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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走进上海市群艺馆，上海邮政

丽园路邮局的“爱语千言见信如面”邮筒、
邮递员自行车摆件套装、紫禁城建成 600

周年的连体明信片、各国百年前的老明信
片、首日封……诸多物件让观众似乎回到

了那个“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
个人”的时光。这场“明信片集市”已经在

上海举办了四季，明信片友们在当今通信

发达的快节奏社会中回味从前见字如面
的情真意切。

集市上有个“太阳岛”的摊位吸引了很

多观众，这里的明信片都是手绘的，因为摊

主乔安是素描爱好者。摊位上，最吸引观众
的是她手绘上海每个角落的明信片，据乔安

介绍，她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去上海的角角落
落写生，平时在地铁上也会拿着小本子画车

厢里的乘客，他们还寻访了藏书楼、尼姑庵、
书院等遗迹。还有一些是想象结合现实的素

材绘制的。她画得最多的就是老城厢的人和

街道，比如小南门、老西门一带。这一次她从
日常积累的作品里筛选了 17张印刷成了明

信片，希望把自己捕捉到的旧世界和幻想中

的场景展现给大家。

在这样有些“怀旧”的集市上还可以看
到不少小朋友。魏斌的女儿从幼儿园大班开
始也跟着妈妈一起玩明信片，如今已快 8岁

了。她的小摊“囡囡手绘明信片”很受哥哥姐
姐、叔叔阿姨们欢迎，这也是她第二次参加

集市，去年她的小摊就很火爆。今年她早早
准备了二十几张自己手绘的明信片，终于等

到集市来摆摊。她还会在现场根据“顾客”的

要求，现场手绘明信片。每卖出一张，她都会
要求和“顾客”合影留念。

有的明信片友说，“在我们片圈，孩子们
很受‘优待’，我们经常还会送明信片和邮票

给孩子，希望多多吸引他们来入圈。”这份对
美好生活和温情的期待，希望能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吴翔

一次照面
这一次，王阿婆并不孤单，她的身边还有

69岁的丁阿婆、65岁的马阿婆和陆阿婆、62

岁的李阿婆。因为一场名为“城市香气”的主
题活动，分散在城市各处的她们难得聚集，带

着记忆里的芬芳与年轻一代“打照面”。
“祝你好运！”亲手给买花者戴好花，王慰

音阿婆总不忘认真地用普通话送上这句“标

配祝福语”。她发现记者的上衣没有纽扣可以
安顿花朵，手灵巧地一翻，花上的细铅丝就拗

成了一个钩子，正好牢牢地搭在衣领上。

一缕清香
五位阿婆中最年长的王慰音，卖花的时

间也最长。自从五十岁从上海无线电三十六

厂磨工岗位退休后，王慰音就寻思着干点什
么。老伴去世后，一人在家的她颇感寂寞，又

不想介入三个子女的生活，于是，喜欢花的她
索性卖起了花，“一开始，我卖的是大

花———苍兰啊，玫瑰啊，可是它们太

大啦，我年纪上去了，慢慢的就搬不动了。”王

慰音说：“卖白兰花好，不与人相争。”一晃，她
的“卖花工龄”已有二十余年。

花季里，风雨无阻，每天一早 8点出头，
王慰音就带着小板凳坐到淮海路思南路口。

到晚上 7点多收摊，一天能卖一斤花，差不多
80余朵。她几乎不留花朵过夜，“卖不掉，与

其枯萎，就送掉吧。”于是，淮海路上，南来北

往的人，在暮色将尽时，是有可能在思南路口
被赠予一身清香的。

一首小诗
买花者的故事，不胜枚举，买花者的身

份，形形色色。三年前，王慰音在国泰电影院

门口卖花，来了一位中年人，对着正在摆弄花
摊的她拍照。三年后，她搬到了思南路口，这

位摄影师又来了一次，问她是否还记得自己，
并带给阿婆一首自己写的小诗。

王慰音喜欢白兰花，也喜欢那些买花
者，她说，以前，佩戴白兰花的女子都是文文

雅雅有身份的人家，教师、医务人员、银行职

员，她们把白兰花别在纽扣里面，用衣襟遮

住。男子也有戴白兰花的，他们把花插在领
带的反面，不使人瞧见，却有暗香袭人。现

在，王慰音卖的白兰花可以改装一下，成为
女孩子们的耳环，在耳边招摇着香气，与身

边人分享。
实际上，王慰音居住在马当路，拥有价值

不菲的房产，还是个“资深股民”，对她来说，

卖花绝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在做“一辈子最快
乐的事情。”卖花的所得，她陆陆续续地捐给

了红十字会，“我可以卖花，就不想不开心的
事情了，虽然有时候辛苦一点，但是只要开

心，我就不会生病躺在床上。”
从昨天至 9月 6日，将有两千朵出自卖

花阿婆之手的白兰花在九六广场赠予市民。
市民赵小姐刚接过两朵用铁丝和白棉线穿插

捆绑在一起的白兰花饰品，就迫不及待挂在
肩背帆布包上。不仅如此，她还专门发了条朋

友圈：“上海小囡的白兰花情结，这种香味是
任何香水无法替代的。”

本报记者 徐翌晟

“邮趣”让孩子爱上“从前慢”
到明信片集市回味见字如面的情真意切

到阿阿婆婆花花摊摊
寻一缕上海香气

马上评

香醉往来人。上海街巷中的白
兰花清香，在“栀子花，白兰花，五分
洋钿买一朵”的叫卖声里悠长不绝。
81 岁的王慰音阿婆熟练地翻起随
身小推车上的泡沫箱盖子，掏出几
个方形收纳盒，一一打开，娇嫩的白
兰花瓣就从包裹着的湿毛巾里微微
地露出了星星点点，缕缕清香却已
经迫不及待地流散在空气里。昨天，
“王阿婆花摊”头一回跨越浦江，从
淮海中路思南路路口来到浦东东方
路上的九六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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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病入膏肓时躺在

床上， 时而意识模糊时而
意识清醒， 外公来看她时

带了几朵白兰花， 很认真

地给她别在病号服的纽扣
上。 外婆嗔怪道：“花这点

铜钿做啥”，表情里既有些

生气更多是欢喜。 这是上
海老一辈人的日常， 这也

是发生在 20年前的一幕。

现在文艺青年的日
常，是去学日本插花“某某

流”———听起来好高级的
样子， 无非就是 “某某流

派”的意思。 或者，去上日
本茶道课———那似乎也是

沿袭自我们的唐代传统。

走过路过南京西路、 淮海

中路———原先这里时常出
现摆两个篮子， 篮底铺上

块蓝印花布， 花布上摆着
栀子花、 白兰花的婆婆奶

奶。如今，这样的画面的确

已经蛮少看到了。 我们偶
尔还可以 “听” 到它———

“栀子花，白兰花，五分洋
钿买一朵……”———在沪

语童谣里， 在吴侬软语的
“叫卖吆喝” 里。 在苏州，

“姑苏吆喝”作为非遗项目

包容了“栀子花、白兰花”

的记忆。

“非遗”的全称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的

意思有两层， 一层是指老
祖宗留下的家底， 我们供

着护着，是“死的”；另一层
是指精神财富， 我们把这份财富融入

日常生活， 创造出基于祖物但顺应当
下的新物，是“活的”。 栀子花、白兰花

如何串成手环之类的“技艺”，在难度
上确实远不能与“石库门营造技艺”相

比———后者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因而，

兴师动众地去“培养栀子花、白兰花非

遗项目传承人”倒也不必。 但是，车水
马龙的闹市街边， 静静地坐着一位面

前摆着两个栀子花、 白兰花篮子的老
妪， 已经是融入上海整座城市发展进

程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和气息。 最好的
方式，是把“非遗”变为“日常”，让这样

美好的画面，依然出现在街角。城市发
展， 并不仅仅是带来更多的咖啡

香， 而是有更多城市百姓的集

体记忆。

让让日日常常生生活活 美美起起来来

■ 几位卖花阿婆难得相聚

■ 旗袍配上白兰花

■ 手绘明信片吸引观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