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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见过的工匠·磨刀人

岁月悠悠

■杜祖德 文

“我吆喝一声，磨剪子来、锵菜
刀……”这是京剧《红灯记》中的一
句台词。是山上游击队取密电码的
联络人，用磨刀身份作掩护出场亮
相时所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上
世纪三十年代，磨刀是个普遍常见
的行当。

说起菜刀、剪子，应该是每家每
户必备的生活用具。这些工具用久
了，刀口就会变钝，操作就难以称心
满意。剪子用久了，两爿会变松弛
不再得心应手，就需请专门的人来
对 它 们 进 行 修 缮 ，恢 复 它 们 的 功
能。这就是这里要说的“磨刀人”。

磨刀人的工具可用简陋来形容。
一条长凳一只小木盆、一块斜搁板一

点混浊水、两块磨刀砖几块试剪布、一
把锵刀一副小锤墩，除了锵刀、小锤墩
和碎布是收进布袋外挂在凳脚，其余
都放在长凳面上的小木盆里。长凳上
肩就可带走全部吃饭家当。

讲起磨刀，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为应急获取快刃，往往会拿刀口往陶
瓷碗底上去磨蹭几下，应急解决刃
锋，但这种磨刀法是无法持久的。因
刀口变钝主要是在使用中损耗了刃，
是刀口逐渐变厚所致。确切地说，恢
复刃的锋利不能单靠磨，还要对刀面
进行锵（削）薄处理。所以单称他们
是磨刀人，恐有不全之处，只不过是
人们约定俗成地如此称呼。

儿时记忆中，锵（削）刀面的技
艺似国人所特有。但在解放初，我
也 看 到 过 有 白 俄 人 干 磨 刀 糊 口

的。他们对刀面的削薄是用摇手
柄来带动一只砂轮旋转，再把刀身
贴到砂轮上去磨削。由于砂轮对
刀面的削薄不那么到位，所以他们
磨出的刀刃用的时间就不长。而
我们的匠人则是用种 T 形锵（削）
刀加工的。在 T 形锵（削）刀上的
那一横担的两端，装有两个捏手木
柄，正好两手相握用上劲。横担的
长度比身肩略窄，有利使出臂力。
中间一竖的顶端上，嵌有块大拇指
宽的硬质合金刀头。

看他们锵（削）刀身的过程也
是一种享受。先将刀固定在斜的
搁砖板上，然后由刃口开始，在刀
面上依次朝刀背方向铲去。这是
两块钢在硬碰硬的对决，铲削时所
发 出 的“ 滋 滋 ”声 响 有 那 么 点 刺

耳。削刀刃在菜刀面上作有力的
划动后，随之会有细微的铁屑纷纷
掉落，刀面就像被揭去了褐色的头
盖，露出白晃晃的本色。遇到厚的
地方还得来回多削几次，直到整个
刀面均匀平顺为止。

在 对 刀 的 另 一 面 作 同 样 处 理
后，将磨刀石置换到板上，对铲削
刀身时留下的痕迹进行磨削。最
后才用磨刀砖对刀研磨开刃。当
你接过磨好的刀尝试用大拇指去
试划刀刃时，锋刃在皮肤上会蹭出
种切入状的滞缓，着实让人产生稍
不留神皮肤会割破的胆怯。这时，
更体会出利刃出自磨削的道理。

磨剪子是不能采用锵（削）工
艺的。为磨好剪子根部的锋刃，会
对剪子采用一种暴力近似破坏的
处理。把以支点为交叉点的剪子
两爿坳过原先的支点，变成脱开不
再交叉，然后再对内外两面刃分别
进 行 研 磨 ，待 两 爿 剪 刀 刃 口 磨 出
后，再将剪子恢复原状，然后把剪

子拿到小铁墩上，用小锤去敲收剪
刀支点上的茆钉。这茆钉并不是
一下子敲紧的，而是边敲边握着试
剪刀的开合松紧。到了差不多程
度，用碎布去试剪子的张合力度及
锋利度，直到满意才交货。

说真的，对于这个行当的湮没
我是大惑不解的。菜刀、剪刀现在
还是家庭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用品，
是 器 具 用 的 钢 材 好 了 不 再 会 钝
了？还是有了新的磨快刃口的解
决方法？还是收不抵出不再有人
去做了？

也许上面的情况都有掺杂，确
实 生 活 中 也 并 没 被 磨 刀 事 难 倒
过。网上能买到快速磨刀器，还有
贴子教授细砂纸磨剪刀，或者也不
用为钝口的事去那么操心，直接买
把新的就是。

写下这些，姑且算对以前有过
的老行当作些怀旧，或许也有助于
大家去了解那个久远又不是很久
远的年代。

■张勤 文

有关午睡的记忆要从幼儿园
说起。

彼时幼儿园里才两位老师，一
位是矮胖的王老师，一位是瘦高的
蒋老师。她们教了什么内容不记
得了，只记得吃好午饭总要安排小
朋友们在教室里午睡。幼儿园陈
设很简陋，将竹榻两头搁在小课桌
上，一排简易的小床就算搭好了。
身上盖的小被子是从家里带来的，
款式不一，五颜六色。人躺在竹榻
上，一时很难睡着，但为了争做听
话的好孩子，即使毫无睡意我也努
力紧闭眼睛。老师教我们数羊，一
只羊两只羊，一直慢慢数下去，小
孩子毕竟心思简单，一会儿也就真
的入睡了。有时又睡得太香，老师
喊时间到了，不少小朋友还没睡醒
呢，赖着不想起来了。我记得有一
回睡梦中翻身动作太大，从竹榻上
直接滚落下来，虽未受伤，也吃了
一惊，此后养成了睡觉爱往内侧靠
的习惯。

那时对午睡不是很理解，只把
它当成任务，必须按老师的要求去
完成。王老师蒋老师的解释是，安
排小朋友们午睡，有益于大家充足
睡眠，茁壮成长。后来想想，幼儿
园安排午睡其实对老师也有好处，
小孩子们太闹腾，都入睡了老师也
省力些，在这间隙她们也能打会儿
盹了。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就很少
有午睡安排了，不用特意午睡，倒
也轻松不少，这也算是长大的一项
标志吧。

进入单位后，午睡又出现了。
中午约三刻钟的午休时间，常见一
些上了点年纪的同事抓紧时间找
地方打瞌冲。年轻气盛的我觉得
很奇怪，午睡有啥好睡的，何况小
时候都睡怕了，实在无法加入他们
的队伍。很长一段时间里，午睡时
间我只会看书，智能手机普及后就
戴着耳机刷微信聊天看电影。那
些年即使中午不补觉，下午也从未
觉得疲乏。

都说潮到二十，人到四十。还
真是的，四十岁以后，似乎又回到
了小时候的作息规律。吃罢午饭，
也想要午睡一会了，只有打一个盹
下午才会满血复活。如果哪天忙
于工作没能午睡一会儿，那下午就
会感到疲乏劳累，无精打采。

说到午睡，想起一位老同学，
经营着不大不小的公司，他的办公
室设在三楼，是整个厂区里最大最
僻静的地方，办公室内侧还隔出了
一间休息室，沙发、茶几，甚至床一
应俱全。但他却向我诉苦，压力
大，睡眠不好，不要说午睡了，晚上
也经常失眠。我看他确实是年纪
不大却黑着眼圈，头发也已稀疏。

这让我又想起以前邻家阿公
的夏日午睡场景。屋后大垂柳下，
铺一张旧竹席，不闻树上蝉声聒
噪，不管腿肚子上烂泥还没清洗干
净，碰到凉席就能入睡。有一次，
我还惊讶地发现，熟睡中的阿公，
两个脚丫间居然钻着一条蚂蟥，
正在吸血。阿公却浑然不觉，依
然呼呼大睡。想想，应该是阿公
刚从田间劳作回来，只在河滩头
草草洗漱，一顿简易的午饭，两盅
土烧酒下肚，人早已困乏了。大
垂柳下阵阵野风吹拂，伴着时远时
近的蝉声蛙声，足以撩得阿公很快
进入了梦乡。

午睡午睡，点到为止，不费时
间，养精蓄锐。如今，我早已理解
并喜欢上了午后小憩，觉得是科学
的养生秘诀，也是无关贫富的快乐
之道。随遇而安，倒头就睡，何尝
不是一种小确幸。

■费平 文

走出艺海剧院，脑子里闪现出
了四个字：甜中忆苦。陈奂生在老
态龙钟的生命终点，与观众们一起
回溯那艰辛与坚毅交织成的、为吃
饭为生存为活得有尊严而不停奔
波的一生。刻骨的记忆带动观众
的情绪。

“吃饭问题”顾名思义是“吃
饭 ”，背 后 的 故 事 蕴 藏 着 丰 富 内
涵。“吃饭”是每个自然人的本能，
但从社会属性来说，关系到人的生
存、家庭的稳定、社稷的延续甚至
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说简单
点，吃饭是与生命的本质划等号
的。因此，不管是政治意义还是经
济意义，“吃饭问题”是所有人最切
近、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该剧
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用各个年代
里陈奂生一家的坎坷命运来解读
时代与历史的变迁。

剧情并不复杂，是“漏斗户”陈
奂生和他的三个子女在各个重要
历史时期围绕土地、粮食、吃饭问
题 发 生 的 令 人 捧 腹 又 心 酸 的 故
事。陈奂生一家关于“吃饭”的欢
笑和泪水，经验和教训，正是改革
开放 40 年中国农村、农民以及社会
历史进程的缩影。

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漏斗
户”陈奂生偶然间遇上了从家里
逃难出来的傻妹，稀里糊涂就和
她成了亲。陈奂生想让傻妹为自
己生三个孩子，傻妹给他带来了
陈两、陈斤、陈吨三个孩子。一生
挨饿、受罪的傻妹在即将要吃上
饭时吞了白米撑死了。临死前，
她嘱咐陈奂生“一定要让孩子们
吃饱饭”……

于是一开场，78 岁罹患食道
癌、来日无多的陈奂生就喃喃自
语：“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
饭，不是吃饭问题……”这颠来倒
去的话，貌似狡黠，却又颇有思辨
地伴随全剧，不仅引申出各个重要
历史时期围绕土地、粮食、吃饭的
问题，同时也贯穿了陈奂生一家的
故事。

主演张怡不愧是“第 31 届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
者。他在剧中饰演的主角陈奂生，
善于从外形和内心两个层次进入
人物状态和心理世界，将善良、孤
勇又略带狡黠的中国农民坚韧、倔
强又不失生动的形象表现得入木
三分。整个戏，他没有更换服装，
全靠嗓音、戴帽直立和脱帽（光头）

弯腰之形体来区分 30 至 78 岁的年
龄跨度，显出非同一般的人物塑型
功力。其他演员无缝对接的角色
塑造如傻妹、王本顺、吴书记及陈
两、陈斤、陈吨等的夸张表演看似
荒诞不经，实则犀利真实，凸显了
演员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用心提
炼，为营造“笑中带泪”的戏剧氛围
起到了烘托作用。

令人新奇的是舞美设计非常
简洁，两个小时一幕到底，场景变
换皆由布景移动完成。通过台侧
提示牌，如“他开始回忆了，1970
年 初 春 ”，“ 他 回 忆 完 了 ，2018 年
夏”等，由演员来切换舞台时空，
今天与昨天、现实与回忆、真实与
幻觉不断变换、跳跃，把剧情向前
推进。

该剧是常州滑稽剧团创排的
大型滑稽戏，道具与台词的设计也
很精彩，开始三个孩子的虎头帽、
朝天辫等面具，几个场景中乡村吹
鼓手轮换出现，1979 年夏陈奂生请
王本顺喝酒时已去世的傻妹站着
拿着镜框“跳进跳出”，1988 年老二
陈斤结婚陈奂生弄了一桌豆腐菜，
分家后陈奂生拿出一包种子给老
大说“你有种活出个人样来”，老大
被“双规”时说“我看不见别人，别
人么看见我”，陈奂生后悔时说当
年“给三兄妹留这留那，却忘了留
德，往他们嘴里塞许多好吃的，却
忘了塞良心……”等等，既刻画了
人物性格又顺应了剧情的脉络。
而尾声舞台上呈现一幅当代乡村
院落的景象，大家一起扭秧歌、跳
探戈、跳踢踏舞之写意手法，寓意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农民的喜
悦之情。

当然，在“吃饭不是问题”之
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该剧并没
有回答。文艺作品的任务是发问，

“也许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都
将会消失，可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
呢？”创作者在结尾巧妙地通过旁
白直接向观众进行了提问。

值得一提的是，《陈奂生的吃
饭问题》此次作为“第 31 届上海白
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剧
目展演”，5 月 23 日只来沪演出一
场，当天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发表 81 周年，故而很有
意义，也耐人寻味。感谢创作者把
现实生活与艺术创造相结合，为人
们捧出了精品，从而使含泪的笑达
到了喜剧最高境界。个体的故事
和时代的叙事融为一体，这是好的
戏剧最好的人文关怀。

荡漾 ■钱政兴

午睡

生活故事

笑声里

光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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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绩实效，谋划和推进好新时期对口支援工作
薛侃率杨浦区代表团深入拉孜县，踏勘对口援建项目进展，慰问援藏干部人才

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定位坚持走好创新发展之路
周海鹰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介绍杨浦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

本报讯 面对面倾听企业心声，
心贴心做好企业服务，8 月 23 日，区
委副书记、区长周海鹰主持召开企业
座谈会，邀请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
共话发展。

周海鹰介绍了杨浦经济社会发
展有关情况，他指出，近年来，杨浦围
绕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城区综合经济发展稳
中向好，民生和社会事业持续改善，
成功走出了一条从“工业杨浦”到“知

识杨浦”再到“创新杨浦”的转型升级
之路。当前，杨浦正按照十一届区委
七次全会精神，深化高水平改革开
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杨浦
创新发展再出发，全过程增强科技创
新策源力，全方位提升创新产业竞争
力，全要素激发创新生态生长力，全
领域彰显创新环境吸引力，千方百计
把企业、高校等科创资源激发出来、
释放出来，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力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全力推动杨浦实现高

质量发展。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
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定位，坚持走好创
新发展之路，充分发挥自身技术资源
优势，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努
力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多贡
献。杨浦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多措
并举提升服务质量，积极构建便利高
效、富有活力、充满温情的服务体系，
助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企业家们表示，近年来杨浦以数
字经济为代表的各项产业增速明显，

企业服务整体质量和能级不断提升，
选择杨浦，投资杨浦，符合企业长期
发展战略，对杨浦的发展充满信心。
未来，将进一步弘扬企业家精神，始
终保持锐意进取、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敢闯敢干、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继续扎根杨浦，立足自身优势领
域，持续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奋进新
征程，建功新时代，不断提升对杨浦
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记者 封辰霏

本报讯 区委副书记、区长周海
鹰日前接待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党委书记靳建平一行，就持
续深化双方合作，畅叙情谊、共
谋发展进行座谈交流。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姜桦，副区长王浩参加。

周海鹰对靳建平一行到访表
示 热 烈 欢 迎 。 他 指 出 ，长 期 以
来，杨浦围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从“工业
杨浦”到“知识杨浦”再到“创新
杨浦”的转型发展之路，当前，杨
浦以市委、市政府作出知识创新
区战略决策 20 周年为契机，正全
力推动人民城市新实践、创新发
展再出发。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是上海著名的妇产科医
院，为广大患者提供了专业、优
质的医疗服务，红房子医院家喻
户晓，杨浦和红房子医院一直保
持着密切联系交流与合作，医院
也为杨浦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未来，杨浦将
进一步加强与院方沟通对接，大
力支持医院建设发展，不断提升
杨浦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高老
百姓幸福感和满意度。

靳建平对杨浦近年来取得的
转型发展成果表示祝贺，并感谢
区委、区政府多年来对医院建设
发展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指
出，一直以来，杨浦和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保持着密切联系交
流与合作。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
沟通，携手抢抓发展机遇，共同实
现高质量发展。医院将围绕打造
国家级医学中心，持续提高医疗
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争取为杨
浦、上海乃至全国妇女提供更优
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为杨浦经济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姜桦详细介绍了复旦大学附
属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近况以
及未来发展方向。他指出，复旦
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是一家集
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全国
知名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自杨
浦院区投入使用以来，在区委、
区政府大力支持及妇产科人共
同努力下，医院规模不断扩大，
学科发展持续提速。未来医院
将继续立足杨浦，服务全国，面
向世界，为老百姓提供高水平、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一
行还参观了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
设规划展示馆等。 ■封辰霏

■两地签订2023年对口支援协议，将充分发挥上海大市场、大平台、大流通的优势和杨浦数字经济企业集聚的优势，打造特色产业，促进群众增收致
富；充分发挥杨浦区域内丰富的教育医疗资源优势，助力拉孜教育教学水平和公共卫生能力持续提质扩面；充分发挥杨浦在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培训方面
的优势，强化劳务帮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充分利用杨浦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影响力和传播力，把拉孜丰富的文旅资源进一步宣传好、开发好，吸引更多人
走进拉孜、了解拉孜、投资拉孜

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创新发展再出发各环节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相关决定，强化法治赋能监督赋能研究赋能

提供高水平高质量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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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21日－25日，杨浦区
委书记薛侃率杨浦区代表团，赴西藏
自治区日喀则市拉孜县，开展对口支
援工作调研，实地踏勘对口援建项目
进展，慰问杨浦区援藏干部人才。调
研期间，薛侃与出差在外的西藏自治
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日喀
则市委书记斯朗尼玛，就杨浦与拉孜
县的对口支援工作电话交换意见。
代表团先后会见了日喀则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方红，市委副书记、常务副
市长彭一浩，市委常委、秘书长母兴
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泽敏，并
在拉孜县召开上海杨浦-日喀则拉孜
两地对口支援联席会议。

杨浦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
监察委主任余海虹，区委常委、区人
武部政委李猛，区委常委、常务副区
长尼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董海
明，区政协副主席明依，区政府副局
级领导祁克萍参加调研活动。

8 月 23 日，上海杨浦-日喀则拉
孜两地对口支援联席会议召开，杨浦
区委书记薛侃、拉孜县委书记席付平
出席会议并讲话，日喀则市委副书
记、常务副市长彭一浩，拉孜县副县
长杨志强，拉孜县政协主席次仁等出
席，会议由拉孜县委副书记、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何斌主持。

薛侃表示，杨浦将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按
照西藏上海两地党委、政府有关部署
要求，谋划和推进好新时期对口支援
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
可持续，为全面推进拉孜乡村振兴提
供有力支撑。

打造特色产业，促进群众增收致
富。充分发挥上海大市场、大平台、
大流通的优势和杨浦数字经济企业
集聚的优势，一手抓产业培育，持续
做强当地特色产业；一手抓市场开
拓，用好进博会、五五购物节等机遇，
开展线上线下展示、体验、销售，全力
构建消费新模式，助力拉孜特色农副

产品和文化产品进商圈、进社区、进
网络。

深化医疗教育支援，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充分发挥杨浦区域内丰富
的教育医疗资源优势，助力拉孜教育
教学水平和公共卫生能力持续提质
扩面。重点推进拉孜县中学教学生
活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和教育均衡发
展能力提升项目，努力办好让拉孜人
民满意的教育； （下转第4版）

本报讯 8月23日下午，区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绣明主持会议，副
主任王莉静、顾毓静、蔡伟、吴晓童及
委员出席会议。副区长于洋，区法院
院长王朝晖，区检察院检察长康强，
以及区监察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杨浦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 推动杨浦创新发展再出发的决
定》。会议指出，要始终高举创新发
展的奋进之旗，形成凝心聚力促创
新、接续奋进谋发展的深厚共识。要
不断汇聚创新发展的磅礴之力，把全
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贯穿于创新
发展再出发各环节，推动全区同向发

力，促进全域创新协同；要坚定走好
创新发展的砥砺之路，发挥人大职能
作用，强化法治赋能、监督赋能、研究
赋能，为杨浦创新发展提供更强有力
的支持和保障。

会议审查了区政府关于2022年
决算及202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并结合审议区政府关于2022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
的审计工作报告，决定批准2022年决
算。会议还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
于提请审议《杨浦区2023年区级预算
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批准
2023年预算调整方案。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查本
区贯彻实施《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

条例》情况的报告，会议肯定了区政
府及其职能部门在提升区域交通安
全整体水平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会
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牢
安全发展理念，切实担负起“促一方
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
坚持问题导向，围绕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交通安全顽疾开展调查研
究，找准症结、综合施策，提高安全
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要强化宣传引
导，针对重点行业、重点群体主动送
法上门，开展行业安全意识教育，营
造全社会安全共治氛围，切实提升
道路交通治理质效。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关于检查本
区贯彻实施社会治理相关法规情况

的报告。会议肯定了区政府在对标
对表法规要求，推动城区社会治理质
效再提升等方面开展的工作。会议
要求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高站位
推进法治，把贯彻落实社会治理相关
法规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切实
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引领、规范
和保障作用。要强合力拓展共治，汇
聚社会各方智慧和力量，建立多元共
治、资源共享、事务共商、难题共解、
发展共促的基层治理模式。要重赋
能叠加智治。以智能化、信息化为突
破口，加快建设和完善“互联网+”社
区治理模式，推动治理组织、治理标
准和治理人才专业化，切实为基层减
负增能。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