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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犹未尽

生命那头渴望的眼睛 ■赵韩德 文

一直对有些老话蛮相信，譬如
“字如其人”，“相为心生”等。

聂卫平也说过：一个人下围棋的
风格与这个人的性格和人品很像。
下围棋即使不说话，也能了解对方，
所以又称手谈。

藉此发挥，或许可因棋观人。
悔棋不是好棋品，咱班里老魏却

最爱悔棋。一到对手拈子准备落下
时，老魏往往会抢回自己刚下的子，一
叠声的说：“刚才我就是打算下在那
的，摆错了摆错了。——反正咱们是
下着玩的，不来钱，是不是？”能对老魏
一笑了之的，是惠敏。惠敏棋艺并非
最好，却是肚量最大。他把半途的子
停住，眯眼莞尔而笑。惠敏后来给老
魏定下规矩，每局悔棋不能超过2次，
超过罚喝水五大杯，否则你老魏不长
棋！惠敏是一家大型船厂的中层干
部，在单位里是领导。比汉高祖入关
约法三章更简单，惠敏给部下只订一
条铁打的规矩：“必须第一次就把事情
做好！”向惠敏求证，惠敏莞尔而笑：

“造船返工可没悔棋那么简单啰！”
老魏还算好的，属文明悔棋。有

的弈者一看大事不妙，居然会随手撸
棋，彻底把一局棋废了。咱们围棋初
级班里自然不会有。一旦如此，肯定
被逐出师门。但历史上有个大名人，
却硬是屡屡如此作派。此人就是北
宋以变法出名的宰相王安石。《遯斋
闲览》云：“荆公（王安石）棋品殊下，
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
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
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

棋力不行，不肯动脑筋；出棋随
手，又怕输；怕输倒也罢了，竟搅局。

棋盘上怕输想赢，治国上藉权与
民争利。苏辙批评说：“设青苗法以
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

重出息十二，……民知其有夺取之
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王安石
终至既输棋又失政。

三国魏曹操手下大文人王粲，是
位素养很高的观棋者。他的观棋，不
仅得到观者的尊敬，甚至连棋手也钦
佩不已。有次两个棋手半途争吵，把
棋局搅坏了。他一边相劝，一边缓缓
地将棋局一步步重新摆出，请他们接
着下。这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因
为连棋手自己都记不清棋的进程
了。于是互相也不吵了，用大手帕将
棋局盖住，另取棋盘和棋子，请王粲
先生您同样再摆一盘，行不行？王粲
笑笑，慢慢地在盘上着子。最后，棋
手将手帕揭去，两相比较，两盘棋竟
然一子不差！（《魏志》）

另一个观棋者就让人不齿了。
此人叫孙皓。

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一声
令下，20万晋军直扑东吴，仅四个多
月便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三国纷
争61年的局面至此完全结束。刘禹
锡有诗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
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
幡出石头。……”面对率师而来兵临
城下的晋军统帅王濬，“皓乃备亡国
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
羊，……造于垒门。”

之后某天，洛阳皇宫里，晋武帝
司马炎心情大好，和女婿王济趁闲下
围棋。而站在旁边的侍者兼观棋者，
就是“一片降幡出石头”被虏的东吴
亡国之君孙皓。孙皓时不时朝王济
白上一眼。武帝问孙皓：“你在东吴
时为什么常常喜好剥人脸皮？”孙皓
冷冷地回答：“见无礼于君者则剥
之。”——原来，王济走棋兴起，无意
中把脚伸到了武帝脚下，孙皓在一旁
十分的容不得，恶恶的含沙射影。
（《晋书》卷42列传第12）孙皓是历史
上有名的暴君，即使看棋，也心态凶
恶，完全可以想见他在东吴时的飞扬
跋扈。弈棋可观人，观棋又何尝不
可观其人。

人生智慧

因棋观人

上海自然博物馆 ■徐平

世相百态

日记乐
■霍日炽 文

读初中时，我开始写日记。严
格地说，不是“天天”写的，不能称为
日记，只是不定期的“杂记”。

没记多久，“文革”中停了。谁
敢为自己再制造“罪证”，日记，可是
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湖南“支内”30 年，我又开始写

日记。
退休后，有了电脑，直接在电脑

上记，不用笔记本。记一段，打印出
来，成了身边常用的备忘录。

日记写什么？没一定，可长可
短，点到为止，喜怒哀乐都可记，有
感而记，不要硬记。

日记，朴素，原始，写实，放松，不讲
究文辞、文采。练笔，健脑，一举两得。

当年的那些日记，如今偶尔翻
开读一下，看到那时纯真的心境，傻
小子一个，是我吗？

■管新生 文

4
就在那一个从“鸡蛋碰石头战斗

组”脱身的深夜，忽然接到了派出所
的电话：外婆去世了！当年，仅有传
呼电话互通信息，半夜时分传呼电话
站已经关门打烊，是以派出所为人民
服务了。

外婆长年居住在曹杨新村的舅舅
家，从小到大，一直到我参加工作以
后，每年春节的常规节目便是由父母
带着我们去枣阳路兰溪路的曹杨四村
给外婆舅舅舅妈拜年，同时和表兄表
妹欢聚一堂。

母亲姓董，她的这位三哥比她大
了好多岁，还是大清王朝科举制度的
热烈拥护加痴迷者，直到民国废除科
举了还在朝思暮想考取秀才进士。据

说，他也确曾参与了科考，至于考试的
名次成绩则不甚清楚。大江东去，秀
才梦终究碎了，建国后他进了国棉二
厂当了工人。不过，当初父亲将他介
绍进厂时仅为临时工，但他干活很卖
力，被领导看到了，大为赞赏，一声令
下，立即转正成为正式职工。

外婆的去世令我很伤心。小时候
她时常来我家小住，离去时不免要瞒
着我，因为我老是不愿放她走。总记
得，在午后，一觉醒来时，方才发觉外
婆悄然离去，每每以号啕大哭为悠长
的离别曲。

这一回，外婆真的走了，永远不再
回来了！虽然高寿八十又七，依旧难
以抑制悲痛。

在我们举家奔丧的日子里，学校
的形势又是一变，招式迭出：揪斗老师
揪斗校长揪斗走资派，忽然成了很革
命的时尚；红卫兵小将勒令一位经常

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的老师拿出
了全部稿费，给全校学生各买一套《毛
选》；更为出格的是，竟然喝令被批斗
的老师们每进校门必须从他们的胯下
钻过，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韩信胯下
受辱”的荒诞剧；尤有甚者，竟公然逼
着“牛鬼蛇神”老师在操场上边劳动边
吃草（“牛鬼蛇神”牛字当头，自然得吃
草了）……

某一天，当我再去学校的时候，恰
恰遇见了全班第一批去北京串联的同
学凯旋，个个眉飞色舞海说神聊，人人
踌躇满志地大谈特谈北京见闻：从名
胜古迹到街头小吃，从清华北大到白
塔颐和园，最辉煌最震撼的是天安门
城楼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故事。好
不令人羡煞慕煞！最重要的是什么
呢？那就是只要凭借一只红卫兵的袖
章，即可免费到北京并且一路免费吃
住——那时候，学校里统一给每个学

生发放了一只“上海红卫兵”的红袖
章，当时的红卫兵们还没有来得及拉
山头闹分裂各自为政成立名目众多的
各式组织，如“红革会”“红三司”“东方
红公社”等，也没有神经短路地将“上
海红卫兵”划入旧市委旧教委的“保皇
派”行列。换言之，既然有了“上海红
卫兵”这一张护身符，有了这全民皆知
的老虎皮，岂不是人人皆可复制免费
旅行这一版本了？当下全班同学再也
按捺不住，决定立即出发，向着伟大的
首都北京前进，向着毛主席和党中央
所在的地方前进！

事实就这么简单，一群十五六岁
左右的学生娃娃要走出被禁锢了九年
的教室，要去到社会这个大课堂中“经
风雨，见世面”了！说到底，他们所谓
的“经风雨，见世面”，只不过是去游山
玩水开开眼界白相相的代名词，个人
私欲只不过纯粹是一个“玩”字在心里
作怪，在兴风作浪而已。其实，在那一
场摧枯拉朽雷霆万钧泥沙俱下的“文
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的同学并没有
真正从思想上加入，他们没有资格也
没有机会进入斗争的漩涡中心，因为

他们太底层，太工人子弟。也许极个
别的人做过一些错事甚至坏事，委实
是太年轻太懵懂太天真太幼稚了。我
说的是初中层面的红卫兵，至于后来
的红小兵小朋友，则属于小学生的档
次了。

说干就干，我们各自回家，拎起放
了几件替换衣服的旅行袋，带上不多
的几块钱和十斤八斤全国粮票，就和
一群同班同学出发了。当然也有去不
成的，那就是父母不放心这么小小年
纪去外地的，尤其是女同学的家长。
记得当时有不少同学都想去都愿去
的，结果集合的时候，竟然不到半数。
记忆中仅有刘仁义周玲奇乐天放顾富
祥惠荣富徐元宏等等，完全没有女同
学的加盟。

果真凭着“上海红卫兵”这一只红
袖章，果真没有半张火车票，我们果真
太平无事地上了火车！那是一个晚
上，上海直达北京的列车。在火车鸣
响汽笛开出上海北站旱桥的时候，我
们激动得无法自制，只是在心底一遍
遍欢呼：我们来了，北京！我们来了，
太阳升起的地方！

■蓝郁 文

透过玻璃窗户，我看着那棵树。
一棵瘦削的树，它的清瘦使我想起了
弥留之际的奶奶。即使已骨瘦如柴
的身体上，依然微微闪烁着一双眼
睛。在给予她帮助的每个动作里，我
都会不经意地与这双眼睛碰触到。
它让我强烈地感觉到，里面有一种东
西在涌动，那是除了对生命不舍之
外，还想再看一眼至亲的渴望。

那时那刻，我坐了下来，就坐在
了病床边沿，离那双只有一点点生气
的眼睛是如此之近。四周静得宛如
这深夜。脑海中的思绪像空气中的
尘埃一样飘飞着：奶奶的心里正想着
什么呢？是“坚持”吗？

我觉着，应该不止是奶奶。在尘
世中许许多多的角落里，可能正有着
无数双这样的眼睛，无力却坚持地凝

望在生命的那头。眼睛里没有了欲
望、没有了虚伪，甚至没有了追求，只
有生命将尽时的澄净与纯粹。这种
惟一，便是那缕对所爱之人的眷恋。

曾经，在一篇名为《为了能够紧
紧地握住一双手》的文章上看到这样
一段描述：“在护士的陪伴下，我战战
兢兢地走进病房。”穿柿黄靴子的小
姑娘说。“一个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
连连叫：‘杜鹃……杜鹃！’我刚要说
我不是什么杜鹃，护士使了个眼色，
我就闭紧了嘴。老人望着我，眼神里
有一种深沉的眷恋，嘴边荡出微
笑。……。那一天，……我几乎什么
也没有做，只是被那个濒危的老人握
着手……。护士后来告诉我，老人的
女儿远在美国，名叫杜鹃。电报发了
一封又一封，女儿就是不回来。他的
神志已经模糊了，把我当成了杜鹃。”
说话的小姑娘是一位临终关怀医院

的志愿者。
我还记得一位老人，独居。不过儿

子也很有孝心，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
她。每当儿子走的时候她都会送到门
口，跟着总是那句：“你什么时候再来看
我啊？”儿子有些不耐烦的说：“又问。”

其实，她哪想啰嗦，是内心真的很
不安、很害怕啊。害怕在蜡烛熄灭的
那一刹那，不能再看一看你的样子。

一种想见的渴望在生命那头的
眼睛里翻腾。虽然汹涌却无能为力，
因为，它是被动的，只能等待着，抑制
着……如果偶有时日，它还能表现一
些急迫，即使你有百般地不耐烦，也
包涵一下。

原谅它的过去，忘却它的过去，
对的，就是这双眼睛的过去。此时，
它只想看一看你，只想将你的面容映
下来，只想知道你一切安好。

真的，满足那丝渴望不难，仅需
稍稍暂停一下匆匆的脚步，仅需稍稍
豁达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别再找理
由了，趁还来得及，带着我们的善良，
带着我们的悲悯，去走近生命那头渴
望的那一双眼睛吧。

杨浦人文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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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孕育活力杨浦
——杨浦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区建设成就巡礼（三）

杨浦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坚持走依靠科技创新、
发展服务经济的内涵式发展道路。提出“两个优先、两个提升”
的产业发展方针，即优先发展以现代设计、科技金融为主导的
知识型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提升转型都市型工业，提升发展商旅文体服务业。

优先发展知识型现代服务业

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升转型都市工业

提升发展商旅文体服务业

加快“四新”经济发展

国际设计一场一期、二期等一批重要载体竣工，吸引上海
国际设计和贸易促进中心、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落户，努力打
造上海“设计之都”的核心区域。 ▲国际设计一场二期

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约
20%，与“宽带资本”合作建设上海云计算创新基地，创新形成
了“基金+基地”的新兴产业发展模式。先后建立上海物联网
应用示范基地、上海物联网科技园、上海物联网创新与体验
中心。

推进烟草、家用纺织、钟表等传统产业品牌塑造、技术提
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三高一低”
企业关停搬迁工作。

着力提升以五角场商圈为主导的传统商贸服务业能级，积
极推进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发展，涌现出东方CJ电视购物等代
表性企业，积极促进商旅文体融合发展。

涌现出沪江网、经尔纬、Ucloud、有孚计算机等一批“四新”
企业，互联网教育企业呈集聚发展态势。2014年研究出台杨浦
互联网教育产业政策，并在全球互联网教育创业者联盟大会上
发布，成为上海首个出台互联网教育产业政策的区县。探索

“龙头企业+产业基地+配套政策”模式，培育发展“四新”经济产
业集群，大数据、平台经济、电子商务、信息消费等新产业、新业
态加快集聚。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1.8亿元技术改造项目重装备厂房
（第八联合厂房）

▲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

▲2014年上海设计创新论坛暨杨浦国家创新型城区发展
战略高层咨询会

▲国际设计一场一期

▲上海市云计算创新展示中心

▲上海市物联网创新体验与推广中心

▲上海环保企业专业孵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