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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种说法，南京路
是全国人民的南京路，淮海路是上海人
民的淮海路，这话不无道理，隐含在这
个现象中的缘由是，两条路上人和房子
的文化、情趣、气质，有明显的差异。

实际上，还有一些路，就在上海市
中心，它们名气也是很响，它们很短，
很窄，很少商店，以前很少有人荡马路
荡到那里去。只不过现在好像突然被揭
开了神秘的面纱，一夜之间成为了上海
四季皆宜的景观，成为了时尚生活的热
地，成为了慢节奏踱步的去处，甚至也
成为了网红的落脚点。

武康路，湖南路，永福路，东平
路，延庆路……大概有二三十条这样的
小马路。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到了湖南
路，用了“与世无争”来形容。我便顺
着文章读下去：“有人说，湖南路很低调

不张扬，铁门紧锁的深墙大院，又为宁
静的湖南路增添了诸多神秘，让人感到
有些敬畏而疏离。”一直读到文末，并未
读到湖南路的丝丝与世无争。

大约作者是将湖南路的静谧安宁当
作了与世无争了。准确地说，湖南路并
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与市井无争。在很
多年中，市井之人没有什么理由去湖南
路的，那里几乎没有店家，也很少会有
自己的亲戚。

如果一定要将湖南路这样的小马路
牵扯到与世无争，那么，大约是这般理
解：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路不在长，
楼不在炫。

这些小马路小到什么程度？名气又
大到什么程度？某天，我特地做了一道
人文地理题——最短的是永福路，317
米；最长的是武康路，1183米。

像湖南路，修建于 1918 年到 1921
年，原来叫朱尔典路，1943年法租界寿
终，新路名“湖南路”是周佛海起的。
周佛海在同一年买下了锦隆别墅，因为
他祖籍湖南，便将新宅改名为“湖南别
墅”，宅前的朱尔迪路，也就一起“湖
南”了。

还有一条小马路就在旁边。电影
《色·戒》中汤唯（饰演王佳芝）最后一
句台词是对黄包车夫说的：到福开森路
去。片中的角色住在福开森路。福开森
路就是现在的武康路。电影中的这一句

“到福开森路去”或许是虚构，但是这也
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因为当年的福开森
路后来的武康路，是上海西区高档生活
的典型。直至现在，武康路仍旧“桃李
无言”般地展露着它的人文、地理、建
筑和审美的品格。将梧桐秋叶视为美景

并且保留，便是从武康路开始的。现在
的深秋，好几条相同相连的小马路，被
金黄色梧桐落叶组成上海特有的街道秋
景。

这些小马路确实常常默默不语，但
是一旦发出声音就是如雷贯耳。

有朋友问，为什么这些马路这么
短，这么窄，公交车无法通行，连人行
道也只能两个人并排走，三人行就得有
先后了？我说，当年围绕着诸多小洋房
大别墅，住家很少，自然不需要像人民
广场中的人民大道，可以并排走 48 个
人；再说，当年这里住的都是有钱人，
出入不是小汽车，便是黄包车，马路宽
了也是多余。这些相互牵连着的小马
路，如果把它们看作是小洋房大别墅之
间的大社区通道或许更加形象一点。这
个大社区是当下的景观，是历史的传奇。

走过上海的小马路

在淮河这根长长的飘带上，虽然支
流纵横，水系如网，小小的竹竿河却不
卑不亢。她像是一根名副其实的竹竿，
把浩浩淮河骄傲地高挑在信阳三关的头
上，只是因为这根竹竿既细且长，人们
又担心淮河会压断她的腰肢。

我们的车子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
终于又返回到信阳。稍事修整之后，我
们便根据信阳地区文联同志的建议，顺
着淮河岸畔，去领略竹竿河的风姿。

竹竿河，顾名思义，河流像一根竹
竿。这是一条修长挺直的河流，河岸风
光绮丽，河水清波微漾，给人一种赏心
悦目的印象。虽然她位于淮河的上游，
但由于水源充足，也就形成了两岸肥沃
的田园。她很少人工的雕琢，千百年来
保留着河流自己的自然状貌，像一位良
家少女，性格温顺。沿岸人民一直以一

种敦厚的感情依恋着她。不问春夏秋
冬，风霜雨雪，她总是以一种文静的情
调，低声地诉述着生活的变迁……

竹竿河是信阳三关的骄傲！
然而，漫行在竹竿河畔，我们才知

道，她的真正骄傲不在于自己的风姿，
而在于她的身边，藏着一个举世罕见的
古墓群。

这天晌午时分，我们来到位于竹竿
河两岸的罗山县天湖大队，在地区文管
会同志的陪同下，踏上这片神奇的土
地。说她神奇，因为表面看上去，这里
只是一片高高的坡地，除了干涸的渠道
和一块块翻挖的土坑，其他一无所有。
然而正是这块平常的坡地里，却埋葬着
3000 多年前的几十座巨大的商周墓地。
罗山县水利部门的同志告诉我们：仅在
1979年至1980年两年中，他们在水利施

工时就发掘了 17 座商代墓和 24 座周代
墓，相继出土了商代青铜器 215 件，玉
器68件，陶器42件，石器2件，木漆器
9 件；同时还出土了周代青铜器 38 件，
陶器183件，石器1件，木漆器3件……
这些出土文物，在我国商代考古工作中
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填写了豫南
商代考古的空白，而且为著名的安阳殷
墟文化，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听了这些介绍之后，我们便很想观
赏一番实物。县文物部门的同志为我们
提供了方便，在一所展览室里，我们目睹
了那些造型精美的珍品，比起在寿县博物
馆见到的金、银棺，又是一番景象。单青
铜礼器就有鼎、罍、觚、爵、卣、尊、觯等数
十种；兵器中的戈、矛、钅戎、锛等等，更是
种类繁多；至于玉器，那些环、瑗、镯等等，
一件件形态玲珑，色泽如染，令人眼花缭

乱。其中的鸱鸮、提梁铜卣和玛瑙红玉手
镯等物，是罕见的珍品，件件价值连城。

晚上，我们在地区招待所里谈起古
代文物的价值，仍然不减白日的好奇。
有熟知内情的同志对我们说：这些墓葬
都是经国家文物局科技研究所测定过
的，棺椁木料的树轮校正年代距今为
3265±145 年。这个绝对年代与 《诗
经·商颂》记载的商王武丁征伐荆楚的
战事有关。墓内青铜器上的典型族徽，
可能是“息”，也就是说，可以把春秋时
期息国的历史，上溯到商代晚期……

一处墓葬能引起这么多考证的结
果，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也由此
而想起在淮河流域那一次次惊奇的见
闻。这些见闻和这些古老的历史遗迹，
使我们愈来愈坚信：淮河，是中华民族
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放歌竹竿河

这次搬家，一箱工作服终于有了个
好的归宿。

上一回搬家是20年前。在清理一堆
物品时，妻子看到有两只年代已久的大
纸箱，里面分别放有不同颜色、面料、
款式的冬夏两季的工作服，数了一下约
有三十多套。妻子想把这些工作服处理
掉，但已没有回收工作服的了。收废品
的都说不要，即使收也只能当破布，总

共就二十几块钱……哇，一套工作服的
人工加布料还不止这个价钱呢！不用处
理了，我对妻子说，先留着再说吧。

此后不久，妻子原单位的徒弟小丁
辞职了，自己开了一爿箱包加工厂。我
们决定把这些工作服送给他，工厂里可
能会派上用场。那天申城飘着雪花，小
丁开着车来取货。看着各式各样的工作
服要送走时，我又有点舍不得，便挑了

好几套不同款式的夏装留下，也算是留
个记忆吧。

这些工作服，都是我这一生在工厂
工作三十多年积攒下来的。50年前，我
从技校毕业后分配进了国企化工单位。
进厂的第一天，我们领了半月的学徒工
资 8.92 元 （当时学徒工月工资为 17.84
元），还领了口罩、手套、工作皮鞋及春
秋各两套蓝布棉工作服等劳防用品。当
时我还想，这么多的工作服怎么能穿得
完呀？谁知那时青涩小伙懒散成性，工
作服脏了从来不洗，放更衣箱时间长了
都被闷坏，出现一个个洞，有时干脆就
扔了。这样一来，三年发一次的工作服
不够穿，就穿自己的旧衣服当工作服。

两年以后由于工作积极，我从操作
工人当上了班长。班长是管理为主，自
己不用上岗，于是工作服“耐用”了许
多，而且我看到脏了还会用碱水洗。这
样，一件工作服可以穿上大半年。随着
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服不但够穿，还
有了积余。加上企业调整建制时，又给
职工发了两套米黄色涤卡缀有企业品牌
商标的工作服，这样积攒得更多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受单位派
遣，赴广东顺德联营厂做技术指导三
年，厂方又发给我浅灰色涤棉春秋两季
工作服。一年两套根本穿不完，于是第
二年我就推掉说不用了，但对方说这是
职工福利每人都得享受，而且年底开全
厂大会时，职工都要穿崭新的工作服，
以展示企业的整体风貌与团队形象。

进入 21 世纪后，我调到单位党办，
负责宣传工作，工作服基本无损耗，故
直至退休，共积攒了三十余套。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工为企业服
务、奉献几十年，作为企业，也为职工
的劳动防护提供了有力、充足的保障。

如今，我不用再穿工作服去挥洒汗
水，不用工作服陪伴我在岗位上奋斗，
那曾经的青春梦想，都随逝去的工作服
得以实现。而眼前的这些工作服，何尝
不是人生岁月的留痕与见证。因此，在
这次搬家时，见到居家附近有一建筑工
地，便把余下的工作服都送给了辛苦劳
作的建筑工人——让这些辗转多年、旧
而弥新的工作服有个更好的归宿。

工作服的归宿

孟子云：君子远庖厨。我虽非君
子，却对“庖厨”的事也一向比较外
行。当然，由于这“一向外行”，间接
也导致了平素颇多的损失。往小处
说，似乎只是少了一些口腹之欢；但
若细究起来，庖厨的疏远，或也可能
会影响到家庭的和美、同事朋友的睦
爱以及邻里关系的亲近，间接中的偶
然，隐约中的必然，皆难说毫无关
联。那么，个人的口腹事小，而大幅
度拉低了朋友乃至家庭社会的幸福指
数，则罪莫大矣！不过，古人的话自
有他原先的语境，据说已被曲解了好
几百年，如今更不可全信。何况，以
前的“庖厨”，确实多以烹牛宰羊、大
开杀戒为乐，与今天的美食厨艺完全
是两码事。至少照晚近的发展态势来
看，“君子”实在应是“近庖厨”才
对。

远的暂且弗谈，就民国以来的许
多文人学者、翩翩君子，能吃、善
吃、会吃的还真不少。当然，若要能
加冕一顶“美食家”的徽号，光是善

吃还不行，还要能写，要把吃在嘴里
的美味，用文字分享出来，嘉惠于
众，似乎这就是文人的功课了，也是
文人的兴趣所在。像民国文人中的谭
延闿、周作人、马叙伦、范烟桥、郁
达夫、丰子恺、梁实秋、唐鲁孙等
等，皆热衷于谈吃，也是写美食文章
的高手。谭延闿被称为“民国第一吃
家”，身出名门，父亲谭钟麟就爱好美
食，清光绪时任过两广总督。受家庭
的影响，谭延闿十分熟谙湘粤两大菜
系，且研究深入，时有心得，甚至对
湘菜的改良与推进他也有贡献，这就
是“吃家”与“吃货”的区别。谭延
闿曾说：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喜好，

“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
辞。他既是美食家也是书法家，时常
还会亲自“近”一下“庖厨”。有则轶
事说他某次下厨示范，不慎误伤了右
手指，不得已，那几天只能暂以左手
书翰。好友胡展堂也是书法家，他从
谭氏手札中敏锐地觉察到书风的细微
变化，仿佛秀逸中添了一点生拙之

趣，正揣摩着谭先生是否又融入了哪
路碑帖时，秘书却说出了原委，引得
展堂哑然失笑：“我还当他练了什么新
本事，原来只是切伤了手！”

文人笔下的美食，其实滋味的分
享只是个“药引子”，项庄舞剑，意在
沛公。在美食背景下的一些渊源风
俗，以及名人或闲人的馋佬故事，才
是聊不尽的话题。所谓美食，自然不
仅仅是餐桌上的一饮一啄，虽说吃的
能力有大有小，但胃口再好，毕竟还
是有限，而因故事的延伸生出对美味
的憧憬与想象，却是无穷尽的。郁达
夫、梁实秋在谈吃的文章里，曾写到
一种似蛏似蛤的美味，因其状如舌，
故称“西施舌”。此物汆汤，味儿甚
佳，含在口中滑嫩柔软，似乎就让人
因美食而生出遐想。比民国那一批稍
晚些的文人，也有不少擅写美食的名
家，如费孝通、王世襄、汪曾祺、唐
振常、邓云乡、陆文夫……个个都能
吃会写，我记得费孝通写家乡的腌
菜，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均描摹得

细致入微，生动有趣，给我留下很深
的印象。读了汪文，我才第一次知道
鸭蛋其实和“脸蛋”一样，也讲颜
值，有的长得俊美，有的长得呆头呆
脑，模样有点蠢。我恍然若悟，怪不
得会有“笨蛋”一词。想起上世纪九
十年代时，我还去过唐振常和邓云乡
先生的府上，听他们聊书话，谈故
人，其中也有一些关于美食的掌故。
那时我觉得文人都贪吃，且时常受邀
而周旋于酬酢之间，好不羡慕！其实
贪吃是人之天性，并不仅仅是文人，
否则也不会有两千多年前的某兄“染
指于鼎，尝之而出”的故事了。可见
美味当前，要想抵住诱惑，是蛮困难
的一件事。那为什么“贪吃”的名声
总是落在文人的头上多一些呢？就因
为文人手中的一支笔，吃了还要以文
字分享。还是孟子云过的一句：“人莫
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看来食而知
其味很重要，文人中的所谓美食家，
就是最能“知味”的一类。

文人最“知味”

某年
某月
某日
我把自己邮寄出去
岁月如潮
岁月如歌

从此
我的邮路
就是螺旋桨的旋转
从此
我的眺望
就是桅灯的眺望
从此
我的希冀
就是一声靠泊的汽笛

潮涨了
潮落了

岁月总是如潮
靠泊了
离泊了
邮轮始终在航行
我把自己邮寄了出去
在风里
在雨里
却忘了填写收件人的地址
哪一条航迹
哪一个港池

某年
某月
某日
我把自己邮寄出去
也许
我把自己邮寄给了自己
在如潮的岁月……

向着大海出发






























































































 





































巨轮抒怀 （组诗）

孟好转

面对浩瀚的大海
面对春潮滚滚的雪浪花

船坞
正孕育着一艘巨轮
走进船台
走进船舱
建设者正分秒必争
以汗水和智慧
安装
排布各路管线
如同畅通而又奔放的血脉
去鼓荡活跃的基因
去连接坚韧而又敏感的神经
去感应时代的精神
心思
如彩虹
一笔传神
去伸展岸的臂膀
去拥抱一个远航的梦

船坞
正孕育着一次新生
一个向往
船坞之外
建设者将驱动一个奇迹
启航
驶向浩瀚的大海

岁月流金
流着我们的眼神
此刻
鸣响的第一声汽笛
刹那间
会点亮无数颗导航的星星
在一条心的航迹里
激溅起无数辉煌的记忆
递交
生命的履历

写给第一艘大型国产邮轮

我们在等待着
这一时刻的来临
大海，也在等待着

其实
所有的赞美都是一瓶香槟
是用艰辛酿成的香槟
是用智慧酿成的香槟
藏在心底已经很久很久
是释放的时候了
在船头
在浪花间
砰然冲开
让酒香四溢
飘散欢庆的气息
品尝成功的滋味
此时，一瓶香槟就是所有的赞美

其实
所有的祝福都是一瓶香槟
是亲情凝聚的香槟
是期望发酵的香槟
藏在心底已经很久很久
是释放的时候了
在船头
在风雨中

砰然冲开
让酒香四溢
汹涌平安的心愿
奔腾思念的潮水
此刻，一瓶香槟就是所有的祝福

其实
所有的誓言都是一瓶香槟
是为悲壮烧灼的香槟
是为光荣照耀的香槟
藏在心底已经很久很久
是释放的时候了
在船头
在我的心田
砰然冲开
让酒香四溢
听从使命的召唤
展开生命的壮阔
此刻，一瓶香槟就是所有的誓言

我以香槟为你饯行
我以香槟为我自己饯行
所有的话都在酒里了
风风雨雨中
你我同行……

下水典礼
刘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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