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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过年买花，这是多少年来沪人约定俗成的
迎接新年的习俗，天竺、蜡梅、梅花、银柳插在大花瓶
里，兔子花放在客厅里颇有气派，水仙花、菖蒲养在书
房里，大年初一，水仙花开，金盏银盘，玉蝶纷飞，兔年
好运连连，清供的佛手香橼，闻之开窍醒脑，梅花开时
最好飘些雪花，祥和安康的春节气氛也就铺展开来。
从前上海连云路新城隍庙一带是花鸟鱼虫市场的

聚集地，红、黑、白色金鱼养在长了青苔的木盆里。盆
景是陈列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香橼、佛手、老梅桩、榆
桩、五针松、赤楠、胡颓子、火棘、三角枫等奇奇怪怪的，
看得我流连忘返。据史料记载，清代中叶，花卉与其他
农业副产品一样，由花农提篮挑担上市
销售，少量香花由小贩加工成各类花饰
沿街叫卖。老城内有一个叫花草浜的
地方，花农常在河边洒水浇花并歇脚叫
卖，城里买花的人也来此选购，日久在
此地形成花树集市，后来填河筑路，如今
的花草弄就是老上海遗留的地名。老上
海还有一些花店鸟鱼虫店摊开设在大小
马路上，凤阳路白克花店、重庆南路顾福
兴花店、淮海中路37号霞飞花店、南京
西路仙乐花店等有几十家。老上海流行
香石竹、唐菖蒲、马蹄莲、鸢尾等切花以
及四季海棠、樱草、三色堇、山茶花、兔子
花等盆花。有时春节前九江路还举办年
宵花市，出售天竺、蜡梅、水仙以及岁寒
三友（松、竹、梅）盆景和各种树桩盆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京西路花鸟商店曾是上海

人过年买花、冬天孵太阳的好去处，中午踏进店里暖洋
洋，花香鸟语多，春光无限好，后来被江阴路花鸟市场
抢了风头。春天，老绍兴的兰花放在麻袋里，一大把兰
草花有二十朵，只卖一角钱，买回家水里养，一周开花
满屋香，市场里的花鸟鱼虫，奇花异卉、山石盆景、印石
古玩，只要侬想得到的东西，都有卖。
年前，我种的几株梅花花蕾已经长出，兰花长出好

多花苞，现在上海花鸟市场越来越少，买花不太方便。
腊月十五，我去真如公园探探蜡梅消息，如果下雪，那
是古人的踏雪访梅，更有意境。桃浦河边的几百株蜡
梅已经盛放，十多盆蜡梅老桩花色蜡黄，摆出迎接新年
的大气场。宋人曾几咏蜡梅句：“蜡梅空自芳，俗眼不
称意。洗心无一尘，坐觉香细细。”真如公园已经扩建，
景色一新，太湖石假山、池塘、石桥、亭子、竹林、苏式庭
园，观赏完蜡梅花后走过桃浦河上新建的廊桥，从东边
出口可以走到真如镇上吃碗热气腾腾的羊肉面。桃浦
河两岸新植了很多桃树、杨柳，我想，到了春三四月，这
里桃花映日，杨柳濛雨，白鹭嬉水，燕雀飞来，春到江南
草木深，宝塔倒影水中呈，可以入画的。
现在过年，盒马、淘宝、拼多多都有卖花的，蜡梅、金

橘盆栽、漳州水仙、富贵竹、玫瑰花束、向日葵、郁金香、
百合花、雪柳花、康乃馨、蝴蝶兰，各种鲜花样样有，据说
叮咚买菜晚上鲜花有时会打折优惠，手机一点，鲜花半
小时送到家，感谢互联网给买花赏花的朋友带来优良快
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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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江河如网，湖泽
似星。长三角水网地区和
上海五大新城，自古多水，
人也多情。凭借崧泽稻作
古文化的滋养，飞翔的上
海田山歌，有水一
样的柔美，水一样
的诗性，委婉潺
潺，情思漫漫。
上世纪八十

年代，我因从事群
众文艺的创作和
辅导，经常行走于
淀山湖畔的江南
水乡，采集来自远
古、活跃于田间、
带着稻花香的青
浦田山歌，那水绿
清秀土地上的村
前宅后，飘荡着悠
扬 高 亢 的 田 山
歌。“双扇门来两爿开，日
思夜想望妹来，脚踏竹头
望生笋，手攀花树望花
开”。阳春三月，春江水
暖，柳色青青。江南古镇
的河埠头，飞扬着“结识私
情隔条河，手倚杨柳望情
哥，娘问小女在看啥？河
里川条鱼实在多”。缠绵
的田山歌声和美丽的江南
景，融会在一起，诗情伴着
意象，随着流水飘零。我
站在河边，细细辨之，竟分
不出哪是歌谣，哪是水月，
恍然是水天一色之间潺潺
流淌的天籁之声。
水有利也有弊。江南

水，既是生命之源，也是阻
隔之物，它有情缘，更有命
缘。“隔河桃花红彤彤，有
水无桥路不通。等到路通
花要谢，白花心思一场

空”。江河成了青年男女
相逢相恋的障碍，盈盈一
水间，脉脉不得语。它表
达了封建包办的婚姻，扼
杀了追求两情相悦的姻

缘，造成了自由恋
爱的困境。“摇一
橹来过一村，摇船
转弯树遮阴，岸上
姣娘汏白纱，花多
叶茂，叶茂花多，
望 见 水 里 一 枝
花。/多谢你阿哥
夸我一枝花，急水
里摇船难留茶，望
你船上阿哥生意
好来赚钱多，要赚
十箩金来十箩银，
回转来央个媒人娶
我一枝花”。快人
快语，开门见山。

男女对唱的田山歌，把如水
的情缘，通过深情和理智、
才情和机智、知性和感性，
表达得一览无余。既展现
了江南男子的机灵性格，
也表达了水乡女子一往情
深的万般痴情。
上海田山歌是即兴演

唱，传达感情的载体。歌
手们往往见啥唱啥，富有
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风物之
美。它的形式精练短小，
节奏自由明快，曲调朗朗
上口，传达了江南人的豪
爽、幽默、诙谐、聪慧、质朴
且具有诗性的文化特质，
彰显了对大自然青山绿水
的热爱，对江南淳朴生活
方式的追求，是江南人抒
发情感的独特形式，更是
一种休闲娱乐交往的艺术
手段。历史上，在江南善

编善唱田山歌者众多，从
“日出东方一点红，唱到日
落西山鸟归巢”，成为“田
山歌不唱忘记多，搜搜索
索肚皮角落，还有十万八
千九淘箩”的民歌海洋。
“蚕豆开花乌油油，开

仔北窗梳好头，活佛看见
眯眯笑，和尚懊恼剃光
头”。借物比兴，借景抒
情，委婉缠绵，仿佛是江南
青山秀水美景的再现，其
艺术魅力令人陶醉。如
水般浓郁的乡音，不仅轻
轻地流进听者的心间，更
让江南人和游子怀念起
浓郁的乡愁和增添了缠
绵的乡情。
“田山歌无假戏无

真”，无情未必真豪杰。上
海田山歌中，除了生产、生
活、生态，风情、风俗、风物
等题材外，那来自于生活
的“无郎无姐不成歌”的情
歌，便是它重要的组成部
分。江南水不仅创造了物
质文明，更创造了生活的
诗情，烟火气让歌手喷薄
了更多的创意激情。“结识
私情对门口，早夜出进眼
睛瞅，哪日不见哪日盼，盼
到星星月亮换日头”。情
感真挚，直抒胸臆，一片痴
情，溢于言表。“撩开纱窗
望情郎，望郎望到眼睛酸，
念郎念到舌发烫，八幅头
罗裙拖出拖进拖到门槛夷
（磨坏掉），脚上花鞋踏出

踏进后鞋跟穿”。一往情
深，痴情徘徊，大胆夸张，
形象逼真，胜过许多无病
呻吟的所谓爱情诗作。
上海不仅是个物质文

明的大海，更是一个民歌
的海洋。上海六千年，造
就了那洋溢着水魅且稻花
香的独特好声音。它融入
了一代又一代江南人生命
的创造基因，烙上了崧泽
文化灵动诗性的特质，江
南青山绿水原汁原叶的风
情。上海田山歌是过去人
们的文化表达、沟通方式，
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且
又通古今，温暖了江南人
的生命，促进了江南人的
健康长寿，让海纳百川的
土地上情韵悠悠，文化创
造源源不断。
如今，新时代面临新

创造，急需把“上海好声
音”进行生态转换，华丽转
身，在民歌创造上，实践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现代表达，成为新江
南的新回响，流淌出长三
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和五
大新城最江南的“上海节
拍”的新经典，去鼓舞人民
热爱生活、创造美好，迈向
新征程、创造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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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跳跳/跳来富饶/小兔闹闹/闹走烦恼/小兔
笑笑/笑出美好

齐铁偕 诗书画前兔似锦

这世上有些东西很是奇怪，有时在不经
意间的偶尔一瞥，便会心生喜欢，于人于物，
莫不如此，仿佛有一段看不见的前缘。我是
个怀旧的人，一直喜欢那些养眼的，有着历
史文化遗存印痕的旧物。对多年来购藏的
那些小巧玲珑的香炉，只要我的双眼与它们
对视，便会油然产生一种亲近愉悦之感。
香炉在我的记忆里，和小时候过年有着

密切联系。那时，一年中最隆重最有仪式感
的是除夕年夜饭，在远近噼哩啪啦喜庆的爆
竹声中，父母将凭票供应的紧俏年货，忙碌
了几天，烹烧成了一年中最丰盛的晚餐。看
着这桌我早已垂涎欲滴的饭菜，却不能动
筷，只见父亲拿出一只小香炉，没有炉灰，他
就放入一大把米，虔诚地插入点燃的三根
香，并在两边燃起了红蜡烛，随即把灯关灭，
又将房门打开，恭请祖先进来吃年夜饭。在
炉中袅袅的香烟、明烛的光亮中，我们三个
孩子依次磕头，然后父母跪拜，只见他们喃
喃地不知说了什么？终于等到香尽烛灭，才
等到了一年最向往的这顿美味大餐。还有
每次过年，父亲总要在五斗橱上的红色玻璃
花瓶中，插上一束蜡梅花，说是“寒家岁末无
多事，插枝梅花便过年”。那时我年幼无知，
还不知父亲那是岁朝清供的用意。
中国的香炉文化历史悠久，“炉”之名最

早记载见于《周礼 ·天官》：“炉之名始见于周

礼冢宰之属，宫人寝室中共炉炭。”从秦汉时
期就有了精美的青铜博山炉。在宋代中国
瓷器进入第一次高峰后，官、哥、定、汝、柴五
大名窑制作的香炉，成了精妙绝伦的绝世珍
品。随后明代宣德年间，利用真腊（今柬埔
寨）所进贡的“风磨铜”，糅合了金银等贵金属
精心铸造的“大明宣德炉”，更是风靡了神
州。古人对各种炉具，极为宠爱，一炉之雅，
置于案头，四季雍容。使用上也非常讲究，茶

席上品茶用茶炉，书案上阅读书写用文炉，琴
桌上抚琴用琴炉，闺房香席上用手炉，礼佛膜
拜用供炉。这些香炉，材质多样，有青铜、金
银、瓷玉、竹木、牙角等，且形制风格各异。
经年拥有的这些香炉，是陪伴我日常生

活的好友，每当捧起观赏，凝视这些仿佛有着
灵性的香炉，总会有一份静谧从容，神舒气朗
的心情相随。尤其在静夜，燃一炷沉香，随着
袅袅的香烟升起，思绪会不由地信马由缰，让
我时而想起履痕里曾经的深浅，沧桑里的薄
凉，寒冬里阳光的温暖，岁月曾经的馈赠，时
而又会感叹这世间的短暂与永恒。又或蓦然
回首，穿越岁月的风尘，感慨此生经历的起

伏，一次次的跌倒，一次次的奔跑，一个个的
憧憬，一段段的故事，让我唏嘘不已。
赏炉燃香，对我而言是一次享受生命的

过程，让身心沉淀在一缕浅香里，不由得会
气定神闲，寂静安然。此刻所有的情绪感觉
被清空，如一泓浅浅的清水，无我无物，无欲
无念，自得其乐。不禁感悟，原来生活不要
太复杂，一切只要简单就好。
看着这缕缕飘散的烟雾，它宁静淡然，

不问悲喜，不与人言，不事停驻。它一秒不
懈在燃烧，一刻不停在沉淀，不露痕迹，耐人
寻味。不经意间，我忽然有种按捺不住的联
想，人生何尝不是一炉香，有的人燃得急旺，
争名争利，玩权弄术，结果心疲力尽，香消火
灭。有的人则不急不缓，不求一举成名，一
夜富贵，而是默默求实奋进，随遇而安，那么
燃得无疑长久。
如今，我慢慢明白了过年点燃炉中香火，

通过缥缈不定的烟雾，与祖先沟通，不仅是感
恩追思，不忘自己从哪里来，更有慎终追远，
香火绵延之意。小小的香炉，不仅是人们精
神生活的用具，更是传承了几千年，有着博大

精深传统文化的神器。

周进琪

香炉的随想

七绝
寒柯卧雪待春妍，
碎碎琼花舞漫天。
梅报东风花信至，
惹得桃杏暗争先。

如梦令
昨夜北风吹面，
晨起银装初见。
六角吻香梅，
恰似含羞初恋。
惊羡，
惊羡，

闲引相思一片。

张文禄

诗词二首

十日谈
新年的清供

责编：吴南瑶

玉兔迎春
篆刻 华 远

兔毫扎笔写风流
篆刻 陈少峰

唯愿新年胜旧年
篆刻 朱欢笑

白菜谐音“百
财”，口彩好还风
雅。请读明日本栏。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
回到黄浦江畔，将保卫中
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
金会，并继续担任主席。
此后，由于揪心于上海各
个贫民区的穷苦孩子，她
与创作“三毛”系列漫画的
张乐平结下不
解之缘。
那时，宋

庆龄目睹不计
其数的贫困儿
童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看
在眼中，痛在心里。她经
考虑拿定主意：由中福会
出面，在上海筹建一些儿
童福利站。后来，随着局
势的动荡，中福会原有的
海外经济援助大部分被阻
断，而难以生存的穷苦孩
子却越来越多。鉴于张乐
平笔下那“圆鼻光头三根
毛，贫困凌辱一人扛”的
“三毛”已成为贫困儿童的
“代言人”，并产生震撼人
心的艺术魅力，她决定运
用其影响力，在上海创办
“三毛乐园会”，救助苦难
的流浪儿。
宋庆龄通过新闻媒

体公布“三毛乐园会”章
程，呼吁各界人士都来关
心“三毛”们，在社会上产
生很大反响。“三毛乐园
会”设于中福会机关所在
的上海林森中路（今淮海

中路）988号A，凡能每月
捐赠三块银元（一个孩子
每月基本生活费）救助一
名贫困儿童，可成为“三毛
乐园会”会员；每月能出资
救助五名贫困儿童，可成
为荣誉会员，所有出钱捐

物者都是“三毛”之友。
1949年1月下旬，宋

庆龄委托冯亦代和夫人
出面，诚邀张乐平一起举
办“三毛生活展览会”，为
“三毛乐园会”的救助工
作开展宣传、筹措经费。
张乐平闻讯马上应承，正
在病中的他仅隔数日就
拿出方案。宋庆龄看后挺
满意，及时答复在浙江嘉
兴疗养的张乐平。张乐平
很快抵沪，在一个月内精
心赶画了30幅“三毛”水彩
画，并特意设计一枚别致
的纪念徽章，还整理出一
批《三毛流浪记》和《三毛
从军记》原作。

1949年3月下旬，“三
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林
森中路（今淮海中路）一幢
弄堂房子里举行预展；接
着，又在外滩汇丰银行（旧
址，现为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礼堂向外国友人展
出。宋庆龄拨冗到场与参
观者见面，还特意把张乐
平请到身边与之亲切交
谈，一同接受记者采访。张
乐平曾回忆：“那天，宋庆龄
坐在我的旁边，她当时已年
近六十，看上去却不过四十
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仪态
大方，举止端庄。同外国
朋友谈话，讲一口流利的
英语。同我讲话，却是一
口道地的上海话。”

1949年4月4日，“三
毛生活展览会”在上海大
新公司（旧址，现为上海
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四楼
开幕。当天，张乐平在上
海《大公报》发表《我怎样
画三毛的——为“三毛义
展”写》，说：“孙夫人主办
的儿童福利会，为了救济
跟三毛同一命运的小朋
友们举办‘三毛义展’。
我抱歉我的作品还没有
成熟，特别是三十张彩色
义卖作品，都是在带病中

赶画的……”宋庆龄在百
忙中抽空，莅临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三毛从军
记》和《三毛流浪记》原作
300余幅，深深吸引大家；
那些用于义卖的“三毛”
水彩画，以及张乐平精心

设计的“三毛
乐园会”纪念
徽章和作者签
名的《三毛流
浪记》单行本，

均被踊跃认购。展览会
为期6天，展厅里观众如
潮，热闹非凡，共有40余
人捐款加入“三毛乐园
会”。展览会筹得的银元，
可维持千余名流浪儿生活
一个多月；又收到大量书
籍、文具、衣服、食品、药
物，可满足许多流浪儿生
活、学习之需。展览会圆
满结束后，宋庆龄写了一
封热情洋溢的信，对张乐
平表示感谢和勉励。
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先

前计划摄制根据张乐平同
名系列漫画改编的《三毛
流浪记》，因故未能正式启
动。宋庆龄亲自筹划“三
毛生活展览会”，无疑对该
片的拍摄具有促进作用。
1949年4月1日，《三毛流
浪记》在外滩开拍第一个
镜头；4月2日，上海《新民
报》晚刊报道：“昆仑的《三
毛流浪记》昨日起正式开
拍。主演三毛的王龙基，
是经过昆仑的编导者审慎
观察后才决定这一个具有
演技天才的孩子担任的。”
《三毛流浪记》作为新上海
第一部公映的国产电影，
曾随宋庆龄参加庆祝解放
的义演义卖慈善活动。

朱少伟

宋庆龄与“三毛生活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