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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佳启蒙
胡 兰

    六一儿童节，我带上孙子
来到五原路 288弄 3号张乐平
故居参观，这是一栋里弄式英
式小洋楼，建于 20世纪 30年
代，建筑面积 244平方米。我们
顺着指引，从弄堂口?过一条
几十米长的弄堂，见弄堂的墙
面悬挂着张乐平不同时期的三
毛系列作品。孙子边走边看，边
看边笑，看得津津有味。

一进故居大门，看到花园
里安放着一座彩色的三毛雕
塑，生动可爱。故居一楼展出张
乐平的生平事迹以及部分手
稿、作品。生平事迹分为“百年
乐平”“大师漫画”“艺苑掇英”
“友人画我”四大部分。二楼原

是张乐平
居住的原

貌，故居内展览的作品、遗物，数
量众多，品类丰富，涵盖了先生
艺术生涯中创作、收藏的文物精
品，还有张乐平卧室和画室等。

隔壁卧室的墙上挂着一面
鲜红的少先队队旗，我对孙子
解释说：“那是 1985年‘三毛’
诞生 50周年时，孩子们送给
张乐平老爷爷的。”参观后，
我在底楼给孙子购买了《三
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三
毛解放记》《三毛新生记》一
套漫画书，并在书上盖上了“张
乐平故居”的印章。

孙子拿着《三毛流浪记》漫
画书，要我马上就讲故事。我对
着漫画书，绘声绘色地开讲了。
孙子听得入了迷，不让我去做
饭，我就劝他说：“不吃饭就会

像三毛一样瘦得皮包骨头，只
有吃饱饭，才能长高长胖。”从
此，孙子不好好吃饭，我就用三
毛的故事开导他，他便乖乖地
吃饭，屡试不爽。

两个星期后，我又带孙子
来到南京西路仙乐斯广场 5楼

的演艺厅，观看大型木偶卡通
剧《三毛流浪记》。三毛在战乱
中和父母走散了，孤独地流浪
在上海的街头。随后三毛出现
在舞台上，他只有一件织满补
丁的小褂和一条用报纸做的裤
子，在街头以擦皮鞋为生，受尽

了警察、地痞及租界巡捕的欺
负。虽然生活很艰难，小三毛却
很有志气，不偷不抢，靠擦皮鞋
挣钱。有一次，甚至还看见小偷
偷东西。这个被偷的好心人给
了小三毛一点钱，让三毛去卖
报纸。到了 1949年，三毛在街
上卖报纸，大声高喊：“卖报！
卖报！大公报、申报！解放军
打到上海了！”他的叫卖声惹
恼了国民党军警，又被警察
痛打了一顿 。直到上海解
放，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
助下，三毛被人收留，还上了
学，不再流浪街头了。

卡通剧结束后，孙子高兴
地与大头三毛合影。出门后，我
带着孙子来到婆婆家吃饭，她
回忆说：“上世纪 50年代，张乐

平曾
来过
我家
采访你公公，听他介绍自己冒着
生命危险，机智灵活、深入虎穴摸
情况，破获了国民党潜伏在上海
的敌特组织的惊险经历，张乐平
记得很详细。”

我急切地问：“张乐平创作
时用上了这些材料吗？”婆婆深
思熟虑地说：“画旧警察可以用
漫画形式，画新社会里的民警，
因为当时的气候，可能漫画的
形式不合适，所以他放弃了。”
我笑着对孙子说：“你好好学
画，等你长大了，你来创作一本
三毛当侦查员漫画记。”孙子坚
定地点点头，他果真开始认真学
画，现在他坚持每个周末画图。

出门见花
桑胜月

    一天闲来无事，在小
区对面一个三角绿化地站
站走走，忽见粉白的樱花
朝我飘洒着花瓣，树下的
红花檵木也红得耀眼，色
彩斑斓的小草花给绿地镶
上了花边，美得你不忍转
眼。我让女儿为我“咔嚓”
了一张照。她笑笑，又轻轻
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屋里
门口头的花，也要拍？

是的，屋里门口头的
花，更要拍！不是我拍照上
了瘾，实在是幸福指数在心
中涌动，抑制不住地上升，
上升：阿拉上海人已经到了
“出门见花”的大好境界了。

想想看，从前我住在
石库门弄堂里，弄堂是宽
的，派头也是大的，但总觉
得缺少些什么。缺少什么
呢？一下子又说不出。直到
来了外地亲眷，从人家鄙夷
的口气里才知道了自己的
短处：上海人真傻，夏天这
样热，却不知道栽树乘凉！
真的，石库门弄堂里，

偶尔可见一棵夹竹桃伸长
了脖子从某户高墙里探出
头，摇曳着或白或红的花，
点缀着灰色的墙，倒也生
了色彩。然而它们并不受
宠，大人会告诫孩子：夹竹
桃有毒。于是为了乘凉，只
能家家户户在日落之后在
门口泼水降温了。
那些年，我最大的盼

望是暑假去南京探望父
母，那古都是座绿色的城，
高大的梧桐树慷慨地将绿
荫洒遍整个城市，我因一
片绿，爱上了一座城。
我常渴望，什么时候

上海也能跟南京一样，遍
植绿树，出门见绿呢？
上海的绿色，由香樟

树领衔铺展，以“随风潜
入”不被人察觉的姿态开
始。等我惊喜地觉察到，已
经从新楼盘的花园里，滋长
到街心花园，到新村，到公
寓，到各处的的绿化带。

同时就听到了这样的
口号：出门五十米见绿！再
过一阵子，口号又升了级：
出门见绿！你按着这样的
口号，出门做一次“巡视”，
你会发现，真的耶，出门没
走几步，那瓜子小黄杨、剑
麻、小叶女贞、栀子、珊瑚、
梧桐、香樟……高高低低参
差错落，装扮着大街小巷，

送进眼的尽是碧碧绿。
我在阅读长篇小说

《细雪》时，看到日本人在春
天里呼朋引伴、举家出动，去
观赏绯红的、洁白的、如云的
樱花，庆典一般隆重，节日
一般欢快，我的羡慕之情
油然而生。什么时候，阿拉
上海也能观赏樱花。
在瑞士的采尔马特小

镇，一个美丽如画的小镇，
无论你朝哪个方向看，入
你眼的都是鲜花、鲜花，还
是鲜花。在英国约克的“火
车展览馆”前，一个吊篮里
居然盛开着十五六种鲜
花，那时我不忍挪步，是数
了又数的。
人的欲望是难以填满

的，我在享受满城青翠时
又做着鲜花遍地的梦。

我的梦，在这两三年
里居然变成了现实。

你看，樱花、桃花、垂
丝海棠、郁金香，与红枫、
银杏、各色的彩叶树做着
伴，一树一彩，一树一花，
争抢着，热闹着把上海的
街头，把座座公园扮靓！我
吃惊的是，罕见的樱花树
成了行道树，看漂亮的樱
花再也不用羡慕日本，观
高贵的郁金香，也不必远
赴荷兰啦。
我再一留意，处处让

我赞叹：坐车，见宽阔马路
的隔离带种植着鲜花；抬
头，见高高的电线杆围着鲜
花腰带，放眼阳台，不少也
鲜花垂挂……有时会神思
恍惚，这是在哪里？是在外
旅游还是在自己的城市？
还用问，当然是在自

己的城市里！你看，连我身
处僻静的家门口都有了如
云似雪的樱花飘洒呢！

豆氏家族

    喜食豆类，有一半源
自于儿时剥豆的趣味。
豌豆、蚕豆和毛豆是

小菜场常见的豆品。相比
之下，剥豌豆有特别的愉
悦感，脆嫩多汁的豆荚只
消轻轻一磕，圆圆小不点
就蹦跳出来，滚落碗里。拿
起两瓣水灵灵的豆荚，妈
妈从端头轻轻一折，?针引
线般仔细撕扯出一层半透
明的筋膜，兼有美感和成就
感的动作让我跃跃欲试，所
以，在我们家，脆生生的豌
豆荚都不曾浪费。
豆子先下锅，豆粒吸

足了佐料的鲜香时加入去
了膜的豆荚皮，待收了浓
汁、起了褶皱就可起锅。浅
绿的豆粒上间或点缀着暗
绿的豆荚，咬在嘴里，先是
豆粒皮对抗着牙齿，“咯
嗒”一声，破皮而出的豆瓣
在舌尖翻卷，豆荚的加入
让齿间有了柔韧和生脆两
种质感的交融，虽然如今荷
兰豆口感有着某种相似，但
是离豆香差远了。
时令季节的尾声也是

大快朵颐之时，尽情沦陷
豌豆绿中，舌尖上的记忆像
年轮，年复一年。豆粒煮熟
速冻，在冬日做蛋炒饭、糟
溜鱼片时撒入些许，于枯黄
中吃春的明丽。
三月，蚕豆躬逢盛世，

裹着一层大豆荚，是豆中
航母。肥硕的豆荚，像当今
礼品的外包装，核心部分
只有云淡风轻的三两粒，

尤其像婴儿萌萌的脚丫，
藏在暖暖的睡袍中，不爱
也难！菜农将之盛于小篮，
初上市那阵子，幼长豆壳蒙
一层细细的绒，稀罕珍贵；
到略带焦色的落市阶段，它
们堆成小山高，豆粒的头
部镶道黑色弧线，像脏孩
们指甲缝里的一抹黑。厨
房的四月天里，蚕豆们白
菜价的身价，当仁不让地
占据了我蔬食的榜首。
若把豌豆荚比作冲锋

衣，那蚕豆便是棉袄。剥起
来拇指关节处发力一绞，
手指探囊而入取出豆粒。

豆粒外裹一层绿色的珍珠
白，把它表皮横着用指甲
环切，上下两半拿来套在
手指尖，扮个绿指怪是孩
子们的小把戏。
炒蚕豆的声势真真浩

大过纤巧的豌豆，特有的
香味会从底楼人家的厨房
溢出，远远就能闻到。刚上
市时皮薄而不苦，连皮炒
得油亮油亮，盛在海碗里
等筷点如雨、一食而空。蚕
豆的肉感体现于糯字，裹
挟着饭粒形成绿色的泥，
酣畅地入胃颇易见饱。

孩提时嫌皮苦涩，其
实连皮食用才有时鲜之
感。尤喜母亲炒的咸中带
甜的蚕豆，唯重油才美味，

以至于，不食过妈妈的那
碗蚕豆，总好像春天里丢
了啥似的。

豆中的老三，让小孩
又爱又恨。豆们躲在皮囊
里，硬邦邦地顶得指甲生
疼。剥豆的动作机械，既没
有弹跳的喜感，也无婴儿
脚趾柔滑的触感，晚饭前
要剥满一碗，惦着书包里
未完成的数学作业，压力
感无穷。

不过 ，越长大越发现
它的妙处，毫无前两任豆
兄弟的洁身自好，它驾驭
着咸菜萝卜干用来过泡
饭，似压饭榔头；也可以和
丝瓜、青椒合作，三种明绿
照得眼窝发亮，即使傍一傍
毛蟹河虾，口感效果也不
逊主角。待到中秋时刻，和
芋艿一起，光明磊落地成
为月圆饭桌上的标配。

喜欢毛豆还有另一个
原因，啖完西瓜，贤惠达人
巧取腌制后的西瓜皮清炒
毛豆，这款朴实无华的夏令
菜式是我暑热中的救星。从
前，毛豆的主场在夏天，农业
科技繁盛的今日，它终于可
以和我四季为伴了。

黄豆也是毛豆的种
子，这是不谙农事的我以
后才明白的事理。毛豆就
一直藏身于各类豆制品
中，变身春卷里的黄豆芽，
醍醐灌顶！豌豆我所爱也，
蚕豆亦我所爱也，但今生
今世，对毛豆的依恋应该
在最顶层。

升
职
的
烦
恼

周
炳
揆

    每个人都期盼职位得到提升。通常，担任更高的职
位意味着更高的薪酬，更多的福利。但是，你是否有这
样的体会，随着职位的提升，烦恼也接踵而来呢？

原来和你一起外出吃午饭的同事不再出现了，你可
以从窗口看到他（她）们和别的同事说说笑笑地去公司对
过的饭店吃海南鸡饭；同事们不再邀请你参加他们的生日
聚餐；当你走进房间时，谈话、说笑、喧哗骤然停止了……

所以，升职有升职的烦恼，你容易为孤独所困，你
需要调整和同事的关系，他们原先是你的同僚，一夜之
间成了你的下属，或许，你需要拓展新的
朋友圈，也要和管理层的人建立联系。
我看到过一个调查报告，说是在过去

的 7年中，1982年以后出生的人受到的
职位提升的次数是比他们年长一代人的
两倍。这些相对年轻的“经理”，受到同僚
突然的“敬而远之”，内心肯定会震动。他
们亟需理解昔日同僚的心情，他们错过了
提升的机会而充满失落感，所以有些过于
敏感的反应也很正常。
“新科经理”往往会想当然地认为自

己之所以得到提升，是因为工作能力强，
自信心足。他们不经意地认为这些个人的特点在当上
经理后依然有效，这种自以为是、依然故我的态势也会
造成和下属疏远。
我的体会是：切不要认为一旦自己的地位高了，下

属就应该向自己汇报所有的事，自我膨大、过于自信是
遭受挫败之源。作为公司的管理层的一员，他所要做的
是激励下属，应对挑战，帮助员工提升技能。

那么，升职以后，是不是要保持原先的习惯，照例
和下属“混”在一起呢？比如说一起午饭，一起聚餐、一
起“斗地主”等。也不尽然，这里有一些分寸需要掌握，
因为每次活动总会有人不参加，那些不参加的人就会
觉得自己被另眼相待了。所以，升职以后和原先同僚的
交往，要避免显示出偏爱某些特定的人群，也要注意不
要让某些人有失落感。

我尝试过和突然成为我下属的同事面对面地交
谈，告诉他们由于自己职位上的变化，和他们一起外
出午饭的机会将会少一些，同时，也希望他们继续像以
往一样和我交流信息、向我提供建议。事实证明，将变化
如实地告知团队比“什么都和以前一样”要有效得多。

升职带来的一大后果
是：管理层那些和你在同
一级别的人会“欺生”，对
你不友好，甚至在会上公
开顶撞你这个“初出茅庐”
的人。这时侯，冷静是最重
要的，在你的团队以外拓
展知心朋友很重要，当你
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能挺
身而出，或者，他们至少可
以是听取你倾诉的人。
积极乐观地追求生活

中美的东西———健身、音
乐、阅读等，在高一级
的层次上逐步建立人
脉，以求职业生涯的下
一 个 突
破。那么，
升 职 的 烦
恼 肯 定 是
暂时的。

秋 瑾
白 马

  叛逆的你 革命的你
是几千年沉沉女界的
第一线曙光 第一盏灯
你更是一把火
燃烧多少柔弱的灵魂

就是你这双女子的手
想把乾坤扭转
你立志“改天变天换新天”
堂堂华夏几个女子能够
又叫多少男儿望尘莫及

春天来了（剪纸） 郑树林

林筱瑾

春风上巳天
王征宇

    农历三月三，上巳节，也叫“重
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祓除祸
灾、祈降吉福的节日。大家结伴去河
边沐浴，换上漂亮的春衫，浮杯、斗
鸡、蹴鞠、踏青、荡秋千，无不可。达
官贵人马车嘚嘚，一路信步由缰，?
的是绫罗华服，珍馐美食一层层装
在食盒里。老百姓绾青丝，鬓插花，
也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臂弯挎的
竹篮中，装着蒸香的艾粑粑和荠菜
花煮成的鸡蛋，走往河滨，对佳节的
珍重和热爱，丝毫不减。
杜甫写过“三月三日天气新，长

安水边多丽人”，想那“八水绕”的古
长安，与花斗艳的丽人们，其中有裙
裾鲜丽的杨家三姊妹，肯定也有烂
漫如小桃红的村姑。我的老乡孟郊，
四十岁考中进士，那年上巳节他化
身“探花使者”，骑马踏遍长安城，把
最美的鲜花带到曲江宴会场。早过
了率性年龄的他，抑制不住内心激
动，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
尽长安花”的诗句，何等地意气风
发，如不曾经历过世间波折的狂浪
少年。上巳的高光出境，成了中年诗
人找回久违青春之火的一个契机，
于是我们有幸听到了诗人激昂澎湃
的心声。可见，春天那温暖看不到的
力量，不仅能?透寒冷的禁锢，也能
?透世故心的遮蔽，抖落禁忌释放

出生命的畅快和自由。
《论语·先进篇第十一》中，记载

了孔子以同辈的身份和几个学生聊
理想。曾点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获得孔子的点赞。
有人将这段话翻译成：二月过，三月
三/?上新缝的大布衫/大的大，小
的小/一同到南河洗个澡 /洗
罢澡，乘晚凉/回来唱个山坡
羊”。仿佛一曲上巳节新歌
谣，适合黄口小儿用脆嫩的
声音唱。

上海开放大学鲍鹏山教
授说，孔子这是在 2000多年前就告
诉我们，人要诗意地栖居。“逢春不
游乐，但恐是痴人”，倘若活着一味
地蝇营狗苟，一山望得一山高地搞
事业，没点诗意滋润，这就算不得值
得的人生。
这样重述经典，不是要复活古

老的语言，就像淡出历史的传统佳
节，不可能恢复到往昔的热闹和繁
华。但不难发现，古诗词之所以能泛
出傲人的光泽，与大自然的陶冶息

息相关。现代人，在“物化”体系里待
得太久了，大自然在生活中的份额
日趋单薄，灵魂也变得粗陋毫无诗
情可言。四时最好是三月，人太需要
到春深处“祓禊”一番。

这些日晨跑，我彻底放弃去往
体育场的塑胶跑道。虽然跑道的触
感要好过公路，也没有车流影响，听
音乐和小说都安全。可我还是愿意
舍弃音乐一路伴奏，做美的俘虏，跑
去郊野。

早上五点半，天已亮，吹着薄荷
凉的晨风，沿着非机动车道一去四

五里，挣脱城市的壁垒，视野
豁然敞开：远山如黛，朝阳嫩
红。老树、村舍，如浪的土包，
一个又一个开满了油菜花，
那堆积的灿黄，如弦乐组你
追我赶。一口口水塘呵出的

水汽，厚白，痴肥，有一种鸿蒙初开
的幻觉，清纯至极。扑闪着翅的白
鹭，嘎嘎嘎大起嗓门叫，粗声粗气，
听来有种鼓盆而歌的欢悦。停下脚
步，压腿弯腰，感到自己神清气
爽，青春依然在。大脑在充满想象
的广袤空间里天马行空，这时候人
的视觉、听觉、触觉，特别粗壮发
达。春去春又来，春天永远气血充
沛、充满活力。人在自然中，亦随
万物返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