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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宁波游随想
□史德保

日前， 应阮庆棠、 肖赤珠夫

妇一家人的热情邀约， 由雪青、

晓辰母子陪同， 我和夫人秀珍冒

着酷暑高温， 兴冲冲地去宁波游

览了三天。

朋友之间的友谊， 是无价之

宝， 人生最大的快慰！ 爱因斯坦

说过：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 莫

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

的严正的朋友。” 相隔一段时间

之后， 我们两家又有机会相聚，

在享受生活的同时， 无拘无束地

交谈， 给我们多年来积聚起来的

友谊加色添彩。 友谊是精神的默

契， 心灵的相通。 我们的交谈，

总是比较顺畅， 总能让人有所

得。 偶尔不同的观点也无妨。 庆

棠夫妇都有几十年军旅生活的磨

炼， 正直、 友善。 庆棠大我一

岁， 话不多， 近年来听觉减退。

但我深知， 庆棠是个有水平的

人， 理论、 文化功底颇深， 思维

清晰， 处事有道， 是个明白人，

尤其他为人忠厚， 不张扬， 不虚

假， 诚实、 谦逊、 善良、 大度。

我们闲聊中， 他发声不多， 但正

如钱钟书所说： “人与人之间舒

服的关系， 可以一直不说话， 也

可以随时说话。” 是的， 我们与

老阮就是这样灵犀相通的。 赤珠

与秀珍同岁。 她与庆棠可是另一

种范式的人， 心地直爽， 快言快

语， 干脆利索， 有原则， 讲正

义， 肯助人， 爱在深处， 爱得宽

泛， 爱得真切。 在如此优越的环

境中， 我们四位八旬老人谈天说

地， 编织情脉。

天大热， 但没有太多削减我

们对室外景物的流连。 宁波可是

一座文化名城， 名人辈出， 名胜

遍地。 河姆渡、 藏书楼、 雪窦寺

等等， 这次一概暂且搁置。 一天

傍晚， 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去领略

老外滩的景色。 这里是余姚江、

奉化江、 甬江三江汇合的入海

口。 江面宽阔， 沿江高楼变幻的

霓虹灯， 大桥飘忽的五彩倒影，

这些都是现代化景物， 夫人拍了

几张照后， 我们也就离席了。 倒

是老外滩这条酒吧街， 让人精神

为之一振。 路面不宽， 街道两旁

的建筑有点特色， 中西合璧、 整

洁清朗。 街道彩灯流光溢彩， 街

道上空犹如覆盖在晶莹剔透的鲜

花丛中。 人们熙熙攘攘， 摩肩接

踵， 就像甬江的水面， 人流忽密

忽疏， 忽缓忽急， 流淌在这条不

长的街面上。 几家酒吧看来生意

兴隆， 饮客满座， 室内琴声悠

扬， 歌调绵绵。 酒吧宽大的窗台

外， 人头攒动， 踮起脚， 伸长脖

子， 似乎要争相抢占一点酒吧的

灵气。 也许因为在家关久了， 面

对这幅歌舞升平的景象， 我们不

自觉地也跟着亢奋起来。 我这个

耄期老人， 竟也想放开脚步， 挤

在浮动的人流中， 就差一点闯进

酒吧， 抢过话筒， 放声高歌一

曲！

再说说我们入住的十七房酒

店。

十七房本是以郑姓为主的江

南水乡大村落， 历史悠久。 现在

被开元老板改造成了五星级的乡

村酒店。 来到这个酒店， 就如来

到了一个古色古香、 黛瓦粉墙的

大乡村， 水井， 磨坊， 酒庄， 粮

行， 郑氏宗祠气魄宏大， 雕梁画

栋， 村中那个大池塘， 鹅鸭成

群， 白毛红掌， 追逐嬉戏。 岸边

杨柳倒垂， 微风吹过， 池面跳动

着万千丝绦！ 成百民房则一一改

造成设备齐全、 舒适优雅的现代

化宾馆卧室。 外土内洋， 外古内

新。 这个老板真有创意！

翌日上午， 雪青、 晓辰领着我

们参观了东钱湖畔的柏悦酒店。 傍

山依水， 幢幢洋式小楼， 分布在浅

浅的山坡上， 高低参差， 平淡中见

新奇。 园中树木茂盛， 分布错落有

致， 辅以亭台楼阁， 小桥流水， 还

真有点曲径通幽之感。 据说， 这酒

店的设计是日本人， 从房屋、 亭阁

的格调， 也可看出一点端倪。 据

说， 现在东钱湖畔， 这样的五星级

酒店不下十处， 三星、 四星的还有

一批。 大家争先恐后， 瓜分山水风

光， 吞噬自然资源， 他们吃喝拉撒

的残余能处理得彻底吗？ 我这个农

村出生的人， 真有点瞎操心。

第三天吃过中饭， 我们就打道

回府了。

这母子俩， 恪守“以孝为先”

的古训， 差不多每一二个月就要开

车带着爷爷奶奶到旅游景点， 在高

档酒店住上两天， 散散心， 活动活

动筋骨， 享享清福。 而他们自己，

则住到汉庭一类低档酒店。 我和老

伴常说， 现时像这样的小辈不多，

工作用心， 待老人有孝心， 待人接

物， 有礼有信， 真是有教养、 有作

为、 有前途呵！

■旅迹留痕

骄阳似火“和睦”游
□魏福春

“和睦” 为村， 地处青浦区赵

巷镇。 知道这个地方是摄影家惠国

兄介绍的。 那天有点空闲， 想就近

找个乡野之地放松一下， 惠国说赵

巷有个和睦村， 他们前不久在那里

搞过一次摄影活动。 小村风景不

错， 尤其是农家乐的菜肴， 很地

道。

赵巷去过多次， 那时嘉松公路

旁有家农庒， 规模不小。 我们通常

周末去玩上一天， 大怪路子打得昏

天黑地， 有时还会住上一晚， 第二

天一早起来在竹片铺就的钓台上钓

鱼。 水是活水， 小河弯弯， 沿着农

庒逶迤远去， 看不到尽头。

那份田园之乐， 是久居都市的

人们向往的。 可惜这家农庒几年前

关掉了。

去赵巷还因为奥特莱斯， 当年

没少前往购买衣物。

和睦村是第一次听说， 就冲

“和睦” 二字———好， 去也。

上午 10 时过后出发。 导航精

准， 一路顺畅， 到了“和睦一号农

家乐”， 不到 11 点。 午饭稍早了

点， 正好四处走走， 谁知同行之人

进了店堂即不想动弹。 天气实在太

热， 也罢。 独自步出院门， 眼前是

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赏心悦目。 一

派田野景致， 就这样扑入眼帘。

和睦村紧邻奥特莱斯。 清清的

徐泾河流经村庄， 河岸两边一栋栋

农舍依水而建， 白墙黛瓦， 错落有

致， 有些墙面上画有农民画， 一个

个故事通俗易懂， 乡土气息浓郁。

这就是“和睦水街”。 小桥流水，

杨柳依依。 水街也谓步行街， 商业

街， 其中有民宿、 书吧、 咖啡店，

还有石桥、 “稻田直播室” ……

这是和睦村最为靓丽的一道风

景线。

水街南侧， 有一个百余平米的

木质亲水平台， 白天游人可在上面

赏景， 晚上则成了霓虹闪烁， 流光

溢彩的舞台， 村里的民乐队、 沪剧

队、 舞蹈队会上台表演。

和睦村移步即景。 边饱览着美

景边上百度查了下， 真是不看不知

道———和睦村竟有和睦清源、 和塘

睦色、 古闸听流、 蔬圃叠翠、 杏林

谷海等十大景观！

骄阳似火， 热浪逼人， 这十大

景色自是不可能一一观赏， 然而我

没有错过水街入口对面、 被誉为

“微缩版郊野公园” 的和睦公园。

这里原本是一个占地 30 余亩的苗

圃林地， 经重新规划打造， 新建了

弯弯曲曲的木栈道， 开挖了一条蜿

蜒流淌的小溪， 草丛中有各种各样

的动物雕塑， 可谓村民健身休闲的

好去处。

太阳愈发的热辣， 空气中仿佛

有团火， 汗水早已湿透了衣服， 我

加快了脚步， 逃也似的回到饭店。

好在有手机， 在空调的清凉中， 又

一次上了百度。

和睦村的桥也是一景， 多达五

六座， 有的形如一张琴， 极具现代

感， 有的古朴浑厚， 给人以遐想

……

相传这里的水岸两边原本没有

桥， 河东河西的人家也不怎么往

来， 后来有人提议要加强沟通、 敦

亲睦邻， 于是众人出资造桥。 建成

后的桥取名为“和睦桥”， 这也是

和睦村村名的由来。 这个“桥” 的

故事， 被画家画在了水街沿岸农家

的墙面上……

饭后没有继续在和睦村游览，

美丽的田野近在咫尺， 却是望而生

畏， 畏葸不前。 游兴轻易地败于炙

热的天气之下。 这显然不是个适合

游玩的日子， 当然也不能仅仅为了

一顿农家菜而来赵巷。 大家商量了

一下， 去了邻近的奥特莱斯， 也只

是走个过场， 匆匆忙忙买了几件 T

恤和长裤， 便迫不及待地赶回停车

场， “和和睦睦” 地结束了一日游

……

遗憾是显而易见的， 不过“和

睦一号农家乐” 的农家菜， 确实地

道， 尤其是鳝筒煲和昂刺鱼豆腐

汤， 鲜美异常， 印象深刻。

这算得上是个收获吧。 一笑。

■法官手记

参与中成长
□林亚和

开学季， 孩子们兴致勃勃讨论着学校

生活， 准备踏入大学校园， 进入新的人生

阶段， 发现他们有许多新颖的想法， 也愿

意去表达和实践。

高校学生进入大学， 在思想和心理层

面尚处于“社会初显期”， 是个体在练习

成人、 培育完整个性的重要阶段， 因此在

问题处理和自我调节过程中较不成熟， 有

时会有盲目跟风和任性、 不理智的言行，

不仅对学生个体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也会

给管理工作带来诸多耗损。 反思其原因，

有诸多的影响因素， 其中一个因素是学生

对于学校的公共参与行为较少， 在很多时

候学生是一种被动参与的状态， 具有较大

随机性、 盲目性和低效性。 引导学生主

动、 积极、 理性地参与到学校治理过程，

可加速其对于学校主体身份和地位的认

同， 使其在享有作为高校学生在公共生活

领域中的权力的同时， 也能主动承担自身

的责任和义务， 从而形成合理的、 较为成

熟的公民角色意识、 公共空间意识、 公共

规范意识、 协商意识、 妥协意识等， 并自

觉地用这种意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最终

形成主动进行理论建构、 制度建设和实践

活动的公共参与行为。

学生是学校政策的主体， 又是政策的

客体，是学校决策的主要利益相关群体。学

生的参与， 是学校治理科学化和合理化的

重要元素和保障。因此，不能将学生只停留

在受教育者这一社会角色中， 而应该将学

生的主体角色和公共参与元素融入到人才

培养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大学教学、科研、

社会服务的全过程，从而培育学生积极、理

性、有效的参与公共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引导学生合理、 积极地参与学校治理

工作， 可从两个维度进行推进。 一是营造

开放的校园文化氛围， 注重学校管理信息

适当向学生传输。 对于学校重大事务， 学

校管理者和行政人员可及时向学生传达，

同时接受学生的反馈信息， 使双方的沟通

保持畅通和有效。 同时， 学校可进一步扩

大信息互通渠道， 倾听学生的声音， 增强

学生的公共参与感。 二是建立完备的规章

制度， 确保学生能参与管理和学习活动等

并提出决策建议。 拓宽公共参与渠道， 创

新公共参与方式， 包括开展座谈会、 民意

测验、 网络调查、 民主投票等。

大学时代是青年人融入社会之前自我

精神结构固化的重要阶段， 在社会服务的

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公共参与意识， 是大学

之为“天下公器” 的应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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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袁枚的“美食三戒”
□沈 栖

清代袁枚， 少有才名， 擅长诗

文。 乾隆四年（1739），进士出身，

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在溧水、江宁、

沭阳等地任县令，为官勤政廉洁，颇

有名声。 但仕途不顺，无意吏禄，于

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隐居于南

京小仓山随园， 晚年自号“随园老

人”。 他与大学士纪晓岚齐名， 时

称“南袁北纪”， 又与赵翼、 蒋士

铨合称为“乾嘉三大家”。

纵观袁枚一生， 他不仅是一位

著述颇丰的诗人、 散文家、 文学评

论家， 还是名闻遐迩的美食家和经

验丰富的烹饪学家。 袁枚自称一生

有多方面所好， “好味” 乃列于首

位， 其“好味” 追求色香味俱全。

他曾在 《品味》 一诗中写道： “平

生品味似评诗， 别有酸咸世不知。

第一要看色香好， 明珠仙露上盘

时。” 这位“性灵派大家” 在留下

《随园诗话》 的同时， 饮食文化专

著 《随园食单》 也享誉海内外。 这

本令人唇齿留香的食单以十四个章

节， 详细介绍了我国从十四—十八

世纪中流行的 326 种南北菜肴饭

点、 美酒名茶， 总结古代烹饪经

验， 供厨师治宴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积 40 年

之功的 《随园食单》 中有 《戒单》

一章节， 旨在“除饮食之弊”。 其

中美食三戒， 至今仍不失教益。

一、 “戒耳餐”。 “耳餐者，

务名之谓也。 贪贵物之名， 夸敬客

之意， 是以耳餐， 非口餐也。” 在

袁枚看来， 豆腐、 海菜、 蔬笋与

鱼、 肉、 鸡、 鸭等“各有本味， 自

成一家”， 没有必要全席堆积“贵

物”， 厚荤轻素。 他记某太守宴客，

大碗如缸， 白煮燕窝四两， 但食来

丝毫无味， 然后以辛辣的笔调予以

讥讽： “我辈来吃燕窝， 非来贩燕

窝也， 若为夸耀体面， 不如碗中竟

放明珠百两， 则价过万金矣！” 如

此贪图虚名， 大摆排场的做派迄今

余绪未绝。

二、 “戒目食”。 “目食者，

贪多谓之也。 今人慕‘食前方丈’

之名， 多盘叠碗， 是以目食， 非口

食也。” 袁枚认为： “极名厨之心

力， 一日之中， 所作好菜不过四五

味耳， 尚难拿准， 况拉杂横陈乎？”

他记一商家设宴待客， 上菜三撤

席， 点心十六道， 食品达四十余

种， 如此这般， “口食” 委实难以

承受， 仅为“目食”而已。 袁枚在引

援南朝孔琳的话———“今人好用多

品，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之后，

进而言之：“肴馔横陈，薰蒸腥秽，目

亦无可悦也”。 主人为此甚得意，而

客人散席返家仍煮粥充饥， 岂不事

与愿违？ “暴者不恤人功， 殄者不

惜物力……暴殄而反累于饮食， 又

何苦为之。” 此言足以警策。

三、 “戒纵酒”。 袁枚认为：

“事之是非， 惟醒人能知之； 味之

美恶， 亦惟醒人能知之。” 可是，

那些纵酒者是不在“醒人” 之列

的， 因为“拇战之徒 （指猜拳狂饮

者） 啖佳菜如啖木屑， 心不在焉。

所谓惟酒是务， 焉知其余， 而治味

之道扫地矣！” 菜肴虽佳， 但以酒

害之则不知其佳矣！ 再则， 明代大

臣雒于仁在 《酒色财气四箴》 一文

中早就说过： “嗜酒腐肠”， 侵害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