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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马路是一句道道
地地、标标准准的上海
话。在中国西南的一些
城市，荡马路被说成了
压马路。在北京及其他
一些城市，荡马路则被说成了遛弯
儿。全国推广普通话时，散步两个
字更广泛地代替了上海人所说的荡
马路。也得到几乎所有人的赞同。
其实不然，上海人所说的荡马

路三个字，不仅仅包含了前面所说
的散步、遛弯儿、压马路等等所有的
意思。它的内涵，要比这些词儿更
为丰富、微妙和意在言外。
一对经介绍初次相识走在人行

道上的男女青年，迎面碰到了熟人，
熟人会微笑着打招呼，说一声：荡马
路啊！无论熟人认识的是男还是
女，认识熟人的一方就会回答：是的
是的，荡马路。这个时候的荡马路，
不仅仅是散步、遛弯儿、压马路这么
简单了。尽管压马路也包含着谈朋
友的意思，但上海人这时候所说的
荡马路，既是在表示，我看见你们
了，我是你们的见证人，我的微笑是
对你们的赞许与祝福。这一对新人
如若真成了，结婚时新婚夫妇会想
着请他参加婚礼。即便只是一般熟
人，也会给他送上喜糖。在提倡勤
俭节约、办革命化婚礼的年头，喜糖
还是要吃的，并且吃得很高兴。如
果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谈得成熟
了，两个人亲热地相挽着走在马路
上，遇到了熟人，熟人也会打招呼，
轻声说一句：荡马路啊。这时候的
荡马路三个字，就和我前面讲到的
情况不一样了。那是表示熟人和
那对情侣一样，完完全全明白了他
们的关系。
更多的时候，上海人所说的荡

马路，指的是闲逛的意思，既是放松
心情，又是去看看各类商店的橱窗，
基本上是无目的。但千万别以为这
样的荡马路没有意思，在我们这一
代人的青少年时代，荡马路开拓了
眼界，增长了很多知识。插队落户
当知青的年头，我生活劳动的砂锅
寨上，同样有公社中学的初中生、县

中的高中生，相处久了，他们会由衷
地说，我们也是初中毕业，高中毕
业，讲学历和你们差不多，有的还比
你们学历高，可你们讲出来的很多
事，很多物品，我们没有见过，甚至
没有听说过，你们怎么会如此见
多识广？我马上会坦然地告诉他
们，很多事情，很多物品，我们也
仅仅是听说和见过，并非自己拥
有，亲身经历。问：那你们怎么会
知道得这么清楚？我会笑着告诉
他们，荡马路的时候从橱窗里看
来的，比如南京路上一家家商店
的橱窗，里面什么都有，不但摆放
得很有品位，而且标明了价格。
连处理商品，也会写明白为什么
处理的价格这样便宜。记得我中
学里一位数学老师，业余时间喜
欢逛中央商场，偏偏班上有几个
男同学，也有同样喜好，课间休息
或午饭后，师生碰在一起了，就会
畅谈淘旧货市场的体会和喜
悦。后来闹运动了，另一些
学生就把数学老师围在教室
里批斗，讲他专门宣扬封资
修，说什么“来路货”好，外国
货好。另一批也喜欢逛旧货
市场的同学不服气，双方都是学生，
都自称是革命的，吵得不可开交，还
分起派别来。这是荡马路引出的题
外话。
真正的荡马路，是上海人闲着

无事，放松心情，悠闲自在地走一
走，随便看看。这个时候，你会发
现，上海的马路和马路是不一样的，
马路上的楼房与楼房也是不一样
的。细细观察，会发现有的楼房客
厅里装着吊扇，有的楼房有阳台，还
有的楼房称之为露台。由于楼房的
式样不同，马路两侧的景观都不一
样。有的雅致，有的大气，有的凌
乱，有的一家一家门面房挨在一起，
都开着小店铺。不要小看这些单开

间门面的小店铺啊！
和人们生活有关的所有
物品，都能在小小的店
铺里买到。插队落户多
年后回上海探亲，在这

样满是小店铺的马路上荡一荡，什
么也不买，我也觉得很幸福。心里
时常想，要是山乡里也有一两家这
样的小店，寨邻乡亲们就不需要翻
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去赶场啰！
当然，上海人荡马路，更愿意去

那些有名的地方，外滩，老城隍庙，
现在叫豫园商城，淮海路。变化最
大的是老城隍庙，面积扩大了。我
的青少年时代，老城隍庙里还有住
户。现在是一家居民也没有了，都
动迁了，成了一个纯粹的游览、观
光、购物、吃喝之地。既有多种多样
的小吃，也有正宗的饭店。其中老
饭店和绿波廊最有名也最具特色。
天地良心，还真的不算贵。
和上海结缘了一辈子，其中21

年生活在贵州，但在这21年中，我
觉得自己和上海的联系从来没有
断过。小时候喜欢荡马路，现在老
了，我仍然喜欢荡马路，今天从大

弄堂走出去，明天从小弄堂
走出去，今天出了弄堂往左
拐，明天就往右拐，七八天
中不重复，荡马路，看看风
景，把上海的风景和贵州大
山深处的景色比较，和内蒙

古的草原，海南省的大海比较，也
同中原的那些城市，郑州啊，太原
啊，济南啊等等做一点比较，寻思出
上海马路和这些城市马路的不同之
处。对比得多了，总会感慨一番，天
南海北城市的马路虽然各有千秋，
包括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彼得堡
的涅瓦大街，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
墨西哥的改革大道……虽然说天下
的城市马路都有他们各自值得说道
和值得夸耀之处，荡一荡有其收
获，但我仍要说一句，在上海的大小
马路上荡，是我最为踏实和惬意的
一件事情。尤其是每天写了一点东
西之后，我的这一感受就特别强烈
和舒坦。

叶 辛

上海人的“荡马路”
时已立秋，未脱处暑。
高温来袭时，汗如浆

出之际，想起隋初诗人卢
思道的《纳凉赋》，用在当
下，却也合适。在沪日
久，感触益深：八月的骄
阳已有蒸腾炙烤。此时
坊间往往戏言天
公开启烧烤模式，
卢思道表达为“积
熇蒸于帘栊，流烦
溽于园御”，积熇
蒸与流烦溽的表
达深合我意、恰到
好处。古人表达
文雅，今人吐槽通
俗，但此时此节，
古人今人心境合
一，那就是找一凉
快地儿，最好是像“三体
人”那样，把身体摊成薄薄
的一层，浸在水里，纳凉入
心入怀入四肢百骸，而后，
迎接新生。
关于纳凉消暑，古人

的选择其实不多，虽然“人
人避暑走如狂”，但无论诗
中画中，古人的选择无非
是楼台水榭、山中林下，还
有就是舟中榻上了。与古
人相比，今人选择则多
矣。工业文明为城市的消
暑纳凉提供了更多选择。
至于空调，已是须臾不可
或缺，各类冰镇饮品名目
之繁复就算当年的皇亲贵
胄也是无福消受的。
那时还在读小学，有

一年父亲探亲回家正值酷
暑，晚饭后家人便在天井
里围坐乘凉。地上泼过井
水，凉意正在一丝丝地透
上来。梧桐树上有蝉，没
有风，有蚊子飞来飞去。
还有腹大腰圆的扑棱蛾
子，飞过院墙，嗡嗡地轰鸣
着向人堆俯冲过来。我记
得那时有几句童谣调侃这

肥蠢的蛾子，歌词大概是
“扑棱蛾，扑棱蛾，一到天
黑，就找不着窝……”在那
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糖水
做的冰棍两根5分钱，好
在还有故事。扑棱蛾撞人
事件是纳凉之夜的小插

曲，在漫天星斗里
找过牛郞织女星之
后，父亲说给你们
讲一个聊斋故事
吧！于是讲了一个
惊悚指数较低的
《王成》，说是有一
个叫王成的人穷
困潦倒，在废弃的
荒园乘凉时，意外
捡到狐仙的金钗，
狐仙化作老婆婆

来寻，王成虽然穷但拾金
不昧，就把金钗还给了老
婆婆。狐仙因为王成的
人品决定帮助他，几番辗
转后，王成一家终于改变
困境，过上了幸福的小康
生活。苏青在《消夏录》
中说“夏天只宜读短的散
文，讲鬼故事大可避暑消
夏”。不知父亲有无读过
此文，竟也谙熟此道。
传说蒲松龄为收集民

间故事，当年专门在路口
摆设茶摊，招呼路人歇脚
喝茶，不取分文茶资，但需
讲个故事。我由此猜想
《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可能
多半来自夏夜的纳凉，后
又读纪晓岚《阅微草堂笔
记》。读到其中《滦阳消夏
录》时，心有戚戚焉。这位
《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在滦
阳“编排秘籍”期间，“昼长
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

书，都无体例。”于是有了
此书。鲁迅先生在《中国
小说史略》中评价：雍容淡
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
能夺其席。《聊斋志异》与
《阅微草堂笔记》并称为清
代笔记小说的“双璧”，这
是两位读书人纳凉消夏的
副产品。
人到中年，方知古人

消夏的副产品多矣，而尤
以清代为盛，譬如品鉴书
画碑帖的“四大销夏录”
（此处消与销为通假字），
书画碑帖，“销夏之韵事”
也，如高士奇在《江村销夏
录》的自序中写道：长夏掩
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
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
古人韵事自然不会囿于
此，譬如苏州人顾安就拿
唐诗中的五言律诗，一番
圈点评论后成书《唐律消
夏录》。于是，诗词、随笔、
小说、札记，古人竟是无一
不可消夏。
那一日，偶去图书馆，

见阅览区几无虚位，白首
黄童皆恭默守静，埋头书
中。一时，竟喜欢这室外
的酷暑了！倘若四季恒
常，便无消夏一说，那这世
界、这生活该有多么枯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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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邀请中国作协会员、擅长
写幽默文学的童孟侯先生给文友做《幽
默风趣拉杂谈》的公益讲座。不巧的
是，7月以来，上海的温度每天都在攀新
高，那几天更是达到三十八九摄氏度。
难不成要在高温下听讲座？
我是讲座的组织者，必须提前到达

会场，一大摊的迎宾、签到、座位安排，
会场布置都要等着我协调。这天中午
12时许，马路上人迹稀少，太阳辣豁豁
地照着，人们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躲藏。
马路上没有遮挡物，我骑着电瓶车，骑
着骑着，只听到“噗”的一声，车速立马

放慢，坏事了，原来后胎爆胎了。上面是大太阳，地面
温度在60摄氏度以上。附近没有修车的。怎么办？
将车锁在这里，然后打车走人，可晚上回来咋办？推着
车到会场，更不现实。半小时的路程，现在还剩四分之
一，思前想后，只能硬着头皮，后轮一颠一颠地在地面
摩擦，好不容易才到了会场。一到会场，赶紧请保安师
傅帮忙修车，然后直奔三楼而去。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门敞开着，一股热浪向我涌

来，室内竟然是高温。我看见那唯一的空调，无力地吹
着，即使站在空调面前，也感受不到凉风，管理会场的
刘老师无奈地告诉我，室外温度过高，室内人数过多，
空调温度降不下来。望着已经坐满会场的文友，事已
至此，只得硬着头皮，“开始吧”，我做了开场白以后，主
讲人童孟侯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看着提纲，一边开讲，
不多时，他的T恤已经湿透。不少人没有带扇子，只能
拿着薄薄的几张纸做扇风状。带扇子的，不仅加大扇
风的力度，而且要左右摆动，犹如风扇摇头，虽然风无
力，却胜无。桌上的一包抽纸被用来擦汗，很快见底
了。
童孟侯讲座的主题是谈幽默风趣，整整两个小时，

从相声到脱口秀，信手拈来，都是笔下幽默的素材；从
生活日常到名人轶事，娓娓道来，皆为风趣，让人忍俊
不禁。虽然大家的衣服都湿了干，干了湿，却听得聚精
会神；众人常被演讲者的妙语金句所逗笑，常为演讲者
的哲学思考而凝思。此情此景，宁愿汗流浃背，无一人
提前离场，精神可嘉也！
事后，我向联系借用讲座会场的先国兄说起这天

的经历，他说，这是一次“火热的”讲座，难得的体验，并
作对联曰：“听讲座洗桑拿，平生一乐；遇仙人叙幽默，
今日余甘。”

郑
自
华

﹃
火
热
﹄
的
讲
座

七夕会

美 食

最近的一个梗：北京到底有
谁在啊？我的回答：当然是烤鸭。
去北京，儿子爸爸魏问我想

吃什么？我脱口而出：烤鸭。魏
认真地看了我几秒钟，重复道：
“真的想吃烤鸭？”我说真的。我
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以后也经
常去北京，就是没有吃过正宗的
北京烤鸭。魏收回目光，开始在
手机上查找我们所住宾馆附近
的烤鸭店。很快，他说：“找到
了，宾馆不远处的一个胡同里有
家烤鸭店，打一个出租起步价就
到了。”
第二天，北京天气奇热，我

们叫了出租，前往小胡同。上了
车，司机开始和魏聊天，司机有
点奇怪地问：“你们大上海来的，
怎么到小胡同去吃烤鸭呢？干
嘛不到全聚德总店去吃啊？在

那里可以感
受到北京人

吃烤鸭的派头和氛围，不枉来北
京一趟嘛。”魏思索了片刻马上
回应：“听你的，去全聚德，你这
个建议很好。”司机说：“这就对
了。吃完烤鸭，还可以到前门遛
一下弯儿。”司机一口京片子，和
魏聊得起
劲。
到达

前门大街
全聚德总
店，我们下来。全聚德大门很气
派，我说：“我们先在全聚德门口
拍几张照片吧。”魏答：“还是别
拍，万一太贵吃不起，拍照片不
是很傻吗？”魏是土生土长的上
海人，大场面没少见，现在竟然
被全聚德的大楼给镇住了。他
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定而又勇
敢地走上台阶，进了全聚德大
门，直奔服务台，比划着说：“我
们买半只烤鸭行吗？”服务员笑

着说：“可以的，你到大堂里去点
菜。”
魏开始点菜。他看到半只

烤鸭的价格，放松地笑了，然后
又点了一个菜心，自己要了一瓶
啤酒。“你就要一杯白开水吧。”

他对我
说。我
说我要
可 乐 。
他又认

真地看着我：“真要可乐？80元
一听。”我笑了：“8元吧，别吓
人。”看我戳穿他了，他爽气地对
服务员说：“来一听可乐。”
我们开始等待上菜。魏在

大堂里转了一圈，看看别人都吃
什么。他返回来，我们又坐了一
会儿，服务员端上来一个盘子，
里面只有四片极小的烤鸭皮，我
们都惊住了，就这么一点吗？尤
其是魏，神情紧张，笑容凝固。

他 轻 声
说 道 ：
“半只就这么一点？”我们都不好
意思询问，怕闹笑话，只好忐忑
等待。又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
上来一盘烤鸭肉和半个鸭头，魏
赶紧问：“这小四片是什么意
思？”服务员答：“那是尾巴。中
间是鸭肉，前面是鸭头，这就是
完整一只鸭了。”原来如此，真是
虚惊一场。
我终于如愿吃到了北京全

聚德烤鸭。魏去结账，结完账递
给我票据，说道：“2400元，你得
给我1200元，一人一半。”我赶紧
看票据，只有240元。魏看我盯
着票据反复看的紧张样子，很得
意地笑了……
既然吃了全聚德烤鸭，我们

可以在门口拍照留念了。拍好
照，我们像司机提议的那样，顺
着前门大街遛弯儿了。

杨 格

吃烤鸭的忐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思本溯源，不忘根本，是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修缮家谱是
其中的一种典型表现。
家谱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思念先

人、传承精神的重要载
体和手段。在古代，修
谱正是常态。当今，修
谱在兴起。现代社会修
谱的意义何在？我想至
少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传承家国情怀。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
于人。人生天地间，不是凭空而来，而是
源自父母，父母又有其父母，正谓源远流
长。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小家连
着大家，大家构成国家。家之道，谱能
传。家谱连接起小家与国家，传承着家
国情怀。二是弘扬人文精神。国有史，
家有谱，家谱是国史的必要补充。不同

的家族、不同的家庭，其家风、其文化、其
传承各有特点，通过家谱文字系统的记
载，累积家庭荣光，增添家的自信。修习
历史，增强文化自信，修好家谱，弘扬人
文精神。好的家谱一定是正能量，对一

个家庭、一个家族能增
加坚持坚守的定力，鼓
舞奋起奋发的勇气，激
荡创新创造的活力。三
是修炼道德家风。家谱

一般所弘扬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等价值观也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家
风建设正是重要抓手，因为家不只是身
体的住所，也是心灵的归宿，纂修家谱就
是在修炼道德家风。家谱之意义，一句
话总结：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
承才能更好创新。

吴金水

修缮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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