两个阴郁沉闷的字
眼，生发出曼妙无比的场景，这大概就
是文人的“无味之味”吧。“无味之
味”是不经意中的经意，是畅意，与其

说是在承受着孤独，不如说是在享受着孤独，这倒与
宋词里某一个场景对白很像，仿佛是一种
邂逅，蓦然间，又走进了那个风花雪月的
年代，杨柳岸、断桥边、夕阳西下、鹤唳
长亭、山雨孤舟，尽收眼底，与你的世界
来一次彻底的重合，不同的是，依然是两
个个体之间的相互交心，推杯问盏间，有
种相逢恨晚又如此不期而遇的美感。
到底还是想起了李清照，如今每逢下

雪，都想起了清平乐“年年雪里，常插梅
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
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
风势，故应难看梅花。”这首处处跳动着
生活脉搏的词，将李清照的一生都阐诉干
净了，如同这白雪梅花一般，是雪是花亦
分不清，在她眼里，初春折梅插鬓是快乐
的，而梅花入雪成泥，稍纵即逝也是悲凉
的，梅花不是别的，也就成了她自己了。
或许正因如此，她晚年的心才得以安放，
安然于花开花落间，有了倾听，有了承
担，心意自得。也因如此，我与梅花成了
知己，从来没为了一种花而那么振振有词
过，因为梅花附上七律一首抒怀：

雨渍春华散落英，月宫梅影记生平。
瑶琴一曲催寒讯，玉剑长歌挟雨行。隐约
花神三世并，嶙峋道骨五
朝清。香凋池岸不知雪，
味尽铜瓶独未鸣。”
微风过后，梅花的花

瓣顷刻间飘落下来，落英
缤纷。窗前月影下梅梢的
影子，就仿佛在动笔记录
着一生的事迹。自古琴弦
只面对自己，弹奏出怎么
样的琴律也只有自己知
道，这便是冬天的声音，
而此刻眼前浮现的是一位
侠客手持玉剑，在风雨之
间前行，来到我面前时，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只看
到了斗笠上一朵即将飘落
的梅花。隐约觉得可能是
花神的御前使者，背影又
同梅花般仙风道骨，英姿
飒爽。对岸的池子边，又
堆积了残雪，故再看眼前
梅花，香气浸染铜瓶，独
自歌唱。

贾宅花灯
侯宝良

    浙江东阳市的贾宅花
灯，在节日里给人带来振
奋的力量。花灯已有九百
多年的历史，是贾宅人的
地域文化，每十年的春节
期间贾村民间有自发组织迎灯、运灯习俗。每家每户
出钱请人塑造两个偶像，有木雕、有泥塑的，然后自
行给塑像配上各种神话故事、童话故事与民间传说里
相关人员的服饰，相对着中间一个花灯固定在一块两
米三长的木板上，花灯是缀满花束的无龙骨纸糊的花
篮造型，灯面有精巧的剪纸、栩栩如生绘画图案，篮
里可点灯。每家这么一组称“一桥”，木板两端各有
直径三五厘米的圆孔插上木销就连接起前后两组花
灯。由此家家接龙组成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行进在四
邻八乡。
贾宅花灯还有亲情的力量，担花灯是清一色的男

子力气活儿，有时出巡运灯早出晚归非常劳累，所以
家里的儿子、女婿、外甥、侄子等亲属都会不约而同
从各处自觉赶来陪伴着轮换。女性同样不空闲着，有
的还一起陪着行进在队伍里给大家送吃、送喝关怀备
至，运灯给亲情、乡情带来其乐融融的凝聚力量。
贾宅花灯更有邻里团结的力量，每次花灯活动少

则几十桥，多则上百桥，没有一种凝聚的力量是绝对
兴不起的。这类活动就是一呼百应，没有行政参与、
没有公家拨款，更没有商家赞助，二百三十多座桥前
绵延数百米的花灯完全是村民自筹资金、自愿参加，
真是难能可贵啊！几百米长的运灯队伍时而在广场上
运出各种场景，有水中涟漪圈圈波动；有 8字形的上
圈、下圈互动；还有像蝌蚪形前圈带尾的游动，波澜
壮阔的场面使人看得目不暇接。

书法 唐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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