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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箱倒箧的儿子无意中翻到一幅水
墨山水画，画上高山磅礴，松涛暗涌，山
林深处一座小屋却泛出荧荧的光芒。“妈
妈，这是你画的？”儿子匪夷所思地问我，
一个初长成的少年就那样久久地站在落
地窗前的斜阳里，忽而愧恧：“妈妈，如果
没有我，你是不是早已成了画家或作
家？”我的心倏地一疼，往事遥远，本心朦
胧似被风干的花瓣包裹的花蕊，不可触
碰。但再美的梦想，也不可抢夺亲人的位
置，我灿烂地笑道：“这世上极少有人可
以幸运地从事最喜欢的工作，更不会后

悔为家人所付出的一切。”儿子走过来抱我：“妈妈，谢
谢你。”我说：“也谢谢你，让我变得更成熟与有担当。”
想当年，那些风一般的日子，在操场的草坪上数星

星，和文学社团的“诗人”们聊海角天涯的话题，听音乐
社团的吉他手唱比昂乐队的摇滚，在教学楼下跳墨尔
本鬼步……有个蒙古的师弟，长相神似“F4”里的言承
旭，一天夜晚在操场找到我倾诉：“姐，我失恋了，我准
备放假去浪迹天涯。”我清晰记得他的诗都很押韵，多
数是七律，而且每首诗都带有“剑”“风”之类的字眼。临
毕业的时候，这位师弟又跟我说，他的理想改了，不当
诗人了，要“从政”，要改变社会和国家。而若干年后，校
友传来他的消息，他带着自己的爱人，在外地开了一家
“草原肥羊火锅城”，说是“城”，其实里面可以容纳十几
张桌子罢了，他壮硕的两个儿子，在客人间跑来跑去。
有些个夜里，我仰望星空时，想到顾城那句“我把石头
还给石头”，我不知道，师弟还写不写诗，是不是也有一
些怦然心动的瞬间，被曾经的梦想美到心碎。
就像我，在少女时代，是个背着画板到处写生的小

文青。一个人去夜晚的电影院，一个人步行去书店，总
是穿着要么淑女、要么古怪的服装。而若干年后，我在
厨房抄着锅铲上演“皮影戏”时，因辅导作业而抓狂时，
渐渐知道，可能每个女孩子，都会经历从仙女飘落凡间
的历程。这长达一生的光束，像塑造一尊瓷器，让人逐
步走向莹润、成熟与稳妥。不必嗟叹是为谁而牺牲，这
只是我们理性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多半是因为爱与责
任。而那本心，海市蜃楼般悬挂在记忆的烟海里，在生
命的启航处，总是一幅极美的景致。

陈祖德与迟尚斌
华以刚

    陈祖德的酒瘾和酒量
可谓声名远播。我并不了
解他的家族遗传基因。但
是日本围棋界流行一个观
点：酒量大，棋力才会强。
棋力强的，酒量一定大。而
陈祖德经常主动向我等晚
辈宣讲这个观点，看得出
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还身
体力行。晚饭之后一个来
小时，溜达到三
四百米开外的幸
福大街小酒馆喝
啤酒是他的最
爱。通常他会点
4升生啤，那并不是现在
流行的“扎啤”，档次好像
低得多，1 升只需 0.4 元。
下酒菜则是一小碟 0.1元
的水煮花生。有时候祖德
会请上举重队的方杏根同
饮，因为围棋队和举重队
同属一个党支部管辖，队
员之间就有交流。祖德即
使独饮也乐在其中。
祖德在饭局中喝酒非

常有分寸。兴致来了，他有
可能笼统说到喝酒的益
处，但他几乎不劝酒，例如
“感情深一口闷”之类的江
湖酒话，我压根儿没有听
他说过。他的真正酒量只
有在与朋友们私下畅饮时
才会表现出来。
记得陈祖德与迟尚

斌、胡之刚这两位足球巨

星曾经在我的宿舍有过一
次畅饮。具体时间记不清
了，反正还没有去山西屯
留干校，那就应当是 1971

年 6、7月之前的事了。我
作为“地主”，依稀记得准
备了一些当年围棋队聚餐
时喜欢的酒菜———素什
锦———从王府井素食店买
来的，主要是杂拌豆制品。
而那天喝的许多酒，基本

上是他们三位自带的。
除我之外，在场个个

酒量了得，彼此就进一步
获得良性激励，真是酒逢
知己千杯少，气氛热烈。三
位喝酒还有一个特点，特
别清楚自己到底喝了多
少，绝不夸口谎报。不像有
些酒局，明明白白的一瓶
酒，经过酒友分别自报后，

其总和会变成两
瓶甚至更多。陈
祖德更是将一整
瓶全兴大曲（不
见得是他特别中

意，可能当时相对便宜）揽
在手边承包了。还有一瓶
绍兴花雕酒，只有陈祖德
一个人比较喜欢，其他人
几乎没有喝。现场还有两
瓶前述的 0.4元的生啤，用
热水瓶打来的。年轻人相
聚兴致很高，终于两位足
球大咖一一开始呕吐，不
久我也喝倒了。酒友们都
知道，喝混酒最容易醉。好
个陈祖德，整瓶白酒，几乎
一瓶黄酒，外加啤酒忽略
不计，酒量太厉害了。当三
个伙伴纷纷倒下的时候，
他无怨无悔，默默地打扫
战场。这时候酒量的大小
简直就不值得评论，应当
弘扬的是祖德的酒德了。
有人问我，你们几个

如此畅饮，话题一定很多
吧。的确很多，天南海北
的。只是毕竟时光流逝，印
象模糊了。但是有一件事
特别难忘：足球队员训练
或者比赛累趴下，恨不得
倒床就能睡着的时候，大
家绝对不会忘记的是，首
先要擦干净、擦亮足球鞋，
并且虔诚地挂在醒目之
处。足球鞋乃是他们的精
神寄托。大咖感兴趣的是，
围棋人有什么癖好呢？我
大致这么回答的：棋盘是
训练和比赛的必备器材，
除了少数收藏或者私用之
外，棋盘属于公共用品。棋
手爱护棋盘天经地义，是
敬畏围棋的自然流露。在
日本的重大比赛中，双方
入座后，下手（执黑棋的一
方）要使用主办方事先准
备好的抹布，虔诚而象征
性地擦拭棋盘。这才开始
对局。而我注意到，个别国
人往往将热水杯随意放在
棋盘上，拿走杯子的时候，
就会在棋盘上留下印痕，
这面棋盘就此永远破相而
无法复原。如此不尊重围
棋人的感受，不爱护公物，

我不知道还该怎么说。
迟尚斌给围棋界留下

的一大遗产，恐怕知之者
甚少。那时候他和游泳队
的小兄弟们经常玩一种扑
克牌争上游，起名“火箭”。
其显著的特点是：一张 A

加上两张 4组成的三张组
合牌称为“火箭”，是牌局
中老大。聂卫平打了几把
之后，觉得规则还算有趣，
但是使用一副牌打，变化
太少，就试着增加
牌。两副牌、三副
牌、直到四副，终于
定形。四个人打团
体对抗，意味着每
个人手上拿着整整一副
牌。第二，以前的“火箭”
不分大小，以先打出的火
箭为大。聂卫平在这里使
用桥牌概念进行改革：火
箭首先比 A 的花色，以
黑桃、红桃、方片、草花
的顺序确定大小。接着再
比 4的花色，以两张黑桃
4……直至两张草花 4 的
顺序确定大小。例如黑桃
A配两张黑桃 4就是火箭
中的老大，戏称“纯火”。除

了纯火之外的火箭都叫
“杂火”。显然草花 A配两
张草花 4 就是最小的杂
火。第三，火箭打得多了，
聂卫平还总结出：以出现
概率来确定大小才是最合
理的。例如 3张相同的牌，
可以当作“炸弹”，那么相
同牌越多的炸弹，出现概
率必然越低，就愈加应当
体现其价值。所以就规定
6张相同牌的炸弹，比杂

火大，但是比纯火
小。而 7张相同牌
的炸弹比纯火大。
第四，聂卫平还特
别强调计分制：扑

克牌5记 5分，10记 10分，
K记 10分。这样每一门花
色计 25分，一副牌计 100

分，4副牌共计 400分。最
终凭团体得分论输赢。

火箭在围棋队流行开
来之后，聂卫平就昵称迟
尚斌为“老火”。直到现在，
火箭仍然是围棋队日常的
休闲选项之一。听聂卫平
说过笔者在火箭改良中发
挥过作用，乃是他自谦之
词，不必认真的。

一位老教师的暑假
李 新

    我大概是在职的年纪
最大的班主任之一了，今
年实足 58岁，还有不到两
年退休，担任高三一个班
的班主任。这个班级是重
新组合的一个班级，按规定暑假里
需家访三分之一的同学，但我自己
力求做到百分之百。为什么呢？因为
班级中有一部分是我原来班级的同
学，但当初我对他们家访的时候，是
他们刚刚从初中升入我们学校，主
要了解他们初中的情况以及对高中
学习的打算，等高一升入高二的时
候，赶上疫情，不能实地家访，现在
升入高三了，我需要将他们在校的
情况向家长做个反馈，家长也把他
们在家的表现与我沟通。但更多的
是我新接手的学生，我对他们的情
况并不了解，需要通过家访掌握。
可是还是有疫情。先是云南，后

来湖南张家界，后来南京、扬州，后
来河南郑州、商丘，再后来上海浦
东、松江也有少量病例。我在群里征
求家长们的意见说，如果有疫情方
面的顾虑不便登门家访的，可以与
我私信。家长纷纷表示“欢迎李老师
家访”，因此除了两位表示出于疫情
考虑不便家访外，班级总共 32位同
学，我实地家访了 30家。
我们学校特殊，学生来自四面

八方，最远的在金山。我把学生分好
片，看住在青浦城区的有多少同学，
利用晚上家长下班的时候去；住在
青浦之外的，我一般是跟着地铁走
（我不会开车），把学生分成浦东块，

黄浦、虹口、杨浦、宝山块，静安、普
陀、长宁块，徐汇、闵行块，松江块，
金山块。但也有经验出问题的时候，
比如一位同学住在沪青平公路上，
我依经验觉得金地小区就在我们学
校附近，乘公交两三站就可到，谁知
道是反方向，离学校 40分钟车程；
还有一家住在漕宝路，我依经验觉
得在桂林公园附近，从上师大乘公
交一站就可抵达，谁知道漕宝路长
着呢，到七宝也是漕宝路，这家住在
闵行区。青浦以外的，我都
是利用双休日家长在家时。
因此，暑假中的双休日，我
没有一天是休息的。

家长说，都说教师有两
个假期，李老师你看你假期还在家
访。社会上有很多人对老师的误解
可能就是教师有两个假期，但我的
这个暑假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过。
刚放假，接到教研员的一个任务，让
我给高三语文老师做个培训讲座，
分配给我的是选择性必修下册第四
单元，这个单元是“科学论著研习”
单元，所选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
证明》，我读了十遍也没见得读懂；
《宇宙的边界》《天文学上的旷世之
争》两篇文章，也是科学性很强的文
章，我这个当年的理科差生，读这样
的文章真是痛煞我也！为了这不足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我足
足准备了半个月，自己还
觉得留有遗憾。另外就是
我自己给自己布置的任
务，这届高三是使用全国

统编新教材的第一届，也是采用新
的课程标准的第一届，语文到底怎
么考？不知道。没考纲了，只有课程
标准，没有现成的试题可以参照，我
只好依据教材开发出点东西。

正当手头事稍微告一段落，突
然接到学校通知，紧急开会，第二天
紧急开家长会———学生接种新冠疫
苗。又是统计集中接种的、分散接种
的、十八岁以上接种的、有禁忌症
的、在家休学学生的接种情况，陪学

生集中接种，统计分散接种
学生的预约情况，接种好之
后三天回访，看有没有异常
反应，一天一报，忙得心力交
瘁，焦头烂额。
等这些都忙完，开学了。一个看

起来漫长的暑假匆匆忙忙结束了！
到浦东去家访时顺便去看望原

先单位在家养病的老校长。几年没见
面，也只能说好交谈限定在五分钟
内，因为我下一站要赶到陆家浜路西
藏南路去。老校长给我发了个微信：
“这么热的天，你从青浦赶到浦东家
访，我为你的敬业爱生精神大大地
点赞！”当有家长说“李老师，来不来
家访，学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
感觉到作为一个老师的价值。那天，
当我第一次乘上小火车，踏上金山
的土地，我感觉到风光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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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华之美
王佐融

    安徽的泾县，就是那个出文房四
宝宣纸的地盘上，有家孤峰油布伞厂。
油布伞，现今四十岁以下的中年

人，多感陌生或未见过。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吧，上

海城镇和农村人的普通雨具。它的伞
骨用竹子构架，伞面是在染黄色的纺
布上，再刷上几遍透明的桐油，能拒雨
防渗，甚至能抵挡密集暴雨。
彼时，二三元一

把，使用三五年乃至
七八年，伞骨少见断，
伞面不渗水，厚实耐
用。唯一不足的是，体
量粗壮，身躯过重。如果说，现今各式
多姿多彩的伞伞是细皮嫩肉、体态轻
盈的姑娘少妇，那么，半个世纪前的实
惠实用的油布伞，则是个经得起大风
暴雨的粗壮中年汉子。如今，街市上曾
经的油布巨伞，早已演化为广告伞，此
外还有多少场合会有人青睐这位淘汰
在即但还想争一席之地的厚道大叔

呢？现在你有把黄
油布伞的话，大

可作文物收
藏的考虑！

踏进这家先是社办厂，后是村办
厂，现被市场冷落的私营厂，厂房已近
风烛残年。今天是周四，厂里只有一位
年过花甲的老制伞工兼接待员。旧损
的二楼工坊，几间将告退休的场景教
人苦涩和无奈。

且慢，照片上的这间工坊，却给了
我响起一声春雷般的
意外：工匠们将十多
把黄伞置于窗口，透
进的亮光，使伞面色
彩竟有了魔术般的异

变：窗光透见出清晰伞骨，伞面呈白间
淡黄；而墙体映伞部分则成透色亮红。
如果忽视置于靠墙的几把油布伞还呈
原黄色，这岂不成了光怪陆离的光变
“特异”功能？秀美了其貌不扬的油布
伞！丑大鸭变天鹅乎！

是孤峰油布伞厂工匠们的独特见
地，抑或是经他人点拨所设？我无意探
问，有这般化普通为神奇的升华之美，
就足够了！

听
一
楼
钟
亘
古
寒

杨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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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语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归于道山已经一年了。去
年此时，我正在美国佐治亚大学访学，猝然看到微信群
的讣闻，刹那间有些恍惚，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天
后来做了些什么，我已经淡忘了，只记得到黎明时分，
放在抽屉里的三包骆驼香烟只剩下了空盒。

当时的寓所毗邻一间教堂。薄暮之时，祈祷的钟声
照例荡进窗台。在过量尼古丁的麻痹之下，意识似乎有
些迷离，隐约之间，少年时阅读《巴黎圣母院》的体验又
复沓而来。窗外那仿佛是卡西莫多以生命
相叩击的鼓荡钟声，和先生离世的噩耗交
杂盘旋，“如三生影斯须灭，听一楼钟亘古
寒”，留我沉陷于直击灵魂的巨大悲怆。
《巴黎圣母院》是我与郑先生在书中

的初次邂逅。后来的求学生涯中，郑克鲁
这个名字一次次出现在案头书册的封面
上。我渐渐得知，郑先生出身名门，系清
末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的曾孙。他师承
作家、翻译家李健吾，自上世纪 70年代
开始翻译事业。《悲惨世界》《茶花女》《红
与黑》《海底两万里》……等 1700万字的
半壁法国文学，几乎都是郑先生以一肩
之力“扛”来。翻译之余，他还编撰了《外
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
《现代法国小说史》等厚重的研究专著。
这般成就的大学者、大翻译家，我们外语
系的学生素来敬若神明。读研后，我师从
朱振武教授学习英语文学与翻译学，然后惊喜地发现，
自己竟机缘巧合地成为这位陪伴我整个青春阅读生命
的长者的再传弟子！如此缘法，大约只在冥冥之中。
作为晚辈，我得蒙郑先生謦欬的机缘并不算多，但

每一次都铭感于心，留待细细反刍。拙译《志在摩登》付
梓后，我冒冒失失地持书请郑先生赐教。对我的唐突之
举，先生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兴致很高，为我开了将近
两小时的小灶，甚至具体到译文中如何理顺关系从句
的逻辑顺序这样的细节问题。但我万万没想到，这竟是
我最后一次拜见先生。一日之参商，阴阳之永诀。

得知郑先生走的那晚，我彻夜难眠，于是披衣起身，
写下一首五百字的五言挽诗，其中有句曰：“公亦申江老，
我亦申江客。愿逐公项背，译海从容涉。”郑先生去了，将
连贯中西的接力棒传给了我们，吾辈虽然稚气未脱，学殖
尚浅，但定会积渐素养，锤炼译功，在这个诡谲动荡的世
界，做好中西文化之间的津梁。我虽自知天资驽钝，但
甘愿沉酣楮墨，黄卷青灯，循着先生的步履踽踽前行。
今当先生辞世周年之际，我再度为先生寄上一支

挽歌，盼先生的道德文章永远泽被后世。其辞曰：
郑肃迻文，克明峻德。鲁直守真，泽溉东国。天脱桎

梏，纵此译才。青灯蕊烬，百帙书来。门下三千，阶前五
柳。操觚毕世，松云一牖。先生诲我：译理贵通；博识就
善，莫醉浮荣。闻此愧惶，自嗟谫陋。维冀愚生，毋惭肯
构。我谓公健，遐龄不违。孰
知别后， 泰山竟颓。 人代冥
灭，幽墟漠漠。 天地不仁，眼
枯难遏。 俯仰生世， 大梦遽
空。惟其懿范，永续嘉声。响
影犹在， 何悲之用？ 滂泪陈
辞，唯心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