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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茂芳，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
“女拖拉机手”肖像的原型人物之一，全
国“最美奋斗者”，今年90岁。她说：“我
从不后悔来到新疆，我们开荒种地，就是
为了建设祖国，为了给人们创造今天的
幸福生活。”这是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
10月8日记忆版《金茂芳：人生九十，历
经坎坷，一身荣光》的核心信息，这让已
有五年阅龄的小读者陶辰辰特别感动。
陶辰辰是上海市南洋中学预

初一班的宣传委员，在晚报多年
读者王圣春校长的热情鼓励下，
陶辰辰所在班的少先队中队被冠
名为“同舟共济”中队并举行主题
班会，共读夜光杯文章，致敬金茂
芳奶奶。主题班会前，陶辰辰和
其小伙伴叶紫辰（阅龄六年）最关
心的效果就是怎样让大家记住金
茂芳奶奶，她俩请我这位课外辅
导员出场直接解读夜光杯特稿。
在10月12日的主题班会上，

我首先向红领巾们致以节日的祝
贺，因为10月13日是我国第七十
四个少先队建队日。接着，我询
问是否都去过金茂大厦，异口同
声回答都去过。我呼应的是：你
们都是金色芳华正茂的年龄！大
家再回应：记住金茂芳奶奶啦！
不过，这批十一二岁的少先队员很

难想象一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我告诉他
们：在50年前，一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可
强啦！1973年暑假时我六岁，第一次有
了钱的概念：妈妈给了我四分钱，我买了
一根棒冰，后来又发现一分钱就能买到
我喜欢吃的一小包盐津枣（我数过有三
十粒呢）。当年，一元人民币可以采购到
四斤鸡蛋或者猪肉；不过，因为短缺经济

的社会背景还
得凭借蛋票和
肉票，我小时
候最初每周只
能吃到三个鸡蛋。上海是三十年前，才
率先在全国取消蛋票、肉票等票证。而
金茂芳奶奶使用拖拉机耕耘的是棉花高
产地，具体地方是新疆石河子；为后来取
消布票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学们都

知道棉花是纺织原料，自然就理
解了金奶奶奋斗青春的非凡意
义；而新疆棉花目前占全国总产
量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
再谈人民币的原料，我告诉

大家百分之九十五是棉花，主产
地之一就是石河子；百分之三是
木浆和竹子，还有百分之二则是
化学添加剂。这让同学们很吃
惊，原来没有金奶奶和那代援疆人
的杰出贡献，我们就没有充足的衣
服和人民币啊！所以，大家特别感
谢夜光杯这篇文章引发了新思
考。同为晚报多年读者的南洋中
学黄慧老师告诉我：她还将在自己
执教的道德与法治课堂上继续介
绍金茂芳奶奶和人民币的故事；晚
报一直是她备课的良师益友！
我把主题班会的情况和夜光

杯有关金茂芳奶奶的这篇特稿，传给了
远方的上海对口支援克拉玛依市（和石
河子同为北疆区域）前方指挥部。新一
代援疆人代表、总指挥董爱华了解后表
示十分感动，感谢新民晚报夜光杯对前
辈上海援疆者功勋事迹的精彩述说，让
正在奋斗着的自己这一代上海援疆干部
倍感温暖。董爱华希望：“同舟共济”中
队能够继续讲好上海援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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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长假刚过，刘永
翔教授发来一条微信，是刘师
为华东师大古籍所40周年庆
所拟的请柬。开首是：“岁登四
十，世称不惑之龄；功在千秋，
人励弥坚之志。今兹乃本所建成四
秩之年，际此辰良，喜吾业盛：出书
则缥缃充栋，育才则桃李盈庭。”
这张骈文请柬与30周年所庆

出自刘师手笔的请柬一样，对工语
切、饱含深情。写到建所的三位老
人时云：“入海思源，兴家念祖。首
勋何属，三老无惭。二贤则金已写
容，一老则玉犹韫椟。”“三老”，指的
是古籍所创所时期的著名学者徐震
堮、程俊英、周子美三位先生。徐、
程二先生分别担任第一任正、副所
长。古籍所30周年所庆时，曾为
“两贤”举办了铜像揭幕仪式。此次
40周年所庆，主事者特择子美先生
逝世25周年祭日举办活动，并筹办
“子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具见
饮水思源、不忘初祖之心。请柬这
样描述子美先生：“吾所吴兴周子美
延年先生，书海藏身，名场晦迹。熟
精流略，曾典嘉业堂之珍藏；乐育生
徒，继掌圣约翰之教席。搜乡邦之
文献，播才彦之辞章。自入吾庠，益
深其学。英才培植，委以传灯；善本
选遴，仗其识路。”写出了子美先生
淡泊的性格、学术的追求和他对古
籍整理的默默贡献。
捧读之下，作为古籍所的毕业

生和子美先生的弟子，回念师恩，我
一时百感交集。
一直觉得自己是华东师大古籍

所历届研究生中少有的幸运儿。
1986年春，我21岁，接到古籍所硕
士研究生的复试通知，从合肥赶到
上海，走进梦寐以求的华东师大。
住进师大招待所，同舍还有两位参
加数学系复试的同学，我们一起去
校园里走了一圈，丽娃河、夏雨岛、
丽虹桥的风光令人无限向往，大家
都下定决心要闯过复试这一关。
参加复试时，因子美先生年事已

高，委托助手严佐之教授主持面试，
试毕，严师问我平时有没有兴趣爱
好，我斗胆说喜欢写旧体诗词。严师
说：“那就拿几首来看看。”我至今还
记得，回到招待所后，就凭记忆抄写
了几首，去古籍所请办公室转呈严
师。这大概称得上是事后的“行卷”
吧。几个月后，我和那两位数学系同
学都如愿以偿。回想这段经历，少
日轻狂、少作荒唐如我者，竟能被古
籍所录取，真是幸运至极！自此便
幸运地入了子美先生的门下。
子美师为我指定《吴兔床研究》

作为毕业论文。1989年举行硕士
论文答辩。答辩前，严老师指导我

修改论文，不厌其烦，使我获
益实多。主持答辩的是82岁
高龄的潘景郑先生，子美师时
已93岁，精神矍铄，也亲临现
场。我完成论文概要陈述后，

潘先生以亲切的口吻说：“阚同学是
周先生的关门弟子啊！”我到门外静
候结果，严师走出来通知我：“宁辉，
你的论文通过了！”子美师和潘景郑
先生是版本目录学界的耆宿，对我
这个孙子辈的后学小子而言，能在
初窥门径时得到两位的接纳和提
携，这份“久沾夏雨，曾坐春风”的幸
运和机缘，足令我感念一生。
这份幸运和机缘，在我毕业后

还一直绵延不断。古籍所首届毕业
生中，刘永翔、严佐之、朱杰人、李伟
国、吴格先生等已经在国内古籍整
理或古籍出版领域卓然名家，20多
年来，我有幸见证由他们主持的一
个又一个重要学术成果的问世。近
日，所长方笑一教授告诉我，40年
间，华东师大古籍所先后培养了
200多位硕博士，其中许多人都是
国内高校、学术机构和出版社的中
坚力量。“际此辰良，喜吾业盛：出书
则缥缃充栋，育才则桃李盈庭”，面对
这样一番令人欢欣鼓舞的壮景伟观，
我不揣谫陋，喜集前人诗句为贺：
大道若康庄（明何吾驺），好与

风骚搜累代（清查慎行）；
老怀如子美（宋王十朋），遂令

星斗满中原（明欧大任）。

阚宁辉

又收到一张请柬

中国是茶的故乡，烟雨江南是绿茶
的天下，更有诗歌葳蕤。浙江松阳有千
年茶史，茶诗、茶联举目皆是；谷雨时
节，山坡上茶树边人影绰绰；听茶农絮
叨一芽一叶最佳、一芽二叶亦优，一斤
银毫7万芽；再联想那些孕育千年茶香
茶韵的经典名句，感受这片土地的深厚
与温润。
公元780年，48岁的中唐诗人戴叔

伦赴任浙江东阳县令途经松阳；沿途风
景“广谷大川，足征灵淑，名山伟泽，壮
观东南”，让他连连赞叹。经横山寺时
驻足探访，请饮一口。寺庙住持奉上松
阳茶，顿觉茶味醇正、齿颊留香；细细品
后就吟诗：“偶入横山寺，湖山景最幽。
露涵松翠湿，风涌浪花浮。老衲供茶
碗，斜阳送客舟。自缘归思促，不得更
迟留。”奈何日已西斜，只得匆匆启程。
1200余年后再读，仍能感觉透过纸背的
酽酽茶香和几许遗憾。
松阳县西部有座西屏山，拾级而上

至180余米山顶俯瞰，四周静谧满目苍
翠；虽山下机关学校住宅鳞次栉比，但
千百年前的清静幽雅犹在，以往“松阳
十景”之一的“凌霄咸翠”景色不减；当
年在此修炼的祖谦禅师与北宋著名诗
人苏东坡的交往更成一段佳话。“道人
晓 出 南 屏
山，来试点
茶三昧手。
忽惊午盏兔
毛斑，打作
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
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要使老谦
名不朽。”就是东坡先生欣赏技艺高超
的祖谦禅师精湛“斗茶”后甚为惊叹，为
之赋诗。孰知鹅儿酒、天台乳花、玉川
风腋皆是当时高档佳酿，上乘享受。以
后修整西屏山白鹤殿，发现勒有东坡先
生这首诗的一处石碑。而最能炫耀“松
阳银毫”品质的就是那两句“天台乳花
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

千余年前，松阳女子张玉娘就有诗
曰：“书静春偏远，诗成与转赊。看山凭
书阁，问竹过遴家。摘翠间惊鸟，烧烟晓
煮茶。无端双蛱蝶，远袖错寻花。”读罢
恍见晨雾、炊烟、诗意、书香、春景、鲜
花、雀鸟……在一缕飘逸茶香中灵动呈

现。在官塘
街5号“张玉
娘诗文馆”
可凭吊这位
与李清照同

时代的宋代女词家，并沿着庭院里88块
诗词石碑进入展厅参观她的诗词作品、造
诣生平；默诵“争如取水陶承旨，茗碗清
新与味高”“茗鼎香分小凤团，雪浪不须
除酒病”等诗句，无一“茶”字却无不渗透
茶艺、茶品、茶经，怎是一个“妙”字了得？
饮茶、品茶是寻常松阳人家的生活

必需。沸水冲泡好茶，茶叶形色大变；
有的芽叶成朵，在水中亭亭玉立婀娜多
姿；有的芽头肥壮芽叶上下沉浮，犹如

旗枪林立；其中可品觅生活真味、世间
之妙的万种风情。明代贡生詹嘉卿为
之写道：“空厨竹畔无烟火，细和茶声有
竹鸡”，满是悠闲田园生活气息；而清代
乡贤周圣教的“汲水煮茶气味清，一饮
人疑有仙骨”，更有飘然欲仙的感觉。
说到松阳茶，当然要说交往唐朝五位皇
帝的传奇道士叶法善，他在卯山手植数
十棵茶树，精心育成“仙茶”；在105岁的
生命中一以贯之地推荐，使松阳茶能入
朝廷之中，得到众多朝中要员赏识和认
可，并成多年贡品。如此才有绵绵不绝
的松阳茶诗。
松阳，素有“江南秘境”之称，松阳

茶诗中还有多少故事会延续几多新诗
篇，且饮一口茶后，慢慢品。

陈茂生

松阳茶诗读不尽

今年教师节前，我意外地收到了“文化和旅游部艺
术发展中心”杨老师发来的微信。她说11日部里有个
会，希望我能参加。
那天下午，我打开手机进入视频会议的界面。会

议由文旅部艺术司的黄副司长主持。他说两年前，由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少工委联合组织的“童心向未来
——当代少儿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已征集到1250多
首歌词作品，
经过多轮筛
选，创作和修
改，“用心写给
孩子们”的歌
已陆续在“学习强国”和“中国艺术头条”亮相。今天请
16首入选歌曲的词曲作者，一起开一个歌曲推广的
MV录制会。
担任过总政歌舞团团长、为《走进新时代》《江山》

《天路》等作曲的印青，以及三届春晚美术设计师吕大
庆老师，和大家进行了录制方面的交流，并请大家谈谈
自己的创作。
我退休前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工作。我在创作过

程中，联想到工作中接触过的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如五
天夏令营，有的孩子就带了五套换洗衣服。夏令营结
束，孩子就把五天穿的内衣内裤连同袜子扔给家长，缺
乏生活自理能力。
我还想到一名山区女孩，四岁起，爸爸妈妈就外出

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爷爷需要照顾，她一早
起来就得割猪草，做猪食喂猪；还得给爷爷和自己做早
饭，准备中饭……就是这样一个“苦”孩子，学习成绩和
品行都很好。到了高年级，她被推荐申报并获得了宋
庆龄奖学金。所以，我有感而发写下童谣《小猴子，穿
衣扣扣子》：“小猴子，穿衣扣扣子，扣好扣子瞧一瞧，样

子真好笑。一边长，一边
短，肯定扣错了。小猴子，
搔搔脑，哪里扣错了？小
猴子，你瞧瞧，第一粒就扣
错了，一粒扣错粒粒错，千
万要记牢”。这次主办方
根据需要把歌名改为《小
宝贝扣扣子》，并请青年作
曲家亢竹青谱曲，听了感
到有趣、好听，大家都很满
意。
今年是宋庆龄创办的

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建宫
70周年。这些年来，不知
有多少小朋友到少年宫参
加红领巾入队仪式，在雷
锋叔叔和刘胡兰的塑像前
戴上了红领巾，走“勇敢者
道路”，这些对孩子们走好
人生第一步都有帮助。全
国有那么多长辈在努力工
作着，陪伴小朋友们度过
快乐、难忘的金色童年！

潘与庆

写给孩子们的歌
东海瀛洲，水拍岸，紫

云飞渡。
伫堤岸，秋涛薄雾，苇

萧风故。
世事如烟栖暮色，功

名踏浪归何处？
醉山河，家国尚安康，

情无负。

长滩远，多歧路，
观潮汐，波涛悟。
蟹背飞红练，澄江微

步
斜照过江鸥鹭竞，红

霞满目挥新赋
归去来，风景独行吟，

应无住。

邓 名

满江红

崇明东滩

责编：刘 芳

元朝初年的某段时
日，面对无论如何追怀都
说不尽的故人故国，遗民
词人周密开始编选《绝妙
好词》。周密，字公谨，是
一位妙解音律的本色词
人，他号草窗，与吴文英
（号梦窗）并称“二窗”。

周密以门荫进入官
场，仕途不显，却成为两浙
文化圈的核心，这在文学
与文化水平之外，还与两
个婚姻有关。一是周密父
亲周晋的婚姻，周晋娶了
参知政事章良能的女儿，
于是周密就有一个高官外
祖，告诉他种种名人轶闻
和朝野掌故。另一个就是
周密自己的婚姻，他娶了
杨伯嵓的女儿，岳丈本身
是中兴名将杨沂中的曾
孙。周密不仅获得了稳定
的饭票，也在军功贵戚交
游圈中有了一席之地。
但随着元军挥师南

下，南宋国势日蹙，周密悠
游萧闲的好岁月到了头。
他拒不仕元，在妻族的庇
护与资助下开始著述。
《绝妙好词》选132家

词人，词
391阕 ，
今 佚 6

阕，残 1

阕，起自
张孝祥，终于仇远，大体以
时间先后为序，最鲜明的
特征是风格划一——不论
词人是恢复志士、理学名
宿还是宋金高官显宦，选
词以风雅典丽为楷式。即
便以窾坎镗鞳之音为世人
熟知的辛弃疾，也依例呈
现出蕴藉委婉的面貌。这
自然不是南宋词坛原生态
面貌，而是周密词学观念、
遗民心态互相作用的结果。
除了名臣、大儒之外，

周密也选录了很多声名不
显的词人。上至宗室，下
到游士，这些仕宦并不显
达的词人多是江南文学集
会的参与者，换言之，是周
密倾慕的前辈、同龄友人
与看重的少年郎，如李彭
老、李莱老、施岳等人，如
果没有《绝妙好词》，可能
便永久地湮灭不闻，故而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
此书说：“宋人词集，今多
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
见于世，灵玑碎玉，皆赖此
以存。”
《绝妙好词》是词家周

密精心编选的南宋词集，

虽然他并未全面、公正地
呈现南宋词坛面貌，只是
想留下故国词坛风雅的余
响，护持住词人同道生命
与歌唱的痕迹，但偏至的
选录也正是其价值所在
——保存江南词人文献、
勾勒雅词传承谱系、展现
词学思想宗旨。
列入“国学典藏丛书”

的《绝妙好词》由复旦大学
教师赵惠俊整理点校，选
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查氏
澹宜书屋刻本《绝妙好词
笺》为底本，除查为仁、厉
鹗笺外，也抄录更早的项
絪笺疏，校勘精心，资料丰
富翔实，乃便于普通爱好
者和一般研究者吟味的南
宋一代本色典雅词。

彭 华

《绝妙好词》妙在何处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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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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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是一个适
宜发呆的好地方，它
的迷人之处，都被收
藏在最为日常的风
景里。明请看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