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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幸福的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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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替幸福的人们表达幸
福？我有幸赶上，悉心观察，认真
采写。“作家奉贤行”的活动向不
熟悉乡村变化的我们展示了精
彩图景。奉贤行的第一站便是
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李窑村。
车一停下，李窑村村口一

栋栋白灰相间、错落有致的中
式楼房映入眼帘。信步远眺，
十字水街、田字绿廊，“以绿为
基、以水为韵、以文为魂、以业
为核”，江南水乡赋予的自然生
态禀赋，在这3.18平方公里尽
情显现。
走近李窑村，热心的村民

杨勤芳和我唠起了家常。今年
72岁的杨勤芳阿姨曾任李窑村
妇女主任、农副主任、村党支部
副书记。作为李窑村今昔变迁
的亲历者，杨勤芳深有感触。
那时，不仅她家里穷，村也是个
穷村。每到收割的时候，整个
村只有一台收割机，村民要割

麦子，只得等一家家用完了才
轮到自己；数次招商引资，投资
方虽感兴趣，终因交通等问题
无奈搁浅。因为贫穷，村干部
连饭都舍不得吃，区镇领导来，
客 饭 都 留 不
起。上世纪八
十年代造的楼
房板房，因年代
久远，屋顶漏
水、瓦片支离破碎……
乡村振兴，给户籍只有

2396人口的李窑村带来了发展
的机遇。村民们的物质生活水
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村里对
60岁以上的老人，一年四次重
大节日，每次都发放很多食
物。“去年重阳节，发了糕、牛
奶、枣子、葡萄等8样东西，小小
的山轮车装得满满的，临近区
施工队的工人看了很是羡慕。”
近年来，李窑村通过股金、

租金加薪金方式，筑巢引凤，打

造具有现代品格、江南韵味、水
乡特色的村庄。将原有的旧居
打造成民宿对外出租，这个新
生事物，对个别村民来说一开
始并不是很理解、很支持，他们

抱着观望的态度。很多人看杨
勤芳是什么态度。杨勤芳说，
她是第一个签协议书的。她将
家里的三上三下大楼房出租，
每天6毛一平方米，一年可收入
5.3万余元；后面三地两楼和老
爱人自住。她老爱人是镇保，
一个月退休工资2480元；她是
农保，一个月退休工资1400

元。村里为了拉近农保和镇保
的差距，对农保退休的老人每
月增加 300元，这样杨勤芳和
她爱人退休工资加起来有近

4000元了。菜是自家种的，大
白菜、卷心菜、萝卜、芹菜样样
都有了；鱼和肉到镇上去买。
现在大块的肉他们一般都不吃
了，经常是搞点肉丝，或者芹菜

炒，或者大白
菜炒，吃了更精
细化了。
物质生活

改善了，精神
生活也是丰富多彩：村里睦邻
点有老人活动室，很多老人每
天吃好中饭就到睦邻点活动，
有的唱歌跳舞，有的念快板、做
游戏，不亦乐乎。
每天晚上5点半，李窑村家

家户户房屋前、走廊、树下、道
路、河边亮起了景观灯，“像皇
宫一样好看！伲现在开心得
来，困梦头里也要笑出来啊！”
杨勤芳说。
伲村干部老苦哦。有个村

干部，面孔晒得红了发黑；汗冒

出来，几根头发粘在一起，像一
个刚刚从蛋壳里钻出来的小鸭
子。杨勤芳发噱的话语，令我
忍俊不禁。
当年李窑村很多年轻人为

了心中的诗和远方，抛家弃子
赴他乡打工，生活颠沛流离。
随着近年来的发展，李窑村先
后获得“全国文明村”“上海市
美丽乡村”“奉贤区美丽乡村示
范点”“奉贤区旅游示范点”“奉
贤区和美宅基创建优秀单位”
等荣誉称号。那份难以割舍的
乡愁，让很多游子归心似箭。“九
宫格里看天下，一朝梦回五千
年”。李窑村，切切实实地实现了
“城市繁华、农村繁荣、万物和谐、
人民幸福”的精彩“蝶变”。

张志萍

“伲是困梦头里也要笑出来”

辛丑年秋家人从某外
资企业退休，其公司员工
特地聚餐座谈，送礼送卡
片，“对自己好一点，在合
理范围内多花花钱”，这是
95后年轻同事在众人签
名卡上的率性留
言；“不必再为供应
商变故发愁，也无
需再为出口担忧。
俱往矣，待重聚，共
话峥嵘岁月稠”，共事二十
多年的60后同事感慨真
诚的话语。看到久违的手
写卡片，旁人如我都有些
感动的。
而远在意大利的前

任、再前任以及现在外方
公司直接上司老外，他们
第一时间写来邮件道别，
除了照例的感谢话语，还
回忆曾经一起的出差，以
及旅程中的回忆。“我希望

不久可以再次来到上海，
一起晚餐”，马丁说。安东
内洛道：“我们一起工作了
16年，一起在中国的旅行
常令我回忆。你来意大利
或我去中国，我们一定要

再见面哦。”而早已离开公
司另在欧洲某地就职的哈
德曼先生的邮件更是满满
细节和回忆，“我们1993

年就认识了，你是一个模
范员工，非常感谢你给予
我和我家人在中国生活时
的帮助。你在我们美好的
中国记忆中有一个特别的
位置”。哈德曼先生的孩
子都在上海出生。邮件以
他和太太及一双儿女署名。

虽然英文书信的某些
用词翻译过来自带某种客
气礼貌感，但这几位老外
的表述都各自皴染着彼此
共事的细节和回忆，所以
读着能让人感觉到不全是

空无表面的客套，
言辞真诚。何况已
非同事了，还有时
差，且工作忙碌，也
可以不必掐准了时

间跟一位前同事道个别
的。
客气不客套，这样的

客气话，给人真切的回忆
和暖意。
反观那种印刷体的，

人手一份的“感谢你为xx

做出贡献”之类的一纸粉
红，拿在手里无温度，也没
什么感觉，虽然晓得终究
也是“感谢”，但也晓得不
过是一种程序。在一个校
长不会认识普通教师，甚
至见到也不会朝着普通教
师点个头的情形环境中，
有一页粉红的“感谢”，以
及一个全校统一的仪式，
程序到位了。挥挥手，不
带走一片云彩，才是准确
的心态和姿态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种单位敲锣打鼓欢送员
工“光荣退休”的情形，想
来是不见了的。那种架势
貌似有点过于隆重，表演
性是免不了的，但至少能
郑郑重重地这么被工作几
十年之地如此隆重一回，
人都免不了心生感念的，
自然不必以为自己是什么
人物，只是安慰一点渴望
期许的人性罢了，但终究
染了几许回忆的腮红，人
生或长或短，辉煌或平常，
末了不过求缕缕回忆的念
想罢了。如今，敲锣打鼓
倒是转为微信群表情符
了，诸如“鼓掌”“礼花”“玫
瑰花”等，有的两三种兼用
一长串，接下来的“群众”
会拷贝复制，再一长串，如
此，手机炸屏，倒也颇为闹
猛，当然知道这样的闹猛
是信息流的客气，想想好
多发表情符的前同事在走
廊里擦肩而过，都是陌生
眼神，或者明知邻室也不
会点个头微个笑，你想微
笑一下，自忖是否多事，因
为人家眼睛都不看你呀。
人艰不拆，有表情符，有客

套，蛮好。
当然，也有鲜花掌声，

可非遍地撒花，那是献给
优秀职工的，当然优秀者
当得起，只是普通者似乎
就不必了。虽说人生而平
等，那是理念，各种等级分
别观念才是现实。几年前
在朋友圈看到华师大中文
系为一位资料室职工举办
荣休座谈会的推送，大家
纷纷点赞，其实也明白何
以如此平常之事会成为稀
罕，因为职工非官非名教
授，但为单位一视同仁且
颇有人情味仪式感地欢送
退休，在某些大门面单位
里颇为稀少吧。最近看到
笔者所在大学中文系也开
了一次2021教职员工荣
休座谈会，倒是名教授普
通教师一并，并无分别，陋
识所囿之前未有所闻，得
此届系主任确认“此乃第
一次也”。说点感言，拍张
合影，也许已然走过场，但
走过和没走过，究竟还是
不同，或为当事人日后此
情可待成追忆。

AI时代，亲朋间还能
说几句客气话，善自珍摄，
祝福安康等等。说来中国
传统书信的礼貌用语堪称
宝藏，可惜如今之使用可谓

依稀；陌生人间客气话似乎
大有省略之势，公共场合一
言不合开骂争吵，简单粗
暴，不肯礼让，甚至乖戾暴
躁，于是事态升级，其实说
几句彼此体谅的“不好意
思”“对不起”“麻烦了”“打
扰了”，有些事也许能化大
为小，至少不必火药味弥
漫。诚然，诱惑多、欲望
烈、压力大、焦虑、烦心事
多，现代人生活工作皆辛
苦不易，但说起来其实哪
一代人是容易的呢，痛点
差异罢。客气言善，于己
于人于社会，善莫大耶。
那天从容私信我：“我

读博后时被安排给研究生
上课，那时在教师休息室
遇到你，几个学生在问你
问题，那时候觉得你好优
雅。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记
忆里，所以听到你退休还
是挺伤感的。”还是庚子夏
日，在合规年龄申请提前
五年退休，心力衰退，就不
等花甲了。与已是教授博
导的从容平日来往并不多
（当然目之所及她的文章
会拜读的），她特地私微，
我们聊了几句。从容所说
的那个场景是往日工作之
日常，所谓优雅自然也是
美化了的，但从容的真诚
已然感铭于心。
那间教师休息室在二

教底楼，窗外可见曦园香
樟，彼时灯光昏暗，现在想
来恍然一梦。

龚 静

说点客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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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影片《我啊，走自
己的路》，是讲述独居老人
的故事。日高桃子，75岁，
丈夫早逝，一双儿女都不
跟她住。她总是自言自
语：“我啊，脑子是不是越
来越不好使了，那今后该
怎么办，一个人要怎么活
下去。”早上躺在床上，电
影通过她的替身这样说：
“继续睡吧，反正起来也没
什么事，反正今天和昨天
也没什么两样，躺
着也是一样过日
子。”影片总是出现
桃子煎荷包蛋、做
菜、独自吃饭的镜
头；她大把吃着药，
贴治腰疼的膏药，
去医院看病；她喜
欢阅读关于古生物
的书籍，所以常去
图书馆。
这部电影，根

据若竹千佐子60多
岁后创作的自传体
小说改编（中文译
本名为《我将独自前行》），
这也是她的处女作，曾获
芥川奖。作者通过回忆，
讲述自己的生活。小说自
言自语，或者说，是人物的
心灵对白，而在电影中，导
演冲田修一（曾执
导过《有熊谷守一
在的地方》）从女主
桃子分身出三个男
替身，他们穿着和
她一样的毛线马甲，跟随
她，与她对话，他们是她的
影子，他们就是她……这种
让另一个自我“可视化”“具
象化”的表现手法，使得电
影有别于现实主义叙事，别
具一格。
这部以回忆为主体的

电影，在过去和现在、现实
和幻想中来回切换，很多
转场镜头妥帖、自然。比
如，打开住屋的门，就是一
场假想的桃子75岁特别
演唱会，关上门，只有她孤
独地吃饭。再比如，电视
里播放着筹建奥运场馆新
闻，回顾1964年的东京奥
运，场景出现桃子（苍井优
饰演）年轻时逃婚的情景，
她从乡下来到城市，在面
馆、居酒屋、饭店打工，认
识了周造，然后结婚、生育
儿女，成为主妇。桃子原
本渴望成为新女性，但逃
脱了家庭包办婚姻的束
缚，结果又陷进古老生活
方式。她认为，“爱情是一
种很奇怪的东西，与爱情
相比，自由、自立更重

要”。但她是不是不爱丈
夫？不是，她从不后悔与
丈夫在一起。丈夫的去
世，她认为，是他留给自己
的温柔，是他让自己寻找
到活下去的意义，“我会独
自一人走下去”。
电影里老年桃子和奶

奶相遇，现在她变得和奶
奶一样老了，她捏着奶奶
手上的皮肤，切换的画面
里，是小女孩时的桃子，她

也捏着皮肤，嘻嘻
笑：“像年糕一样。”
老年桃子由田中裕
子饰演，她三四十
年前在电视剧《阿
信》里的表演，扬名
世界。老年桃子孤
独，但有活力；寂
寞，但不悲伤，且带
着喜感。你看她跳
爵士舞，她走路的
姿态，她可爱的表
情，田中裕子没有
让她充满暮气。桃
子的儿子从大学辞

职后搬去别处，音信杳无，
桃子说：“我当他不在了，
这样想会比较轻松。”她明
知女儿为向她借钱来探望
她，她依然在女儿离开后，
盼望着女儿何时再来。小

时候，她求奶奶买
一条有荷叶边的裙
子，奶奶没买；结婚
后，她熬夜为女儿
做一样的裙子，女

儿却不喜欢。她伤心，但又
接受了现实。
电影有一段将近25

分钟的戏：桃子背上背包，
带上水杯，行走在秋天的
树林里。她感叹：“老头子
死得早，孩子们变得疏远
了，没想到这个秋天会这
么寂寞。”这几乎是她人生
的回顾：树丛下，她遇见了
年轻时的自己、丈夫和儿
女；树林深处，她撞见了她
的父母和奶奶；林荫道，她
和年轻的丈夫手搀手漫
步；山道上，她遇见了童年
时的自己；在丈夫的墓碑
旁，老年、青年和童年时的
桃子，三代同框，眺望着远
方……不同时空凝聚在同
一画面，使得电影有着别
样的意趣。
电影穿插许多与远

古有关的画面，当最后面
如古猿人的医生，对桃子
说出一番话，“生生死死，
经历过漫长的时间，然后
才有你，生命真是如同奇
迹一般”，导演的意图彰
显无遗。

刘
伟
馨

我
啊
，走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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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漫步在法国梧桐下，望着那些
映满斑驳阳光的老洋房，总会想起文人
旧居里那些被尘封的璀璨时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于上海是一段

特别的记忆。他们那一代的读书人，受
过良好教育，大都读过私塾，有很深的
国文修养，也接受过西方教育，在上海
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受到新思潮影响，
在他们身上，既有“旧式”文人的特点，
也有新兴时髦知识分子的特质，有知
识，有情趣，有性格，他们治学严谨，涉
猎广泛，懂学问，会生活。生于1894年
的陆澹安先生便是这样一位丰神俊逸
的文人。
陆澹安仿佛那个时代文人的缩

影。可以说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早年从事教育，当
过校长，做过编辑，写过小说，研究过电影戏曲，曾和洪
深、严独鹤一起创办了中华电影学校和中华电影公司，
集写、编、导于一身，还是民国著名影星胡蝶的老师，擅
写弹词，红遍大江南北，涉及商界，是将云南白药（百宝
丹）引入上海的第一人，与包天笑、徐枕亚、张恨水、秦
瘦鸥等作家被列为“鸳鸯蝴蝶派”。
上世纪40年代后，他的兴趣由外转内，放在学问

研究上。撰写了《庄子末议》《列子补注》《汉碑考》等著
作。还一人编就了《小说词语汇释》《戏曲词语汇释》两
部大词典，钻研文史戏曲。他的《水浒研究》有些地方是
驳正胡适《水浒传考证》看法的，胡适也曾打听“何心”
（陆澹安笔名）是谁，后来胡适有一次在美国，碰巧有人
介绍他认识陆澹安在联合国工作的女儿，他说，“你看到
你父亲时，请对他说我认为他的商榷意见是对的。”
我们现在常常举办画展，殊不知早在上世纪三十

年代，陆澹安便与施济群、朱大可、朱其石策划起了展
览，创办了艺海回澜社。由他做规划，安排具体事宜。
朱大可描述：凡所计画，自视吾辈之尚空谈者为尤胜且
详。以出版附其中，别为展览、代办、出版、持售四部
分，可谓条分缕析、纲举目张……《金钢钻报》中写道：
“谭次，忽及组织文艺社事，澹盦时发规划进行，若者为
展览部、若者为介绍部、若者为出版、搜售部，滔滔不
绝，头头是道。”他们在《金钢钻报》发布女子作品征稿
启示，下图便是1932年刊发的女画家顾飞的作品信
息，附两首朱大可的题画诗，并刊画例，在对青年女画
家的推介与市场推动上有重要作用。
此外，陆澹安的字写得极好，常被邀题写报头。郑

逸梅曾赞他：写得一手好
魏碑，他不到馆则已，到馆
我们便要他写标题。施济
群也说：“老友澹盦，写得
一手好字，行楷篆书，色
色精工，但要算隶书的功
夫，下得最深，我眼见他
足足写了二十多年的汉
碑了。近来写隶的人极
少，像澹盦这一手书法，
在现代书家中，实在是不
可多得。”不仅如此，他还
有大量书法文稿、书刊题
名、金石考证、题跋文字，
深见其艺术见解与造诣，
但他一生低调，他的藏
书、金石文字考证、碑版
研究等珍贵史料都于上
世纪八十年代捐献给山
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一生淡泊名利，“无营斯
澹，能忍则安”是他的人
生写照。关于陆澹安的
文艺故事还有更多等待
我们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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