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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义乌，是个梦
幻色彩十足的地方。是南
宋名将宗泽的故里，而明
朝戚继光抗倭的主力士兵
几乎全由彪悍的义乌
子弟组成，这是武的
方面。文的则有陈望
道和鲁迅的弟子冯雪
峰，但我认为更有名
的则是七岁神童骆宾王，
他用千古名诗《咏鹅》张扬
了神童特殊的魅力。“鹅，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
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一
首充满儿童情趣和对大自
然细密观察的小诗，就这
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孩子
们中间千年传唱着。
我记得在四十多年前

曾写过一首幽默儿童诗就
叫《鹅鹅鹅》。我用这首儿
童诗和千年前的骆宾王开
了一个玩笑，源头是当时
家长们让孩子们背诵唐诗
炫耀的细节启发了我。但
是毫无疑问我的灵感来自
7岁的神童骆宾王。六年
前由方卫平教授和我牵
线，中国作协儿委会以及
《中国校园文学》和义乌文
联举办了首届骆宾王国际
儿童诗歌大赛。当时我们
阅读了近两三万篇诗歌，
然后又到现场给有可能获

奖的孩子们出题目，让他
们现场写命题作文，考量
创作的实力，那是一个高
光的时刻。

第二届和第三届大赛
我们都在线上进行评比。
今年第四届骆宾王国际儿
童诗歌大赛又如期举办
了，我们再次来到了义
乌。和首届评奖一样，评
委会给参加诗歌领奖的
70多位孩子设了两个题
目，让他们现场作答，一个
是《致10年后的我》，一个
是《幸福湖》，因为我们住
的地方就是幸福湖宾馆，
这也是我们6年前居住的
地方。在方卫平教授宣布
考题的时候，我静静地坐
在考场的后边，用手机录
下了这特殊的时刻。我非
常想知道这70多个来自
世界各地的孩子，会对10

年后的自己有什么样的看
法？又如何用诗来表达？
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考题和话题。整整一个下
午，我们几位评委拿到孩
子们现场写下诗篇和人生

感悟仔细审阅，这些小诗
人年龄从8岁到18岁，除
了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
孩子以外，也有来自也门
和黎巴嫩的参赛者。
评奖等级和名次就这
样一篇一篇地遴选了
出来，之后就是晚上的
颁奖典礼了。颁奖典

礼选在义乌的植物园。那
是一个奇妙的森林的夜
晚，树上有童话般的小木
屋，还有硕大的气球俯视
着我们，舞台背后的树上
悬着的水母一样的大蘑
菇，此外还有几双大大闪
动着的眼睛，仿佛是大自
然的精灵注视着这一场别
开生面的颁奖晚会。
我们走过了长长的闪

着光的时光隧道，又看到
了各种各样在草地上的动
物造型灯。有围坐在一起
的兔子灯，有小鹿灯，还有
小山羊、小海豚各种各样
的灯光秀，把整个的义乌植
物园装扮成了一个五彩斑
斓的缤纷世界。满天星斗
在闪烁，夜晚的植物园仿佛
成了一个欢乐的游乐场，当
获奖作者们坐着森林小火
车逐一出场的时候，音乐响
起，舞台两侧的泡泡枪向
天空喷出晶莹闪烁的葡萄
大小的气泡，我们顿时置
身于一个童话般的神奇
世界。
颁奖典礼应该是70

多位获奖孩子永恒的记
忆，也点亮了他们心中那
颗被诗歌温润的心灵。尽
管他们不一定会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诗人，因为可供
选择的职业非常多，他们
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我相信义乌颁奖晚会
这一个森林的夜晚，这个奇
妙得充满着童趣的世界，将
给他们的人生烙下深深的
文学和诗歌的烙印。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首儿
歌《伸小手》也被小朋友们

表演了，那一刻我为自己写
下的这首小诗感到深深的
快乐和自豪。
第二天早晨要告别义

乌了，在酒店大厅里我见
到了一个8岁的小男孩吴
子墨，他来自山西，是二等
奖的获得者，他马上要和
妈妈飞回自己山西的故
乡，他的妈妈给我和吴子
墨照了一张合影，戴着帽
子的小男孩儿身高不及我
的一半，但是俊秀、爽朗，
目光充满着灵动。我看过
他的卷子，知道在仅10名
的二等奖中有他的一席之
地。本来以为就是一次偶
然的相逢，但是他的妈妈
是个文学爱好者，加了我

的微信，于是更有意思的
故事发生了，吴子墨在飞
机上居然给我写了一首
诗，叫《遇见高洪波爷
爷》。他诗是这样写的：
就像山中的小雀子遇

见雄鹰，
他招呼我到天空的一

朵云里歇歇，
用大翅膀轻轻摸摸我

的头。
就像田地里的小土豆

滚了个身
撞进大西瓜怀里，
得到一个又甜又圆的

拥抱。
就像背着诗歌的小小

蜗牛，
一不小心爬进了闪着

光的诗集里，
世界亮了一下。
看到吴子墨这首小诗

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一
个多么有才气的小男孩，
尤其是第二段小土豆和大
西瓜的比喻，让我乐不可
支，他应该不是调侃我高
高隆起的大肚皮吧！
一个背着诗歌的小蜗

牛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
活。我在义乌得到了一个
最高的诗歌奖赏，来自一
个8岁的山西小男孩在飞
机上的灵感。

高洪波

梦幻义乌

那天，和老王去外滩源走走，喝
喝咖啡，看看上海新景。他是个老
派男人，咖啡喝手冲，音乐听鲍勃 ·

迪伦，有点古板，古板到甚至连数字
音乐都拒绝，只接受黑胶。
小时候，就住在苏州河四川路

桥边。以前的那栋老楼已经拆了，
取而代之是一家豪华酒店。他搬到
了浦东，新家在五楼，阳台上
往东面眺望，能看到一大片
绿油油的农田。好长一段时
间，他都不愿回到旧居处。
别人不懂，觉得他矫情，我却
理解。因为我曾经在他旧居
住过。小屋是有点逼仄，可静下心
来，听着窗外货船划开波浪的声音，
会觉得世界就在脚下。对了，还有
海关钟声，悠悠地传来，偶尔还有轮
船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是一个唱
着抒情夜曲的老上海。
我懂他。生于斯长于斯，他心

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好梦，不想回
故地，是怕好梦易旧。
这次，倒是他特地约我，去四川

路北京路路口的沙美大楼走走。我
很好奇，问为什么特地选这里？老
王答曰，小时候放学天天从大楼前
经过，最近看到很多沙美大楼改建
后亮相的消息，很想去看看。于是，
就有了这次的约定。沙美大楼，始
建于1921年，是上海折衷主义建筑
的经典代表。所谓折衷主义，可以

理解为博采众长自出机杼的一种美
学风格，也就是说，你可以在沙美大
楼的建筑本体上，看到很多传统建
筑风格的混搭。像巴洛克式的庭柱
和装饰主义的门廊，在沙美大楼身
上可以和谐共存，进而产生了新的
审美风情。要说，这种“折衷出新”
的风格，还颇能代表海纳百川的上

海城市气质。
老王和我毕竟不是建筑家，我

是普通游客，他却像个老“业主”，恨
不得拿着放大镜，一张张定格审
视。到大楼门口，有一道弧形墙面，
相对气派的大楼，这门厅显得特别
窄小。老王却说，以前就是这样，真
正的华丽一定要低调。他特意摸了
摸门墙说，真是修旧如初，门墙用的
居然还是以前的水洗石，摸上去微
微扎手的感觉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经过转门，到了室内。一侧，是一家
正在营业的咖啡店，另一侧则是展
厅。地上铺着质感上乘的木地板，
排列有序，本身带着一种装饰美
感。透过铁艺窗户透进室内的阳
光，撒在地板上，让这片空间并不寂
寞。展厅里还伫立着几根水泥庭
柱，老王指着柱子顶上的巴洛克风

格的装饰，说它和那些铁艺窗架，都
还原汁原味。只是柱身不再雕饰，保
留了水泥的质感。但这小小的改变，
他倒觉得极好。这栋楼经历了一个
世纪的沧桑，是应该在精致里带上一
点粗犷，多点新时代的审美元素。
如今，沙美大楼里有酒店、饭店

等商家，顶楼也向公众开放。这里
是一家酒吧，人们可以登上
天台，眺望外滩建筑群。我
和老王登上承载百年记忆的
铁艺电梯，上到楼顶。日落
时分，天台上已经有了不少
游客。好多时尚的年轻人，

在这等着落日西斜，争相拗着造型，
拍照片录视频。本以为那么多人，如
此嘈杂，会惊扰老王怀旧的梦，但看
着他，面带笑意露出赞许的表情。
我问老王，这么多年轻人来老房子
打卡，你不觉得闹？老王哈哈一笑，
过去真这么想，总觉得上海的美，是
一种怀旧的情感。但现在看来，新新
人类身上的朝气，让这老房子“活”了
起来。
这么一说，我又懂了。老王的

海上故梦，也在变。就像这沙美大
楼，要保持它迷人的风貌，少不了经
典的加持。上海在不断地往前走，
需要经典的青春不老，这经典说的
是建筑，说的也是老王。这不，老王
已经在那拗造型，拉着我帮他打卡
拍照了。

孙小方

经典沙美和怀旧老王

对于老照片我似乎总是有一种特
殊的情怀，因为在看到过很多白发苍苍
且依然精神矍铄的老者的同时，从老照
片里可以寻味年轻的脸庞，那样的正青
春在泛黄的黑白照片里每一张都打上
了时代的烙印，照片上的人，当年正青
春年少，正经历着青春带给他们的悸
动、充满了蓬勃的朝气，然而，时光已然
让炫目的荣耀褪色。可是总是有一些
记忆能够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和沉淀，保
留下来，让人觉得无比温暖。

一个很凑巧的机会，在抗战老战士、离休干部肖木
老师去世两年后其子邵星海老师找到了我，说是父亲
留下很多历史照片想进行捐赠。提起肖老先生，一个
鹤发童颜、笑意盈盈的老者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我听
见他又在问我：“小胡哪年入党的？哎呀，我比你入党
得早多少年啊；你今天锻炼了吗？下次继续一起打乒
乓球；不要报销，我坐公交车来的，
很方便呀……”一个和蔼可亲的老
肖，一个戴起老花镜认真看报纸的
老肖，这样的请求我一定努力去办
成。（肖木老师原姓邵，原名邵全墨，
那个年代的革命工作者曾用名都有
几个，可以很好地开展工作保护自
己，这也是时代特色）
一切都很顺利，在《解放日报》

党政办的支持下我又见到了邵老
师，桌上放好了那样一摞的老照片，
虽然拍照的时间已经很久，可是在
肖老师和子女的精心保存下还是清
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看看，很多

我听过、熟悉却又不是特别能感受
的名称，1949年的南下干部、1950年世界和平运动、上
海文化五七干校等这样或那样的合影以及上世纪50、
60年代《解放日报》出国参与外事活动的珍贵照片，都
被邵老师展示在桌子上，那个时期的照相机是一个很
稀罕的物件，不是肖老师从事新闻工作也不会有这么
多照片。邵老师举起一张乍一眼看较模糊的照片让我
们猜当事人在干什么，在他不断提示下，我猜出是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报社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这样的活
动。这些照片都出自那样物资匮乏的年代。老肖是一
个很认真的老先生，他在照片的反面都用漂亮的钢笔字
写下时间、参与活动名称，人员名字，他很好地诠释了什
么叫认真、踏实。让我不禁感慨那个年代的人真是值
得学习。
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照

片重回报社，就好像穿过时光隧道，也许那个年代的故
事只有当事人才可以说得清楚，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
岁月留痕。新时代文化的繁荣需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共同推动。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善于传承才能更好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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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食

七夕会王菲的《催眠》里唱过“第一
口蛋糕的滋味，第一件玩具带来
的安慰”，说到酒心巧克力，对我
来说，就是第一口美酒的滋味。
那还是上个世纪的事，那年，我
作为上海第一届预备班的学生，
被一所市级重点中学录取。
这是面向全市只招了三十多

个学生的班级，报到那天，发现同
学来自各区县，有南市黄浦静安
的，也有长宁普陀闸北的，远的甚
至来自南汇川沙——那是两个我
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小小年纪，
我们就住在学校里，一起摸爬滚
打，一晃眼就是四年。
每周六中午同学们离开学

校回家，周日晚上再返校，同学
们就会带来一些特别的东西。
一般是够吃一周的零食，父母知
道同学会分享，所以说是一周，
往往就会加倍预备。那天，来自

黄浦的小
周，就从包

里，郑重其事地拿出一捧好东
西。它们是微型啤酒瓶状的，外
边包着红红绿绿的彩纸，看着就
招人。
小周爷爷据说解放前是企业

家，后来去了国外，经常会寄给孙
子一些进口的稀罕东西。他也大
方，总是变魔术一样地从包里掏
出我们没见
过的玩意，再
分 给 大 家 。
这次的，我没
见过，倒是边
上的小李雀跃欢呼道：“酒心巧
克力，这是酒心巧克力！”
巧克力我毕竟还是吃过，酒

心巧克力当时却只是听说过。
这玩意儿贵，因为在巧克力里头
要灌上酒。1912年，比利时巧克
力商人JeanNeuhaus发明了酒
心巧克力“Praline”，添加了各式
各样的烈酒和利口酒。很快，因
为风味独特，就被沙俄商人带到

了哈尔滨，又从哈尔滨传向全中
国。酒心巧克力里必须封装高
度酒，低度酒会和巧克力混在一
起，入口就是一口糖水，只有高
度酒，才能让它口味丰富——在
巧克力的甜美里加上一丝美酒
的甘醇。
从没喝过酒的孩子多吃上

几颗，是会醉
醺醺的。所
以，那天，我
们从小周手
上接过了一

颗又一颗，含在嘴里，第一次感
受到巧克力和酒精相互交融的
滋味，一会儿，好几个脸色就红
润起来。大家都兴奋，躺在床
上，你一嘴我一嘴地大声聊天。
这样的场景，在后来的几年中，
重演过很多很多次，话题或是对
未来的憧憬，或是对某位女同学
的暗恋。
人生第一次微醺，是和他们

一 起 经
历 的 。
三 十 年
了，我因为一直在外地工作，和
他们再未谋面，不知曾经的孩子
脸，如今饮上几杯酒后，会不会
还有红晕上脸，刻入每一道鱼尾
纹。
同学聚会那天，我为每位同

学都带上了一包“童年味道”的
酒心巧克力。居然还是老牌子，
据说之前已经停产，近两年刚复
活。不好买，跑了好几家超市，
都没有，后来还是在网上买到。
包装还是老样子，红红绿绿的锡
纸包上微型啤酒瓶形状的巧克
力。入口，巧克力里的酒甜，不
如我们席间喝的白酒甘醇。不
过这些都无所谓，咬破酒心巧克
力，让那酒液流入口腔的那一
瞬，我们都会想起那年“第一次
微醺的滋味”，那是童年回忆的
味道，甜一点，正好。

诺 一

酒心巧克力

前不久读到陈冲的
自传《猫鱼》，说到外
婆。陈冲的外婆留过
洋，她让留洋归来的陈
冲带四件礼物，其中之
一就是一顶有波浪的假发套。
说到假发套，人们就会联想到豫园商城的永青假

发店，那时，假发店很少，而消费者的需求却很旺盛，永
青假发店经常是门庭若市，甚至有大量的外地朋友前
来购买假发。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失去了一头秀发，
也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假发套的应运而生，解决了这些
人的困扰。原以为，除了刚才所说的特殊人群外，演员
是购买假发套的主力，谁知道现在很多爱时髦的女性都
喜欢上了假发套。
一个朋友告诉我，她有好几顶假发，有短发、长发、

直发、大波浪等各种款式，有黑色、棕色、金黄、银灰色等
各种色系，根据季节变迁、服装款式颜色的不同而调换
假发，给人一种百变女郎的感觉。朋友说，现在假发价
格便宜，款式新颖，过上一段时间更新换代，由于省了
烫发的钱，所以总体上还是很合算的。想必陈冲的外
婆要假发套，也是迎合时髦的需要。
假发套的“假”归根结底是“助人为乐”，仔细想来，

生活中很多地方离不开“假”：上海人记忆深刻的“节约
领”，亦称假领头，前后两块布，装上领子，套上外套，和
真的衬衫没有区别，在市场供应短缺的年代，这种假领
头风靡一时。即使到了现在，假领头依然有市场。病
理性的缺牙不仅影响美观，生活质量也大打折扣，很多
美食只能敬而远之。装了假牙，依然可以大快朵颐。
而假肢的发明，让患者重新燃起了生活希望，融入了社
会大家庭中。
这种“假”，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随着技术的

提高，品种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好，逼真程度越来越
高。由于有了这些替代品，受益者会重新扬起生活的
风帆，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郑自华

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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