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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我的“六一”

亲戚叮
嘱，走楼梯
当心点哦，
这里比淮海
坊楼梯还要
陡和窄。仨
人凭脚感一步一步往上。
眼前突然闪了一盏白炽
灯，也不亮，刚好晕染楼梯
尽头转弯角。转弯角亭子
间门开着，藏青中山装老
头转身招呼我们。哦，就
是亲戚口中的正宗红帮裁
缝老法师。据说请他做西
装的人排队等。一张大台
子，靠墙堆了面料，熨斗置
一角，缲边机另放小台子，
墙上一长条搁板当然挤着
一包包面料，躬身的老师
傅拨开桌上摊开的料子，
接待我们。
七十岁左右了，脸方

笃笃，点头微笑都
是慢慢的。拉过一
根软尺，给外子量
尺寸。笃悠悠，一
个尺寸量好，圆珠
笔小本子上记一笔，纹丝
不乱，脑子煞清。边上亲
戚还跟他讲讲闲话，他手
里不停，嘴上略接几句宁
波口音上海话，不热络，也
不敷衍。摸摸我们带过去
的面料，全毛深灰牙签条，
灰褐隐条全毛花呢。我讲
去老介福买的，老师傅侬
觉得做三件套还可以 ？
好咯好咯，老介福的料子，
好咯。在亭子间里待的时
间不长，老师傅晚饭还没
吃，定了试样的辰光，我们
就告辞了。我转头望望满

架的面料，看看躬身白发
的老师傅，卡其布藏青中
山装，洗得泛白，前襟处点
点油渍。再会哦再会。老
师傅在亭子间门口挥了
挥手。
试装，定样，两套西装

做得合身挺括，圆角两粒
扣，西裤前裤片加半衬，做
工细致，尤其见功夫的肩
袖处刚刚好，助人一臂挺
拔之气，收腰处亦如是，这
是西装做工的细微真章，
绝对好手势。不过这个时
候西装用的还是那种黑炭
衬的衣衬，挺括是挺括的，

提在手里分量不
轻，且这样的西装
比较适合正规场
合，若是日常穿，显
得有点太板正了。

要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
后期，男式西装开始少用
黑炭衬，改用比较轻薄的
衬，夹里也不一定是俗称
羽纱的，而是改为略微轻
薄点的美丽绸，这样的西
装看上去既线条修劲又不
过度厚重，比较摩登一点，
不那么用力过度。何况还
进来了诸如比尔卡丹的西
装，只是不少人袖口的商
标不舍得拆掉。1990年
那年在红帮裁缝家做的三
件套其实穿的机会不多，
再后来休闲风起，夹克衫

牛仔裤更
方便，三件
套大多数
束之高阁，
每 年 还 得
晒晒，这些

年断舍离只保留了背心，
其余皆处理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倒

还记得那位老师傅。实在
不太像江湖传说中的红帮
裁缝如何精明，眼光犀利，
不过是藏身亭子间勤勉做
生意的老法师。一台缝纫
机，一把剪刀，一个顶针
箍，一块划线粉，一只熨
斗，一把用得油光光的老
尺，白天做，夜里做，赚的
都是辛苦铜钿。说起来，
红帮裁缝在上海滩是大有
口碑的。网上搜搜，词条
下洋洋洒洒一长段。“中国
第一套西装，中国第一套
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
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
家西服工艺学校”，这五个
第一使红帮裁缝被专门写
进了中国服装史。远的不
说，1990年代的上海做西
服男装去培罗蒙，女装认
鸿翔，承传着红帮裁缝的
传统，是南京路上响当当
的牌子。当年我没穿过婚
纱，倒是去鸿翔定做了一
套乳白色全毛华达呢西装
套裙，青果领上衣，后开衩
及膝一步裙，犹记得试样
时觉得整个人都高了一
寸，青果领线条大气，肩袖
和腰身挺秀流丽，一步裙
恰当好处的裙摆略收，鸿
翔的师傅用小针这里别掉
一点那里掐去几毫米，让
人觉得身体是那么值得好
好认真地对待，身体和衣
服可以如此进退得当。当
然，200元的工价在当时
算来是不菲的，毕竟工资
只有一两百元的，不过人
生大事也值得认真对待一
下。年轻时不免虚荣，好
看的衣服怎么着也得多见
见光，明知一套白西装行
旅不太合适，但1991年春
第一次坐飞机去汕头还是
携了白西装，参观工厂穿
之；转道去厦门，鼓浪屿
沙滩走一走穿之。后来
想想真是可笑，但那时欢
喜呀，如今倒也不再笑话
自己了，不可复制的年轻
和欢喜，管什么旅游合适
不合适呢。
当然，好裁缝也不一

定非得红帮不红帮的，我

从大学始至今与裁缝陆陆
续续打过不少交道，本地
的，江苏来沪的；从服装厂
退休的，从小学生意出来
的，数数也有八九个了吧，
男女皆有。大致感觉老裁
缝做工扎实，但式样较为
传统，若想新式点，最好给
他样子，他还是能基本复
原出来。年轻点的呢，能
接受时尚信息，给他看看
服装杂志，能拷贝得大致
不走样。接触过的几位裁
缝还都会做中式装，尤其
那位四十岁不到的，做工
细致，各种盘扣，还引入
西式工艺。借了间衡山
路一幢老公寓底楼的小
房子，室内陈旧暗淡，却
为不少上海女子翻出精
致行头。可惜后来听说他
回江苏乡下去了，孩子大
了，家事增多。至今我还
留着他做的中装。
如今沪上裁缝是越来

越少了，请裁缝做衣服的
也少了。时代变了，那种
先精心挑选面料，想象式
样，觅好裁缝，量体裁衣，
上门取衣，这样的且高兴
且费心力的体验是依稀
了。这中间一环扣一环，
若结果略有小不称心，也
是留点遗憾的，确实不如
买成衣方便爽利。不过，

仔细回想，过程中也皴染
不少想象和人情。各式各
样的裁缝，连接着大上海
和小乡镇，却在领间袖里
得到衔接。熟悉的一位老
裁缝前几年中风了，在江
苏老家疗养了三四个月，
老裁缝由家人陪伴来沪，
约了老客户取回或料子或
成衣。坐在轮椅上，看着
那间除了工作台缝纫机，
将将两个身档转圜的小
屋，二三十年啊，壮年而老
年的老裁缝突然放声大

哭，手抖个不停。这么多
年手脚并用，挣出一家子
生活，如今再也无法细细
剪密密缝了。
裁缝的故事，似一曲

手工业的挽歌。转行的，
去世的，患病的，还在坚守
的，有些得做另一份工，否
则一台缝纫机养家糊口也
是难了。机器生产确有胜
过手工之处，但也时常看
到以老法师为服装精品店
的招牌。说来，再好的设
计，裁和缝，方成。

龚 静

红帮裁缝的亭子间

前几天，一位老将军捎给我一
摞煎饼。老将军离开故乡多年，一
见煎饼眼睛就放光。我在山东工作
多年，游逛在齐鲁大地，各地煎饼的
差异很大。最钟情的不是当下故乡
人喜欢吃的全麦子煎饼，而是白皙
如纸的地瓜干煎饼。这煎饼，坚硬
似铁，食之甘甜，如高粱饴。有一
年，故乡的学生让他母亲专门烙了
地瓜干煎饼，一触及那煎饼，犹如摸
着故友的手掌，温暖感瞬时而生。
吃一个煎饼，想一想童年，真美。连
吃好几个，终于打了饱嗝，当然，还
有黑酱与大葱佐餐。
还有一种咸菜，故乡产的，最

咸。用“辣疙瘩”先在冬天里暴晒，
等其蜷缩成一团皱纹，开春时节，倒
入大锅，烧火猛炖。出味时，一家烀
咸菜，满村飘奇香。这种咸菜，绵软
有咸劲，出力大汉最喜欢，患痨病的
老年人不宜。我喜欢吃这样的咸
菜，有一年冬天回故乡，连卷三个煎
饼，个个皆有瓷实的“烀咸菜”在里
面，回京后诱发脑中风，差一点丢了
性命。医生说，高血压病人不宜多
吃盐。但那黑乎乎腊肉一样的咸

菜，还是要多看两眼。有亲友从兰
陵邮寄来咸菜，伊大多送人。我深
情地看着那咸菜，过过眼瘾，也只好
如此了。
说来神奇，一个人走不出餐桌

上的故乡。譬如地瓜，家乡叫薯。
生产队时期，自留地少，多种些白瓤
红皮的地瓜，较少种白皮黄
瓤的地瓜。后者好吃，产量
少，容易被人偷刨。到冬天，
手捧一块黄瓤地瓜，是干粮中
的点心，在农村意味着形式上
的“光棍”，有面子。贫穷时代，一切
超乎想象。在美好的春天，大多数
家庭“断囤”，正是青黄不接时刻，煎
饼也吃不上。怀想地瓜干煎饼的香
甜，成为春天里最美好的事。沂蒙
山的春天，是最难熬的春天，怎么也
想不通，那时的粮食竟然不够吃。
昨天家乡朋友在微信上和我说，现
在很少有人会烙地瓜干煎饼了，孩

子们不喜欢地瓜干煎饼甜丝丝的
味道，听后，感到失去了什么。
好歹单位食堂和家里的餐桌

上常有地瓜的影子。人一步入老
年的行列，就有诸多禁忌，譬如医
生让少吃主食，地瓜含糖量高，少食
有益，多食会危及健康，我则很少听
从劝解，吃起地瓜，如见美食，非吃
饱不可。家乡也算沂蒙山腹地，山
荒地瘠，适宜种地瓜，不产水稻。所
以我对大米不感兴趣，平日里，再好
的大米，也被看作“软饭”。在边疆

游荡时，只有大米做主食，亲
友知道这不对我的胃口，给
我邮寄来家乡煎饼，吃后才
感觉有力量。
咸菜和地瓜，煎饼和大

葱，这些来自大地上的食物，会温暖
一个游子的心。故乡再穷，也难丢
掉儿时的记忆。煎饼之于那位送我
煎饼的将军，无疑是敦厚的力量，离
开故乡越久，对故乡食物的依赖感
越顽强。
好歹，在北京城能吃到温暖的

地瓜，这一带有故乡记忆的食物，常
常让我在餐桌上想起过往。

戴荣里

餐桌上的故乡

过了花甲之年，也就意味着人生已
过了几十个“六一”儿童节。几乎所有
的“六一”节，在我脑海里连个轮廓都很
少剩下，唯独三年级的那个记忆清晰。
三年级时，不知什么原因，我原来

就读的长阳小学竟然把我们班“连根
拔”，划给了齐四小学。第一次走进新
的小学，是初夏时分。第一眼感觉学校
的操场特别大，四周栽着好些柳树，柳
树外围，是团团围着的低矮的砖木房子
和围墙。操场的侧边入口，耸立着一座
滑梯。滑梯近旁，竟然是一个古旧的凉
亭，边上树丛里，有一座雕像，还
有一块墓碑。
雕像何人，墓碑是谁？早已

湮没在记忆的海洋深处。当时
下课后，与小朋友偶尔在那个树
丛中玩，即便是夏天，也感觉柳
丝拂面，凉凉的，甚至有种说不
出的凉飕飕的感觉，还有老同学
中传说的狐仙故事，因此，雕像
和墓碑拆掉前，那个地方少有人
往。
“六一”节那天，学校放假，我

偶尔听到校乒乓队的同学说起，
学校要与齐三小学举行一场友谊赛，下
午要进行秘密训练。我便与“阿毛”相
约，去学校看看乒乓球队的秘密是什
么。
走进学校时，已是下午四时多，本

来炽热的阳光，已被薄薄的乌云蒙上，
天气有些阴沉。路过滑梯，没有了往常
的喧闹声，滑梯仿佛失去了生机。路过
凉亭，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路过那个
小树丛，身上更是莫名其妙地打了一
个冷战。
因为“深挖洞，广积粮”的缘故，操

场被开挖成一个巨大的深坑，深坑里砖
块结构的防空洞已初露轮廓，到处都是
积水，而挖出来的泥土，就堆在深坑的
四周。我俩踩着湿滑的泥堆，来到一
座亮灯的屋子前，伏在堆起来的与屋
齐平的泥块上，透过用来防震糊着报
纸“米字”的气窗，从厚厚的积尘里看
到隐隐灯光，隐隐约约听到屋里传来
的乒乓球声，以及老师时断时续的说

话声。
正当我与“阿毛”全神偷窥时，突听

得操场的远处围墙传来“吱呀”一声，竟
然打开了一扇角门，角门里伸出一只
手，飘出一只穿着长袖白衬衫的手臂，
我与“阿毛”凛然一惊，赶紧看过去，昏
暗里，走出一个穿着白衬衣的矮小女
人，短头发被风吹散了，拂在面上飘着，
她手里提着一只水桶，眼睛仿佛朝我俩
这里望过来。
我们顺着她的身影望进去，角门

外，竟然是个深深庭院，地上好像铺着
花砖，墙角是一口水井，水井面对
着的，是古色古香的大殿。寂静
中，女人声音传了过来，“谁呀？
躲在那里干什么？”我和“阿毛”再
也憋不住了，从藏身处跳起来，屁
滚尿流地朝着校外窜去。
那个神秘女人和神仙般的去

处，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折磨
着我。

3个月后，一位同学邀我一起
去街道图书馆借书，我和他从蒋
家浜小街左弯右拐地走进一个狭
长的天井，就看到了角落里的水

井和大殿，还有地上的花砖。殿里，放
着几排书，就是街道图书馆了。同学介
绍图书管理员是他妈时，我看到她的齐
耳短发和白衬衣，顿时一愣。
我至今记得，我们借了一本《向阳

院的故事》，离开时，女人脸上露出和
悦的笑容，领着我们走过青苔遍布湿
漉漉的径道，来到墙边，伸出纤弱的
手，打开角门，说，你们还要去读书，从
后门走近些。
当角门在我们身后关上，当秋日的

阳光掠入我的眼帘，当我面对着已经填
平的操场，凉亭和那小树丛，我突然觉
得，隔着一扇门，就是两世界，我们的认
知实在是太浅薄了，我们的已知与未知
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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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着把快乐
的接力棒交到另一
个孩子手里说一句：
要快乐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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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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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把人分成了四等：生而知
之者，上等；学而知之者，次等；困
而学之者，又次一等；困而不学者，
下等。
有人说孔子是根据人的智力来

区分的。这不全面，不准确。从学
之后的结果看，二、三、四等人会有
智力差别；而从学之前的态度看，则
有人品的不同。这个意
思是很明显的。不过需
要指出，孔子原始最后
一句是“困而不学，民斯
为下矣”。困而不学者
除了能学而无论如何都
不学的人，还包括想学而学不了的
人。当时的平民和奴隶没有资格
学，没有条件学，并不存在态度不正
问题。
孔子所说的“学”，不仅仅是读

书，而是广义的对事物、人
生、家国的观察与听闻，以及
实践，进而思考，且有所得。
今人观之，在认识论上，或者
在知识来源的判断上，这是
唯物的观点。孔子的相关论说有很
多，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十分
丰富。
但是，还有一条途径，孔子也讲

了，而且列在首位——生而知之。

按字面意思，生知是无须外求的来
自内心的品质和能力。从古至今，
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不是不理解
不向外求，而是不理解不外求而
知。如今的哲学家把这叫作唯心的
先验论。
人们承认有天才，那种智商

很高、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很强

的人。他们是远超常人的极少数
人。
古今中外的天才，除了天赋因

素，也都有学习的经历，并非生而知
之。而且，他们的才能与创造，都是

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
没有一个全知全能。
孔子是学而知之这一

重要思想和理论的创建者，
但他又说第一位的是生而

知之。哲学家认为孔子尚未抛弃
先验论，头脑里存在不可能的矛
盾。
但也有人说孔子只是“虚悬

一格”，因为实在列不出谁是生知

者。或许，上等的高位是留给已
逝去的尧舜禹那样圣君的。
孔子是当时最有知识的人，很

早就被人赞许，甚至被人称圣。可
能有人说他生下来就无所不知，但
他自己坚决否认：“我非生而知之
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连孔子
都不是生知，那现世还有谁可称生

知？
笔者考虑写这篇

短文时，看到报纸的一
则报道，准确地说是一
篇文章，大为惊讶。有
必要将其核心内容介

绍给大家。
复旦大学脑科学专家说：“人类

还具备另一种学习能力，即‘内隐学
习’的能力，这是一种更强大的能
力，即人在接触环境时无意识地、不
知不觉地掌握世界的规律。更有趣
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并没有
察觉到自己已经掌握了这些知识。
而且，内隐学习与创造力、领悟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密切相关。”（三月十
二日《文汇报》）
如果相信科学家及其所表述的

这种科学，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改变
原有的一些看法。
或许，生而知之者是存在的？

——“重读论语”之一

白子超

有没有“生而知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