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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丹娜

留学日本十余年，师从中野嘉之先生，毕业于日本多摩美

术大学博士课程。 专研岩彩画创作十余年（中国传统绘画颜

料制作、运用及现代绘画表现），留学期间多次访问日本各地、

东南亚、欧洲等国的绘画材料及其运用，考察并研究金箔、银

箔、天然矿物质颜料的制作和古画修复。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理事。

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屋内

一片漆黑。 敲门声起， 打开一

看， 衡复物业的小徐， 身着雨

衣， 头戴安全帽， 浑身湿漉漉

地，站在门口。

与小徐结识， 始于屋顶漏

雨报修。 我家居住在衡复风貌

区的一幢百年老屋， 由于天沟

年久失修， 遇上暴雨， 便会渗

水。 最近暴雨连连，渗水更成常

态。 多次向物业报修，无奈天雨

少晴， 物业虽已将更换天沟列

入计划， 小徐也两次来家上屋

顶查看，量天沟尺寸，但开工维

修仍难进行。

夜晚，暴雨又一次来袭，屋

角如常开始渗水、滴水，并漫延

到吊顶灯孔。 瞬间，电线短路，

空调、电灯刹时停转、熄灭，屋

内一片漆黑闷热。 我和妻打着

手电， 忙着寻盆找桶， 接漏堵

水。 然而墙面仍渗水不止，滴声

不停。

忽然， 黑暗中传来一阵电

话铃声。 电话那头传来小徐焦

急的问询。 原来，小徐正在物业

值班，眼见大雨如注，心中记挂

着我们， 于是特意主动来电询

问。 小徐一边安慰着我们，一边

告诉我们马上前来查看情况。

几分钟后， 小徐便出现在了我

家门口。

小徐进屋后立即查看屋漏

情况，并与维修人员紧急联系，

要求他们带雨布前来， 采取临

时堵漏措施。 小徐告诉我们，他

一直关注着天气预报， 也一直

想方设法早日开工， 无奈仍让

我们屋漏断电，他深表歉意。 他

还关切地表示，天热夏夜，缺电

无空调，他感同身受，一再向我

们表示自己也有责任。

几分钟后， 三位抢修人员

赶到，他们爬上屋顶开始作业。

在电闪雷鸣中， 我看见身高

180， 戴着眼镜的小徐手举电

简，忽而喊着:" 小心！小心！”，提

醒着工人安全作业;忽而弯腰低

身，与师傅们一起扯动着雨布，

覆盖屋顶和天沟。 雨水从他们

脸上淌下， 汗水浸透了他们的

衣裳。 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多

尽职的师傅， 多善解人意的小

徐！ 你们是普通的物业抢修员，

更是保护衡复风貌区的雨夜守

护者！

抢修完毕已是晚上 10 点多

了，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小徐

仍用那不紧不慢的声音说：“不

用谢，应该的！ 我更要感谢你们

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

窗外，雨仍下着。 屋内，连

串的滴漏变得稀疏， 偶尔一两

滴落在桶内，已是最后的声响。

我望着黑夜来袭的雨簾， 小徐

那“不用谢，应该的”话语拨动

着我的心弦。 感谢小徐，感谢不

眠不休的衡复风貌守护者。

雨夜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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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 我们小书法爱心志愿服务队在秋海棠老

师徐宏斌的带领下，一起赴云南山区的学校参观学习。 走

进大山深处，我才了解到山里的孩子是在怎样艰苦的环境

下学习和生活的，原来城市里的孩子生活是多么的幸福。

离开上海，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飞机到达云南，下了飞

机，又坐了 2 个多小时的汽车，才来到目的地元阳县新街

镇中巧小学。 学校依山而建， 操场就是教学楼中间的一

块空地。 2018 年徐老师发起并创建了“海棠花开”公益志

愿项目，他把我们在书法比赛中获奖的作品公开义卖，义

卖的钱资助中巧小学建操场， 让大山里的孩子有一个更

好的活动场地。

我们先参观了学校的食堂，食堂窗明几净，为学生们

提供良好的用餐环境。 以前食堂是苍蝇满天，垃圾满地，

12 年前，在徐老师团队的帮助下，对小学食堂进行了改

建，为了表达谢意，学校特意取名秋海棠食堂。 但是那里

的孩子们依然没有一张可以坐下来吃饭的桌椅， 他们蹲

在空地上，或操场上，手捧饭碗吃饭，多么不容易啊。 看

到跟我一样大的同学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和生活， 我在

心里默默地想，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力量更好

地帮助他们。 在他们简陋破旧的宿舍墙上贴满了积极向

上的标语，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山里的学生依然

怀有一颗向阳而生的心，并为之努力着，我从心底里佩服

他们的吃苦精神。

参观完食堂和宿舍， 徐老师带领着小志愿者们一起

为山里的学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书法课。 我们一起交

流和探讨书法，最后和他们在宣纸上共同写下了“海棠花

开” 四个大字。 一堂生动的书法课把我们与山里学生的

心紧紧连在了一起，也让我们彼此变得更加亲近，我还交

到了几个好朋友。 这次参观， 促使我珍惜自己的学习和

生活，努力帮助新朋友改变生活。

所谓的“花香藕”，就是荷

花盛开时，还没有灌浆长淀粉，

很白、很嫩、很脆，苏北人把这

段时间从田里淘出的藕叫花香

藕。 听这名，就吊人胃口。

小时候住在乡下， 在荷

花盛开时，奶奶会嘱咐父亲：

“你去屋后荷塘淘几枝花香

藕，让孩子们尝尝鲜！ ”我和

弟弟喜欢坐在荷塘旁边的柳

树下，看父亲在荷塘里淘藕。

他穿着大裤头， 淘藕的动作

潇洒自如，一踩、一提、一抽，

一枝鲜藕就从淤泥中被淘了

出来。 出水的藕，有大人膀子

粗，在水中一洗一抹，呈现在

眼前的就是一枝洁白如玉，尖

梢上带着一点点粉红色的“花

香藕”。 藕刚一出水就令我们

心动，赶紧跑到荷塘边，向父

亲要了一段水灵灵的花香藕，

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生怕不

小心掉下地， 碎成一摊汁水。

咬上一口，无丝无渣，没有藕

断丝连的黏糊劲儿， 匆匆咽

下，那种滋味令人陶醉。

花香藕是荷藕中的上品，

一是对环境和土壤要求很严，

她喜欢长在淤泥多、 土质肥、

水深适中，尤其是阳光充足通

风好的河塘及田里。 长出的

藕，才能清香脆嫩，口感好、品

质高。 二是淘藕应在荷花刚

开， 藕没灌浆时， 淘出的藕，

嫩、甜、白、脆，无半点瑕疵。淘

出的藕要轻拿轻放，在运输过

程中，不能被硬物碰伤或者压

破，否则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由白变黄或者腐烂，根本无

法让人尝鲜。

花香藕生熟皆可食用。 生

吃，将新鲜的花香藕用刀切成

段子，装在白瓷盘里，当成零

食。 在炎热的夏天，顺手拿起

一段，轻咬一口，顿觉有一股

清凉的感觉传遍全身，细细咀

嚼，有雪梨之滋润。“冷化雪霜

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疴痊。 ”这

就是韩愈生吃花香藕的感受。

乡下孩子都会做凉拌花香藕，

我喜欢做花香藕拌西红柿，将

花香藕切成薄片再切一两个

西红柿，将它的渍倒在藕片上

面，然后放到冰箱冷藏个把小

时，再取出来，冰凉爽脆，藕片

上已染上了西红柿的渍。 那白

中带红， 香甜鲜嫩， 可谓色、

香、味俱全，真是人间少有的

美食。 熟食，把新鲜的花香藕

洗净切片，和草鸡炖汤，花香藕

与鸡肉长时间文火炖煮， 藕吸

收了鸡肉的味道， 变得柔和粉

糯。一碗上好的花香藕汤，既有

鸡肉的醇香，又有藕的清甜。如

果把糯米和桂花渗合灌入藕孔

里，煮成熟藕。 甜甜糯糯，咬一

口，藕丝在唇齿之间缠绵。

“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

手。 郎笑藕丝长， 长丝藕笑

郎。 ”现在正是花香藕上市之

时，炎炎夏日，吃它既解暑又

养身。

彩云之南 海棠花开

�高安路第一小学四年级（1）班 张语轩

泱泱华夏，文明绵延，上下五千。

至红星照耀，日月新翻，自由民主，国泰家安。

代表委员，建议协商，为民奔走为民烦。

真民主，何粉饰妆点，花若彼岸？

人民推动历史，以民主乐对窑洞言。

看天山之巅，南海之边，胡同里弄，田园山川。

政经社会，全程齐参，伟大复兴梦共圆。

论民主，还东方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系区人大代表、市司法局宣传处四级调研员）

沁园春·东方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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