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日谈
我的低碳生活

责编：郭 影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7
2021 年 9月 1日 星期三 本版编辑∶徐婉青 编辑邮箱：xwq@xmwb.com.cn

金
花
间
银
蕊

戴

蓉

    去台州玉环游玩，住在山上的一家
民宿，院子里一大丛金银花开得正好。
金银花于我并不陌生。父亲是中医。

小时候跟着他进出中药店，时常拉开镶
嵌着黄铜把手的药柜抽屉，一边念抽屉
上贴着的药名一边窥看里边的药材。金
银花名字好记，家里有人上火、咽喉肿
痛，父亲便会带一小包回家。金银花可入
药，夏天还可用作日常茶饮。刚泡
好的金银花茶，凑近了细嗅，闻得
见清爽的干花香气，入喉有清苦
之味。大姑家院子的墙根也种了
一棵金银花。那棵茂密的花树爬
满半面墙，大大咧咧越过墙头，爬
进隔壁人家。花开时大姑站在高
高的竹梯上采花的样子，我到现
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年我去
江西婺源旅游，在一个叫晓起的
古村里，看到几个妇人正把一卷
绿藤上的金银花一朵朵摘下，晾在竹匾
上。见我饶有兴趣地观察她们的劳作，有
人突然考我，问我知不知道那是什么花。
“金银花嘛！”“你也认识啊！”我们相视
而笑，她说那是一早去山里采来的野生
金银花。采收金银花确实必须赶早，金银
花的开放受光照制约，早晨尚未开放的
花蕾养分足、气味浓，颜色也好。
金银花学名“忍冬”。陈志华的

《外国古建筑二十讲》里写了一个
关于忍冬的传说：一位科林斯少
女患病去世，乳母把少女生前最
喜爱的东西收集起来，装在篮子里放在
墓碑上，还在篮子上盖了一片瓦。篮子恰
好压在一棵忍冬的根上。到了春天，忍冬
发了芽，在篮子周围生长起来，被瓦压着
的叶端长成了涡卷。一位雕塑家偶然路
过发现，非常喜欢这个样式，就以它为原
型在科林斯造了科林斯柱，柱顶的涡卷
纹就是忍冬叶的样子。这本书我曾读过，
巧的是友人沈胜衣写金银花的文章《亦
俗亦雅两生花》里也提到了这个传说，而
且还探讨了我国古代艺术品中忍冬纹由

来的问题。忍冬纹究竟是摹仿这种植物
绘出，还是先虚构创造出图案再套到现
实中相近的植物来命名？这个问题沈君
当面请教了扬之水先生，并且在文章里
引用了扬之水《曾有西风半点香———敦
煌艺术名物丛考》书中的结论作了回答：
“所谓‘忍冬纹’，它在中土的装饰艺术
中，最初只是外来的‘一种图案中产生的

幻想叶子’，而并非某种特定植物
的写实，与中国原产的忍冬亦即
金银花更是毫无关系。”我很喜欢
这样并非一味抒情，而是虚实相
生，能解答现实疑问的植物小品。
小区里曾有一楼的住户在院

子外面种过金银花，后来房子换
了主人，这棵金银花也消失了。
好在大城市里偶尔还是能见到
金银花的踪影，学校附近的大学
路上，有个咖啡馆门口种了棵红

白忍冬，花冠里面是白的，外面则是紫
红色，看起来比普通的金银花娇艳。上
海市中心延安中路与成都北路交汇处
的广场公园里，有个地块辟成了药草
园，蓬勃生长的药草成了街边的观赏植
物。金银花、板蓝根、鱼腥草……每次去
都会见到有人在那里指点辨认。

金银花纤巧可爱清芬怡人。
金朝的段克己称赞金银花“香色
奇”，说它“金花间银蕊，翠蔓自成
簇”。大丛的金银花亮眼，小枝插
瓶也颇雅致。有个朋友在阳台上

种了金银花，某日她在微博里写道：“金
银花开得真好，只是爬得太高，每天剪
下一小枝自己欣赏，否则简直白白便宜
了楼上人家。”我看得笑了起来。她把金
银花插在玻璃瓶里，那细颈的瓶子与花
枝纤细的金银花十分相宜。张恨水在
《山窗小品》里写金银花写得极优美：
“金银花之字甚俗，而花则雅……作瓶
供时，宜择枝老而叶稀者，剪取数寸蓄
小瓶。每当疏帘高卷，山月清寒，案头数
茎，夜散幽芬。泡苦茗一瓯，移椅案前，

灭烛坐月光中，亦自有其
情趣也。”即使案头无花，
读来也让人如坐花前。

重回身边的父爱 陆正伟

    我未见过雪霞大姐，
但已见字如面。读她信，
我常会把她同影片《英雄
儿女》里的王芳搅和在一
起……

1952年春，以巴金为
组长的中国文联创作组跨
过鸭绿江，来到志愿军第
十九兵团。一天，兵团政治
部张文苑找到文工团员戴
雪霞，让她去接待巴金。时
年 15岁的小女兵，入伍却
有 3年，她从未和作家打
过交道，心里没底。
次日，张文苑带着戴

雪霞来到巴金住的防空
洞。张文苑向戴雪霞介绍
道：“这就是巴金同志”。接
着又对巴金说：“小霞同志
是我们文工团在朝鲜最小
的团员，她来做你向导，有
事可以让她去做。”巴金笑
着点了点头。戴雪霞见巴
金戴着眼镜身穿棉军服，
俨然像文化教员。一次，巴
金掏出笔记本，要她把名
字写给他看。戴雪霞一笔
一画写着。巴金边看边问：
“为什么那么小就参军？”
她把从小失去父母，与弟
弟一起参军的经历告诉了
巴金。当问及在前线如何
为战士演出时，戴雪霞像
开闸放水似的诉说起来。
她是表演舞蹈的，无论是
壕沟里或坑道中都能演，
如在不能站立的防空洞就
改用快板。在零下 20多摄
氏度的野外，遇到敌机扫
射，就在原地卧倒隐蔽。时
常碰到硝烟冲天，尘土似
巨浪般在身旁拔地而起。
富有画面感的叙述，巴金
都一一记在本子上。
每当雪霞大姐在信中

说起这段往事时，我眼前
会呈现王芳为王东和王复
标两位父亲在战地演唱“风
烟滚滚唱英雄……”时的情
景。这是巴老收集了细节
后，经过筛选和艺术提炼，
才产生了小说“团圆”。

在欢迎创作组的晚会

上，戴雪霞表演完“盘子
舞”后，静静地陪着巴金。
这时，司令员杨得志、政委
李志明走来。杨司令指着
戴雪霞的军装对巴金笑
道：“小霞的爸爸是卖油条
的，你看她衣服上全是油。
巴金同志，你可不要嫌她
脏噢。”说得戴雪霞脸通
红。离开时，杨得志又对她
说道：“别怕！要请巴金同
志跳舞，你要负责好！”戴
雪霞立即起身站在巴金面
前。巴金小声对她说：“我
真不会跳舞，真的。我坐在
这儿看你跳，跳完后仍坐
在我边上。”听后，她心里
释然了。

我存有雪霞大姐一张
戎装照。戴着无沿帽，胸前
挂着好几枚军功章，英姿
飒爽。能看出这是停战后
拍的。不久，她回国慰问演
出。途经上海，住在沧州饭
店（即锦沧文华）。第二天，
有人在唤她名字并说，巴
金同志来看望你了。接着，
他又嘀咕道：“巴金怎会看
望一个小文艺兵？”戴雪霞
见巴金站在大门口，急步
上前握住他手问：“怎么知
道我在这儿？”巴金笑答：
“找到接待组不就找到你

啦。”说着，把身边的女儿
小林介绍给她认识。其
实，戴雪霞与小林已似曾
相识，她在朝鲜战场上读
过小林通过父亲转给志
愿军的慰问信。此时，巴
金见戴雪霞身着绿军服，
蓝短裙，长筒靴，配有武

装带的苏式军服，可能想
起杨得志那次对她的调
侃。巴金不觉笑出了声。
戴雪霞看出了他的笑意，
也会心地笑了。

翌年，戴雪霞接到南
京军区舞蹈集训的通知，
她顺道来到巴金寓所。这
次她见到了巴金夫人萧
珊。萧珊早已听巴金给她
说过文工团的事。因此，
对她很是热情。临别时，
巴金向戴雪霞赠送了画
册、木偶玩具和他的新作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
维辛》。戴雪霞手捧礼物，

感到已失去多年的父爱，
重又回到了身边。

八十年代初，团里指
派戴雪霞到上海参加会
议。她写信告诉了巴老。
到上海后，因临时调整，
搬别处住了。临走时，她
把联系方法告诉了门卫，
但未接到来电。返程前，
来到招待所询问。结果
由于门卫疏忽，没能及
时拿到信。我从巴老信
的复印件上看到：“雪霞
同志：信收到了，我给您
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说您
不在……您有空，欢迎您
来家里坐坐。”并告知了小
林的工作单位。巴老的真
诚，令她遗憾万千……

数月前，雪霞大姐获
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和
建党百年的“光荣在党 50

年”两枚奖章，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这枚章上不仅记
载着血与火的考验，还凝
聚着巴老父爱般的温暖。
由此，她尤为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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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的水，滋养了许多水生植物，鲜
嫩的水红菱，是人见人爱的佳品。

立秋过后，菜市场上，铺天盖地的是
菱藕这些被称之为“水八鲜”的平常水生
植物。每至秋风送爽，江河湖泊中的水红
菱很是肥美，犹如江南美人般惹人喜欢。
人们总是忍不住要乘着采菱的圆桶，唱
着心中的歌谣，兴高采烈地到湖里采红
菱。在江南，采菱和采桑、采茶一样，不仅
具有浓浓的乡风民情，更弥漫着江南意蕴和浪漫风情。

成熟的水红菱，它的色泽，仿佛是鲜血淤结之后的
那种紫红，有点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味。而老菱煮熟
后，那黄褐色的肉体，嚼在嘴里有栗子的绵软，也有番
薯的味道。水红菱往往是可以边采边剥着生吃，嫩似雪
梨，脆似香藕，满嘴生津。而我外婆常常是把老菱去皮
清炒，放上些葱末，一清二白，呈现出美玉般的晶莹，作
为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入口即化，非常下饭。

在江南古镇的河道里，水蔬菱角，波光鸟影，欸乃
棹歌，荡漾着丰盈而滋润的气息。卖红菱的村姑，往往
备上一只竹篾篮和一桶清水。用竹篾篮称好菱角，放进
水桶里，熟练地漂一下，颠两下，让青嫩的红菱浮出水
面，上演着一出出沪剧《卖红菱》的经典桥段。

江南的菱，既扎眼又扎手，除了尖尖的两角菱之
外，还有圆润光滑的无角菱，状如元宝，形似馄饨。

新鲜的水红菱，以色泽翠绿、皮薄肉嫩、多汁甜脆、
清香可口而招人喜爱。它是一种集天地之精华，得阳光
雨露之滋润，成为水生植物中的世外之仙，非凡尘俗物
可比。古籍曾记载：“菱，六月开小白花，昼合夜开，随月
转移，犹如葵之向日”。在江南水乡，菱花有一种风雅且
诗意的名字，叫“月亮花”。

江南的诗情创造了传奇的故事。关于两角的腰
菱，在青浦淀山湖畔有这样一个美妙的传说：菱湖村
有一对年轻情侣，小伙姓姚，姑娘姓凌。青梅竹马，两
小无猜。每当秋天的采菱季节，两人一起划着菱桶去
菱湖采菱。悠扬的青浦田歌在菱湖中此起彼落。有时
男女声两重唱：“小小嫩菱两只角，采多采少心里乐。
哥剥壳来妹吃肉，剥壳吃肉全是福”。有时男女对唱：
“扦光头菱白又嫩，采到手里湿淋淋，阿哥采菱看阿
妹，阿妹采菱想啥人？”“采菱也要人专心，劝哥不要看
别人，阿妹不会想啥人，阿哥印象心里深”。原本乐滋
滋甜津津的一对恋人，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了
不测的风云。两人为了爱情，双双跳入了菱湖荡中，以
身殉情进行抗争。第二年秋天的采菱季节，村民们又
去菱湖中采菱，不料菱湖中除了通常的四角扦光头菱
外，多了不少两角菱，村民们认定这是姚、凌两人忠于
爱情的化身。所以，当地人们用“姚凌”的谐音，命名两
角菱为“腰菱”。这腰菱的颜色绿里带红，意为红男绿
女的结合。而略有大小之分的两只角，大的代表男性，
小的象征着女性，真是充满了艺术的想象。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鲜嫩的水红菱意象，也让
人联想起江南人的性格，虽有诗性，却也有孱弱，那无
棱无角的元宝菱，似乎在金钱意味的追求中，少了原
始刚强的张扬个性，成了不思进取，安贫乐道，固步自
封的文化象征。

而水红菱的气质，却仿佛是江南秀美的女子，那
如水的温柔，娇媚的外表，伴随着采菱姑娘的纤纤素
手，都呈现出水灵灵的诗意美，在我的心田里，叠印出
如梦似幻的画意，久久地难以磨灭。

秋风起，菱角香。我曾读到过这样一首《采菱曲》
的竹枝词，“水乡人家湖泊边，只种秋菱不种莲。种莲
莲子心中苦，剥菱菱实心中甜。”它表达了江南人家种
菱剥菱的喜悦和快乐，向往幸福的甜蜜生活，这便是
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

做个绿色打工人
徐 佶

    前阵子有个周末我参加了一个关于碳
达峰、碳中和议题的活动，主要目的是去介
绍 2060年零碳企业行动倡议。现场一百多
人中大多都是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年轻
人，一整天，他们非常专注地参与全过程。当
我问大家，有多少人所在的机构在谈双碳话
题，很多人都举了手，但当问到有多少人参
与其中时，举手的人数一下子大减。这也让
我思考：员工如何在企业低碳议题上有更多
的主动权和参与度。

其实，在环保低碳推动的进程中，身在
职场的打工人已经或多或少参与其中了。我
们所处的办公室就是最好开启绿色对话的
地方。

首先，绿色办公室并不是一个新名词，
为了显示公司的实力和先进性，公司间会比
拼办公室的软硬件，而更为领先的公司早就
在环保绿色上面投入，打造自己的品牌。我
之前工作的一家企业，就一直鼓励无纸化办
公、减少纸张打印、双面打印，实施办公室垃
圾分类、取消非必要的差旅出行等，都在践
行绿色办公室理念，减少碳排放。

最近一次看到的企业样板宣传案例是
碳阻迹，这是一家从事碳排放管理的咨询公
司。他们刚刚搬场，新启用的办公室就直接
达成 45.89吨碳减排量，其中旧物利用帮助

达成了 33吨碳减排量，其他减排量来自员
工的绿色出行以及低碳设备的引入。

这些年国家一直在倡导推广推动生态
文明理念，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因
此，如果你所在公司是家大企业或是上市机
构，不妨查阅一下公司的年报或是企业社会
责任报告，就可以更加全面了解你的企业在
环境和节能减排上的战略方向和业绩指标。

其次，如果办公室中没有看到绿色指引
和要求，那么，可以因人而异设计些自己的
绿色打工人小挑战。

我刚到现在的公司和大家还不熟时，设
计了一些单人减碳任务，比如：上下班绿色
出行、自备餐具和水杯随身携带等。和同事
熟络起来后，择机开启一些适合同事一起参
与的绿色小挑战，带动大家一起行动，比如：
不满五人就不坐电梯、日行一万步、最后下
班的人随手关灯关空调等等。这些小任务既
可以让每天的工作多一层绿色的意义感，同
时，又在不经意间增进了同事之间的交流和
互动。

当然，如果员工真的想成为绿色办公室
的倡导者，那么你就需要学习一些方法并进
行系统性设计了。建议可以从评估办公室现
有的能耗情况着手，基本包括：办公室用电
用水、交通出行、设备材料选购、员工行为宣
教等几个方面，然后找最容易推动大家达成
共识的一个关键行动。

我曾听到一位研究气候的专家分享她
督导自己单位办公室节能工作，她首先分析
了用电情况，结果发现最大的节能潜力居然
来自于饮水器。行政人员购买设备时并没有
特地购买节能型产品，结果光几个楼面的饮
水机用电就占到了总能耗近三分之一。好在
饮水机的使用频率并不高，因此，大家最后
决定，想喝热水的同事可以上下楼合用一
台，用小壶进行分装。这样一算，不仅一年能
从用电上省下不少，大家起身走路和爬楼梯
的机会也增加了，健身的效果也可能达到。

从上面这些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来，打造
绿色办公室最好的办法还是从源头做起，从
身边可以影响的事情做起，希望能抛砖引玉，

引发大家对更多建设低
碳办公室的思考和创意。

秋色正当时 （中国画） 罗朗朗

    尽可能地延长物品
的使用寿命，就是在减少
我们对资源能源的消耗。

夜空中最亮的星
陆锦添

    夜空繁星点点，
在那片看似触手可
及却又虚无缥缈的
天空，有着无数颗星
星在闪耀。来自十几
万、甚至上千万年前的光芒在宇宙中穿
行，到达地球，渲染着那一方夜色。

小时候和父母去崇明玩，印象最深
的就是那澄澈如水的夜空，蓝得发黑。
半轮月如钩，仿佛在星海中垂钓，何等震
撼！从那时起我便迷上了星星，我甚至
想象，也许在那颗星星上曾经也有过一
段文明演化？就这样，我望着夜空中最
亮的星，星星也望着我。
回到家，在院子里望向天空，只见零

星几点暗淡光点，连一轮圆月都被旁边
的高楼遮住了半张脸。既然无法再次看
到满天星河，我便转向了对天文学的入

门理论学习：像等离
子体、核聚变、“奇
异”物质等等，在许
多我一知半解的书
籍和模型中，我看到

了一幅全新星图，宇宙竟如此多奇妙。
不只是我对它们着迷，古人对璀璨

星空的探索，也令我们叹为观止，我国的
观星历史已有几千年，从世界范围上看，
人们对星空的追问也从未停止，天文知
识就是在人们日复一日地不断观察研究
中积累进步。
是啊，那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是否存

在与地球类似的星球？是否真的存在外
星文明？天上的星星映照着人类的渺小
而伟大。宇宙之美，不限于一片片星云所
发出的绚烂光线，更在于其中所蕴含并
潜藏的想象，令我深深着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