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祥云绕屋宇 喜气盈门庭（书法） 程庆长

童年时期不用上学的早晨，爷爷喜欢带

着他那厚重的玻璃杯，带着我，找家早茶店

坐会儿。 我也喜欢跟着爷爷去早茶店，因为

仿佛爷爷有着超能力，路上的人，店里的人，

爷爷都认识，都能寒暄几句。 打完招呼，大家

便在欢声笑语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爷爷熟练地拧开杯盖， 抓几把茶叶，倒

入滚烫的开水，茶叶瞬间像舞蹈家，在水中

撒欢儿，摇曳身姿，那层茶渍如同霓虹灯，增

添了一层神秘而又朦胧的视觉美感。

爷爷喝一口茶，吃一口干丝，茶的甘甜与

干丝的爽滑瞬间在口中满足了每一个味蕾，

唤醒了一个早晨。 爷爷时不时眯着眼睛品味

的表情， 不知不觉地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

海中。 那时候的我尚年幼， 不太会用言语表

达，但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心灵感受到

的，都悄无声息的，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后来，渐渐地，我长大了，爷爷离开我们

十几个年头了。 喝早茶的习惯，在我们家仍

然保留着。 而有关茶的那些情结，在我家也

继续延续着。

每次我从上海带着先生和女儿回泰州

娘家时，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

找间满意的早茶店，一起喝个早茶。 在一起

喝早茶的过程中，爸爸时常不经意地提到爷

爷，提到爷爷泡茶的杯子，提到自己童年那

茶叶水泡饭的故事。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爱喝街边的奶

茶了，偶尔喝一杯，倒觉得甜腻反胃。 而清淡

的茶，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茶，解腻，清

新，是任何一种饮品都不能代替的。 闲时，我

也会偶尔附庸风雅地参加朋友组织的品茶

会，品尝一下各种茶的滋味。 茶有禅意，禅茶

一味。 一口茶入喉，如同宛转悠扬的音符在

整个口中环绕；又如同水墨丹青行云流水地

在口中肆意泼墨，好一个妙不可言。

一杯茶，一个故事，不甜不腻，不近不

远，一切刚刚好。

这般茶滋味

筅 王奕轩

刊头书法 陈峨

在场的亲人们听到了电话里大致说

话的内容。原本推杯换盏、热热闹闹的年

夜饭，瞬时间沉寂了下来。这时妻子向丈

夫投去疑惑的眼神，并质问道：“陆志刚，

怎么回事， 大过年的怎么会叫你去献什

么血？怎么了，我们家穷到靠你卖血度日

了？ ”

餐桌上其他兄弟姐妹， 也一时不知

所措，面面相觑。

面对亲人们关切的眼神， 此时的陆

志刚有点像犯了错误的孩子， 嗫嚅着向

妻子解释说：“我没卖过血， 我只是想救

人，我的血很特殊。 刚才电话里医生说，

如果我去献血的话， 这个孩子有七成活

的把握；如果我不去献，孩子就没救了。

我要去救人，救一个算一个……”

听完丈夫的一通解释， 妻子顿时眼

圈红了。在场的兄弟姐妹也跟着动了情。

他们都了解志刚这个人认准的事情，九

头牛也拉不回来。 其实，好几年过去了，

有关他在外面义务献血的事， 陆志刚一

直瞒着家人。尤其是妻子身体不好，怕她

担心，他一个字没吐露过。 今天既然“天

机”已经泄露，索性全“招”了。

……

第二天一早， 陆志刚谢绝了对方派

车来接，自己骑一头“电驴子”就赶到了

血液中心。

猴年的大年初一， 上海的街头到处

是张灯结彩，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生肖猴

脸谱画像提线木偶， 纷纷向人们送来新

春的祝福。一路上，陆志刚默默祈祷和祝

福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自己的血能救

那个白血病的孩子， 也让这个家庭能高

高兴兴过上团圆年。

到了医院才知道， 原来这次让陆志

刚捐的是血小板。 捐献血小板和普通献

血大有不同：捐献者需要躺在病床上，从

一只手臂静脉进针， 全身血液需经血液

成分分离机过滤滚动 6～7 遍，通过全自

动血细胞分离机分离出血小板， 最终过

滤后的红细胞与血浆再输回捐献者体

内，整个过程长达一个多小时。

先不说从体内输出那么多血， 就是

大年初一躺上医院的病床上一个多小

时，这种上海人最忌讳的事，很多人也会

据理不从。正当医生给陆志刚讲解过程，

最后征求他的意见时， 陆志刚毫不犹豫

地躺上输血床伸出他的左胳膊， 说：“赶

快抽血给那位孩子吧， 还有什么比救命

更重要的事……”

于是，年轻的生命得救了。

没想到，陆志刚这次献血，红十字会

邀请了多家媒体， 他的义举被多家媒体

争相报道。一夜之间，“好人陆志刚，大年

初一捐献血小板挽救白血病患儿” 的消

息像长了翅膀，传遍了沪上大街小巷。

许多人都为他的这种义举， 深感钦

佩。 学校师生得此消息， 上上下下很惊

讶，这么多年大家认得的这个“好人”，竟

然还悄悄地一直在外面义务献血……学

校领导和德育老师第一反应就是“这不

就是我们身边最好的德育典型教材吗？”

第二天校领导给他送来了两千元的

献血营养费。这是陆志刚多年献血以来，

拿到的第一笔营养费。 陆志刚感谢校领

导的关怀， 他觉得这个信封拿在手里沉

甸甸的。这时候，他首先想到了躺在床上

的老排长。正好利用春节假期，陆志刚又

一次来到杭州， 把学校给他的两千元营

养费， 再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两千

元一同送给了老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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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伤残军人陆志刚印象

筅 文 / 何秋生

题图、题字 / 黄珈玥、相海勇

忆“东方美神”周洁

筅 马信芳

打开《中国舞蹈艺术家》名录，周洁的名字赫然在目：周洁，

上海奉贤人，9岁离开家乡头桥镇，12岁考入上海歌剧舞剧院，

15岁主演《小刀会》，17 岁进京献演《半屏山》……从此命运把

她推上一条令人羡慕、却也崎岖的明星路。 从一个舞剧演员到

舞蹈老师，再到舞蹈研究者，她把整个生命融入舞蹈……

没有想到，这位 60 周岁还未到的舞蹈家竟离我们而去。

得到她病逝的消息，我惊呆了。 往事又重新映现在眼前。

“我是属牛的，摩羯座，O 型血，因此做什么事都专注。”在

徐汇区周洁寓所，她曾对我这样说，“是的，在艺术路上，我是

一古脑儿往前走。 ”

1980 年，电影《火烧圆明园》投拍，没有试镜，仅在剪辑车

里跳了一小段舞，导演李翰祥就拍板，把“丽妃”一角给了周洁。

一夜之间周洁红了，但出彩是用心换的。丽妃的大半戏是在“坛

子”里。 周洁虽有舞蹈本领，身子蜷缩，双手并紧，脚尖下蹬，丝

纹不动地憋在坛子里，“一场戏拍下来，浑身散了架。 可松动一

下还得继续拍。 ”当时剧组有“方便面太后”和“方便面妃子”之

说，原来，为节约时间，周洁和刘晓庆天天以方便面度日。

1992 年，陈家林导演《杨贵妃》，主角的重任落到了周洁

肩上。 为了杨贵妃的丰腴，长期保持清瘦的周洁，竟一天吃九

个鸡蛋，一斤牛奶。几个月里，体重增加 20 多斤。增肥与减肥

同样苦不堪言。 周洁为《杨贵妃》添彩，特别是那“霓裳羽衣”

的贵妃舞，叫人过目难忘，日本影迷奉她为“东方美神”。 这一

年，中国电视最高奖“金鹰奖”授予了周洁。

为艺术周洁选择去美国深造。 可命运之神不让她与舞蹈

分离。 1997 年香港回归，周洁在美国休斯敦参加华人的庆祝

活动。 看到周洁的舞，很多家长围了上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孩子。 ”“你留下来办个舞蹈学校吧。 ”就这样，她找到了同在

美国的舞蹈家徐利，与她合作办起了学校。 周洁用最专业、最

现代、最先进的方法来办学，目的是让孩子们能感受到中国

最美好的东西。

因为美国的华裔下一代对中国几乎不了解。 家长希望自

己的孩子喜欢中国，学中文，但孩子觉得学历史、中文枯燥，

反之他们对舞蹈却兴致勃勃。 于是，周洁在传授舞蹈的同时

组织来上海演出， 并通过夏令营活动与国内的同龄人多交

流，让他们热爱中国，回去之后积极学习中文。

周洁的根在中国。 在美国办学七年后，她毅然回到上海，

周洁（国际）艺校应运而生。 虽然我们在《天下太平》《宝莲灯》

《我主沉浮》《军中红舞鞋》等电视剧中又看到了她的身影，但

舞蹈始终是她的最爱。当“娘家”上海歌剧院邀她再次出山时，

她几上北京， 终于请来了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陈维亚来沪

创排舞剧。 2012 年，原创海派舞剧《周璇》终于推出……

周洁还告诉我一件事：那会儿演完《杨贵妃》，名气很响，奉

贤的领导对我说，“你看我们奉贤的草莓西瓜都运不出去，每年

烂掉好多，就因为没有桥”。 当时周洁回家也是靠摆渡船，听领

导那么说，觉得这事有意义。那两年她放下了自己的事，为家乡

造桥各方奔走，终于拉来了赞助。 第一笔资金也到位了，奠基

了。 只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赞助企业出了状况，本来拟定

名“贵妃大桥”的工程也就搁浅了。“于是很多人就骂我，特别委

屈。 ”所幸，后来奉浦大桥还是在各方努力下建了起来。 奉贤人

没有因此而误解她。 2019年年底，当周洁再次来到奉贤时，区

领导希望周洁能够充分发挥在文化界的良好声誉与丰富资源，

积极为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策划高品质的演出节目，合力推动

奉贤籍学生“世界之窗”游学等项目的深入开展。一直对故乡有

着浓厚的乡愁的周洁当即表示，能在故乡开展艺术创作活动和

文旅结合演出项目，为让更多人走进奉贤、走进上海。

“东方美神”，你的艺术，你的美，将永留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