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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第八个节气。
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满”，
《说文解字》解释为“盈溢
也”，意思是水满了。后来
延伸开来，就不仅仅是指
水了。“黄四娘家花满蹊”
“山雨欲来风满楼”“满面
尘灰烟火色”“春色满园关
不住”……延伸出各种具
象和抽象的满。而“小满”
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
为水，因为降雨多，江河渐
满。另一种解释，小麦之
类谷物开始灌浆。
《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说“物至于此小
得盈满”，泛指各种
果实，又不仅仅指
小麦了。虽然还在孟夏，
但春天已杳无踪迹，“狂风
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
满枝。”果实们正在趋于饱
满的路上。一切只是“小
满”，还不到“大满”。
然而二十四节气中，

压根儿就没有“大满”。小
与大相对，节气中有小暑，
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
大雪；有小寒，就有大
寒。唯独有小满，没有大
满。为什么呢？原因在
于中国人对“满”充满了
警惕，所谓“满招损，谦受
益”。许多耳熟能详的观
念都与此有关，比如：日
中则移，月盈即亏；物极
必反，否极泰来；盛极则
衰，枯荣轮转……我小时
候读书不错，听到最多的
教诲就是不要“骄傲自
满”，耳朵都听出茧来。连
带生活中，酒喝六分醉，饭
吃七分饱——什么事情都
要恰到好处，不要太“满”。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
小满第一候，“苦菜秀”。
苦菜是古诗文中的常客，
宋代诗人王之望说：“朝来
食指动，苦菜入春盘”，可
见它自古就在人们的食谱
之中。晚清重臣张之洞也
有这样的诗句：“上山采苦

菜，青青不盈筐。”
“秀”是抽穗开花的
意思。苦菜属于菊
科，苦菜花颇有一
点菊花的姿容。小

时候看过一部电影《苦菜
花》，主题曲是那个时代的
经典，我至今能想起那旋
律。作家吴伯箫说：“感人
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
远的。”一点不假。
小满第二候，“靡草

死”。靡草，一种纤细柔
弱、随风倒伏的草。“靡”是
随风倒下的意思，比如“风
靡”“所向披靡”。古人认
为，万物应时而动，这种草
“感阴而生”，阳气强的时
候，就会枯萎死去。“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靡
草再生又是明年。所谓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大
自然的有情体现在它的无
情之中。
小满第三候，“麦秋

至”，麦子成熟了。“秋”是
“禾谷熟也”，成熟的意
思。宋朝多位诗人写有
“小麦青青大麦黄”，不知
道谁才是著作权所有者。
现在稻米是第一主食，东

北都以生产优质大米著
称。可是在历史上，麦才
是黄河流域的主角。“四月
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
叶长”，小满节气，最是青
黄不接的时候。好在大麦
收获了。大麦收获和水稻
插秧几乎是同步的事情，
诗人们欣赏“人间四月芳
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
时候，农民迎来了忙碌的

季节：“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
比起感人的歌声，饥

饿给人的记忆更加刻骨铭
心。从记事开始，每到小
满节气，肚皮空空如也，是
一点都不满的。哭着要吃
饭，让大我仅四岁的姐姐
也无可奈何。好在一切都
已过去，全民已经小康。
专家们为小康制定了许多

标准，许多标准都把年收
入放在了第一位。在我看
来，第一标准不是有钱，是
随时随地不担心吃的。温
饱二字，“饱”比“温”更重
要。唐代诗人吕岩以艳羡
的口气描写牧童：“归来饱
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
明。”很有画面感。这个吕
岩可不是一般人，他还有
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
字：吕洞宾，不错，“八仙”
之一的吕洞宾，道教的一
代宗师。可见，即便在仙
人眼里，能吃饱、有自由，
才是幸福的生活。

韩可胜

小满，绿叶成阴子满枝
学生蔡君给我报信，他的儿子、读四年级的泓博，

获得“第十一届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大赛青少
年组上海赛区初级创意编程组二等奖”。这场比赛是
软件与信息技术方面的大赛，当爹的将获奖证书“微”
来，欲与我共享喜讯。计算机专业我是外行，获奖的含
金量有多重我也不清楚，掠过证书影印件，让我眼前一
亮的是签发处落款——倪光南院士遒劲、洒脱的签名，
这才掂出它的分量。倪光南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计算机领域权威，他是上海复兴中学上世纪五十年
代毕业的校友。倪院士兄长、著名的物
理学家倪光炯，弟弟、著名的电机工程专
家倪光正，都曾在复兴中学求学。一门
三杰，倪氏兄弟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
了贡献，他们是复兴人尊重的学长。
六十多年前的老校友倪院士为学弟、

复旦信息学院计算机系硕士生出身的蔡君
儿子颁奖，论资排辈可算三代人了。这事
蛮有趣，蔡任职于沪上大型互联网公司，是
技术负责人。他的孩子也迷上信息科学，
小荷已露尖尖角，孺子可期。由爷爷级的
院士校友为孙辈级的小学生获奖证书签
字，复兴有光，蔡君有光。作为班主任的我
也沾了些许微光，不免有点洋洋得意。
这个小小蔡，说来算我的徒孙了。

上幼儿园时由他爷娘带到我家来玩过，长
得白净、斯文。大人聊天，他一边安安静
静地坐着，翻看从自家带来的图画本。他妈说，小人平时
书不离手的。三年级时就读了不少书，连文字本的《少年
读资治通鉴》也啃了下来；围棋、国际象棋、桥牌都会玩。
孩子最喜欢的事是做数学题，空暇时，父子俩常在家玩
“奥数”比赛，做“编程”游戏，乐此不疲。在学习中玩乐，
在玩乐中学习。小家伙也欢喜运动、喜欢音乐，踢几脚足
球、弹几首钢琴曲，他都拿得起。除了学校的课业，校外
活动还很多，小人儿也不觉得累。平时蔡君工作忙，育儿
的担子妈妈挑得多些。妈妈小赵育儿观念前卫，管教孩
子的缰绳张弛有度，放得开、收得拢，“都是泓博自己要学
的，我们从不勉强他”，妈妈说。兴趣是学习最强的动力，
四年级的小朋友，五花八门的奖状拿了许多，就在前两
天，这孩子又得了份“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
赛”获奖证书，旁人眼里，这爷娘看来当得好不轻松自在。
岁月如梭，二十多年前蔡君的些许轶事片断，想起

来清晰如昨天。高一新生入学的八月，学校组织夏令
营活动，须住校生活。开营那天早上，我进教室，一眼
就看见前排座椅上，有个小男生双手紧抱只带有荷叶
边枕套的大枕，规规矩矩地坐着。别的男生行装全马
马虎虎的，这让我特别记住了小蔡。高二时，年级组到
东方青少年活动基地学农。接车的大巴士停在校门
口，他母亲早早地捧着棉被、脸盆等行李来送行，儿子
一旁两手空垂。事后被我训了好几句，蔡君有些委屈：
“阿拉娘自己要拿额。”他父母都是工人，独生子品学兼
优，生活琐事爷娘多担待点，他们认为很自然。
传统、朴素的育子法照样成就了一代人，蔡君夫妇

都是名校毕业，育儿观当然理性些。复兴中学老校长彭
文怡先生治校时，常将圣人孔夫子“少年若天成，习惯成
自然”这名言挂在嘴边，复兴人个个耳熟能详。已步入
不惑之年的蔡君自己早记住了，并将它当作校训、家训
传下去，得益于“少年养成说”，泓博小朋友是有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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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打饼干的形状很朴素。
两片黄色正方形连接成一个长
方形，四边略呈齿状，可以从中
间掰开来。饼干上有几处烘烤
得略显焦色，但反而更加透出谷
物的香味来。
我小时候正是计划经济的

最后时光，牛奶难得，要想时不
时尝尝奶味就得独辟蹊径。据
前人经验，一个方法是用三颗上
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加一杯水
泡，等到奶糖溶解了据说浓度和
真正的牛奶差不多。还有一个
方法则是买铁桶装的奶油饼
干。铁皮桶一开，一股浓浓的奶
味就会扑面而来。但我嫌奶味
腥，甜味腻，因此并不喜欢。
如果说奶油饼干称得上饼

干家族里的“高富帅”，那苏打饼
干则不得不
归入“草根”

之列了。和奶油饼干的精美包装
不同，我从来没见过商店里卖的
苏打饼干有什么包装。只是成堆
地码在玻璃做的柜台格子里，要
多少便用夹子夹出来用小秤零
称，用事先裁好的方纸片包扎起
来让顾客带走。
也许是这对比太
过强烈，太叫人自
惭形秽，后来渐渐
地市面上竟然难
寻苏打饼干的踪影了。
上大学时，在中文系山下的

两栋女生宿舍楼之间有一排小
房子，开了三家店。其中最大的
那家卖各种杂货兼食品。大三
下学期，各系学生轮流有一周的
时间不上课，分配到学校各个部
门参与劳动，名曰“劳动周”。我
当时被分配在中文系的资料
室。因为我向来和资料室的几

位女老师混得较熟，而且资料室
的活也实在不多，所以我反而有
了不少睡懒觉的时间。赶不上
食堂的早饭，我便每天早上到那
家店去随便找点东西果腹。结
果有一天我竟然在一堆纸箱里

发现有散称的苏
打饼干卖，而且
不贵，一斤才三
块钱。于是此后
我便每天早上去

称半斤饼干，打上一壶开水，到
资料室后大约花半个小时的时
间打扫一下卫生，然后就坐下来
一边吃着饼干一边看锁在书柜
深处的历朝禁毁小说。
前两年去上海，突然发现淮

海路上竟然还有小时候记忆中
的那种副食品商店，人流如织，
买卖兴隆。拐进去浏览一番，只
见里面货品甚多，琳琅满目，苏

打 饼 干
一 如 我
记忆中的模样，据守一隅的玻璃
格档，不卑不亢地等着愿意光顾
的顾客，而且仍然没有那些花俏
的打扮，还是一片片地码在那里
以本色的油亮金黄示人。我二
话不说便称上了两斤多，一算
价钱也不贵，十块钱出头，仍然
“草根”。那天我媳妇见我买了
苏打饼干本来还颇为不屑，但
见我着实吃得香，她便忍不住
拈了一片尝了尝，谁料一尝之
下她连呼好吃，结果后来每次去
上海竟然是她主动提议去淮海
路买苏打饼干了。
但我自己至今没有在网上买

过一次苏打饼干。为什么呢？也
许是怕这东西来得太容易，没有
了那种思而不得的挂念，吃起来
就没那么有味道了罢。

村 言

苏打饼干

看了夜光杯5

月6日刊登的《恭
候》一文，我对文中
“古人尚礼，扬人抑己，交谈时，凡恭敬用
语，都不会加诸己身”的说法深表赞同。
其实生活中错用敬辞的现象还是

较多的，如会议、课堂和荧屏上经常能看
到如下情况：“今天由我们两位主持节
目……”“作为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教龄
的老师……”“作为一位一线记者……”
还有饭店服务员迎客时问一声：请问你
们几位？答：我们八位。这就有些失礼

了啊，前者是敬辞
迎客，作为被迎者
哪有敬辞自称的，

自己敬自己啊。
尤其让人费解的是，明明成反面人

物了，但有些报道中却爱用人称敬辞
“位”来表述。如有媒体通篇都用“N位
明星吸毒”来报道的，至于“一位小偷”
“首位被枪决的部级官员”诸如此类的说
法更是多了去了。
汉语博大精深，分清谦辞和敬辞，仅

是其一，还望大家注意为好。

佘建民谦敬有别

这个四月，不
成为一次小区志愿
者，对上海春天的
体验是不完整的。
月底，她做一

回小区“大白”的愿望实
现了。虽年已过知天命，
但当夜，她的梦境里果然
预演了相关场景，原来内
心里的认真“孩童”从未离
去。平素闲眠至三竿而
起，这天五更早早醒来，看
晨曦慢慢抹亮窗帘。
利索无虞地套上白色

战袍，8：25，她破门而出，
如同乘电马的儿时听闻上
场铃声，心里满溢着疾步
跨上旋转木马时的愉悦，
没有半点紧张，唯有打破
静谧的关门声使她的心

“咯噔”了一下。
9：00，就位住宅E片

区核酸检测的统计岗位。
身旁有两员超级“大白”领
衔，“小白”的她上位迅
速。头一次做没有身材、
没有性别的“自己”，抖落
怯场、裹住热心，用眼睛暗
自临风兮浩歌。
小小的世界发生着奇

迹，越年轻的“大白”资历
越深。报名时，她理所当
然地选择就近服务自己的
楼栋，而年轻“大白”偏爱
逆行“远方”，比如这位90

后男生。他自豪
于自己有一次独
自完成PDA+秩序
维护+统计这分属
三人的任务，原来

“远方”的潜台词里藏着
“专注”二字。看到草丛
中游荡的流浪猫，得闲时
刻说起猫奴，90后眉宇间
藏不住渴望而不可及的
艳羡，只因家里一位有洁
癖的母亲；说到做饭，他
又热烈了起来……更多
的时间里，他把仔细落在
种种细节，细节上升为品
质。与子同袍，她俨然已
成为带着婴儿肥的资深战
士的忠粉。
她的“大白”缘，起因

于活跃于网上的一群小区
年轻人。在居家远程会议
和鸡娃不断的春天，眼见
物业和居委紧缺人手、淹没
在排山倒海的疫情事务时，
他们义不容辞地牵手，由几
名职场人协助建起易操作
的信息处理小程序，功能涵
盖了抗疫协同、安全保障、
团长甄选、物资转运和医疗
咨询五个痛点环节，助力核
酸检测、跑腿买药，组织团
购最后100米的运输，让小
区抗疫有了专业化的后台

保障，赢得了人心的安稳。
疫情，打破了沉寂的

邻里关系，消融冰封的边
界。新时代的海派都市，人
们从蜗居走向安居时代，由
地缘认同强力加持，借着云
沟通的上举风力，才有了四
月风口里划时代的好邻居

和一呼百应的猎猎团旗。
千百年来，在乡野和

街坊里弄靠着岁月和人体
边界之亲酿成的共情，在一
个春天，实现了数字意义的
迭代更替。疫情像面镜子，
邻里关系像一个舞台，你，
用哪种方式呈现自己？

林筱瑾

风载云旗出不辞

每年初夏，一群花友相约去附近公
园欣赏蔷薇花开并拍照留念。今年不
行了，宅在家里足不出户，手机三天两
头收到花友微信，不论文字短信还是语
音短话，叹息声不断，寻问何时能去公
园。我只好劝慰道花开非一年，今年不
见明年见。
没想到公园花工张师傅挺热心，发

来 了 一 组
“亮丽花墙”
照片，梅园
黑 黝 黝 的

铁栅栏上，色彩各异的蔷
薇花盛开着,从这一头延
伸到那一头有十几米长,

红的热辣、粉的淡雅、白的
纯洁，各色花儿紧紧簇拥，
组成一道生机盎然、姹紫
嫣红的花墙。
翻看一张张花儿新照

片，我回想起青年时代朗
读唐朝诗人的蔷薇诗：绿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
架蔷薇一院香。接着，赶紧把照片发朋友圈与众多花
友分享。
见照如见面，蔷薇风采不减去年。诸多花友在群

里开起了“思花会”。花友老李说，看着盛开的蔷薇花，
我想象着小蜜蜂一定来了吧，今年我无法进园闻一闻
沁人心脾的蔷薇花香，就请小蜜蜂代劳嗅一嗅吧。
老刘打趣道，老李怪浪漫的，对蔷薇花特别情深。记
得去年这个时节，蔷薇花墙下留影的人可不少，荡漾
笑意的脸庞，在咔嚓声中留下美好印记。现在公园
网红打卡地因疫情不再热闹，再过一段时日恐怕连
花儿也要谢了。几个花友立马说，即使花谢了，公园
重新开放，咱也要跟蔷薇花墙合张影。
我养花植草多年，知晓蔷薇花语意味爱意。不同

颜色蔷薇藏着秘而不宣的格言：红色象征热恋，粉色象
征誓言，白色象征纯洁。那些青年游客爱在蔷薇花墙
前驻足打卡，其心思不言自明。老年游客在蔷薇花墙
前的举手投足，除了对当年的美好回忆之外，更多的是
寄托对小辈的一份真诚祝愿，并将这份复制的情感粘
贴记忆深处带回了家。
其实只要心有蔷薇，“公园大门”在屏幕里每天开

着，我明天再去看蔷薇花墙！

金
洪
远

想
念
蔷
薇
花
墙

花
中
舞
（

摄
影
）

汤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