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 州 散 记
姚 辉

温良的水土与并不温驯的子民，组合成一台有

声有色的经济建设活剧。这是我温州之行诸多印象

的概括。印象之一：温州的“T A X I”。据说温州

市长曾说：“花五只‘羊’，出租车在市区随你兜，

全国独此温州一家。”听着觉得新鲜，也很诱人。

因此，轮船一靠温州码头，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要弃

舟“打的”了。只见一排菲亚特，真正的“M INI”，

在上海、北京街头并不多见。车少人多，又是初来

乍到，结果车价翻了倍，这也在意料之中。“宰”

外地客到处都有，温州当然不至于无。

后来几天，出门走累了，只得以车代步。坐的

倒是五块钱的那种名不虚传的温州的“T A X I”。

司机们很友善，倘询问起温州的风土民情，大多乐

于解答；也很敬业，下车时总会开到乘客最方便的

地方。
印象之二：温州的商品市场。温州的服装鞋靴、

桥头镇的钮扣、柳市的开关电器、乐清的旧机器旧

马达，都已成为我国重要的交易中心和集散地。

永嘉县桥头镇的钮扣市场，有“东方第一大钮

扣市场”的美誉，有两千余人外出采购，两千余人

加工生产，两千余人设摊经营，两千余人外出推销。

真正是“建一处市场，兴一行产业，活一片经济，

富 一 方 群
众。“钮扣

市 场 的 形

成，驱动了

饮食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邮电

业和其它小商品业的发展。
印象之三：想了解温州的文明程

度，不妨到大街上走走。奔驰而过的

进口原装H O N D A 和S U ZIKI，来往穿

梭的菲亚特，温州女士们新潮的服装发型和饰品，

都在向游客展示：温州人是先富起来的一族。可惜

的是，温州城却没有同步充实起来。街面狭小，秽

物满地……温州街头没有维护社会秩序的退休工人，

也许这里全民皆商，老人也不例外吧！
在许多人心目中，温州似与假货有着不解之缘。

在温州几天，想还温州产品一个公道。在温州，从

打火机到录像机，从剃须刀到服装饰品，从小钮扣

到大机器，什么产品都有，什么牌子都全，良莠不

齐，鱼龙混杂。但是，温州产品价格低廉，低得让

你心跳。“货全价廉、薄利多销、综合配套”，是

温州商人的经商之道，一分价钱一分货，低价自然

买不来好货，不必太多责备。
温州人有了钱，却还有许许多多不尽人意的地

方等待改善，迫切需要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兴教育，

学文化，形成高品位的温州文明。
总之，在温州这块

改革大试验田里播下的

种子，业已生根发芽。
温州的下一步是什么，

每个身改革大业的人都
在拭目以待。

来去匆匆，对温州

只是粗略认识，在乍寒

乍暖的风中我们离去，

背后的城市依然像个谜。

鸳
鸯
蝴
蝶
派
与
松
江

鲁

枫

1992年春的一个晚上，松江的几

位著名文人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楼

上聚会小饮，当时由杨了公先生作东。
座中有姚宛雏、许瘦蝶、闻野

鹤、吴虞公、朱鸳雏等，还邀

请一位南湖居士廉泉为特客，

杨了公请他坐了上座。座上有

一位叫 “林黛玉”的北里名花

来侑酒，这位名花爱吃洋面粉

做的点心，杨了公一时兴起，

倡议命题联语，即以“洋面粉”、

“林黛玉”为题，并说明是分

咏格，内中有一位朱鸳雏先生
（与姚宛雏号二雏，曾有《二

雏集》问世）才思敏捷，当即

出口成章：
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

冷怨潇湘。
众人听了，齐都拍手称赞。正在

欢乐间刘半农跑过来，因为要出国留
学，他的朋友们正

巧也在这个酒楼上为他饯行，他听到

欢声笑语，一见都是相熟的文坛好友，

即入席畅谈，杨了公见大家高兴，干

脆来个飞觞行令，要求各人背

诵一句诗，句中要有鸳鸯、蝴

蝶的字眼。并且依次点数，恰

逢四字中任何一字者，满饮一

杯，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句

句都带有鸳鸯、蝴蝶的字面，

杨了公还讲了个“鸳鸯进士”

的故事，众人听罢，笑声四起，

于是引起有人提出要把鸳鸯、
蝴蝶入诗，刘半农听了说，“如

骈文小说《玉梨魂》一味玩弄

词藻，讲究对仗，应该归入鸳

鸯 蝴 蝶 派 之

列……”以后人

们便把一些才子

佳人之 作称之为 “鸳
鸯蝴蝶派”。

文 士

雅 话

一 件 明 瓷
迟 痴

我酷爱古陶瓷。前年，有人从民间收购

到一对古瓷碗，想转手牟利，只因工艺粗拙，

色彩单调而难惹买主兴趣。经友人介绍，卖

主将古瓷碗出示在我的面前。白底，釉面亮

度沉滞；画着几个红衣绿裤的飞婴和红、绿、黄

色点组成的图案；底足不施釉，且粘有砂粒；裸

胎部分有浅橙色晕圈（俗称“火烧斑”），这是

瓷器存放百年以上的特征。根据瓷质、器型和纹

饰，虽然没有年款铭文，但可以断定它是一件清

代以前的古瓷器。我仔

细把玩，犹如武士抚摸

着宝刀，爱不释手。那

位卖主以他生意人特有

的精明，揣透了我的心

理，本来急于脱手的“滞

销货”，顿时身价百倍，

出价令我瞠目。数月过

去，这对古瓷碗象一个

品性敦厚相貌平平的姑

娘，仍未找到“婆家”。
此时卖主脱手心切，主

动降价，我才以合适的

价格购得。
后来，我翻阅了不

少参考书。一部研究中国古瓷的日本专著在论述

中国明代天启五彩瓷器的生产工艺与特征一章中，

一幅插图上的 “五彩唐子碗”竟与我手边的古瓷
碗一模一样，简直是孪生姐妹。它的生产年代终

于找到了确切的证据，这令我欣喜不已。
明代到了天启年间，政治混乱，财政匮乏，

景德镇官办瓷窑几乎停顿，民窑兴起，瓷器生产

完全不受国家控制 ，瓷工制作自由，生产了一批

风格独特，富有泥土气息的瓷品。明灭亡后清兵

入关，官窑恢复，瓷工又按照统治者旨意进行生

产。说明时间不长 ，有时代特色的瓷品留 下的不

多，如今天

启瓷器已成

为日本陶瓷
收藏家竞相

收藏的中国
古瓷珍品。

藏 品
如 右 图 所

示。 图为天启 五彩唐子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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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皮街旧话
王群英

抗
战
胜
利
后
，
立
达
学
园
复

校
由
四
川
迁
回
松
江
包
家
桥
北
的

石
皮
街
。
这
是
条
小
街
，
散
居
着
十

几
户
人
家
，
松
江
人
也
未
必
尽
知

有
这
条
小
街
。
小
街
虽
短
，
倒
也
其

乐
融
融
。
早
间
晨
跑
，
晚
看
夕
阳
，

夜
课
后
偶
而
传
来
街
头
馄
饨
担
的

几
声
竹
梆
，
很
有
韵
味
。

五
十
年
代
初
，
立
达
招
生
的

地
区
仍
很
广
，
除
松
江
所
辖
十
县

外
，
还
有
来
自
浙
西
和
苏
南
的
学

生
。
一
次
，
校
委
会
的
起
草
的
招
生

广
告
，
后
注
明
校
址「

松
江
西
外
包
家

桥
北
石
皮
街
一
号」

，
当
时
书
写
已
改

横
行
，
排
字
工
误
将「

石」

、

「

皮」

二
字

合
而
为
一
，
以
至
苏
南
行
署
发
文
也
寄

「

松
江
西
外
包
家
桥
北
破
街
一
号」

，
校

领
导
发
急
了
：
这「

破」

街
上
的
学
校
还

有
谁
肯
来
就
读
呢
！

今
天
建
在
立
达
旧
址
上
的
松
江

师
范
，
新
楼
丛
立
，
绿
草
如
茵
，
不
由
得

记
起
当
年
的
这
桩
笑
话
。
其
实
，

「

破

街」

二
字
，
还
真
有
点
哲
理
，
不
破
不

立
，
先
破
后
立
，
难
道
不
是
这
样
？

陆

机
的
狗

欧

粤

据《晋书》载：陆机
有一只好狗，名叫黄耳，
陆机非常喜欢它。一次陆
机因公务在京城洛阳住得
时间长了，与松江家人久
不联络，就笑着对黄耳说：
“我与家里很久不通音信
了，你能替我送封信再带
回家乡的消息来吗？”黄
耳摇着尾巴叫了几声。陆

机就写了封家信放进一个小竹篓挂在
狗的脖子上。黄耳沿着大路朝南跑，
把信送到松江陆机家里，并取了家人
的回信后又回到洛阳。从此以后，这

条狗经常为陆机与家人往返递送书信。
从洛阳到松江，不下千里之行，而黄

耳居然能翻山涉水，“老狗识途”，

可谓天下一绝。黄耳死后，葬在松江
城南，称“黄耳冢”；后来乡人讹传为
“黄泥坟”，坟旁建有“黄耳寺”，
也被称作“黄泥寺”。后来以它为题
材的诗作相当多。明人袁凯《黄耳冢》
诗云：“黄耳墓前春日迟，柳条花萼
共参差。高才已逐浮云去，异物犹令
后代思。顾养有恩终不背，交游何事
独相欺？春风绿酒人皆醉，落日孤舟
自咏诗。”

松 江 电 视 十七频道节目预告
二月六日星期六

19 : 00转播中央台新闻

19 : 30松江新闻（21: 00重播）

19 :50电视剧《张天师传奇》（1、
2）、电视剧《西游记》（2）

二月七日星期日

19 : 00转播中央台新闻
19 :30电视剧《张天师传奇》（3 、

4）、电视剧《西游记》（3）

二月八日星期一
19 : 00转播中央台新闻

19 : 30《好歌献给您》
19 :4 5电视剧《张天师传奇》（5、

6）电视剧《西游记》（4）

二月十日星期三
19 : 00转播中央台新闻

19 : 30松江新闻（21 : 00重播）
19 :50电视剧《张天师传奇》（7、

8）、电视剧《西游记》（5）

二月十三日星期六
19 : 00转播中央台新闻

19 : 30松江新闻（21 : 00重播）
19 :50电视剧《赤子雄风》（1、2）、

电视剧《西游记》（6）

二月十四日星期日
19 : 00转播中央台新闻

19 :30电视剧《赤子雄风》（3、4、
5）、电视剧《西游记》（7）

走过一天
朱 建 辉

心
中
的
爝
火
熔
尽
迷
蒙

赞
美
司
晨
的
雄
鸡

热
恋
每
一
个
黎
明

于
是

太
阳
把
辉
煌

写
上
草
叶
的
每
颗
露
珠

躺
在
龟
裂
的
黄
土
地
上

依
然
听
见
庄
稼
拔
节
的
爆
鸣

摇
辘
轳
的
村
妇
凝
望
着

脚
下
那
一
片
碧
绿

于
是

就
有
十
里
蛙
鸣

喧
嚣
着
走
出
荒
山
秃
岭

夜
，
许
是
生
命
的
墓
志
铭

墓
地
的
那
一
边

渡
假
村
的
篝
火
正
旺

于
是

希
望
每
个
生
命

都
融
进
永
恒

松
江
最
早
的

范
奕
中

报
纸

清
宣
统
二
年（

一
九
一

〇
年）

九

月
初
一
，
松
江
首

次
出
现
公
开
发
行
的
报
纸—

—
《

茸
报

旬
刊》

。
该
报
由
南
社
诗
友
李
艺
香（

号

维
翰
，
华
亭
人）

主
编
。
以
后
近
4
0
年

间
，
松
江
先
后
出
版
报
刊
十
六
种
，
有

官
方
机
构
办
的
，
也
有
民
众
办
的
，
其

中
1
92
0
创
刊
的《

问
题（

？）

周
刊》（

松

江
人
称
之『

耳
朵
报』

）

和
192
3
年
创
刊

的《

松
江
评
论》

，
都
由
侯
绍
裘
等
革
命

志
士
所
编
辑
主
笔
，
两
报
文
内
辛
辣
，

抨
击
时
弊
，
深
得
读
者
支
持
。

剧 场
松江自元代起已有

演剧场所，称作“勾栏”。
民国5年（1916年），松江第一座

剧场在东施庙内落成了。剧场利用庙

内戏台改建而成，两边厢楼改建包厢，

总可容纳观众七、八百人。当时，军

阀谢鸿勋，是个 “胡传奎”式的草莽

英雄，特别爱看京戏，并捧戏子“小

福楼”，戏馆老板特为他在厢楼专设

雅座。他未到场，不准开演，有一次

他酒醉迟到了三刻钟，戏班不敢开锣。
东施庙戏馆也曾演出过文
明戏。

广播电台

在 三十 年 代 初 ， 松

江 出 现 民 办 广 播 电台 。
据 商 务 版 《 日 用 百 科 全

书 》 第 5 2 7 2面 上 刊 载 ：
“电台 名 称 ‘松 声 社 播

音台’，电台呼号S X A C ，

启 罗周 波 9 3 7 5 ， 电力 1 0

伏 ，地点 在松江西门处。”
19 4 6年 6月 ，松江 成

立 营 业 性 质 的 “松 江 广

播 电台” ， 电力 5 0 伏 。
其 时 ，上 海 市

中 波 段 广 播 已

经 挤 满 ，不发

执照 ，为此 ，

由邑人朱紫云等

向江苏省申请，

经二区电信管理

局核准开业。该

台广播一年后，

就停办了。

出
国
留
学
生

清
同

治
十
一
年

（

一
八
七
二
年）

，
朝
迁
选
择
英

才
赴
美
国
留
学
。
华
亭
少
年
李
汝

淦
，
年
方
十
一
，
秀
外
慧
中
，
才

华
正
茂
，
经
考
试
录
取
，
被
送
往

美
国
留
学
，
是
松
江
县
最
早
的
出

国
留
学
生
。

学

校

中
西
学
堂
，
又
名
英
文
学
堂
，

由
邑
人
王
柳
生
出
资
创
办
于
清
光
绪

二
十
一
年（

一
八
六
五
年）

，
地
址

在
秀
野
桥
堍
。
次
年
，
该
校
迁
至
上
海
大
东
门
王

氏
宗
祠
，
改
名
育
才
书
塾
。
八
年
之
后
，
光
绪
三

十
年（

一
九
〇
四
年）

正
式
改
名
上
海
南
洋
中
学
。

光
绪
二
十
五
年（

一
八
九
九
年）

春
，
松
江

基
督
教
监
理
公
会
的
牧
师
认
为
：
松
江『

为
兴
学

最
宜
之
地』

，

遂
成
议
在
九
曲

弄
创
办

『

乐
恩

学
校』

，
此
乃

松
江
第
一
所
教

会
中
学
。

电 影 放 映

民国 5年（1 9 16年）11月 ，

松江西塔弄内佛学会（痧神庙）
举行菊花会。是日，上海商人

携带手摇电影机，应邀在菊花

会上放映。光源是乙炔灯，影

片是外国风景片，这是松江放

映的第一场电影。后来在普照

寺路茶馆里放映。
余天成药店对面有一家烟

纸店，凭该店出售的 桃花牌香

烟壳 5张，就可进 内看一次 电

影。因此买烟和看电影的络驿

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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