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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对应融天下

正反相成会意中#书法$ 中 石

谁言秋色不如春%国画& 祝夫刚

瑞记理发店
王瑞明

瑞记理发店坐落在大同路路南
!

现
电信宾馆位置

"#$%$&

年由宋宝山取吉祥
如意'瑞记(店名开业) 宋宝山是个剃头
匠

#

挑过剃头挑子
#

也在剃头铺干过活*

后来*人们在新潮流的影响下*宋宝山
很快学会了用推子给客人理发*最初只
是开了一间小理发铺

#

只有四人*一间屋
子里放两把旧椅子

#

墙上挂着两面镜子
#

几把剃头刀和理发推子)设施虽然简陋
#

但宋宝山手艺好*剃头+理发都行*还会
刮脸+梳+编+捏+拿+捶+剪等老剃头匠
的活*找他们剃头理发的人不少) 宋宝
山看好市场

#

挣钱后
#

开始扩大铺面
#

将
,瑞记-理发铺改造成店堂宽敞+明亮的
理发店

#

从上海+ 汉口购置安装新型转
椅+穿衣镜+留声机等新颖设备吸引顾
客*生意甚是兴隆) 宋宝山在改建店堂
添置新设备的同时*经营上他深深知道

#

要让客人来*必须技术好
#

到处约请会做
男活也会做女活的理发高手) 由于理发
式样新*服务周到*干活认真

#

店堂干净*

赢得了信誉) 五四运动
后* 郑州开始兴起女子
剪发*男子理平头+大背
头发型*,瑞记-赶时兴

#

推剪出的男+ 女发型美
观大方

#

看上去很时髦
#

受到客人的好评
#

生意
一直很好) ,瑞记-理发

店自从有了名气后*附近的官僚+富商+

陇海铁路的职员和陇海院里的外国人
也来光顾) 上世纪

'(

年代
#

郑州商埠初
具规模*中外客商四面八方云集*商业
日渐繁盛 * 宋掌柜又看到新的商机 *

$%')

年
#

又在大同路石平街口租房
$(

多间*装饰一新后重新开业*店里集中
了一批技师+名师

#

人员增至
'(

多人*增
设男部+女部*保持和发扬传统经营特
色*男子剪发轻快*修剃讲刀法.女子烫
发*光滑柔软*牢固持久*深受客人的喜
爱) 据曾在,瑞记(当店员的张庆魁老人
谈 /当年 ,瑞记 (扩大经营成为高级店
后*技师做一个活*可挣一两块大洋*而
小理发铺做一个活* 只能挣几个铜板*

这之间相差几十倍) 随后的几年*,瑞
记(理发店*从小到大已发展成为郑州
享有较高声誉的理发名店) 抗日战争
中*,瑞记( 理发店被日军飞机炸毁*生
意无法做下去*被迫迁往洛阳*其店在
郑历史遂告结束)

朱高炽不会忘记* 自己一向遭
遇父亲的冷遇* 太子之位险些被废)

能够保全* 多少沾了儿子朱瞻基的
光)

朱瞻基诞生前夜* 朱棣梦见了
太祖朱元璋将御玺传给自己* 并说/

,传之子孙* 永世其昌)( 孩子出生
后* 朱棣端详许久* 说/ ,此天日
之表* 且英气溢面* 符吾梦矣0(

朱瞻基
)*

岁继位* 年号宣德)

还只有
$+

岁的时候* 有一次朱
棣将要会见外国使节* 心情不错的
他出了一句上联/ ,万方玉帛风云
会(* 朱瞻基立刻对道/ ,一统山河
日月明() 祖孙俩相视一笑)

他遗传了祖父对骑射武功的热
爱) 而在艺术天赋方面* 又远在祖
父之上* 甚至直逼历史上那个最伟
大的皇帝书画家宋徽宗)

宣德皇帝更像是父亲与祖父的
结合体) 他在朱棣的好大喜功与朱
高炽的刻板内敛之间* 寻找到了一
种平衡) 正如其祖父朱棣预言的那
样* 朱瞻基是一个
,太平天子()

对于紫禁城 *

他首先收回了父亲
返回南京的计划 *

但是* 也没有利用
业已强大的国家财
力* 重修被毁的三
大殿)

那场天火* 阴
影犹在)

不久* 紫禁城
里 又 燃 起 了 一 团
火) 这一次* 是朱
瞻基下令点燃的)

三

陈列于前朝三大殿和乾清门的
十八口鎏金铜缸* 两耳饰有兽面铜
环) 缸体硕大* 宫内称为 ,金海()

鎏金往往斑驳不堪* 传说是清末八
国联军攻入紫禁城* 嗜金如命的士
兵以军刀刮破的)

紫荆城有大缸
'(&

口* 与今天
不同* 在明清两代* 缸里永远储满
清水)

这些大缸* 是紫禁城最重要的
消防水源) 然而*

$+'%

年* 朱瞻基
继位第四年* 他却下令烧熔了其中
一口大缸)

火种其实是在其祖父朱棣发动
,靖难(* 夺取天下时埋下的)

朱瞻基有一个叔叔朱高煦骁勇
善战* 一次朱棣孤军深入逼近南京*

被建文帝的大军包围) 朱高煦率领
生力军适时赶到* 反败为胜) 大难
不死的朱棣拍着儿子的肩膀说 /

,吾力疲矣* 儿当鼓勇再战)(

然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话) 史
书记载 ,勉之 * 世子多疾 () 意即

,好好干* 你大哥身体不好)(

一句暧昧的激励* 埋下大祸)

朱高煦似乎一下子看到了太子
的桂冠指日可待* 酷肖朱棣的他从
未把那个肥胖+ 书呆子状的大哥放
在眼里* 父亲一句话* 杀机顿生)

靖难功成* 朱棣作了永乐皇帝)

太子却还是那个 ,多疾( 的大哥朱
高炽* 朱高煦只是被封为汉王) 一
次* 太子+ 汉王同谒孝陵* 肥胖且
患有脚病的太子不慎失足* 走在后
面的汉王冰冷地说 / ,前人蹉跌 *

后人知警)( 话音未落* 身后却传来
更加冰冷的声音/ ,更有后人知警
也)(

惊骇的汉王转过头去* 看到的
是自己十几岁的侄儿111朱瞻基)

朱高煦后来被分封到山东乐安
州 * 雄心不死 * 暗自招兵买马 )

$+),

年* 父亲和大哥相继驾崩* 年
轻的朱瞻基继位) 恍惚间情势几乎
与

)(

多年前的 ,靖难- 一模一样*

朱高煦起兵了)

或许朱高煦的
生猛霸气与当年的
朱棣有几分相似 *

但朱瞻基却绝对不
是第二个建文帝 )

率大军御驾亲征 *

叔叔被关进紫禁城
的 一 座 临 时 牢
笼111 ,逍遥城-)

逍遥城大致在
今天太和门广场西
侧熙和门西南 * 沿
墙搭建而成)

在紫禁城这段
墙根之下 * 戎马一
生的朱高煦 * 看上

去就像一头衰老的绿毛龟* 每个人
都相信* 他很快将化为红墙下的一
摊绿油油的+ 泛着泡沫的烂泥)

有一天* 朱瞻基可能回忆起童
年时光* 豪侠一样的叔叔正是所有
男孩子心中的偶像) 他忽然极想去
看看这个沦为囚徒的叔叔)

他来到那座散发着异味的牢笼
前*听到里面低沉的喘息声*光线太
暗了*他又凑到笼子前*于是*朱瞻基
沉默了) 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个匍匐在墙根下的囚徒缓缓
爬了起来* 他的眼睛混浊不堪地望
着侄儿* 如此之近* 叔侄的脸几乎
贴在一起)

谁也没想到* 这个行将腐朽的
人突然出击) ,出其不意* 伸一足
勾上仆地)-

自幼酷爱骑射* 身手矫健的朱
瞻基重重摔在叔叔脚下)

叔叔仰天长笑* 朱瞻基的柔情*

高高在上的自信* 在那一
刻通通摔得粉碎)

但这些人仍是一声不吭* 有的
低了头默默不语* 有的左顾右盼似
乎事不关己* 有的哄孩子* 有的还
在轻轻的冷笑) 陈文伟突然走到卫
成英面前道/ ,你还不说么2(

卫成英吓得一怔 * 脸色通红 *

慌慌张张道/ ,说* 说* 说什么2(

,来人* 将这个凶犯拿下0(

两边衙役答应一声* 从人群中
一把揪出卫成英* 推倒在地* 套上
绳索) 这一回宁家顿时炸了窝* 有
的哭有的闹* 有人喊冤枉* 有人叫
委屈) 宁宫安的二女儿竟被吓瘫在
地* 她的亲娘大房二姨太急忙大声
呼唤着下人* 二房媳妇宁孟氏怀里
的孩子吓得张着大嘴可着劲的号啕
大哭) 宁宫安的大太太* 手中掂着
串珠* 闭着眼睛* 直念阿弥陀佛)

卫成英的父亲卫文德* 上前跪
倒道/ ,老爷* 我家儿子性格温顺*

为人和善 * 从来没与人红过脸的 *

怎么可能杀害他的舅父2(

宁宫安也跪倒道/ ,大人明鉴*

您已经说了宁宫卫
是昨日五更初的时
候 %凌晨三点 $ 死
去的 * 但卫成英是
在三更三点 %凌晨
零点半 $ 离家 ) 大
泽山庙庵里的姑子
都可以证明 * 他四
更一点 %凌晨一点
半 $ 到那里之后 *

就再没有出来 * 直
到今天早晨接到我
家派出去的仆人报
了丧信才赶回来 )

根本就没有作案时
间啊)(

,宁宫卫是三更到四更之间死
的* 并非是五更初0( 陈文伟此话一
说出* 众人都惊呆了) 钱博堂总算
看到了语惊四座的情形)

二十八

陈文伟徐徐道/ ,人死后尸体
会渐渐僵硬* 并丧失体温) 如果在
夏天的室内* 时间不超过十二个时
辰 * 可以从尸体的柔软程度和腋
下+ 谷道 %肛门$ 等不容易丧失体
温的地方取得比较精确的死亡时
间) 我当时按此推断* 得到了宁宫
卫死于五更初的结论) 但很快我就
发现* 尸斑却告诉了我另一个不同
的时间)

人死后血流停止* 身体内的血
便开始向尸体的低下部位移动* 最
后坠积在皮下并透过皮肤显出紫色
斑痕* 谓之尸斑) 在常温下* 尸斑
最早在人死后两刻钟后开始形成 *

在死亡后半个时辰到一个时辰内开
始明显出现) 在其后的十二个时辰
到十八个时辰内* 尸斑不断发生变
化* 最后尸斑完全形成* 便再不会

变化) 此间* 尸体的移动+ 翻动等*

都可以造成新的尸斑) 因此* 我从
尸斑上发现* 宫正卫死于三更到四
更之间 * 这个时间虽然比较模糊 *

但尸斑是不会被人轻易改变和伪装
的* 更要可靠一些) 我从新旧尸斑
的差异上也看出* 此尸体曾在死去
半个时辰后被人两次移动过) 为什
么会有人移动呢2 不过是为了用火
烤热尸体* 将其尸温升高并保持尸
体柔软罢了) 我发现死者的内衣干
燥* 而外衣湿润* 正是火烤后移尸
时又遇水淋的结果) 今晨一场暴雨*

也算是老天有眼 * 不让死者含冤 *

凶手漏网)

不过* 卫成英* 此案中我还有
一处不甚明了 ) 我方才问过仆人 *

在三四更之间* 你持刀刺杀宁宫卫
之时* 并没有人听到他的喊叫) 凭
着他的体力* 要从你刀下逃跑也是
可能的* 但为何他既不喊叫也不逃
跑* 却要与你纠缠在一处呢2 其中
可有什么隐情2(

卫成英低头不
语* 只是默默啜泣*

大滴的泪珠 * 滴在
地板之上 * 洇湿了
一片)

宁宫安长叹一
口气道 / ,既然老
爷已经猜出凶手 *

我便将实情都讲了
吧 ) 昨夜三更的时
候 % 晚 十 一 点 $ *

卫成英提起他得了
一件玉器宝贝 * 是
岫玉的荷叶双龟玉
佩 ) 我看了说不像

是真玉* 卫成英不服气* 便让在场
的几个人传看* 但说是假玉的人要
多一些) 卫成英仍不甘心* 说要让
他的三舅看看是不是真岫玉* 便去
了宁宫卫院中) 大约三更一点到二
点的时候 %晚十一点半到零点 $ *

卫成英跑了回来* 说他已经将宁宫
卫杀死) 我们都十分害怕* 追问他
原因* 他说是宁宫卫酒疯发作* 一
边说着调情的话* 一边将他按在床
上* 要奸淫他) 他在挣扎之时* 摸
到墙上的短剑* 将剑刺入宁宫卫的
胸口)

唉* 宁宫卫一直就有喜欢男风的
嗜好* 而且嗜好之深* 超出了一般人
能够想象的程度) 我们亦劝过他* 但
他说喜好男风不丧伦常* 不占别人妻
子* 是件至善的事情) 没想到* 昨夜
酒醉* 竟一时做下糊涂事来) 为了不
让家丑外扬* 并保住卫家三代单传的
一条独根* 我们便伪造了现场* 将尸
体进行了保温* 推后了宁宫卫的死亡
时间) 又让卫成英先离开宁府* 以避
开我们伪造的那段作案时
间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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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斤伊拉克枣
刘殿学

上世纪
,(

年代初*过年很萧条*商店
里基本没东西卖) 腊月二十八*副队长在
队场用铁皮喇叭喊/喂0 一户半斤伊拉克
枣*快来领哪0一听有半斤枣*我们几个高
兴得什么似的*父亲叫我和三哥去领)

领回来打开那层黄纸看看*金亮金亮
的*有点像中国蜜枣) 父亲看我们馋的*当
下先分给我们每
人三颗)并且说*

不准马上吃 *留
着大年初一天亮
开口 %大人告诉
我们/ 新年说第
一句话前* 必须
先吃东西*否则*

会穷一年&) 我把三颗枣儿用纸包好*放到
枕头下边) 三哥比我大*他一心想先吃我
的枣) 我不给) 他说*咱们,滚元宝-*输三
次*给一颗枣) ,滚元宝-我会*不一定输给
他*就说好)

,滚元宝-就是用一块砖横侧着*一
块砖平顺着*砖前几米远处画条横线*手
里的铜钱顺着从砖面上往下滚* 滚过横
线就算赢) 三哥比我劲大* 往下丢铜钱
时*又准又狠*每次都能超过横线好远)

没滚几下* 我就输了两颗枣* 心疼得要
命*知道再也赢不过他了*就不敢再来)

三哥比我多了两颗枣*就偷偷地拿
出一颗来吃*他咬了一点*不忘记我*也
叫我咬一点点*一咬到嘴里*好甜哪0 当
时真是羡慕伊拉克人* 人家能做出这么
好吃的枣0 我们中国大跃进把枣树都铲
了0

记得那年腊月小* 二十九就是年三
十) 一早*东屋的堂叔来找我父亲说事*

说他家二来子在枸杞港说了门亲*初二*

想去拜个年*两手空空*想跟我家借那半
斤伊拉克枣*他家半斤*我家半斤*合起
来一斤*能算份礼) 平时*堂叔经常帮我
家做事*父亲不好回*就叫我们过去*要
收回我们的三颗枣)

我和三哥一听都有些紧张* 知道我
父亲的脾气 *不
敢说话) 那六颗
枣已经无法如数
交出来了* 我输
了两颗* 还剩下
一颗* 准备初一
天亮开口) 而三
哥呢* 他吃得只

剩下一颗)这可咋好呢2父亲已经满口答
应堂叔*却拿不出那半斤枣来) 半斤枣总
共才十来颗*少了四颗肯定不够半斤)

父亲问我们枣哪去了)我说输了)三
哥说吃了) 父亲很生气*当着堂叔打了三
哥一个嘴巴) 我吓得光挤眼*忙用手捂着
脸* 迎接父亲的第二巴掌) 父亲却没打
我* 我侥幸躲过了一次五指印) 看看三
哥*他并没有哭*只是脸上微微地发红)

他已经是大人了*为了一颗枣被打*特别
伤心) 我们几个年前就说好*大年初一一
起去看跑旱船 *三哥他没去)

四十多年过去了* 贫穷的父亲早就
不在人世)三哥也在前年过世了)每到过
年*我都会记起那时候的事*今年一高兴
就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做什么2 现在的孩子*会觉得
这样的事情既陌生又不可思议) 但是*我
想告诉他们*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真
真切切就那样过年的)

我 们 的 街
王 菲

春天*天气渐渐变暖) 出了家属院
的大门*向左拐入街道时*不宽的街上
像往常一样挤满了汽车) 因为不远处有
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的街小*这个方向
的红灯时间就长) 不同的是*街两边的
白蜡树已长出了绿叶*似乎就在一夜之
间长好的) 这时候的叶片没有夏天的
大*没有夏天的绿) 但它就是春天里绿
叶的样子/柔嫩+新鲜+活泼) 汽车和行
人上方的空中有了这一片片的新绿*我
们的街顿时就显得春意盎然起来0

今年的夏天来势格外猛烈) 那天
晚饭后* 住在我们街上十字路口那一
边的朋友让她儿子送来了一小箱桃
子) 说是有人从老家带来的*特别甜*

特别好吃) 她知道我女儿爱吃桃子*就
特意送来) 虽然日落许久了*天还燥燥
地热) 看着那半大小子一身热汗出现
在家门口时*我一边接他手上的桃子*

一边为他突飞猛进的身高而惊叹) 十
四岁的孩子隔一两个月见一次* 就见
他像拔节的玉米似的一次高出一节 )

从大人怀里的小不点儿长成高高大大
的翩翩少年* 可以代替父母走过一个
街口来看我们* 相信他所穿越的街也
见证了这个孩子的成长) 怎么不是呢*

我们的街曾见证过多少可爱生命的成
长呵0 我用电话告诉街口那边的朋友*

孩子过来了*在跟妹妹玩儿*朋友交代
让他早点儿回去*还有作业呢) 两个孩
子曾经在同一所小学上学* 现在哥哥
先上初中了*而且仍然在当班长*使得
在学校一向胆怯的妹妹好生崇拜) 两

个人很热闹地谈论着各自学校里的
事* 当哥哥的还像模像样地指着妹妹
书桌上的英语书进行指导) 两个孩子
难得见一次* 说什么都很有兴致的样
子) 看着孩子们高兴*我更高兴*不忍
心提醒他们时候不早了* 直到朋友又
打电话过来* 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告
别) 我很感谢这个街在容纳我们的同

时* 还容纳着我们那一家像亲人一样
的朋友)

夏天再燥热* 也挡不住时光一寸
一寸挪动的脚步) 当秋天来临*我们街
上白蜡树的树枝便会变得稀疏起来) 不
再灼人的秋阳透过白蜡树的枝条将它
的光斑驳地投射在行人的身上) 迎着微
凉的秋风*穿上优雅的长裙*牵着女儿
的手漫步走在我们的街上是最惬意的)

秋天的街上常会有黄黄的树叶*而在早
醒的清晨*也能听到街上工人用扫帚扫
落叶的沙沙声) 这不紧不慢的沙沙声总
使人想起儿时老家的小院子里*早起的
爸爸清扫落叶的情景) 科技的高速发
展*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城市的极度扩充*使我们周围的高楼增

多*绿树减少) 我常常庆幸我们的街在
秋天里尚有落叶*尚有用无可替代的扫
帚来清扫落叶的声响) 这声响对我们街
上的人来说并不亚于美妙的音乐) 脚下
落叶声响+头上黄叶色浓*我们的街此
时是一幅美丽的清秋图) 如果再看看街
边水果贩热卖的各色水果*秋天的寂寞
冷清更是荡然无存) 我们的街始终充满

了热烈的生活气息)

当冬天来临* 白蜡树只剩下光光
的枝条) 树外面我们居住的楼都露出
了它们有些苍老的容颜) 我们街上的
房屋都有些年头了* 老式的六层高的
楼房与优雅时尚的小高层+ 傲然耸立
的高层和奢华贵族的别墅相比* 太落
伍+太寒碜) 但我知道一到冬天*看似
冷清的街上比往常更热闹) 这热闹很
多时候看不见*但它确实存在着*存在
于我们土里土气的房子里) 我们的街
还不知道什么是地暖* 只有多年前安
装的最原始的暖气片* 甚至是自制的
使用煤炉来供暖的土暖气* 但我们街
上的人们因此而感到格外温暖) 许多
在高档豪华小区购买了宽敞住房的年

轻人一到冬天纷纷又搬回我们的街
上*他们的父母留在这里) 不大但整洁
的家里整日温暖如春) 他们奢华的家
里如果也要温暖如春* 必须支出高额
的费用*这费用会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他们的孩子在爷爷奶奶这里* 也能得
到更好的照顾) 不时换洗的小衣服+小
尿片搭在暖气片上*很快就会烘干*玩
累了还可以拿起放在暖气片上暖好的
香蕉来吃) 去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

我们的街变得冰天雪地+银装素裹) 我
站在公交站旁等公交车) 那场雪太大
了*公交车迟迟不来) 我从西向东张望
着*发现我们的街清静了许多) 行人少
了*车辆少了*白蜡树上开满了银花 *

光秃秃的枝条变得洁白晶莹* 无比美
丽) 在寒风中等立良久*我没有着急*

我一直静静地看着我们的街) 透过白
蜡树盛开着的银花* 我将街上目力所
及的房屋一一看过*然后慢慢流泪) 我
心爱的女儿正和她年迈的奶奶在那样
温暖的屋子里吃饭) 奶奶会不时地催
促她快吃*吃完饭*女儿会自己放她喜
欢看的动画片

-./

*也会在奶奶的提
醒下写作业) 她们还会谈论起我*猜想
着我什么时候回家* 会买什么好吃的
东西) 女儿会穿着柔软漂亮的家居服
和有史努比狗图案的棉拖鞋在屋子里
走来走去*找个什么纸片+彩笔+图书*

她对外面的寒冷一无所知) 我们街上
每一座房子里都会有这样的情景 *看
着这些房子*我没有寒意)

我们的街啊*我们的街生生不息0

贴窗花的年
王吴军

过年的时候* 乡下老家的人们
都喜欢贴窗花) 红艳的色彩*喜庆的
画面*贴在洁净的窗户上*仿佛将一
个要出嫁的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一
般*窗花也把年打扮得无比动人) 而
且*家家户户贴了窗花过年*总是会
让人感到有一派吉祥欢乐的气息在
动人地弥漫着* 人们心中在辞旧迎
新时的一个个幸福愿望仿佛也被缤
纷的窗花给展示了出来)

小时候*我在乡下老家生活了十
几个春秋) 那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
都要贴窗花) 当时*各家的窗户大部
分是没有镶玻璃的*而是糊着一种干
净的白纸) 红色的窗花贴到上面*雪
白与红艳相互映衬着*看上去像是洁

净的女孩穿了一
身的红装* 显得
生机勃勃又楚楚
动人* 喜庆的气
氛就淋漓尽致地
洋溢了出来) 老
家的窗花美丽而
质朴* 用的是自

己染的红纸*而且是村里那些巧手的
小媳妇和大姑娘自己动手剪出来的*

没有一丝娇贵的模样*有的只是像红
高粱一样的质朴和芬芳)

在城市里生活之后
#

尽管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心情的变化

#

年的味道在
心中越来越淡*可是*每到过年

#

我依
然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乡下老家那美
丽的窗花来) 终于有一天*在市场上
意外地又看到了窗花

#

我像邂逅了日
夜思念的情人一般

#

激动和惊喜得竟
然有些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了) 那
是岁末的前两天

#

我在离家不远的自
由市场上闲逛

#

满街响起的此起彼伏
的叫卖声

#

满街络绎不绝的采购货物
的人流

#

还有摆在摊位上的各种春联
和鞭炮

#

让人感到新的一年要来到
了
#

又要过年了)我只是随意走着+看
着*并不一定要买什么*所以*很轻
松惬意) 可是*不经意地一抬头*忽
然看到前面的一个摊位上摆放着令
我十分熟悉又日夜盼望的东西*那
红艳的色彩* 那美丽的图案* 是窗
花) 我忍不住惊呼了一声/,窗花0 -

就飞快地向那个摊位奔去) 来到摊
位前* 美丽的窗花清晰地呈现在眼
前*我仔细端详着*只见那些窗花大
小各不相同*图案也多种多样*内容
大多是喜迎新年和古代人物之类
的) 可以看出来*剪窗花的人的技艺
娴熟而精细* 虽然没有我乡下老家
窗花的那种洋溢着泥土气息的质
朴* 但却弥漫着现代都市民俗文化
的味道*依然不失为一种美)

于是* 我挑选了一些窗花买了
下来) 回到家里*我兴冲冲地将美丽
的窗花贴在洁净的玻璃窗上* 默默
欣赏着*回味着*心中涌动着说不出
的欣喜和温馨)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
觉得*贴窗花的年才是真正的年*贴
窗花的年才真正有了浓郁的味道)

!在这里"""张爱玲城市地图#

传 英

上海曾经的一派奢靡繁华景
象已浓缩在老照片里

#

退守到记忆
中静静地存档

0

而今的她充满强烈
的时代气息

#

如同一幅浓墨重彩的
现代画

#

犀利而时尚)本书作者淳子
从小在上海长大

#

对上海特别是对
上海的过去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在书中
#

这种怀旧情绪淋漓尽致地
体现出来

#

她倾诉着她对张爱玲的
挚爱

#

同时也倾诉着对上海的怀恋)

城市地图其实并非真正的地
图
#

而是在人文掩映下的时空漫步)

作者将旧上海的点点滴滴和那个
时代的才女张爱玲融为一体

#

使文
章充满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时代特

点) 作者的写作极富个性
#

她自由自
在地挥洒优美而又略带忧郁的文
笔
#

尽情写下她的查考+思索和冥想)

那一幅幅怀旧的老照片更是让书在
灵动之间有了历史的厚实感) 文字
与图片交相辉映

#

把城市地图描绘
得像个离奇梦幻的迷宫

#

张爱玲就
是这个迷宫的主人

#

无形地操纵着
每一处布局

#

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
者
#

都是对她顶礼膜拜的信徒)

如果你钦慕张爱玲
#

如果你想
品味老上海的昔日风光

#

那么在如
此轻柔+温润的文字上寻找一点痕
迹也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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