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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唯美主义
作家王尔德的童
话，可能很多人马
上就会想到他的那
篇著名的《快乐王
子》。可是这并不
是个让人感到快乐
的童话，快乐王子
为了让那些贫穷的
人可以获得快乐，
毅然把自己的剑柄
上的红宝石、最珍
贵的蓝宝石眼睛和
身上的金叶子都送
给了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而他也因此
失去了自己的生
命。这在还是少年
的我看来，是很让
人觉得不可思议甚
至痛苦的事情。所
以，小时候我看了
《快乐王子》后就不
想再读他的童话，可是王
尔德奇异的想象，特别是
和很多童话不同的带有悲
剧色彩的结局却又让人着
迷，使得我忍不住一篇接
一篇地读完了他所有九篇
童话。
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

常读常新，总是可以给人
以无尽的启迪和心灵的安
慰。少年时的我读王尔德
的童话，曾为他的童话里
总有让人感到痛苦的悲剧
结局而伤心，如今再读，却
为他的童话里挥之不去的
深沉的爱意所感动。他的
童话除了悲剧的结局和浓

烈的爱意外，更有
深刻的哲理，还有
对生活本质的深
刻的洞察。
王尔德童话

里的主人公大都
勇于为了自己的
爱而义无反顾地
作出牺牲，这爱，
既有那种慈善的
爱，也有男女之间
的爱情。快乐王
子因为有一颗慈
爱的心，虽然他的
心是铅做的，可是
当他看到那些因
贫穷而遭受苦难
的人时，会不禁流
下了眼泪，因此他
毫不犹豫地让小
燕子把自己的一
切都送给了那些
人，最后自己却在

严寒中心碎而死。《夜莺与
玫瑰》里的夜莺因为欣赏
青年学生对女友的痴情的
爱，便在月夜边唱歌，边让
玫瑰树的刺刺穿自己的
心，用心血浇灌出一朵世
所罕见的象征爱情的最红
的红玫瑰，好让那个青年
学生可以在第二天晚上的
盛大的舞会上有一朵红玫
瑰献给自己的情人。《渔人
和他的灵魂》中，渔人爱上
了没有灵魂的美人鱼，为
了可以和她生活在一起，
他甚至勇敢地抛弃了自己
的灵魂。从这些童话里，
可以看到王尔德对那些勇

敢的为爱而牺牲自己的人
的深深赞美。

可是，王尔德的童话
并未止步于此，他对生活的
深刻认识使得他的童话走
得更深。因为他深知，尽管
爱这么伟大，人们又为其付
出了这么大的牺牲，但现
实却不会因此而发生更大
的改变。快乐王子因为把
自己的宝石和金叶子送给
了他人后变得一钱不值，
而被推倒送到炉子里熔
化；夜莺用心血浇灌成的
红玫瑰因被青年学生的恋

人拒绝，而被他一怒之下
扔到路边的明沟里，紧接
着就被驶过的车轮碾成碎
片；《西班牙公主的生日》
里，因为小公主赏赐的一
朵白玫瑰而爱上了她的小
侏儒，在看到镜子里自己
的真实长相时痛苦而死，
可小公主却对他的死毫不
怜惜；《星孩》中因历经苦
难而变得善良的星孩做了
国王死后，迎来的却是一
个邪恶的国王；等等。

或许王尔德通过这些
童话的残酷而冷漠的结局
想要说明的是，正因为世
界对他们的爱意不以为
然，他们为爱的付出和牺
牲才显得更加感人，因为
爱不是为了获得回报，因
为爱的付出本身就是回
报。就像《自私的巨人》里，
当自私的巨人把花园的围
墙打开，让之前被他驱逐
的孩子们重新回到花园之
际，他也因此获得了巨大
的幸福。而《忠实的朋友》
里一直被磨坊主朋友盘剥
的任劳任怨的小汉斯也是
这样，他虽然最后在暴风
雪之夜为了救治磨坊主的
儿子不幸失去了自己的生
命，可是他也在自己为友
谊的付出中得到了爱的回
报。所以，王尔德才会借
童话里的人物之口说出爱
的真理，那就是爱
比哲学更富有智
慧，比权力更强大，
比金钱更珍贵，比
身体的欲望更深
沉。甚至，就像夜莺说的
那样，爱情甚至比生命更
珍贵。

王尔德的童话除具有
童话的特点之外，其实还
相当地“成人化”，对社会
的批评也十分深刻，这也
许是很多人小时候看不懂
他的童话，长大后却觉得
它耐人寻味的另外一个原
因。《年轻的国王》里，他借
其中的人说出当时社会残
酷的真相：贫穷的织工对
国王说，他们虽然辛勤劳
动，可他们劳动的果实却
被别人拿走了，他们酿葡
萄酒却喝不到酒，他们种
植小麦却吃不到面包，“我
们戴着锁链，尽管眼睛看
不到它；我们做着奴隶，尽
管人们称我们为自由
人”。（《夜莺与玫瑰》，谈瀛
洲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年）

素以思想“出格”著称
的王尔德，在童话里也一

样说了很多饱含哲理的
话。像在《了不起的火箭》
这篇童话里，就“金句”迭
出，比如在谈到世界时，车
轮炮就说，任何你喜欢的
地方，就是你的世界；而火
箭谈到朋友时则说，了解
你的朋友是件很危险的
事，所以如果真的认识一
个人，就不可能成为朋友；
而当火箭说自己喜欢听自
己说话，甚至聪明到连自
己讲的话也听不懂时，蜻蜓
更是直接建议他去做哲学
演讲。王尔德的言下之意，
就是哲学家其实是不知道
自己说的是什么的人，或
者说，哲学家就是对自己
的话也不懂的人，可他们
却用这些自己也不懂的话
来忽悠大众，而这也算是王
尔德的一种冷幽默吧。

王尔德曾说自己的童
话不是为了儿童而写，是

为了从十八岁到八
十岁有着一颗童心
的人写的。为了生
存，我们需要生活
的智慧、赚取金钱

的手段，还有各种肉体欲
望的满足，可是在王尔德
看来，这些都比不上人们
彼此之间的真挚的爱，还
有同情。当我们今天仍能
从王尔德的童话里感受到
这一点时，或许说明我们
虽历经岁月的风霜仍然有
着一颗赤热的心，这正是
王尔德写作这些童话的目
的。

巴金也很喜欢王尔德
的童话，他在1947年把王
尔德的童话都翻译了出
来。他曾说，王尔德一生
所爱的东西只有两样，那
就是美与人类。如今，我
们依然可以为他的这两种
深沉的不无痛苦的爱而感
动。而王尔德的这些感人
的童话，就像他笔下的对
世界充满爱意的夜莺用心
血浇灌出的世界上最红的
红玫瑰一样珍贵，一样让
人难忘。因为，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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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皖南的老乡手里
常有野猪肉卖。那时副食品供应
紧缺，野猪肉作为肉类替补而常
常进入我们的餐桌，只是没有一
次是好吃的。

任你多次焯水、黄酒浸过夜，
任你南货店买来八角、桂皮，甚至
中药房弄来最祛膻的白豆蔻、良
姜都没用。总是香臭交杂，腥膻
齐下，肉质如柴，皮如败革，遂发
誓再不碰野猪肉。

然而在温哥华，小学同学达
峰完全不同意我的说法。朋友
说，天下无不可食之物，号称“臭
霸”的臭鲱鱼、海麻雀都有
人大吃特吃，君之砒霜，彼
之蜜糖，关键看你如何白
相。比如野猪分雌雄吧，
公猪别碰，那是指大的，最
大有1000斤的。大公猪富含雄
烯酮，此种类似麝香那样刺激的
雄性激素是类固醇化合物，又称
猪烯酮，是猪的性费洛蒙，大量存
在于公猪的口水中，玉皇大帝都

除不掉。问题是百斤左右刚刚发
育的小公猪非但不受此限，它那
雄烯酮在特殊条件下还会转为异
香，道理类似抹香鲸肠内分泌的
龙涎香，刚从海里捞出臭不可闻，
加工后却是香国顶流，女界恩宠。
其次，野猪无
论公母都有强
烈的氨味，就
是尿味，这个
可以除掉，但
也必须百斤以下的才行，时人不
懂，野猪尽挑大的打，动辄都是三
五百斤，其实给做肥料都不要。

翌日下午，向猎户预
订的2块“夹心肉”来了。
猎户保证是100斤以下的
“小哥”。之所以称“夹心
肉”，说是野猪的“五花肉”

较柴，虽然嗅一下还是呛人的膻
臊，甚至比皖南的还腥臭，但达峰
却自信地和我打赌：你手上“陀飞
轮”的上海牌手表，代表阿拉上
海，我倒蛮欢喜，如果我烧得好

吃，你就脱给我！当然如果难吃，
你来温哥华的单程机票算我的。

我看着他切块后用白醋、盐
水、姜水依次浸泡了3个小时，天
都黑了，再冷水加热焯过后，既不
用八角、桂皮，也不用豆蔻、丁香，

居然拿出两包
华人超市买的
鉴湖牌绍兴梅
干菜，说：“出
口的，绝对正

宗！”“就这？”我想笑。我不就是
绍兴人吗，区区梅干菜怎么能替
代“香霸”白豆蔻之流呢。他不理
我。梅干菜略洗，绞干，肉块也不
煸炒，直接放入砂锅，每层肉上
压一层干菜，肉菜相叠，梅干菜
的量，黑压压数倍于常规，菜肉
相间是为四层，最高层置家猪板
油一块，再入黄酒300克，生抽
老抽各少许，囫囵的整块黄冰糖
150克，上蒸笼，大火烧开后，微
火焖煨过夜。

几乎人人都说煨焖时间太长

了吧。达峰还恐时间不够。须知
这是野猪的肉，他说，非出重手不
可。如同捆绑吕布，吕布喊紧，曹
操骂他，“缚虎焉能不紧”！

当夜无事。睡梦里只隐约传
来家乡的梅干菜香。待天色大亮，
满屋子的人竟然都被熏醒——什
么东西这么香？！

那种香，既熟悉又陌生，是绍
兴梅干菜香为基本盘的“如麝如
兰，似桂似檀”，是南唐鹅梨冰瑞
脑？是云母屏风沉水香？都是，又
都不是，是农家粗菜的质朴憨厚加
持了皇家仿膳的富贵荣华吧。

开吃。朋友嘚瑟地打开蒸
笼，周围的人马上开始深呼吸，大
概野猪的性费洛蒙和梅干菜的山
野酵素相互渗透，所谓杂交优势
而酿成最为馥郁的肉香，一脔入
口，万夫莫当，酥如熟栗，腴如肥
肠，一句话，天上人间。

我吃到第三块就自觉脱下手
表，说，朋友，拿去！有空到上海
来露一手。

胡展奋

干菜野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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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我应邀主持上海世
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规划设计工
作。2007年5月，我被正式任命为城市
最佳实践区总策划师。
这个项目的前身在申博阶段就提

出了。申博成功后，上海世博会组织者
提交的注册报告再次确认了“城市实验
区”的设想。国际展览局建议把“城市
实验区”改名为“城市最佳实践区”，并
获得了上海世博会组织者的认可。世
博会的传统参展方包括国家、国际组织
和企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城市最
佳实践区使城市首次能够直接参与世
博会，这是世博会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对世博会的未来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
影响。
作为

世博会历
史上的创
举，城市
最佳实践区无先例可循。我们必须提出
完整的规划创意，其核心概念是“X+1”，
即城市最佳实践区不仅是汇集世界各
地的城市最佳实践的“世博亮点展区”
（X），其本身也应当成为体现城市最佳
实践精神的“街区改造范例”（+1）。2007
年2月，我随上海世博局工作组飞赴巴
黎，向国际展览局高层领导汇报城市最
佳实践区的规划创意，并获得认可。
世博亮点展区这一命题涉及三个

核心议题。首先是围绕城市最佳实践
区作为世博会主题演绎的主要载体之
一，如何确定参展城市案例的展示领
域，即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当今世界上城
市最佳实践的主流领域。有人提出过
“3R”（reduce，reuse，recycling），我们也
提出过将“生态城市”作为城市最佳实
践区的主题展示领域，但国际展览局认
为，应当更完整地演绎世博会主题，而
不是局限在一个领域，尽管“3R”和“生
态城市”都很重要。
为此，基于来自国际组织、各级政

府、学术团体、专业机构和大众媒体的
全方位信息，我们建立了城市最佳实践
的全球案例库，并对各个案例进行深度
解读。最终将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主流
领域归纳为宜居家园、可持续的城市
化、历史遗产保护和利用、建成环境的
科技应用，分别对应世博会主题演绎的
相关概念领域，即城市人、地球、足迹、

梦想。
其次是采用何种方式来展示这些

主题领域的城市最佳实践。我们研究
了历届世博会的展示方式，并从1967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的“栖居67”
中获得一些启示，提出三种展示方式。
一是常规的展馆展示方式，即在老厂房
改造的联合展馆中设置各个参展城市
案例的展区；二是建造展示方式，参展
案例作为城市建成环境元素，包括建筑
物、开放空间、交通方式和环境设施等，
通过实物建造方式展示，并整合成为模
拟城市街区；三是其他展示方式，包括
举办论坛、报告和研讨等活动，既适合
城市公共政策等无形案例的深度展示，

也可以满
足更多案
例的参展
需求。
再次

是如何遴选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参展案
例。世博会组织者专门成立了国际遴
选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联合
国的四个下属机构（人居署、环境署、开
发署、教科文组织）、国际展览局、世界
银行等国际组织。我们为此提出了遴
选原则和程序的建议，获得国际遴选委
员会的采纳。
与此同时，我们还始终强调“城市

最佳实践区也应当成为体现城市最佳
实践精神的街区改造范例”，规划设计
方案体现了宜居环境品质、低碳生态模
式、工业建筑再生、科技集成应用、地域
文化特色等方面的创新实践。特别值
得回忆的是，城市最佳实践区原本并非
会后保留区域，正是街区改造范例这一
规划创意获得了相关领导的充分认可，
使之转变成为世博园区中两个保留区
域之一（另一个保留区域为一轴四馆），
在世博会以后承继了街区改造范例的
规划使命，被媒体称为“将城市最佳实
践进行到底”。
作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总策划师，

我确实为城市最佳实践区从梦想变为
现实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唐子来

城市最佳实践区诞生记

上海世博会国际

招展机制是根据上海

世博会组委会第三次

会议的精神创建的。

上世纪60年代我在虹口区房管所当学徒，那一年
白蚁成灾，把王天吉国药号的一根大梁蛀空了。师父
带我们去“偷梁换柱”，把蛀空的大梁换下来后，发现楼
面出现了沉降缝，还需将新梁顶升到原来的位置才能
恢复承重。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千斤顶，面对三层楼的
重量，有人说：“一只跳蚤还能顶起一床被子来？”但我
师父不信这个邪，他是大木作匠人，人称
“糙场师傅”，当场就在梁下竖起一排立
柱，柱下填入两块形状为直角梯形的三
角木，一头用脚踩住，一头用榔头击打，
木块的斜面在击打下向上挤压，缓缓将
木柱顶起。于是，大梁就在千斤顶和群
柱的合力作用下准确就位了。

那时候千斤顶不叫千斤顶，叫“压勿
杀”；三角木也不叫三角木，叫“对摆
榫”。对摆榫是榫卯的一种，古称“楔形
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持
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说明在战国
时期就有人拿榫卯来说事了。而在更早
的殷商甲骨文中，“卯”字就是两根竖起
的木方，左右各有一个榫眼，形象地记
录了古人建造房屋的过程。如果你去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参观，还能见到七千
年前的榫卯结构——具有黄金长宽比
的、被后世称之为“经验截面”的梁头
榫。也有人说，榫凸卯凹，是受到了太极
图的启发。

在房管所做生活，最辛苦的是雨天捉漏。为了
分散身体的重量，一只脚要踩住两行瓦，同时避免打
滑。古文的“瓦”字，字形卷曲，呈两瓦俯仰相承之状，
让对瓦没有感性认识的人也能感受到它是多么地精
巧。制瓦不易，捉漏也难，我们揭瓦铺瓦、蹲蹲起起，比
割麦还累。但是，当你直起腰，看到天边千瓦鳞次百脊
相连的时候就会眉眼舒展开来——这边青砖黛瓦观音
兜，那边红瓦连缀马头墙，尤其是雨后的瓦，色泽沉着，
滑而细腻，其上水珠晶莹闪光，太阳一出来，便泛起了
层层诗意。

那时候上海的屋顶都用瓦，它价格低廉，一爿青瓦
一只大饼，一张红瓦一包飞马牌香烟。那时候，天际线
上群瓦争艳，时不时还有带着玻璃闪光的老虎窗破顶
而出，像一朵朵向阳而开的硕大花朵，朝着天空展示它
的骄傲。在老虎窗与屋面的相交处，每张瓦的位置都
是精心设置的，拼接的花样之多你根本想象不到。老
虎窗一般都用红瓦，红瓦可以对剖或斜剖，但必须用刀
背，如用刀刃，斩下去就拔不出来了。我师父说，斩红
瓦不易，剖青瓦更难。他演示给我看，14两重的瓦拿
在手上，食指和拇指夹住一端，小指和无名指夹住另一
端，然后用刀轻叩，最多能将一片瓦剖成4爿。

被剖成弯曲小条的瓦是为做檐头准备的。檐头
又叫“沟头”，用四片剖开的瓦叠成拳头高的墩子，其
上覆以整瓦，再用纸筋灰粉成一个个扇形。于是，一
把把白色的小扇子就列队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了。“青砖
勾白缝，黛瓦粉新泥”，让人看了眼前一亮，接着又会浮
想联翩。

进入新世纪后，我从外地退休回来，故地重游，可
是怎么也找不到王天吉国药号了。放眼望去，四周一
片郁郁葱葱，踏着橙黄色的地砖走进“四大纪念馆”，温
习了党的历史之后，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路边。蓦然抬
头，只见路牌上写着“虬江路”三个字。我赶紧转过身

去，竟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
影子——三新里！跨进坊
门，墙上镶着格子窗，窗下
摆着长凳，三三两两的男女
坐在那里读书看报结绒
线。就在这一瞬间，我仿佛
穿越了时空，又回到了那个
让人难以忘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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