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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一次去上海动
物园以前，我不知道有个
叫“花蚀”的网红作家，也
不知道他写过一本《逛动
物园是件正经事》的书。
上海动物园，在1980

年1月1日以前，被称为
“西郊公园”。20世纪70

年代，我还在读小学。读
书是一件正经的事，我们
希望在备受煎熬的正经事
情以外，做一些不正经的
事，到西郊公园看动物，尤
其是大象“版纳”，就是最
想做的一件不正经的事。
记得“版纳”刚被送到上
海，就卷起了一股大象风，
电影、连环画纷纷亮相。
我用粉笔在弄堂里到处画
“版纳”，表达自己对这头
大象的喜爱。
在我们儿童时代，去

西郊公园，还有一件隆重
的仪式：吃一碗盖浇饭。
西郊公园的盖浇饭分为素
浇和荤浇两种，勾着薄芡，
真可谓“一碗销魂”，是50

岁以上整整一代上海人的
集体记忆。
去上海动物园，要走

与别人不一样的路，才能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精彩。
沿着新泾港边上的小路一
直往北走，你就会找到
1984年成立的上海动物
园的兽医院。在兽医院的
手术室里，关着一只猴子，
非常乖巧的样子。兽医院
里的虞医生说：“它才不
乖，它是猴王，和别的猴子
打架，把疝气都打出来了，
马上要做手术。”看来，为
了争夺霸权，动物界的战
斗，也不输给人类啊。其
实，丛林法则就是动物们
赖以生存的自然法则。

到了育幼室，一只几
个月大的狒狒在宝宝床上
怯怯地看着我们。饲养员
说，狒狒王国等级森严，这
是狒狒老大和一头年轻狒
狒“偷情”生下的孩子。在
狒狒世界，这个小狒狒没
有出生的权利，一生出来
就要被狒狒王后处以死
刑，是饲养员眼疾手快，把
它救了出来。饲养员说，
小狒狒长大后也不能送回
狒狒的笼舍，狒狒王后会
一眼认出它，把它弄死。
未来，等小狒狒长大后，会
被送到没有狒狒的其他动
物园，开枝散叶，建立自己
的族群。原来，人类的宫
斗剧，也是丛林法则的一
部分啊。

1954年6月，国务院
办公厅通告上海市人民政
府，将西双版纳傣族人民
献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头野
生大象转交上海饲养展
出。1955年5月，象房等
一批动物笼舍建成，这样，
西郊公园的功能开始实现
从文化休闲公园向动物园
的转变，大象也成为入驻
西郊公园的第一批动物。
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今天，动物丰容成
为动物园的一项重要工
作。
今天的上海动物园，

大象丰容真正做到了“以
象为本”。早晨，饲养员来
到象房，用木榔头在围栏
上轻轻一敲，大象便主动
过来，跷起粗大的象腿，搁
在围栏的空隙处，让饲养

员用锉刀等工具为自己做
“脚摩”。饲养员说，野生
的大象每天要跋涉数十公
里去寻找食物，脚底和趾
甲有足够的活动，圈养的
大象则需要人类每天为它
们做这样的“脚摩”，修磨
趾甲、去除脚底的石子等
杂物。看来，人类的“脚
摩”业务可以跨界发展了。
上海动物园的斑嘴环

企鹅散步是网红打卡项
目。据说每次企鹅出来散
步，围观的游客人山人海，
伴着饲养员生动形象的讲
解，有些调皮的小企鹅会
“人来疯”地扇着翅膀欢快
地跑着，这时的安保人员
和饲养员会及时劝阻想要
和企鹅亲密接触的游客，
那些看似呆萌的小企鹅，
咬起人来还是很痛的。
看上海动物园，高潮

一定在熊猫馆。早晨7

点，熊猫馆的玻璃上全是
雾气，根本看不到里面熊
猫的踪影。两位女同志一
个拿着抹布、一个拿着塑
料桶，正在擦拭玻璃上的
雾气。我以为是动物园的
工作人员，一问，才知道她
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猫
粉”。每天早上乘着地铁，
来到动物园看熊猫，有时

候还做直播，向粉丝介绍
熊猫的日常生活。如果游
人在熊猫馆边上大声喧
哗，她们就会轻声阻止。
像这样的“猫粉”，在上海
动物园有十来个。去得多
了，彼此认识，还会打上招
呼，一个“猫粉”说，她最近
刚抽空去了成都大熊猫基
地参观。自己所有的时
间，不是在看大熊猫，就是
在看大熊猫的路上。据
说，在“猫粉”的眼中，大熊
猫是一头像喵星人一样可
爱乖巧的动物，而一个
“熊”字，则既威武又熊样，
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上海最早的市立动物

园，是1931年当时的市教
育局设立在文庙路对面的
“芹圃”，1949年后成为求
知中学，我曾在那里读
书。现在是敬业中学的一
部分。这也是我和动物园
之间的缘分。在忙碌转个
不停的世界里，抽一点时
间，去动物园看看憨态可
掬的大熊猫，听一声威震
山林的虎啸，从动物身上
寻找人类的劣根性，看似
那么不正经，其实是一件
比正经事还要正经的事。

王家骏
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

“治大国如烹小鲜”，提到这
句流传几千年的名句，人们都会
想到伊尹。《史记》卷二《殷本纪》
载，商汤娶有莘氏，伊尹作为陪嫁
的厨臣，“负鼎俎”，来到商汤身
边，通过精湛的厨艺，献“鹄鸟之
羹”（天鹅羹）得到商汤的信任。
不久，伊尹故意将饭菜做得时咸
时淡，商汤非常恼火，严厉训斥伊
尹。伊尹待商汤训斥完后，“以滋
味说汤”：“凡味之本，水最为始。
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
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
胜，无失其理”。（《吕氏春秋 ·本味
篇》）“治大国若烹小鲜”，我（伊
尹）之所以有失，意在提醒君王：
治国与做菜的道理是一样的，既
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放松懈
怠。必须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必以其胜，无失其理”，就能如愿
以偿。商汤听后，醍醐灌顶，下令
废除伊尹奴隶身份，命为右相，辅
助政事，“致于王道”。

春秋时期，史料与传说融为
一体，伊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
贤相的记载真假相混。他是厨
子，他助商汤、放太甲、开创商朝
盛世的记载，有案可稽。从古至
今，研究伊尹的文章数不胜数，我
之所以还要赘言，觉得今人还是
要多想想，伊尹“烹小鲜”何以“治
大国”。
人的地位、所处环境，自己不

能自轻，他人也不可小觑。伊尹
生于空桑，这肯定是神话，但他是
个弃婴，被收养于庖人之家，学得
厨艺，是真实的。这样的身世，这
样的奴隶地位，如果伊尹自轻，只
满足于“烹小鲜”，断不会在“欲奸
汤而无由”的状况下，想方设法作
为有莘氏的陪嫁奴隶而来到商汤
身边的。即使身处商汤王庭，也

肯定不敢故意把菜做得咸淡不常
“以滋味说汤”的。他本就聪明颖
慧、勤学上进，“以鼎调羹”“调和
五味”的治国理念，是在烧烤焖炸
煮炖中体悟的智慧结晶。真是世
上没有不作为的地位和环境，只
有不愿作为的自己。而商汤识伊
尹，更是让人体会到，大智寓于常
事。奴隶社会，人的等级观念是
何等严重。一个是君王，一个是
烧饭的奴隶，如果汤王像普通奴
隶主一样，伊尹是断然不敢故意
不认真做饭弄得咸一顿淡一顿
的，伊尹也断然脱不掉奴隶身而
一跃成为商相的。正因为商汤具
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卓越的政治
智慧，他才发现“烹小鲜”的伊尹
有治国之才，因此大胆起用，君臣
同用“烹小鲜”之理治国，开创了

一个雄霸而辉煌的时代。
后人研究，“烹小鲜”即为烹

小鱼小肉之类。烹小鱼小肉，不
能多搅多翻，否则容易碎烂。伊
尹用此理告诉商汤，治国应当无
为而为，让天下百姓不受折腾，平
安生活。他之所以放太甲，就是
因为商汤这个嫡长孙即位后，“世
本无事，庸人自扰”，横征暴虐，
鱼肉百姓，商朝“烹小鲜”的一
套治理体系被打乱。伊尹不得
已，把年轻的太甲流放到商汤的
墓旁，让其在桐宫居住三年，反
省自身，找“烹小鲜”的感觉，待
其醒悟，还政于他。太甲得“烹
小鲜”真谛，修治德政，四方顺
服，百姓安宁。
“调和五味”是伊尹“烹小鲜”

绝技的一个关键。商汤治天下也
真正体悟到了“调和五味”的真
谛。史书中记载了伊尹帮助商汤
征服夏桀的过程。而商汤要想成
为天下霸主，并不是把夏桀征服

就行的。“调和五味”“九沸
九变”“时疾时徐”，商汤一
边对夏朝及其羽翼韦、顾、
昆吾等出兵征战，一边对
某些小国和部族中的某些
部落，展开统战策略，恩威
并用，使天下归顺。
有些书中说伊尹的思

想是“天授”的，他是“格于
皇天”的“格人”，能刺探天
意，代天传意，这肯定又是
神话。其实，他在精学厨
艺的同时，史料中记载了
他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
他长期研究尧舜的治国之
道，只不过他是结合自己
的厨艺在禅悟尧舜。二是
他利用当有莘国君王厨子
的机会，细心观察倾听琢
磨奴隶主阶层谈论的治国
得失。正因为研究精深、
广纳博才，伊尹虽然是个
做饭的奴隶，但治国之策
满腹经纶，于是他才在与
商汤讨论治国之道时，滔
滔不绝，让商汤对他的治
国之才深信不疑。

洪 水
“烹小鲜”何以“治大国”

大学毕业的时候，班委组
织印制了毕业纪念册。纪念册
里有学校和系领导的题词，有
班级“史记”，有老师、同学们一
人一句话汇成的“无主题变
奏”。当然纪念册里写满了师
友们给我的留言。留言多是我
承受不起的溢美之词，如“不让
须眉”，还有不少暖心的祝福之
语，如“锦绣前程”。在这些司
空见惯的留言之外，纪念册上
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留言，无
论是初读还是重读，都让我心
有所感。
比如，关于我的日常言行

的留言。这些留言提到我生活
中的小细节，好多小细节特别
是初入大学时的小细节我都忘
了，借由同学们的留言才勉强
想起。其中，又以寝室室友的
留言最独特。例如，洪同学写
道，我曾直接问她自己是否漂
亮；吴同学的留言则说，“别

躲在帐
子里哭

了……”读着这些留言，我忍
不住脸红，想：留言中提到的
那个傻傻的人，真的是我吗？
又如，留言中的批评、建

言。一位读研的外系学长写
道：“我更喜欢理解，因为我觉
得理解比定义更有发展的
眼光。”读他的留言，我常
常反省：我是不是经常先
入为主、自以为是地去定
义一个人而不是设身处地
地去理解一个人？指导员胡战
英为全班同学写的留言对我影
响最大：“走自己的路，但要三
思而后行。”那时的我们追求的
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吧！”推崇我行我素和不顾一
切，把“三思而后行”视为过时
的老生常谈而抛诸脑后。胡老
师的留言把两种看似对立的观
点放在一起，把抽象的西方格
言转为平凡的中国式的身体力
行，一直是我面对人生选择时
的指引。
我的纪念册中还有若干谈

及未来的神奇留言。我曾经以
为不可能的事情，在后来人生
的某个时点，居然成了真。我
大学生病期间，班里的同学为
我办过一个生日会，由学习小
组的组长、后来在上影厂工作

的张微定主办。他在纪念册中
写道：“……什么时候再给你主
办生日会呢？”我对生日会不热
衷，我们后来又各自东西，所以
我一直觉得生日会这事没有可
能。然而去年，朋友们临时起
意约饭，恰逢我的生日，自然而
然的，张微定主办了我的生日
会！后来在湖南广电工作、被
称为“超女之父”的张华立给我
的留言是：“……你真该打回
（四川）老家去。”我从小就向往
四川盆地以外的世界，不管是
毕业时还是后来在各个城市间

迁徙时，我都觉得我不会回到
四川，直到去年——因为工作
的缘故，我真的“打”回了四川
老家！
还有一些老师、同学，由于

各种原因没有在我的纪念册上
留言，比如担任我班四年
班主任的陈思和老师。那
时同学们都会找陈老师留
言，我也拿着纪念册去了，
等在教室外面。轮到我

时，陈老师说：“我前两天想好
了一句给你的话，特别好，特别
适合你。我现在一时想不起
来，你先等等。”第二次、第三
次……同样的情形又出现了。
直到毕业，我都没能如愿以
偿。陈老师为我准备的留言究
竟是什么，他对我有怎样的期
待，我不得而知。这也成为我
的纪念册中的一处空白、遗
憾。好在毕业后我和陈老师一
直保持着联系，他关注我的发
展，还为我的书稿推荐出版社
并写了序。也是从那篇书序

中，我
看到了
陈老师
对我的期待：中俊开启新的人生
旅程，“不知会不会有新的感受与
新的文字发表？我期待着。”
毕业后，我大部分时间是把

纪念册带在身边的，偶尔翻翻，聊
以回忆青春感慨人生。对我来
说，纪念册和我的青春有着微妙
的映照关系，纪念册就是我的青
春纪念册——它纪念我自恋过、
流泪过的单纯的青春，纪念还有
人愿意给我肺腑之言和人生忠告
的青春，纪念我的未来还存有多
样可能和未知答案的青春，纪念
我留有空白和遗憾的青春，也纪
念师长对我怀有发表新的感受与
新的文字的期待的青春。
那么，毕业时正青春的我和

我的同学们——复旦中文系
1982级学生——对自己的期待
是什么呢？朱东润先生给纪念册
的题词大概最能代表我们的心
声。朱先生的题词是：“激扬文字”。

黄中俊

青春纪念册

在阅读活动广泛深入开展的今天，
“悦读”的提法影响日渐扩大。日前笔者
出席了一场悦读会，颇有一些感受，在此
略谈一二。
有人提出，“阅”同“悦”没有必然联

系，读书不可能总是开心，倒是常会成为
负担、造成烦恼，提倡“悦读”，未免有些
勉强了。
是的，倘若都像一些小学生那样为

读书而读书，背着沉
重的分数压力，顶着
家长、老师的苛求指
责，自然是“悦”不起
来的。
但倘若读书是另有所求呢？情况可

能就完全不同了。这次出席的悦读会是
由一个民主党派组织举办的，所读的是
一本《民革前辈与上海解放》，目的是为
了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阅读活动在
一段时间以多样形式开展进行，到“悦读
会”上交流、总结、展示。有书中人物的
后裔回忆讲述有关内容的，既是生动展
示，又是可贵的扩展和补充；有以多种形
式再现书中内容，择其精华加工，或独
诵，或合诵，甚至编排成小品，把书中一
些场面立体地呈现在舞台上，融合了多
种表达方式；更有发言交谈体会感悟的，
由于准备充分、环境气氛浓烈，得到了与
会者的强烈共鸣；还有由书本生发，创作
出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让大家共
同欣赏。总之，作为一次阅读活动的汇
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大家
都有收获，都挺高兴，称得上是“悦读”
了。
借鉴他们的做法，至少有三点启示

——
一是形式可多样。以群体而论，可

根据各人情况各抒所长，并互相交流、结

合，充分发掘多种方法。
如上述的“悦读”内容就调
动了多人的积极性，想出
了众多点子。以个人而
论，也可充分发挥耳、目的
作用，根据内容和需要，可默读，也可诵
读；可快速，也可细品……多端变化，容
易摆脱单调枯燥，进入兴趣境界。
二是全身心投入。阅读者的主观能

动性是必不可少的，
有人把阅读学习分为
上、中、下三等，上等
以神受，中等以心受，
下等以眼耳受。不动

心，只停留于感官，自然无深厚领悟；动
了心，还要进一步深入自己的精神世界，
触发自己的心灵，才能提升为抹不去的
精神财富。程颢说读书要“玩味”，朱熹
说读书要“详玩”,这里的“玩”字当然不
是玩耍，而是全身心地反复品尝，持之以
恒，收获的愉悦也就自然在其中了。
三是有明确目的。阅读不是为了交

差，也不是为了消遣。上述会上有人提
倡“以学铸魂，增智、正风、促干”，是值得
响应的。一些重要的阅读活动都有明确
的学习目的。上述悦读会后，参与的民
革党员都更具体地了解到前辈们在革命
斗争中的贡献，更深入地体会到民主党
派与中国共产党高唱“同心曲”的历史，
这就对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金克木说：“不会读，书如干草；
会读，书如甘草。”通过阅读来不断提高
自己，如同不间断地接受甘草等上品的
滋养，不是值得庆幸的一大好事吗？“悦
读”的确是值得追求的。
《论语》开宗明义就是“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悦）乎？”让我们把这个“悦”字作
为我们学习探讨、前进提高的目标吧。

过传忠

说“悦读”

时 尚

七夕会

端午龙舟 （剪纸） 奚小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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