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满庭芳
2023年7月2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白丽 美术编辑：卞锐

沽上

丛话

第
五
一
六
八
期

拾
柴
篇

扫 此 二

维码，观看本

期节目视频。

《小楼春秋》解说词：●

不管是居家还是旅行，无论男女，是
丑是俊，晨起之后，大都会做一件事情：照
镜子。剃须、洗脸、梳妆、打扮，一一在镜
前完成。这大抵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
道流程。当然，女人尤其是美女或者帅哥
与镜子缠绵的时间会久些。

我照镜子始于何时？已全然忘记，但
对镜子最初的记忆却很清晰。大哥大嫂
结婚的时候我才两岁，从记事起就记得他
们屋里有一个梳妆台，上方墙壁挂着两面
方镜，背面是张美人照，浓眉大眼，妩媚俏
丽，后来才知道是电影明星谢芳。而今几
十年过去，那两面镜子依然完好无损。现
在想来，婚房中的镜子固然增添了一丝温
馨时尚的气息，但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印
象之深刻倒源于镜子的背面。

我与镜子的热恋正是青春时节。上
大学起，开始逐步进入从农村娃到城里人
的“蝉蜕”，这过程哪里少得了镜子呢。但
又不好意思当众揽镜自照，就买了一块掌
心大小的圆镜偷偷塞在宿舍铺下，趁无人
之时拿出来凝眸细瞧。我看镜子，镜子也
看我。有一段时间脸上长满了粉刺，噱称
青春美丽豆，当看到镜中人这副尊容，既
忧伤又无奈，有时不免迁怒于小镜子，恨
不得摔掉。但一日不照如隔三秋，每个少
年爱上的第一个人其实是自己。隐秘的
镜子心事重重。

世间为何要有镜子？因为人的眼睛再
明亮睿智，也无法看到自己的脸，不知道自
己长啥样。眼睛用来认识世界，镜子用来认
识自己。人类的第一面镜子其实是水，临水
映面，又将水盛到铜器里照人，称作鉴，后有
了铜镜、玻璃镜。传说，镜子是黄帝的妃子
嫫母发明的。嫫母是中国四大丑女之一，额
如纺锤，鼻子扁塌，体型肥胖，面黑似漆。一
天她挖石板，见一块石片在太阳下闪闪发
光，持手里一瞧，吓了一跳，石片映照出了一
副丑陋的容貌。她不甘心，怪石片不平，就
磨，再照，丑依旧，遂悄悄将石片藏了起来。
唐代郑谷《闲题》诗云：“举世何人肯自知，须
逢精鉴定妍媸。若教嫫母临明镜，也道不劳
红粉施。”耐人寻味的是，镜子由丑人所创，
原初就赋予了隐喻的意义，所映照的就不只

是容颜了，正如黄帝评说嫫母，只要内心纯
正，貌丑又何妨？

朋友老齐是位收藏家，他家里有两面
铜镜，皆圆形，没有手柄，背面有钮可穿绳
悬挂。一面是鎏金青铜，一面是白铜，皆
比盘子还要大，正面平展光滑，但乌突突
的，照出来影影绰绰。金属时间长了氧化
生锈，需要经常刮垢磨光。《金瓶梅》就写
到潘金莲和孟玉楼在家门口磨镜子的情
节，磨镜和磨刀一样都是那时的行当。这
两面铜镜不知铸于何时，背面有篆字铭
文，有“千秋万岁”“天下”等字样，估计应
在秦以前。铜镜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有
了。《战国策》有一段著名的记载：“邹忌修
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
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明
末玻璃镜引入中国，之前古人用的一直是
铜镜。这两铜镜背面除了铭文，都有精美
的图案，其中白铜镜子背面还是松鹤浮
雕，极为珍贵。我双手持镜，感觉沉甸甸
的颇有分量。可以想象，古代女子在镜前
梳妆，这镜子稍大一些就只能放置桌上，
或挂在墙上，不可能拿在手中，实在是太
沉了。我想起了“破镜重圆”的典故：南朝
末期，兵荒马乱，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妻子
“乃破一镜，人执其半”，以为信物。若干
年后，二人果然因此重聚，人镜俱圆，相伴
终老。我所疑惑的是，铜镜如此坚固，将
其破为两半，若非削铁如泥的利器莫办，

他们是咋弄的？
人们通过镜子自我观照，认识自己的真

实面目。但这里边却有诸般复杂的情态与况
味，并非一照了之的简单，一面镜子也照出了
纷繁的人生。《笑林》记述：夫持镜回家，妻拿起
来自照，大惊，急忙唤来母亲：“不好啦，老公又
找了一个老婆带回来了!”母亲也照了照说：
“咦？连亲家母也领回来了！”虽是笑谈，其实
我们真的认识镜中人吗？是否也常有颟顸和
陌生之感？甚至有时在镜前自照，对它的纤
毫毕现竟会感到无处躲避的难堪。唐代诗人
刘禹锡对此有深刻的洞察，他写有《昏镜词》，
诗前有段小序颇堪玩味。一个镜子工匠在店
铺陈列了十面镜子，打开匣子一看，一面光洁
明亮，其余九面皆朦胧模糊。有人不解，工匠
笑着说，不是我做不来都是明镜，商人哪有
不想卖出去的道理，只是买者都是买与自己
容貌相宜的镜子，那太清晰的就难以掩盖脸
上的瑕疵，所以买模糊的倒十有八九。于
是，“瑕疵自不见，妍态随意生。一日四五
照，自言美倾城”。刘禹锡所记颇类寓言，堪
为人生的真实写照。曹魏大将夏侯惇一次
作战被流矢射伤左眼，而他是个特别在意仪
表的人，喜欢照镜子，而每次看到那只伤眼，
就火气冲天，将镜子掼到地上。我想如果他
的镜子是刘禹锡所谓的“昏镜”，模模糊糊看
不出伤眼，就不会生气。

镜子当为女子特别钟爱的物品，女为悦
己者容，其实也为自悦容，哪个女人不想把

自己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呢？即使征战沙场十
余年的花木兰，一旦归家，脱掉战时袍，换上
女衣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爱美之
心人皆有之，镜中没有丑人。唐代崔国辅《丽
人曲》诗云：“红颜称绝代，欲并真无侣。独有
镜中人，由来自相许。”绝代佳人，无人可匹，只
有镜子里的那位还不错。哈，这美女超级自
恋呀。这和才子李敖“要想佩服谁，我就照镜
子”有异曲同工之妙。明代陈继儒也有一诗
《赠杨姬》：“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
中人，扑碎妆台镜。”这美少妇是个妒妇，看到
镜中人这么好看，妒心顿生，气得把梳妆台上
的镜子扑碎了，这是自恋的另一种表现。林
黛玉也自然喜欢镜子，她恐镜上蒙尘，故用
“锦袱”搭着，加个罩。她“走至镜台揭起锦袱
一照，只见腮上通红，自羡压倒桃花”。美呀
美，但实际上她已是病态初萌。然而然而，流
光容易把人抛，红颜终会老去，人寂寞，镜子
亦寂寞，故王国维如此叹惋：“最是人间留不
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红楼梦》又名曰《风月宝鉴》，宝鉴，宝镜

也。书中镜子是一个含蕴深远的意象，多有
描述，既真实又虚幻，既日常又奇崛。宝黛爱
情是一场无望的悲剧，《枉凝眉》云二人“一个
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镜花水月，看似美
丽，终是虚妄，故只能枉自嗟呀，空劳牵挂。
甄宝玉是贾宝玉的镜像投射，如袭人所说：
“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
你影儿。”真真假假，亦真亦假。贾瑞相思王
熙凤，被捉弄后病体恹恹，这时跛足道人带来
一面镜子——“两面皆可照人，镜把上面錾着
‘风月宝鉴’四字”，“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
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
济世保生之功”。镜子背面是一个骷髅，正面
是凤姐勾魂的召唤。背面吓人却可保命，正
面销魂却可丧命。这镜子的两面恰恰象征着
人生的残酷与欢欲、真相与幻相。苏东坡说
人生如梦，《红楼梦》可谓人生如镜。

关于镜子，李世民的认知别有洞天：“以
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世间万物皆可为镜，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相互映
照，无处不在。时常引鉴，可正，可知，可明，
镜中人不管妍媸定会元气淋漓、容光焕发。

日前，2022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
篮球馆——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东马路会所旧址举办。中国篮球名人
堂是中国篮球的一本荣誉史册，是对中国篮球发展有着个人和集体进
行致敬和传承的荣誉殿堂。
此次活动的举办地点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位于南

开区东马路94号，1896年由北美协会来会理创办。天津基督教青年会
旧址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在这里曾经举行过许多推动
中国近代化的活动和会议，如1919年五四运动前，一些爱国知识分子
就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讨论了新文化、民主与科学等问
题，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津市基督教青年会旧址也是我国篮球运动的发源地。1891年，
中国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来会理首先将篮球运动介绍给天津青年会。
1895年12月5日，天津青年会正式展开篮球运动，于会所草场围墙背
后进行。当时在健身房里设有中国第一个室内篮球场，是近代篮球运
动传入中国的第一站，成为中国近代篮球运动的摇篮。

1895年，篮球运动在刚刚诞生四年后，便通过天津传入中国。
1914年，天津建成中国第一个室内篮球馆。“中国篮球之父”董守义曾
任天津南开学校体育教练，训练了著名的“南开五虎”篮球队，并写出了
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最新篮球术》。1949年6月，周总理曾向毛
主席介绍说：“天津是中国篮球运动之乡。”而著名的“南开五虎队”也是
在这里训练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当时名扬天下的南开篮球队。南开篮球队
在1925年组建完成，由董守义等著名教练指导训练，而“五虎”之名便
是华北运动会期间新闻界对南开篮球队出色发挥的盛赞。五名南开篮
球队主力队员在华北运动会期间敢打敢拼，独特的风格和拼搏的精神
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短时间内，“南开五虎”就成为当时中国篮
球运动的领军人物，参加了多场比赛，屡屡获得胜利。“南开五虎”的胜
利，不仅仅是一次比赛的胜利，更是中国体育和民族自豪感的胜利。

董守义是“南开五虎”篮球队的关键人物，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从
事体育专业出身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他将自己完全融到体育中，培养出
了远近闻名的“南开五虎”，他于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一
年他出任中国参加第14届伦敦奥运会代表团总干事。他认为，体育竞
赛的目的不能只将眼光放在成绩和纪录的产生，也不能光秃秃地着眼
于技术，而是将体育所带有的风气推向全国各地，让全民参与体育，投
入体育，感受体育所带来的良好氛围。从体育运动中获得身心健康，通
过体育竞赛的形式获得美感和精神。同时，他也认为，在中国屡遭外辱
之际，我们更需要用体育运动来培养全国人民的尚武精神。
“南开五虎”篮球队的成功，除了成员们天赋和努力的因素之外，也

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背景有关。中国当时正在经历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
期，“南开五虎”的成员们作为中国社会的新生代，积极投身于民族复兴
事业中，篮球运动也成为他们表达自我、展现才华的一种方式。虽然
“南开五虎”篮球队的成员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在中
国篮球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可替代的。“南开五虎”的篮球运动
精神也影响了几代人，促进了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和壮大。同时，“南
开五虎”也成为中国体育和民族自豪感的象征，他们的传奇故事和英勇
精神也被后人传颂不衰。总的来说，“南开五虎”篮球队是中国体育史
上的一个奇迹，他们的勇气、才华和精神成为中国体育和民族自豪感的
重要标志，也为今天的中国篮球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篮球运动在国内的传播尤为重要，而中国篮球运动文化的传
播、弘扬和记载，都离不开篮球博物馆的筹建。在不远的将来，天津篮
球博物馆必将会成为中国篮球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展示天津和中国
篮球运动的发展历程、里程碑事件、重要人物、经典比赛、篮球文化等。
博物馆可以利用先进的展示技术加上独特的展品设计，为观众呈现出
一个具有高度互动性和视觉冲击力的展览空间。同时，通过举办篮球
文化主题展览、篮球经典比赛回顾等活动，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和篮球
爱好者来到博物馆参观，而博物馆将不仅仅是一个展示篮球历史文化
的地方，也应该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场所。博物馆不仅可以提供篮球文
化教育课程，而且可以组织篮球文化主题研讨会，培养篮球文化和历史
的爱好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篮球运动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欲使篮球运动在天津得到更加广泛的普及，我们还要加强学校体育
课程中篮球运动的教学与推广，建设更多的篮球场馆和篮球俱乐部，提
供更加丰富的篮球培训课程和比赛活动。同时，应该鼓励社区居民积
极参与篮球运动，同时大力支持组织篮球比赛、篮球夏令营等活动，增
强居民的体育素质和篮球文化认知，将天津篮球文化逐步融入城市建
设和生活中，成为天津城市形象和文化内涵的一部分。天津篮球俱乐
部和篮球比赛也将得到更大的关注和发展。天津大力支持本地篮球俱
乐部，提高球队的竞技水平，并组织更多的篮球比赛，吸引更多的球迷和
观众。天津篮球博物馆和篮球运动发展在未来会有着更多的机遇和挑
战。通过全民努力，天津必将重现篮球运动的历史荣光，成为中国篮球
文化的重要中心，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篮球文化体验和健身生活氛围。

在家具坐具上出现过两次“维新”，一次
出现在唐代，一次出现在清末民初。巧合的
是，都是外民族或外国给予推动，完成中国坐
具的高化与软化，推进家具的改进与融合。
唐以前，国人是席地而坐，最多在席面上

放一坐垫。床既是坐具也是卧具，从商周到
秦汉魏诸朝代没什么变化。最初西域胡床（类似高马扎）进入中
原，唐代出现了高的桌案椅凳，至宋代正式进入了高坐具时代，就
是垂足而坐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
坐具完成了“高化”，进入垂足而坐时代。
第二次坐具“维新”是民国初年，欧陆的四面软包的全新坐具

进入上海、天津这样的大都市，一个音译的坐具名字“沙发”空降到
东方，给坐具带来一次“维新”改良。
我们进入家具坐具的“软时代”。
沙发之软很快波及床、椅、凳等坐具，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床

从席梦思到弹簧床垫，琴凳、梳妆凳、坐墩也都装上皮革、藤编等。
本文只说椅子。

椅子是指有椅背扶手的高坐具。明代椅子成为家具的主角，
而且加上了扶手，垂足坐成为主要坐姿，主要品类有灯挂椅、四出
头官帽椅、官帽椅、圈椅、玫瑰椅、交椅六类。但清末民初天津不知
道涌进来多少品类的洋椅子。当时城市出现的公寓、别墅和大量
的办公区、商贸区等，都需要坐具。
进入民国时期的天津，估衣街的商铺请顾客挑选商品或茶饮，

都坐杌凳或条凳。老天津卫人对椅子的概念是不可随便挪动的，
正像条案前八仙桌子两旁的太师椅，待客喝茶需添加坐具，能搬动
的定是凳而非椅。但是洋椅子一来打破了这个规矩。餐桌配餐
椅，绝大部分洋椅有靠背无扶手，大都是白木的，较为轻便，甚至椅
腿下还装上小滑轮。办公区域，是办公桌和办公椅，中式的条凳、
杌凳被淘汰，代之而来的是各种椅子大量出现。

洋椅子和中式椅都有等级功能。凡带有真皮靠背坐垫、两边
有扶手，且式样不同有雕饰的，其主人一定有来头。凡坐有旋转功
能的转椅的人多是办公室管事的。

20世纪30年代，欧美家具大量涌入。以椅子为例，1982年出版
的《中外椅类造型一千例》收录了中外椅子一千多种，样式各异。发
现仿古中式椅子收录仅32例，其余皆是国外现当代的流行的座椅，
有目不暇接之感。平心而论，这些还没有民国洋椅子式样多。

奥租界从设立到回收历时仅有17年。奥租界
收回前和收回后，在此地界内曾建有袁氏旧宅、冯
国璋旧居及曹家大楼等，均为北洋时期总统级人物
的府第，栋栋楼宇美轮美奂，洋味十足。曾任国务
总理的龚心湛、靳云鹏、王士珍和湖北督军王占元、
吉林督军鲍贵卿等，卸任后也在这里建造住宅。这
些建筑，有的以欧式著称，有的成为中西合璧的典
范，颇具观赏意味。

今河北区平安街81号是一座豪华的花园式公
馆，人称“鲍家大楼”。您大概没有想到，这座备受
世人青睐的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竟然是北洋军阀
统治时期的显要人物、奉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鲍贵卿
自己设计的。

鲍贵卿（1866—1934），字霆九，奉天（今辽宁）海
城人。他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是同乡，鲍长张8岁，曾

对门而居。鲍母对张作霖又有哺育之恩，二人过往甚
密。19岁，鲍贵卿投奔了淮军正定统军总兵叶志超，
入榆林随营式学堂工兵科学习，后转入李鸿章创办的
天津武备学堂，学工兵科，擅长工程学。他跟随袁世
凯从小站练兵起家，历任武卫右军右翼工程营队官、
北洋新建陆军第二镇第四协统领、芜湖镇守使、黑龙
江督军、吉林督军、审计院长、陆军总长等重要职务。
1922年初下野后长期在天津做寓公，经营天津仁义
地产公司，任董事长。

鲍贵卿精通建筑工程，尤其对房屋建筑颇感兴
趣。据说他在天津隐居时，他的住宅、别墅有不少
都是他自己设计或监工修建的。就拿这一“鲍家大
楼”来说，此楼结构别致，室内样式装潢各具特色；
而他在北京西郊的别墅，则建在群山之巅，房屋计
六十余间，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凭窗远眺，京城景
观尽收眼底。

鲍贵卿还仿效封建帝王的金鼎玉葬，在其晚年
为自己的后事做了煞费苦心的安排。茔地选在风
景秀丽的北京西山，占地七百多亩，陵园地上地下
的建筑都是他亲自设计监工修建。陵园内有牌坊、
石雕石刻的陪列，这在军阀们的茔地中实属罕见。

鲍贵卿不仅购筑大量房产，还占有大片的土
地。1916年张作霖强迫开放达尔罕亲王的大片旗
地，张作霖及其岳母王氏、鲍贵卿、冯德麟等分割了
其中一部分。所以，鲍贵卿除在天津外，还在通辽、
开鲁拥有大量地产。
鲍贵卿善于经营，特别是搞房地产，更是一把老

手。据赵世贤《鲍贵卿居津琐记》中说，鲍贵卿接任仁
义地产公司董事长后，见该公司地产大多分布在天津
南门外炮台庄附近，都是些低洼坑地，不能营建房舍，
于是单独成立一个顺记垫土公司，由解明臣（山东黄
县人）负责管理业务。鲍出资八万元，购买了长达四

十余华里的轻便铁道，一百多部铁轱辘马；又在天津
西南郊（现天津水上公园附近）与解明臣合资，用极低
廉的价钱买了六百多亩碱地，取该地的土，通过轻便铁
路的运输，将土运至炮台庄附近，垫平仁义公司所属的
坑地。这样一来，仁义公司原来用一百多元一亩买进
的土地，再加上垫土费三百元，合计每亩不过四百元，
但鲍贵卿竟以每亩两千元出售，后来又涨价至每亩三
四千元之多。由于这一带长期取土垫地，形成了不少
大坑，当时人称之为“解家大坑”。新中国成立后水上
公园兴建之人工湖，即利用其大坑造成。

鲍贵卿还投资近代工业。他投资的企业有中国
漂白粉厂（天津）、鹤岗煤矿公司（黑龙江鹤岗）、耀滨
庆记电灯公司（吉林滨江）、恒源纺织公司（天津）、鲁
丰纺织公司（山东济南）、通原林业公司（黑龙江省通
河）、兴林造纸公司（吉林）、金城银行（天津）。在北

洋军阀统治时期，鲍贵卿算得上一个地道
的大地主兼官僚资本家，是由军阀发展为
财阀的人物。

1934年2月，鲍贵卿病逝于北京德国
医院，终年67岁。但天津的这座“鲍家大
楼”却完整地保留下来。

鲍贵卿的这一宅邸，建于1921年，仿
西洋建筑，又有某些中国民族建筑形式，中
西合璧，别具一格。建筑面积1875平方
米，共分四组：两组为主体，坐北朝南，房屋
建筑高大雄伟；二楼平台为屋顶花园，中西
亭子，周围建有典型女儿墙。两组楼房有
天桥走廊相连。房屋内部形式各具特色，
设有客厅、办公室、书房、卧室等。另两组
为附属建筑，二层小楼，一组位于主楼前右
侧，坐东朝西，外跨游廊；另一组位于主楼
前方，坐南朝北，亦外跨游廊。四组楼房横
竖布局，通过游廊相通，组成一个住宅的整
体。楼上有屋顶花园，楼下有庭院花园，四
组楼房高低错落，双柱
挺拔顶立，长廊悬空，院

中有凉亭、假山、喷泉、花草、树
木，整所住宅格外壮观、典雅。

有人说：“在北洋的众多权贵
当中，很少有像鲍贵卿这样自己设
计建造住宅并为自己设计监造陵
墓的。”此话的确不假。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

摄制组提供）

夏日里写作累了，我便去附近公园转转，

本想求得片刻放松，不意却常遭到高分贝噪

声的围攻。园中歌者甚多，都带着便携式音

箱，一个声音比一个大，恨不得让全世界都能

听到他的歌声。我颇不以为然，你若是真唱

得好，那也就罢了，我还会为你鼓掌；问题是

有的人唱得实在太差，还把音量放到最大，为

什么不能低吟浅唱呢？

低吟浅唱，低吟即低声吟咏；浅唱即小声唱

歌。形容小声哼着抒情歌曲，也形容小虫在夜里

鸣唱，还可引申为低调地著文论述等。我喜欢低

吟浅唱，因为这是唱给自己或几个朋友听的，或

许声音没那么优美，音准也不无瑕疵，但是完全

发自内心，不掺假，不做作，即便唱得不好，也不

会影响别人。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唱歌，我的低

吟浅唱主要是爬格子，说好听点就是笔耕著文。

我向往的理想境界是，静静地读书，沉稳地写作，

不考虑评论家的高见，不受各种评奖的干扰，拒

绝炒作，远离起哄，文章能发表固然好，发不出

去，就自娱自乐，时不时拿出来赏析一把。隔上

两三年，文章积多了，结集出本小册子，请朋友师

长指教，送热心读者一笑，自己也留作纪念。

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

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

成俗学。”著书立说，需要静下心来，远离喧

嚣，苦心孤诣，慢慢琢磨，低吟浅唱，才有可能

弄出点有价值的东西。反之，若搞得动静太

大，还没下笔就闹得世人皆知，就像开一场规

模浩大的音乐会，那注定不会成功，顶多收获

一把毫无用处的稗草。教授生徒，释疑解惑，

也不需要高音喇叭。《后汉书·马融传》记，东

汉学者马融讲经论道的时候，常在高台上挂

一个绛色大帐，并在帐后设列女乐，轻歌曼

舞，搞得这么热闹，不知他是为了考验学生的

定性呢，还是为了教书娱乐两不误。所以，尽

管史书把“绛帐授徒”当作美谈，可后世没听

说再有人仿效，把本该低吟浅唱的事情放大

成引吭高歌，那就弄巧成拙，适得其反了。

“低吟浅唱”若从写作文体长度来说，还有一重

意义就是等于短文小诗。左联五烈士牺牲后，迅翁

写诗纪念：“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

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又是“小诗”又是

“吟罢”，若就篇幅而言，鲁迅就是低吟浅唱的大师，

他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千字文，与那些动辄几十万上

百万字的鸿篇巨制相比，确实不那么壮观。以至于

有人不无轻薄地说“鲁迅没有长篇算不上大作

家”，可中国有长篇的作家车载斗量，就文学影响

与价值而言，无人能与鲁迅比肩，现代作家排序无

论怎么调整，最后还是“鲁郭茅巴老曹”。有了一个

鲁大师的榜样，像我这样喜欢写千字文的业余作者

就有了底气，安安静静地舞文弄墨，欢欢喜喜地低

吟浅唱。有人叫好，我向您致一声谢；无人喝彩，

我照旧埋首书桌。

时下，各种污染正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污染

包括水、大气、放射性、重

金属污染等，也包括噪声

污染。如果我们不能带来

金玉之声，那就不妨低吟

浅唱，纵不能美化生活，也

不至于污人耳目吧。

镜中人
刘江滨

重现天津篮球运动

历史荣光

张小刚

中西合璧的

“鲍家大楼”
章用秀

津海华洋说家具（四）

坐具的“维新”
姜维群

低吟浅唱

陈鲁民

对于当时的军阀政客而言，社交实际上是他

住宅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个社交功能在

这栋房子里也显得非常突出，他从一层到三层，

都设置了很多这种非常开敞的公共的空间，一层

的空间是最内向的；三层的空间呢，有一个大露

台，是最外向的；而二层的这个阳台呢，就是内外

空间相连接的一个过渡空间的场所，非常有趣。

在一个三层的屋顶上放置了一个如此传统的中

式的亭子，这个做法在近代建筑里也非常少见，

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做法。比如说看它的这个

瓦当的设计，这个瓦当，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其

实更多的使用的是一些龙纹，或者是一些动物的

纹样。而鲍贵卿在这里选择了采用写字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铜瓦上写的是“延年”；在滴水的

瓦上写的是“益寿”，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吉祥的祈祷。这种中西合

璧的方式非常特殊，展现了鲍贵卿本人的一种

设计的天赋。（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