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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仙子
吴道富

    冰岛遇仙子，蓦地升碧
空，定格未几时，冉冉散落
尽。此景罕见，有幸捕得，
请君先睹，容我道明。
冰岛位于欧亚板块和北美板块之间的大西洋中

脊，虽地处极寒地带，却有着 20至 50座活火山，
世称“冰火之地”。古时大喷泉区约有 50 个间歇
泉，堪称盖世奇观。随着地壳变动，今仅存大间歇
泉 Strokkur（冰岛语音译为斯特罗库尔，意为搅
动），成为游客必观之景。泉由索围住，直径约数
?之蓝汪汪水塘蒸汽未
消。导游讲：约 10 分钟
会喷一次，站远些别烫
着！众目盯泉，过了一会
儿，水打旋，起微波，进
而冒水泡，旋加剧。导游提醒：要喷啦！猛然，泉
腾空而起，声轰隆灌耳，热迎面扑来，冲高约 20

?，众仰视惊叹不已！当时，我抓紧奔到高坡再
赏。转瞬，似中如洋的仙女升腾蓝天，收腰捧花，
轻盈缥缈，湿润水灵，翩若惊鸿，露媚态舞态，显
逸态仙态，醉了凡人，令我“高兴得上了七重天”，
差一点点没抓拍到美景。同登坡者禁不住欢呼“太
美啦！”“beautiful！”复候泉涌，仙已隐身。返程
摩挲流经的泉水，还温着呢。
与同游说及并以相机屏展之，众皆呼赞，憾未

登高亲望；我允分享各位。导游讲：我来多少回，
从未看到过，全冰岛华语导游数十位，大家也从没
说起过呀，你真有缘！我喜且忖：“万缘分定不须
颦”，世事往往可遇不可求，但有时你努力一下，

或许机会就多一点，若不
登高又怎能会仙呢？

就这样,?愈心灵

    “素人舞蹈剧场”，这个概念在国
内舞蹈界还是比较新鲜的。所谓素人舞
者，就是没有经过专业舞蹈训练的舞蹈
爱好者，他们可能是人群中的任何一
个，而不是我们惯常熟悉的那些舞台上
的审美对象。我的朋友———一位前职业
舞者，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并且向我透
露了即将登台的十几个演员，的的确确
绝大多数都是素人，他们年龄跨度近
60岁，社会身份差异明显，甚至还有
每周往返黑龙江和杭州的参与者。连续
四个多?的周末排练，累计三十余天的
创作，会让这些素人在舞台上呈现出怎
样的状态？又是什么吸引他们在疫情期
间把大量业余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个项
目里？好奇心驱使着我去舞蹈中心探班
这场“非正式演出”。
分享会安排在

舞蹈中心大剧场的
舞台上，使观众得
以近距离地观赏导
演从目前的排练成
果中选取的 40分钟片段。开场是一段
欢乐的全家福式的亮相，我看到了老、
中、青、少，看到了高、矮、胖、瘦，
还看到了演员们都沉浸并享受着共舞的
欢乐。音乐声从激昂转向静默。演员们
一个接着一个出场，用他们独特的方式
来呈现他们自己。有趣的是，走出剧场
后，我发现每个人跳的舞段动作，我大
多记不起来了，但是，我记住了每一个
人，无论是 8岁喜爱上街舞的小学生还
是 66岁风轻云淡的画家，无论是需要
放空的商业分析师还是永不放弃的自
由职业者，无论是拥抱文艺的神经生
物学博士还是用生命在舞蹈的暴食症
患者……我记住了潜藏在他们身份背
后的内心独白，好像他们跳出来的不只
是舞蹈，更是他们的生命状态，那些欢

乐、享受、渴望、无
力、呐喊，都如此真
实，作为观众似乎能轻易
地接收到这些情感的涌
动，以至于动作本身已经
不重要了。

分享会上，项目总监介绍了素人舞
蹈剧场的缘起。去年上半年疫情期间，
国舞剧场暂停开放，其间推出了“YIP

国舞私教课”线上教学，一位喜爱舞蹈
的武汉 11岁男孩悠悠，通过平台坚持
学习并回传了他的舞蹈创作视频，纯真
自然、直抒胸臆的表达打动了项目总监
乃至专业舞者，感受到舞蹈对于人心的
慰藉，也让停演的剧场萌发了制作素人
舞蹈剧场的念头。从招募到建组到几个?
的共同探索和创作，团队秉承的理念很接

近素人舞蹈的本
质，就是“跳出
真实的自己”！

回想起来，
这次探班在我所

有舞蹈观摩经历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
义，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舞蹈对于普通
人生命状态的影响，打破了“舞蹈是一
种表演”的狭隘认知。如果说素人舞蹈
剧场的初衷在于尝试通过舞蹈疗愈人
心，这次探班则让我相信，这个目标已
经达成了，它不仅疗愈了参演的素人
们，也疗愈了观众，因为“他们”就代
表了“我们”。舞蹈对于他们而言，也
许是一种享受生活的方式，一个深入了
解自己的窗口，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
间，抑或是一个抵御现实压力的出路，
甚至是好好活下去的抓手……无论如何，
在舞蹈中，他们迸发出了动人的生命力，
就像皮克斯动画《心灵奇旅》里的那一
片阳光下飞舞的树叶一样，我们每个
人，都可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

去泰州
荆 歌

    我不知道地理书上是
怎么介绍泰州的。反正我
们小时候认为江苏的北与
南，就是以长江为界的。
苏南在江之南，江的北边
就是苏北。后来我才了解
到有“苏中”这样一个地
理的概念。泰州与常州隔
江相望，它离我们一点都
不远，它在江苏省的中
部，它其实一点都不北。
每次去泰州，我都感

到很亲切。我喜欢这座小
城。记得第一次去的时
候，距今已经忽忽过去了
二十多年。那时候我在梅
兰芳纪念馆买了一把折
扇，上面印制了梅兰芳的
戏装照。我请同行的作家
朋友在扇子上签名，以作
此行的纪念。这把扇子一
直都在，我看了一下，上
面有叶兆言、黄蓓
佳、范小青他们的
签名。苏童最有意
思，他的签名竟然
是“梅兰童”。那
是一次欢乐的采风，看了
泰州所有值得看的地方。
那么，到底看了哪些地
方？溱湖湿地吗？望海楼
吗？凤城河吗？寿圣寺
吗？溱潼古镇吗？泰州是
一个有美食的地方，那么
我们又吃了什么？灌汤包
子吗？鱼汤面吗？烫干丝
吗？二十多年过去，似乎
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只要
从抽屉里拿出这把扇子，

欢乐仿佛就在眼前；泰州
的气息，仿佛轻摇一下这
柄折扇，就会扑面而来。

后来，费振钟在泰州
挂职的时候，我开车过去
找他喝酒。我们都喜欢当
地的梅兰春酒，芝麻香型
的。虽然喝不出来芝麻的
味，但酒是好酒。当然风
雨故人，酒还是在其次，
友情的温暖
和交谈的快
乐，那才是
最美的。刘
仁前那时候
还在报社当
领导，我和他是二十出头
的年纪就认识了，见面自
然开心。席间还认识了一
位美丽的女孩，她奶奶是
一位淮剧名家，据说是个
传奇人物。第二天，女孩

就开车带我去了她
奶奶家，她很希望
我能为她奶奶写一
本书。我见到了她
的奶奶，听她说了

许多生动的故事，也听她
唱了几段戏。但是后来因
为懒惰，一拖再拖，书最
终也没有写成。至今想来，
还觉得惭愧。在那女孩的
心目中，我一定是个言而
无信的人。

那一次，费老还带我
去了一位古玩商的家里。
这个人收藏的老花盆真是
蔚为大观啊！但我一只花
盆都没有买，我只看中了

他的一块荷包扣。明清的
荷包扣，藏界俗称为“二
饼”，因为不管什么材质，
上面都有两个圆孔，似是
不入流的东西。但我看到
的那个二饼，真是非同凡
响。不仅材质珍稀，皮壳
厚重，它的工手也实属一
等。浮雕一枝梅花，清雅
脱俗，古趣盎然。但是人

家不卖，说
这也是他自
己的心爱之
物。我因为
实在喜欢，
便顾不得君

子不夺人所爱的古训，软
磨硬泡，终于把它拿下
了。这真是一块与众不同
的二饼，后来多少人见了
它，都想要我转让，我都
没有割爱。

从古玩收藏的角度
看，有好东西的地方，一
定是有传统、有历史文化
的。泰州有太多让人喜欢
它的理由，它的风雅它的
文化底子，在我喜欢它的
众多理由中，这个绝对是
排在第一位的。 《散文》
杂志创刊 40 年庆典放在
泰州举行，我觉得这真是
一个太好的选择。对的
人，对的事，对的地方，
聚集到了一起，那是何等
地快慰！仿佛二十多年前
的那次采风，又戏剧般地

再现。发黄照片上的人突
然动了起来，折扇打开，
不仅有清风徐来，而且昨
日的笑声也真切地回响。
可走的地方，于是又都走
了一遍，在足印上叠上足
印；可看的地方，也又都
看了一遍，心湖上又泛起
了往日的涟漪。
竟然又见到了十多年

前惠让梅花二饼的古玩
商，江湖上号称“小神
仙”的。泰州作家李晋带
我去小神仙那里，依然是
满屋满院的老盆古盆。这
一回，我还是没有买他的
盆，倒是买了三把晚清扇
骨和一个明清和田玉镯，
还有酒杯一只。杯乃海螺
制成，上面刻了“杯中酒
不空”五字。他们不认得
那个草书的“空”字，我
却认得，也不跟他们争
论。看似不起眼的海螺，
实乃大雅之物。且我向来
对刻有文字的古物情有独
钟，那是古人情怀之寄
寓，虽然常常寥寥数语，
甚至只是片言只字，却往
往大有深意与境界。

我带了李晋的新书
《人间滋味，温暖可期》
回来，午夜读它，读得饿
了，我就想，再去泰州，
第一件事也许不是淘宝，
猛吃那里的美食才是头等
大事。

我家 “三代农信人”

叶振环

    我的岳父、爱人和女
儿都是共产党员，他们
“三代”人也都在上海农
商银行系统工作。

岳父陆安今年高寿
94岁，他是具有 60多年
党龄的老党员、老干部，
解放初期他曾先后担任乡
长、医院院长和中学校
长。1954 年 5 ?，崇明
县解放后第一个信用
社———新平乡益群信用合
作社，岳父被组织选调至
信用社当领导。

1958 年，崇明县乡
村工业兴起，镇上的橡胶
厂、针织厂、农机厂等都
有了贷款需求。岳父负责
信贷审批，对待每一笔贷
款都一丝不苟。信用社人
手有限，他就亲自去实地
考察；他不会骑自行车，
就靠着自己的双脚，走村
串户，深入企业了解生产
经营状况，核实清楚后才
批准放贷。在女儿陆亚萍
的记忆中，父亲几乎
没有休息日，平均一
个?才能回家一次。
那时崇明的工业基础
较薄弱，不少村办企业欠
缺经验，出现了呆账、坏
账，父亲这名老党员还要
上门“做思想工作”，帮
助企业扭亏为盈。

1980 年，一次家庭
会议改变了我爱人陆亚萍
的命运。父亲陆安叫来他
们姐弟三人时，她没想
到，今后，自己会与农信
社、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紧
密相连。 按照当时的相
关政策，岳父年满 54岁，

即将从崇明
农信社五滧
分 理 处 退
休。根据接
班顶替政策，
父母退休、退职后，其子女
可以顶替进入原工作单位
上班，于是有了这场陆亚
萍记忆犹新的家庭会议。
名额只有 1个，陆家

有姐弟三人，按说都有资
格顶替。会上，大弟率先
打破沉默，“姐姐是生产
队的会计，她去信用社工
作更合适。”二弟也微笑
着同意，“我们以后还有
机会，姐姐去吧。”在弟
弟们的谦让与支持下，
1980年 10?，姐姐陆亚
萍幸运地成为了“第二
代”农信人。

从 1980 年到 2008

年，爱人陆亚萍先后在合
兴信用社、五滧信用社、
崇明县信用合作联社、上
海农商银行总行会计结算

部等处工作。2008年 3?，
陆亚萍带着厚厚一叠的获
奖证书光荣退休，将践行
普惠金融的历史使命传承
给了第三代“农商人”。

2003 年，非典之年
的大学毕业季，女儿叶天
明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因为她在大学学的是音乐
专业，部队文工团和公安
系统以及一些市重点中学
都向她伸出了橄榄枝，但
最终她选择了入职浦东新
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通过层层选拔，走上
工作岗位的叶天明对这里
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窗
明几净的业务大厅、电子
化的办公设备、统一的工
作服，与儿时记忆中的农
信社迥然不同。算盘声变

成了“啪啪
啪”的小键
盘声，开户
由 电 脑 操
作，柜面工

作更高效。“想到外公、
妈妈都在农信社工作过，
就觉得亲切，因为从小就
结下了缘分。”

2005 年，上海农村
信用合作社改制成为上海
农商银行，成为国内首家
在农信基础上整体改制成
立的省级股份制商业银
行。作为服务于“三农”
和市郊经济的社区型零售
银行，上海农商银行加快
业务创新和功能完善，为
市郊经济组织（特别是中
小企业和涉农企业）和个
人提供全方位、有特色的
金融服务。
算盘变成了键盘，账

本变成了笔记本电脑，认
真负责、严谨细致践行普
惠金融的初心未曾改变。
“世博会期间，浦东是主
战场，我们严格推行标准
化窗口规范服务流程，从

规范站姿、坐姿、手势、
空姐式‘咬筷’微笑法一
直到窗口规范‘双语’文
明用语，向来自世界各地
的宾客展示我们良好的服
务形象。”从入职到现在，
叶天明从基层会计岗位到
目前成为浦东分行办公室
主任兼安全保卫部经理，
对上海农商银行“家”的
归属感越来越强烈。

叶天明常常陪妈妈回
崇明岛上看望外公，三代
“农信人”聚在一起话家
常，不禁感慨上海农商银
行十五年的发展巨变，也
憧憬着步入新时代后上海
农商银行进一步发展的广
阔前景。

2019 年，陆安收到
了一枚特殊的“90后”奖
章，奖章上，“以农信开
创之业，传农商一脉之承，
以潮头破浪之勇，鼓继者
高展之气”字样格外醒目。
对陆家而言，“农信”并
非选择巧合，而是三代共
产党人的不解情缘，是一
个家庭的执着坚守。

百家话小康

姚 安

贺卡有故事
     每当新年到来的时候，单位
收到的贺卡应接不暇。别看我们这
单位小，人气挺旺，人缘颇佳，若
盘点一下，每人都能收到一摞。

单位里比我们年长七八岁甚至
十几岁的一茬离退休老人，他们收到
的贺卡一年少似一年，有的几乎“颗
粒无收”。这也合情理，自然规律。
不过，也有例外者，我发现八十几岁
的老徐接连几年收到的贺卡竟是不
见减少，反而增多了，甚至比在职
者还要丰厚，真让我们大感蹊跷。
只能这样理解吧，老徐是位老

作曲家，解放前就从事文艺工作，
在部队文工团服务过，老战友多，
门下学生也多，还有他曾为许多戏
曲剧团作过曲，人家念着他，更主
要的是他本人潇洒倜傥，性格非常
的开朗乐观，交往的朋友自然不
少，新年收到的贺卡焉能不丰厚
哉？然而其中也有个疑点：老徐早
就离休在家安享晚年了，平时的信

函都不经单位的，何以贺卡纷至沓
来往单位投呢？这个谜的谜底在那
年年底终于被拆穿了———那年将近
春节的时候，单位请离退休老同志
吃年夜饭，老徐满面春风到办公室
来取他的贺卡，准确无误地问道：
“我的贺卡，十五张，你们都看到
了吗？”办公室同志一点，果然是
十五张，我们顿觉诧异了起来，问
他怎么知道是十五张的，他莞尔，
不予解释。我们就细看他的贺卡，
都是明信片贺卡，字迹有所变化，
贺语各异，落款和地址也不一样，但
贺卡的号码竟是相连的。这时他“不
打自招”了：“哈，自己给自己恭贺
新禧，真是热闹有趣……”
看着他乐呵呵的表情，我心里

不禁有些悲凉，寻思他是不是过于
寂寞才玩此花样？不过回头一想，
老徐有这番情趣倒是他的过人之
处，至少他在买贺卡写贺卡寄贺卡
和收贺卡的辰光是享受了愉悦的。
其实日常生活中老徐类似的举止也
有许多，譬如说，他时不时会买些
蜜饯零食分发给别人，让别人与他
一起品味享用；他时常会挎只照相
机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照相，而后
如约把相片送到人家手里，不求任
何回报，他还经常给卖蔬菜和水果
的外来妹、外来仔照相，如果对方
要便宜卖货给他，他反而不送给他
们相片……老徐的举止似有点异
常，但这样的异常并非荒唐，用北
方话来说，叫做“找乐”，用吴方
言来说，叫做“会白相”和“寻开
心”。
而今，快乐的老徐离开我们好

多年了，只要提到或看到贺卡，我
就会油然想起他，怀念他。

吴翼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