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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吾生有幸逢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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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崇明海塘是崇明的旅游景点之
一。现在我们看到的矗立于南门景观
工程广场平台中央的那块巨石，是从山
西太行山运过来的，巨石形似崇明岛，
是整个景观工程的神来之笔。巨石的
南立面刻“崇明岛”三字，北立面碑文用
浓重的笔墨书写了崇明海塘从无到有，
从不堪一击的土堤到坚如磐石的达标
工程，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崇明人民搏风
击雨、战天斗地的壮丽画卷。
崇明海塘背后的故事说来话长。

我退休前一直从事海塘和防汛防台工
作，见证和经历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间
崇明水务事业的发展变化，对崇明海塘
所经历的三次跨越了如指掌。

1949年前，崇明的堤防矮小单薄、
标准偏低，面对被台风冲垮的大堤，唯
一的办法就是退堤，选择地势较高的地
段再修筑一条新堤。即便在新中国成
立的头几年里，崇明人民在严重的自然
灾害面前还是选择退堤。
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

实现“避免退堤，保堤护岸”的目标，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崇明曾几次掀起加高
加固大堤的高潮。1955年崇明动员5

万名民工，将堤防全面加高至顶高6.8

米、面宽3.5米，我们称之为“6.3”标准。
1968年冬，县政府提出了“统一规划、统
一标准、统一围垦、统一安排”的四统一
围垦方针，将围垦的大堤标准统一提高
到顶高7.2米、面宽4米，我们称之为
“7.4”标准。1975

年冬，开始动员发
动10万人，连续奋
战三个冬春，对部
分大堤进行了裁弯取直并再次将大堤
全面加高加固至顶高8米、面宽5米，设
防标准50年一遇，三年累计完成590万
土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8.5”标准。
此后崇明大堤一直维持在“8.5”标准。

1997年，第11号台风在浙江温岭
登陆，崇明受台风边缘影响，风力9-10

级，最大风力11级，当时，一线堤防护岸
工程受损106处，受损长度18公里。

“9711”号台风给崇明造成的损失是惨
重的，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
为此，我们积极推进海塘建设规

划，提高海塘设防标准，并用三年时间
完成崇明南沿海塘70公里的达标任
务。新建成的海塘达标工程将设防标
准提高到百年一遇的12级台风标准。
当年大概是为了检验刚建的达标

工程的防御能力，崇明先后遭遇了“启
德”“杰拉华”“派比
安”三个台风的袭
击，其中“启德”台
风横穿崇明岛，新

建成的达标大堤安然无恙。崇明海塘
达标工程建成后，崇明汛期的防台工作
重心转移到内部的排涝和北横引河疏
浚建设。
在编制崇明海塘达标工程时，我们同

时建设景观工程。我们聘请城市建设规
划设计院承担海塘工程景观部分的设计
工作，景观工程起始崇明苗圃至南门港3

号码头，全长1228米，总造价910万元。

今天南门港景观工程每天游人如织，游客
都喜欢站在刻有“崇明岛”三字的石雕
旁，留下自己的倩影作为纪念。每天清
晨或者傍晚，南门市民有的在大堤上健
身慢跑，有的翩翩起舞，对对情侣则依
偎在一起窃窃私语，一派祥和恬静的景
象。
崇明海塘建设实现了三次跨越式

发展，这不仅是我职业生涯的主旋律，
更是我们崇明乃至整个社会巨大变化
的重要篇章。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作为

一个退休整整十年的老党员，我感慨万
千，深情回顾自己亲身经历和走过的
路，心中凝聚起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深
厚情怀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
斗的责任担当。

袁文明崇明海塘

西汉“战
神”韩信，是我
青少年时期崇
拜的偶像，他
与萧何、张良并称为“兴汉
三杰”。当年我插队之地
——淮北泗县，离淮安近
在咫尺，坊间流传着诸多
有关韩信的神奇故事。尔
后我读司马迁《史记 ·淮阴
侯列传》时颇为感慨，受得
起“胯下之辱”的壮士，才
是能屈能伸的真大丈夫
矣！韩信虽遭吕后所害，
仍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
雄。我一直想去韩信故里
考察。终于有幸在古稀之
年冒着罕见的连日酷暑，
走进了韩信故里。
韩信故里如今一片繁

华，在市中心可见以韩信
命名的道路及塑像，故乡
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古代
“战神”。一条千年古运河
依旧在市中心流淌，河面
宽阔，水质清澈，千舟竞
发，南北穿梭。公元前
486年，吴王夫差欲
北上与齐晋争霸，
在此开凿了邗沟这
条中国最古老的运
河，尔后历代都有
重修，是南北大运河中的
重要枢纽，古渡漕运博物
馆展现了昔日的盛景。
据说韩信少时曾居淮

阴故城官巷老街，于是我
们一行来到官巷。或许受
到疫情和炎热天气的影
响，不宽的街面显得冷清，
仅有一家食品店开着，一
位老妇人正做着特色糕
点。店铺的斜对面，有淮
安市人民政府所立的“韩
信故里遗址”碑，碑侧是一
条铺着石板的古巷道，经
过一座砖砌拱门楼，一直
通往御码头。听闻韩信少
年时曾在此处垂钓，千古
流传的“漂母饭信”就发生
在这里。拱门楼的门额
上，“韩侯故里”四个斑驳
大字清晰可见，当年乾隆
皇帝下江南时，就是在御
码头登陆的。官巷老街原
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
“古楚淮阴”四字，已移至
淮安市中心。走在官巷老
街，古运河、古巷道、拱门
楼、御码头……似乎都在
提醒人们，这里是养育大
军事家韩信的故土。
韩信少时历经磨难，

苦楚相伴。他是国破家亡
后出生的遗腹孤子，十余
岁失去相依为命的慈母；
寄居樱桃庄，遭高庄主冷
言逐之；寄食南昌亭，亭长

妻辱之；寄身淮阴时，莽屠
胯下侮之……这一切遭遇
令孤立无援的韩信，变得
性格孤傲，内敛忧郁。挣
扎在饥饿贫困边缘、背负
国仇家恨的铁血青年韩
信，彷徨苦闷无奈，孤傲自
卑并存。在从军过程中，
他也处处遭人歧视，后来
有幸遇到知音萧何，终于
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明
修栈道，暗渡陈仓；四面楚
歌，十面埋伏；逼迫项羽自
刎乌江等，其卓著战绩堪
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韩信为开创两汉四百多年
的基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南宋哲学家、文学家陈亮
说：“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
已。”唐宋八大家的排定
者、明散文家茅坤称其为
“兵仙”。

在韩信的身后，站着
一位伟大的女性
——“一饭千金”的
“漂母”，她是中国
古代知名度最高的
“三母”之一，我觉

得她比孟母、岳母更难能
可贵。漂母替人漂洗衣
服，与韩信毫无血缘关系，
她对韩信展现的是淳朴宽
广无私的人间大爱。当年
漂母赐饭，让饥寒交迫的
韩信内心感动，谓漂母曰：
“吾必有以重报母。”谁知
漂母竟大怒：“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
望报乎？”短短一句话，影
响了韩信一生，激励着一
代英杰自立自强。我常
想，一个乡间妇人，竟然有

如此非凡的
眼力，在韩信
漂泊之际，不
仅赐饭，还给

予教诲；漂母的过人识才
眼力，可以说在刘邦之上，
堪称伯乐与良师也。韩信
被封为楚王后，衣锦还乡，
首先找到的是漂母，赠千
两黄金，漂母拒纳不受。
漂母的乐于济贫、不图报
酬，实为千古道德典范。
漂母去世后，韩信命令十
万大军，一人一兜土，将漂
母墓堆成一个大墓，可见
韩信也是厚道报恩之人。
漂母墓直径50米，高

20米，为苍翠山丘，拔地
而起，显得格外壮观。墓
上两块不大的石碑被野草
掩盖，拨开才发现为清官
府所立“严禁取土”告示
碑。漂母墓古已有之，北
魏郦道元《水经注 ·淮水》
记载：“淮阴故城东西两
冢，西者漂母冢也，周回数
百步，高十余丈。”
漂母祠为四合院，堂

厅中央有穿着素衣、慈祥
地俯视众人的漂母塑像。
虽然史书上对漂母的记载
不多，甚至连尊姓大名也
未知，但这并不妨碍人们
对她优秀品德、高尚情操
的赞赏及口口相传。
风雨洗礼，转眼千

年。乾隆年间，翰林学士
钱大昕行经淮阴时写下的
《漂母祠》云：“一饭且知
报，宁忘推食恩？少年轻
国士，老母识王孙。惠此
千金重，名将百代存。娥
姁亦巾帼，钟室泪空吞。”
漂母的懿德，韩信的智勇，
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的组成部分，千秋景仰。

钱汉东走进韩信故里

责编：刘 芳

多年前，书友李福眠兄跟我说过，在家淘书。初听
颇觉新鲜，复不以为然。淘书总是去旧书店旧书摊，东
寻西觅，自有乐趣。家里的旧书，总归是自己的，何以
淘之？后来，因为无处可淘旧书，也因马齿徒增，不负
书累，就渐渐远离了旧书市场。
退休归隐。面对角角落落一摞摞昔年所淘旧书，

还有无数藏之箧底的所谓珍籍，忽然想，岁月匆忙，二
十来年的淘书日子，眨眼就过去了。那时上班，忙里偷
闲，只顾赶往旧书地摊，一股劲地淘啊淘。可好多旧书
淘携回家，
就 束 之 高
阁，再无暇
顾及了，是
淘得多而阅
之甚少。现在想想，真对不起这些旧书和曾经的付出。
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今，我可以从容

地把家中历年所淘旧书整理一番，过去来不及看的书，
可以细细品读。倏然间，想起“在家淘书”之言，颇感在
理。这样，我以慢动作慢节奏，开始了在家淘书。把自
己喜欢的，觉得还有点稀奇、有点意思的旧书，摩挲把
玩，琢磨一番。若有所思所得，便写下点史料和掌故，
也不枉那些书的作者，曾经的成书艰辛与人生的坎坷。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可称书话。早年追随唐弢、姜

德明先生的美文，一路过来甘苦自知。我喜淘旧书，偏
爱书话体写作，前后已有十来种书话小集问世。再出
新著，当是选自己最感珍视的版本，把所谓可以晒晒的
书倾巢而出了，以此作为写作的源泉。书话写作，到此
大概应见好就收了吧。如同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一样，
书不在多，希望能精些再精些，让读者不要读之失望。
一直以来，我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在家淘书，一年有余，终集腋成裘，有了小小的成

果。想到这些小文，写的无外乎是老人或旧书，与我十
多年前出版的第一本书话集《人与书渐已老》，可称姐
妹集，有续前缘的情分在焉。此书又与我关于淘书的
专著《跟韦泱淘书去》《淘书路上》一起，或可形成自己
的淘书三部曲哪！如此想来，在家淘书，真是不亦乐
乎。故将此四字，移作书名。我把此书，看作我写作书
话的一个不算圆满的句号吧！
最后，想起忘年交木斧先生，他读了我关于淘书的

专著后，欣然写来一首诗《摩挲——给韦泱》，觉得还贴
切，故录如下：“翻阅别人翻阅过的书/是你在你的人生
中/燃放火花的时刻/常在故纸堆中走来走去/乐趣油然
而生/穿透历史的烟云/你啜饮着知识的琼浆玉液/这样
的书在你的手中/被你一本一本地摩挲/那擦出来的奇
怪的音响/催你进入一座痴迷的王国/这些书是你一本
一本淘出来的/这些书是你一步一步搜出来的/是你的
财富你的命根”。
感谢九泉之下的四川老诗人，他那么理解一个淘

书爱好者，理解旧书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本文为《在
家淘书》自序，文汇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

韦 泱

家中淘书亦乐呵

一分钟，六十秒；一小
时，六十分钟，一生呢，如
何计数？
其实，还没到六十岁。
我们上海人，或者说

南方人，说生日“过九不过
十”；而许多台湾同胞的习
俗或者印象是：“逢九难
过”，以至于总要大声嚷
嚷，让老天听到“我不是
九！我已经是十！别找
我！让我过！”于
是，出生于宝岛台
湾，工作生活在上
海的我，六十岁了！
人生此刻，适

合小结：
我一辈子都好

热闹，六十年一直
挺精彩。
我是做了四十

年的主持人：始终
活在玩乐的工作
里。感觉比第一天
还喜欢这件事情：
做一辈子的主持
人。是幸福！
我有很棒的一

家子人：老妻康健，两儿一
女都长大啦！看得见摸得
着还能常聚！嗯，幸福。
我有超级多的好朋

友：日夜兼程地迎来送往
管闲事忙正事办杂事并努
力交新朋友！我一定做了
什么对的事情，超幸福。
我有一堆患难好兄

弟：有那么多人关心、问
候；我没钱、没势……大约
是因为我还蛮好玩，所以
朋友多，这个角色我扮演
得很幸福。
我还有一个目前仍旧

保持折腾的生活状态，我
预备没完没了了。
我真的很幸福。谢谢

上苍。（插播一句：希望你
不要讨厌我刚刚说的，因
为其实你也有！没钱？没
势？没背景？没人知道你
有才？没结婚？没子女？
没工作？爹不疼娘不爱？
运气不好？命运多舛？其
实人生超级公平的是：你
遭遇的“不公平”别人也
有，天赋长相家世背景因
果报应命运每个人都要面
对，能看并看到还看懂我
在说什么的你，就已经和
我一样足够幸运！）
哦，人生六十！我差

点忘记说最重要的事情。
我现在还有充满想象

的未来：对于自由职业的
自由人而言，未来太好玩
了！
万一，我说万一，一不

小心活到九十岁，那么我
的人生才过三分之二呢！
前面三十年懵懵懂懂；这
个三十年满满当当；下一
个三十年会怎样？估计最
后那段的我可能不会太机
灵利索。可是，此刻脑袋

里的经验教训满坑
满谷，周边的人脉
日积月累又正值辉
煌。这几年，我是
指未来的这几年，
总感觉将迎来人生
的最高光时期！
想明白了，就

好办了。
行动起来！哀

莫大于心死，想法
决定结果。如果你
也同我差不多年
纪，请你一定要这
样想！如果你还比
我年轻，你更有机
会必须那么想！谁

先离开这个世界，不知
道。所以，只要一口气在，
就加油！

2022年，非凡，超俗，
特殊，难忘……很难述说
的一年。这期间有你我都
经历的共情，还有我自己
单独体验的路径：母丧、体
病、隔离、欢聚不成；网格、
静默、复工复产，能堂食
否？弹窗、绿码、核酸、阴
性阳性，拜托，阴性！
我的六十岁，谢谢生

命给我以一记重重的捶
打！在我呼喊迎接一甲子
的时候，清醒地去感觉世
界即将迎来的巨变。从格
局，到商业，到科技，到一
切，我感觉自己赶上了一
个超级好的关键时代！你
一定也要这样想。
新冠三年，生活不再

是你我熟悉的路径。三年
中的网课是什么滋味？年
轻人自己体会。三年间的
分离要如何面对？一家人
自己处理。
经济、结构、模式、业

态、族群等，全部都在瞬息
万变，千载难逢，是这个时
代给我们的大命题！我要
找到答案，然后热烈拥抱！
变化，是最精彩的开

始。掌声，给最努力的你，
和我自己。

人生六十，还记得一
开始的初心吗？高高兴兴
地表演，然后看我表演的
人能高高兴兴。一直没
变，到今天还是这个心
情！真好。我真的就在这
条路上而且一直在，还左
歪右绕触类旁通地涉足了
美的各个领域：把高兴演
绎成了开心、满足、收获、
美好、智慧；把梦想挥洒成
为了回忆、记录、创意、更
新、期待。
明天会更好！
梧桐的美四季可见，

桂花的香墙里墙外。
越来越熟悉的街头巷

尾，大山大水到处都有的
兄弟姐妹。“波士堂”“上班
这点事”“我心唱响”，世博
会汽车馆，我把这些都献
给了上海。“艺高高”陪伴
数百位青年艺术家，直播
间口述了自己所有的精
彩；七本书、两张唱片、两
档音频节目、一千场晚会
和公益活动，还有全球接
近两亿次传播的“明天会
更好”群星演唱。已经拥
有的足够，已经做过的都
自己叫好，真的不错。
人生六十，其实还挺

得意的。给家人不愁温饱
的小康，给自己足以果腹
的宽裕，给朋友尽力而为
的温暖，给世界“天下为
公”的可能，给观众开心。
人生六十，其实真的

挺美的。舞文弄墨，琴棋
书画，柴米油盐，生老病
死。正式迎来生命中体能
与智慧的黄金交叉点！
生命中最美的符号是

活着，按照节奏慢慢来；几
时走？不知道。恰恰是感
知到人生的有幸，还人生
以热情。接下来还有得
瞧，让我们走着瞧！
请面带微笑！

曹
启
泰

面
带
微
笑
，人
生
六
十

秋
风
起
，﹃
蟹
蟹
﹄
你
（

插
画
）

P
P

殿
下

方寸之间天地
宽。从我集第一枚
邮票开始，已走过
了42载春秋。请
看明日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