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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博礼赞
彩旗飘云外， 花博瀛

洲开。八方游客来，奇花异
卉爱。满园佳景拍，浦江浪
花白。赏花欲启航，弄潮向
四海。

端午吟
热风吹云端午至，粽

叶飘香人欢时。 龙舟竞发
潮涌处，离骚吟诵愁来兹。

昔日江岸少闹市， 今朝花
园多美姿。 万家灯火最有
情，酒樽高举莫比试。

七一颂
日出瞻仰兴业里，月

下觐见红船边。 锤镰辉映
惊百载，天地核变换人间。

初心不忘践誓言， 使命牢
记谱宏篇。 放眼神州东风
急，五洲争睹繁花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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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想起了爱国诗人屈原。端午
划龙船、吃粽子都与屈原有关。南朝·梁
《荆楚?时记》载：“屈原以是日死于汨
罗，人伤其死，所以并舟楫以拯之，今之
竞渡是其遗迹。”说得再清楚不过：人们
快速划船，就为去拯救屈诗人的性命。
《续齐谐记》载：“屈原，楚人也，遭谗不见
用，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楚人哀
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
这就成了粽子的来历。唐诗人刘禹锡《竞
渡曲》：“湘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
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说的是：当“灵均（屈原字）”的诗歌不再，
人们就唱着“哀谣”、“振”起船“楫”去竞
渡了。端午竞渡、裹粽的传统，与屈原离
开人世的历史一样长。端午又名“龙船

节”、“裹粽节”、“诗人节”，正与此说相关。
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动

力何在？
追根溯源，我们看到：这原是一场打捞生命之举，

是去赶一场生命救助之约。拯救爱国诗人屈原的生命
之举，两千余年了，还在继续！人们当然知道屈原早已
不在了，然作为具有丰富情感色彩和文化内涵的节日
仪式，竞渡、裹粽活动却留存了下来，告诉后人：这里曾
争分夺秒地拯救过一个生命；生命救助是人世间的头
等大事。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文化长河中，守护、
救助人的生命，一直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端午节就

是一个关乎生命、崇拜生命的节日。
端午的应节戏《白蛇传》，敷演白娘

子许仙的婚恋故事，其中也有生命救助
的内容：喝雄黄酒现原形后，为救活昏倒
在地的许仙性命，白娘子出生入死，上仙

山盗草，“轻装佩剑到仙山……我盗不回灵芝草誓不回
还！”各剧种在演这一情节时，展现的都是武打的惊险，
紧锣密鼓，告诉观众：觅药救命就是与时间赛跑。
这样的生命救助精神，我们在这一年多的新冠抗

疫战斗中，又一次看到了它的闪光。高铁餐厅里坐着过
夜的老专家，除夕夜逆行奔赴武汉的医护人员，快速建
造各色医院的工人，夜以继日研制疫苗的科学家……
日前网上有一组照片：广州荔湾中心医院的一位护士，
刚把防护服脱下，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她全然湿透的内
衣背影；她的长时间浸泡在消毒水里的双手，已发白脱
皮，纤纤十指起皱得不成样子。又有志愿者的请愿书，
有的说自己擅长做什么工作，有的说自己“24小时通
宵值班也可以”。他们这样不辞辛劳、拼命奋斗，一切都
是为了守护生命、救助生
命啊！从除夕到中秋，他们
有多少个节日没与家人团
聚，舍小家为大家，眼看又
得辛苦操劳过端午了。让
我们向抗疫英雄致敬！让
我们齐心协力、互相配合，
打胜这一抗击新冠肺炎的
持久战。端午节里救助生
命的传统文化精神，将会
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为衔春色上云霄”

钱 虹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
士研究生期间，曾听导师
王铁仙教授谈起过他的大
舅瞿秋白烈士的往事。王
老师是研究瞿秋白的思想
和著述的专家之一。早在
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作
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及
瞿秋白烈士的后人，就开

始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
瞿秋白研究的论文，其成
果不仅成为全面认识、研
究瞿秋白的思想和文学成
就的奠基石，而且具有学
术研究的理性精神、理论
含量与学术价值。
王老师的母亲瞿逸群

女士即瞿秋白烈士的胞
妹，比他小 2?，排行老

二，虽出身于封建官僚家
庭，但少女时期家道中
落，生活陷于困顿之中：
其母亲金衡玉，因族人谣
诼不断撇下儿女而自尽身
亡。瞿秋白投身革命后，
作为长女，生性刚强的
她，豆蔻年华便携两个弟
弟 （即坚白和景白， 他们

后来都受到
长兄瞿秋白
的影响而投
身革命， 并
先后成为革
命烈士———

笔者注） 投奔远在浙江杭
州的四伯父。寄人篱下，
姐弟相依为命，她在艰难
困苦中将两个弟弟抚养长
大。后嫁给诸暨乡村的一
位语文教师。她虽身为女
子，未受过正规教育，只
在幼时学过 《千字文》
《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
读物，却能断文看书。这
一习惯她一直保持到生命
的终点。临终那年，她笑着
对儿子说：“我一生一世就
是喜欢看书，从书里得到
许多安慰。”
其实，她在书中岂止

只是得到心灵的慰藉，爱
看书更使她嫉恶如仇，爱
憎分明，性格坚强，“傲
骨珊珊”。比如，对于长
兄瞿秋白，不管十年动乱
中受到多大的诬陷，她始
终坚信兄长的清白与无
辜。
瞿秋白烈士不仅是中

共早期杰出的领导者和政

治家之一，而且还是一位
优秀的中国现代作家和诗
人，比如他在“五四”初
期就发表了关于抒写访问
苏联实际观感的报告文学
《赤都心史》；1923 年底
写出了充满豪情壮志的革
命诗作：“万郊怒绿斗寒
潮，/?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
春色上云霄。”这既是写
给未婚妻王剑虹的“情
诗”；也是抒发投身革命

无私无畏的誓言。上世纪
30 年代初，瞿秋白为了
提倡文艺大众化的主张，
身体力行，在紧张的革命
工作之余和十分有限的时
间内，努力向民间艺人学
习，写下了许多通俗易
懂、朗朗上口的通俗歌
谣，比如有一首长达 168

行的 《东洋人出兵》，有
沪语和北方话两个
版本。上海话的
《东洋人出兵》 第
一段：“说起出兵
满洲格东洋人/先
要问问为仔啥事情。/只
为一班有钱格中国人，/

生成狗肺搭狼心，/日日
夜夜吃穷人，/吃得来头
昏眼暗发热昏。/有仔刀，
杀工人，/有仔枪，打农
民，/等到日本出兵占勒
东三省，/乌龟头末就缩
缩进，/总司令末叫退兵，
/国民党末叫镇静，/不过
难为仔我伲小百姓，/只
叫做，拿伲四万万人做人
情。”这首民间歌谣，是
他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身
体力行的实践成果，当时
受到许多左翼作家的赞
扬，在中国现代文学走向

民间、深入大众的过程中
起到了领头的示范作用。
王老师说，瞿秋白在

其短暂的一生中，有四分
之一时间在上海工作和生
活。1923 年 1 月，瞿秋
白跟随陈独秀从莫斯科回
国。不久，陈独秀写信给
胡适，希望他把瞿的《赤
都心史》推荐给上海商务

印书馆出版，胡适
答应了，还想介绍
他到商务印书馆去
当编辑，做学问，
但瞿秋白却婉拒

了，说他已决定到正在筹
备中的上海大学去任教，
虽然“薪俸是极薄的”。
瞿秋白在上海大学先任学
务长 （教务长），后任社
会学系主任，教《社会哲
学概论》等课程。他中西
贯通，引经据典，学生们
都喜欢听他的课。教室里
常常挤满了人，窗外和门
口站满了慕名而来的其他
系的学生。当年听课的学
生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施蛰存先生曾写过一首
诗，其中写道 :“滔滔不
绝瞿秋白，……当时背影
未曾忘。”

艾蒿香 艾蒿情
安武林

    从河南回来，我迫不及待钻进了自
己的巴掌地，开始巡视花花草草。月季
娇艳，藿香、薄荷、紫苏香气扑鼻，那
些矮小的万寿菊开得金灿灿的，而那高
大的牛蒡高挑着扎人的圆球，嘿，都两
米高了。我小心翼翼地来到几株艾蒿面
前，好像怕惊动它们的午睡似的。它们
太惹我爱怜了，往年都是一大片，今年
奇了怪了，稀稀拉拉
只长了几株。

端午节快到了，
我要送邻居大哥两
株，给他挂在门上。

我种艾蒿，事出有因。
有一年，过端午节的前两日，我推

开门，发现门上挂了几棵艾蒿，用小绳
子系着。我还挺纳闷的，难道是社区统
一挂的吗？这也太体贴了吧。但我发现
隔壁门上却没有。由此我判断，并非是
社区挂的，那会是谁？虽然是微不足道
的小事一桩，但的确很暖心，我要向人
家表达一下谢意。后来，我才知道是隔
壁单元的邻居大哥帮我挂的。他
上市场买了一把艾蒿，给他和我
的门上都挂上了。

从此，我开始种艾蒿了。这
一种，倒是越来越喜欢了。童年
的往事，像这艾蒿一样，在我的梦里摇
曳。艾蒿这东西，在我们乡下，到处都
是。不过，艾蒿也分品种的，一种叫苦
艾，夏天用来结草绳，熏蚊子和苍蝇
的。我爷爷特别在行，编的艾蒿又粗又
密实。夏天的夜晚，如果没有苦艾熏蚊
子和苍蝇，根本就睡不着。这一熏，也
要命，屋子里浓烟滚滚，好像房子着火
了一样，熏得人掉眼泪，若不是门帘挡
着，那烟会直接飘到炕上去。另一种艾
蒿，是香的，属于香料植物，据说古人
熏香便用这种艾蒿。我叫它香艾。

小时候过端午，只知道家家户户挂
艾蒿，吃粽子。我们村里的人大都是小
学毕业生，文化水平不高，根本不知道
屈原，也不知道这个是南方兴起的风
俗。艾蒿遍地都是，容易采摘。粽子，
也不是人人都能吃得起的。我们连大米
都吃不上，更不用说糯米了。村里有一
家外来的人，专门卖粽子的。一个老父
亲，一个是哑巴哥哥，还有一个弟弟。

他们包的粽子又甜又黏，而且还在冷水
里浸得凉森森的，非常好吃。记忆中，
也没吃过几次，家里太穷了。现在条件
好了，住在城里了，反而不愿意吃粽子
了。
我种的艾蒿，一大片，个个都雄赳

赳气昂昂的，像个准备出征的勇士一
样。向阳的叶面是绿色的，叶子的背面

是银白色的，像是涂
了一层银粉似的。一
走近，香气便扑面而
来。每一年端午，我
都要给邻居大哥，甚

至是楼上的住户送上几株。艾蒿一年可
以收两次，端午以后，全部收割，之
后，还能收割一次。我把艾蒿阴干，收
拾起来，放在箱子里。在书房里，我会
偶尔点燃几片叶子，满室飘香。艾蒿点
着，不容易起明火，只是冒烟，比较安
全。有趣的是，有一个大哥看见我种了
艾蒿，想讨一些作药用，他的腿不好，
肿得厉害，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个偏方，

说用艾蒿水清洗可以治病。我欣
然从箱子里取出一大捆，送给了
他。

因为我种的植物比较繁多，
所以总有人想从我这里讨要花

卉。有几个中年妇女，把我种的千头菊
和豹菊当成了艾蒿，看见我种了几大
丛，便想讨要几株，我向她们解释，这
不是艾蒿而是菊花。尽管如此，我还是
分了她们一些艾蒿，以至于我只剩下了
可怜的四株。所以，我对这四株艾蒿呵
护有加，爱怜有加。想来也不能怪那些
讨要艾蒿的妇女，豹菊和千头菊的叶子
和艾蒿的叶子，还真有几分相像。
端午节到了，粽子是不吃了，但艾

蒿是要挂的。这是一种风俗。据说挂艾
蒿是辟邪的。虽然多多少有一点迷信色
彩，但人们善良的愿望却是美好的。其
实，风俗多多少少都有点仪式的庄严
感，而且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积淀。而
对于屈原的怀念，读读他的《离骚》似
乎是更好的怀念方式。虽然《离骚》的
原文很艰涩，但读读翻译的白话文也是
好的。
挂一株艾蒿，童年和故乡就远远地

跑来了……

为群众的菜篮子服务
梁昌霖

    作为“叮咚买菜”的创始人，我常常提起
自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也是一名退役
军人。我把 12年的青春留在了部队，而军队
生活、党员身份也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留
给了我，这粒种子埋在心中，等待着长成一
棵栋梁之木。

2002年 8月，我拎着行李离开老家，来
到上海。恰逢雨季，雨幕把整座城市笼罩。在
地铁 2号线的线路图上，我注意到只有“张
江高科”一站站名中有“高科”这样的字
眼，这一词语就是未来世界发展的风向
标，于是我毫不犹豫决定留在这里创
业。
第一次创业很顺利，半年时间我就

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足足 80万美元。但我
总感觉有些不得劲，虽然赚了钱，心里却空
落落的。纠结了几天，我想明白了，人的一生
要活得有意义，不是做的事业大了、赚的钱
多了就有意义，而是对社会贡献多了才最有
意义。原来的创业路不适合我，我要去做更
有意义的事情———服务老百姓，创造更多社
会价值。

社会的中心是“人”。第二次创业，我选
择了母婴行业；第三次创业，我选择了生鲜
行业。创业者都知道，创业要做“熟”，但我都
选了生行。我的心里很清楚，做母婴是因为
观察到 80后一代成为母亲后的困惑，做生
鲜则是调研发现买菜难是许多家庭生活中

遇到的最大难题。它们拥有共同的特点———
真正为老百姓的生活提供好的服务。

进入生鲜领域，我身边的同事们都很
“内行”，有农业专业背景的，也有来自沃尔
玛、大润发等采购体系的。我在其中，反倒是
个“外行”。但我不懂没关系，我要依靠的是
大家的力量。

叮咚买菜的创业期间，我经历了创业以
来最艰难的时期。那时公司仅剩 30来人，大

家垂头丧气，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我们去跑
步吧”。我就跟大家一起出去跑步，一边跑一
边相互加油。这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凝
聚力。直到现在，每年年会和新年第一天，我
们都会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一场长跑。这个经
历让我明白带领一支有凝聚力的团队是多
么重要。

我是退伍军人，身边聚集起一大群“一
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的战友。现任叮咚买
菜副总裁、上海事业部总经理郭维舞在部队
待过 27年，曾是正团级政工干部，现在主管
事业部和基地直采的工作。叮咚买菜现在有
600多名退伍军人，分布在核心管理层、中
层、一线等不同的岗位上。新员工培训也采

用封闭式军训的形式，有“战斗力”的老兵们
则在团队中起到标杆作用。

2020年是特别的一年，疫情时期老百姓
希望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新鲜肉蔬的需求更
加突出，对叮咚来说，这是发展的机遇，但也
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带领着叮咚这支“铁军”
开始了一场硬仗。我们有 75%的一线员工留
岗，把“保民生、保供应、稳菜价”作为目标，
在全力组织货源的同时，保证了菜品品质和
稳定的价格。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我们
还每天为 368户上海援鄂医护人员家庭
免费送菜，减轻了前线医护人员的后顾
之忧。今年春节，我们针对疫情回弹趋势
做出应对，为隔离小区设置无接触货架，

针对不习惯网上消费的老年顾客，上线了品
类齐全的暖心套餐。随着单量剧增，我的压
力陡增，内心却很踏实，从来没有像这一刻
感觉实现了创业的初心。

群众的呼声，就是党员的哨声。时代不
一样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军人
的作风却一直未变，这可能就是我创业成功
的“秘诀”吧。

（本文作者为叮咚买菜创始人）

———有关瞿秋白烈士的往事

杨梅汁
詹政伟

    杨梅不能沾水，一沾水，
就不好吃了，也不能掉地上，
掉地上同样不好吃了。采摘
杨梅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
沾上杨梅汁，但请你放心，你

完全不必因此而烦恼，因为等树上的杨
梅采摘光了，衣服上染上的杨梅汁自然
而然地消除了。这确乎有点神奇，谁也说
不上来这是为了什么。大自然的美妙，就
在于总是有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责编：刘 芳

    一个优秀的企
业应当时刻回应社
会关切， 请看明日
本栏。

人间真味 （中国画） 李知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