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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大自然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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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进武汉大学插班学习，次年
暑假，长江文艺出版社让我参加他们举办的
长江笔会。旅途是往返三峡。
船上没有别的去处，晚上餐厅有舞会。

我对跳舞的态度特别虚伪：心里蠢蠢欲动，嘴
上满是不屑。之前去看过几次舞会，站在一
边胡说八道跳舞始于“动物界的求偶行为”、
是“水平愿望的垂直表现”云云，人笑“舞蹈理
论家”。
那时候，多数人其实也放不下面具。第

一个勇敢者是河南作家张一弓，他创作的《犯
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得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
说奖，自己也颇有英雄气。舞曲一响，他就在
围观的人群中挑了个女孩，很优雅地领到场
子中间。那女孩直发披肩，结实而健
康。
是一支慢节奏的曲子。 他们缓

缓移动，仿佛来自远古。欣赏这样的
跳舞，很享受。
接下来响起了劲舞的曲子。张一弓继续

投入舞池，那女孩没有再出现。
黑暗中的江水无声涌流。这里应该是巫

峡了。忽然想起“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
泪沾裳”。
没有想到，船到奉节后，当地派来的几个

导游中有那女孩。她穿得比在船上朴素，大
家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那天的日程是游览
白帝城、古栈道和夔门石刻，但给大家留下最
深印象的是和这女孩的谈话。
她叫小静，家就在奉节，高中毕业，父亲

让她顶替自己上了绞滩站，绞滩站的工作就
是把下游的船从急流中牵引上来。她正在休

假，跟着做导游的中学同学来玩。她就业的
那个绞滩站，庄稼地像碎布一样挂在山壁。
山上曾经出过一个美女，让许多人不辞劳苦
去看她，直到后来变成了一个干瘪枯槁的女
人。
绞滩站只有小静一个女孩。航道上有三

个工种：绞滩站、航标站、信号台，最苦的是绞
滩站。
“喜欢文学吗？”我岔开话题。她“咯咯”
笑起来，说她只是喜欢胡思乱想。
晚饭后，她跟着几个导游女孩来

我们住地送行，我们第二天去巫山，她
明天也要回绞滩站。她带给我一张上
级主管局办的报纸，上面有她写的一

篇散文：
儿时的我，每遇下雨，总爱趴在窗口，静

静地看雨。飘逸的雨，滋润馨香的花草，洗沐
葳蕤的树木，荡涤繁华的城市，但给我无尽的
遐想的是落进江里的雨。大雾中，小雨纷纷
扬扬，无声无息地在江面上变成无数圆圈。
曾有多少诗人赞美过浩浩荡荡的大江，可有
多少人为小雨滴动情呢！“千根线，万根线，掉
进水里都不见。”小时候我总是缠着外婆念这
首儿歌。而今，我坐在孤独的绞滩站的窗口，
看着小雨飘落，然后失去了自己。这是多么
的不公平。 小雨滴，它也是有蓝色的理想的
呀。

有些稚嫩，却是真情实感。
我想象着穿着工作服的小静在绞滩站的

样子。那工作服的宽大简单抹杀了一切妩
媚。峡谷格外的凄清阴冷。亿万斯年，有多
少美丽的生命在深深的峡谷里自生自灭。
回到学校，我写了小说《巫山有神女》，发

表在当年秋季的《青年文学》，编者在小说后
面写了一段话：陈世旭离开小镇后，又把我们
带到了长江峡谷的深处，用一支变得纤巧的
笔，拨开神女峰的迷雾，让读者领略巫山神女
的风采并体验她的情感，理解她的追求、咀嚼
她的欢乐、她的愁思和悲哀……通过它，作者
凭吊已经毁灭的美和正在消逝中的美……
我被编者的理解感动。他准确地把握住

了我当时内心的感伤。
然而，像长江一样奔腾流动的时间和生

活却证明着，我的多愁善感不仅多余，甚至有
几分可笑。
小静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了我的这篇小

说，给我来了信。信里说，她很惊喜我写了绞
滩工，觉得我如果有机会应该真正地到绞滩
站深入生活。信里夹着一片红得没有一丝瑕
疵的枫叶——现在是他们绞滩站最美的季
节，满山都是这样的红叶。
她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忧郁。在长江上

游深深的峡谷中，青春的生命连同满山的红
叶，正像火一样燃烧！
很多年后，小静成长为长江航道一个部

门的负责人，家很圆满：丈夫事业有成，儿子
聪明健康。
而那片一直夹在我书中的长江红叶已经

深红。

陈世旭

长江红叶
坐在妈妈床边，看着目光如稚童的妈妈，我总忍

不住对妈妈讲起过去的事情。
妈妈，你记得吗？我小时候你总会抓起我的两根

食指，相互对碰着，说：“中中中，飞啊！飞到北
京，飞到天津。”说完，我拉起妈妈的一根食指与我
的食指对碰，然后将两根手指在空中“飞翔”，嘴里

说着同样的话，
妈妈含蓄一笑。
妈妈，你记

得吗？我小时
候，你常常跟我

玩躲蚊子的游戏。于是我把一只手握成拳，手背向
上，放到妈妈面前；妈妈便也将自己的手握成拳，叠
在我的手背上，而手指则捏着我手背上的一点表皮；
我再把另一只手握成拳叠在妈妈的手背上，捏住妈妈
的手背表皮（模仿蚊子咬人）。这个游戏需配合一段
对话。一个说：“哎呀哇啦！”另一个说：“做啥啦？”
一个说：“蚊虫咬我呀。”另一个说：“快点上来呀。”
于是最下面的拳头就可以移到最上层了，周而复始。
如今玩游戏时，我一人扮演了两个角色。但一旦我从
外面回家发现身上有蚊子块时，依然会向妈妈“哭
诉”，妈妈便会一个劲地用指甲压我的蚊子块，让我
感受妈妈力所能及的母爱。
晚餐后洗完脸，我问妈妈要不要擦雪花膏呀，妈

妈摇摇手，我却执意要为妈妈擦上。我边擦边对妈妈
说：“我小时候，你总爱将雪花膏点在我的额头、左
腮、右腮、下巴和鼻子上，形成5个小白点，才为我
把雪花膏抹开，最后还给我一个亲亲。那么，现在我
也不会放过你的。“于是，妈妈只能任我在她脸上点
上5点白色护肤霜，再抹开，并在她的左右脸颊上各
亲吻一下。看得出，妈妈是很享受的。
小时候，我们还都玩过“升级留级”的游戏。赋

闲在妈妈身边，我也不时拉起妈妈的手臂，跟她玩这
个游戏。我用双手握住妈妈胳臂，从手腕开始，以大
拇指为一格，不断上挪，直到肘部。碰到手肘线时我
总是嚷着“升级”，妈妈很高兴。殊不知，我的这个
游戏意在为妈妈按摩啊，妈妈是最不忍心看到我为她
操心为她累的。所以我必须借由游戏。
不知怎的，当妈妈活成孩童时，我脑中竟然蹦出了

好多好多童年的游戏童年的故事和妈妈未曾对我说过
“不”的过往。记得冰心曾经问过她妈妈：你到底为什
么爱我？妈妈温柔地、不迟疑地回答：不为什么——只
因你是我的女儿。
现如今，当妈妈给我的打扰越来越多，对我的依

赖越来越多时，妈妈似乎总在无声地问毫无怨言的
我：你到底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我想轻轻地回答：不
为什么——只因你是我的妈妈呀。

宣 轩

与妈妈同回“小时候”

那一日，在小区里穿行时，我总觉得
空气里飘着幽幽花香，左右看看，并没什
么夺目的鲜花在周围绽放，心里的疑惑，
随口说了出来。
晚间，外出归来的先生突然一脸神气

地告诉我：“我知道你白天说的花香来自何
处。我观察了下，原来是路边的香樟树开
了花，是这种花散发的香气呢！”难得他这
么上心。眼见为实，第二天，再出门时，
看到一排排香樟树挺立在路边，我便有意
踮起脚尖，去嗅嗅。果然有小如米粒的一
丛丛白花点缀在枝头，正散发着沁人的芬
芳，它们比不上姹紫嫣红的小花儿，但胜
过百花争艳的春色。
此前已惊讶于香樟树的蓬勃生机，在

万物萧条的冬天还能保持着繁茂，犹如一
位真正的绅士，身姿挺拔，时刻注重仪
表；具备先天优雅的气质，又养成后天向
上的精神。更如一位低调的强者，不随波
逐流，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节奏；不偏安一
隅，有自己坚定的生命信条，只要有阳光
和雨露，便可以顽强地向上生长、再生

长。夏日里绿树如盖，在空中画出优美的
弧线，为人们遮阴挡雨；冬日里青翠欲
滴，在苍茫中点缀自然的生机，让人们赏
心悦目。香樟树四季常青，树冠巨大，生
长期很长，是庭院绿化遮阴的理想树种。

在江南一些老宅院里，往往都有几株巨大
的香樟树巍然耸立，庇护着百年老院的世
代子孙。
除了“树”的姿态，香樟树更有

“花”的内涵。再细看这些不起眼的白色小
花，隐身于浓密的枝叶间，犹如娴静的女
子，不急不躁、不争不傲，却大有“你若
盛开，蝴蝶自来”的底气。突然想起袁枚
的诗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但凡
“美”的事物，总是不怕被埋没。像我这样
总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年复一年地擦身而
过，也终有一天会自发地为它驻足。

都说“绿叶配红花”，仿佛在花儿绽放的
时节，叶子永远只能做陪衬。而香樟树的花
儿浅浅的色、小小的身，在华盖如球的雄壮
里，它淡然地站在身后。就让人们去关注更
突出的重点，四季常青、枝繁叶茂。而
它，只在初夏的阵阵清风吹过时，散发着
与生俱来的馨香。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香樟树

和它的花儿成了完美的搭档——如坚毅的
男子和高雅的女子相遇，碰撞出别具一格
的生命乐章。在风风雨雨中携手，在同一
片广阔的天地里，你有你的追求，我有我
的价值。在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生长着
大量的香樟树，夏有浓荫，冬有绿意，人
们在不在意，生机和活力一直相伴于左
右。于是，嗅一缕花香，思一番人生，时
光犹在此中安静。

艾 院

一棵大树的幽香

今年是《申报》创刊150周年，史量
才接办《申报》110年双重纪念年。自然
联想起《申报》数百余次宣传早期党的
领导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信仰并
忠实执行的旧事。令人感慨万分的是
申报掌门人史量才与早期先行的共产
党主要领导人的李大钊由《申报》建立
了逐渐加深的感人友谊。
李大钊以《甲寅》《新青年》等杂志

为阵地，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
先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萌芽与发
展起了直接推动作用。次年4月，《申
报》报道了李大钊到上海大学作题为

“演化与进步”的演讲。6月30日，《申报》再次刊出通
缉“逸犯李大钊”的新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马克
思学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已成为极为“敏感”的词
汇，《申报》通过这种报道方式，从侧面向读者传达李大
钊在被捕时和在看守中的真实情况，也向读者隐晦地
表达了对李大钊深沉的敬意。在 5月 6日的报道
中，《申报》详述了李大钊的行刑场景：“首登绞刑台者，
为李大钊，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而其他则不免望刑
而畏，面无人色矣”。行刑完毕，“警厅备就之棺木，每
具值价在二十元上下，惟李大钊棺约值六十元。”以表
示对李大钊的尊重。
史量才同情共产党，抨击国民党，著名的《三论剿

匪时评》是向蒋介石发出的战斗檄文，可谓公开为共产
党仗义执言，分别刊登在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
月4日的《申报》上，此举后果是：“禁邮”，直至被暗杀。

1915年，因一场商标官司，史量才遭遇资金“被浩
劫”陷入灭顶之灾，得全体员工与望平街朋友鼎力相
助，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1915年，袁世凯要做皇帝，

需要报纸为他鼓吹，带上10余万银子来
行贿，史量才“贫贱不能移”，不仅没受
贿，反而大骂来人，并于9月3日，将此
丑闻揭露于报端，表现了“人有人格、
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高风亮节，坚决

反对袁改变国体的复辟倒退。1918年10月10日，巍
峨的申报大楼终于举办落成典礼，惊艳了上海滩和世
界各大报与名流。她宛如上苍的“诺亚方舟”驶进毫无
标志的“上海滩涂”。她更如一盏璀璨明灯照亮了“望
平街”，使幼稚蹒跚的中国报业起飞、使《申报》一大步
跨进世界知名大报之林，更与世界第一大报英国《泰
晤士报》并驾齐驱。新大楼为“中国报业”辉煌大
业，开创了先进的企业化、现代化典范。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立下“纯以社会服务

为职志”的宗旨，为后人提供“为修史取材之需”，
他建立了丰富多样的历史档案，故《申报》被人们称
为“百科全书”。雄姿英发的“申报大楼”是通向世
界的重要天桥，请进来，走出去，让世界看看中国，
也让中国看看世界。为沟通中外信息，派出的通讯
员、记者遍及华盛顿、伦敦、日内瓦、东京等大城市。
参观申报大楼的各国新闻界要人、名人更是络绎不
绝。《申报》的辉煌为中国报业留下了扬眉吐气的金色
历史。遗憾的是那么丰富、厚重的历历往事、图景，
继续封存在资料室，书斋里，至今未能一展其面目在
世人面前。当下高度重视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开
发，如果能在大楼原址内设一“史量才纪念馆”，让
它成为一道有丰富内涵、历史价值的城市景点，该有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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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人的性格能够改变吗？
许多项研究证实了人在20岁到65

岁之间，性格会持续朝好的方面“进
化”，大多数人会变得更随和、更可
靠、情绪更稳定，40岁时人最为诚实
尽责，显然，人到中年时有了家庭，事
业也走上了快车道，性
格上的积极改变，和人
生活的轨迹有莫大关
系。
早在上世纪40年

代，就有人提出“五大性格模式”：开
放、尽责、随和、神经质和外向。每一
模式还可以细分，比如外向可以细分为
“爱交际”“热情”，神经质可细分为
“易怒”“焦虑”和“脆弱”等。具备某
些性格的人会比较成功，比如说尽责的
人学习、工作都会较好；比较随和而较
少神经质的人更有满足感，人际关系也
比较稳定；外向的人较易在社会上拓
展，人际关系广泛，在创业上有所斩
获。
既然如此，人们是否可以有意识地

改变自己的性格，让自己的性格变得更
好一点呢？可以！但是人的性格是相对
稳定的，改变它需要相当的时间。当然
可以请专业人员作心理疏导，但也不妨
先从自己的行为着手，假以时日，就会
烙印为性格，性格上哪怕有小的改变，

也会对人际关系、职业发展、个人健
康、个人幸福感等产生积极影响。
有一种很常见的坏习惯叫“反应过

度”。我原来公司有一位同事英语表达
能力欠缺一些，自我防卫性特别强，每
当开会，他都会不寒而栗，上司尚没有
发声，他就开始为自己辩护。后来他认

识到这是自己性格上的
问题，遇事容易“反应
过度”，公司请了一位
退休的大学教授辅导他
英语口语，同时做些心

理治疗。几个月后，他变得沉稳了，开
会时能静下心来交流，不盲目争论。
从公司管理层来看，从来不对改变

员工的性格期望过高，要把一个人的行
为塑造成为他的第二性格需要很长的时
间。但是做一些积极的尝试是值得的，
因为这对其他员工也有好处，某人的性
格朝好的方向发展，会使其他人也受
益。
性格的稳定可以持续到50岁，之

后开始衰退。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以
后，人的性格越来越稳定，中年达到顶
峰。有些性格特征，如尽责、诚实、谦
逊等，在被研究的对象中，最年长者的
稳定性和最年轻者的稳定性相当。在五
大性格模式中，外向是最稳定的性格特
征，而随和则最不稳定。
但是，也有人持不同看法。性格外

向的人变老时，其性格外向的特征会逐
渐消退，因为年岁渐高意味着人们不再
寻求新的关系，而是着重于维持原来
的。所以，性格会随着特定年龄的环境
和社会压力的变化而变化的。

周炳揆

改变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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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起刊登一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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