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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虹桥机场驱往奉贤
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带
着期盼前来，便见阔达的
新城区域有处新建筑，恍
若一艘大船缓缓驶入眼
帘。精致的船体略呈倾斜
状，边缘线条均为光滑弧
度，恍若来自天外。那略
微上仰的船头，与一泓碧
水深情相吻，舷侧廊柱，纤
巧如弦，随风奏鸣。这就
是国内首座森林剧院——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由
法国建筑师何斐德设计。
在九棵树交响乐团周

铿团长引领下，我走进了
这座建筑群。顺着他的指
引，我看见了窗外有九棵
大树排列成阵，迎风而
立。周团长告诉我那是活
的雕塑，将奉贤人的概念
衍化为当代神话。
著名钢琴教育家、活

动家周铿教授，如今当上
了九棵树交响乐团的首任
团长。上海已经拥有三支
职业化交响乐团，这支一
年前迈上职业道路的交响
乐团，等于高开高走，成为
上海交响乐阵容里的第四
支新军。
次日下午，我有幸欣

赏了演出。演出前，在多
功能厅云集了一批上海音
乐界的高朋，前来出席九
棵树交响乐团的艺委会成
立大会。在诸多元老级音
乐家中，陈燮阳虽已八十

有四，步履仍然轻盈地上
台为九棵树的音乐总监洪
毅全颁发聘书。两代指挥
家发不同青，却同样的春
风拂面。

第一次目睹洪毅全站
在指挥台上，面对这些从
世界各地选拔来的年轻乐
手。一架钢琴虽然遮住了
他的背部，却无法遮挡他
的指挥风采。那种形神兼
备的成熟与稳健，让乐队
与独奏家在贝多芬《c小
调第三钢琴协奏曲》间突
显开来。乐队奏出的那段
长长的引奏，有着迷人的
缭绕，为钢琴演奏铺垫了
一个很好的开端。担任钢
琴独奏的是来自上海音乐
学院的秦云轶，汤蓓华教
授一手带出来获哈恩大奖
的女弟子。我曾为她在西
班牙哈恩获奖撰写了乐
评。16岁的少女，经过四
轮与各国众多高手角逐，
力挫群雄，斩获冠军，全球
最大的唱片公司拿索斯与
她签订了合约并邀请她在
西班牙巡回演出。一晃十
多年过去，看上去她竟一
点没有变，似乎还停留在
少女时代。还是那种轻柔
的触键，指尖下荡起的是

涟漪而不是风暴。我尤其
喜欢第二乐章的缓板，她
以和弦奏出的旋律带有圣
歌味道。如同吴侬软语，
那份呢喃气息，甚至让我

嗅出了莫扎特的味道。下
半场是贝多芬《降E大调
第三交响曲“英雄”》，让洪
毅全和他的乐队大放异
彩，将一支职业化交响乐
团的潜能极有说服力地展
现开来，掀起了掌声狂澜。
我喜欢将一种演出后

的观众情绪喻作江河之
水。其实，更多的时候，江
河之水是处在安静的状
态。即便流动你也不大能
够看出来。我住的酒店附
近有一条大河，晨起散步
时，从一位老人那里打听
到这是运河。老人告诉我
历史上这里是一个典型的
江南水乡古镇。我搞不大
清楚上海语系中水流的那
么多叫法：泾、河、浜、浦
等，只知道泾往往是南北
流向的，在这里称横泾。
老人说这条横泾向北一直
延伸到吴淞江，形成了建
筑与人共生的水乡生活模
式。怀旧的河流，让老人
的回忆成了如歌的行板。
运河人行道很宽很

长，走下去神清气爽。有一
组商业区建筑吸引了我。
这是一组“可阅读的建筑”，
移步而去见到三个醒目大
字“传悦坊”，石刻雕塑状立
于小广场上。建筑物的主
题十分鲜明，框架有着书籍
堆起的效果，露台、连廊、架
空走廊、檐廊、挑廊，多种空
间使用的材料，也有着纸的
质感。在二楼一眼瞥见“江
南书局”四个大字。室内是
原色的装饰，靠里面的一个
区域是亲子读书区，一对母
子在读书，令我惊讶的是两
岁的孩子独自翻绘本，母亲
却在看另一本书。不管小
家伙是否读得懂文字，这份
安静，吻合了江南气质。
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

与传悦坊都是外国建筑师
设计的，令人欣慰的是这
些建筑既尊重沿袭了水乡
风情和文脉，又有新的突
破与创造，不再是古人的
小桥流水、小情小调，而是
大江浩荡般的大建筑、大
格局、大手笔。对于奉贤
而言，最具期待的，还是曾
经设计了迪拜“棕榈岛”的
建筑大师拉瑞 ·奚伯斯设
计的“上海之鱼”。这条大
鱼将游出惊世骇俗的交
响：凝固的生态音乐造型。
由此我理解了九棵树

何以叫“未来艺术中心”，
未来，是奉贤人的期许，也
是奉贤人的胸襟吧。

刘元举

九棵树随想曲

1985年，我所在的朵云轩书画社，
集能工巧匠40余人，历时五年，以木版
水印手工复制了明代《十竹斋书画
谱》。此书参加了莱比锡书展，并一举
获得了书籍设计的最高奖：国家大奖。
从此，莱比锡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3年，因为两德统一，我们与莱
比锡的联系已中断十余年。此时，上海
正在提出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在孙
颙局长的支持下，我们下决心去莱比锡
探路，重续关系。这就有了袁银昌、王
莳俊两位先生前往德国，他们见到了后
来对我们支持很大的德国图书艺术基
金会主席乌塔，她也是一位书籍设计
家。
又经过联系，德方确定上海代表中

国组织“中国最美的书”评选以及参与
莱比锡书展。两德统一以后，创始于
1963年的“世界最美的书”成了一个全
球性的品牌，每年4月在莱比锡书展展
出各国最美的书，同时颁发“世界最美
的书”奖牌。这是全球书籍设计领域的
最高荣誉，共设金页奖、金奖、银奖、铜
奖以及荣誉奖14项。全球每年出书品
种数以百万计，得一莱比锡的奖，确是

一位设计师终身的荣耀。
2003年秋天，我局举办了首次专家

评选，共评出“中国最美的书”16本（以
后由于我国年出书品种超过20万种，又
先后增加到20本直至现在的25本），送
往莱比锡参评。由于时隔多年，与国际
书籍设计界交往不多，不知道我国的水
准如何。所以，对获奖有期盼却又不敢
抱希望，心中矛盾着哩！
不想到

了 次 年 春
天，从德国
传来喜讯，
中国的《梅
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一书得了唯一
金奖。向孙局长一报告，决定立即组织
上海设计师代表团前往。代表团共8

人，我任团长，陶雪华老师任顾问，很快
办妥手续并启程。
代表团在莱比锡受到了热烈的欢

迎。我们访问了古老的莱比锡大学，它
有600多年的历史。它的设计学院非常
棒，放着很多古老的排版机、印刷机，院
长介绍说，他们很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
培养。又参观了悠久的莱比锡图书馆，

亲眼看到了羊皮书、珍稀的《谷腾堡圣
经》。当然，最为激动人心的还是在莱
比锡书展出席“世界最美的书”颁奖典
礼。典礼现场一点也不奢华，就设在各
国最美的书的展区。我们高兴地看到
中国的展台，每个人都在前面留了影，
因为这毕竟是零的突破。
颁奖仪式由乌塔主席主持，莱比锡

的官员到场颁奖，我代表中国接受了金
奖的证书及
奖章。这是
难以忘怀的
一刻，这不
只是设计师

和我的光荣，也标志着中国重新登上世
界书籍设计界的舞台。
预定的行程中当晚为中国代表团

获奖举办庆祝宴，对此大家也有期待。
书展闭幕后中德设计界人士及乌塔主
席一起走进一家西餐店，啊，它是那么
的小、那么的普通！但几天的劳顿加上
获奖的高兴使我们忘记了眼前的一切，
坐下后大家尽兴地喝起德国啤酒，宾主
相谈甚欢。宴会结束，德方让我们按
AA制付餐费，我们愣了好久，才醒过

来，这是多么实在的德国文化！
莱比锡书展规模很大，展厅极其漂

亮，每天进出看书收获很大。一天，我
向乌塔主席提出，希望将“世界最美的
书”借到上海展览一次，但她说已答应
借给另一个国家了，最近没有可能性。
不想回到上海不久，收到了喜讯，那个
国家碰到困难，退出了展览。这样，我
们很意外地得到了一次机会。

2004年秋天，190余种“世界最美的
书”来到上海刘海粟美术馆，杨晓渡副
市长和乌塔主席出席了开幕式，展览吸
引了1.8万人前来参观。从此，“中国最
美的书”渐成文化走出去的知名品牌，
很多设计师由此走向了国际。
时光匆匆，我们迄今已评出“中国

最美的书”446种，获“世界最美的书”23
种。今年秋天，我们将迎来第20届评
选，沉甸甸的果实预示着中国出版的艺
术丰收！

祝君波

莱比锡与“最美的书”

一直以来，无招胜有招的新派武侠
小说，小说中负剑走天下的剑客，是我心
向之、神往之的梦里依稀。我把阅读小
说作为放松的手段，即使在全国象棋个
人赛和五羊杯战酣斗之时。有一年，在
广州举行的五羊杯比赛中，在为时十天
里，我看了不少于八本武侠小说。
我读小说，是有所选择的：我比较偏

爱武侠小说。
丁旭光的小说里，尽管有武侠的成

分，但不能算是武侠小说，准确一
点说，丁旭光的小说，是文侠和棋
侠小说。早在1993年，丁旭光就
在长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
长篇棋侠小说《寒江独钓》。《寒江
独钓》在正式出版前，在上海的《体
育导报》上连载了半年之久。因为
小说中多有象棋的元素，作为一名
棋手，自然引起了我的关注。时隔
多年，当我得知他花了六年时间，
完成了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
《烟雨秦淮》时，如二十多年前一
样，又引起了我的关注。
丁旭光几乎是在写我传记的

同时，完成了长篇小说《烟雨秦淮》
的修改。
童年情结，几乎影响了丁旭光

的一生。
距他家不远处，是上海市文史馆馆

员、象棋国手窦国柱的栖息之地。大概
在他八九岁的时候，每天晚上，他都猫一
般地窜到窦先生家门前那盏昏黄的路灯
下，或者在窦先生的家里，看窦先生弈棋
和讲棋。因耳濡目染了车马纵横的妙
趣，久而久之，他成了一名业余高手：曾
两次获得上海市机关运动会象棋个人冠
军，时有佳作问世，他中局时弃马弃车力
战而胜名家刘彬如的对局，被收进由我
主编的《上海象棋》杂志中。

2017年冬，在由中国象棋协会主办
的全国象棋邀请赛上，他以三胜六和的
不败战绩，获得第七名，从而成为第272

位中国棋协大师。从浙江丽水回来的第
二天，丁旭光来新落成的上海棋院采访
我并向我报喜。我祝贺他成了华人作家
中的第一位中国棋协大师。他说是沾了

我的仙气。他说这一次，
他先行获胜关键的一盘
棋，采用了我1999年发表
在《上海象棋》杂志上的一
个研究成果——过宫炮对
中炮。
丁旭光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棋手，

研棋打谱，成了他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尽管，社会已发展到了多元化时
代，然而多元化带来的种种诱惑，仍然无

法使他割舍象棋艺术。对于弘扬
棋文化，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
感。丁旭光对橘中雅戏常有神悟，
由此生发开来，便构成了他对棋文
化、对传统文化的独特理解。2004

年，应上海百家出版社之邀，他还
编写了一本象棋文化与技战术的
专著《橘中雅戏》，其时，我应邀特
为作序。三十多岁时，丁旭光开始
写小说。他也没想到，棋艺生涯后
来竟成了一种生活积淀，成为他小
说中的描写之物、事件甚至是题
材，也因此有了他意在抒发对刚毅
坚韧棋客渴慕的一系列棋文化中
短篇小说《黑黑白白》《独坐黄昏》
《血色棋坛》等。棋，作为一个具有
象征意义的意象，代表了丁旭光小

说热衷的取材对象和美学理想。中国的
围棋与象棋，寄寓着黑白、阴阳、动静、刚
柔相克的大道，聚焦了人生的无限智慧，
是中国古代文人智性才情的一种表现形
态。丁旭光爱棋，也喜欢写棋。他的小
说，有很多是取材于棋坛轶事，掺杂了不
少象棋元素。作者的主旨是十分明显
的：透过小小棋枰，窥看历史文化。在这
里，棋子也不再是孤立、无生命的物体，
而成了与人生命运、天地至理、宇宙大美
和谐于一体的符号。
丁旭光在看棋谱时，脑子里就是一

盘棋：车马炮进退有据，将士相布防严
密。排兵布阵，从容有序。有时候，棋局
就演变成了小说的布局，其结构的新奇
和严谨，一如兵家之奇谋，常常是意料之
外，情理之中。正因为此，丁旭光的小
说，也就倍显空灵和神秘。
（本文为丁旭光著《烟雨秦淮》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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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和友
人去了一趟东
山灵源寺，一
处与杭州灵隐
寺同时期的古
刹。
这两年开始重修，一

棵1800年的罗汉松居然
茂盛地复活了。因为古寺
处于太湖的僻处，来往的
人并不多。这倒使得山寺
周围的空地上长出了各种
野菜和果树。
友人在荒地里突然像

是发现了宝贝似的，野葱
呵！是的，一种长叶像香
葱、根系却如蒜头似的植
物，有的单株，有的则是一

簇簇地成群
结队，石头缝
里都是。友
人一边拔一
边说，这种野

葱炒鸡蛋是极其香的。还
说要拔一些移植在院子
里，这样就可以经常吃到
香葱了。寺庙师傅见我们
喜欢蔬菜，就在临别时给
我们备好了新鲜的菜薹。
菜薹是小青菜变“老”

后，从中间抽出的梗，但是
特别鲜嫩多汁。无论是清
炒、蒜香或是烧咸肉都是
很相宜的。
野葱拿回来，顿时满

屋子都是那种野生的异
香，一部分种在院子里，一
部分泡在水里。择干净
后，斩碎，打上鸡蛋搅和匀
了，加上盐水，再继续拌
匀。上油锅文火炒至蛋色
金黄、野葱碧绿，清香扑鼻
而来。
菜薹切成小段，不论

枝叶与花，过两遍清水，沥
干。油锅烧热，倒入菜薹，
滚油炒，颠锅要勤，尤其是
大火出，稍微滚几下，马上
出锅，装盘。青碧如翡翠，
散发着仙气儿。马上晒在
朋友圈，老饕陈新先生说，
菜薹，苏州人叫“菜尖”，正
值时令。好吧，尝尝看。
妻子说，香，而且甜丝丝
的。

王 道

尝鲜

责编：郭 影

“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走在春天
路上，吹面不寒的杨柳
风，牵来一路芬芳，装点
江南崭新的渡口。
走在春天路上，阳光

是温暖的，心思是柔软的，
日子是青翠的，生命是多
彩的。“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匀。”走在
春天路上，绿芽展开翅
膀，海棠枝头染香，春雨
落笔缠绵，写意春之诗行。
走在春天路上，看春

雨如绢如丝：“天街小雨润
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小草忙着返青，河水泛着
嫩绿。走在春天路上，“兰
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
来上滩。”世间所有生机勃
发的想象，已在万物竞自
由的春天舞台“粉墨登

场”。谁在浩荡春水间摇
一叶乌篷船，那些长长短
短的田山歌，随思绪起
伏，于淀山湖畔寄梦？谁
在如梦烟雨中撑一把油
纸伞，在湿哒哒的青石板
上，酝酿诗意缠绵的雨
巷，牵来丁香芬芳？
每一个春天都是一

场万紫千红的盛宴：百花
盛开，蝶舞蜂飞；山海多
彩，时光绚烂。每一个春
天，更是一场万物奔赴的
加速：春光生暖，春潮奔
涌。如果说早春二月唤醒
生命的觉悟，那么烟花三
月，则彰显出春天的蓬勃
生机。一曲清音流连春光
无限的林间，一阕新词跟
随岁月光影坚定前行。
走在春天路上，可听

飞鸟轻歌，可看花蕊叠

香，可闻琴瑟合奏。可以
安静地等一树青翠的枝
头，摇曳舒缓的炊烟。
时光不言，任由春风

浩荡，一路高歌，阡陌之上
亮相鲜衣怒马。岁月不
语，轻许绢雨缠绵如丝，灯
火阑珊处自有婉约芳韵。
走在春天路上，我以

松花酿酒，你用春水煎茶，
一年最为新鲜的春味里，深
藏着江南的夙愿和期许！
春风传信，花开有香。

世间万物的情绪，皆于春
天酝酿。走在春天路上，你
我皆为春天一株闪亮的植
物，沿着春光指引的方向，
生机勃勃，拔节生长！

戴薇薇走在春天路上

武松打店 （设色纸本）朱 刚

十字坡店闹误会
武松夜斗孙二娘

过去是家徒四
壁，现在是四壁皆
书，家里已难以多
放一个书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