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二A40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現
在
內
地
不
少
單
位
都
把
免
費
﹁工
作
餐
﹂
作
為
一
項
福
利
制
度
。
其

實
，
這
種
﹁工
作
餐
﹂
制
度
古
已
有
之
。
古
代
公
務
員
上
班
時
間
內
均
可
享

用
一
頓
免
費
正
餐
。
唐
宋
時
期
，
味
美
量
足
營
養
豐
富
。
不
過
到
了
明
清
，

官
飯
難
吃
漸
成
潛
規
則
，
偶
有
美
味
也
必
屬
於
少
數
效
益
極
高
的
單
位
。

從
政
享
受
養
士
式
供
給
制

先
秦
時
期
，
公
務
員
享
受
的
是
供
給
制
，
衣
食
住
行
不
用
愁
。
《
國
語

》
記
載
說
：
﹁楚
成
王
聞
子
文
之
朝
，
不
及
夕
也
，
於
是
乎
每
朝
設
脯
一
束

，
糗
一
筐
，
以
羞
子
文
。
至
於
今
令
尹
秩
之
。
﹂
﹁令
尹
﹂
相
當
於
後
來
的

宰
相
，
楚
國
的
﹁令
尹
﹂
子
文
上
早
朝
時
餓

肚
子
，
堅
持
不
了
一
天
，
楚

成
王
每
天
都
為
他
準
備
點
熟
肉
乾
糧
，
好
讓
他
打
起
精
神
辦
公
。
後
來
，
這

就
形
成
了
一
項
制
度
。
《
後
漢
書
》
記
載
，
漢
明
帝
有
一
次
巡
夜
尚
書
台
，

看
見
某
值
班
人
員
半
夜
吃
糟
糠
充
飢
，
龍
心
大
慟
，
立
即
下
詔
：
今
後
尚
書

台
官
員
值
夜
，
均
由
朝
廷
供
應
夜
宵
和
早
餐
，
並
提
供
被

褥
枕
頭
及
服
務
員
兩
名
聽
候
調
遣
。

等
級
森
嚴
分
而
餐
之

完
整
意
義
上
的
機
關
食
堂
制
度
確
立
於
唐
初
，
太
宗

李
世
民
﹁克
定
天
下
，
方
勤
於
治
﹂
，
決
定
延
長
定
期
舉

行
朝
會
的
時
間
，
早
朝
時
間
約
在
五
至
七
點
。
由
於
起
床

太
早
，
會
議
時
間
又
拖
長
了
，
勢
必
造
成
誤
餐
，
所
以
唐

太
宗
以
﹁聊
備
薄
菲
﹂
為
配
套
措
施
，
與
會
者
都
可
享
受

一
頓
免
費
的
﹁朝
食
﹂
。
﹁朝
食
﹂
依
品
級
高
低
訂
有
標

準
，
如
四
至
五
品
的
標
準
是
菜
餚
七
盤
，
細
米
二
升
，
麵

二
升
三
合
，
酒
一
升
半
，
羊
肉
三
分
，
瓜
兩
顆
；
六
至
九

品
的
標
準
是
菜
餚
五
盤
，
白
米
二
升
，
麵
一
升
一
合
，
油

三
勺
等
等
。

唐
代
工
作
午
餐
規
格
高

盛
唐
時
期
的
工
作
餐
叫
﹁堂

饌
﹂
，
後
來
又
稱
之
為
﹁廊
餐
﹂

。
唐
代
官
至
宰
相
的
劉
晏
，
冬
天

上
早
朝
途
中
，
曾
買
些
小
吃
，
掩

於
袍
袖
食
之
。
由
於
早
朝
後
要
留

在
朝
中
繼
續
辦
公
，
有
些
人
難
以

支
持
，
國
家
便
為
高
級
官
員
實
行

工
作
餐
制
度
。
盛
唐
工
作
餐
規
格
極
高
，
僅
限
於
供
應
宰

相
一
級
的
﹁高
幹
﹂
，
此
餐
甚
至
豐
盛
到
朝
臣
們
不
忍
心

動
筷
子
的
地
步
。
唐
代
宗
時
有
位
﹁以
清
儉
自
賢
﹂
的
宰

相
常
袞
，
曾
為
此
上
書
請
求
﹁減
膳
﹂
。

明
代
也
有
工
作
餐
制
度
。
據
朱
國
禎
的
《
視
朝
賜
食

》
記
載
，
﹁太
祖
每
旦
視
朝
奏
事
畢
，
賜
百
官
食
﹂
。
明

代
的
工
作
餐
規
模
相
當
可
觀
，
但
後
來
由
於
規
模
太
大
及

享
用
的
人
員
過
多
，
朝
廷
的
財
力
難
以
支
持
，
又
不
得
不

廢
止
了
文
武
百
官
的
﹁廊
餐
﹂
。

時
至
明
清
每
況
愈
下

明
清
兩
代
，
負
責
為
官
員
聚
餐
提
供
膳
食
的
機
構
稱

為
﹁光
祿
寺
﹂
，
其
烹
飪
水
平
坊
間
早
有
定
評
。
清
代
，
光
祿
寺
的
烹
飪
水

平
仍
不
見
提
高
，
《
清
代
名
人
軼
事
》
記
載
，
嘉
慶
年
間
有
一
文
人
顧
元
熙

，
中
了
進
士
後
被
選
拔
到
翰
林
院
寫
文
章
，
做
到
侍
讀
學
士
。
他
雖
然
品
級

不
高
，
社
會
地
位
倒
也
清
貴
，
還
可
享
受
皇
上
賜
食
之
恩
榮
，
到
光
祿
寺
吃

吃
飯
。
顧
元
熙
的
官
飯
吃
得
很
認
真
，
還
將
就
餐
心
得
寫
成
一
首
《
黃
鶯
兒

》
詩
。不

過
那
個
年
代
一
些
﹁效
益
特
別
不
錯
﹂
的
機
構
，
自
然
是
有
小
灶
吃

的
。
史
料
記
載
，
清
乾
隆
年
間
，
那
些
生
財
有
道
、
﹁效
益
﹂
極
高
的
單
位

，
機
關
食
堂
可
比
五
星
飯
店
。
《
水
窗
春
囈
》
描
述
當
時
各
地
河
務
機
構
的

食
堂
，
從
頭
吃
到
尾
要
三
晝
夜
。
此
外
，
河
務
食
堂
的
廚
子
每
人
只
做
自
己

的
拿
手
菜
，
廚
房
裡
煤
爐
數
十
具
，
各
人
做
各
人
的
，
目
不
旁
及
。
據
說
僅

豆
腐
一
項
，
就
有
幾
十
種
做
法
，

實
奢
靡
！

重讀國學
大 師 錢 穆 著
《師友雜憶》
，記其中學讀
書事，越讀越
感慨。上個世
紀初，錢穆就

讀於常州府中學堂，其同學中有一人
就是後來的劉半農；有個小他兩級的
師弟，就是後來的瞿秋白；有個老師
，竟是文史大家呂思勉。一個不起眼
的學校，走出這麼多耀眼的人，一定
有其獨到之處。而錢穆記錄的幾則師
生軼事，恰可體現彼時的學風。即，
講規則，有錯必究；重個性，全面發
展，不拘一格。

先說這有錯必究。有一次考圖畫
課，題目為《知更鳥，一樹枝，三鳥
同棲》。錢穆畫了一長條表示為樹枝
，長條上畫了三個圓圈表示為三鳥，
每圈上部各加兩個墨點，表示為每一
鳥之雙目。墨點既圓且大。同學們看
見這張考卷，下課後都說鳥的兩隻大
眼睛極像圖畫科楊老師，正好被楊老
師聽到，極為震怒，因此給錢穆打了
零下二厘，比零分還低。還有一次，
舍監陳士辛老師來查房。按規矩，每
夜自修課兩小時，課畢開放寢室，定
時熄燈，自此不許作聲。當時錢穆正
與一個同學在帳內對床互語，士辛老
師說，想說話可到舍監室跟我談。錢
穆遂披衣起來，尾隨下樓。起初士辛
老師並沒發覺，走近舍監室才發現後
面有人，問其原因。錢穆答，按您說
的到這裡來跟你談話。老師大怒，斥

其速去睡覺。年終操行課，錢穆僅得二十五分。該
時代尊師重教，不管是有意無意，拿老師開玩笑總
歸要受到懲戒，錢穆對此並無怨言。

再說不拘一格。現今教育有素質教育和應試教
育之區別。都說前者好，但真正運作起來，往往後
者更有效，其實還是錄取指揮棒的原因。如果中學
和大學錄取新生時都不唯一張試卷定終身，甚至採
取面試方式，讓學生展示所有才能，爭論自然迎刃
而解。錢穆所在學校的老師，考試時各有特點，不
僅是個人特徵，或許終究還是時代特徵。

錢穆講，文史大家呂思勉給他們講歷史地理兩
門課程，年僅二十五歲，在老師中最年輕。他上地
理課，必帶一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中國大地圖。先
將各頁拆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在小黑板上畫一
十字形，然後繪出此省之邊界線，說明此一省之位
置。再在界內繪出山脈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
地理後，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道路等。一次
考試，出了四道題，每題二十五分。錢穆尤其喜歡
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軍情的第三題，一時興起，
刷刷寫了很多，不料考試時間已過，整張試卷僅答
一題。呂思勉在辦公室閱卷時，有幾個同學隔窗偷
看，見他看到錢穆一卷時，在卷後加了許多批語，
寫完一張，又寫了一張。這些考卷本不發給學生，
只批分數，因此不需加批語。而呂思勉手握一枝鉛
筆奮筆疾書，寫字太久鉛筆需再削，為省事，他用
小刀將鉛筆劈成兩半，將中間鉛條抽出不斷地寫下
去。最後不知其批語寫了多少，也不知其所批何語
。而錢穆僅憑這一道題就得了七十五分。可見當時
學生的答卷觸動了老師，而老師也因這種觸動而給
學生打了高分。今日西方國家學校教課，不注重死
記硬背，從小學生即考問世界觀與價值觀，動輒就
要回答世界和平問題，以便形成人生底色和健康品
格。其實這一舉措在我國早已如此，不知後來教育
為何轉為專注瑣碎的細枝末梢，捨本求末。也許是
因為細枝末梢易核定結果？對於人生觀世界觀問題
，為師者常常自己也是糊塗一團，自然無法對學生
進行教育與引導。

錢穆還回憶，當時學校裡設有 「遊藝班」，分
為多組，學生們可自由選擇。錢穆家七房橋有世襲
樂戶丁家班，專為族中喜慶宴會唱昆曲助興。錢穆
自幼耳濡目染，頗有興趣，於是選修昆曲組。笛、
笙、簫、嗩吶、三弦、二胡、鼓、板等各種樂器，
生、旦、淨、丑等各種角色，均有涉獵。他還專習
生角，唱《長生殿》劇中的郭子儀，舉手投足像模
像樣。吹簫尤其成為錢穆生平一大樂事，他每感孤
寂時，便以簫自遣，其聲嗚咽沉靜，如同身處他境
，軀體悄然遊蕩在天地之間。

錢穆少年讀書至今已經一百多年，想今日之功
利，念彼時之性情，豈不讓人痛心。

社會發展至今天
，人類越來越關注自
身生命與健康。作為
國際上最具權威的諾
貝爾自然科學獎，近
些年來也越來越注重
有關人類健康方面的

科研成果，既對以前已取得的成果的充分肯定
與鼓勵，又對今後基礎科研有一定的導向作用
。它不僅限於生理學或醫學獎，也涉及到物理
獎與化學獎─特別是化學與健康的關係確較
密切，許多藥物本身就是化學品。今年的諾貝
爾醫學獎與化學獎的評選，就重在人體健康。

二○一二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英
國科學家約翰．格登和日本科學家山中伸彌，

以表彰他們 「發現成熟細胞可以被重新編程為
多功能的幹細胞（即誘導多功能幹細胞）」所
作出的突出貢獻。據評委會介紹，人類從受精
卵細胞開始發育，在受孕的第一天後，胚胎由
未成熟細胞組成，每一個未成熟細胞都能發展
形成成年肌體的所有細胞類型，這樣的細胞被
稱為多功能幹細胞。隨胚胎的發育，這些細
胞進一步形成神經細胞、肌細胞和肝幹細胞等
在人體內承擔特殊機能的細胞。很長一段時間
裡，人們曾認為未成熟細胞發展成特定成熟細
胞是單向性的，不可能再回復到多功能幹細胞
的階段。但這兩位科學家通過多年實驗研究，
能將特定成熟細胞重新編程為誘導多功能幹細
胞。這就開闢出了疾病研究新途徑，並為疾病
治療找到了新突破口。

細胞是表現生命現象的基本結構和功能單
位，一般由細胞核、細胞質和細胞膜組成。人
體是由數十億細胞相互作用的微調系統，每個
細胞都包含能感知周圍環境的微小受體，因此
才能適應新的環境。不僅醫學家要研究它，化
學家也同樣。今年獲諾貝爾化學獎的美國科學
家羅伯特．萊夫科維茨和布賴恩．科比爾卡，
突破性研究揭示了受體中最大細胞家族 「G蛋
白偶聯受體」的內部運作機制。這被稱為 「G
蛋白偶聯受體」中包括光受體、味道受體、腎
上腺素受體等，這類受體擁有上千個基因編碼
。目前，約有一半藥物都是通過 「G蛋白偶聯
受體」而實現藥效的，因此研究和了解它至關
重要。

我的父親靳以在他五十歲
那年（一九五九年）病逝，留
下十五歲的我，拖大病遺留
的癱瘓的雙腿和肌肉萎縮的兩
手兩臂，繼續在這個世界裡。

我很不幸。但我又是幸運
的。因為，此後長長的歲月中，父親的許多朋友都給
予我父輩的關懷，誠摯，又一如既往。其中，辛笛叔
就是很親近的一位。

在辛笛叔懷念父親的文章中，多次提到 「通家之
好」這四個字。他總說，我們兩家是通家之好，就是
指我們兩家形如一家，情誼深厚。的確如此。

回望辛笛叔與父親的少年時代，他們就讀的是天
津的同一所南開中學。雖然辛笛叔比父親低幾班，但
他與我的二叔同班，亦是好友。當年南開中學的國文
老師張弓，是父親的文學啟迪者，父親曾在自傳中深
情地提到他。然而，後來我從聖思寫的她父親的傳記
中看到，啟迪辛笛叔文學愛好的也是這位國文老師張
弓。書中，還藉當年學生的文字，惟妙惟肖勾勒出張
弓老師的神態。這樣的巧合令我欣喜。想當年我們的
父輩同學少年，活躍在南開中學的校園裡，懷揣對
文學的美好憧憬，……我想，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之間
的友誼能夠從此延續一生的道理。

再說，辛笛叔與文綺阿姨的婚姻，也是我二叔牽
的紅線。當年辛笛叔在清華唸書，二叔進入南開大學
，文綺阿姨是二叔南開大學的同學，於是熱心的二叔
就為他的中學大學同窗，牽成了這條紅線。

三十年代初，父親在北平三座門辦《文學季刊》
和《水星》月刊，辛笛叔也是那裡的常客，他的早年
詩作曾在《水星》上發表。那天在辛笛叔家裡，文綺
阿姨已經坐在輪椅上，但談到父親，談到北平的 「三
座門」，談到當年的往事，文綺阿姨臉上光彩煥發。
她對我說： 「我們那時可敬佩你爸爸了。」那是大學
生的敬佩，那是他們對自己青年時代的懷戀，也是對
朋友的真情流露。他們跟我二叔稱我父親為 「大哥
」，非常親熱地稱呼了一生。

這就是父輩這一代彌足珍貴的友情。
對於我來說，令我最難以忘懷的，就是辛笛叔對

我寫作的關注。我一直在出版社忙於英文編輯工作，
無暇接受任何來自其他方面的有關回憶父親的約稿。
但是，九十年代，為某樁越說越離奇的文壇舊事，因
為其中直接關係到我的父親，我不能不拿起筆來以正
視聽。花費了許多精力，查找了許多資料，文章終於
寫畢，並終於能在《香港文學》發表。我最先接到的
鼓勵電話就是來自辛笛叔的。他了解整件事情的來龍
去脈，也是當事者的見證人。他在電話裡大聲對我說
： 「我們支持你！文章寫得太好！」文綺阿姨也搶過
話筒，對我說支持的話，還說他們全家都支持我，都
把我的文章讀了。

他們仗義直率的話音猶然在耳，至今令我感到溫
暖。此後，只要我有文章發表，辛笛叔都會第一時間
來電鼓勵。甚至，有時我還不知文章發表，辛笛叔的
電話已經來了。因為他有許多報刊雜誌，信息比我快。

那些電話，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那些鈴聲，催
促鼓勵我寫出一篇篇對於前輩故人的回憶，留作一點
點親歷者的資料，補上文壇舊事的一點點空缺。

有時，為了某些事去辛笛叔那裡查詢，他總是娓
娓講述，還會繞出更多的話題。譬如，我父親年輕時
失戀是朋友圈裡熟知的。父親早年的一些小說散文，
都有失戀的影子。對方是父親在復旦大學的同班同學
。但前幾年，不知怎麼搞的，忽然冒出個叫 「王右家
」的人，說父親與她青梅竹馬，後追求她而失戀。文
中又談三角戀愛、四角戀愛的，還匪夷所思地說父親
是一名南開大學畢業的天津女中教師。一切的一切，
都完全違背事實。但是報刊雜誌登出大片文章講故事
，佔據很大版面，影響頗大。母親對於如此不負責任
的文章感到困惑，與辛笛叔談及此事，辛笛叔也感莫
名其妙，他不僅以親見者身份斷然駁斥文中所述，還
讓身旁的文綺阿姨對我講述她在南開大學求學期間見
過的這位被炒得沸沸揚揚的王右家，以及當年王右家
與羅隆基同出同進的親密情景。父親與王右家素不認
識，故事編得實在太離奇了。

父親離世早矣，但有辛笛叔那麼真誠的朋友為他
真話真言，深感寬慰。手邊，有許多本辛笛叔贈送的
詩集。

老實說，很久以來，我在心裡都沒有把詩人的頭
銜和辛笛叔聯繫起來，也沒有早些讀他的詩。雖然，
父親在世時，我很早就看到書架上的那本《手掌集》
，很老舊的一本，只因書名與封面上的畫如此相配給
我留下印象。青少年時代的我，只知道沉醉在中外名
著小說中，而不知身邊，就有一位那麼有名的九葉派
大詩人。在我心裡，辛笛叔就是一位慈祥的長者，一
位看我長大關心我的父輩，一位兒時與我們一同嬉
笑玩耍的大孩子。但是隨我的成長，辛笛叔已經不
再把我看作孩子，而是以成年人的尊重於我，這從他
給我的贈書題字上愈發顯示。開頭是寫我的小名，後
來是我的大名，再後來仔細問清我丈夫的名字又一同
寫上賢伉儷字樣，最後的幾本居然在我的名字後面寫
了 「女史」二字。我實在慚愧。看這些認真的題字
以及圖章鈐印，我讀出辛笛叔的人格魅力。

十年前，二○○二年秋，辛笛叔年屆九十，上海
圖書館為他舉辦 「詩人王辛笛創作生涯展覽」。那天
我到會很早，在展廳的一幅幅照片前流連。回憶不由
自主擁塞心頭。自七歲那年，在滬江大學校園第一次
見到他，直到此刻。往事歷歷重現，親人的臉龐在眼
前交替。那天，等到人流略散，我上前去與辛笛叔一
起留影。我見辛笛叔喜氣洋洋的，一點也不顯老。他
有詩心充溢心中，永遠年輕。

二○一二年在上海作協大廳紀念辛笛叔百年誕辰
，我並不覺得他已離去，我甚至想，應該買個大蛋糕
，送來祝賀，就像以前一樣，我們圍繞他，聽他的
笑語不斷。

但是，他畢竟留下我們離去，在八年前那個冬天
的雨日——二○○四年一月八日。我常讀他的那首詩
《一個人的墓志銘》，為了聽見他的聲音。此刻，我
願意在這裡再讀一讀，聽聽他的聲音： 「我什麼也不
帶走，／我什麼也不希罕；／拿去，／哪怕是人間的
珠寶！／留下我全部的愛，／我只滿懷希望／去睡
！／請忘記我吧，／記憶在你已是沉重的負擔！／寂
寞的時候，／且到園中走一遭，看一看／─在盛開
的玫瑰那裡／也許正棲遲一隻經冬的蝴蝶。」

我想告訴辛笛叔，記憶是美好的，美好的人和事
，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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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文明 流 沙

中國作家莫言，因其
作品 「將魔幻現實主義與
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
會融合在一起。」 被授予
二○一二年度諾貝爾文學
獎。莫言的獲獎，表明國
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

作家的深切關注，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
意義。近期媒體已連篇累牘對此進行相關報道
及評論，這完全在情理之中。本文標題就是筆
者想說的事。

諾貝爾文學獎是公認的國際最高文學獎。
就在今年此獎未公布之前半個月，已有人在網
絡上傳言莫言極有可能榮獲該獎，並引發了各
種爭議。因為諾貝爾三個自然科學獎及經濟學
獎的得主都有高學歷高職稱，頭上都有教授、
博士或院士等等桂冠，那麼文學獎的得主是否
也要有這類先決條件─其實是國人看到當今中
國處處講學歷與文憑，所以對莫言能否獲獎就
提出這一疑問。如今仍有人關注莫言的學歷問
題。莫言獲獎後，媒體對他的簡介是：

莫言，原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一九五
五年二月十七日生。出身農民家庭，小學未畢
業輟學，在農村勞動多年，其間曾到棉花加工
廠做過臨時工。一九七六年二月應徵入伍，在
部隊歷任戰士、班長、教員、幹事、創作員等
職。一九九七年十月轉業到報社工作。先後畢
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和北京師範大學研
究生班，獲文藝學碩士學位。

從上述簡介中可知：莫言在學齡階段連小
學也未畢業就輟學在家鄉農村幹活。想想也是，他一九五五
年出生，十一年後即一九六六年 「文革」開始，即使不輟學
也是未讀高小就 「停課鬧革命」，後來復課也僅以學 「語錄
」為主，能學到多少文化知識？整個 「文革」十年，他就不
可能讀中學上大學。幸而他從小就痴迷書籍，靠自學提高自
己文化水平。一九七六年應徵入伍時，他已算得上有文化的
新兵，因而讓他當教員、幹事；一九七九年在一家刊物上發
表《春夜雨霏霏》的作品，開始在文壇嶄露頭角。於是部隊
讓他當上創作員，從一九八○年開始文學創作。一九八三年
之後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一面創作了 「紅高粱」系列
小說……一九九七年轉業後，邊工作邊就讀北京師範大學研
究生班，獲碩士學位。這便是莫言的學歷。

而筆者看重的卻是莫言的閱歷，首先是他自學的 「閱歷
」。據其兄長管謨欣的介紹，莫言從小就嗜書如命，常 「搶
書看」，晚上點油燈看書到深夜；為了換取別人的書看，
就給別人家推磨，有時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換來一本書……
莫言說： 「對我影響最大的一部書不是文學作品，而是一部
歷史作品，是在一九七○年的時候讀到的向鄰居借的范文瀾
的《中國通史簡編》……」 當然他也讀外國作品。看書自學
，是莫言的真正 「學歷」，為其創作奠定文化基礎。一個成
名的作家總離不開其特定的生活經歷，也稱閱歷。莫言童年
時正趕上三年饑荒，他幾乎瘦成一根豆芽。為了填肚子，野
草、樹皮，他什麼都吃，甚至連煤塊都敢啃；十五歲以前都
半光屁股，參加一些不應該是孩子幹的活兒……他的老家
及家鄉的生活環境，對其創作影響深刻；而常聽老人們所講
的改朝換代歷史以及神仙鬼怪的故事，也是對其以後創作的
一種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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