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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很多座博物馆里吃
过大餐。

最初的经历是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
馆。彼时，展区内的一家咖啡馆用一杯浓郁的黑咖
啡，让早已逛得精疲力尽的我迅速“脉动”了回来，
再一次精神百倍地投身到浩如烟海的展品之中。

然而在回味咖啡的甘香之余，我也带着好奇
的眼睛四下探寻，惊奇地发现，吃饭这件事在博
物馆里逐渐成了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博物馆里能吃到什么?
细数博物馆里提供的饮食，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第一类以三明治、热狗和沙拉等冷食为主，搭
配橙汁、矿泉水或者碳酸饮料。它们通常吃起来
没有什么声音和气味，不至于影响其他观众。

第二类食物以甜品蛋糕搭配咖啡或者热茶
为主。逛累了坐下来吃个蛋糕、喝杯热饮，是解
馋，更是小憩。还有什么能比甜品更让人感到幸
福和愉悦的呢？和成百上千岁的文物一起共度
休闲时光，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更有趣的是，很多博物馆的油画上也不乏日
常生活化的场景。于是，画里和画外的人物遥遥
呼应，赋予了历史和艺术一种灵动且平易近人的
美感。

第三类食物则实在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丰
俭由人的自助餐、冒着热气的奶酪千层面、坚果
奶酪拼盘、土豆炖牛肉、浓汤、香槟或者白葡萄
酒，各式各类的地域美食不断丰富着博物馆的餐
桌，也在“博物馆里都能吃到什么”这一问题上，
不断拓宽着人们想象力的边界。

想想也是，像冬宫、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一类
的世界级博物馆，实在是太大了。想要详细地参
观下来，没有个两三天完全不够。想要更好地参
观，吃点东西补充体能很重要。

而且很多博物馆不收门票，或者门票只是象
征性地收费，餐厅的收入是博物馆经济来源的补
充，可以持续为参观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除此之外，很多主题博物馆还会根据展览的
内容推出相应的主题套餐，以增强参观的趣味
性，吸引更多观众。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丹麦路易斯安那现
代美术馆了，这是一座仅庭院就占据了一整段海
岸线、拥有超级无敌豪华海景的博物馆。

从餐厅的窗口向外望，一整幅海景尽收眼
底，餐厅里根本不需要悬挂装饰画，眺望远处的
风景就足够奢侈了。天气晴好的时候，甚至能够
看到对岸的瑞典城市赫尔辛堡。

餐厅主营新北欧菜，自然少不了海鲜。白嫩
的虾仁儿点缀上青葱的茴香，单看着就要垂涎；
水灵灵的牡蛎闪着莹莹亮光，佐以灿黄芳香的柠
檬，有一种冷艳的美感；还有丹麦的开放式三明
治，食材都露在外面，一目了然，以及浓郁的海鲜
浓汤，内涵都藏在里面。

除了自选冷盘外，餐厅还提供午、晚两餐，烤
肉、胡萝卜浓汤、沙拉、姜汁柠檬水，饭后再来一
块柠檬蛋糕，没想到博物馆里的一顿饭，竟然也
能这样圆满惬意。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波兰克拉科夫的
维利奇卡盐矿博物馆餐厅。

这座开采历史可追溯至 11 世纪，迄今已开
采 9 层，深度为 327 米的历史悠久的博物馆，竟
然拥有一家深入地下的盐矿餐厅。

这里提供最质朴粗粝的东欧美食：硬得可
以钉钉子的大列巴、口感微酸的黑麦面包、酸得
令人倒牙皱眉的腌黄瓜和甘蓝菜、纯肉波兰香
肠，以及土豆煎饼、红菜汤和罂粟籽蛋糕。当然
还有果子香槟和“生命之水”伏特加！吃完一顿
酣畅扎实的菜肴，仿佛立马就能提起矿灯，下井
采矿去。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火车博物馆的餐厅也很特
别，菜单封面就是一个冒着隆隆蒸汽的火车头，别
提有多带感了！而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瓦萨沉船
博物馆，人们还可以守着船舱的舷窗静静地品尝
美味。

瑞典的食物不习惯以精致的摆盘、诱人的色
泽和浓郁的香气吸引人，却偏爱食材的新鲜和各
色画龙点睛的酱汁。不过别看瑞典的食物长得
粗糙，它们仿佛独得北欧海盗冒险精神的“点
化”，一大盘端上桌来，非常生猛。品尝着手中海
鲜的鲜甜，眺望远处冰冷的船舷，是印象中大海
的味道。

留心这些博物馆的美食不难发现，他们只是
用心地、安静地制作着食物，耐心地守护着一批
又一批参观者的胃，不断丰富着他们的旅途记
忆。一如这展馆内静谧的文物，它们在岁月中被
筛选出来，成为了时间的见证。唯专注和真诚可
抵岁月漫长，“祝胃口好”。

我的所谓藏书，其实不过多年读书的自然结
果。读完了，就搁在书架上收起来，如此而已。
起初打算治一方藏书印，确有点儿附庸风雅的念
头。但我想，附庸风雅总好过附庸粗俗吧。

诗人刘淑慧咏叹藏书印，描写很唯美：“潮湿
的胭脂/吻遍每一具雪白的身体/丰润的心事因
此有了/归属的安静。”给珍爱的书籍钤上一方藏
书印，鲜红的印痕与白纸上的墨迹相映成趣，宛
如美人薄施脂粉，实乃一桩赏心悦目的雅事。

近代著名藏书家叶德辉撰《藏书十约》，将藏书
印记作为一部理想藏书的十条标准之一。李慈

铭也认为，书籍不可无印。在《越缦堂日记》中，
他说自己“颇喜用印记，每念此物流转无常，日
后不知落谁手，雪泥鸿爪，少留因缘”。诚然，
人与书的遇离，犹如人与人的聚散，皆是缘分。

自学生时代起，我买书习惯于扉页记下
购买日期。古语云“书山有路”，若将来按照时
间先后，梳理一份书目清单，岂不就勾勒出了

我曾跋涉的那条书山之路？现在我每回添进新
书，正式阅读前，都会在扉页郑重其事地钤上藏

书印，旁边写下日期，这似乎已成一套固定仪式。

我先后用过三方藏书印，均于旅行途中得
来。不名贵，但是敝帚自珍，觉得挺有纪念意义。

多年前，在丰都名山见过“唯善呈和”碑后，开
始对民俗字感兴趣。知道西安碑林藏有《魁星点
斗图》，碰上假期，说去就去了。也得亏古人智慧，
想到将诗文书画等铭刻在石碑上，千载之后，才不
致湮灭，让我们如今还能欣赏到。我在碑林中匆
匆穿梭，快速扫瞄满屋的石碑，待终于找到《魁星
点斗图》，早已迷了方位。记得大概是在离正门出
口不远处的古玩店，我挑了一块墨绿色的印石，店
主现场篆刻。印章两公分见方，显得阔气，价格当
然也不便宜。可惜拿回家才发现，其边缘有一笔
遭刻坏了，很难将印文完整无缺地印出来。

又一年的国庆长假，我到武汉旅游。登览黄
鹤楼时，心头正萦绕着李白那句“眼前有景道不
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忽见楼中角落摆一治印小
摊。我选了一方杏黄色印石，印首为龙蝶纹。这
次，经先前教训，等治印师傅弄完，我专门检查了
一番，边款一边刻“黄鹤楼”三字，另一边画一只
昂首独立的黄鹤，还留有治印日期，关键印文是
清晰流畅的。这才放入小锦盒，揣进背包离开。

之后在用的过程中，我渐渐觉出其美中不足之
处。这方藏书印并不“方”，有一边略长，整个印
文近似梯形。

据说，大西北的胡杨，“活着一千年不死，死
了一千年不倒，倒下一千年不腐”。不论此说真
假，当年我在敦煌夜市见到刻胡杨木印章的，还
是毫不犹豫刻了一枚。褐红色圆形印身，印文系
铁线篆，印首为一只跳跃的鱼。鱼，余，叫人联想
到“年年有余”“学有余力”“留有余地”等语，都是
吉祥寓意。所以这枚木质印章，我用得最多。

实际上，我的三枚印章均刻自己姓名，属于
名章类，不算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印。传统的藏书
印，大多镌刻表达藏书人个性志趣的简短诗文。
明代大儒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着：“穷不忘买，乱
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
惜书之情，溢于言表。画家张大千曾刻有一方藏
书印，印文“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亦是黄
宗羲所言“乱不忘携”之意。

《人民日报》老社长邓拓的藏书印，让我印象
最为深刻：“书生意气未能无”。其中的自嘲与感
慨，细察之下，实在令人动容。

蒋克老师一生过得很精彩，为革命奋斗，晚
年生活简朴简单。

那天我们到蒋克老师家，蒋克老师的儿子周
晓汉老师接待了我们。周老师说，妈妈去世的前
一天晚上，还吃了几个饺子，看完电视，翻翻报纸
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就走了。妈妈是无
疾而终，走得很安详。

蒋克老师，1919年12月29日生于江苏宜兴
县芳桥镇。1934 年进无锡新华丝厂工作，1938
年进上海怡和丝厂工作，1938 年参加上海进步
工人运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
在苏南地区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宜
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扶风区委组织委员，新四军战
地服务团团员，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白马区委书
记，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秦淮区委书记。解放战
争期间，历任北撤干部大队中队长兼支部书记，
山东军区政治部高级军官团宣教科秘书，华东野
战军七兵团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参加过著名的淮
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1960 年，蒋克老师调入南京大学工作，历任
南京大学外文系总支书记，历史系总支书记，校
人事处处长。蒋克老师在南大工作期间，密切联
系群众，关心师生冷暖，被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
称为“妈妈书记”。蒋克老师2015年1月12日在
南京去世，享年 96 岁。她与著名外交家沙祖康
有很深的师生情谊，与联合国原秘书长潘基文也

有一定交往。蒋克老师去世后，沙祖康和夫人专
程来南京参加了蒋克老师的告别仪式。

我在历史系任书记期间，曾与校组织部联
合，借用曹大臣老师的个人收藏，创办了“南京大
学中共党史资料陈列馆”。2009年7月1日开馆
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省委组织部已将南大党
史馆列为“江苏省党员实景课堂”，媒体纷纷报
道，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想到百年南大曾出过很
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像匡亚明、胡福明等，我曾设
想征集南京大学优秀党员的资料，用学生熟悉的
身边的党员先进事迹丰富党史馆的展出内容，提
升南大青年学子的政治修养。蒋克老师的事迹
不就可以陈列在我们的党史资料馆吗？我跟周
晓汉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周晓汉老师答应找找
材料，说妈妈写了一本回忆录，正准备出版，并随
手送我一本蒋克老师已经出版的自选集《晚晴
集》。这本书是 2012 年 6 月出版的，书中有蒋克
老师几幅生活照，有她自己写的回忆文章，有老

友对她的书面评价，还有她自己写的几十首诗。
翻阅这本《晚晴集》，有几首诗吸引了我的注

意力。
第一首是 2006 年 9 月 6 日写的《田螺姑

娘》，写她扮演成田螺姑娘，巧妙躲过敌人的一
段经历。“乌云压顶狂风吹，顽敌扫荡忽下乡。
行奎村童伸手助，田螺姑娘巧扮装。”蒋克老师
注曰：“1943 年刚插完秧的季节，一天梅章同志
和我因工作从北边丘坡上的王家塘村一家老百
姓家里走出来，刚下坡走上田埂，忽见敌人向我
们走来，情况危急，当时田埂上有两个十岁左右
的小男孩，急忙把手中抄田螺的工具和篮子塞
到我们手上，我俩佯装抄田螺，避免了被敌人发
现。对这两个可爱而又机智的救命小恩人，我
们永远难忘。”

第二首诗《枪决叛徒》，作于 2006 年 9 月 23
日，回忆了她1944年亲手枪决两名叛徒的情景。

“叛徒用心太险恶，暗助敌寇逞凶狂。满腔怒火拔

驳壳，一枪送他见阎王！”蒋老师注曰：“1944年盛
夏的一个下午，民兵忽来江宁县西时村，我们营驻
地报告叛徒小红子和小戴两人在西北村瓜棚里吃
西瓜。我们立刻派区大队战士逮捕他们。他们带
领日寇和伪军下乡扫荡，抓革命干部，抢劫老百姓
东西，他们恶贯满盈，我拔出驳壳枪，结果了这两
个叛徒。四周干群为之拍手称快。”

那天参加完蒋克老师的追悼会，在返校路
上，曾任南大外办主任的从丛老师给我看她两年
前用手机拍下来的蒋克老师写给潘基文的书信，
信中写道：“潘基文先生，祝贺您连任联合国秘书
长，您是亚洲人民的儿子，是亚洲人民的骄傲！
赠送夫人一点小礼物，请收下！中国老人 蒋
克 2012年4月2日”。字写得遒劲有力，看不出
是出自 93 岁高龄的老人之手。当时的媒体报道
给我们还原了那份礼物的背景：南京大学代表团
在联合国总部与潘基文秘书长会面时，南大党委
书记洪银兴向潘基文转交了蒋克老师赠送给潘

基文夫人的女式帽子，帽子颜色是南大紫，并绣
有精美的花纹。潘基文很珍视这份礼物，代表夫
人表达了谢意，并祝愿蒋克老人身体健康、长命
百岁。潘基文还将帽子戴在头上，笑称自己戴着
也很合适，引得会议室一片欢笑。

潘基文与蒋克老人缘何如此亲切？沙祖康
曾在南大外文系求学，时任外文系总支书记的蒋
克对贫困中努力学习的沙祖康十分关心，给予很
多帮助。2009 年蒋老 90 岁生日之际，沙祖康专
程从美国纽约回国为蒋老祝寿，潘基文听说沙的
老师已 90 高龄时，他说自己的母亲也 90 岁了，
连夜叫秘书将他准备的礼物送至沙祖康官邸，让
沙祖康转交蒋老。2010 年，潘基文在接受南京
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之后，91 岁的蒋克
还向潘基文夫妇赠送了两件礼物：一件是富有中
国文化特色的南京云锦，另一件是一个紫砂壶。

对党史馆征集南大历史上老党员资料一
事，周晓汉老师非常认真，他找出了蒋克老师许
多物品，包括生前写的《晚晴集》、许多历史老照
片，还有她曾经获得过的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
战役纪念章以及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70 周年
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颁发的纪念章，
让我非常感动。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学党史、
悟初心、办实事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南京大学党史资料陈列馆在立德树人的过程
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每次开车，我都会把车上的收音机打
开，听听新闻、听听音乐，缓解一下驾驶的疲
劳，带给自己一些精神上的享受，同时也想
起三四十年前听有线广播的情形。

有线广播，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线路进行
信号传输的广播。乡镇广播站将线路架设
到各村，村里将乡镇传来的信号增压扩音后
再把线路架设到各个村庄。传输线路是一
根几毫米粗的铁丝，各家各户从总线路上接
一根线到自家的广播上，然后从广播上另引
一根铁丝插在土里。广播线路电压不高，用
手摸也不会触电。小时候很调皮，偶尔把接
地线放到其他小伙伴的嘴里，会有麻酥酥的
感觉。过一阵子，广播的音量就会降低，只
要往接地的铁丝周围浇点水，音量一下子就
会大许多。原来是增强了广播线的导电率。

有线广播装在各家各户堂屋柱子上。
堂屋是一家人吃饭会客的地方，人们通常一
边吃饭一边听广播一边交流。黑色的纸做
成的喇叭形状的“碗”是广播的正面，背面是
线圈和磁铁。不考究的人家就非常简陋地
裸装着广播，一般人家会在广播外面罩一个
方形的木头盒子（后来改用塑料的外盒），盒
子正面开一些孔，内侧用纱蒙上，既能让声
音发出来，又能防尘、防鼠咬。有一阵子，村
里还给每家广播安装了音量开关，让它一下
子“高级”了起来。

有线广播基本是播放县广播电台的节
目，每天播音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早晨广
播响的时候，我还没有起床，如果要赖床，大
人们就说广播都响了，还不起来啊，好像早
晨广播就是起床号似的。中午刚放学，广播
开始播音，吃完饭走到学校，播音才结束。
晚上写完作业上床睡觉，广播里传来“本台
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们晚
安！”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县广播电台的节
目非常有规律，早晨六点半转播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江
苏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中午十二点转播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农村节目，时长 20 分
钟。晚上六点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
国新闻联播》。每天三次广播都会有本县新
闻和一些专题节目，另外还会播送一些文艺
节目，比如歌曲、相声、评书、广播剧等。让
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周五晚上的《文艺百花
园》，这个节目采取主持人的形式进行广播，
非常新颖，而且听众还可以点播。有一年班
长过生日，大家寄了一封信去点歌，周五晚
上广播里主持人读我们的来信，放我们点播
的歌曲，大家甭提有多激动了。广播听得时
间长了，陈永平、高民、夏素兰、周凡⋯⋯这
些播音员的名字都熟记在心，每天“见面”的
频率甚至超过学校的老师。

我经常一边听广播一边跟着学唱歌、学
唱戏，学会了还要在家人和同学面前表演一
番。广播带给我更多的是快乐，但有一次却
被广播吓得不轻。一天夜里，熟睡中突然被
广播里传来的紧急喊话声吓醒，“现在播送
紧急通知、现在播送紧急通知⋯⋯”只听见
播音员用急促的声音播送一则通缉令，说邻
乡有个人犯了命案在逃，请大家做好防范，
发现要及时上报。听到这个消息，我吓得瑟
瑟发抖，父母赶紧起来安抚我，把反锁的大
门用桌椅抵住。这样的通知很少听到，更多
的是村里临时播送的开会通知，或者是乡广
播站播送的治虫除草通知。

我们乡广播站有时还会在县广播电台
播音结束后播放自办节目，班上同学们给这
个节目投稿，拿到了广播站发的聘书，聘他
们担任特约通讯员，让大家羡慕不已。受他
们影响，我也给乡广播站投稿，名字慢慢地
在广播中出现了，渐渐地竟成了学校和村里
的“名人”。乡广播站播音员林波老师经常
对我说，爱好重要，学习更重要，希望我不要
因为投稿耽误学习。林老师是一个积极向
上的人，她写的稿件被《新华日报》采用，这
在农村是不多见的。她还苦练普通话，凭借
过硬的播音水平被县广播电台录用为正式
员工。在她的激励下，我也积极追求进步，
参军入伍考上了军校。每次与林老师聚会，
我们都要回忆过去那段有线广播的岁月。

不知什么原因，有线广播偶尔还会串
音。一个周末下午，广播里隐约传来低低的
嘈杂的声音，我凑上去一听，原来隔壁村正在
播送农村妇女扫盲班上课通知，我觉得这是
个好的新闻线索，立即骑车赶到那个村，采写
了一篇新闻报道。第二天又骑车将写好的报
道送到县广播电台。编辑老师看到我满头大
汗的样子，非常惊讶，连说没想到我这个中学
生对有线广播工作如此热心。那条几十个字
的简讯当天在《本县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听
到播音员播报我的名字，骑车来回五十多公
里的疲劳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稿件被县广播电台采用还有稿费，
一年下来能有二三十块钱，数量虽
然不多，对于学生的我来说，却是
一笔“可观”的收入，其他同学
还要向父母伸手要钱，我自己
能挣来零用钱，减轻了父母
的负担，内心怎么会不骄傲
呢！高中毕业时，县广播电
台招播音员，我也去面试，
无奈普通话水平太低被淘
汰。现在回过头想想，如果
当时被电台录用，人生道路
又与现在不同了。

博物馆里的大餐

一位老人的初心
□ 孙江林

广播流年
□ 谢文龙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支公司璜泾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17320585002
许可证流水号：0174599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
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接受客户的咨
询、投诉；5、经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
以打印保单；6、经公司授权、营销服务
部从事机车、企财、家财、货运险种的查
勘理赔。

成 立 日 期：2002年08月28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璜泾镇园林路91号1楼
批 文 号：苏州银保监复【2021】62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
撤 销 日 期：2021年02月05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支公司玉山营业部

机 构 编 码：L10015KUS03
许可证流水号：0026207
业 务 范 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保险
的再保险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
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3年06月30日
机 构 住 所：昆山市玉山镇柏芦路8号
批 文 号：苏州银保监复【2020】474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20年12月10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注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注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淮安区支公司苏嘴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803025
许可证流水号：0123936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4、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2年08月28日
机 构 住 所：淮安市淮安区苏嘴街
批 文 号：淮银保监复【2020】142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20年10月13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市淮安区支公司林集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803013
许可证流水号：0240223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4、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2年08月07日
机 构 住 所：淮安市淮安区林集镇林平路南侧

38号2幢2号
批 文 号：淮银保监复【2020】142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20年10月13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涟水支公司红窑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05320826009
许可证流水号：0240256
业 务 范 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

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
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
4、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5年09月16日
机 构 住 所：淮安市涟水县红窑镇红窑街红窑村

圩里组20号
批 文 号：淮银保监复【2020】142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撤 销 日 期：2020年10月13日

公 告 公 告

□ 刘 浪

□ 樊北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