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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江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和燕
赵文化等都属于中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
态，其中，以灵性智慧著称、更多地体现
为诗性文化特征的，无疑是江南文化。
自古以来，江南这片土地非但培育出无
数英才，也孕化出主情、尚文、风雅的文
化审美系统。但人们口中常常念叨的江
南，其所指、义涵和范围却不尽一致，在
史上多有更迭。
秦至汉，江南指长江以南，一般也涵

盖湖北部分地区及湖南、江西等地。江
南还有个别称，叫作“江左”，是指长江下
游以东地区。《世说新语 ·言语》篇中有称
东晋宰相王导
为“江左夷吾”
（当代管仲之
意），即 为 一
例。南宋陆游在《水调歌头》词中，也有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一句，说到
“古徐州”，其实非指今天的徐州，而是指
镇江。这是因为东晋时徐州百姓大量南
迁侨居于京口（镇江），后来设郡县时称
其为南徐州。因两徐州的地理位置分处
南北，又分别叫做“南徐州”和“北徐
州”。南徐州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北徐州
则一直沿用至今。汉初，“江左”又称“江
东”，乃因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故江
西又称“江右”。上古时脱胎于吴越文化
的赣文化，即指江右文化，历经2000余
年演变，又派生出浔阳文化、豫章文化、
临川文化、庐陵文化、袁州文化等分支。
唐宋时期，江南的范围有所收缩，辖

境包括今苏南、浙江、福建及皖南、江西
等地；宋代设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范围
包括今江苏、安徽和江西、湖北部分地
区。杜甫有一首名为《江南逢李龟年》的
名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
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
君”，那是杜甫在去世那年（770年）的暮
春时节写的，被称作杜甫的七言绝唱。
诗中的“江南”常常引起误读，实际上是
指潭州，即长沙。至于诗中的李龟年，是
盛唐时期闻名遐迩的音乐家，杜甫年轻
时因偶为朱门宾客，接触到了李龟年这
样的大明星。安史之乱中，两人各自飘
零，阔别四十余年，竟在杜甫生命的最后
一年偶然相遇，平淡的语境下，透出沧桑

离乱之慨。
清顺治二年（1645年），沿明制设江

南承宣布政使司，废除南京作为国都的
地位，巡抚衙门设于江宁府（南京）。清
康熙初年，改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江南
承宣布政使司即改为江南省，由于政务
繁重，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江南省
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
“江南右”取江宁府和苏州府首字，改称为
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今黄
山）首字改称为安徽省，一直沿用至今。
其实江南省的概念在明朝时即已存

在，只不过那时的江南省以应天府（南
京）为直隶，叫南
直隶。被冠以直
隶，虽和今天的
直辖并不完全等

同，但已类似。江南省的范围大致包括
今苏、沪、皖全境以及江西婺源、湖北英
山、浙江嵊泗等。今去婺源旅游的上海
游客，当不难发现冠以“江南”名号的楼
堂馆所和服务部门很多，但对婺源的认
知，恐已淡化其传统的江南属性，而视之
为江西的胜景、“晒秋”的网红之地了。
无论是明朝的“南直隶”还是清朝的

“江南省”，都属当时中国最发达的省份
和地区。这里还有个“小江南”的概念，
即指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
京和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上
海，堪称中国史上经济最富庶、文化最繁
荣、人才最密集之地。明孔尚任说“天下
有五大都会，为士大夫必游地，曰燕台，
曰金陵，曰淮扬，曰吴门，曰武林”，江南
五占其三。清初时，不仅江南一省的赋
税占全国三分之一，每期科考，江南省的
上榜学霸也占全国半壁，故有“天下英
才，半数尽出江南”之说。康熙帝曾用两
句诗，概括了他心目中的江南：“东南财
赋地，江左文人薮”。
古往今来，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环

境、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深刻影响了生
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生活习性、思维方
式和审美品味。所谓“三生花草梦苏州”
“人生只合扬州老”……即把江南缱绻而
悠长的情致表露无遗。那江南的烟雨，
绵绵柔柔，曾滴淌进多少远方游子乡愁
的梦里。

喻 军江南忆

凤仙花在民间的另一个名字叫指甲
花，因为它的花朵可以用来染指甲。凤
仙花从枝到叶再到花都比较水灵，所以
是画家们喜爱的一种花卉。
凤仙这个名字多少有些风尘女子的

意味，这与民国年间的名妓小凤仙分不
开。小凤仙老了以后的照片我曾经看到
过一张，就照片而言根本看不出她当年
有多少姿色，照片上的她交叉着双腿坐
在一把椅子上——小脚，不是一般小，是
很小。如果不说照片中的人是一代名妓
小凤仙，大概谁都不会相信这就是曾经
轰动一时的人物。我看着这张照片就在
心里问自己，我要是蔡锷会爱上她吗？好像是不会，怎
么会！模样真是太一般了。
凤仙花是夏季的花卉，红粉透亮可真好看。夏天

一到它就不停地开花，一边开一边往高了长，花几乎是
藏在水灵透亮的枝叶之间，所以画凤仙花总是先画花
枝，然后画叶子，画花枝和叶子的时候要预留出一定的
位置，然后才在预留的地方画花朵。画凤仙花离不开
胭脂，先用笔把淡胭脂调好，再在笔尖上来一点浓胭
脂；画凤仙花不用点蕊，凤仙花到底有没有花蕊呢？我
现在几乎都想不起来了。
凤仙花的花籽像是一个大型的枣核，轻轻一碰就

会裂开，像是谁在里边安装了弹簧，你只要一碰它，它
就会马上把里边的种子瞬间射向四面八方。我们小时
候总是采它的种子，玩儿的时候用手指一捏或者是往
谁的脸上一掷，随后转身就跑。因为它会炸开并且把
种子射出去，我们又把它叫作子弹花。
古典小说有写到用凤仙花染指甲的细节，《金瓶

梅》和《红楼梦》中都好像有这样的描写。用凤仙花染
指甲当然是用它的花瓣，染的时候要加那么一点点明
矾，先用捣缸把凤仙花的花瓣捣黏了然后再敷在指甲
上，敷好后要过好一会儿指甲才会变红，而且要敷好几
遍，染过的指甲好看不好看？说真心话并不怎么好看，
手指甲还尚可，脚趾甲如果染了可就太难看了。夏天
最让人心里不舒服的就是看到一个把脚趾甲染得通红
的女人从对面走过来，穿着一双拖鞋，一边走一边还嗑
着瓜子。
凤仙花的名字可以说不止一个，凤仙、指甲花、子

弹花，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我的岳母大人
来了。我的岳母大人每年都要种那么几株凤仙花，四
合院，她住北房，也就是正房，门两边的外窗台上一到
夏天红红绿绿煞是好看。她从不把凤仙花叫凤仙花，
而是直接叫“海娜”，我翻字典想查查这两个字到底是
什么意思，但至今都没查到过，我甚至都不知道“海娜”
这两个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我的岳母大人去世已经
近十年了，但世上的凤仙花还轰轰烈烈地开着，一到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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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商”，这两个字在我看
完著名作家叶辛的新作《婚
殇》后跳了出来。当我们谈论
学业事业时会提及情商智商
逆商等，当我们谈论婚姻时，

也该有个“婚商”——对婚姻的综合认知和把控能力。
《婚殇》以一位29岁未婚女性的婚恋困惑为主线，

附以和她年龄相仿、学历和工作状态迥异的几位女性
的婚姻情感故事，还穿插了男知青下乡的情感经历，选
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引发了读者对新时代婚姻的思
考。我的感悟是好婚姻来源于高婚商，高婚商来源于
两个力：“结合力”和“愈合力”。
首先是“结合力”。“三高”女性往往是晚婚、不婚人

群的主体，就像书中的女主沈立平。她相貌好、学历高
（博士）、工作体面（研究员），虽然前后谈过三个男友，
但均未果。
回溯她的情史，其实和前两个男友本都能步入婚

姻。母亲觉得她的初恋男友是“低配”，给她介绍了个
条件更好的，即第二任男友。结果初恋看到这位男士
开车来单位接她就提了分手，她当时对初恋的感觉不
温不火就没解释，恋情告终。第二任男友跟她交往也
是奉父母之命，其实早有女友。人家女友得知男朋友
另有交往就不依不饶，打电话过来质问，她觉得受了羞
辱，二话不说当即结束了第二段交往。几年后可以和
初恋再续前缘时她却败给了他的下属，因为对方在看
到有竞争对手时就去表白去争取，她却还是矜持地端
着。从她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结合力高的女性在
情感竞争中积极主动，而结合力低的女性往往遇到些
挫折就放弃，习惯于男性主动。倘若她当时就和初恋
男友解释清楚呢？或是和他复联后能更主动些呢？倘
若和第二任男友交往中不是接到个电话就放弃，而是
用竞争者的心态坚持到底呢？可能结局完全不同。
沈立平的结合力弱究其根源是她对婚姻的需求

低。她理想中的婚姻要有爱情，而且爱情中还要有激
情，最好再带些崇拜，需有100摄氏度的沸点。37摄氏
度的常温水她可喝可不喝。但从另一个角度，对婚姻
有高要求的女性，哪怕结合力再弱也有可能找到意中
人，只是可能性小一些。或许后来能放低沸点，也或许
最终找到了100度的沸腾，无非晚点。但若是好的婚
姻，晚一些又何妨？
其次是“愈合力”。小说中还有闪结闪离的故事，

沈立平的同事林妍短短四五个月经历了恋爱怀孕、结
婚离婚。书中借林妍之口描述了离婚给女性带来的精
神伤害，同时也展示了她的愈合力，她能办好离婚手续
就来单位开会，平复情绪后和沈立平坦言过往。
“结”和“离”是婚姻的两面，现代女性只有不怕

“离”才敢“结”。而不怕离的前提是不依附于婚姻，在
受了婚姻的伤之后有愈合
力。离婚伤筋动骨，尤其带着
孩子离婚对女性更是个大考
验，能从伤痛中走出，找到生
活新的支点，才能恢复生命的
活力和生机。
当女性越独立，对婚姻的

需求就越弱，如何在弱需求下
缔结好婚姻是个社会新问
题。婚姻关系并非简单的金
钱关系或纯粹的浪漫关系，而
是一种综合了各种因素的社
会关系总和。如想让婚姻成
为前进的助力而非阻力，需好
好修炼婚商。

北 北

婚商

小时候家里养了一些小动物，
小鸡小鸭和小鹅，都是我哥哥养着
的。哥哥去上学，我就给小鸭小鹅
洗澡，满满一盆水，它们在水里游
来游去，好不欢喜。同时，我会把
在草丛里吃虫子的小鸡抓了来，也
放进水里，当小鸡挣扎着从水里出
来的时候，全身颤抖着逃得没有了
踪影。这样的情形不止一次，后来
小鸡见我都躲得远远的。
后来，妈妈从老家给我带回来

一只小白兔，红红的眼睛，爪子上
有一个灰色的圆点，我喜欢得不得
了，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小小
灰。每天放学回家，我就把小小灰
抱在怀里，做作业，看书，还会带它
去院子外的草地上吃草。我偶尔
爬树，也会把它放在书包里，把它
带到树上去，让它在高处看看它应
该看不到的风景。不过，晚上睡觉
的时候，妈妈是要让我把它放回竹
笼里去的。也不知道何时，它离开
了关它的竹笼，住到了我的床底
下，放学回来它总会跑过来迎接
我。它还有一项特别的才能，总在
我睡着以后，跳上床来（它上床是
妈妈严令禁止的），靠在我的枕边
陪着我，起床第一眼就一定能看到

它。而床底下的臭味，便成为我第
一件负责的家务事。可是不管我怎
么弄，那股臭味依然存在，而住在上
面的我，好像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
舒服。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它已经从

一只小小灰长成了大小灰，眼睛也
越发地红了，耳朵也越发地长了，
那个不起眼的灰色小点却越来越

小，几乎看不见了。当然吃得也越
来越多，床下的臭味也越来越浓了
……大半年过去了，小小灰已经成
为了我孤寂童年里最温暖的陪伴。
有一天放学回家，发现住在我

床下的小小灰不见了，问刚从乡下
回来的哥哥，他说没看见。他哼唱
着什么歌，自顾自地在厨房里忙着
什么，还不忘给我说一句，晚饭有
好吃的。我没有理他，放下书包就
满屋满院地去找我的小小灰了：楼
下的花园里，楼梯下的小角落，小
鸡小鸭的笼子里……还是不见它
的踪迹。哥哥喊我回家吃饭，还说

也许被大老鼠叼走了吧（想起妈妈
曾经说过，小小灰本来是一对小兔
子，在拿给我之前，被老鼠或者黄
鼠狼叼走了一只）。我正伤心疑惑
的时候，满脸欢喜而笑容诡异的哥
哥端了一大碗菜放在了桌子上，香
味扑鼻。我这才反应过来，且不依
不饶地大哭起来。那个晚上，我躲
在床底下睡着了。
长大后，我养过猫养过狗，可

再也没有养过兔子。特别是后来
家里从重庆搬家到了成都，成都人
喜欢吃兔子，啃兔头，有好长一段
时间我都接受不了这所谓的美味。
在我的记忆里，小动物与我的

纠缠，除了那无奈的离去伤怀，更
多的是慰藉。你的被需要，你的被
信任，以及它们那专注而深情的眼
神，始终都会温暖着你，让你在看
到它们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委屈、
不安以及痛苦，都会烟消云散。每
当我看到那些虐待动物视频的时
候，我总会想到魔鬼的样子。

颜小鹂

温暖的样子

上海和宁波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语
言相似相通，不少朗朗上口的宁波方言
已融入到上海话中。如“阿拉”，外省市
对称作“阿拉”的，一律视作上海人，殊不
知“阿拉”是从宁波引进的。
以前对于第一人称复数代词，上海

人叫“我伲”。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笔者经常乘“工农兵”号往返沪甬两地，
下午4点船开后不久，便响起沪语广播：
“旅客同志们，今朝夜里向，我伲船浪向
供应夜饭……”
那时上海电台有
档“阿富根谈生
产”节目，用沪语
广播，对“我们”
也称作“我伲”。而今除上海郊区外，“我
伲”已被“阿拉”所替代，可见宁波话影响
力之广。
甬剧，又称宁波滩簧，完全用宁波方

言演唱，唱腔明快，乡音醇厚，表演细
腻。2008年，由宁波市申报的甬剧艺术
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甬剧起源于晚清时期的宁
波，但它的成熟发展却在上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有多达
8家甬剧团活跃在舞台上，很受
沪上甬籍人士的青睐。后经过调
整合并为上海堇风甬剧团一枝独秀，由
贺显民、徐凤仙领衔的“堇风”创作和演
出的《半把剪刀》《双玉蝉》《天要落雨娘
要嫁》三大悲剧，显示出甬剧精品的魅
力，1962年晋京汇报演出，受到高度赞
扬。随后又在各地巡演、这是沪上甬剧
的一个鼎盛时期。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劫后余生的

上海戏曲舞台“添酒回灯重开宴”，京、
昆、沪、越、淮等剧种相继走出困境，姹紫

嫣红。原“堇风”的几位主要演员也力图
恢复甬剧，但热闹了一阵子，终不尽如人
意。不少甬籍人士在企盼能早日看到家
乡甬剧。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为了让甬剧

的旋律重新响起于沪上，上海市宁波经
济建设促进协会组织了一个甬剧沙龙，
成员以原“堇风”的一些老演员为主，吸
收了一些年轻的票友参加，每周都开展
活动排练。时任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

进协会会长的陈正
兴同志说：甬剧是家
乡戏，协会就是要为
乡贤服务，做好甬剧
的传承和复兴工作，

把甬剧留在上海。当他了解到当年“堇
风”的一些老唱腔、老曲调因年久未唱，
正在被遗忘和失传，就约沙龙的演员开
会共同回忆挖掘，记下乐谱并到电台去
录制曲调。经过持续努力，有将近60余
个老唱腔、老曲调被录制下来，柳中心的
《甬剧演唱专辑》《徐敏甬剧经典唱段》等

还相继出版，沙龙的演员还赴甬
与宁波市甬剧团演员一起交流传
承。
这些年来，甬剧沙龙的演员

积极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星期
戏曲广播演唱等各类戏曲活动，并深入
到社区慰问演出，还受邀到电视台、戏校
开展甬剧教唱，受到市民尤其是宁波籍
市民的称赞。
今年初在上海宁波经促会会场举行

的庆祝甬剧沙龙成立20周年的演出中，
丝竹声声，演唱者既有原“堇风”的老演
员，也有参加沙龙不久的中青年学员，乡
音乡韵流淌在会场，乡贤们激动地说：甬
剧又回来了。

王立华

乡韵流淌话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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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的总体
形象有点糟糕。
但是理性地想
想，人们对乌鸦
是有着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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