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莎士比亚说：“人世间的显赫光荣，往往产生于罪恶之
中，为了身外的浮名，牺牲了自己的良心。”

牛博士说：“良心上开出的花，只有暗香，只有微光。不
浓烈，却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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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吴秋尘“抬杠”

在《湖上清歌记》一文
中，刘云若又爆一料：“游次
忽又闻他处弦管，驶舟就之，
则见小船三四，铁索练之，舟
上津门名票友刘叔度诸君及
金碧艳，正大奏其合沓之笙
歌。见余等船，欢呼相应，王
庾生君虽未抱琵琶竟亦过别
船去，与刘君合唱南阳关一
曲。此种雅集，已久难得于
堂会，不图于湖上得之，则此
湖亦觉名贵之极。时夜深露
重，游兴微阑，王缕冰君饿极
思返，倡议返棹，乃同赋归
欢。唯王庾生君有‘同渡不
同归’之叹焉。归途耳后笙

歌，渐听渐远，豪斋复一弄
笛，‘长笛一声归去也’（隐师
句），使人俯仰兴怀。隐师游
湖口占中，所谓‘声声玉笛江
乡晚，不让东坡五百年’者是
也。抵岸分途，犹觉余乐在
心，余音在耳。翌日隐师命
记斯游，拉杂书之如此。”

然而，不知是有意和刘
云若“抬杠”，还是无意中据
实而记，就在刘云若《湖上
清歌记》见报一月后，当年9
月1日，津沽名记者吴秋尘
也在《北洋画报》发表《鲍鱼
湖》一文，但其文笔与感觉
却与刘云若大异其趣：“戊
辰之秋，七月未望，返自八
里台，将归于法砖（非法政
专门之专，乃法国砖窖之砖
也）。过海光之湖，臭风逐
水面而来，触鼻欲呕，曰，难
闻哉，此味也。……舟过一
土堆，朦胧月色中，见小岛，
问此何地也？舟子以各租
界之垃圾山对。且谓有人
计划将以此平湖，置房舍，
度非五十年内事，五十年后
或竟亦通衢闹市矣。若有
不胜其沧桑者。因思‘如入
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之句。鲍鱼生水中，鱼臭，
水庸有不臭者乎？此或即

富产鲍鱼之区耳。吾友刘
云若，以其近海光寺也，赐
以嘉名曰‘海光’，我则以为
不如取其味而名之曰‘鲍鱼
湖’，敢质高明，果有当否？”

间隔仅仅一月，两位“名
记”加好友的笔下，为何出现
景观迥异的同一条墙子河
呢？窃以为，这是二人出身
秉性与生存环境使然。

20世纪20年代末的刘
云若，风华正茂，多年诗书浸
润已使他以年轻之身跻入
“名记”之列，他对自己的未
来充满信心。加之长年生活
在津沽之地，他已对生他养
他的故土产生了深深的眷
恋。故而在他笔下，沽上一
草一木都是美的，包括带有
腥臭味的墙子河；而吴秋尘
则不然，少年时代便饱经颠
沛流离之苦，入北京平民大
学学的又是新闻专业。毕业
后以记者之职奔走北京官
场，见惯黑幕后又遭排挤赴
津谋生。因此其所见所闻所
思所想远比一出道便一帆风
顺的刘云若要“现实”得多，
且多年职业记者生涯已使他
养成了据实而录的为文习
惯，这也正是其笔下墙子河
更“现实”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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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可以使人安心。
西游记里，羊脂玉净瓶，

一时三刻化人成脓，摇得响
时再揭封帖儿。一为让二魔
放心，一为脱身之计，悟空作
法，哄那怪来摇：天呀，孤拐
都化了！

那怪没摇，悟空又叫：娘
呀，连腰截骨都化了！

必须有这番动静，二魔
需要这番动静，大圣也需要
这番动静。

一千零一夜里，黄铜胆
瓶，被渔翁打捞出海。一股
青烟，飘飘袅袅而出，变身
怪模怪样凶神恶煞的魔
鬼。渔翁惊惶，魂不附体，
他必须自救：“我不信这个
胆瓶，能容纳你这庞大的身
躯！”当魔鬼摇身再化青烟，
缩成一缕，钻进胆瓶，渔夫
急急封上盖印。魔鬼已知
上当受骗，在瓶中说尽好
话，动静不停。

自然，这动静连同那黄
铜胆瓶，最终都会被渔夫投

回大海。
一位友人，起床便打开

电视。她并不准备坐进沙发
里，也不关心电视里正在放
映什么。足不出户，她按部
就班料理家常，一日三餐，弄
花弄草，忙里忙外。那台电
视，如井如泉，声音喷涌不
息。无关怪癖，与孤独也是
两回事，只为听个响动。

日子没有动静，多可
怕。空气，如死水一潭。春
天，花朵不该没有动静，秋
天，树叶不该没有动静。风
过，云不会没有动静，月落，
鸟不会没有动静。有人来，
家的动静只怕小不。这些动
静，自然而然，是诗，是画，也
美，也珍贵。

养猫之前，夜里一丝动
静，便从梦中醒来，草木皆
惊。昼睡夜出，猫在黑暗里
时时弄出动静。这动静日复
一日，已经全了全然，知道那
猫在什么地方闯什么祸，反
倒心平，不再一惊一乍，每夜
安睡。

动静，可以惹来围观。
大街上发生一点事情，路人
目光齐刷刷过去，不求惊喜，
也不问来龙去脉，只是茫茫
望一眼，望下去。一点动静，
可能被里三层外三层围观。
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可
能又成了不小的动静。
“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

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
福。”鲁迅先生实在比我们自
己更懂我们。动静有时很感
人，也许它并不那么舒服。
可是毫无动静，更难忍。

大概是酒香也怕巷子

深，才要闹出一些动静，看山
不喜平。而且，这动静是不
嫌大的。如孔雀爱羽，虎豹
爱爪，是动静，也得挑一挑拣
一拣，敝帚自珍，羽毛自惜。
最怕美名是名，恶名也是名，
审美也是审，审丑也是审，什
么样的动静皆可，只取表面
热闹。

连婴儿也善用“动静”，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哭一
哭，就有了食物，有了目光，
有了拥抱，有了众星捧月。
动静不多的婴儿，往往容易
被忽略。

谁会想到张爱玲也有过
批评文章，如今，她的口碑早
已一边倒。彼时，有人夸她，
有人骂她，有人把她刻画得
不堪，水花溅得比她自己的
文章还要大，她纵不愿理睬，
有时候，也不得不替自己洗
刷一番。这动静，不少人羡
慕的。老友戏谑：你已写文
多年，还是这般悄无动静，没
人夸，有人骂也是好的呀。

夸也好，骂也好，总是个
声响，总是个动静。

她说说而已，自己也听
听而已。

动 静
草 予

小时候最盼着过节。在
那个玉米饼子充饥的年代，
哪个孩子不渴望过节吃好吃
的？而每当我盼着过节时，
节日总能如愿以偿地到来，
因为母亲似乎也爱过节，而
且她的节日格外多。

无论传统节日、时令节日，
还是纪念性节
日，母亲逢节必
过，也总能想办
法做出一顿令
我垂涎欲滴的
节日饭。有些节日不知是民
间本身就有还是母亲的发明，
比如庄稼生日、麦子生日……
反正母亲总能想出些名堂。

前些日子，突然想起我
狼吞虎咽地吃着节日饭时母
亲开心的样子，以及为了做
顿像样的节日饭，母亲有多
难。有时候，为了一瓢面、一

两肉、一棵菜，都得勒紧裤腰
带。毕竟那是个凭票供应的
年代，我们一家六口，四个都
是尚不懂事的孩子，只靠父
亲微薄的收入。

母亲总是把肉夹到我和
弟弟妹妹们的碗里，自己连
菜都舍不得多吃；做鱼时，母

亲也总是把鱼
头留给自己，
还把鱼头上仅
有的一点儿好
肉抠下来给我

们。我只顾自己开心地吃，
从没给母亲夹过一块肉。更
不知道，母亲“奢侈”地给我
们过节是多么不容易，那些
让我们大饱口福的花样饭菜
里不知有多少心酸。

母亲的节日之所以格外
多，是想倾尽所能让儿女过
得更好。

母亲爱过节
赵盛基

端午虽未到，满街早已弥漫
起粽子的香气，那悠悠的糯米香、
淡淡的竹叶味，不仅吊起人们的
胃口，更浸透人们的灵魂。一种
由嗅觉牵动的视觉感应，令我眼
前浮现出长长的历史画卷。

峨冠博带的屈原徘徊在汨
罗江畔，面对着滔滔江水抒发愤
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
其犹未悔”。后来，屈原听到郢都被攻破的噩耗后，
纵身投进汨罗江的滚滚激流中——以身殉国，一江
水淹没了这颗民族的明珠。从此，253公里长的一
条江与一个人的名字紧紧相连，这是汹涌江水与不
朽精神的结合，是伟大人格与壮观自然的融汇，筑起
了一个时代风雨留痕的诗碑。

当人们听说三闾大夫投江自尽，都聚拢到江边投
入粽子鸡蛋，以使屈原免遭鱼虾的伤害。从此，每年农
历五月初五——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地人民都到江上
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这种风俗渐渐扩展开来，粽子发展到今天，成为
很受欢迎的食品之一。虽然包装上没有太大变化，
但内馅已是千变万化，流派繁多。吞咽下这些粽子，
绝不止于果腹解馋，另有一种激烈的冲撞在胸腔中
发作，搅拌起粽子文化的久远积淀，也涌出对中国饮
食文化如此磅礴宏伟的内涵的由衷崇敬。

屈原忧国忧民，无畏地与君王宠信的奸臣佞小
对抗，冒死忠谏，立身处世的姿态被后人引为楷模。
然而，如今有些青年人竟不知屈原是何人，却不忘每
年“五月节”挑着花样吃粽子，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粽子确实好吃，须知其渊源深远。让我们再次
聆听那两千多年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的呐喊，不要忘记屈原这样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
历史文化名人。

端
午
怀
古

姜
桂
荣

最近常常可以在网
上见到这类帖子：标题为
“不小心摔倒”，正文是接
着标题的一段话：“后，点
到手机，点进外卖 App，
又点进肯德基/麦当劳/
必 胜 客 …… 又 点 击 下
单。”配图是刚刚拿到手

的热乎美食。很明显
这是网友们为自己的
嘴馋而找的一个可爱
又搞笑的借口，他们将
外卖点单解释成摔倒
之后“不小心”误碰手
机，又“不小心”进行了
一系列复杂的操作。

●网络新词语

摔倒后点到手机
孟冰洁

六十八、北疆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中国北方
最早的博物馆。它在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位居世界第一流
博物馆之列，却在闭门谢客
的70多年，逐渐暗淡成一座
孤楼、衍生出诸多传说。

旧屋里封存的这上百个
火柴盒，被祷文一样细密的
花体字包裹。这是创始人法
国传教士桑志华留下的密
码，他要解开的是中国矿物
以及物种分布的秘密。

1914年，中国北方在生物
和考古学界尚属一片未被开
发的处女地。博士毕业的桑
志华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天
津，打着“法国进士”的三色旗
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奔波。先
后捕获、收购了多达27万件古
人类、动植物化石及标本，并
先后分十几次运回天津。

时任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长
的黄克力介绍：“采集的化石越
来越多，他存在崇德堂的教堂

里边，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更
大的空间存放，而且他也有
计划想对公众展出，所以他
跟教会申请盖一个博物馆。”

1922年，在英租界的马
场道，与建设中的工商学院
比邻而居的这座三层小楼，
成为这个地块里的第一座建
筑。并被命名为黄河白河博
物馆。也是这一年，由于众
多重要化石的发现，特别是
那颗河套人牙齿的发现，震
惊了整个欧洲考古界。

1928年，北疆博物院
正式对公众开放。在馆藏
的20余万件展品之中，几
个作为礼物被送到北疆博
物院的北京人头盖骨第一
批复制模型，被看作这里
的镇馆之宝。这些一级文
物不仅证明了50万年前
亚洲人类的存在，更让欧
洲考古界重新审视起曾经
被他们忽视了的中国。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展
出这里日渐丰富的展品，
1925至1929年的四年间，
北疆博物院西端续建了一
座陈列室，又在主楼平行的
位置上兴建了一座两层南
楼作为专门库房。至此这
栋完整独立的工字形建筑

最终成型。1938年，桑志
华只身启程回国，27万余
件馆藏全部留在了天
津。遭遇了水灾的北疆
博物院不再开放，一部分
馆藏被转移之后，它逐渐
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1958年在北疆博物
院的大楼里，天津市自然
博物馆正式成立。然而，
变成了珍贵标本库房的
这栋老屋依旧闭门谢客，
从此完全被世人遗忘。
直到2016年1月，这段尘
封了70多年的记忆，终
于随着北疆博物院的重
新开放被再次拾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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