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墨徽乡图
文 周以人

水墨古村誉新泾，国画里乡见实景。
园林庭院尽徜徉，江南风光徽州情。

马头髙墙彪耸形，错落有致特色明。
白墙黛瓦倒映池，睡莲相伴依偎紧。

福缘禅寺闻佛经，莲花瓣屋造势新。
独有格调幽香地，古色民风相呼应。

徽派建筑靓新泾，优柔蝶变耀眼星。
魔都迷你“小宏村”，绿镇生境日新颖。

老年学写诗词
文 陈澄东

白头花甲学诗词，涂抹云笺已
忘疲。
基础文言方拾取，宅门平仄待

耕犁。
推敲格律装风雅，辨析篇章问

故知。
平淡藻思穷字句，读书恨不少

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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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师傅点子多

【随笔】

文 周颂鲁

徐玉林是淞二居民区的党员志
愿者，这个人点子多，满脑子都是为
民服务的好主意。
退休前的老徐是工厂的磨刀师

傅，专门伺候几十把剪毛毯的大剪
刀。退休后，他当了志愿者，四处奔
波，一门心思为居民义务磨刀，且越
磨越火。碰到“学雷锋”等一些活
动，一天要赶好几个场子，平时找他
磨刀的人也特别多。为了方便群众，
徐师傅出了一个点子，请保安代劳，
在门卫室设一个“点”，凡需要磨刀
的可直接送到“点”上，他集中带回
加工，第二天也一准能在“点”上
“各取所需”。那几年，门卫室成了
他的“联络点”。“点”过来，“点”
过去，忙了自己，但方便了群众。老

徐的点子来自京剧《红灯记》。戏里
有两位地下党员，一个是大名鼎鼎
的李玉和，一个也是“磨剪子嘞戗
菜刀”的磨刀师傅。作为地下工作
者的磨刀师傅在《红灯记》里现身，
他特别自豪。记得戏里有一个“粥
棚脱险”的情节，这个“粥棚”就是
磨刀师傅掩护李玉和的联络点。两
位机智勇敢，跟狡猾的日本鬼子玩
了一场漂亮的“战斗到位”和“掩
护到位”。《红灯记》里的一些情节
启发，促使徐师傅在前辈面前明白
了什么叫担当，悟出了“走在前列，
干在实处”才是担当精神的情怀所
系。他将自己的工作和前辈的理想
紧紧融合在了一起，做到了“为民
服务帮到位”，展现了一个党员志
愿者的价值取向。
再说些徐师傅的好点子。前些

年，小区没用过砂轮磨刀。老徐挺
羡慕那些个体户的手摇砂轮磨刀
机，小巧玲珑，干起活来又快又好。
他的点子来了，也要装一台砂轮机，
用更快更好的服务来回报居民。徐
师傅年轻时当过机修班长，是厂里
的技术骨干。对他来说，砂轮磨刀的
技术含量不高，装一台并不难，但要
装配一台满足大家需要的砂轮机倒
也并不容易。老徐排摸了各种机型，
将心目中的“最佳”勾画了出来。那
是一种小型、供社区使用的电动砂
轮磨刀机。它高效、方便、节省体能、
特别适合打磨钝刀。如果再用磨刀
石修理一下，还能让刀剪更锋利、寿
命更长。徐师傅将自己的打算向领
导和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得到认可
后，立即行动。老徐爽气，决定自掏
腰包。他不仅点子多，算盘也打得

精。装机所需的砂轮、辅材和几样小
工具，250 元全部搞定。算一下，一
台砂轮磨刀机，点子用了不少，钞票
倒花得不多，领导表扬、老伴也相当
满意。再看看徐师傅，一切就绪，试
试车，老先生已经眯起眼睛欣赏起
砂轮机动听的“男高音”了。
这几年，不少人都知道淞二有

个磨刀师傅。尤其是一些为民助民
的日子，经常有不少居民区领导来
请徐师傅过去帮忙。老徐当然乐意，
但分身乏术，一天要赶好几场忙不
过来，对于不少邀请只能婉言谢绝
了。但是，他相信为民服务出灵感，
只要不放弃，一定可以找到“分身
有术”的好办法。某天晚上，老徐没
有睡意，一直在考虑他的“分身有
术”。破晓时分，突然灵感来了。想
起了当年“带徒弟”的一些事，老徐

会心地笑了。这个点子好，是可以为
各个居民区培养一批磨刀师傅的，
一个新的创意终于在他的千方百计
中诞生了。老徐将思路打开，考虑先
从隔壁的淞三做试点。在有关领导
的支持下，他从退休志愿者中挑选了
两名“学徒”，大家都很期待，管他们
叫“候补师傅”。老徐先易后难，先教
磨菜刀，再教磨剪刀。“候补师傅”们
也很积极，学会了磨菜刀，还没等到
徐师傅教他们磨剪刀，就已经到处为
居民磨菜刀了……
日子过得真快，如今的徐师傅

已经年逾古稀了。但脑子好使，依然
能出许多好点子。身体也挺棒，照样
可以在大冬天脱了棉衣大显身手。
对于这些老年志愿者，居民们充满
敬意。他们无私地陪伴，永远珍藏在
大家美好的生活里。

我的作家堂姐
文 王士雄

堂姐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
教师，有幸的是，邻居也是资深的中
学语文教师，总爱灌输“书中自有
黄金屋”“读书破万卷”等哲理。堂
姐自幼看图识字，背诗作文，少年爱
上中国古典文学，阅读《唐诗》《古
文观止》等大量书籍，打下了扎实
的文学基础，小学三年级时，因作文
出色，范文优秀，萌发美梦和理想，
立志长大当作家。如今蓦回首，她
的美梦成真，也验证了一句人生奋
斗的哲理和名言：有志者事竟成。
说起我与堂姐的缘分和交往，

还真不一般。我少年时，每逢暑假，
常去叔叔家，堂姐的弟世平，跟我同
龄人，总在一起玩上几天，住上几
天；长大后，叔婶牵线当红娘，邻居

郑家伯伯的女儿郑琦，跟我喜结良
缘。从此，与堂姐同一个大院，同一
屋檐下，然而，也是难得一见，堂姐
从早到晚，秀才不出门，关在小屋里
埋头苦学，阅读忘食，写作忘忧，徜
徉在文化空间中，常听到婶婶的吆
喝声：“世清 （堂姐名字王世清）快
出来吃饭了，菜都凉了。”这种刻苦
学习，勤奋创作的精神，受到周围邻
居的赞扬：人家的闺女爱玩耍，这家
的丫头闷读书。夸她是个乖小囡、
小学霸、有出息。1960 年代，堂姐学
有所得，学有所成，如愿以偿，进入
梦寐以求的市三女中。
因“文革”，可惜与大学擦肩而

过。70年代初，被分配到工厂，因文
学才华出众，伯乐识马，破例调任天
山中学语文教师。堂姐不知疲倦，又
攻读了业余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后

调任长宁区业余大学教务处工作。
在教育岗位上，堂姐启智润心，因材
施教，以扎实学识，育栋梁之才，以
信念与爱，传育人薪火，深受师生的
爱戴。同时，励学躬行，争分夺秒地
忙碌着“充电”。夜幕下，堂姐的“小
天地”总是灯火通明，时时传来阵阵
的朗读声，堂姐有良好的习惯，阅读
记笔记，读后写心得。我丈人曾任中
学校长，语文教研组组长，堂姐带着
问题，常来学术研究，切磋交流，这
认真、谦虚、求实的学风，体现了品
德与气度，也是提升自己，阅历凝聚
的沉淀，文学功底的造就，前尘往
事，我看在眼里，感慨不已。没有捷
径，堂姐凭借坚持阅读，日积月累，
在1989年赴比利时留学，就读于安
特鲁大学管理专业，1992 年旅居美
国洛杉矶25年，2017年回国定居。

异国他乡，通过读书读报，滋养心
灵，丰富知识，变成光源，很快从中思
考与表达，沐浴书香与人文。堂姐的处
女作《跻身CHINATOWN》在《星
岛日报》副刊“中国城风情”专栏刊
登，一炮走红，脱颖而出。真挚的情，
火热的情，深沉的情，读者有种亲临
其境之感。从此，一篇篇散文、一部部
小说似雨后春笋，在《星岛日报》
《中国时报》《新民晚报》等报刊上
发表，将形形色色的人，大大小小的
事，以独特视角，写出了社会的一个
缩影，体现了中国五千年文化、风俗的
特点。中国戏剧出版社为弘扬中华文
化，为海外华文作家策划的一套丛书，
取名《海外华文作家文丛》，王世清散
文集《中国城风情》集结成册。出版
后，引人注目，美国“中国城”的文化
生活、鲜活故事，打动人心，扣人心弦。

美国华裔文学泰斗黎锦扬为书做序：
“中国城”，就是华人的挣扎史，一起
一落，甜酸苦辣，味味都有，有历史性，
也有现实性。该书获华侨联合总会颁
发的全球奖———海外华文著述奖中的
“散文佳作奖”。在美期间，王世清加
入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任一届
理事）、全球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永久会员等三个作家协会。
阅读汇智，勤奋立著。在营造

“全民阅读，书香中国”的浓厚氛围
中，76 岁的堂姐对阅读的追求，孜
孜不倦，锲而不舍；对文学的挚爱，
笔耕不辍，持之以恒。作家章慧敏赞
叹世清处事的人品美：我深信，如今
的她在精神世界必然保留着一块圣
地，那就是热爱文学的初心不变，追
求真善美的初衷更不会改变。这是
属于她的人品人格人性！

寻季
新泾

坐落在新

泾镇已有 120
多岁的哈密路

有很多动人的

故事， 建筑师
邬达克曾在这

里建了一座拜

占庭式穹顶的

教堂， 广东赵
姓富商曾在这

里设立慈善机

构， 长宁的第
一家电影院也

曾 坐 落 于 此

……历经百年
时光， 如今的
哈密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路行一路
看，这里的风土
人情、 绿脉美
景、岁月变迁和
温情的故事在

我们脚步中缓

缓展开。让我们
一起在《新泾社
区晨报》， 探寻
哈密路的前世

今生。

哈密路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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