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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名家看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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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编者按：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
2022冬奥会映照着梦想与未来，跟着名家看
冬奥，感受冬季运动挑战自我，为梦想而赢
的魅力。今起请看一组《名家看冬奥》。
年初二上午，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

传递正式启动。来自全国的一千多名劳动
模范、先进人物和知名人士组成
接力队，三天内完成冬奥会火炬
传递。这第一棒火炬手，就是罗
致焕。他也是冬奥会开幕式的
执旗手。
罗致焕再次出现在亿万人们面前，再次

走到世界冰雪运动的焦点。在我们这些体
育爱好者心里，罗致焕是个了不起的名字。
1963年初，世界速度滑冰锦标赛在日本长野
举行。中国朝鲜族运动员罗致焕夺得男子
1500米冠军并打破男子全能世界纪录。当
时他只有21岁，却是第一个获得冬季项目
世界冠军的中国选手！
这时候我们还在初中读书。听到广播

后，都涌向图书馆去借《体育报》，想了解更
多情况。可《体育报》一周只出三期，我们学
校又远在郊区，几天后，我们才看到《体育
报》上采写罗致焕的详细报道，仅有的那份
《体育报》几乎被传烂。罗致焕也许不会知
道，他夺得的那枚金牌，会在南方青少年心
中掀起那么大的波澜。
罗致焕在赛场上那是1963年头上，我

们这茬孩子，大多数家庭缺粮少食，导致营

养不良，学校为此一度停开体育课和广播
操。但孩子爱玩的天性，哪里是饥饿阻挡得
住的。就是饿着肚子，我们仍然偷偷找机会
去打球、游泳、玩耍。我们常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西郊公园溜冰场。那曾是全市最大的
轮滑溜冰场，溜一场冰一角钱，租了溜冰鞋

可滑一小时。一角钱，当时足可解决一餐早
饭，但我们宁可少吃或不吃，也要把钱攒起
来，为的就是去西郊公园溜一场冰。罗致焕
夺得世界冠军的消息传来后，去那里溜冰的
人更多了，我们去得也更频繁，有时甚至连
票也买不到。虽然那是个轮滑场，但我们一
旦穿上四轮溜冰鞋，就觉得自己踏上了一望
无垠的冰河，而在前面领滑的那个人，就是
罗致焕。他穿着绣有“中国”两字的运动衫，
一次次走进我的梦里。

当年的冰上健将，不止罗致焕一人。
我们这些喜欢滑冰的少年，还崇拜另一位速
滑名将，他叫王金玉。王金玉的资格比罗致
焕还老，他长罗致焕一岁，1958年我们读小
学时就知道他的名字。他是1500米、5000
米、10000米速滑全国纪录保持者，还是男子
速滑个人全能冠军。苏联举行六国速滑比
赛，王金玉获5000米冠军、全能亚军；挪威

举行世界比赛，他获10000米第五、全能第
九。这都是1959年的事情。1962年中苏对
抗赛，王金玉创造了平滑世界最好成绩。
1963年，罗致焕成为世界冠军那年，王金玉
也大获丰收：他两次打破全能世界纪录，成
就并不在罗致焕之下。

在我们看来，他们是两座山
峰，虽然这两座山峰矗立在千里
之外的北方，但那耀眼的冰雪之
光，一直可以照到南方青少年脚
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其中，尤
以体育英雄的名字最为神奇。它们穿越时
代，穿越岁月，使一个国度的男女，内心一直
保持年轻与沸腾的状态。比我们晚生的几
代人，熟悉的是刘翔、郎平、叶乔波、姚明、苏
炳添，是杨扬、王濛、武大靖；而我们这代人，
无法忘怀的有郑凤荣、穆祥雄、倪志钦、陈镜
开，还有王金玉、罗致焕……
现在我们明白，这些英雄的名字，原来

就是由无数铺路工竖起的、通向“双奥之城”
道路上的里程碑；看到它们列成世纪的长
队，我们会悟出：中国体育的辉煌灯塔，不是
一代人建成的。

彭瑞高

罗致焕，我们没忘记你的名字

近来眼力突然下降，
戴上老花镜也看不清书刊
上的五号字。到医院检查
后说是白内障惹的祸，承
王巍医生关照，较快住院
手术。这一手术现在已经
相当成熟，手术台上不到
20分钟就完事，然而，术
前检查与术后
观察，附带又
看了别的病，
也在医院待了
9天。出院时，医嘱不可
过度用眼，近一段时间不
要长时间连续看书或用电
脑手机。
退休后，读书是我生

活的主要内容。如何既能
亲近图书而又不过度用眼
呢？我想到读古诗，不论
是五言七言，抑或是律诗
绝句，每首诗的字数都比
较少，不需要长时间用眼
去看，但其内涵丰盈，足以
让读者反复思索玩味，并
进行背诵。
这就是说，读诗除了

用眼之外，可将更多的时
间交付于脑与口，以看、
思、诵相结合的方式，深入
领略其奥妙。于是，我从
书架上抽出《唐诗三百首》
《千家诗》和《宋诗三百
首》。
读韦应物《寄李儋元

锡》，“邑有流亡愧俸钱”的
诗句引发我闭目深思。我
想，做了剌史的韦应物为
他管辖地区有流亡的灾民
而深深引咎自责，体现了
一种“忧忧在元元”之心。
这在唐宋诗人官员中

并非孤例。同样做过剌史
的诗人白居易，也有类似
的“自愧诗”：“有禄肥妻

子，无恩及吏民。念彼深
可愧，自问是何人？”“一生
憔悴为诗忙”的梅尧臣，任
职襄阳县时，曾作《大水后
城中坏庐舍千余作诗自
咎》：“岂敢问天灾，但惭为
政恶”，责怪自己事先未想
到派人修理好水道。心系

民众、严于律己，即使在官
位上没有做错什么，面对
大众生活的艰难困苦，韦
应物们也常感到负国负
民，有愧于心。这点，在韩
愈、刘锡禹、柳宗元、欧阳
修、黄庭坚、苏轼、陆游等
诗文中也有反映，所以他
们诗名盛，政声也隆。在
唐宋诗人官员群中，伴随
着优秀的诗歌传统，也流
淌着廉政勤政的文化传
统。
这种廉政勤政的文化

传统，首先是清廉。高呼
“民病我亦病，呻吟过五
更”的江西诗派盟主黄庭
坚，特意手书了《戒石铭》：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
民易虐，上天难欺。”他一
生清贫，操守不变，“我虽
贫至骨，犹胜杜陵老。”这
样的诗人官员，不以权谋
私，多像诸葛亮一样，死
后“内无余帛，外无赢
财”。
同时，官员不仅要清

廉，不贪赃枉法，同时还
要勤政，为民造福。既不
能胡作乱为，也不可无所
作为。“邑有流亡愧俸钱”
所蕴藉的，正是唐宋时代
的许多诗人官员的高风

亮节：心系百姓，清正廉
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
治地留下了不少“苏堤”
“白堤”，惠泽后世。

我原来以为“邑有流
亡愧俸钱”是韦应物在苏
州剌史任上写的，这次重

读，知道是他
在滁州剌史
任上的作品。
滁州是我的

家乡，因而倍感亲切。他
写有《寄全椒山中道士》
诗，“今朝郡斋冷，忽念山
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
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
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
何处寻行迹。”“山中道士”
住神山一石洞中，此洞现
名仙人洞，离我老家约20

公里，前年我曾去参观
过。韦应物挂念这
位道士，不仅因为
这位道士束薪煮
石，生活清苦，还由
于后者每当社会发
生瘟疫时，积极煮石为药
救治百姓。它再次显示韦
应物关心民生疾苦。
患眼疾后读诗，用眼

时少，用脑时多，思考时间
多于阅读时间，速度虽然
慢了，领悟却较深了，促使

我不时要记记写写。杜甫
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
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
万里船。”是对他所居住的
成都草堂外围环境的描

绘，语境明快，意境
开阔而优美。过去
读过就算了，这次
慢读，闭目思考，如
果由我来描绘我的

居住环境，该怎么写呢？
我居住在靠近徐汇滨江
的一条马路上，二十多年
前站在15层以上的楼面
上，从南浦大桥到徐浦大
桥的黄浦江面尽收眼底，
后来附近高层建筑不断增

多，遮蔽了大量江面，不过
仍有不连贯的几段江面可
以见到，还可以看到前些
年所没有的江鸥在水面出
没，居住区虽多楼宇，车流
不断，但近年绿化增多，
秋闻桂香，夏赏樱红，不
时可听到鸟鸣。据此，我
写道：“窗含浦江东西船，
门对高架南北车。鸥鸟翩
翩水面上，绿色点点楼宇
间。”这自然是东施效颦，
不过这样思考促进我学习
的深化。
眼疾读诗，迫使我用

脑多于用眼，这也是上帝
为你关闭一扇门就会为你
打开一扇窗吧。

江曾培读诗记感

责编：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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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有“医生”吗？
有！因为桥梁会有“病
害”。桥梁会生哪些“病
害”？隔行如隔山，我原本
不知道。最近读了徐鸣兄
的文章，参观了上海桥梁
病害陈列馆，听了冯文军
馆长的介绍才略知一二。
无论是江河之上的大

桥小桥，还是城市里的高
架立交桥梁，建成使用后
一般都会产生诸如裂缝、
剥蚀、混凝土碳化、钢筋锈
蚀、因地基不均匀而引起
的沉降，以及因洪水、泥石

流、冰冻等自然灾害所引
发的病害。
防治这些常见病害，

是“桥梁医生”们的主要工
作。据统计，上海在册的
市政道路桥梁共有14332

座（不含农桥、水利桥和园
林桥等），高架道路桥183

公里，其中市区道路高架
桥141公里。为了市民的
安全出行，上海有关部门
委托专业检测机构（桥梁
医生）毎年对上述这些桥
梁和高架道路进行常规检
查，并按照国家规定每5

年进行一次结构检测。并
对每一座桥都配有一个养
护单位，进行日常巡视维
护，一旦发现病害，便立即
进行检修改造。上海对桥
梁安全的重视和检测防治
水平名列世界领先地位。
最使“桥梁医生”头痛

的是那些突然发生的大型
货车超载造成高架桥桥面
侧翻、车毁人亡的事故。
比如2021年12月18日，
湖北省鄂州市发生一起高
速桥梁（跨空匝道桥梁）侧
翻事故，4辆汽车坠落，造
成4人死亡，8人受伤。冯
馆长告诉我们，事故发生
后，“桥梁医生”立刻奔赴
事故现场严格勘查。结果
证明，这些桥梁从材料选
择到设计建造都没有问
题，酿成如此惨祸的根本
原因是大型货车严重超
载。这就为广大桥梁设计
者和建设者们洗去了所谓
“豆腐渣工程”的冤屈。

上海的“桥梁医生”除
了防治桥梁病害、检测事
故原因之外，有时还能以
专业知识为贫困地区的经
济发展、百姓生活做一些
事情。

2021年4月，贵州山
区有一座拱桥出现2毫米
裂缝。多家单位测定为
“危桥”。县政府立即下令
封桥，并决定筹资重建新
桥，以方便百姓通行。可
是，造桥资金逾千万元。
这对于一个刚脱贫不久的
山区小县来说，真是压力
巨大。他们找到原建桥企
业，要求赔偿，但企业说，
这座桥已用了20年，产生
裂缝，原因不明，不愿赔
偿。于是，双方打起官司。
后来，冯馆长派出几

位上海“桥梁医生”来到贵
州，经他们仔细检查和加
载测试，得出结论：这座拱
桥不是危桥，不必拆除重
建，只需花少量的钱进行
加固即可继续使用。县政
府请国内专家验证了上海
“桥梁医生”的鉴定结论，
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和
方案，加固之后，又再次进
行了静载试验，结果完全
达到设计要求。全部加固
费用只花了120万元。他
们用精湛的技术、过人的
胆识，攻克了一个难关，为
这里的百姓过上好日子，
做了一件实事。

葛昆元

桥梁“医生”

第一次滑雪，摔到
和爬起无数次叠加，终
于 迎 来 了“ 幸 福 大
道”。明请看本栏。

一
柔肠刚胆两由之，
感逝伤离忆旧时。
赤子难托无字会，
青山辜负有谁知。
朱蓝世事多成梦，
黑白文章尽是诗。
可惜人间少张洁，
春来何处写相思。
注：《无字》是张洁的

长篇小说。

二
那年画展客犹多，
一别江湖让后波。
聚散踏平心镇静，
荣枯阅尽梦平和。
经风池馆有松竹，
侵雨篱墙自薜萝。
自古文人多寂寞，
遥遥隔海静听歌。
注：2014年张洁举办

画展，告别文坛。

肖复兴春怀张洁大姐

在方言的江湖里，有些词是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
单纯理解的，得从语气语调里去理解，正如俗话讲“听
话听声，锣鼓听音”一样。上海话里的“捣浆糊”一词即
是一例。
捣浆糊这个词语，经过上海人在世俗的语言环境

中不断打磨，其内涵不断丰富，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在不同的声调加持下，它能表达的意思
多种多样，通用性也越来越强，犹如葱
姜在荤菜料理的角色一样，放进去大错
不错。
过去，浆糊在市民百姓生活里露面

的机会还是不少的。记得小时候看到家
庭主妇们自己扎鞋底，粘布鞋底就要用
到浆糊。还有，家里自己做衣裳，衣服里
的“硬衬”，即服装里的衬料就是离不开
浆糊的。
以前家用的浆糊都是靠自己调制

的，因为用量不多，一般不会用后来的所
谓化学浆糊。浆糊的用料一般是食用的
黑面粉，即标准粉。在煤球炉上放一只
旧的钢精镬子，镬子里是用水稀释过的
面粉，一把长勺子不停地在镬子里捣，镬
子越热，捣的速度越要快。浆糊捣得好，
就要做到上面不起泡，中间不起块，下面
不粘底，这样的浆糊均匀稠密粘性好。

不少家庭的捣浆糊都由小朋友做，因为好玩，小朋友也
乐于做，但是常常玩过头了，明明浆糊已经捣好了，玩
劲还在，继续捣，结果火候过了，浆糊粘底了，就再捣捣
伊，浆糊结块了，再捣捣伊，浆糊烧焦了，为了掩盖掉焦
糊味，不被家里大人发现，加点水再捣捣伊。可见捣浆
糊的关键就是一个“捣”字。
我以前很不喜欢捣浆糊这个词，因为觉得那就是

不正经做事，或者遇事推卸责任，模糊是非的“瞎胡
调”。后来发现在上海人的语境里，这个捣浆糊的含义
在不断延伸变化，在原本贬义的外貌下，竟然捣出褒义
的内涵来了。比如把能协调事情称作浆糊捣得好，善
于协调事务的人自然就是捣浆糊的能人。又如把善于

打圆场，消除社交场合的尴尬气氛，也称
作会捣浆糊，把善于平息纠纷、兼顾各方
利益撸撸平的“老娘舅”称作捣浆糊高手
等。如此这般下来，捣浆糊这个词就升
级为兼具褒义和贬义的全能词了。但要

听懂其所表达的真义，得听语调，甚至还要看说话时的
面部表情。犹如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调侃话，“女足
谁也踢不过，男足谁也踢不过”一样，句子一样，语调的
细微变化，意思就截然不同；而要分辨清楚上海人口中
出来的“捣浆糊”是什么意思，不谙上海的世俗文化环
境，即使感觉到语气语调的变化，也未必能分辨出内在
的含义。
不过细想起来，上海人口中的捣浆糊，是有原则

的，即使是特别会做人的所谓“老浆糊”，如果没有原则
的“瞎胡调”也会被人看不起，也不会有真心朋友。
没有原则，没有是非观念，不正经做事的人，上海

人称其为“浆糊桶”。
其实，从上海人捣浆糊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也可隐

约感受到上海人求太平的为人处世的习性，随方就圆，
顺水推舟，凡事不冒尖，遇事抹抹平，给人留面子，看穿
不讲穿，王顾左右而言他，是非之地不置可否，这里面
有几分智慧，几分善意，甚或几分狡黠。在很多上海人
看来，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有中间地带，有时候多
一点冗余度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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