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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帛札记
文 顾锦江

10月 1 日，去了上海图书馆，有个民间文
化博览会，消息是好朋友告诉我的。 午后骑
着自行车穿过兴国路从宋庆龄故居转到上图
西侧的展馆。 外墙上挂着“七彩云南”之类的
巨幅广告， 我直奔 2 楼展厅。 迈着细步兜了
圈，那些银器饰品、黄龙玉雕件、土陶杯碟、粗
布绣品等早就熟识，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展柜。

转角处，有个毛笔展台，人也不多，我便
凑上去看。 柜台里一男一女，不难猜想夫妻
老婆店。 我的视线从毛笔移到了边上小玻璃
柜，上面的盒子里放着各种扇子让我眼睛一
亮。 近几个月，自己时常以“手拓扇面"送人，
常委托同事网购扇子，便对扇子格外用心。

我拿起一把细看，老板忙上来搭话，告我
这是石纹扇骨， 纹理是天然的， 然后补上一
句，是自己手工做的。 我又看了把斑竹扇，问
了价。老板自然格外来劲，又拿出其他品种让
我来做比较， 显示出他推荐的性价比是最高
的，同时还自我介绍他是江西人，跑到苏州花
了三年学会了制扇。回家后自己做扇，很快迷
上了这行，常常中饭当早饭忘记时日。

我看着手中的扇子， 也时时抬头看他说
话， 似乎想在他身上要找到一个手艺人固有
的特质来。我看他报的价在理，便买了九把放
进包里，顺便把我制作的扇子给他看。

他接过我的扇子， 顿时异常感动兴奋起
来，用手指上下移动抚摸着扇骨，如见到一件
宝贝用心用情。

“这扇子有 20 年了吧”，他抬头问我。
“有的，有 30 年了”我随口应他。
他仍然摸着扇子， 似乎在上面读着一段

历史。
“这包浆多好呀， 没有几十年是出不来

的”，他又拿着他的扇子进行二者比较，我这
才明白过来， 他并不是在欣赏我的扇子有多
好，而是把我的扇子当件古董在把玩，聆听着
几十年玩扇人行走的脚步。

他说用十把扇子换我扇子， 这让我吃了
一惊；本不起眼的一把普通扇子，如此一来也
能估个价来。我笑着谢他，让我明白玩扇人的
行道来。

回家路上，想着那扇子的来历。 80 年代
初刚学刻章，我常去南京路朵云轩看石头。有

次老同学回上海，他能画，我便在朵云轩花 5
元买了把最便宜的扇子，请他画了幅牡丹图。

以后每到夏日， 这扇子便在手里摇着晃
着把玩着，时间在打开折起的瞬间流失远去，
扇面也破损换了两次， 而那扇骨也由玉白变
黄而成褐色，留下渐变的痕迹，完好无损保存
至今。这次又配上自己手拓扇面，重又惹人喜
爱。

30 多年过去，我想有无数把扇子一路走
来慢慢消失，有的在使用中破损丢弃，更多的
是粗糙的质地被人嫌弃。而能留下的，是主人
用心赋予的情感累积和当初正确的选择。 扇
子如此，我们的人生也有相似的地方。

视野 《看发展》———摄影：赵银交 历害啊
我的上海地铁

文 于超

第 5000 辆，第 5000 辆！
2018 年 7 月 19 日，

上海地铁第 5000 辆列车，
亮相于北翟路基地，

哇，何等厉害啊，我的上海地铁！
从无到有，今日的上海地铁，

全长 673 公里，运营里程世界第一；
车站 395 座，运行线路 15 条，

年全网客流量 33 亿人次世界第二；
超越了发达国家地铁 100 多年的历史。

哇！ 多么自豪，多么欢畅！
厉害啊，我的上海地铁！

从 1993 年的 5 月 28 日这一天，
上海开通了首段线路（锦江乐园———徐家汇），

1 号线的试运营，到 2000 年的 270 辆；
1000 辆；3000 辆；

2018 入列第 5000 辆；
2019，6000 辆；2020，7000 辆。

多么鼓舞，多么骄傲，
厉害啊，我的上海地铁！
脱胎换骨的上海地铁，
一扫地面公交的拥堵，
二扫红灯停运的阻碍，

经历了“直流传动”、“绿色地铁”、
“交流传动”、“智能地铁”四代序列；

在技术、国产化、标准化、智能化等水平上
有着进一步质的飞越。

哇！ 多么欣慰，多么自强！
厉害啊，我的上海地铁！

它加速穿越着十六个区县，
改变传统客运功能的缓慢；
它便捷营造着城市立体，
交通文明安全的大动脉。
它最大限度地拓展地域，
给四面八方乘客及市民，

提供宽阔的娱乐活动空间。
哦，迅起的改革开放年代，
厉害啊，我的上海地铁！

【食品安全知多少】

关于有机食品，你应该知道的

近几年，有机食品越来越流行。 不过，与
普通食品相比，有机食品真的更好吗？ 对此，
我们从究竟什么是有机食品说起。 有机食品
其实就是按照有机产品的标准进行生产、加
工、销售的供人类消费、动物使用的产品。 相
比普通产品， 有机产品的区别主要在于生产
过程的控制———其对生产过程、农药、添加剂

及化学产品等的使用、对场地的选择等，都要
求更为严格。

因此， 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必须
由政府机构来认证。

面对有机食品日益流行， 人们难免对其
存在如下认识误区：

一是常有人认为， 有机食品不使用食品

添加剂。 其实，有机食品的生产也会用到添加
剂。 我国国家标准对有机食品的生产有明确
规定：可以使用添加剂和加工助剂。

二是认为，有机食品不使用农药，不会有
农药残留。 事实上，有机食品在生产加工中会
使用“有机农药”。 而且，有机食品还会存在
污染物残留。 因为，食品的生产种植都离不开

环境，土壤、水源和空气都影响食品的质量，
环境中残留的化学物质会转移到食品上。

三是认为，有机食品就是纯天然。 目前，
国际上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 都没有明确
的纯天然食品标准。 人们很难界定什么样的
食品才是纯天然的。 而在实际操作中，只要生
产的食品没有添加人工色素、 人造香精或者
合成物质，食品生产厂家都会使用“纯天然”
这个标签。

四是认为，有机食品更营养。 有咨询公司
调查报告显示，68%的城市人群相信，有机食
品比普通食品营养价值更高。 对此，科学家也
试着找到它们的营养价值差异。

五是认为，有机食品更安全。 其实，在安
全性方面，有机食品也未必更优。 首先，有机
食品同样会使用农药。 其次，有机化肥也有重
金属和细菌污染的风险。

所以，有机食品并不一定更安全，规范种
植的常规食品和有机食品都是安全的。

（长宁区食药安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