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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花样

■郑树林 文 剪纸

“赤膊戴领带，赤脚穿皮鞋”，
讲的是不懂得这些物品怎样使用，
只为了让大家晓得所以做出了违
反常理的事，想出风头。现在的
许多明星很喜欢炒作，炒作的目
的其实就是阿拉上海话讲的要出
风头。

这种出风头还只是小事，有许
多风头出得过头了。刚刚进入娱
乐圈的“明星”为了出风头，不顾
羞耻不惜一切只要能出风头，她
们不是去争取学习、争取表演好
角色，而是做一些别人无法想象
的出格之事，一脱成名虽然是出
尽了风头，可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欢喜。

出风头不是一件坏事，只要自
己真的有本事有学问，想不出风头
在这个年头都不行。职场上也会有
许多可以让你出风头的机会，工作
业务学问做得好，就可以评选上
榜，上报纸电视，作为大家学习的偶
像。想出风头就是要实实在在踏踏
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把出风头化为
工作的动力，到时候你不想出风头
都不行。

有些环境对于出风头有着另外
的看法，有句话叫做“枪打出头鸟”，
看着别人的成功成果，不是找找自
己的不足之处，而是处处刁难别人，
把同事朋友的成功看成出风头，于
是无论出现什么事总是推给别人
做，还振振有词人家喜欢出风头，就
让他出个够。有些朋友明明知道自
己的朋友犯错了，可偏偏要为朋
友两肋插刀爱出风头，后果自己
倒霉。

出风头不是什么坏事，就看你
出什么样的风头。

淋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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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女作家蒋丽萍

诗抒胸臆

■葛乃福
虎丘憨憨泉的传说

今年五月十七、十八两日，我
与友人有苏州之行。游览“吴中第
一名胜”苏州虎丘时，导游向我们
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从前有个小和尚，
出家就在虎丘旁。
他憨厚老实受夸奖，
不知何因得罪了老和尚。

老和尚常罚他下山去担水，
一天总要好几趟。
累得他走起路来腿打晃，
连人带桶摔倒在路上。

小和尚爬起身两眼泪汪汪，
看着破桶心发慌。
满身尽是泥水浆，
却喜见青苔沾衣裳。

小和尚猜测这地底必有水，
否则哪来路上青苔长？
从此他每天抽空打井忙，
似有神助井的深度一天一

个样。

“小和尚整天在搞些啥名堂？”
老和尚不放心前去探周详。
小和尚干得正欢猛挖了一锹，
地下水如泉涌水柱喷几丈！

老和尚一紧张踉跄倒地上，
刹那间晴空里闷雷炸响。
老和尚变丑石成蛤蟆模样，
这口井被唤作“憨憨泉”美

名远扬……

亮相 ■诸德清

■王养浩

落梅风·梅雨三曲

一
淫雨停，天放晴，湖上翠莲

几叶青。柳浪兰舟笑倩影，天
落银珠湿衣襟。

二
林间雾，山里雨，东魁杨梅

农家女。夜风不吹愁云去，满
筐诗笺灯下语。

三
夜消沉，日慢长，抚琴听雨

在湖廊。新蝉何时鸣惆怅，遍
地正道是沧桑。

■穆迪 文

宋词人向子湮有首《鹧鸪天》，其
词曰：“戏彩堂深翠幕张。南颸特地
作微凉。葵花向日枝枝似，萱草忘忧
日日长。门有庆，福无疆。老人星与
酒生光。殷勤更假天吴手，倾泻西江
入寿觞。”

喜欢宋词的朋友，不难看出，这
是首祝寿小令。作者用轻快的笔调，
表达良愿。词的末尾，作者力大思
雄，竟想到要假借天吴（上古神话中
人面虎身的司水之神）之手，倾西江
之水而入酒杯，为老人祝寿，可谓用
喻精妙。不过，词中的“葵花向日”容
易理解，“萱草忘忧”从何说起呢？

萱草又作谖草，谖者忘也。东晋
张华《博物志》说：“萱草，食之令人好
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作为一
种普通植物，比较早地进入文学视
野，是在《诗经》的《卫风·伯兮》篇，其
文曰：“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朱熹注
曰：“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北
堂常指母亲居住的北房，后也用来代
表母亲。

朱注温柔敦厚，认为古代男子远
行之前，尝愿于北堂前种满萱草，花

开时节，堂阶烂漫，希望能减轻母亲
对游子的思念。

然而，通读《伯兮》，全篇围绕的
分明是男主人公的威仪，以及那“自
伯之东，首如飞蓬”的思妇的翘盼，属
于比较典型的“思妇诗”。“种萱孝
母”、“慈母思子”的意味如何体现？
朱熹并没有说明白。

萱草何以忘忧？恐怕还要从其
自身和“忧”的意涵说起。

先来看看萱草其余几个别名：疗
愁、丹棘、鹿葱、鹿剑、宜男。

前二者，南朝任昉《述异记》和明
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五》都说：“（萱
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晋代崔豹《古
今注》云：“欲忘人之忧，则赠以丹棘。”
可见，二者承用了“忘忧”的意涵。

鹿葱、鹿剑，古人多认为就是萱
草，直到明代《群芳谱》和清代《广群
芳谱》才修正前说，指出“鹿葱色颇类
萱，但无香尔”、“一为实茎，一为虚
茎；一为六瓣、一为七瓣”。药性与萱
相近，可治通身水肿，小便不通等症。

相比之下，“宜男”有些特别。晋
代周处《风土记》云：“宜男，草也，高
六尺，花如莲。怀姙人带佩，必生
男。”古人常用萱草和寿石、石榴搭配
图案，寓意“宜男多寿”、“宜男多子”。

说到这里，再联系《诗经》和朱
注，可知白居易之谓“杜康能散闷，萱
草解忘忧”，其所忧者，古今大抵有忧
思（纾忧）、忧夫（思妇）、“忧母”（孝

子）、忧育（生男）四意。
回顾古典诗词，我们发现，直到南

北朝，萱草作为意象很少出现，且寓意
单一。谢惠连、谢朓、吴均、鲍照等作
家，均用以表达纯粹的“纾解忧愁”。

至唐，“萱”的意涵丰富起来，《全
唐诗》中约有相关作品63首，其中50
首用作“纾忧”，8首用作“忧夫”，3首
与“石榴”同用（“忧育”），虽仅2首用
于“忧母”却意义非凡。孟郊的《游
子》云：“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
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首用“种
萱孝母”的意涵；牟融的《送徐浩》首
现“椿萱”并用，说明至少在唐代，已
有将之作为对父母的敬称。

到了宋代，一改前弦。《全宋词》
中约有 104 首含“萱”作品，体现“种
萱孝母”、“为母祝寿”的竟有63首之
多（如篇首词），这种用法在明清诗词
中层出迭现，渐而深入人心。

或许可认为，至少在六朝之前，
萱草与母亲并无直接关联。唐代偶
有生发，却并非主流，其后或因有益
于教化，巧妙地为宋明理学看中，于
是广为传用，并逐渐衍生出“萱堂”
（母居之室）、“萱龄”（母亲年纪）等，
此后，这株“黄花菜”的分支，毫无疑
问地成为中国“母亲花”的代称。

每年五月，感恩与思念的时节，
不必康乃馨、不必玫瑰，摘一束萱草
就好，献给我们最可敬的人。

（上海电力学院）

■倪祖敏 文

5年前的7月24日，女作家蒋丽
萍与世长逝，离开了我们。当时，我
无法抑制心中悲痛，泪如泉涌。

我和蒋丽萍相识在 30 多年前。
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在一些采
访场合碰到。自从第一次见面相识
后，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
等个子，文静的气质，一副金丝边眼
镜，精明能干，有着深邃的洞察力。
她一笑起来，那口雪白而又整齐的
牙齿和那如花灿烂般的笑容，一定
会让你感到双方的对话是一种莫大
的愉悦。

她是一个很会生活的女记者。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家
穿得都很土气。她知道我跟企业界
颇熟悉，便在某个场合对我说：能不
能找一家服装厂，去买点衣服，改善
改善自身外出的形象。我一口答应
了下来。她喊了《新民晚报》的一位

姓施的女记者，我带了我的太太，一
起去了控江路许昌路口的一家外贸
服装厂，记得厂长姓陆。陆厂长十
分客气，他让我们到样品间去随便
看，随便挑。三个女人都看中了一套
赭黑色夹杂的彩格套裙。看上去像
薄花呢、实际上是布料做的。上装是
收腰身，茄克式的，肩上有两个类似
可以挂军衔牌的搭肩，下身是喇叭
裙。这套衣服穿在身上格外精神。
我跟她们开玩笑说，就差一顶橄榄
帽，就是谍报机关里的少校女军官
了。三个女人笑得竟拥在了一起。

以后获悉，蒋丽萍离开《新民晚
报》，去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当专业作
家。我知道她挺能写的，很有思想
观点。有一次偶尔碰到她，我便问
她：“你咋去了作家协会？”她露出那
招牌式的灿烂笑容，反问我：“不好
吗？”我连忙回答道：“很好，很好！”
我倒不是恭维她，而是她的写作才
能，的确是适合从事专业写作工作。

以后，我又遇到了她，只见她的
头发雪白，根根竖立，我很惊诧，便
关心地问她：“你身体有没有病？”她
推了一下金丝边眼镜，又是一阵灿
烂的笑容，回答我：“好得很哩！”我
不敢多问，知道她很辛苦，一直沉浸
在写作中，去采访去收集素材。我
知道她在撰写《浦熙修传》，为了对
真实负责，她无数次地去嘉定了解，
去北京与浦熙修的子女接触，其间
的坎坷不言而喻。

2006年，上海新闻界编纂《上海
新闻记者大辞典》，我想到了蒋丽
萍，连忙寄了张表格给她，还特地朝
她家里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头依旧是清脆灿烂的笑
声。她说：“到底是多年的老朋友，
所以你没有忘记我，想到了我吧？”
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特别
聊到了浦熙修的一些事情，因为浦
熙修的女儿经常跟我通信。那天，
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但她却丝毫没
有对我说起身体不好的事情。

蒋丽萍走了。直到生命的最后
时刻，她还在为《赵超构传》、《澹园
的孩子们》和《浦熙修传》奋笔疾书，
可惜终于没能完成。

■刘新红 文

周六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瓢泼
大雨惊醒了睡梦中的我。我一跃而
起，急步奔到阳台，望着满满四根晾
衣杆上的衣服在雨中飘荡、快速吸收
着雨水，后悔与懊恼的怒气一下子冲
上了脑门。因为黄梅雨季，连续积压
了一周的湿衣服，好不容易盼来了久
违的阳光，经过一个上午的晾晒，已
基本见干。因为想着让衣服干透，且
判断天气未有变脸的可能，就安然入
睡了。

明知已来不及了，还是冒着大雨
快速抢收进屋，在房间里复习功课的
儿子也出来帮忙。望着一大堆湿淋
淋的衣服，想着白费了这么多功夫，
我禁不住埋怨了起来：“都十七八岁
了，看到要下雨了也不知道收衣服或
叫醒老妈来收。”“我又不知道外面晾
了衣服。”儿子生气地返身回了房间，
并关上了门。

“嘭”的一声关门响，惊醒了怒气
中的我。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何
必要责怪儿子呢？本来“更年期”的
我与“青春期”的儿子沟通就已日益
觉得难上加难。我迅速将湿衣服分
类重新过洗、脱水，并晾晒在阳台
内。在一个多小时的忙碌中，我的脑

子也在不停地思考：是否可以将我对
此次事件的反省，作为与儿子沟通的
契机呢？

晚餐桌边，我细细历数了当时的
后悔心情：“如果我收好衣服再午睡，
如果我睡前提醒一下儿子……”“如
果我提前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老
公也适时地反省了一下。

“不过，后悔也帮不上忙，埋怨
也起不了作用，只能吃一堑长一智
啦。”望着晾满阳台的衣服，我笑着
说，“还好，明天天气预报晴好。”

“老妈，以后我发明一种遥控智
能伸缩遮雨棚就好了。”儿子认真地
说，“以前看到一个介绍科技改变我
们未来生活的节目，在回家的路上就
可以遥控家里的空调、电饭锅、热水
器等，那遥控智能伸缩遮雨棚应该也
不难。碰到这种情况，只要一开启就
可以马上避免被淋雨了……”

望着侃侃而谈的儿子，我与老公
会心地笑了。“更年期”与“青春期”两
代人还是可以很好地有效沟通的，关
键是查找自身原因，拒绝埋怨。联想
到日常的工作、生活，在为人处世、待
人接物过程中，不都是需要这样的

“退一步”艺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