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的榜样
李大伟

    我家李阿姨，山东
人，烧得一手好菜，尤其
本帮菜，无论清蒸红烧。
不放味精，居然比饭店的
好吃，因为不放味精，所
以吊出“一菜一格”。

当初做中介的朋友
说：年龄偏大，但很会
烧菜。五年过去了，如
今已过六十，依然在我
家。每天有条不紊，化
冻、切片、醒面，闲下
来，有时帮助白班阿姨打
扫卫生，或者看看手机，
看看养生节目，吃饭时分
享养生秘诀。不时发海
鲜、做面点。我家吃水
饺、馄饨、烧卖、粉条素
包子，都上午拌馅子中午
晚上吃，不放冰箱。阿姨
来自义和团的发源地，除
了西点西餐，什么都做。
一周内每天不带重样，不
断换口味，我不得不限制
荤菜数量，而且以鱼为
主，怕孩子的身材走形
了。偶尔家里有事，阿姨

回老家，孩子天天问：
“阿姨什么时候回来？”功
利性挂念就是价值！晚饭
后，收拾完饭桌，切好一
盘水果，就出去跳舞健
身，回来后，自加项目：
拿着哑铃双手上下甩。雨

天在院子里的廊下，看着
视频跳，再加哑铃项目，
一圈下来就是两小时。她
坚持物理养生，兼顾生物
发酵：饮品浸泡！爱屋及
乌，每天早晨替我泡上十
粒枸杞子，这个数量源自
她的教条主义。我下楼看
书，水已微甜，说明发酵
开了，这是退休工人的标
配，我提前享受了。阿姨
一儿一女，分别在深圳上
海买房落户，她完全可以
安享晚年，但她偏不，为
了多做几年，她坚持锻

炼，趁做得动，多挣些养
老钱。还有一层意思：老
了没病，不累及子女，她
的口头禅：做家长的要有
家长的样子。因为自立，
所以她的儿女非常敬重
她。生活中，一比较，就
发现榜样，“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生活中时
刻擦亮一双“发现美的
眼睛”。

我常常以李阿姨为
榜样，教育孩子，劳动才
能自立，劳动创造自尊。

我家到轨交近四公
里，没有公交车，雨天外
出，只能滴滴打车了，也
许当过记者，沾染了“包
打听”的恶习，车上爱与
的哥搭讪，的哥快乐叙
说，每月刨去油钱与折
旧，还有远离市区的千元
合租简陋房的租金，这样
可以净赚一万多。如果享
受型，早上七点出门，晚
上七点收车，也有七八
千。既然出来了，
就狠狠干，赚一万
多，就得早上六
点，晚上十点，我
问怨不怨？他说：有
钱赚还埋怨，你对得起
谁？他还有憧憬：干上七
八年，小孩上学了，就回
老家，用赚的钱，盘个铺
子做个小买卖。还补充一
句：回老家前，带着媳妇
孩子父母来大上海逛一
圈。人生规划里洒满灿
烂，没有城里人的焦虑阴
影。想起一副联语式的祝
福：“让鲜花开遍你所有
的日子，让阳光洒满你生
命的旅程”，本来是我预
留给女儿十八岁的祝福
语，现提前送给的哥。
我外出办公访友，看

见快递小哥，总是放慢车
速，让他优先。楼宇坐电
梯，见快递小哥，总是手
臂挡住门，方便他携物进
出、快进快出，据说跑一
单才两三元，一个月赚一

万多，那必须争分夺秒。
在小区开车，保安都

高声敬礼。儿女们很好
奇：“保安叔叔怎么都和
你打招呼？”我问：“爸爸
散步，见到叔叔每次都先
敬礼。”然后告诉孩子我
的敬佩：为了家人，他们
到上海打工，夏天蚊子、
冬天北风，无怨无悔，靠
劳动养活自己，而且从不
埋怨，绝不躺平，当然要
向他们致敬。一撇一捺撑

起“人”，就是站
着生！

在儿女的书
房，我挂着一副对
联：“酿泉无脉，兰

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
蠹，流水不腐，民生在
勤”。从小灌输常识：劳
动创造价值。
有个朋友，女儿曾在

教育机构，多劳多得，月
薪一万多，结果最近被逼
考入公立学校，到手工资
才六七千，父母的理由：
固定编制、更好福利，我
们走了也放心。身边的有
些人，更关注福利，等待
动迁款，企图躺赢。
香港地少人稠，只剩

下港口优势，为提高转口
贸易的竞争力，退休福利
很少，口头禅：手停口
停，所以常常看到街上有
拖纸板的老婆婆。在上海
的外地人，他们没有多少
福利纵深，只能相信“养
儿防老”，起板生两个。

相信劳动自立，可能致富，
他们是“不劳动者不得
食”的原教旨主义者，用
行动诠释《国际歌》：“从来
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
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
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最近网上流行“躺赢”，
在阿姨、保安等外地人眼
里，简直荒唐：这不是等
着天上掉馅饼么？馅饼会
掉下来吗？如同《等待戈
多》，高福利诱发的祸！

最近散步，我常常向
孩子解释福利的起源、本
质与双面刃的危害，福利
应该援助“力有不逮”
者，比如丧失劳动能力的
残疾人、老人、重病患
者，功德无量。现在通过
民主而泛滥，将健全者养
成懒汉。欧洲就是这样衰
落下去的，希腊就是这样
堕落下去的，美国就是这
样渐渐丧失制造业竞争力
的。为了更多选票，不断
迎合底层，不得不增加福
利，不得不举债，以至挪
用后代的税款，导致国家
财政破产，希腊就是典
型。在中国劳动人民看
来：量入为出。倘若享受
支出大于劳动付出的高福
利，好比“蹲着茅坑嗑瓜
子———入项不如出项大”。

中国的飞速进步，勤
劳起了奠基性的贡献。今
天的中国是站着跑着挥汗如
雨干出来的，不是躺赢的。

做幸福贡献者，别做
福利依赖者，这是成功的
基础。劳动培植自信，从
而快乐，孕育成功。暑假，

送姐弟俩到他们表哥的汽
车改装厂劳动一周，而不
是花钱去“吃苦夏令营”。

吃苦还要花钱？分明
是糖衣药丸，等待聪明的
戆大选购。

三人为圈
杨云棠

    在微信朋友圈发一篇
《漫话越剧》小文，引起朋
友共鸣。回忆起那年同赴韩
国首尔在邮轮上让我唱越剧
《沙漠王子》的往事。朋友
将《漫话越剧》转发给越剧前辈王杏花
的公子王历来。于是，这个朋友圈来了
一位新朋友。三人行谈越剧，结良友。
历来十分客气，他说我的言论建立在对
越剧发展历史纵向思考、横向探讨的基
础之上，对他有启发。

他又介绍其母王杏花，当年越剧界
三花一娟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
姚水娟。其母王杏花大袁雪芬五岁，她

们都是女子越剧早期四工调
与尺调新腔代表，历来发我
王杏花于 1938 年演 《玉堂
春》饰苏三的彩照。此照是
王杏花给儿子的唯一纪念

照，极其珍贵。三人相谈越剧甚欢。我
回忆了孩提时长辈带领去恩派亚戏院
（后为嵩山电影院）观摩越剧《筱丹桂
之死》。舞台中央置一口棺材，害死筱
丹桂的戏院老板张春帆跪着，剧场观众
群情激愤，此情此景如在眼前。数年
前，专程去嵊州参观越剧博物馆，进院
见到筱丹桂与尹桂芳的半身塑像。博物
馆详细介绍了越剧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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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赐小仵作》 是最近荧屏热剧。
仵作：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故事说的是：唐中晚期，来自西南山区
仵作世家的少女楚楚到长安参加仵作考
试，得到掌管刑狱的安郡王萧瑾瑜赏
识。连续剧以悬念和谜题为经线，以主
人公的智慧和勇气作纬线，通过楚楚的
仵作生涯，引领观众与剧中人一起屡破
疑难奇诡之案，最终破解了陈年冤案和
谋逆大案。

全剧令人泪目的瞬间不少，比如楚楚身世揭晓之
时、驸马萧恒死而见尸的那一瞬，最令我感动的瞬间
是 35集里楚楚自愿放弃仵作资格的那一刻。
得知萧瑾瑜要娶楚楚，宣宗皇帝大发雷霆：“你不

要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就算你要纳她为妾，也是有违
礼法……你以为祖宗定下这样的礼法，那是一拍脑袋
就能想出来的事吗？这都是多少前人用自己的悲痛换
来的教训。”“陛下，既有前人之鉴，臣必时时警醒自己，
不蹈前人之覆辙，还望陛下成全。”萧瑾瑜据理力争，皇
帝勉强同意二人的婚事，“但朕有个条件”。
萧瑾瑜太清楚，对楚楚来说，这个资格是多么地

来之不易。两人促膝谈心，楚楚说：“王爷，你原想
放弃爵位和我在一起吧？要想擒贼，我们需要有所牺
牲，对吗？那为什么不能是我呢？”萧瑾瑜看着楚楚，
眼光里满是不舍，打算另想别的计策。楚楚深明大
义：“来不及了。没有比
这更好的法子了。王爷，
仵作的身份对我来说，的
确很重要，我努力想要成
为一名正式的仵作，不是
因为我想把这张仵作身份
凭证攥在手里，而是想，
像我爷爷、我爹、我哥，还
有驸马爷故事里的神捕一
样，能够有资格堂堂正正
地去铲奸除恶，伸张正义。
如果现在让我放弃这个仵
作的身份，就能将那些逆
党一网打尽，就能够救大
唐万千百姓的话，那我宁
愿放弃。请王爷成全。”

真正的友谊和爱情，
相爱的双方一定是势均力
敌的，无关身份地位、家
世背景。萧、楚二人的爱情，令我想起《简 ·爱》里
的男女主人公。一样的地位悬殊，一样的人格平等。
比《简 ·爱》更可贵的是，安郡王和楚楚不仅是雇主
和雇员，更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当事业与爱情只能二选一时，楚楚选择了爱情。
她的能力和天赋，在拿到仵作凭证的那一刻，已得到
认可。她曾跟随萧瑾瑜出生入死，彼此默契。对楚楚
而言，萧瑾瑜的事业也是她的事业。在今后的岁月
里，只要能关心、呵护爱人，成为他的好帮手，于愿
足矣。这一刻，我被楚楚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
最高尚的爱情，是对心爱之人的成全。养育楚楚的

楚家祖孙三代，用善良的言行熏陶了她；亦师亦父的巫
医大叔，通过玉面判官的故事引导楚楚树立了明辨是
非的人生观。天下之大，大不过百姓安宁；万事之重，重
不过社稷安危。楚楚个人的有所舍，既是为了心上人

的有所得，更是为了天下人的有所得。
故事的结尾，逆贼已除，或许是宣

宗皇帝被萧楚二人又一次以身涉险、为
大唐立下赫赫功勋所感动，一道圣谕，
特赐楚楚仵作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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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荫廊棚下的真如
郭树清

    初夏的一天，乘坐
轨交 4号线到曹杨路站
换乘轨交 11 号线乘 2

站便是真如站，从 1号
口出来，步行约 10 分
钟就到了真如古镇。
走进古镇老街，街

道由造型美观、紫红色
的木柱做成廊棚的支

撑。木柱圆石垫脚，青瓦盖
顶，重檐飞翘，色彩鲜艳。穿
行其间，享受美景，晴雨皆安
然。街道两旁高大挺拔的梧桐
树，树冠繁茂，静谧幽雅。廊
棚下的青砖地面，被久远的岁
月打磨得油亮光滑，阳光尽情
地倾洒在长长的联廊砖面上，
闪耀着一种素雅精致、温润如
玉的光泽。

真如古镇大多为修旧如故的
建筑，底层是店铺，二层以上是
住房，细细看去，街面建筑物大
都是雕梁画栋和砖刻门楼，与精
美雅致的店招交相辉映，颇具情
调。老街两侧房屋挑檐而出，小
楼相依，古
朴秀美。

相传，
真如，本佛
家语，意为
事物之本相。《成唯识论》 说：
“‘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
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
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
如。”缘寺成市，由寺成镇，真
如遂为镇名，真如寺（原名“万
寿寺”） 是上海四大名刹之一，
其余为静安、龙华、玉佛寺。真

如寺，始建于元代，迄今已有
700多年历史，它与辖区内的淞
沪抗战十九路军军部遗址、真如
镇历史文化陈列馆等历史文化设
施被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真如古镇位于普陀区中部，
这里河道纵
横，道路四
通八达，水
陆 交 通 便
利，境内设

上海西站和沪宁高速公路入口
处，轨交 11号线在此经过。穿
镇而过的河道上，古桥卧波，映
照出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的几多风
情。
真如古镇的真如羊肉、豆制

品和土布，是老上海人口中津津
乐道的宝贝，被称为“真如三

宝”。其中，尤以真如羊肉最为
著名，风靡沪上。相传，乾隆年
间，短短一条真如老街上，就有
30 多家羊肉馆。如今古镇上就
有这么一家真如羊肉馆，与古镇
的建筑风格相呼应，熠熠生辉。
古色古香的门头，木质的窗框桌
椅，传承了 200多年历史的羊肉
加工技艺，分为白切、红烧两种，
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到这里，舌尖上的美味是难以抵
挡的，仅一碗祖传秘制红烧羊肉
面便能俘获吃货的胃。
绿荫廊棚为招牌的真

如古镇，展现着迷人的风
姿，记载着悠久的历史，
讲述着古老的故事，绽放
着妖娆的风光，怎能不让
人陶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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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杭州流行过一
个时髦的词儿———“绍兴华侨”，那是杭
州人用来指称那些一味模仿海外华侨穿
着打扮，但又学得不伦不类，反而弄巧
成拙的人。“华侨”前面冠以“绍兴”
二字，意谓“土华侨”也。可见当时绍
兴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土气的。
然而我却十分喜欢绍兴的土气。念

中学的时候就根据鲁迅先生 《祝福》
《故乡》《孔乙己》《风波》等作品真切
朴实的描写，在脑海中勾画出对绍兴的
美好想象：夏日的黄昏，农民们端着香
喷喷的白米饭在屋前的场上晚餐，桌上
散发出在锅里蒸得乌黑的霉干菜所特有
的浓郁芬芳；头戴乌毡帽、坐在曲尺形
柜台边的酒客津津有味地呷着老酒，品
尝茴香豆、油豆腐；我甚至梦里走在绍
兴的石板路上……平时，也可在街头听见高亢激昂、
铿锵有致的绍兴大班。
我去过三次百草园，其中一次按鲁迅先生在作品

中的指点，从“百草园”步行到“三味书屋”。曾在
百草园里折了一段细竹子，请园门口一位刻字老先生
刻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后来，
日子久了，竹子枯黄了，字本来就刻得很浅，字迹也
模糊了，我心生一个想法，因以前稍稍学过一点石刻
和木刻，便用鲁迅先生精美灵巧的小楷手迹，木刻了
这两句诗……
我之所以喜欢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祖父跟我讲过

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绍兴。记得有一次去绍兴是坐汽
车去的，车子行驶在萧绍公路上，但见一路上水稻、
麻类、芋艿片片葱绿，宁绍杭运河及无数港汊溪流将

田野分割成棋盘模样；将至柯桥，一条
长长的纤塘留下了纤夫苦难生涯的痕
迹，时代一去不返，纤塘已成历史的见
证和拍摄电影、电视剧的实景场所。
绍兴也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高楼大

厦早就“林立”这座地级城，但绍兴很大程度上在现
代化建设的同时，保留着乡土气，这与有识之士的呼
吁分不开，很多外国游客也纷纷这样建议。绍兴山清
水秀，尤以水著称，“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东
湖的精致碧透是西湖所不及的；而吼山的石势看来鬼
斧神工，其实它们倒是我们祖先以家庭为单位凿打锤
敲而成的，“人工”与“神工”在这里已浑然难分。
我拍了一张以吼山为背景、以正在划桨的乌篷船为主
体的照片，明镜似的湖水让船儿和船老大的动态倒影
成为一幅靓丽而清晰的摄影作品。都说绍兴是“东方
的威尼斯”，威尼斯是无数的水道和小岛交织成的网
络，而绍兴却是以秀水衬托的镜城，乡土格调更为别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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