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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蜡梅会联想到梅花。老百姓对植
物的了解往往来自文人，而中国文人最
喜欢的是梅花。

梅花被列为中国十大名花之首，与
兰花、竹子、菊花一起列为四君子，与松、
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梅被赋予了高洁、坚强、谦虚的品格。
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
中国古代文人对梅花情有独钟，无数墨
客、画家喜用梅花题材作诗、作文、作画。
诗中最有名的当数北宋诗人王安石的一
首五言绝句《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

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而描写梅花最出神入化的，应数北宋林和靖的“疏

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诗句。
梅花是中国文人用小说手法拟人方法塑造出来的

一位英雄和佳人。但花卉中的另一个英雄则是蜡梅。
在一年最寒冷的腊月，寒凝大地，风雪载途之际，

是蜡梅打破植物界的沉眠凋敝，以其一缕冷香，飘荡于
白雪皑皑的大地。蜡梅群生的树林，香气沁心夺魂；单
生的枝节，笑傲一方风雪。

寒冬腊月，雪花挂枝，此时百花凋零，蜡梅玉洁冰
清幽然独放是为高洁。

大地肃穆，隆冬绽蕾，此时三九严寒，蜡梅傲雪凌
寒怒放是为坚强。

大雪漫地，滴蜡凝酥，此时幽香彻骨，蜡梅崩香花
朵低垂是为谦虚。

蜡梅得名于大诗人苏轼的诗：“蜜蜂采花作黄蜡，
黄蜡为花亦此物。”南宋诗人戴复古写诗颂蜡梅：“天寒
好风日，清香透窗纱。谁知蜜脾底，有此返魂花。”
蜡梅与梅花既不同科也不同属，但既然又称腊梅、

冬梅、寒梅、金梅、香梅，自然与梅有着相同品性。
江南是梅花的家乡，

无锡梅园、杭州超山、南京
梅花山、苏州邓尉山麓等
赏梅胜地都少不了蜡梅身
影，并往往在冬春之际举
行双梅展览。此时蜡梅冬
日争先，梅花则随后早春
绽放；蜡梅孤色蜡黄，梅花
缤纷五彩；蜡梅浓香扑鼻，
梅花暗香淡雅。“两梅”相
映成趣，相得益彰。

蜡梅陪我们走过冬
天，梅花则和我们迎来春
天。从美学意义上说，赏梅
不能没有蜡梅。我们去赏
梅，别忘了蜡梅。我们在赞
赏梅花的同时，也别忘了
留点掌声给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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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上海管乐团
李定国

    当年名噪一时的上海管乐团，如今
已鲜有世人知晓。连当下如此发达的网
络世界里，也搜寻不到上海管乐团的任
何资讯。
前不久，该团十多位健在的老乐手难

得相聚。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为
了能留住、记录下这段不该被遗忘的乐
坛历史，旋即采访了该团的几位老人⋯⋯
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1952年，

成立了上海音乐工
作团，地址就在湖
南路 105号，原上
交旧址。不久又改
称上海乐团。下设
交响、合唱、民乐、管乐和舞蹈五个分队。
后因场地拥挤，影响、制约着这些不同艺
术类别团队的排演和发展，于是 1956

年，在原上海乐团五个分队的建制基础
上，分别成立了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
团、上海民族乐团和上海管乐团。原舞蹈
队划归上海歌剧院舞蹈队。
最初的上海音工团管乐队是由中国

人民解放军三野文工团的军乐队
和原国民党警察乐队改编成的上
海市公安学校军乐队共同组成，
该团首要任务就是担任外国元首
来沪访问时的机场迎宾；其次是
每年上海的国庆游行及重大集会和市党
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开闭幕式，都
由上海管乐团负责仪仗演奏。

当时为了方便该团的迎宾工作，团
部就设在离机场和国宾下榻处都比较便
捷的新华路上（现今上海民族乐团所在
地），与其隔街相望的是上海警备区军乐
队。每天此起彼伏的音乐声，是这条马路
上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初建的上海管乐团，有乐手五十多

人，来自五湖四海，但大多不是音乐院校
科班出身，演奏水准参差不齐。为了提高
乐团的整体水平，朱践耳、宋弼、董源等
几任团领导是竭尽所能，他们请著名指

挥家黄贻钧、陆洪恩、黄晓同等经常来团
执棒训练。此外，团里的乐手还相互结对
子，切磋提高演奏技艺；同时还通过贺绿
汀院长请来上音管弦系的教师为乐手们
开小灶。通过一段时间的业务训练，乐团
的面貌已焕然一新。

为了上海管乐团的长远发展，在
1960年和 1961年，该团在上海的中学
范围内，普招了两批学员。那时的报考，

竞争激烈，可谓百
里挑一。经过多次
严格考核，层层筛
选，最终录取了三
十多名学员。几年

后，这些学员经过刻苦努力，挑起了乐团
的大梁。其中还涌现了徐瑞础、糜翔云等
多位非常出色的演奏家。考虑到要充实
乐团力量，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起，上音
每年都会分配几位管乐高材生来团工作。

为了提高团队的整体水平，拓宽演
奏曲目，常任指挥陈润生、刘移功自己动
手，把一些旋律优美、人们喜闻乐见的歌

曲改编成管乐作品；同时还在乐
队的编制上，增设了定音鼓、低音
提琴，并配齐了木管声部，加入了
木琴、手风琴等各类色彩性的乐
器，力争使原本只能演奏单一的

军乐曲向“交响化”方向发展，收效很大。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上海管乐团

从一个编制不齐的军乐队发展成一个拥
有 80多位演奏家的双管制大型交响管乐
团。许多歌唱大家周小燕、高芝兰、蔡绍
序、周碧珍、董爱琳也经常随团公演。

1963年，上海管乐团在当时上海容
纳人数最多的文化广场，举行了亚非拉
作品轻音乐会。一周几万张演出票被一
抢而空。我跟随父亲是聆听过此次音乐
会的，那时年少曲目已记不清，但壮观的
场面和激动人心的音乐，至今难忘。

上海管乐团虽仅存世了 14个年头，
但它播下的音乐种子却影响深远。

无心插柳 连中三元
李樟榕

    新民晚报一向是上海发行
量最大的报纸，2016年它与时
俱进，推出 App新媒体平台，
发出该报整体转型的先声。该
平台集社区、资讯、服务功能于
一体，从上海出发，为更多市民
提供基于地理位置推送的资讯
和服务，为用户提供社区社交
场景服务⋯⋯传播迅捷，影响
广泛，其中就有“新民印象”图
文栏目。
这年 1月 1日栏目亮相第

一天，由我摄影、诗人费碟配诗
的《总把新桃换旧符》等三组

图文并茂
的稿件接

连亮相，诗情画意直抵人心，令
读者耳目一新。
无心插柳，连中三元；随手

抓拍，拔得头筹。一时间，里里
外外纷纷赞美，文友们相聚，都
说这种形式的作品，有点创
造新视野的意味。作为作者，
我们当然喜出望外。
我摄影，你有灵感就来

吟首诗，本是常有的事情，然
而这一次通过新媒体“新民印
象”直击民众现实生活与休闲
文化，既写实又浪漫，既平常又
亮眼。我们的尝试很成功，真可
谓相得益彰，何其美哉！
我当记者、编辑多年，除了

采编文字稿，还顺便拍摄新闻
图片，而在拍摄新闻图片的同
时，也兴之所至，顺便拍摄人
像、艺术图片，投寄公开发行的
大报，比如《解放日报》《新民晚

报》等，还当过文新集团图片中
心特聘摄影师和解放日报摄影
通讯员。发表作品比较有意义
的是 2016年 9月 22日《解放
日报》出版专刊，纪念该报朝花
副刊创刊 60周年，我的摄影作

品《花绽放》展示了众多郁金香
在阳光下盛开的美丽景象，被
作为刊头照刊出；我也和诗人
费碟合作，在该报多次发表摄
影配诗，令人遐想，让读者茶余
饭后可以通过阅读来休憩。
除此之外，我也参加一些全
市性的摄影大赛，在“千年
一瞬”即时摄影大赛、绿化
摄影大赛和恒隆摄影大赛

及“夜上海”“国际标准舞比赛”
摄影大赛中得奖，一些摄影作
品被《中国摄影在线》纳入中国
摄影师图片库。

自己加入摄影家协会多
年，由于新闻工作繁忙，摄影实

践时间有
限，创作
不多，水平一般。近年来，上海市
摄影家协会每年举办很多活动，
我参加得也少，向媒体投稿乏善
可陈，尤其是对新媒体平台。像那
次“连中三元”，由此开启了自己
在“新民印象”摄影互动平台新天
地上的投稿。当然，其之所以成功
主要还是出自与费碟的偶然合作。

好些年过去了，但当初的一
时惊喜仍然珍藏在心，因为它既
呈现了“新民印象”摄影互动平台
闪亮登场的历史一刻，也是我摄
影生涯中的一段难忘经历，值得永
久纪念⋯⋯

便民利民的善举
顾义生

    每当徜徉
于上海植物园
的绚烂花海，

总会发现各种
花卉随着季节
更迭而披上五彩缤纷的新装，引人流连忘返。

笔者在园内边走边观赏，两旁美景扑面而来，令人
目不暇接。 但毕竟年龄不饶人， 来到园区中部的松柏
园，已是气喘吁吁，正想找个地方歇歇。蓦地发现，一条
岔路上“冒出”一排月芽形的崭新座椅，锃光发亮，绵延
数十米，不禁暗喜。 尽管已有不少游客正坐着聊天，好
在空位尚多，便如愿以偿地安然小憩。 此时此刻，邻近
座位上几位老人交谈甚欢：“以后阿拉出来白相， 不用
再到处寻座位啦！ ”“是啊！要省力多了。 ”朴素的话语，

道出了老年游客的心声。

是否只有此处新增了座椅呢？为了一探究竟，笔者
在松柏园、木兰园等处随意溜达，无论是树丛草地旁还
是曲水萦回的小道边，新增的座椅随处可见，而且因地
制宜，造型各异，与周围景色相得益彰，既美化了环境，

又方便游客特别是老年朋友随时休息。

其实，在大力倡导“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治理
理念的今天，作为拥有数百万老龄人口的上海，不仅各
大公园要努力创造宜游的良好环境，而且公交站点、地
铁站台、医院、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均应设置或适当
增设座椅，努力营造宜行、宜医、宜购的生态空间，便于
老年市民出行、就医和购物。 此事虽小，却是一项便民
利民的善举， 也是对城市管理水平和
服务质量的一种考验。如今，有些单位
已先行一步，且广受好评，相信其他有
关单位也将有所作为，后来居上，以利
于提升城市“温度”，让更多老人受益。

我
曾
是
个
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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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近期每周会有几次，
我是在落日余晖中穿越中
山公园沿万航渡路徒步回
家，而每次途经“华政”校
门口时都会萌生一种怅然
若失的情怀。那天我又走
进了校园。
“华政”很美。但我顾

不上流连，习惯性地沿苏
州河的“湾”向堤岸走去
（现已恢复连接两岸校区
的桥梁），我仍愿意站在暮
色中眺望着河岸对面，以让
思绪切入、浸沉、还
原那久远的年代。

40年前，东岸
那片校区是我们区
卫校，我曾在校为
师三年，苏州河的
两岸校区没有桥。

我做过班主
任，带过一届四十
几位学生的中医士
班，兼任过西医班
“临床外科”课程老
师，重要的是我曾
大胆带领班级学生们照管
过一阵子校解剖室。
其实我小时候是个胆

子特别小的人。
早年我家住在旧式弄

堂里。每一总门里
有前后楼、前后厢
房、亭子间加三层
阁，再封晒台搭披
房啥的，人户很多
且活色生香。旧弄堂里老
人多，时不时有人离世，常
会见到客堂里围着去世亲
人焚香点烛烧纸、僧人诵
经笃木鱼的场景。逢此情
形，别家小孩窜进窜出兴
奋轧闹猛，我则惊恐失措
害怕到极点。
弄堂深处转角的井边

一隅，有一户门口台阶上
用硕大瓦缸种着大朵大朵
重瓣栀子花的大房子人

家，屋主是位梳油亮发髻、
慈眉善目的阿婆。那年盛
夏里阿婆去世了，之后的
佛事排场大且通宵达旦数
日，我被吓得不敢出门还寝
食难安，不日即发起了高
烧被送进了儿童医院⋯⋯

直到后来我干了外科
行当，爸妈还时不时会在
亲朋面前拿我小时候这桩
糗事奚落我曾经“胆子咪
咪小”。因此，小时候爸妈
“给”我的理想是长大要做

个挂听诊器的医
生；而我内心则暗
暗希冀：长大我要
做个胆子很大的开
刀医生！

我刚进校时，
区卫校成立才两年
余，已招生了几个
班级，且在校住读。
师资却有些单薄，
几位老师基本都既
做班主任又兼任授
课，青年教师还要

值班巡夜管理住校学生。
区卫校位于普陀光复

西路尽头，校域面积较大
而显空旷，除了一栋傍依
苏州河畔屹立的巍峨雄

伟、金碧辉煌的中
式古典建筑 (五层
教学大楼)，再远离
教学楼至足球场尽
头有一排水泥楼房

(4层学生宿舍)，另于校后
门处有两幢西式小洋楼
(有 2 户圣约翰老教工宿
舍)，河边围墙旮旯处寥寥
两小排矮平房 (校解剖室
也在此)，其余再无房舍。

我自知胆小，值夜班
虽有两人结伴，但想到巡
夜要兜校园要经过解剖
室，就莫名焦虑。轮值前几
日就情绪紧张，压力山大。
我没敢声张，然而这一切

却被教研组前辈钱医生看
出端倪。
钱医生早年从圣约翰

医学院毕业，能说一口漂
亮流利的美式英语，对人
体解剖学熟稔到极致。他
因腿有残疾而“将就”在街
道医院几十年，直至被调
到区卫校任教解剖学。
他对我说：“侬长得人

高马大，胆子蛮小嘛！吓
啥？吓死人？做外科勿应该
吓这呀。”

我告诉他：“从小就
吓。”
他回答：“我来帮侬过

迭个胆小鬼关！”
那年月，校解剖室门

里面有些啥？可能除了钱
老师，没人“开过眼界”。那
具浸于福尔马林池中供上
课用的完整标本、那些瓶
瓶罐罐里浸泡着的局解肢
体，尚无人敢探底细。

在一阳光明媚的上

午，钱老师和颜悦色地带
我们教研室两个年轻人开
锁推门走进了解剖室，让
我们穿戴上围裙手套，帮
他一起搬出标本放解剖台
上，像给学生上课似的找
肌肉寻血管、提问题解答
案、沪语讲讲英文开开，整
整 1小时。我不清楚自己
踏进门去时啥脸色，反正
同伴那天那一刻面如死
灰。接下来的黄梅天，我们
几人又进去工作过两回。

待我从市纺织局第一
医院进修回校后，正式带
班及任课的学年里，黄梅
天“晒标本———防霉变”成
了我和我的学生正常工作。
几年后离开河东校园

调回医院临床，真的行医
操刀做了 20 年的外科医
生；后来也知道并学会了：
钱老师当年用行为进行
“系统脱敏”与“满灌疗法”
帮助我过了“胆小鬼”关。家电维修中的魔术

张贻复

    2019年 11月底，那台用了 3年未
经保养的进口炉子出现小故障。我们就
请那个生产地暖设备的公司派人来检修。
来者自称不是地暖公司的，而是来

自某锅炉厂的。此维修工个子矮小，但
手脚却很是灵活。只见他七上八下地琢
磨着，仅花一刻钟就
维修好了。
这时，这位一声

不吭的维修工却是一
个劲地忽悠起来，边
检查炉子，边声称此炉子的马达（电动
机）有质量问题，需要更换。“看！这就是
拆下来的马达。”他说。
我的老爱人此时表现得特别聪明机

灵，以风驰电掣之势把那东西取了过来
藏好。也许在她看来，它是一个可能用得
上的证据。
随后，维修工不打招呼，独自走下楼

去，很快就兴冲冲地回来，手里拿着又一
个马达。这个马达与刚刚他声称拆下的
马达一模一样，旧旧的、黑乎乎的。“看！
这就是我要装上去的马达。”之后，他站
在小矮凳上，几乎把整个身子遮盖住那
个炉子。谁也无法看清他在干什么。

过了好一阵子，他终于转过身来，声
称已经把替换的马达装上去了，并向我
们索要马达费 900多元，加上上门费、维
修费，总计索要 1500元。
“哇！怎么要收取如此高额的费用？”

我迟疑了半晌，忽然灵机一动，爽朗地承
诺：“你把发票开来我
给钱。”这下不得了
啦，那人顿时火冒三
丈，二话不说，向那炉
子处冲去，扬言要翻掉

维修成果。我们老头老太都是八十多岁
了，为了保全炉子不被伤害，肩并着肩，
用尽吃奶力气死死堵住他的身体。双方
推推扯扯，最后，我们总算劝他离去⋯⋯
维修至今，一月有余，未见他把发票

开来。然而，我们急需弄明白那马达究竟
是多少价钱。2019年12月间，我向沪上
一家著名品牌的炉子营销商进行咨询。该
单位应邀派人前来实地查看。打开炉子
后，我们共同见证：那个原装进口马达昂
然挺立在进口炉子的右前方，丝毫没有被
拆动过的痕迹。所谓拆下来，装上去的，
压根不存在！在此提醒一下：那种家用电
器维修中的魔术，请大家务必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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