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过去的 ２０２４ 年 “国际
博物馆日”期间，世博会博物馆
（以下简称“世博馆”）以“春日市
集”的户外生活方式体验结合室
内各公共服务空间的文化活动

组合拳的形式， 组织了广场市
集、户外生活方式体验、传统文
化演出、互动参与、特色摄影及
咖啡文化课程等 ２０ 余场线下活
动，并与上海自然博物馆开展了
基于临时展览的直播导赏，开启
“打造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文化
综合体”的尝试，以期为市民提
供丰富多元的城市生活美学体

验。
世博馆作为 ２０１０ 年上海世

博会的有形遗产，始于城市———

得益于上海世博会的 “成功、精
彩 、难忘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
国际展览局合议在上海世博

会浦西园区原址 ，共建全球首
座世博会主题博物馆， 作为国
展局唯一官方博物馆和官方文

献研究中心。 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签署备忘录 。 世博馆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正式开工建
设、 连续被列为 ２０１４ 年及 ２０１５
年上海市重大工程，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日建成开放。

开放至今的 ７ 年间，世博馆
立足“城市”主题，常设展览中向
线上线下的博物馆参观者介绍

了在世博会近 ２００ 年发展历史
中有重要影响的城市及其举办

的世博会；留存并展示了上海世
博会申办筹办运营的珍贵史料；
介绍了上海世博会后自 ２０１２ 年
到 ２０２０ 年 ４ 届世博会的相关信
息；临时展览中，世博馆则关注
“世界城市 ”———来自俄罗斯的

稚拙艺术城市画作展、有温度的

城市设计展、与“世界上的另一
个你”的《见面》展、 同样起源于
世博会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

博物馆馆藏珍品展、凝聚了东西
方城市文化与商贸交流互通的

广珐琅展，以及即将在 ８ 月推出
的潘玉良的上海－巴黎的双城故
事展……

同样在这 ７ 年间，世博馆秉
承国际展览局官方博物馆的身

份， 赴海外参加了 ２０１２ 年韩国
丽水世博会 、２０１５ 年意大利米
兰世博会 、２０１７ 年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世博会和 ２０２０ 年阿联
酋迪拜世博会，在展示和普及世
博会历史的同时，搭建了上海城
市形象宣推的平台，向国际社会
界全面展示“世博之城”上海的
城市建设新理念、新成就；开放、
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７年来， 世博馆的公共文化
活动也紧扣“城市”的命题：每年
的“ＷＥ 馆校共建”项目，先后以
“从上海到迪拜的世博会”“ 城
市建筑可阅读”“一江一河”“山
水相连、文明互鉴———世博会举

办城市中的桥”等主题，建立学
生与上海、 与世界城市的链接；
“ＷＥ 青年”摄影主题系列课程，
带领摄影爱好者在世博园区原

址开展行摄活动，体察城市更新
的细节； “ＷＥ Ｃａｆｅ 在上海品
世界”咖啡文化系列课程，深耕
“全球咖啡馆数量最多” 的城市
咖啡香气，与咖啡爱好者用味蕾
考察全球咖啡地图、体验咖啡制
作技艺；近期，“ＷＥ ＴＡＬＫ 电影
文化月”以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
全城盛事切入，与电影之城同频
共振，通过讲座等形式为电影爱
好者提供更多电影文化体验和

欢聚；“ＷＥ Ｋｉｄｓ”青少年教育项
目，带领青少年穿梭于世博会的
举办城市，感受伴随城市发展的
科技创新和文化交流，并利用现
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向偏远地区
的中小学课堂，输送科普和艺术
的在线课程，期盼能为他们打开
一扇看城市、看世界的窗。

缘起城市发展，得益于城市
发展，最终服务于城市发展———
秉承初心、一如既往，世博馆希
望通过“收藏世界的美好时光”，
让广大参观者和市民能 “在上
海、看世界”，体验和品味上海这
座魅力魔都的独特城市生活之

美。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仪电系

统总支部盟员）

———世博会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

行 无疆者

北 极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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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应金山博物馆馆长思彦先
生之邀，前往金山张堰，观邓散木手迹
文献展，感受良多。

准确地说， 我们这一代都受益于
邓散木的贡献。 记得本人儿时在京读
书开蒙， 当时学校低年级要上 “大字
课”———即学写毛笔字。先从描红簿子
开始，逐渐要求学生临楷书帖子，再后
来要求学生临行书帖子。 最初我也并
不知道这些帖子从何而来， 只是在课
堂里一味模仿， 在课后一味抓紧完成
家庭作业，以便留下更多时间去玩闹。
可没多久，临帖子也早已成为“过往”。
直到自己有幸重回学校， 接受郭老先
生亲授 “古文字” 课， 开始新一轮玩
耍———拜师学习篆刻， 读到邓散木著
《篆刻学》， 方知我及我们这代人一路
走来深受邓散木先生的众多恩泽。

记得本人开蒙之初读的语文课

本，并非如今流行的印刷字体，而是图
文并茂的手写字。课本中“小猫钓鱼”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等精美的画面
和手写文字至今记忆犹存， 当时我并
不知道那也是出自邓散木的手笔。直
至进入中文系，多读了些书，知道了汉
语拼音及简化汉字的来龙去脉后，方
知早在 １９５４—１９５７ 年间，在毛泽东的
亲自过问下，由中组部、教育部陆续从
全国各地选调了 １５０ 多位教育干部 、
学科专家和一线名师， 汇聚于人教社
进行新中国第一次教材会战， 集中编
写一套中小学教科书。

主持这套教材编写的教育部副部

长兼人教社社长、总编辑叶圣陶，与主
持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文化部副部长、
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都想在新

编的小学语文课本中， 采用手写体的
形式，一改过去呆板、单调的印刷体。
他们认为入学儿童应该学习和认识规

范化的手写简体字，要进一步
改变繁体字的印刷体成为简

化的手写体，并改换原是印刷
体的字模 。在此基础上 ，国务
院设立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
会”，大力推进文字改革，主要
是解决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
和汉语拼音问题，这就要求新
制作一套完整的简化字模，其
中简化字手写体的字模制作

这项工作，就需要既精通书法
又擅长篆刻的人来从事。

于是在胡愈之的盛邀下，
邓散木到京做手书印刷体的

字模书写工作。在张堰邓散木
手迹文献展厅里，陈放着邓散
木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时

的出入证 ， 由此可判断他是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 １９ 日正式报到任
职的 。 他在人教社工作两年
多， 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作为小学语文课本的“写
字者”， 为前六册手书了精美
的课文（包括注音符号）、封面
书名和插图说明，并为制作新
的汉字手书体字模提供了范

本。二是为了促进学生练好简
化字书法，邓散木还书写了配
合语文课本学习的学生字帖，
如 《四体简化字谱 》《简化字楷体字
帖》，这些书不仅成了一代学童的启蒙
读物， 而且成了一个时代莘莘学子的
共同记忆。

值得称道的是， 一代书法篆刻大
家， 并不悔于做如此低端普及的工作，
对于上述工作情况，邓散木在《六十自
讼》（１９５７） 中是这样说的：“国家百政
新，兴革事弥巨。汉字病繁异，删简利众
庶。招我来都门，书范备铸。殚思供一

得，何敢惜衰暮。……往昔矜三长，诗书
与刻画。造门多驵侩，伏案为粒食。今许
效戋戋，始为群众役。书苑茁奇葩，浇灌
诚有责。”先生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通过观展得知： 早在 １９５０ 年，邓
散木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以后随
着他工作的调动， 他的组织关系转到
北京。 邓散木与曾任北京书社副社长
的张伯驹惺惺相惜， 二人常常诗书唱
和。作为同龄人，邓散木赞赏张伯驹的

德高义厚和才华横溢。 张伯驹被打成
“右派”后，邓散木替张伯驹感到憋屈，
还以民盟盟员的身份，作《书法篆刻不
是艺术孤儿》《救救书法篆刻艺术》两
份书面发言稿， 希望书法篆刻艺术得
到重视。没想到此番言论之后，邓散木
自己也成了“右派”。好在邓散木是坚
强的，直至晚年，他都没有丢开他所钟
爱的书法与刻印， 他的作品功力不仅
丝毫未减，反而更添奇崛之气。

只要身体条件许可， 他必坚持临
池、读书。在人生最后几年，他译注了
《荀子》二十三章数十万言，并诠释了
《书谱欧阳结体三十六法》等古代书法
理论， 还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编写一
些书法普及读物和字帖，如《中国书法
演变简史》《怎样临帖》《草书写法》等。
这些著述或手迹， 直到改革开放后才
得以问世，其全面成就卓然于 ２０ 世纪
艺术大家之林，恩泽后世，影响至今。

张京军先生不仅是邓散木的追随

者、 研究者， 而且还是邓散木手迹文
献、史料的收集者，他手中藏有众多邓
散木的真迹文献。 张堰展出的手迹文
献展中展陈了邓散木各个阶段的重要

真迹和历史文献， 包括他的家庭、书
法、篆刻、金石书法普及、诗文学问、交
游书信往来等等， 这些展陈虽已足够
完整、震撼，但仅仅是他藏品中的一小
部分。限于场地原因，众多真迹文献目
前还无法陈列展出。 好在张先生正在
力推在金山建立邓散木纪念馆， 相信
几个月后，待新馆建成，邓散木更多手
迹文献将有机会展陈其中， 这也许是
对这位 ２０ 世纪上海籍著名书法家、篆
刻家，罕有的集诗、书、画、印艺术成就
于一身的杰出艺术家、 中国民主同盟
杰出盟员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民盟
上海社会科学院委员会盟员）

见字如晤 我 １９７０ 年生人。 ２００３ 年博士毕业， 搬家到美国
辛辛那提， 开始教书。 第一次当 （美国） 人民教师，
备课繁忙。 当时儿子一岁， 整个一个混世小魔王。 晚
上只有我陪着他， 才能睡着。 折腾两个小时， 他睡
了， 我才能接着备课， 他人虽小， 但是知道我哪一天
讲课， 总在我第二天要讲课、 终于备完课睡着了的时
候， 醒了开始哭闹。 几次我都是睡了一两个小时， 去
学校讲了一天课， 有时候还发着烧。 想着战士捐躯疆
场， 老师倒在教室， 也算是得其所。 后来女儿出生，
比儿子好带得多。 我给我姐打电话说， 现在终于明白
了， 为什么小时候大家都喜欢你。

这么折腾的代价是在教书后的一年， 灰发迅速出
现。 回国见一个朋友， 他说你头上哪儿蹭了那么多灰
呢？ 后来知道是什么， 他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是打碎
钢牙和血吞。 ２００７ 年夏天， 在北京见朋友， 两站多
的地， 本来想走过去。 突然看见公共汽车来， 当了多
年美国华侨， 很久没坐过公共汽车了， 就上去坐了两
站。 车很空， 但是我想站着看看风景。 我边上本来坐
着的一个小伙子， 站起来让我坐。 我一方面很迷惑，
一方面也不好拒绝， 就坐下了。 直到他下车， 我才突
然想明白了为什么。

自此以后， 被让座、 被各种五六十岁的人认为同
年的事情， 罄竹难书。 哪怕是在帕劳乘船出游， 午饭
的时候， 还有个中国老头儿过来搭讪说， 咱们 60 多
岁的人如何如何。 我很喜欢小孩儿， 在电梯里碰到都
会逗几句 。 但是几乎每次家长都让孩子叫爷爷好 。
２００８ 年儿子先回来上小学， 我还在美国。 春假回来
去学校接他， 他的同学们跟他嚷嚷， 白 ＸＸ， 你爷爷
来啦， 你爷爷来啦。 自此之后， 我当我儿子女儿的爷
爷以及跟其他家人关系混乱的命运， 就一发而不可收
拾。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来上海开会， 正好跟认识多年的
江怡教授同机， 跟他提起开始被人当成爷爷或者老学
者的故事 （我记得第一次是 ２００８ 年在华中科大的一个讲座之后， 一个 30
多岁的学者说， 今天听了白老先生的讲座……）。 接机的是办会的华师大
的一个女博士， 下来非要帮我拿箱子， 但并没有要帮比我年长的江怡兄拿
的意思。 江兄打趣说， 是应该帮他拿， 他都 ８２ 岁了！ 我回嘴说， 别乱说，
我才 ７８！ 她愣了一下说， 您一点都不像 ７８ 岁的人啊！ 到了宾馆， 碰到了
另外一个熟人， 跟他提到这个事情， 但没注意到刚才那个博士就站在我们
附近。 都很尴尬的情况下， 她过来说， 我知道您是开玩笑的， 一看就知道
您只有 ５０ 多岁。 我脸上陪笑着说， 就是就是……

还有一次， 几年前带孩子们去北京牛街聚宝源吃涮羊肉， 要等座儿。
我看旁边有牛街清真寺， 从来没进去过， 就过去看了看。 门口大爷说要收
票， 每人五元， 但他看了我一眼说， 您免费。 我心中疑惑了一下， 但随即
明白了原因， 没再吱声， 带孩子进去了。 已经丢脸了， 再主动交待掏五元
钱， 脸不是白丢了？ 老爷爷我至少脑子是不糊涂的。

有朋友劝我说， 被当成岁数大的挺好， 在学术会议上， 显得有权威。
我心想， 谁知道呢。 可能别人面儿上会很恭敬， 但是心里想着， 老而不那
个什么， 是为贼。

想想人生很荒诞。 小时候， 因为长着娃娃脸， 老被人当小孩， 自己很
不忿。 但谁想到， 想装嫩的时候， 却又早熟了。 我自己当年想， 如果真的
到了比如年过半百的高龄， 被人当老人看， 我就认了。 但是终于发现， 真
的到了这个年龄， 自己还是觉得自己是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孩子， 还容易
年轻气盛， 还不能无所谓。

（作者系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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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社科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驰

———邓散木手迹文献展观后感

夏至：也爱迢迢夏日长
书斋·雅趣

始于城市，深耕城市，服务城市
文 博 添 彩

２０２４ 年是中法建交 ６０ 周年，
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本月又恰逢
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巴黎夏季奥运

会开幕在即， 现刊载此文， 以飨读
者。

陈占彪，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
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上海大
学文化研究博士后， 巴黎第十大学
等访问学者。

１９５６年，何家槐先生看到埃菲
尔铁塔时曾说：“（铁塔） 上下的宽
窄过于悬殊，而且结构呆板 ，颜色
灰黑，看起来并不美观，但高耸入
云 ，气魄却确实是很宏伟的 ”。这
的确是的，一个阴天，笔者从地铁
钻出来，走到塞纳河畔，灰蒙蒙天
空下，只见一个灰黑的、纤细的铁
塔， 因其坚实阔大的中下部为建
筑和树木遮挡住了， 实在看不出
有什么美感 。可是，来到它跟前并
登临其上，方能感受到它的优美造
型与宏大气势。

如果要用一个建筑来代表巴

黎、甚至法国的话，那无疑就是那
座矗立在塞纳河畔、战神广场上的
埃菲尔铁塔。今天，世界各地的人
们，只要一提巴黎，首先想到的就
是那座铁塔。 以至于巴黎就是铁
塔，铁塔成了巴黎。

可是，与巴黎那堆了满坑满谷
艺术品的星罗棋布的博物馆相比，
铁塔无非是一个三层铁架而已，本
身并没什么值得琢磨和玩味的 。
它的可看可玩之处只在于登临其

上 ，俯瞰全城 。因此 ，前往巴黎旅
游的人，窃以为最好先不要登塔 ，
而是先将其他各处名胜看过后 ，
再登临铁塔 。这时 ，绎绎凭云 ，蹲
蹲捧日 ，“凭阑眺瞩鲜障翳 ，俯视
旧宫如虱蝉 。 高楼船棹互起伏 ，
巷衢市肆区以分 。” （张荫桓诗 ）
“河水萦若带 ，远山绿一角 。闾阎
何扑地， 殿塔数历落。 冈陵抗园
馆，有若蚁垤作。”（康有为诗）“楼
阁如蜂房，园囿若蚁蛭，车驰马骤
渺若醯鸡。”（金绍城文）

除了登高远望之外，很多人大
概不会留意铁塔上有这么一个细

节。如果细观铁塔，在其第一层拱
形的上方四侧横梁上各有一排金

字。细看，方知这些都是法国鼎鼎
有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工程师、医学家、博物学家、农学家
等的名字， 每面各 18 个， 总共 72
人，可谓是“自然科学 ７２ 贤人”。

这些人中间有数学家柯西、傅
里叶、拉格朗日，物理学家安培、菲
涅尔、 拉普拉斯， 化学家拉瓦锡、
盖－吕萨克 ，电学家库仑 ，医学家
毕夏，博物学家居维叶，工程师纳
维，农学家沙普塔尔，天文学家勒
威耶，矿物学家阿维，银版摄影发
明者达盖尔， 飞艇制造者吉法尔，

实业家施耐德 （经营钢铁）、 维卡
（经营水泥）等。这些名人，有些我
们在课本上见过，有些我们不一定
熟悉，但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真正
在人类探索自然科学的征途上立

下过不朽功勋。他们不光是法国人
的骄傲，更是人类的骄傲。

我们古有“雁塔题名”，法国今
有“铁塔题名”。法国人亦称铁塔为“科
学先贤祠”（ＵｎＰａｎｔｈé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这些科学先贤的名字随机排列，以金
色大写字母书写，字高 ６０厘米，如此
大的字母，以便人们能在地面上看清
它们。“铁塔题名” 是笔者当时最大
的发现和收获。 恐怕也是很多人不
会十分注意的地方。

可是，他们又是如何选择这些
科学家的呢？

铁塔是为了 １８８９ 年世博会而
建 ， 同时 １８８９ 年是法国大革命
１００ 周年纪念，这些科学家都是在
１７８９ 年至 １８８９ 年近一百年间在
法国工作和生活过的。 除了曾精
确测定光速的法国物理学家伊波

利特·菲佐于 １８９６ 年去世外 ，其
他 71 位在铁塔落成典礼前均已
过世。 特别是法国化学家谢弗勒
尔于 １８８９ 年 ４ 月 ９ 日去世 ，享年
１０３ 岁， 一个多月后的 ５ 月 １５ 日
铁塔就正式开放。

并非未留名铁塔上的科学家

就不重要。 由于铁塔空间有限，姓
名长度就有了限制。每个人的姓名
不能超过 １２ 个字母， 因此入选的
人，也不得不省略了名字，只留姓
氏。有些人因名字太长，亦未能入
选，如博物学家艾蒂安·若弗鲁瓦·
圣伊莱尔。

当我们在埃菲尔铁塔上看到

这些科学巨人金光闪闪的名字，不
禁会联想，同一时期，我们出了多
少像这样能出现在教科书中的人

物？ 世人皆知法国素来注重人文，
其实，他们也引领科学。这些题名
人是法国的骄傲， 更重要的是，法
国人敬重他们。因此，他们将这些
科学“大佬”的大名题在这个现代
工程奇迹的铁塔上，是最合适不过
的了。

由是，我们不得不感慨法国这
个国家对那些为人类、国家在本职
岗位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各色人物

的尊重和重视， 看巴黎的地名、街
名、地铁站名，很多是以“人”来命
名， 以致于无处没有戴高乐路、孟
德斯鸠广场，而我们则多以“地”来
命名。 从这些无所不在的命名、纪
念碑、雕塑中，可以看出法国人对
本国历史上那些思想家、 政治家、
科学家的褒扬和自豪，而这种做法
同时能起到熏陶和示范的作用，其
“无形价值”是巨大的。

（作者系民盟上海社会科学院
委员会盟员）

戴晓?， 上海世博会
博物馆开放服务部部长 ，
黄浦区科协第三届委员会

常委， 曾荣获 ２０２１年度上
海市巾帼建功标兵。

戴晓?的团队承担了

世博馆对公众服务的所有

内容， 从基础参观导览讲
解， 到展览配套活动策划
与实施， 主题类社教项目
(WE 系列 ) 策划与执行，
市民夜校课程和各类基地

建设品牌活动等， 堪称世
博馆社会教育活动的中

枢。

【知识】夏至，二十四节气的第 １０ 个
节气。 太阳到达黄经 ９０°。 每年公历 ６月
２０－２２ 日交节。 ２０２４ 年夏至是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１日 ４点 ５０分。 经国家授权，紫金山
天文台是唯一发布节气准确时间的法定

单位。 夏至时刻，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
达一年的最北端，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
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全年最长。 对于
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夏至也是
一年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

夏至，第十个节气，夏季的第四个节
气。“夏”，长大的意思。“至”，本义指鸟从
天空飞到地面，引申为事物发展到极致，
相当于 “最”。《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说，
“夏至……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极也 。”
夏至，不是夏天到了，是最夏天的意思。
与夏至相对的冬至，也不是冬天到了，是
最冬天的意思。至亲至爱、至大至刚、至
善至美，都是这个“至”。经常有人误解了
这个“至”。

夏至、冬至，都可以简称为“至”“至

日”， 是最早确定也是最重要的两个节
气。古人立竿见影，最容易发现的是影子
最长的冬至和影子最短的夏至。 夏至，太
阳直射北回归线；冬至，太阳直射南回归
线。 太阳的直射点在二者之间来回移动，
是四季和节气形成的根本原因。在北回归
线和南回归线之间，一年有两个瞬间太阳
直射，从而出现“立竿无影”的景象。宋代诗
人陆游说：“湖边谁谓幽居陋，也爱迢迢夏
日长。”“长”是夏的关键词，而以夏至为最。
北回归线以北，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纬
度越高，白昼越长。北极圈更是极昼，二十
四小时没有日落，是极其有趣的。“绿树阴
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清江一曲抱
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无论是一身征尘
的大将高骈，还是困顿飘零的诗圣杜甫，都
把长夏写得恬静幽美。短暂的宁静，也能慰
藉疲惫的心灵。

每个节气都分三候。 夏至第一候，“鹿
角解”。 古人认为鹿角属于阳性，夏至阳气
到了极致，阴气开始滋生，鹿角感受到阴气

到来而开始脱落。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在传统文化中， 鹿是长寿和富贵的象征，
鹿角向来是中国人滋补的佳品。

第二候，“蜩（ｔｉáｏ）始鸣”。 蜩就是蝉，
在盛阳之际感阴而鸣。 古人认为，蝉餐风
饮露，是高洁的象征。 唐代政治家虞世南
写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我童年
时，是捕蝉的行家里手，“意欲捕鸣蝉，忽然
闭口立”，写的就是当年我这样的牧童。

第三候，“半夏生”。 半夏是一种中药，
居夏之半而生。 用时间给花草命名，真是
富有诗意。 “西子馆前多半夏，越王台下有
蘼芜”，作者是明代诗人陆深，声名远扬的
陆家嘴是他的故乡，因他而得名。

夏至节气， 大地一片深绿。 深绿之
中， 有一种红特别亮眼， 那就是石榴花
开。 唐代文坛领袖韩愈说：“五月榴花照
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 ”所有的花中，能
当得起“照”字的，只有榴花。 榴花是五月
的代表，难怪古人把五月又称为榴月。

常常在夏至节气前后， 长江流域会

出现长时间的连绵降雨， 正值梅子成熟
的季节，所以叫“梅雨”。 梅雨是东亚地区
共有的现象，从中国一直延伸到日本。 写
梅雨的诗词很多， 最著名的是南宋诗人
赵师秀“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 ”个别年份，梅雨少雨，甚至无雨，这
就是“空梅”现象，南宋诗人曾几“梅子黄
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写的就是
这个现象。 绵绵细雨最能触动人的思绪，
宋代著名词人贺铸写愁，有“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的名句，因为太
受人称道了，所以落下了“贺三愁”“贺梅
子”的美名。

梅雨季节，总是感觉湿漉漉的，有洗
不干净的味道。 但芒种节气栽种下去的
秧苗，正是成长的季节，高温多雨最利于
水稻的生长。 “民以食为天”，点点细雨都
是养活我们的口粮。 作如是想，上苍是不
是安排得恰到好处？ 而梅雨是不是这个
世界最美的风景？

（作者系民盟浦东区委员会委员）

“铁塔”题名
□ 上海江东书院创始人 韩可胜

邓散木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