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老建筑新魅力

冬至一阳生
王丽娜

    天气
到了冬至
便有着几
分寒冷 ，
即使这天
太阳出来，依然能感受到
空气中弥漫着冬的气息。

河边灌木，终是告别
繁华，以一场干练的姿态
向冬天致意，是一种庄严
的仪式，也是对来年的期
望。街心花园，乔木用顽
强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
挺拔。这个时候，冬至阳
生春又来，春潮在其中暗
暗涌动，却如极寂然时候
潜藏的生机在悄悄生长。
在冬天，贪恋着热闹的气

息，买点
甜蜜蜜的
糖果，尝
个热乎乎
的羹汤，

人间烟火是对冬至最大的
敬意。
冬至在唐宋时有着相

当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将
冬至和岁首并重。南宋《东
京梦华录》有记载：“十一
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
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
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
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
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
更换新衣、准备饮食、祭祀
先祖、外来庆祝诸如此类
无疑是过年的标准，可以
说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是有
来由的。即使到了明清两
代，冬至依然备受重视。皇
帝会开展祭天大典，谓之
“冬至郊天”。

因为当时对冬至的重
视，四大名著中也有着关

于冬至的笔墨。罗贯中在
《三国演义》中写到冬至，
此处还关系着一场大战。
赤壁之战的最关键时候就
发生在冬至。书中，程昱
入告曹操：“今日东南风
起，宜预提防。”操笑曰：
“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
安得无东南风？”的确，冬
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冬
至节气为阴的极点，阴到
了极点又开始向阳转化，
这样的循环转化叫做来
复，所以在这天变换风向
是很正常的。但就是这样
一场东南风，诸葛亮巧妙
借来，吹得江水“如万道金
蛇，翻波戏浪”，加上了火

之后，“但见三江面上，火
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
地。”这一场火，谈笑间，樯
橹灰飞烟灭，孙刘取得赤
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三
国鼎立的格局。冬至，无疑
是开始了新的局面。
《水浒传》中没有具体

描写冬至，但有个细节也
隐约涉及：“闻知今上大张
灯火，与民同乐，庆赏元
宵。自冬至后，便造起灯，
至今才完。”从这些词句中
看来，春节乃至元宵节都
是从冬至开始的。冬至，在
当时的生活中，不仅是祭
祀，也有着年的意味。冬至
已到，年应是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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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啊摇，摇到“划船总会”
读史老张

    编者按：上海， 建筑可阅
读，街区可漫步。建筑是城市记
忆的载体和延续， 当越来越多
饱经风霜的老房子被精心修
缮，以新面貌、新功能迎接八方
来客，城市变得更有温度。今起
刊登一组《老建筑 新魅力》，让
我们边走边看， 在历史和时尚
的交汇中感受潮流脉搏。

几天前，朋友约饭，路过外
滩。因时间尚早，便去“外滩源”
走走。一路走一路瞎想，假如当
年英国领事馆在南市姚家弄驻
留不迁，今日外滩风貌应该有
所不同吧？

穿过圆明园路，拐过新天
安堂，就走到了南苏州路上，一
幢红砖楼房映入眼帘。这楼房，
曾被沈从文尽收眼底。1957年
4月 21日，沈从文到达上海，
住上海大厦 10 楼。第二天一
早，他推窗望去，苏州河上一片
繁忙，他立刻拿出纸笔，画了一

幅速写：外滩，外白渡桥，来来
往往的小船……苏州河堤岸，
有一幢长方体楼房，沈从文寥
寥几笔，将它们勾勒于画面右
侧。也许，他未必知道，这就是
著名的“划船总会”。

上海开埠后，西方侨民纷
至沓来。外滩沿
岸，常有招徕生意
的小船泊靠。一首
“洋泾浜”竹枝词
曾这样描写：“高
叫克明声震耳，梅琶谷特克林
蛮。”这“克明”就是英文“进来”
（come in）的意思；“梅琶谷特
克林蛮”，则表示“我的船既漂
亮又干净”（my boat good clean

man）。1852年后，黄浦滩头小
船日渐增多。除了摆渡，西方侨
民与水手又玩起了划船竞逐，
近代学者王韬称之为“斗船”，
“斗时，数十舟并驾齐驱，争先
竞进，乘风破浪，捷若飞凫。”

1863 年，“划船总会”
（Shanghai Rowing Club）应运
而生。划船总会又称“划船俱乐
部”，主要成员为英国侨民，最
初没有会所。到了 1905年，租
界当局在外白渡桥和乍浦路桥
之间，建了一幢长条楼房，作为

划船总会总部。该楼房高两层，
东翼为船库，西翼为游泳池，中
部则为会所，内设酒吧、西餐
厅、桌球室和观景阳台等设施。
全楼清水墙面、红砖红瓦，顶部
为维多利亚风格，局部带巴洛
克装饰，与附近的英领馆、新天
安堂融为一体。

谁也不会想到，这幢楼，后
来成为上海城市记忆的组成部
分。1953年，划船总会资产由

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俱乐部
楼房改为“黄浦游泳池”，成为
上海最大的公共游泳池之一。
这里，走出过新中国第一代游
泳运动员和赛艇运动员，被誉
为“水上摇篮”。

那时，这里也是无数文艺
青年膜拜的“圣
地”。据说，青年陈
逸飞的家就曾住
在附近，他对黄浦
游泳池的建筑和

历史十分着迷。那背靠苏州河、
旁倚外白渡桥的地理环境，让
他常怀“船下之水，水上之桥，
船游桥下，桥飞水上”的遐想。
后来，陈逸飞创作过不少“桥飞
水上”的画作，他最初的灵感，
恐怕就与此有关。

上世纪 90年代初，划船总
会楼房东翼因造吴淞路闸桥被
拆除，后来西翼也被拆除。只剩
下中部主楼孤零零地杵在那

里，破旧不堪。2009年，中部主
楼也面临被拆危险。那时，我在
汉口路上班，几乎天天走过这
里。眼见它被拆得只剩下躯壳，
心痛不已。后来，幸有专家、学
者持续呼吁，主楼结构终得保
存。经过精心修缮，划船总会主
楼作为外滩新地标，得以重现，
其门牌号为“南苏州路 76号”。

现在，我就站在这幢红砖
小楼前。凝望着外白渡桥，耳畔
响起“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
童谣……忽然想到，这划船总
会与外白渡桥，还真是绝
配———前者是“摇啊摇”，后者
是“外婆桥”，它们唤起的城市
文化记忆，要远远大于它们的
实用功能。

“文件夹”里的 2021
韩浩月

    2021年 12月的第二
天，是很有意思的一天，因
为 20211202倒过来读，一
模一样。网友将这一天命
名为“完全对称日”，有人
把这个日期做成了图片，
虽然质量不高有点糊，但
还是在朋友圈里刷了屏。

人总是要找点乐趣，
尤其是在疫情时不时出来
干扰一下大家的状况下，
一点儿小小的巧合、小小
的兴奋、小小的激动，都能
调动人们的聚集
本能，通过共同地
聊一件小事，形成
很大的声音，间接
传递出“这个世界
还好啊”“这一切没有想象
的那么糟”的乐观情绪。
在被疫情偷走的时光

里，我对时间的观念淡化
了不少，直到 12月 2日这
一天，才恍然发觉，一年又
要过去了。时间怎么过得
这么快，又该到了总结、盘
点的时刻。可是从哪里开
始呢，打开电脑里的文件
夹，那里面装着这一年写
的文字，排列得整整齐齐，
心底先是油然生出一种农
民站在田间地头的喜悦，
转而又有了点属于“哲学
家”的忧愁———这文件夹
一样的人生啊。
住的房子，像文件夹

一样，客厅是扉页，卧室是
内页，厨房像目录，阳台像
勒口，窗户像装订针……
每天下午的固定时间，我

会从“扉页”走到“勒口”，
在那里坐着，可以看到不
远处的高速公路，有时候
车很多，队排得很长，有时
候车很少，每一辆都是呼
啸而过，高速公路是个神
奇的所在，我常想象它一
直延伸到世界尽头。

生活也像文
件夹一样，猫像这
个文件夹里的贴
画，不管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它们伸懒腰、打哈
欠、嬉戏打闹的姿势不会
变，每次我坐在阳台上的
时候，它们也会跑过来一
起坐着，它们也会思索世
界尽头的问题吗？每天接
送孩子上下学，是非常愉
悦的时刻，这一平素看来
很平常的活动，因为具备
某种仪式感而显得非常重
要，原来，孩子能正常上下
学，是生活的“册页”可以
正常打开的一个标志。
孩子和猫，音乐和书，

咖啡和酒……让人开心的
事物还是蛮多的，看多了
“孤岛生存”类的电影，有
时候会想，哪怕只有这些，
一个人在孤岛上也会生存
很久很久吧。或是受这种
心理的影响，这一年，囤了
不少的书与酒。酒是日常

饮用的“口粮酒”，不贵，但
有晶莹透明的好看瓶体。
书是远期打算，多数放在
书架上暂时不会看，但想
到有这些书摆在那里，心
里很踏实。
这一年，在各个房间

许可的空间里都安放了书
架，这也算是一种“文件夹
行为”。可以把散乱堆放的
书分门别类放在书架里，
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情。这样的事如此充实，所
以要慢点来做，书架要一
个一个地安装，书要一本
一本地往里面放，全部完
成之后，看见书桌被书架
四面包围，感觉像建成了
一个抵御外侵的独立“王

国”。伴随着书上架，还有
画上墙，把那些早已装裱
好了的朋友们送的书画作
品，逐一挂在墙上，不得相
见的时候，见字（画）如面。
年轻时有段时间习惯

使用日历，每天出门前，会
撕掉前一天的日历，拿在
手里看。如果说那时的日
历是一天一天撕的，那么
中年后的日历，就是一个
月一个月撕的。有必要把
日子重新过得缓慢一些。
作家麦家前几天接受采访
时说，文学的责任之一就
是让生活缓慢下来。让生
活缓慢下来，仅仅靠文学
是不够的，主要还得靠自
身，要学会什么时候加油
门，什么时候踩刹车。

2022这个新的“文件
夹”就要启用了，这让人好
奇，可以往里面装一些什
么呢？

动
静
之
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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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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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
萱

    不知从何时起，茶已经融入了我生
活中的每一天，茶汤仿佛是日复一日润
泽身心、浇灌生命之花的杨枝甘露，从
早喝到晚、睁眼到睡前，不可一日无茶。
如果出门，大半也跟喝茶有关，在沪是
老友约茶才喊得出我；离沪是独自旅
行，全国各地找茶，一个茶字几乎概括
了一名茶痴的大半生活主题。2021年疫
情起伏，这一年的不完全茶日子
更值得回味。

每个爱茶人对茶的偏好不
尽相同，有的尚新，有的崇老，我
则是喜新不厌旧的“贪心”茶客。
心中的新茶有两个含义：一是春
来一口香的春日新茶，明前雨前
茶之类，秋天上市的铁观音、白
露茶也包括在内；二是四处游走
时相遇的陌生全新茶品。茶的世
界浩繁深广、神奇有趣，永远有
未知的惊喜在等待爱茶人发现。

辛丑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各种早春茶如宜宾早茶、乌牛早
等比往年提前了好多天悄然上
市，东山的碧螺春也破天荒地在
2021年 3月 15日就开采了。我
今年喝茶的口福蛮大，托老友的关照，
喝到了最好的头采滇绿、南糯山的古树
滇红和勐宋的生普散茶，品质是这几年
间最赞的。不止云南的一大波茶香，碧
螺春的清新花果香，把我在沪坚守的日
子秒速带回到苏州东山的茶园中，龙井
的炒米香和豆香则霸气地昭告为何它
是绿茶之王……

出门找茶，从四月在湖北黄冈的英
山云雾绿茶开始，好像破了防，旅行的
脚步停不下来。一个人独游最大的福利
就是自在随意，也有了更多找茶的机
会。七月被迫中断的大东北之行，在旅
顺“邂逅”了崂山绿茶和白牡丹茶。九月

初的新疆行是各种奶茶的
盛宴，回程转道在四川绵
阳广元闪游，雨中走剑门
关，下山后逛农村电商的
特产门店，突然发现货架
上有漂亮的茶叶展示。大
大的惊喜！店里小姑娘见我真心喜欢
茶，同意破例帮我泡一下试喝，是老板

给的明前特级样茶，兰花香气芬
芳细嫩果然好茶，真的是沁人心
脾啊！再后面十月份机票白菜价
飞河北山西游历，竟然在太原一
家超市旁的茶店里，淘到了从没
喝过的陕西绿茶：汉中仙毫。回
到上海，十一月神奇地淘到了心
水已久的小众品种安茶。爱茶的
人仿佛长着第三只眼和比狗还
灵的鼻子，冥冥中的第六感总会
把我带到与茶相遇的地方，真的
不服不行。

说了新茶再讲老茶，老茶即
是已经拥有多年的诸多茶品，包
括陈年的优质好茶。深秋之际沪
上寒潮屡屡来袭，喝着煮饮的老
白茶和陈年普洱以及安化、六堡

等老黑茶，还有红茶与近年来流行不衰
的小青柑，茶香滋味各有千秋，浓亮香
醇的茶汤温胃暖心，怎可一日无茶呢！

换言之，我的 2021茶日子也可以
分为动静之茶。静态的茶是平常居家的
定心之茶，动态的茶当然是旅行中的简
易茶席和即将相遇的好茶们，动为不确
定的与茶邂逅，静则是确定的好茶惊
喜。一动一静既是茶的平衡，也是身心
张弛有度的平衡。茶禅一味，茶与人的
每一次相遇，都是因缘和合的一期一
会，细嗅手中这盏茶，茶汤里是珍惜当
下的恋恋不舍，是连接过往和成就未来
的无穷动力……

读翻译作品
任溶溶

    读翻译作品是读外国
作品，不过故事虽是外国
的，文字即语言却是中国
的，不要因为是外国作品
就不考虑中文。

从文字说，翻译作品
还是中文作品，还应该是
百分之百的中文，只是有
了外国环境、外国东西、外
国人物等而已。

这就要求外国作品的
译者要中文好，能用中文
很好地表现，不要译得中
不中西不西，古灵精怪。

我们今天还能说，番
茄番薯是外国水果吗？

责编：徐婉青

来年的希望 （插画） PP殿下

小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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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

王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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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的一天上午，我到新华书店为
三岁的孙女买“小人书”。走进儿童读物
区，只见木质台阶上好几个小朋友在家
长陪伴下翻阅彩色画册。他们投入的样
子勾起我对少年时在故乡召稼楼小镇
书屋看“小人书”的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召稼楼有着典
型的江南小镇风貌。主要街路顺着姚家
浜，东西向蜿蜒排开。街面不长，不过为
居民生活服务的各种商业门店称得上“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而我的回忆恰恰停留在一间既无名称也没
招牌的书屋。书屋坐落在姚家浜边复兴桥西的一间民
居，很小，没有装饰，泥土地上，两头叠起几块砖，搁上
一块木板，就算一条凳子。靠东墙用几块小木板隔成
书架，上面放着各种书籍。如此简陋的去处却成为那
时我精神世界的殿堂。在我眼里，那种大开本、比较厚
的书就是“大人书”，开本小、比较薄又有图片的连环
画就是“小人书”，连环画才是我的菜。书屋借书有两
种方式，“大人书”可以拿回家看，一般每本租金一毛
到两毛；“小人书”只能当场看，一般每册一到五分钱。

连环画的好，好在每册有完整且吸引人的故事，
每页有图画和相对浅显的文字。我一有空就往那儿
跑。没钱借书，就躲在其他看书人身后，他坐着看，我
站着看。更多的阅读，我是正大光明地用钱把书借来
看，不过每次从父母那儿拿到几分钱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掏了钱看连环画如饥似渴，翻阅很仔细，一般
都要看两遍。在书屋，我看了《三国演义》《隋唐演义》

《西游记》《三毛流浪记》，
还有不少电影连环画如
《英雄儿女》《地道战》《地
雷战》等。上世纪八十年代
有一部很红的电影《归心
似箭》，我一看，马上想起
来同样的故事我在连环画
里读到过，那册连环画叫
《永远战斗》，主人公魏得
胜是一位东北抗联战士，
与部队打散后，凭着坚定
信念历经艰险回到队伍。
书屋的主人是一名残

障人士，中年。他能够根据
阅读者的喜好推荐书，还
经常向借书人介绍书里的
主要内容，在这个偏僻的
乡下小镇，算得上是个文
化人。
因为“小人书”的启

蒙，我喜欢上了书籍，养成
阅读的习惯。这间独特简
陋的书屋，在没有书店、书
摊的小镇，还真是个传播
文化的地方。

    一 个
“俱乐部”的
轮回。 明日
请看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