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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摄 影

复工第一高
方忠麟

    疫情暴发以来，我和朋友第一次外
出拍摄，登上与浦东陆家嘴高楼群隔江
相望的浦西第一高楼、北外滩白玉兰广
场的直升机停机坪。

不巧，当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停机
坪拍摄陆家嘴方向的最佳机位时，发现
一架硕大的吊车吊臂兀
自横亘在我们的镜头面
前。因为这天恰逢节假
日，除了我们，没见其他
人员。正当我们一筹莫
展，考虑是否要挪出最佳视角、转移“阵
地”的时候，机会突然出现了———那吊
臂居然缓缓地动了起来！接着，两位戴
着口罩、站在吊斗中调试设备的作业人
员，随着吊索的升降慢慢出现在我们的

镜头前面———这简
直就是一个可遇不

可求、“天赐
良机”的神安
排啊！

我赶紧把已上了三脚架的相机取
下来，目不转睛地紧紧盯着吊臂移动方
向，当吊斗快移动到画面靠右黄金分割

位的时候，我迅速端起
相机，调好光圈、快门并
将拍摄模式拨到高速连
拍挡，然后一口气按了
五六下，直到作业人员

从取景框中移出方才住手⋯⋯
照片出来后，我一看：浦东的高楼

标志陆家嘴四件套、浦西第一高楼上复
工的工人———浦江两岸，前景、背景都
交代得恰到好处、浑然天成一般！我将
其取名为《复工第一高》。
祝我们国家经济复苏、再次腾飞！

小酒馆
周恒祥

    最近，有两个人的“约酒”很有意思。“待世界抗疫
胜利之时，请您一定要回到家乡，我们一起在小酒馆把
酒言欢。”这是上海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给中国
驻美大使崔天凯的回信。崔天凯大使表示，信已收到，
期待着未来在上海某个小酒馆，感受“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谈中”。

两个名人，约酒的地点，按照常理，应该放在大酒
店，而不是首选小酒馆，为何？

小酒馆都不大，五六张酒桌，或者有一两个包间，
到处都擦得干干净净，显得
很素雅大方，淳朴憨厚，像一
个在城市不久，有点拘谨的
外乡人。
小酒馆在哪里？在曲里

拐弯、偏僻安静的地方。有的是在胡同里，有的是在小
巷深处。
貌不惊人，少言寡语。不喜欢涂脂抹粉，绝不会美

颜自己。即使是门上的招牌，也是那么特别不起眼。
小酒馆里，不用装。进了小酒馆，脱下外衣，挂在身

后的椅子上，把每天累得要死的一本正经卸下来，不必
刻意哪句话会说错，乃至念了错别字，那些照本宣科的
正统，那些严肃的面具，那些谨小慎微，统统卸妆。三两
知己，一张小桌，几样菜蔬，把酒言欢，最是有趣。
小酒馆虽然小，却蕴含许多的大。
一个角落，你来我往，最适宜交心换心，掏心掏肺。

大酒店里，桌子大，坐了十几个人，能掏心掏肺么？这是
大友情。

人声嘈杂，热闹喧哗，这是生活的本
来面目。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各色人
等，都在其中。你可以听到最真实的原
声，你可以感受酸甜苦辣的味道。身在其

中，你才体会到什么是伟大的生活，什么是宏大的未来。
哦，对了，小酒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地方特色。就说

我居住的小县城，好吃的老公鸡，令人垂涎，一提起来，
我的哈喇子就要流出来。方圆百十里，这家老公鸡店都
有名气，不少外地人慕名而来，奔波几十公里、上百里，
只为那辣得冒汗撕咬不动特别有筋道的老公鸡。我到
外地去，绝对不会打听那里的大酒店，要先寻找哪里有
好吃的小酒馆。

酒足饭饱，有滋有味，最好是偶尔打一下饱嗝，走出
小酒馆，头顶如水的月光照着三五个矮矮的影子，晃晃悠
悠，有的还会踉踉跄跄，向家里走去。小酒馆，一般离家都
不远。时间如流水，故乡会有许多变化，或许会沧海桑田，
但是，那个在上学期间，偷偷和同学练酒的地方的小酒
馆，还在那里，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稳稳地站在一个
角落，冷眼看人间。那里，有保存最好的乡情。
小酒馆相聚，总是难以忘记，那些年，那些事，那些

人，犹在眼前。
于是我懂了，铁嘴的崔大使，网红的张医生，为何

相约小酒馆。喝二两还是喝一斤，用久别的家乡话说说
体己话，开开玩笑，没人会在意，尽可以一诉衷肠，酒话
当年，畅想未来，然后搀扶着出得小酒馆，握手道别。
真趣在小酒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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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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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〇年，一个年轻人因家境贫寒，放弃了上
学，决定离开家乡去黑龙江支援北大荒建设。初到时，
面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地，冬天气温达到零下
40℃，痛哭时雪也能冻粘睫毛，唯一的娱乐就是围炉夜
话。就这样靠着夜以继日的熬、不问寒暑的拼，一待就
是大半辈子。所幸，他有一个温顺贤良的妻子和一个乖
巧懂事的女儿，三口之家过得幸福安逸。二十年后，生
活条件大大改善，有了房子和车子。女儿长大了，结婚
生子。如今那个当年的年轻人业已退休，尽享天伦，他
每天早上起来的事情是浇花，烧菜做饭，然后看电视
剧、河边散步，睡觉。东北人的豪爽、乐观、幽默已经深
深印刻在骨子里，每天他都笑容灿烂，没有皱纹。

一九六〇年，一个年轻人因家境贫寒，放弃了上
学，决定离开家乡，投奔上海的亲戚。周
边充满未知和新奇的环境令他意气风
发，白天干尽了扛重物、下田野的粗活、
累活，晚上挑夜灯读喜爱的书籍、渴求精
神养分。后来，他在上海结了婚，也有了
个女儿，而后从事航空一线研发技术工
作，忙起来常常白加黑、五加二。苦尽终
是甘来，凭着勤恳的努力和拼搏的韧劲，
换来了家庭的天伦之乐。如今这个当年
的年轻人业已退休，他每天早上起来的
事情是浇花，烧菜做饭，然后看电视剧、
街边散步，睡觉。他始终能保持着对生活
的热忱，也异常潇洒，每日笑容可掬，喜
好饮茶。

去东北的那个年轻人是我的叔叔，
到上海安家的是我的父亲，兄弟二人一
别就是四十年，如今都已到了迟暮之年。

兀自感慨，每个人的人生走向很难
按照既定规划的路线图前行，而若仔细
一探其中会发现，在漫漫一生中所经历的又极其相似：
都会有大梦想，后来归于小生活；也都会有小梦想，然
后湮灭于大的现实中；既会遭遇难以忍受的嘈杂，但会
承受无法名状的孤独与难堪；既会囿于枯燥单一的安
逸，也同样会被要求奋斗与进取、自省与反思。唯独不
同的是，你如何看待，并且抱着什么样的心态生活。

生活正是因为种种不确定性才显得如此迷人。倘
若一切都早已命定，不就变得索然乏
味、毫无意义了？每个人的未来都是未
知的，而且永远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
人生之路。而这些全新的经历只属于
自己，都会有自己独一份的最闪亮的

时刻和最深刻的故事。记得十六岁时写过这么一段话：
“我是个狮子座女生，内心住着野马和草原，我对自由
远方的热情超过了对高考的热情，更不知道婚姻为何
物，我鄙视一切带着粗陋、鄙俗的事物，我热爱文学也
爱肤如雪，热爱艺术也爱张小娴，我发誓自己的人生不
会沦落到买菜做饭和嫁人生子这么简单。”这十几年
来，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经历了所有那些，如今过着
循规蹈矩的生活，若干年后会成为谁的妻子和谁的母
亲，或许也会成为一个买菜做饭的主妇，但我依然记得
当年幻想的野马和草原，依然向往自由和远方。在这一
路奔跑的过程中，我没有丢失掉一些本来的东西。

蜉蝣不会因为知道这宇宙有多大而变得更快乐。
对于生命所赋予你的，不应抱怨，也不该逃避，而是找
到属于你的那片天空。最后以一段鸡汤故事作为结尾：
太阳出来了，羚羊和狮子都开始奔跑。你不幸托生成了
一只不跑快点就会被吃掉的羚羊；但你也不需要把自
己变成狮子，更不应该为自己没有生为一只狮子而惆
怅。你只需要超越其他的羚羊就够了。

乳 名
马培银

    每天早晨四点左右，我
都会被窗外清脆的晨鸟叫唤
声催醒，这或许是神奇的生
物钟所致吧。睡不着了就赖
赖床，作浮想联翩状，时常也
会想起我家的“乳名”来。
我的乳名，是母亲喊出来的。
“晨鸟，该起床了！”记不清有多少

年、多少月、多少日子，天蒙蒙亮的早晨，
母亲生前一直没有间断过这样唤我，声
音柔中带刚，当时的我再困再乏，也不敢
赖床，总是随叫随起。
“晨鸟”也是去世多年的母亲的乳

名。母亲告诉我，她的乳名是我外婆叫出
来的。庄稼人深谙“一日之计在于晨”这

句话的现实意义。父亲死得
早，母亲为了我没有再嫁。我
们母子俩相依为命。她和我
一先一后起床后，她下地打
早工，我在家烧早饭，等母亲

回家一同用餐。
我这辈子就喜欢“晨鸟”这个乳名，

我那“闻鸟起舞”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
养成的。
母亲不在的这些年里，我给我的女

儿也起了“晨鸟”的乳名。“晨鸟，该起床
了！”但如今，我是担心她上学迟到，而早
不再是生计问题。
“晨鸟”，是我们家三代人共同享有

的乳名。

天蚕土豆 袁渠华

    己亥年三月二十八，星期四，晴
间多云；谷雨三候：戴胜降于桑。
今天中午，做了一道天蚕土豆。

这道菜是从我先生的侄子那儿学来
的。前年，小伙子在上海奉贤开了一
家只有几平方米的小吃店，卖手抓
饼、烤香肠、汉堡以及这个德阳地方
小吃：天蚕土豆。据说，这一道菜很
受欢迎，客人们都爱点它。我女儿尝
了以后也很喜欢，于是我学了做法，
时不时地给她解个馋。
土豆洗净去皮，用波浪刀切成

条状。铁锅倒油，油量以没过土豆条
为度。油热下土豆条炸，不要炸得太
软。我今天这个就炸软了一些，不脆
了。同时用一较大容器准备调料：酱
油、醋、盐、少许糖、辣椒油、花椒粉、
姜蒜末、葱、孜然粉，调匀。土豆条炸
好后捞出，放进容器里和匀，装盘，
再撒点葱花就好了。这是一道油炸
后再冷拌的开胃菜，成品油辣鲜香
脆，下饭很不错。如果是作为零食，
口味需要调轻一点。
做这道菜时，不由得想起教我

这道菜的侄子和他的那家店。那家
店开在奉贤主街旁的一条支路尽
头。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树，店旁还有
一条河。路的另一面有一所小学，放
学时分，孩子们被家长拉着手，到店
里来点一根香肠，香喷喷地啃着回

家去。侄子的儿子去
年也上一年级了，在
老家跟奶奶一起生
活。奶奶不识字，完
全无法监督作业、辅

导功课。于是孩子的学业和纪律令
老师很头痛，常常打电话来给侄子。
我见过侄子一边用耳朵和肩膀夹着
手机和老师交流，一边炸土豆。
后来，店旁边的几家工厂因上

海拆违活动关停，生意肉眼可见地、
不可逆地萧条了下去。侄子的儿子
的老师又发来视频，小男孩在课堂

上大哭。终于，侄子关掉了店，于去
年夏天回到老家德阳市去当房产中
介了。据说干得挺不错的，今年夏
天，原来在上海某内衣连锁门店当
店长的侄子媳妇也要回老家去同他
们团聚了。

其实，我上小学前也有很长一
段时间不跟爸妈在一块儿。那时候
爸爸妈妈在各自的单位都住多人大
寝室，没法安置幼童。我由奶奶带了
一段时间，又由外婆带了一段时间。
那时候的事情大多已经印象模糊，
只记得自己常常端个小板凳坐在门
口，等爸爸妈妈回来看我。大概是六
岁吧，爸爸在厂里分到了一个平房
单间，只有十来平方米。很窄，冬天
的衣物没地方放，爸爸就用编织袋
装了悬在房顶。那间房还没有窗，夏
天热得爸爸睡不着，半夜起来把墙
壁敲了个大洞通风⋯⋯就算是这
样，也是开心的。那是我们三个人第
一个正式的家。

衷心为侄子的儿子感到高兴，就
要和爸爸妈妈长期在一起了，真好。

守
住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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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欧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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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守住生活的静，是我
出版的一本诗集名。书名
缘于书法家高式熊老师乙
未年四月的赐字。我无意
推荐此书，而是想倡导守
住生活的静，借此对去年
仙逝高老师的一份怀念。

2015年 4月，春意盎
然。在上海愚园路上一栋
老房子里，我受朋
友之邀，参加一个
书画活动，在二楼
见到高老师。朋友
们三五成群，都在
聊天，只有高老师
择二楼客厅拐角处
安静地坐在那儿，
闭目养神、一动不
动。那种老僧入定、
神闲气定的感觉，
让我一下子联想到
唐朝史官李翱去见
药山高僧惟俨所写
的诗句：练得身形
似鹤形，千株松下
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
云在青霄水在瓶。
得道之人，大都高寿。

高僧惟俨如此，想必已经
94 岁的高式熊老师也是
如此。高老师至九十多岁，
仍能作篆，时见精绝。隶书
纯法汉人，亦功力精纯，有
人称书坛少有可比肩者。
有几次见过高老师写篆
书，心中纯熟，一气呵成，
手不抖、气不喘，感到不可

思议。
高老师给到会的嘉宾

写字，或五绝或七绝或对
联五七字，轮到我时，早已
想好，只要一个“静”字。红
尘纷扰，追名逐利，脑子的
念头一个接一个，奔驰不
停，空想幻想比比皆是。让
人静下来，是一份修持，是

人生中最重要的功
课之一。向高寿学
问之人，求赐一个
静字，可以每日面
摩醍醐一下，时时
提醒自己。

人到中年，工
作任务多而杂。首
先要静下来，用心
分析，认真思考，找
到完成任务的最佳
路径。近几年参与
单位修志编鉴工
作，每一篇文章都
要经得起时间和历
史的检验，更需要

静下心，坐稳冷板凳，字斟
句磨。一目十行不行，还须
十目一行，对表格中的一
些数据，更要逐个核准。没
有静功，是干不好的。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

难，无出于志。”行业内，对
修志要求有二：无一字不
无来历，无一事不无出处。
真正做到这两点，需要修
志人克服浮躁、急于求成
之心。司马光修《资治通
鉴》时，给自家花园取名独
乐园，表明自己甘于寂寞；
又把书局迁过来，全力以
赴。还给邻居邵雍写诗说：
“我以著书为职业，为君偷
暇上高楼。”高式熊写字是
守静之道，司马光著书也
是守静之道。

时常念叨静的好处，
写过一首小诗《静如是
好》：静如是好/可以听见
花开的声音/静如是好/可
看见明月夜行的路径/静
如是好/可把一天的爱情/

咀嚼珍藏一生。
滚滚红尘中，纷至沓

来的东西太多，名、利、权、
色。如果守不住生活的静，
就会心态浮躁得宛若汤
煮，坐卧不宁。如果不能静
下来，怎么可以听到花开
的声音，又怎么能欣赏到
在举头凝望中，那轮明月
行走的路径。
当然，守住生活的静，

并不是拒绝与人交流和接
触，而是时时处处留点白，
给相逢的人保留一点距
离。梭罗懂得独处，静守心
灵的美好。他说，人的价值
不在其表面，我们需要的
是深刻的了解，而非频繁
却浅薄的接触。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
时佳兴与人同。“静气”不
是与生俱来的，是后天成
长的产物，需要修养，需要
去历练和积累。静源于心，
心必有志。《弟子规》里说
“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
心先病”。高老师赠一字是
因缘，悟一字则是心果。心
若能静，便处处光明。再次
端详高老师的赐字，睹物
思人，填一首小词，既表达
怀念，又砥砺自己，余生怀
一个静字伴此身。
行香子·忆高老师法书
柳骨颜筋，九曲回环。

墨色牵、豪气流连。中锋落
处，笔力弥坚。 看纵书气，

横书意，志书贤。

时光渐老，童心常在。

刷狼毫、气韵成篇。瘦肥疏
密，合写人间。 喜静同行，

砚同琢，月同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