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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

在南方，每天早晨叫醒我的，是一阵又一阵响亮
的，突然爆发的鸟鸣。

这时天空已经发亮，窗帘微微抖动，但太阳还
没出来。

鸟鸣是黑白之间的过渡，是一座声音搭成的桥
梁。太阳正从桥的那端走向这端。

这是最安静的时刻，只有鸟儿在说话。比人类早一点儿开始生活的生
灵，它们昨晚睡得也比我们早。

你不知道小区的树林里到底住着多少只鸟儿。它们一起说话的时候，
如同平静的会场瞬间喧嚣起来。什么原因？没人知道。谁牵的头，谁策划
的，谁是主唱？也没人知道。

最早的人类应该都是用诗对话的，
就像《诗经》中的句子，对称、简短。一群
飞鸟叽喳在一起显得杂乱。单听一只，
节奏鲜明，起伏跌宕，意蕴丰富。人类自
然分辨不清它说些什么，和它对话的那
只鸟却听一耳朵就心知肚明。每一个音
节以及随之颤动的气流都能带来心电感
应。那是诗人与诗人的对话。

我知道，一只鸟从张着稚嫩的翅膀
开始生活，到它死去，经历的喜悦、彷徨、
惊吓和失落一定不比一个人更少。它在
比人类短得多的年限里，要把这些人类
的情感全部经历一遍。它们浓缩了人类
兑水的生活。它们的个体体验更简洁，
更凸凹，更锋利。因此它们的声音更明
晰，更清越。

它们就那样大声地说出来，回音在
天地间荡漾。也不怕无关的鸟听到。

它们不会把一部分想法变成秘密，
另一部分变成招摇的炫耀。它们平等对
待这些想法。凡是想到的，自顾自地说，
不添油加醋，不偷梁换柱，不缩水。那些词汇在小区的树林间飘一会儿，卡
在了枝杈上。在低矮的物业大楼的顶层站立一个下午，天黑都不肯散去。
在游泳池旁边的草地上翻了几个跟头。

人类的一句话，往往有话外之音，带着各种玄机。鸟儿也有吗？同一个
词汇，同一个音节、语调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截然相反吗？如果有，是否要
辅以表情才更完美？

这只鸟委婉表达的鸣叫，另一只能否领悟到？
想来不会这么复杂。复杂的事物都喜欢沉默，甚至沉默一生。鸟儿不是。
鸟儿们叫了就叫了，对与错，它们都是自己负责。也不收回去，也不做

更多解释。
在岭南，无论秋冬春夏，四季的绿树与鲜花，四季的鸟鸣常在。你却很

少能看到它们。它们悄悄地来，悄悄地去，悄悄地生，悄悄地死。死掉的那
些，尸体去了哪里？

依然在天上。天空是它们的家园。无需分为两室两厅、三室三厅，鸟鸣
所及，就是它们的身影所及。它们是空中的动物，汲取雨水和阳光，驾驶着
云朵，一直在高处俯视我们。它们对自己的同类说话，也对人类说话。看到
了那么多事物的真相，肯定会忍不住告诉人类。它们很着急的，发自真心地
要提醒他们。

所以人们很有必要时不时听到鸟鸣。听听身边的精灵，在天上说出的
真心话。 题图摄影：崔岱远

天津市和平区的花园路（原法租界霞飞将
军路）长约470米，是一条围绕中心公园修建的
环形街道。坐落在花园路10号的庭院，典雅而
庄重，这里便是天津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
耀华学校创始人庄乐峰先生的旧宅。此宅邸
是一座仿德国庭院式洋楼，曾为天津市教委机
关所在地。

站在院子外面向内看去，花园路10号的主
体建筑和院落近期进行过修整，淡雅的灰色建
筑，将白色的门窗映衬出来，显得干净又轻快，院
子内铺设着塑胶地坪，荧光橘黄色的定位点排
列整齐，可以想见孩子们站在院内做操的样子。

庄乐峰，本名仁松，字育文，号乐峰。1873
年，庄乐峰生于江苏丹阳，14岁时考入北洋水
师学堂驾驶班，学习轮船驾驶，从此开始了与
天津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北洋水师学堂在
天津城东八里、大直沽东北的东机器局之旁，
学制五年，在学期间学生还有赡银“月给四两”，
几乎可以解决当时一家八口人的温饱问题。但
在一次攀爬训练中，庄乐峰不慎从桅杆上摔下
伤了腿，虽不久后痊愈，但却失去了在军队中发
展的可能。但因庄乐峰学业颇佳，毕业后得以
留校任教。因为在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过良好的
英语教育，庄乐峰可以熟练使用英语阅读及交
流。1900年，娴熟英语的庄乐峰被开平矿务局
选中，开始担任时任督办张翼的翻译。此时的
张翼是与德璀琳、胡佛等外国政要频繁接触的
红人，在张翼身边担任翻译的日子里，庄乐峰接
触到不少国内外商界人士，为他日后的飞黄腾
达埋下了伏笔。但随后，张翼因擅自做主将开
平煤矿转卖给英国人遭到国人非议，受其连累，
庄乐峰暂时离开天津到青岛避风头。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缝纫机品牌胜家公司
因其独创的技术和超前的销售理念，开启了全
球营销的步伐，而彼时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市场
需求，也成为胜家公司重要的销售目的地。为

了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胜家公司广揽贤才，庄乐
峰因英语能力突出，且与政商两界均有良好的关
系，最终成为胜家公司在中国的买办。在成为胜
家公司的买办后，庄乐峰快速积聚起雄厚的资
本，成为天津数一数二的实业巨头，此后更是被
选为开滦矿务公司的董事，一时风光无限。

1916年11月，位于山东枣庄的“商办山东峄
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因突发矿难而陷入困
境，相关人员在天津召开董事会议，改组董事会，
会议推选政要徐世昌为董事长，将总部设在天
津。庄乐峰与黎元洪等一起，投资入股中兴公司
并出任董事。此后，朱启钤担任中兴公司总经
理，公司业务不断扩展，成为仅次于抚顺、开滦的
全国第三大煤矿。

20世纪20年代，因实业投资的成功，庄乐峰
连年当选英国工部局董事，还长期担任英租界华
人纳税会董事的中方代表，1931年起还兼任名誉
司库（相当于副董事长）。居住在天津英租界的
华人，为争取中国纳税人子女上学的权益，于
1926年11月，由庄乐峰出面向英租界工部局提出
筹建中国人学校的要求，并商定由工部局从中国
纳税人所纳税金中支出万分之十八补助学校经
费（每年约八万余元）。此后，庄乐峰又积极奔走

呼吁，号召中国各界集资三万四千两白银筹备建
设“天津公学”。1927年，“天津公学”正式成立，
由天津公学管理委员会负责，由华人纳税会选举
三人担任董事，庄乐峰当选首任主任委员。

1934年，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华人子女入学需
求，学校在墙子河畔建成新校舍，改名“耀华学校”，
取“光耀华人”之意。1937年天津沦陷，庄乐峰与时
任校长赵天麟一起，坚决抵制日伪当局奴化教育，坚
持在耀华学校升国旗，直到1938年赵被日特暗杀。

1938年3月，日军侵占山东枣庄，对中兴煤矿
实行军事管制。4月，中兴公司在汉口召开董事
会，决定“决不与日人合作”。两个月后，日军侵
入连云港，中兴公司炸毁了码头和装煤机，并用
三艘巨轮沉船封港。庄乐峰与其他董事一道，将
煤矿设备埋入地下，不为日本人所用。但经此一
劫，庄家也失去了其最大的经济来源。庄乐峰迫
于生计，将花园路10号的一楼租给了银号作经
营，以房租维持家族生计。1949年，庄乐峰在天
津花园路10号寓所去世。

除了花园路10号，庄乐峰在天津还有多处住
所，但以此处宅院最为著名，也最具特色，现为天
津市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花园路10号庄乐峰旧宅建于1926年，由德国

贝伦德工程司设计建造，建筑面积3735平方米。
住宅主体坐东朝西，面向中心花园，平面布局依
据地形布局，不强调对称，寓变化于规整之中。
建筑造型以古典复兴主义风格为主，由主楼及附
属建筑两部分组成，楼前设小花园。主楼为三层
砖木混合结构，带有阁楼和局部地下室。附属建
筑位于主楼东侧，单层平屋顶，为办公、卧室、车
库等房间，带有独立小院。

庄乐峰旧宅的主体建筑正立面为三段式构
图。台基与地下室由料石砌筑而成，正面设有连
廊，连廊柱式为简化的罗马古典方柱，柱间栏杆均
有镂空花饰，主入口设在廊柱下，较为突出。外檐
墙面以混水墙和清水红砖墙搭配，各层间饰有腰沿
线角。住宅中部突出，三层以上为法国孟莎式屋顶
覆盖着的阁楼，孟莎式屋顶因其折线造型结构既方
便雨后排水，又可使屋顶以下的阁楼获得较大的空
间，方便使用。屋檐上有镂花栏杆，下为宝瓶状花
饰，结合半圆拱券窗，形象生动。其余屋顶为坡屋
面的组合，开设牛眼窗。屋顶平台为透空花格栏
杆，装饰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建筑开窗较大，多为
矩形窗，窗下墙做花饰，局部为小圆窗。

住宅主入口面对中心花园方向，门厅带有前
廊和衣帽间、整衣镜。首层以起居、接待、办公为

主，餐厅及厨房设于建筑北侧。从主入口经起居
室到会客大厅，该厅位于主楼中后部，是这所住宅
的核心空间，两层贯通，二层为带栏杆的回廊，可
俯视整个大厅。会客大厅与起居室之间以大面积
的玻璃隔扇来分隔，以便在举行舞会等娱乐活动
时可进一步扩大会客大厅的空间。二层以上是以
家庭内部活动为主的棋局和卧室等。室内装修非
常讲究，硬质的木地板，墙面镶以雕刻简单几何样
花饰的木质墙裙，顶棚线角丰富，有连续的折线或
曲线状花纹。

时光流逝，花园路10号庄乐峰旧宅的原主人
虽然早已逝去，但耀华学校“勤朴忠诚”的校训却
深入人心。庄乐峰先生创办耀
华学校时，或许就已意识到教
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的过程，决定着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正因如此，庄乐峰与耀
华学校也成为我们这座城市永
不磨灭的记忆。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

秋》摄制组提供）

落叶满庭阶，心有千千结。一年四
季中，秋天是最容易引发人对平凡生活
的忆念和珍爱之情的。去年暮秋里的一
个傍晚，我在寓所附近的一条街巷散步，
迎面吹来稍感凛冽的风。倏忽，鼻息间
闻到一阵阵既香又甜的味道，味蕾也随
之活跃起来。循味望去，见不远处一位
身扎蓝花围裙、身材显胖的大嫂，正在一
个自制的硕大炉子前不停地翻腾着什
么，嘴里还不停地吆喝着：“买烤地瓜
咧！又香又甜的新鲜烤地瓜咧！”眼前的
情景加之味蕾的活跃，旋即让我想起了
那炉中之物——地瓜。

上世纪60年代末，我作为“老三届”的
一员到农村插队，下乡第一天，公社领导
为全体同学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请
同学们吃了到乡下的第一顿饭。吃饭时，
餐桌上很是简单：每人一个玉米饼子，一
碗羹状的菜。玉米饼子同学们在城里都
吃过，但那碗羹菜多数同学从未见过，吃
起来味道极其鲜美。细看那碗里，主要成
分是乳白色略显亮光的薄片粉皮和像贝
类的海产品，或许是加了淀粉的原因，熬
成了粥状，被称作“片粉皮毛蛤羹”。一碗
吃过后，真想再盛上一碗，却迟迟没人再
来给添。来到所在的“青年点”后，生产队
干部请我们吃的第一顿饭除了增加了几
碟其他小菜外，主菜还是那道“片粉皮毛
蛤羹”。吃饭时，我曾悄声询问身边的同
学那粉皮是由什么做成的？那位同学说
也不清楚，只说原料好像是地瓜。当时，
还以为这或许是当地群众家里的一道家
常菜。然而随着在当地插队生活时日愈
久，才知道，那道“片粉皮毛蛤羹”，除了过
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重要客人外，是轻
易上不得普通人家餐桌的。我插队的地
方，属辽南山区一个偏僻的贫困地区，土
地十分贫瘠，以种植玉米及其他杂粮为
主。当时玉米的亩产量只有三百斤左
右。而地瓜因其根须长且多，耐酸耐旱等
习性，亩产量是玉米的3到5倍。这样，每
年秋后，农民们分到家里的口粮除一定数

量的玉米外，要有三分之一左右由地瓜抵
顶。下乡后，参加的第一次劳动就是“锄
地瓜”。当老牛拉着犁杖依次把地瓜垄浪
花似的翻开，一颗颗椭圆形或纺锤形的地
瓜随之露出地面。半天下来，我和几个同
伴就将二十多亩的地瓜全部翻拣出来，在
大地上堆积如小山。那些刚刚出土的粉
红的、浅灰的地瓜还带着些许水汽，在深
秋暖阳的照射下粼粼闪耀，煞是喜人。插
队之时，正是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的时
日。作为“下乡知青”，我们每人每年有
600斤国家提供的粮食标准，足以吃饱肚
子，但当地农民的口粮是十分拮据的。由
于每人分得的玉米量很少，每个家庭的餐
桌上，平日里极少有纯玉米面饼子，而是
代之以地瓜，或是把地瓜蒸熟后，掺到米
玉面里做成饼子吃，即使这样，每到来年
开春后，有的人家一日三餐也难以维系。

由于初来插队时连续吃过两次“片粉
皮毛蛤羹”，味蕾时常为此而产生些许驿
动。而插队近一年了，竟再也没有闻到那
种气味。一次，我忍不住与“青年点”一位
擅长造厨的女同学提出，能否想办法做些
尝尝，她翻着白眼儿对我说：“想得美呀，
你能为我提供食材吗？馋了就忍着吧！”
插队翌年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好运来
了。我和另一个同学被一位乡亲邀请，到
他家参加他儿子的喜宴。如此，不单是饱

食了一顿美餐，而且观摩了“片粉皮毛蛤
羹”的完整烹调过程。说起来并不复杂，
由于地瓜占每个农家全年口粮的比例很
大，穷苦的百姓对此很是珍惜。为了保存
起来方便，他们把一些新鲜地瓜切成片，
晒成干，磨成粉，再大量掺进玉米面蒸成
两合面饼子。当地蔬菜的品种很少，一些
人家会将地瓜粉添大量水，调和成糊状，
再将炉灶上的大锅添满水，烧得滚开，把
一种用白铁片制成的“片罗”放至水中，用
饭勺依次舀出调好的地瓜粉放至片罗中，
用手把片罗在沸水中旋转一周，于是一
张白白净净的圆形粉皮便制作成功，随
即拿出来放进水中冷却。这一过程，便
被称作“片粉皮”。所谓“毛蛤”即沿海滩
涂生长的“毛蚶子”，虽然当年乡下还未
见“商品经济”，但插队的地方毗邻海边，
当地群众只要肯去“赶海”，便会有所收
获，所以一些家庭的“毛蛤”有些存货。
在“片粉皮”的同时，可将“毛蛤”去壳洗
净，在另外一个锅里稍事蒸煮，再将切成
条状或块状的粉皮倒进滚开的锅里，加
进葱花、姜末、蒜末等调料，鲜香扑鼻的
一锅“片粉皮毛蛤羹”遂制作成功，这也
成了当地顶尖的一道菜肴。有一度我很
纳闷，那么好吃的一道菜，做起来工序也
不算复杂，当地百姓为什么鲜见品尝呢？
还是那位长于厨艺的女同学对我说：“你

知道一斤地瓜淀粉能折合多少斤地瓜吗？
那位老乡办喜宴吃掉的‘片粉皮’，足能折
合成一百多斤地瓜呢！以后的日子就得勒
紧裤腰带过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前
在乡下插队的时光，早已镶嵌进记忆的底
片，当年活跃在“青年点”里的同学们也早
已成了爷爷奶奶。此间，同学们时常结伴
重返故里，看望众位乡亲。随着新农村建
设的日益深入，小山村早已脱贫致富，乡
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乡间的各种饭庄、
酒店随处可见，招待我们的佳肴美味也丰
富多样。尽管餐桌的饭菜总是花样翻新，
却总少不了那碗“片粉皮毛蛤羹”。虽然
这道菜早已变成了那里极普通的家常菜，
但是同学们依然对它情有独钟。去年中
秋，正值当年我们下乡插队纪念日，那位
长于造厨的女同学邀请“青年点”全体同
学到她家做客。夫妻二人拿出看家本事，
餐桌之上摆满佳肴美酒。大家边吃边聊，
竟突发奇想，“何不联手做道‘片粉皮毛蛤
羹’”？说罢便一齐动手，备料、烧水、调羹，
不到一小时，每人一碗羹摆在了眼前。吃
过之后，一致感觉不如在乡下时的味道浓
鲜。食材、工序样样不差，究竟为什么
呢？女主人抱歉说，是自己主灶指挥不
当，也有人说是大家都年纪都不小，是味
觉迟钝了……坐在临窗的位置上，我思忖
良久。望着远处黛色的山影和近处十里
长街上的车水马龙，我觉得乡间这道菜，
食材没有变，烹调技艺也没有变，尽管老
年人味觉有些迟钝，却也不至不分泾渭。
真正变了的，是环境、处境和人的心境。
当年手捧着这碗羹的是一个个天真烂漫
的少男少女，如今却都已垂垂老矣；当年
守着地瓜当口粮的穷乡僻壤，早已成为欣
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国家越来越富强。吾侪年龄
虽已进入老境，仍需澄心静虑，矢志进取，
永远与时代同行。诚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
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题图摄影：徐坤

对于我这个社恐的人来说，出去旅行真的是需
要勇气的。鉴于此，我总是选小众或者淡季出行，
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人从众，另一方面也可以多拍
一些风光景致。跟好友念叨着去婺源是年前的事
了。但时间各种不凑巧，一推再推，便拖到了年
后。此时，婺源晒秋之景已尽，油菜花尚未开，我也
总是被好友质疑，此时去婺源究竟要看什么景？

其实，我也很难说清楚要去看什么。当火车缓
缓南下，满眼见绿，空气湿润入皮肤，有好几个瞬
间，我都恍惚忆起了多年前南下求学的时光。而我
就在这恍惚的追忆中抵达婺源。

2月的婺源，微冷有雨，空气中梅香阵阵，也为
人心添了几分清冷。所住的婺女洲虽偏，但园内景
色别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是婺女洲最美的时
刻了。

就着这份美和清冷入骨的寒意看《遇见婺源》
的实景演出太需要勇气了。而这个关于婺源起源
的故事，偏偏充满着勇气、智慧和力量，让我不禁为
之动容，毫不犹豫地买票前往场地观看。

在婺源的民间故事中，婺源，乃婺女之源。而
婺女则是婺水乡间一女子，后被玉皇大帝封为天上

二十八宿之一：女宿（又名务女）。务女文武双全又
从婺水而来，便被人们称为婺女。后婺水流域干旱，
婺女受王母指派，下凡救民，立功后回天界被封为婺
女星，成为守护婺水流域的福星。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农历正月初八日，婺源置
县，县址设在清华。婺源建县时，隶歙州。歙州府召
集地方学士为新县取名而举棋不定，而朝廷又要求
急速上报。当时，恰逢婺女星座在长安的东南方向
出现，此地即为婺源的县域。钦天监奏明玄宗，玄宗
又极爱美女，故将此地定名为婺源，意为婺女之源，
即集美貌、勤劳、勇敢于一身的婺女的家乡。后来，
婺源人民在多处修建了婺女庙，以供奉婺女娘娘。
《遇见婺源》的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演出共分

为四个部分：一是婺女的出现和被村民所救；二是婺
女遇到紫光仙子，并习得一身本领；三是婺女为救村
民而与恶龙斗争；四是婺女化为星宿守护家园。演
出整体上情节紧凑，故事跌宕起伏，加之灯、光、影、
舞等特效的完美融合，可谓是一场视觉与听觉的超
级盛宴。看完内心颇为震撼，以至于忘了自己已在
寒风中坐了一个多小时了。

演出结束，跟演员告别，缓缓走出看台，微风细
雨拂面，我想到在进婺女洲时，景区门口的墙壁上有
一句话“一生痴绝处，遇见婺女洲”。我当初在想，婺
女是谁，她这一生的痴绝到底是什么？起初片面地
以为是爱情。而后来才明白，婺女所痴绝的是她的
故园，是人类本性中最应坚守的品质：责任、担当、智
慧与爱。事实上，在随后的旅途中，无论是婺源周边
的思溪延村，还是李坑，都可以看到古旧的青砖黛瓦
的徽式民居门口都刻有家训。如：从商要“信”，从政
要“廉”，持家要“和”，做人要“诚”等。我想，这或许
也是婺女这个守护神想要这片土地世世代代都需要
痴绝的内容吧。

题图摄影：晓燕

记得在儿时，每到秋天，老家的女孩子在
天不明时，手里拿着瓶子，悄悄地来到野外，把
附在花瓣上、草叶上的露水装进瓶子里，带回
家中用来擦脸和洗眼，说是可以美容和明目。
这就是白露的习俗：收清露。

露水，是指空气中水汽凝结在地物上的液
态水，一年四季几乎都有，而唯独白露时
节的露水最多。因为露水的形成取决于
两个因素，即云和风。如果夜间天空中
阴云密布，地面就像盖上一条黑棉被，热
量碰到云层后，一部分折回大地，另一部
分则被云层吸收，被云层吸收的这部分
热量，以后又会慢慢地放射到地面，使地
面的气温不容易下降，露水就难出现；如
果夜间风较大，风能加快上下空气的交
流，增加近地面空气的温度，使水汽扩散，露水
也很难形成。而只有在天高云淡、风清气爽的
条件下才能形成。白露节气多有如此天气。

杜甫有诗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白露一到，仲秋时节开始。此时，人们会明显
地感觉到酷暑炎热悄然而去，天气逐渐转凉，
秋高气爽。“过了白露节，夜寒日里热。”白露时
节，昼夜温差可达十多度，阳气渐退，阴气加

重。俗话说：“处暑十八盆，白露勿露身。”意思
是处暑之后由于有“秋老虎”天气，人们晚上仍
然要洗澡消暑，而到了白露，早晚就不能赤膊
露背了，以免着凉。“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
夜。”白露期间的夜晚晴朗无云，地面气温迅速
下降，空气含水汽的能力减小，大气低层的水

汽就附在花草上、树叶上，凝成一层娇小玲珑、
洁白晶莹的水滴，即白露。《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说：“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
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

古时候，人们认为露水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宝水、神水，所以许多乡间郎中及炼丹家都注意
收集露水，用它来医治百病及炼就“长生不老
丹”。一些地方民间有人用瓷器收取草头的清

露，和以朱砂或者上等的墨汁，点染小孩额头及
心窝，称之为天炙，以祛百病。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水部》中说露水气味甘、平、无毒。有人特意
在秋露重的时候去花草间收取露水，用来煎煮
润肺杀虫的药剂，或把治疗疥癣、虫癞的散剂调
成外敷药，能增强疗效。不同花草植物上的露

水也有不同的作用，“白花露：止消渴。
百花露：能令皮肤健好。柏叶露、菖蒲
露：每天早晨洗眼睛，能增强视力。韭叶
露：治白癜风。每天早晨涂患处。”清代
著名医学家王士雄所著的食疗养生著作
《随息居饮食谱》载：“稻头上露，养胃，生
津；菖蒲上露，清心，明目；韭叶上露，凉
血，止噎；荷叶上露，清暑，怡神；菊花上
露，养血，息风。”

古人有“秋露如珠”之谓。露水就像雨水一
样，能滋润土壤，促进植物生长，并且有阳光雨
露、润物无声的作用。农作物在白天光合作用
强，会蒸发掉大量的水分，茎叶会发生轻度的枯
萎。到了夜间，由于露水的润泽，又会恢复生机，
有利于对已经积累的有机物进行转化。杜牧有
诗云：“晓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

题图摄影：贻然

乡间一道菜
王本道

婺女的痴绝

王晓燕

都市里的鸟语花香（一）

鸟语
王国华

秋露如珠
郑学富

花园路10号原主人庄乐峰：

奉行“勤朴忠诚”的耀华精神

齐 珏

在这所轻盈活泼的小楼里居住的庄乐峰，

并没有闲适安逸，担任英租界董事会华人董事

的他，开始为中国人争取利益，谋求平等。

1927年，“天津公学”诞生，最初学校为小

学学制，经费由英租界工部局拨给。考虑到学

生日益增加和学校发展，1928年，庄乐峰提出

扩建计划，遭到工部局的拒绝。于是，中国董事

公推庄乐峰主持发起募捐。

经过筹划，最后选定墙子河畔53亩洼地，启建

新校。到1933年，4个校舍、图书馆、礼堂等设施全

部建成，学生也从小学扩展到了中学。（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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