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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一场早霜。清晨拉开窗帘，一
层薄薄的青衣披在美丽的小城身上。

这小城，是从黄淮平原上刚刚醒来
的淮安。

我们下榻的宾馆在淮安城西，京杭
大运河正从我们的窗前流过。它是那样
悠然安闲，又是那样滔滔不绝。那白色
的气度、阵容，仿佛一列长长的仪仗
队，昂首向前走去，一直走向我们目力
难及的地方。细细看去，淮安城宛如一
个美丽的浴女，扯动起白色的浴帐，呈
现着自己线条分明的美妙多姿的轮廓。

秋色好，最好的还是“淮安人”。
淮安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仅从历代

文人算起，这里就出现过诸如汉朝以写
《七发》而闻名于世的辞赋家枚乘；“建
安七子”中的陈琳；唐代的吉中浮、赵
暇；宋代的张文潜；元代的张炳龙等
等。以《西游记》著称于世的吴承恩也
是淮安人，他的故居就在河下，著书立

说的书房叫“射阳箭”，至今还有遗址可
寻；《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也曾在这里长
期居住过。此外，宋代以画马闻名的龚
开，清代以画芦雁闻名于世的边维祺，
都是淮安籍画家。至于历代诗人，来此
游历者更是数不胜数，李白、白居易、
刘禹锡、杜牧、苏东坡、黄庭坚、文天
祥等等，都曾在此留下足迹。如果再论
及政治和军事，这里还出现过汉代“三
杰”之一的韩信；南宋著名抗金女英雄
梁红玉；威震东南的抗英民族英雄关天
培……这些人物，加上显宦世家、巨商
富贾、僧道名医、武林高手，便组成了
一部令天下人羡慕的淮安人物志。与此
相呼应的，便是亭台楼阁、园林寺院、
茶楼酒肆等等，过去的淮安人把这些地
方叫作“山阳八景”。这高雅的名字，颇
有些比附苏杭的骄傲。这里有建于晋代
的龙兴寺、唐代的文通塔，以及钵池
山、刘伶台、甘罗城、古枚里等等，更

有傲然屹立的经历过千余年风雨的镇淮
楼。

来淮安访古探幽，借景咏怀而留下
的诗篇比比皆是。县志上记载的明人姚
广孝的咏诗，可以说是准安城的一个形
象的写照：

襟吴带楚客多游，
壮丽东南第一州。
屏列江山随地转，
练铺淮水际天浮。
城头鼓动惊鸟鹊，
坝口帆开起白鸥。
胯下英雄今不见，
淡烟斜日使人愁。

无限景致和千百英雄使我们迷恋，
但最使我们深深怀想的，还是中国现代
史上的一位令人尊敬的伟人。

我们没有忘记：淮安是周恩来总理

的故乡。
在淮安城中心镇淮楼西北隅附近的

一条小巷里，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
仰了周恩来的故居。这是由东西两个宅
院组成的旧式建筑。东院内苍树独立，
青砖铺地，苔痕斑斑，周恩来就出生在
这院角的一间厢房里。西院为总理叔父
家的居地，他在这里度过自己难忘的童
年和少年。讲解员情真意切地介绍说:

“总理少年俭朴，克己为人，志向远大。
他后来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
素作风，在少年时已可见一斑……”这
小巷深处，至今还传述着他的这类故
事。据说周总理进京之后，他的婶婶曾
去北京要求他为侄女安排工作，总理告
诉他:“共产党人是人民公仆，不搞特殊
化，不搞任人唯亲……”最后，总理自
己掏出三百元，派人把她送回淮安，并
要她转告侄女：靠自己的奋斗立足于社
会……如今回味这类故事，更让人觉得

他所信仰的主义和精神在他的身上体现
了，也觉得他的伟大了。

一代伟人，无数名人，万千为这片
土地抛洒热血的准安人，都已远离我们
而去了。我们今日所能寻见的，是这座
小城的现实生活，千古不变的传统和正
在更新的时代节奏，还有吸引我们的小
城的平凡和真挚。这小城，既不雄伟壮
观，也非玲珑剔透；既不那么繁华，也
不那么幽冥；倒像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
玉，神形是那样自然和淳朴，那别具一
格的苏北式建筑，宽宽的马路和深长的
街巷，流畅通俗的运河边的水谣，带有
苏北风格的服饰和语言……一切都显示
着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乡音最亲切之
处，可算是街口的叫卖声了，那儿拥挤
着一个又一个摊铺，“山楂嘞……”“茶
馓呃……”“海蜇呃”那声音不高不低，
此起彼伏，像“二人转”中迸豆般的

“说口”，或者像京剧里的“大甩腔”，听

起来，似在招徕，又似在问候。一列列
棚子，全用塑料或薄布张撑着，里边货
案上，有新鲜的水产，各色的服装……
卖时装的声音是脆亮的，卖盆花的声音
是娇美的……一切的市声交织于一体，
带着淮安人家的浓浓的热情，听哪——

“山珍海味，海参为最，送人佳礼，待客
高贵……”这声音具体生动，带着知识
性的介绍，把所有的外乡旅人都给陶醉
了……

离开小城，沿淮而去，这里的风
貌、神韵、个性、节奏、昨日、今天
……一切仍占据着我们的脑际。我们想
到淮安的一柱桩荣耀于历史的故人故
事，不禁感到：准安——正像她美好的
名字一般，是淮河边上的一个安静的半
弦琴。

半弦琴醒来了。我们仍沉浸在她含
蓄的梦中……

刘湘如

路数是什么？又何以和“清爽”
或者“不清爽”搭界？

我曾经和上海籍男女说这个话
题，其实连说都是多余，因为每一个
人心里都意会路数是什么，路数为什
么要清爽。我也曾经和非上海籍男女
说路数，在某一次黄土高坡的讲座
上，为了“路数”两个字，我越来越
讲不清楚，真是难以言传。最后我只
能如此解嘲：北方很多地方开门见
山，上海是开门见路，路数只有在有
很多路并且纵横交错的城市才讲得清
楚，在黄土高坡多山少路甚至无路，
路数太陌生了。

直至有一天，路数在马路很多的
上海，也会讲不清楚的。如果这种讲
不清楚，只是各不相干理念倒也罢
了，偏偏有时候，你觉得你路数很清
爽，却被迫屈服、让位于一种你觉得
不清爽的路数，你又如何坚持你的路
数？

某天，一家排名世界500强的国企
大公司，暂且就称其为 DH 公司吧，
邀请我去讲座，讲讲上海的海派文化
和公序良俗。我去了。我算得上是一
个很守时的人，提前半小时就到达
了，见到了很高级别的公司干部，也
在后台瞥见了台下的听众，清一色的
深色西服，并且戴了领带。刚刚和领
导干部寒暄几句，却有司仪来告知讲
座马上开始了，要我准备上台。时间
怎么这么快？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去一
下洗手间。看一下报告厅墙上的时
钟，真是只有5分钟了，再抬腕看表，
怎么手表慢了15分钟？不可能啊！

看我手脚忙乱并且狐疑，司仪悄
悄告诉我，我们这里是 DH 时间，快

了 15 分钟，这是我们 DH 公司从上到
下的规定。我再细看墙上的液晶时
钟，“DH时间”明白无误，是我没有
看清楚它的意思。

那天我在讲坛上高谈阔论海派文
化、上海文明文化的由来，座中也是
反响热烈，但是我心里明白，面对着

“DH时间”，我的“大上海”，一点也
大不起来。

讲座之后，我和接送我的 DH 公
司驾驶员一路聊天，聊的主题恰恰是

“DH 时间”。驾驶员是上海籍的中年
人。他说，DH时间是他们大领导提出
来的，希望公司全体员工都要走在时
间的前面，每天提早15分钟到岗，就
能够提早15分钟开始工作。驾驶员朋
友猜我与他们大领导也没什么交集，
便调侃大领导了：阿拉国家的时间是
北京时间，大领导搞一个 DH 时间，
好像要犯政治错误是伐？我问，那么
你们下午下班也提早15分钟？驾驶员
朋友用沪语说了句粗话“册那！下班
不早放。”虽然是粗话，但是他表情还
是笑嘻嘻的。我有些不解，那不是每
天多工作了15分钟？驾驶员说，实际
上伊是违反劳动法的。我又问，每天
早到15分钟，是不是就提早工作15分
钟？“啥人睬伊？大家装装样子，给领
导一点面子就好嘞。”驾驶员朋友以这
么一句话结束了“DH时间”的话题讨
论：“不要看大领导跑过交关国家，归
根结底是外地人，路数不清！”

路数不清！这是一句上海的俚
语，流行了好几十年，但是第一次听
到一个上海人将“路数”上升到地域
文化的高度。虽然语气有些不屑，甚
至有失文明，但是他将上海籍人与非

上海籍人生活理念划分得非常鲜活。
由此，我也想到了我本人供职单

位类似的传奇。多年前，有网络巨鳄
SD公司决计做强文化产业，斥资几百
万来经营我供职的单位。来了一个三
十来岁的总经理，也创造性地将北京
时间改为SD时间。他指示将考勤计时
钟拨慢3分钟，也即原来的9点上班变
成 9 点 03 分上班，似乎很有人情味，
因为迟到3分钟之内就不迟到了。问题
是，不用猜，下班也顺延3分钟。很多
员工本来就没有迟到的陋习，并且还
会早到十分钟，给自己留下时间的余
地。在上海，几十年上班从不迟到算
得上是一个习惯性的传统。由于总经
理推行了推迟3分钟上下班的新政，原
来的员工没有捞到晚 3 分钟上班的福
利，却交上了晚3分钟下班的厄运。有
一个元老级的员工说，晚3分钟下班，
就遇到下班高峰，堵车加剧，回到家
里足足晚了30分钟。幸好，那一个新
政，连同那一个SD公司，都早已经从
我的视线里消失。那一个推行行政的
总经理，虽然有游学的背景，却也是
操着一口浓重家乡口音的普通话。

那一位 DH 公司驾驶员关于“路
数”的一番高论，一下子让我联想起
来，两个都有国际文化背景的公司，
为什么都喜好改变时间？为什么上海
人都普遍的抵触？

路数不一样。上海有上海的路
数。如今上海人在上海生活，却要放
弃原来的上海路数，去遵从不讲路数
的路数，而这些新的路数，虽然也发
生在上海，却不是上海人在制定，这
路数就不清了。

恐怕没有谁会质疑“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这个经典话题，这个命题的
意思是，一方水土能够养活这一方水
土的人，但是恐怕也没有谁逆向推理
过，这一方水土，其实也只能养活这
一方人，是养不活其他水土的人的。
每一方水土都是有个性的，一方有个
性的水土和另一方有个性的水土是很
难融合在一起的。有如上海著名的三
夹水——东海、长江和黄浦江，一起
流，却流不到一起，轮船开过，都可
以清晰地看清三种颜色的水。

这就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力和魅力
——如果地域间没有文化的冲突，没
有文化的区别，那就没有了地域文化
本身。只是地域文化之间的冲突，并
不像三夹水那么壮观与传奇，而是无
法适应。

上海的路数，是上海人的行为方
式，是在上海的生活节奏中弹唱出
来，是在上海的市井气韵中蔓延开
来，是在上海的公序良俗中觉悟过
来。其他地域自然也有自己的行为方
式，那是其他地域的水土了。在上
海，这种水土的名字叫作路数。因为
是在上海，所以路数也带上了上海的
特殊印迹，是其他地域无法比拟的。
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商圈，不管是居江
湖还是宅家庭，不管是在老洋房还是
石库门，不管是大教授还是小市民，
最无形且是最高级的行为准则，恰是

“路数”两字。哪怕是情意绵绵或者剑
拔弩张，是否讲路数也是评判的重要
依据。

在上海，路数无处不在，无处不
讲，却是难以解释，更难以捕捉。路
数不是那么容易懂，不是每个人的路
数都清楚的。

上海马路养育了上海“路数”
马尚龙

“一座青山抱古城，一江沱水绕城行。”
湘西的凤凰古城很小，然而凤凰的名声又很大。沈从

文曾这样描述凤凰的小：“若从一百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
地图上寻找，当可有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
上，发现一个名为‘镇竿’的小镇，那里同别的小镇一
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里，安顿下三五千
人口……。”凤凰古城，是明清时期“楚黔西南苗疆之咽
喉”，古代屯兵的军事重镇。在清末时，凤凰古城的居民
不过五六千，而驻防的正规官兵有七八千，故有“六千居
民八千兵”之说，形成了独特的古城文化经济的风情和格
局。

凤凰，是一个精致且袖珍的古城，它凭借“天开图
画，人出凤凰”的人杰地灵的风水，获得了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的美誉，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和游客。让隐藏于群山之
中的小城，成为“天下凤凰”，而名惊天下。

当我来到凤凰古城时，正逢阴雨绵绵，雾气缭绕，如
朦胧诗、似山水画。那依山傍水湿漉漉的古城，在清澈的
沱江穿越中，展现着灵动之气。那红色砂岩砌成的千年城
墙，伫立在江边，水边南华山衬托下的古老城楼，散发着
唐宋明清的历史人文气息。

沱江是凤凰古城的母亲河，它衬托着古老的城墙和吊
脚的木楼。雨中的沱江，江面上有舟船在云水间缓缓漂
移，伴随着古城上空飘荡的暮鼓晨钟，散发着轻烟袅袅的
烟火气。江畔码头边，浣纱的少女时而笑语喧哗，时而对
唱着带着水气的抒情山歌，平添了几分生气和美感。江面
上横着的一字儿排开的方正石墩块，构成了一座奇特的

“跳桥”。据说这“跳岩”是凤凰人当年出城的唯一通道，
若是两人相遇，需双方侧身才能通过。我好奇地站在窄窄
的石墩上，看流水潺潺，听橹声桨韵。夜色衬映下霓虹的
灯光，把沱江两岸的吊脚木楼，在晃晃悠悠中倒影其间。
远处，青山隐隐，碧水悠悠；近处，人立江心，神情荡漾，混沌缠绵，似醉、如醉，
似情、如梦，将我带入一片人类创世纪之前的悠远岁月。

在古城的灯火阑珊处，细雨迷蒙的夜色里，许多作坊、手工艺和非遗店铺，热闹
非凡。混杂的吆喝声与歌唱声此起彼伏，歌厅茶楼争奇斗艳。在细雨迷蒙中，我行走
在古城充满沧桑的石板街上，顿感身体放松，思绪放飞，心情空灵，时空穿越。当一
群佩戴银饰、欢歌笑语的苗家少女迎面而来，擦肩而过时，我仿佛呼吸到一缕缕朴实
淳厚的山野之风。古街上，蜡染、扎染、蓝底白花，图案缤纷的民族工艺，五光十
色。古朴的服饰、闪亮的银饰、艳丽的花边、绚丽的苗绣，让人眼花缭乱、目眩神
迷。那舞姿翩然的行街队伍，狮子舞、龙舞、摆手舞、傩舞，伴着长长的牛角号，迷
人的猴儿鼓，把苗家的千古风情，展演得别具风采、淋漓尽致。

光有风情，凤凰还不够厚重。凤凰古城里，那标志性的建筑地标是虹桥，它始建于
明代洪武初年，“溪桥夜月”是凤凰古八景之一。当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视察凤凰虹
桥时，欣然挥毫“朱镕基辛已书凤凰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它远远望去，像一道横卧
在沱江绿波上的彩虹，贯通着凤凰城的古今。虹桥会同着古城的朝阳宫、博物馆、杨家
祠堂、天王庙、大成殿、万寿宫等历史建筑，以及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民国总理熊希龄、
画坛鬼才黄永玉等文化名人，架起了一座座璀璨的历史文化之桥，它们既有古城的民
族文化特色，又散发着历史人文的幽香，像一只只色彩斑斓的凤凰，温暖着人心。

在雨中，云雾缭绕的凤凰古城，犹如人间仙境一般。我站在古城的烟雨亭上，观
看着沱江两岸的全景。别样的凤凰胜景，吸引了不少美术生在这里写生绘画。古城
里，衣着秀美的苗家姑娘，对着沱江，深情款款地唱着赞美家乡的山歌。山美水美人
更美，面对此时此景，我遐想着在凤凰古城那诗情画意的“烟雨中”，又会造就多少

“凤凰于飞”的爱情“艳遇”和人生的“奇遇”。

凤
凰
于
飞

曹
伟
明

时光荏苒，来到上海建工安装集团
工作已经快十七个年头了，我也是从一
位刚毕业的青涩大学生到一名“上安”
老员工的。距离上一次在安装集团企业
报《上安报》300期座谈会上发言，已
过去八年，那年我有幸获得了从事宣传
工作以来的第一个奖项，在《上安报》
创刊300期上留下了《心灵的历程》这
篇文章。

谁说我们不曾相识
那一篇篇文章、一段段文字
已将你我紧紧相连
谁说我们不曾会面
十余载
那及时的报道、精确的概述
那美好的瞬间、精彩的画面……
这是我们的窗口
我们看到了希翼与期盼
我们听到了号角与召唤
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财富
......

如今，《上安报》 迈入了整整 500
期，这是一个令所有上安文字工作者激
动和感叹的数字，那些风风雨雨走过的
岁月，经历的每一期、每一个奋斗的日
日夜夜仿佛还在眼前。

当初，我从没想到踏入社会的第一
份工作就是与文字打交道，更没想到这
一干竟也干了这么些年头。依稀记得
2003 年参加的第一次企业宣传工作会
议，大会表彰了时任三分公司宣传干事
的颜士杰老师，当年他已在宣传工作岗
位上干了三十个年头。我暗自感叹了一

把，想象着自己会不会也一干就这么多
年。不知不觉，如今竟已过了一半的年
月。身边的人都说干企业政工这口饭不
好吃，搞文字工作更是伤心费神的吃力
活，一路走来，我也经历了跌跌撞撞，
也遇到过坎坷荆棘，但是收获与付出是
并存的，我也体会到了文字工作带给我
的快乐，因为“她”是有生命力的，不
仅印刻着我们生活中心得体悟，更饱含
着每一位作者的辛勤付出。

2003年的夏天，我来到了当时的上
安第一分公司。刚毕业那会的意气风发
和朝气蓬勃的斗志，逐渐被工地上满布
的灰尘和隆隆的机器声所消磨。那年，
我跨出校门走进工地时才22岁。作为一
名企业的宣传干事，我经常要背着小包
跑分布在各地的工地，包里一般放着一
支水笔、一本笔记本、一瓶矿泉水和一
包餐巾纸。纸笔自然是用来记录采访内
容，矿泉水却不仅仅是用来喝的。记得
每次去工地，最苦恼的是找厕所，所以
水也不敢多喝，工地上往往厕所少的可
怜，女厕所更不容易找。有时候走上10
分钟找到一个，却没有洗手的自来水，
这个时候矿泉水就派上了用场。泥泞的
路，满是尘土的楼道，即便是小心翼翼
地走，双脚也总是沾满泥土，有时候为
了拍几幅理想的工地照片，往往要顶着
烈日或寒风跑遍整个工地。而这些却不
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采访，当时青涩的
我对企业不甚了解，面对形形色色的人
和物，一篇报道的完成岂是一个“难”
字能够形容。当时的第一分公司，正处
于发展的低谷期，项目少，等工和跳槽
的人却很多，大家都处于一个比较消沉

的阶段。没有重大工程，我就写小项目
里的大事情；没有轰动的事件，我就写
项目里的好人好事和好的管理方法。即
便这些项目在整个公司里名不见经传，
即便这些报道或许会淹没在众多重大消
息之中，当时我想只要上报了，有人看
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那时候我们分
公司在《上安报》上的登载量还是名列
前茅的，但是，外宣成绩依然不容乐
观。

这时候，转机来了，一分公司承接
了地处浦东的世博会中国馆工程。至
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中国馆项目部工
作和采访的那段日子。当时，有位项目
经理一心投入到工程建设中，并没有意
识到宣传报道的重要性，于是我们帮项
目部总结归纳，赶写出了“世博速度的
背后是创新”为题的新闻作品，并在多
家报刊杂志上进行广泛宣传，依靠其
获得的影响力和声誉，使该项目部获
得了包括上海市劳模集体在内的诸多
荣誉。此时，大家真正感受到了宣传
带给这支团队的惊喜，正所谓酒香还
需常吆喝。经过此役，我在得到锻炼的
同时，也更加能体会宣传对企业的重要
性，我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期间，我
们还大力强化宣传队伍，建立资料库，
扎实地推进宣传工作。在此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我渐渐找到了宣传工作与企
业的契合点，宣传工作经历的这十七
年，与第一工程公司风雨同舟，是见证
者，也是同行人。我有时候会想，从
300 期到 500 期这段日子，正好是我结
婚生子的八年，《上安报》 仿佛见证着
我人生的每一个重要节点 ，“她”就

像我的一位亲人，被我关心着、孕育
着，也温暖着、滋润着我，每一步走来
皆是不易。

七月，是不平凡的岁月
五零后的父母
播下了希望，点燃了激情
铺展了和平与幸福
七月，又是平常的岁月
八零后的我
朝气蓬勃
沐浴着阳光
胸怀祖国和民族
七月，属于你，属于我
也属于新世纪的女儿
当她挥动画笔，描绘祖国山河
我自豪地告诉她
七月，就是我们共同的道路

2019 年 7 月，在建党 98 周年之际，
我写了一首小诗，在《建筑时报》副刊
上发表了。让我欣喜了好一阵子。是
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20年，我迈入不惑之年。站在人
生的坐标上，回头望去，那是我的青
春，挥洒过汗水，也交织过泪水，因为
那里有帮助我成长的领导和伙伴们，有
我前进的痕迹。但时间不会停留，过往
依然会过，未来依然会来，往后的十
年、二十年，我不知道是否还会在这个
岗位上，但无论如何我会继续努力，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

岁月的记忆，也凝聚既往的成绩，
开启全新的起点，继续一路同行。

岁月的记忆 王 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