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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1999年，我刚刚来上
海时租房在徐家汇，那一
带有九栋轰轰烈烈的住宅
公寓建筑，在电影电视剧
里，这九栋高楼的辉煌身
影常常出现，跟延安路高
架外滩下匝道的“亚洲第
一弯”一样，成为影
视剧作品的经典标
志镜头。
我住在某栋楼

的二楼。走进门洞
后，会有阿姨严格
地盯着你看：几零
几？我还没回答，
她就笑了，眉目灵
动着：哦，租二楼
的！我记得我记
得！穿过长长的走
廊，中间的一户就是我租
的家。开门，听见楼下有
狗在声声叫唤，走到窗边，
一楼的狗狗抬头望我，目
光炯炯，斗志昂扬，跟我一
番眼神确认后，它坐在院
子里，阳光洒下来，它安
宁，我心静。
渐渐地，跟那一带熟

悉起来，我对常常去的地
方也格外地上心，比如，天
钥桥路靠近辛耕路
的邮局——徐汇邮
政支局。
那个时候，没

有快递，邮局很是
热闹，一进门，人头攒动，
一直有人在排队。邮局里
有个台子，上面有笔，用绳
子拴住，但它常常写不出
字来。边上有两个罐子，里
面装着糨糊，那些糨糊常
常令我联想到西湖藕粉。
寄信的人走到台子前

用它粘邮票糊信封。那个
糨糊时稀时稠，滴滴答答
粘满了台子，以至于你要
挖一点点时，需要抬高胳
膊，在糨糊罐里的小竹勺
或很短的竹片上抹一点
点，那个竹片很能让人联
想到医院口腔科的压舌
板。当然，用的人多了，竹
片上端都是黏黏糊糊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干脆用
手挖，挖完以后趁人不注
意在桌边蹭一下，更多的
时候，掏出手绢再擦擦清
爽。话说回来，那些糨糊
至今令人耿耿于怀，很稀，

让人十分尴尬，抹少了，拖
泥带水的踢踢踏踏；抹多
了，信封湿答答的让人很
不放心，以至于投入信箱
的一刹那你老是怀疑会跟
其他的信件粘起来，离开
邮局，依旧一步三回头，十

分地牵肠挂肚。
那个时候，我

婆家给我从安徽寄
来茶叶，有黄山毛
峰和六安瓜片。我
到邮局收了，再转
寄到杭州娘家，给
我爸爸妈妈喝。当
时邮局已经以人为
本了，好像知道你
要寄茶叶，有寄件
小纸箱准备，我忘

记多少钱一个，反正不
贵。对茶叶这样蓬松怕潮
的东西，买个纸盒还是很
方便的。

话说那一天，我三下
两下寄好茶叶，正要离开
柜台，听得边上有人轻轻
说：你好！我回过头，只见
一个男子怀里抱着一个包
裹，眼巴巴地看着我。我
指指鼻尖：我？他点点头，

指了指手里的东
西：“你帮帮我好不
好？我不会缝。”
原来他在自己

缝布包裹啊！我看
看他，三十多岁，现在依旧
记得他眉清目秀很书卷气
的样子。他求助的样子十
分有趣，今天想来也忍不
住要笑起来。他面前的包
裹小小的，棉布质地，是一
块已经很旧不用的台布。
缝这些小东西对我而言游
刃有余。于是接过他带来
的针线我利索地缝了起
来，我问他，为什么不买个
箱子呢？这样里面的东西
也不容易挤坏。他点头，
嘴上却说：“都已经缝了，
就算了，以后我会注意
的。”我瞄瞄包裹上的名
字，有个“秀”字，想必是个
女的了，于是我说：“寄给
女朋友啊？”他轻轻咳嗽了
一下：“送给她爸妈的。”我
继续道：“是茶叶吧？你多
少钱一斤买的？”他惭愧地
笑了：“是单位发的，但我
在包裹上写价值一百元。”

我笑：“你还蛮会来事儿。”
那个时候，邮局有寄

包裹的柜台，用布做包裹
是家常便饭，我看见还有
人用旧汗衫缝成的包裹，
用很旧的衣服或者已经发
黑的毛巾缝成的包裹。现
在的快递业如此发达，寄
件都是上门服务，有轻薄
的专用塑料袋，当然更多
的都用纸箱纸盒。

回到那年那月，当我
缝到布包裹的最后一针
时，打好结，正寻思着如何
扯断那个线头时，只见他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指甲
钳，凑上来，轻轻地将线剪
断，我一愣，这是多么细致
的人啊。

现在，那个邮局依旧
还在，偶尔去邮局附近买
“白玉兰”的小甜球，会多
看一眼邮局，不知道后来
的他跟她有没有走到一起
呢？不过我相信，当年那
个女孩子家人收到缝得如
此细细密密的包裹时，一
定是很愉快的。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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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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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读诗已经说过了。夏天
读什么诗？夏天的特点是天变
热、花减少、人发困。古人生活在
大自然里，多敏感啊！于是这些
都成了诗歌的主题。把这些主题
当线索，分门别类来读诗，也就不
会在诗词海洋中迷路了。

古人没有冰箱、没有空调，夏
天一定比我们更难过。于是把夏
天写得很可怕。比如：“天地一大
窑，阳炭烹六月”“日轮当午凝不
去，万国如在洪炉中”“赤日炎炎
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夜热
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
中”……因此乘凉、纳凉的方法就
很多，五花八门。有摇扇子的，
“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有上
船的，“何处好追凉，池上随风
舟”；有睡竹凉床的，“堂中无长
物，独置湘竹床”；有躲树阴下的，
“借与门前磐石坐，柳阴亭午正风

凉”；有靠修行来避
暑的，“可是禅房无
热到？但能心静即
身凉”；有晚上才出
门的，“携扙来追柳

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最直
接的方法，就是脱光，脱得一丝不
挂的人肯定不止一个，但敢于写
出来的只有李白：“懒摇白羽扇，
裸袒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
洒松风。”
夏天倒是
有段日子
不热，就
是梅雨时
节，但又潮乎乎湿答答的，什么东
西都容易发霉，让人对梅雨爱恨
交织。写梅雨的诗词有好几首值
得背诵：雨多的年份，“黄梅时节
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雨少
的年份，“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
泛尽却山行”；雨不多不少的年
份，“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
半阴晴”“半湿半晴梅雨道，乍寒
乍暖麦秋天”。
中国第一部辞书《尔雅》解

释：“夏，大也。”夏天树长大了，花
也就少了。“绿树阴浓夏日长，楼
台倒影入池塘”“芳菲歇去何须
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漠漠水田
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季

节，只有不多的几种花点缀着相
对寂寞的夏天，比如蔷薇花，“水
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
香”；比如石榴花，“五月榴花照眼
明，枝间时见子初成”；比如栀子

花，“妇姑
相唤浴蚕
去，闲着
中庭栀子
花”；比如

紫薇花，“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
花对紫微郎”。与这些花相比，荷
花堪称夏天的主角。荷花，也叫
莲花、芙蕖、菡萏、芙蓉、藕花。从
春生到秋残，都有人写：“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有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秋阴不散
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还有
采莲，诗人很喜欢写：“涉江采芙
蓉，兰泽多芳草”“江南可采莲，莲
叶何田田”“五月西施采，人看隘
若耶”“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
开”。采莲是一种劳动，很辛苦，

但场景很美，因而也是眉目传情
的好场所，“乘月采芙蓉，夜夜得
莲子”“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
知半日羞”——莲子谐音“怜子”，
就是“爱你”的意思。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
最发困的季节首推夏天，午睡通
常也是在夏天。男人打瞌睡，“树
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
声”；女人也打瞌睡，“谢却海棠飞
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无聊的
时候打瞌睡，“日长睡起无情思，
闲看儿童捉柳花”；读书的时候也
打瞌睡，“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
抛书午梦长”。大人尚且如此，如
果你家小孩在学校当“瞌睡大
王”，千万要有一份宽容心。

除了上面三条线索，还有一
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在夏天，那就
是端午。端午的诗词可以单列。
端午一般都认为来自屈原，“节分
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
至于“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
兰”“一片笙歌催闹晚，忽然鼓棹
起中流”，都是端午的习俗。

韩可胜

夏天读诗：手倦抛书午梦长

江南春花瘦
落、绿荫冉冉之际，
中国西南的天边，
蓦然升起一片蓝紫
的云霞。是蓝花
楹，在凉山环抱的
西昌，开出了初夏
的别样浪漫。

城市尚未苏醒，蓝花楹
却 醒
了。熹
微晨光
里，蓝
花楹宁
静若处子，细密的花串紧挨
着，透着淡淡的蓝、淡淡的
紫，还隐约镀着一层淡淡的
乳白。微风拂过，花枝轻轻
摇动起来，送来缕缕带着点
甜味的香气，若有若无。

初阳照临，蓝花楹的色
泽丰富起来。最先感受阳光
的花树顶端，瞬间色泽亮丽，
色彩由朦胧的蓝紫转成鲜明
的红紫，让人想起江南田野
上的紫云英，或伊犁坡地上

盛开的薰衣草。随着光线移
动，一树树蓝花楹上下两部分
的色彩此长彼消，很有看头。
太阳升高了，光线也变硬了。
此时，再看一排排站在街边的
蓝花楹，色彩又变回日常的蓝
紫，花越密，色泽越深。蓬蓬勃
勃、层层叠叠的蓝紫，让人感觉
到天空的蓝淡了许多，而穿行

在花树间
的风，却
染上了丝
丝淡紫。
欣赏

蓝花楹，可以站在马路上扫视
成行成阵的蓝紫“云烟”，可以
站在行进的敞篷车上享受御风
缓飞于蓝紫“霞光”中的美妙体
验，也可以抵近欣赏如瀑布垂
挂、如火焰闪耀的逆光
花束。如果一朵蓝花
楹，是一粒诗性因子，
那么一街的蓝紫，便是
两行抒情诗，而一城的
蓝紫，便是人世间最宏
大磅礴的抒情诗。

徐渭明 文并摄

天边那片浪漫的蓝紫云霞

长期居住在老城区的我，早已习
惯了烟火气蒸腾的嘈杂街市。几年
前，因参与了闵行区古美路街道一本
社区刊物的编辑工作，于是便有了往
返于新老城区的通勤。
每次上班，在从家门口通往地铁

站的路上，我总要经过一条沸腾的街
道。正常步行只需五六分钟的路程，
往往要走上十分钟左右，就是走不快
呀！
你前面总会有一拨慢吞吞的人

在商铺左顾右盼，边上时不时会冒
出招揽生意的店主，鱼虾扑腾的水珠子都能溅到脸
上，免不了要看看野眼，遇上熟人还要搭讪几句，哪
能走得快？乘上地铁，到达目的地，出了站，其实走
到办公点也不过五六分钟，但是，又走不快喽，这就
是我的问题了。古美路街道是一个小而美的新城区，
商圈与住宅各划区域，基本不混搭。马路整洁宽敞，
街道两侧的房屋外观设计成江南民居造型，粉墙黛
瓦，铁艺栏栅。这里应季有花，沿街次第开放。梅
花、樱花、茶花、蔷薇、石榴、凌霄、桂花，还有一
些我叫不出名的花花草草，不胜枚举。它们或探出栅
栏或越出院墙，一路撩人，好像在与行人打招呼。这些
花与雕花栅栏、粉墙黛瓦的组合，手机一举便是一幅
画，我便是被这样的画面生生地拖慢了脚步。只是近
两年有些许遗憾，出了地铁口，沿街两旁的道路上有共
享单车及电动车排成长龙，影响观赏。然而，每一个时
代，不都有其独特的城市景象吗？甚至，这些“独特”或
将成为今后我们脑海里的年代记忆。这么一想，权当
城市景观欣赏吧。
新城区里，每一个住宅小区都像一

座花园。我刚来的时候，正值社区在倡
导创建美丽家园，有居民来稿，称赞自己
居住的小区：晨起，推开窗户，花香扑鼻
而来，鸟鸣声不绝于耳。放眼望去，绿树浓荫，亭台楼
榭，清池倒映，美成唐诗。这样的“美丽家园”令我们老
城区的居民只有眨巴着眼睛吧嗒吧嗒羡慕的份儿。然
而，寸土寸金的老城区，更有着深厚的商业底蕴。在构
建居民十五分钟生活圈上，无疑体现出了极大的优
势。在这里，一间小到不能再小的门面房都能整出一
个商铺来，如此绞尽脑汁地充分利用，早已将我们周边
布局成了一应俱全的生活圈。
新城区的朋友们会对我说，我们经常去你们那边

看新天地、老弄堂、老洋房，越看越有味道。但有一次，
我的一位邻居竟然也对我说，听说你们那边的莘庄梅
园、莘庄公园漂亮得不得了，我们准备打卡去。彼时正
是二月早春，蜡梅盛放，游客赴闵行踏青赏梅趋之若
鹜。我窃笑自己，两边都把我称作“你们那边”，何时我
竟成了一个“两栖人”。
不得不说，我们生活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美。

新老城区都以各自的特色，因地制宜地打造人文景观、
保护生态环境。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好看”，才会
出现了时下人们崇尚的Citywalk。无论是烟火气浪漫
的老城区，还是美景如画的新城区，活色生香会拖住你
的脚步，赏心悦目亦会拖慢你的脚步，边走边看，真的
是走不快呀。

周
珂
银

走
不
快

住进离市区较远的养
老社区，倒并不怎么孤独
寂寞，除了这里有一些活
动可参加外，一些得知这
一消息的亲友熟人不时来
探望聚首是一大原因。这
当中，以历届所教的学生
为多。

这不，前几天，复旦附
中73届7班的学生一下子
来了十几位。他们是
1969年入学的，当时，附
中已废除了在全市
选拔尖子入学的做
法，必须就近招
生。学校附近有一
个工厂的宿舍大
院，内附设一所小学。于
是，全体毕业生就都进了
附中，并编成了7班，而我
也成了他们的班主任，而
且一直带到1967年，把他
们全部分配送走为止。

他们来了，这些已届
七旬的学生，与我这年已
八十有六的当年老师相
见，先是愣住，继而相拥，
久久不放，真是往事如烟，
几十年的师生之情历久弥
新。

他们带来的礼物，特
别是亲手制作的书画和有

纪念意义的物件，
令我激动。接下
来，边品茶、小酌，
边交谈、嬉笑，我
着重探询他们的

近况，他们则深情地回忆
往事，附中各科老师的悉
心教导记忆犹新，从自编
深入浅出的教材，到三天
两头的家庭访问；从个别
甚至上门答疑补课到培
养良好习惯、指导思维方
法，仿佛都历历在目。而
我则谈起他们当年在各
种学工、学农乃至长途拉
练等活动中经受的考验、
建立的感情直到形成的

集体，也使我难以
忘怀。至于他们
踏上社会后，不论
是务农插队、工厂
劳动还是参军支

边，直到之后有人升入高
校，从事科教文化事业，
每一项成绩都使我无比
欣慰。

没想到聚谈还是到
我这里形成了高潮。缘
由是因为入住搬迁，在整
理东西时不经意中发现
了一份诗稿。那是在二
十多年前他们毕业35周
年时写给他们的，大家都
已淡忘了。不料它非常
适合在今天再现，于是我
又朗诵了一遍，深受欢
迎，并使大家都非常激
动。

诗的标题是《写给我
当年的学生们——在他
们毕业 35周年的聚会
上》，当时已处世纪之交，
同学们也踏上了社会，有
所作为，于是我写了三
段，与他们共同回忆往
事、面对现实并展望未
来。第一段里他们是当
年的“少男少女”，我歌唱
他们那些“压抑下的萌
动”“扭曲中的生长”，让
他们体会到“曲折的道
路”和“重重的考验”都是
财富，不要淡忘那个特殊
年代里在自己的天空下
所获得的成长。

第二段里他们已成
为“壮男熟女”，我歌唱他
们要成为“波涛里的中流
砥柱”“永不弯曲的顶天
脊梁”，我希望他们“抓住
机遇，百炼成钢”。

第三段里我已经预
见到他们将成为明天的
“老男老女”，我希望他们
能够在最后的日子里，珍

过传忠

永久的欣慰

惜“无愧无悔的生命”，继
续谱写“有滋有味的华
章”。我体会到，“不可能
人人都活得伟大，但追求
崇高，争取在人类高尚者
的丰碑上刻上自己的名
字，总是应该努力的吧。”

多年来，我们要求孩

子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如今又添上了“天天
向善”，那我们这些一代又
一代的老人，不更应当以
此要求自己吗？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而我则更感到欣慰，永久
的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