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出羆字。赘语，查阅资
料得知世界上有十种熊
类：亚洲黑熊、棕熊、北极
熊、美洲黑熊、大熊猫、眼
镜熊、懒熊、马来熊、短面
熊、穴熊。

役，甲文有两款，1.
（图四）从人（也有从被征

服的跪人卩），从殳，是手
持棍棒（或勾头长柄器具
及绳鞭）在打一人，这个字
对应的是单人旁的伇（役
的异体）；2.（图五）从殳
（左，严格讲是又，因为手
上并无棍鞭），人（中），彳
（右，表示十字路行的一
半，还是道路之象）。在路
上驱赶一人，其中的手上
没有持棍鞭，构形相对抽
象。手臂的扭曲，意思频
频地挥拳打人 ，被打人在
路边，姿势僵硬木讷。《韩
非子·外储说右下》云：“操

鞭使人，则役万夫。”手持
棍鞭驱赶役使人就是役的
本义，引申出这些人是地
位“低下”的役夫。

稍作展开。役夫主要
分兵役、劳役、仆役。1.兵
役：《三国志·吴主传》：“兵
久不辍，民困于役。”战争
长时间不停止，老百姓苦
于服兵役。服兵役又分：
戍役（戍边），《诗经·采薇》
“命将率遣戍役”；战役（参
战），《左传·昭公五年》“邲
（河南荥阳）之役。城濮
（山东鄄城）之役”。2.劳

役：《文选·檄蜀文》：“愍
（怜悯）此百姓，劳役未
已。”3.仆役：《后汉书·南
蛮传》：“仆役箠楚（鞭杖），
过于奴虏。”

商代及以降，曾借役
字表示疫。卜辞“帝其降
役”“帝不降役”，那时认为
人类疫病由天帝神灵控制
降临与否。《史记》有“民役
岁饥”句，这年发生饥荒，
百姓又感染瘟疫。

蹈机握杼，理据重
构。在“役”代“疫”的使用
中，殷商古人已经造出更
贴切表达流行病的甲文
“疫”（图六），并曾在卜问
疫疾用过。字形是病床疒
（竖放，可指病区）替换道
路彳，被手持棍鞭者驱赶
的人，臀部落在病床。可
以理解为：将传染性疫病
患者强制安排到隔离病区
管控起来治疗。如今新冠
疫情三年了，大家对此抗
疫举措都十分熟悉，而三
千多年前古人就采用此招
防止疫情扩散。

长期以来，笔者在艺
术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求索
中，深感自己资质驽钝，无
能为役（绝非自谦）。但也
体会到只要把握正确学习
方向，掌握有效学习方法，
跬步而不休，跛鳖也可以
走千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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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海路，路过一家店面装饰
温馨可爱的饮品店，瞥得在精致的
冰柜橱窗里，一款外包装盒装帧设
计精美的“盐汽水”盎然而立。不
由便联想起丑小鸭变白天鹅、灰姑
娘成漂亮皇后、落魄书生变身驸马
爷……的故事和传说来，以往无品
无牌的“盐汽水”如今与各种名字乓
乓响的饮料比肩排列，则是饮料界
里“鲤鱼跳龙门”的真实故事。

早年工厂“高温季”，盐汽水是
“计划供应”的防暑降温饮料。每天
上班后每人会领到一张券，上有三
个大字“盐汽水”，并有年月日“当日
有效，隔天作废”字样。起先觉得这
瓶水有点咸有点甜更有点让人捉摸
不透，便视如汽水里的鸡肋，“喝之
难喝，弃之可惜”。于是医务室医生
专门到车间“科普”：夏天的车间闷
热，工作时汗流得多，盐汽水能补充
流失的盐分，补充电解质。众人恍
然：与健康搭界的事万不可马虎。
很快就发现从冰水里拿来后立即就
喝的效果最佳，打开铁皮瓶盖“咕
咚”一口下肚，冰凉的气泡在口腔里
引起刺麻麻的感觉，瞬间又会在脾
胃里泛起，不由打个嗝，腹中的燥热
就消减些许。若是常温，口感就相
差很多，所以就有了工厂特有的歇

后语“盐汽水不冰——呒力道”。
装在啤酒瓶里的盐汽水无色，

外形没商标、市场上没货，容易误当
酒厂的“内供品”。那时“厂居混杂”
很普遍，居民和职工一个弄堂口进
出、一个楼梯上下，老老少少都晓得
工厂规矩，也认识哪几个是领导。
乍看到身穿汗湿半边工作服的人，
一仰脖“咕咕”半瓶冒泡的液体倒入
肚中，立刻就有邻居老阿姨拦住厂
长告状“上班时间饮酒，要出人性命
事故的”。但只经一次“试喝”，老阿
姨立马就成了盐汽水爱好者，隔三
差五找到职工讨要。其实那位大姐
是有点不领行情，那时啤酒属于中
高档消费品，起码得有二两猪头肉
陪着才行，在车间隆隆作响的机器
旁空口牛饮岂不是“暴殄天物”了？
工厂里的人最实在，那时还没

“饮料”的概念，盐汽水成了既拿得
出手又很实惠的好东西。大家居住
都很逼仄，一家人通常在后门口、马
路边围坐一起吃晚饭，既然盐汽水
看上去像一瓶酒，何不将错就错，晚

饭时放在小桌子上冒充下菜的酒，
最好还挂着冰镇后冒出来的水珠
子；既然在厂里喝得感觉不错，那么
也让家人品尝品尝，顺便显摆一句
“厂里发的”；既然老阿姨爱喝，想必
小姑娘也不会拒绝，小青工在与女
朋友约会时候拿出来嘚瑟一番。所
以不少职工上班时“屏一屏”，下班
后带瓶盐汽水回家。某日早班下班
前，看到同班组的小罗将两瓶盐汽
水捆扎在自行车后座上便匆匆离去
准备更衣回家。小罗平时有点倔，
所以我跟他时常常发生小摩擦，正
想着如何出口恶气呢，于是和小秦
一起悄悄打开那两瓶盐汽水，倒了
两大茶缸，灌满自来水后盖紧瓶盖
按原样放好，然后找个隐蔽角落边
喝边观察情况，尽管不太冰，也没关
系啦。少顷，见小罗穿得“的上的下
（的确良上下装，当时最时髦）”推着
自行车离去，两人相视哈哈大笑。
第二天上班就等着看他如何发牢骚
骂山门，谁知这位小罗一脸沉着，硬
是没一点反应，反让我们俩纳闷至
今：到底是喝了还是没喝？
一晃几十年过去，大家都已上

了年纪，若有机会再相遇，一定跟他
说：“对不住哦兄弟，当年是我们把
你的盐汽水偷偷喝掉啦！”

冰冻盐汽水
夏天，也许是女孩子

最爱的季节。翩若惊鸿的
各色裙衫霓裳终于得见天
日，在女孩子的巧思幻化
下，排列组合成一道道美
丽的景致，煞是享受。
装扮朴素而庄重高

贵，是宋庆龄独具
的“衣饰心经”。
宋庆龄在威斯

里安女子学院读书
的时候，留下了许
多珍贵的合影。那时的
她，偏爱剪裁合体、款式别
致的西式礼服。与宋子
文、和同学阿莉的合影里，
她头戴小礼帽，身穿浅色
短款上衣、深色半身裙，显
得青春有活力。这些衣
饰，很多都是由她的家人
从上海寄去的中国传统衣
料制成的。宋庆龄和姐妹
们常常和同学们分享这些
来自故乡的珍贵礼物。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宋庆龄喜爱旗袍，尤其偏
爱深色或有波点的款式。
她有一件喜爱的黑黄杂花
真丝长旗袍，款式经典，设
计别出心裁，右襟和下摆
开叉处，均有象征吉庆的
花纹，领口、袖口和下摆采
用了金色宽边装饰，古朴
有韵味。1941年，宋庆龄
赠送给友人波莉·福斯特
尔一件黑底不规则波点的
旗袍，鼓励她穿上这件衣
服向国际社会作有关中国
问题的宣传。在为中国工
合运动募款时，波莉女士
便常常身穿这件出席。
日常生活中，宋庆龄

爱穿全棉的布衣、布鞋。
许多衣服都是由她自己设
计，再由擅长女工的保姆
手工制作的。宋庆龄会指
导怎么做，怎么裁剪，甚至
亲自绘出草图，教授如何
用缝纫机制衣。夏天，她
偏爱吸汗易洗涤的香云纱
衣料。一件短袖香云纱的
旗袍，由保姆几经加宽，由
旧翻新，陪伴了她许多
年。北京宋庆龄故居至今

还保存着宋庆龄的一件“八
卦衣”，那是由21块碎布拼
成的一件棉马甲，每年冬季
往返京沪时，宋庆龄都会
带上这件衣服御寒保暖。

苏绣大师之后的邹韬
奋夫人沈粹缜是宋庆龄的

挚友，无论是接待外宾，还
是下基层巡视，宋庆龄都
常常与沈粹缜商议自己衣
饰，保持得体的仪表。一
次，宋庆龄请沈粹缜代买
一块布料，沈粹缜考虑了
她的身份和出席的场合，
选了一块质地上好，颜色
亮丽的布料，宋庆龄很直
率地写信回复她：“你代买
的布料，老实讲，我是不能
穿的，因为太漂亮。”她需
要的是一块土布，就是农
村手作的那种蓝印花布。
法籍女画家高醇芳是宋庆
龄挚友的女儿，宋庆龄请
她到家里做客时，很喜欢
她的连衣裙，请高醇芳帮
她设计一件适合她身材的
上装，她自己再找人做。
出席国务活动是宋庆龄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
她得知，比较合适的衣服
需要3000多元时，她连忙
摆手，说：“太贵，太贵，我
们国家还不富裕，不能那么
奢侈。”家里的镜子两边裂
了缝，宋庆龄也不愿意换，
她说中间是好的，可以用。

宋庆龄的母亲生前曾
要求三个女儿一生爱护自
己的头发，所以她们一直
都保持着一头乌黑的发
髻。宋庆龄最喜爱梳理的
发型是富有江南特色的
“芭芭头”，即把头发在后
脑勺绾成一团，带有一个
横过来的“S”形发髻。每
天梳妆完毕，她都要求保
姆将散落的头发收藏起来
装在一个信封里，认为“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

以轻易失落一根。
为了对身边工作人员

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宋
庆龄也经常馈赠他们衣
物。她的保健医生顾承敏
就多次收到过宋庆龄赠送
的针织内衣与鞋子，她们

两个的鞋码差不
多。宋庆龄曾给生
活管理员周和康的
妻子李秀菊送过自
己的一些衣物，其

中包括一件皮衣和一副皮
手套，宋庆龄穿过的旗袍、
上装、长裤、绣花鞋，以及她
使用过的围巾和手袋等。

宋庆龄所有的衣料都
是从上海购买的。一切费
用都由她自己支付。1979
年夏，宋庆龄在北京写信
回来要做一条香云纱西装
裤，结果师傅将裤袋开错
了方向，而宋庆龄一点也
没有责怪工作人员，她利
用裁剪的余料，在京自行
作了修改。

于大方朴素中彰显神
韵，对衣饰的选择体现出
人物不凡的气度。

宋庆龄与衣饰

无能为役，原指不
足以供某人役使，后多
用于表示能力不行（含
学习能力差）的自谦。
小文谈能、役两字。

能（读n?ng、t?i、n?i）是熊的本字。甲文（图一）就
是活脱脱的成年大型动物黑熊形，金文（能，图二）构形
的能，头大尾短脚掌大，四肢粗短，有着长满利齿大嘴
和坚硬耐磨带钩的爪子。熊的听觉嗅觉都很好，既可
上树也会下水，还能站直走路。还有一款甲文“能”（图
三）下加泉字，熊善于在溪泉边捞鱼而食，一般大型动
物没有这么多能耐，于是能（熊）由食肉猛兽的名词本
义，引申出能力、能干、能量、无所不能等等形容词的新

义项。《尚书·大禹谟》：“汝惟不矜，天
下莫与汝争能。”当“能”的熊本义消失
后，篆文在能下加火（灬）另造“熊”代
替。为何加火呢？古代狩猎，人持械
与熊对峙很难取胜，宜用火烧山林，逼

迫它就范。捕熊火焰旺盛，遂有熊熊大火说法。罴
（羆）是熊的一种，也叫棕熊，是分布广泛的熊科动物。
个大体重，一般在六七百公斤，更是好生了得，熊类中
“大哥大”，火攻逼迫它狼狈地逃出林，依然战斗力强，
古代狩猎者还是不敢直接较量，要在地上挖陷阱布罗
网捕捉。根据捕棕熊经验，先人在熊上再添网（罒）

无能为役

图一 能（甲文） 图二 能（金文） 图三 能（甲文） 图四 役（甲文） 图五 役（甲文） 图六 疫（甲文）

春末夏初，跟心心一起种了
几株向日葵在小区的后花园里
属于我们的一个秘密基地里。
最初的几天，向日葵发芽发得甚
慢，我跟心心一天去看好几次。
心心总是有点着急地说：妈妈，
向日葵在地下干吗呢？为什么
还没有发芽啊？我好想钻

到土里去看看。我微笑着看着心
心说：它可能在睡觉，或者努力喝
水使劲往外冒呢。给它一点时
间，耐心一点。
一场夏雨过后，雨过天晴，心

心骑着他心爱的自行车往后花园
驶去，我远远跟在他后面。路边
地势低洼处的角落里储满了雨
水，我看见心心周而复始地在那
个小水坑骑过来再骑过去，我有
点好奇地问道：心心，为什么，你
一直在这个水坑里骑行啊？心心
有些得意甚至兴奋地说：妈妈，你
看我的自行车像不像一艘快速行
驶的大船，你看这水面都被我的
船给划开了一道又一道的波浪。
看着他有点发亮的眼神里俨然发
现了宇宙第一大秘密一样，我连
声欢呼道：真的哎，你是怎么发现的
啊？确实，这平日里不起眼的小水坑，
谁能想到竟是一个孩子快乐的源泉。
他一次又一次地骑行，直至尽兴，然后
他说：妈妈，我们去看看向日葵吧。
小小的向日葵终于摇摇晃晃地探

头而出，心心叽叽喳喳地跟个兴奋的小
鸟一样：妈妈，这是向日葵吗？怎么跟
我见过的不一样呢？他说的不一样是
跟画册里成熟的向日葵不一样。确实，

眼前这株有点瘦弱的小小向日葵，难以
看出以后的风貌。我笑着说：它还需要
再经历一点风雨，然后慢慢地就可以长
成一株真正的向日葵了。心心似懂非
懂，我问心心：那你希望它后面长成什
么样子啊？心心一本正经地说道：长成
一棵可以吃瓜子的向日葵。我几乎要

笑喷了，这个小吃货。没错，让一
棵向日葵成长为一棵真正的向日
葵，尊重植物的天性，不要妄想一
棵向日葵长成参天大树，也别妄
想一棵向日葵开出茉莉的清香。
每株植物都有自己的天性，如同
每个孩子也有自己的天性，不必
强求他们成为别人的样子。爱他
们本身的样子，尊重他们本身的
天性，是每个父母应该学习的课
程。让一棵向日葵成长为一棵向
日葵是大自然的愿望，也应该是
每个父母对孩子最初的期望：让
他成为他自己。

植物都需要尊重大自然的速
度，在适当的季节里发芽，开花，
结果，欲速则不达。等待，是自然
教给我们的生存法则。在这个浮
躁的世界中，或许自然地等待一

次发芽，等待一次花开，等待一次结果，
已经成了奢侈品。可是作为父母，仍然
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孩子的天性，允许他
停一下，低头看看路面的蚂蚁，或者
抬头看看星空。不用着急，成长
需要储备力量，也需要耐心等
待，你只管认真灌溉，时间会交
给你甜美的果实。
陪你一起成长，我要再慢一

点，才能不错过你的每次盛开。

陪
你
一
起
慢
慢
开
花
结
果

第30届新民晚报夏令热线开通
了。想起我曾经数次拨打晚报夏令热线
的合作伙伴上海城建服务热线，过程蛮
有意思的。

十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我骑行在小
路上，猛听得有人惊呼“哎哟哟，快刹
车！”原来有个小伙子边骑车边咬馅饼，
浑不知前方有陷阱——路中央那只窨井
的水泥盖子已缺损了一大半。要不是旁
人提醒，他很可能“马
失前蹄”栽跟头。我
目睹这一惊险过程，
马上致电城建热线报
告。下班复经此地
时，惊喜地发现窨井盖已经换上新的
了。正打量着，手机铃响，是作业单位的
女工作人员做电话回访。她先称赞我的
热心，接着问我满意不满意，我马上听懂
了，这里须划重点，当即给了个最高分，
她欣然“笑纳”。

再次拨打热线的时候我已退休。某
日窗前闲观街景，见丁字路口有几个俗
称“宝塔糖”的反光锥筒被施工人员遗留
在了人行道上。时值上班高峰，匆忙的
人流将锥筒踢得东倒西歪，我便向热线

反映情况。个把小时后，来了辆皮卡装
走了锥筒。过了小半天，忽然有人电话
我，称接到热线派发的工单来收锥筒，现
场怎么不见东西？我说有皮卡来过啦，
他很困惑，问我开皮卡的是什么人，我笑
起来——我哪能晓得呢，我只是个“路人
甲”呀。

楼下一排小吃店的灯火，每夜将小
街映得明亮亮的。临近年末，众店铺放

假打烊，偏巧路灯也
坏了，不多久街面便
渐渐地沉入黑暗中。
第二天我拨通了热
线，接线生问路灯的

电线杆编号是多少，我答不出，只能告诉
他电线杆就在“老上海葱油饼”店铺前。
打好电话发觉今朝已是腊月廿八，估计
路灯要到年后才来修了。没想到子夜时
分，蓦然发觉有辆施工车悄然停靠在黑
黢黢的电线杆旁，吊臂轻扬轻降间，黄澄
澄的灯光又照亮了冬夜里的小街。

多年来，受夏令热线为民排忧解难
的精神鼓舞，我把向热线报告公共安全
隐患视作一项公益活动，每参与一次，就
会有一份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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