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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俱乐部各派出!"只蟋

蟀参赛!放在陶土制成的蟋蟀
罐里一字排开!很是壮观" 每
个蟋蟀罐的盖子上都标明了
这只虫的体重!赛前用电子秤
测量! 精确到了千分之一克"

#"多岁的蟋蟀#发烧友$魏蔚
介绍说!参赛的蟋蟀要按照体

重配对!就好像举重运动员一
样!分级别争斗%

每队分别推选一人当裁
判!比赛开始了& 首先登场
的是秋风雅趣俱乐部和南
京虫友会的两只"$%&克的蟋
蟀!它们各自的主人都拿出

特制的小绒球! 把蟋蟀从罐
里赶了出来! 放在一个玻璃
瓮里% 瓮中间放了一个玻璃
挡板!两只虫各站一边!主人
便用细长的竹签逗它%#这是
为了让虫子兴奋%$南京虫友
会的沈文惠会长一边紧盯着

屏幕上的两只虫! 一边给记
者讲解%

裁判将玻璃挡板抽掉!

两只蟋蟀虎视耽耽地对视了
几秒!突然!其中一只猛地咬
住了对方的触须! 并死死拽
住不放!狠狠一甩!观战的蟀

友们忍不住叫了出来'#漂
亮& $ 双方互咬了五六个回
合!终于分出了胜负!下一对
紧跟着又上场了%

场上小虫们激烈地角逐
着! 场下的蟀友们开始交流
起经验来%#斗蟋蟀很能体现

智慧! 怎样调兵遣将才能获
得更多的积分( 我们需要全
盘考虑%我们就相当于教练)

统帅! 要培养队员) 训练队
员!还要指挥它们% $云南路
社区的王希鹏说!#和田忌赛
马一样的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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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斗蟋蟀都很热

爱!从小就喜欢& $!&岁的王
希鹏小时候住在天目路!一
到夏天! 整条街上的小男孩
们都玩蟋蟀%他得意地回味'

#经常有小朋友上门来挑战!

如果今年捉到一只好虫!就
可以在一条街上称霸一个夏

天!那种感觉棒极了& $

蟀友们都说! 斗蟋蟀这
种传统的娱乐活动能全方位
地锻炼身体)考验智慧!光是
捉蟋蟀就要手)耳)眼配合%

王希鹏说! 好的蟋蟀要到晚

上&'点左右才开始叫! 小男
孩们就带上手电筒! 凭叫声

判断蟋蟀的品质! 听准它的
位置! 弯腰在草丛和树叶堆
里找到洞穴! 再用各种办法
把它捉出来%

年年夏秋斗蟋蟀!已经成
了蟀友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
说'#这项运动有悠久的历史!

唐宋时期就有记载了!至今却
仍然有吸引力!是因为最后的
胜负取决于很多因素!让你沉
浸在捕捉)饲养)比赛的整个
过程中!乐趣无穷& $现在!蟀
友们对蟋蟀有了越来越多的

研究!一般不再自己捉虫了!

而是利用周末去山东购买%

#山东宁阳)宁津地区的蟋蟀
品质比较好! 我们几个朋友

周末便住在农家! 清早就开
始凭各自的眼光挑选蟋蟀

了% $魏蔚说!#做自己喜欢的
事!心情很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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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沈文惠会长介绍

说!每年夏天!蟀友一般都会
买七八十只回家精心饲养%

#兵多才能将广啊&饲养得多
才能够挑选出最好的! 参加
不同级别的比赛%$蟋蟀的幼
虫大约在)月出现!*月初长
成成虫!到了+月中旬就可以

开始参加比赛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
了能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

大家在蟋蟀的饮食上可没少

花心思! 家住云南路社区的
王希鹏就买了很多书%#只要

是这方面的书! 我看到了肯
定都会买下来% 每个人的观
点不一样!但是可以借鉴% $

他自己总结了一套经验!蟋
蟀如果吃得太多就较容易衰
老!要合理搭配荤素的比例!

把小虫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状

态% #我觉得!饲养蟋蟀对养
生还很有帮助呢&$王希鹏认
为!人虽然与昆虫不太一样!

但也要控制食量! 荤少素多
有利于延缓衰老%

蟀友们也有犯错误的时
候!有时因为饲养不当!蟋蟀

误食了农药! 他们心里就挺
不是滋味% 王希鹏不好意思
地告诉记者'#我小时候还做
过更傻的事! 把小虫放在窗
台下面忘了收回来! 到了中
午太阳直晒进罐子里! 它就
被晒死了% 后来再也没犯过

这样的错误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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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俱乐部的成员!

有工人)有干部)有商人)也
有公司职员! 从'"岁的年轻
人到)"多岁的老人! 他们因
为同样的喜好而结识%#斗蟋
蟀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
平台!要不是因为蟋蟀!我不
会认识这么多各行各业的朋

友% $沈文惠说%

由于蟋蟀寿命短!除了每
年的比赛季节!这些蟀友们都
忙于各自的工作! 很少碰面%

冬季会开筹备会议!讨论来年
的比赛! 大家也借此机会下
棋)聚餐%他们还经常在#中国

蟋蟀网$聊天!交流饲养蟋蟀
的经验! 分享小虫带来的欢
乐% #斗蟋蟀的魅力就在于没
有常胜将军% $沈会长说!#今
年的虫子天冷就会死亡!可到
了明年又有新生!正是这种变
幻莫测吸引了我们% $

)日的比赛结束了!蟀友
们决定把斗蟋蟀纳入到社区
活动中来! 在云南路社区成
立了一个社区虫友协会% 沈
文惠说! 有些人认为斗蟋蟀
是玩物丧志! 但对于南京的
这些虫友们而言! 斗蟋蟀完

全是一种精神享受%#它能培
养我们的观察力) 判断力和
耐心! 每年根据积分评出名
次!只颁发奖状以示鼓励%相
信会有更多的居民喜爱斗蟋
蟀!并从中找到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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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地区是金陵古城文
化的策源地!不论是夫子庙)

白鹭洲)瞻园等老建筑!还是

乌衣巷)胭脂巷等老街老巷!

都蕴藏着秦淮数千年的人文
传统和文化底蕴% 昨天记者
从秦淮区图书馆了解到!为
了再现秦淮地区数千年的文
化! 首届民间珍藏秦淮地方
文献展评于十月举行! 今天

开始向社会正式征集藏品!

并将对这些藏品进行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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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要征集秦淮古籍文

献资料!不少收藏家已经开
始蠢蠢欲动% 周瑞玉是南京
有名的#书虫$!家里藏书近
五万册!其中线装古籍就有
&万册! 相当于一间家庭图

书馆% 近)"岁的周瑞玉告诉
记者!他从小就生活在秦淮

一带!是老秦淮人!打小开
始喜欢读书!五十多年来一
直有收藏书籍的爱好% #小
的时候为了读唐诗!专门到
邻居家抄书!邻居见我爱读
书就把书送给我!自此我就

爱上了书% 没事时我就逛书
店)古玩市场!收藏珍贵的

文献书籍% 现在杨公井的古
籍书店!朝天宫古玩市场是
我常去的地方% $

周瑞玉说秦淮地区有不
少东西可以挖掘! 有些人保
留了老街老巷的照片! 还有

人有最早的公交月票! 有的
人还有一些秦淮名士的古
籍!甚至是孤本%他这次准备
拿出自己收藏的*瞻园志+等

古籍! 还有一些城南的老照
片参加评选! 让更多的市民

欣赏%#到时许多珍贵的秦淮
文献)书籍)照片会聚一堂!

一定能让大家大开眼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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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区图书馆栾红曦馆

长告诉记者! 秦淮地区文化
深久! 有很多值得考究和珍
藏的历史文献) 古籍和老照
片% 虽然近年来秦淮区有了

大规模的改造! 但是其中的
文化却是不变的! 所以秦淮
区文化局) 江苏省收藏家协
会联合秦淮区图书馆! 一起
举办了这次首届民间珍藏秦
淮地方文献展评%

#当然!这个展评需要更
多市民来参与% $据栾馆长

介绍!从今天开始他们将会
向社会征集展品!范围主要

是&+,+年&"月新中国成立之
前! 秦淮地区历代有关政
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
面的书籍)图片)手稿资料
等纸质收藏品% 包括历代地
方文人的著作)历朝金陵出
版物中有关秦淮地区的老

地图)老绘画)老照片)旧方
志) 古家谱等文献资料!都
可以参加展评!截止日期到
&"月'"日%

市民或者收藏家只要把
藏品送到夫子庙的新姚家巷
')号秦淮区图书馆登记即

可! 届时这些珍贵藏品将被
展出! 而且还会请专家进行
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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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民间珍藏秦淮地方文献展评拉开序幕

#今年我家的昙花不是
,一现-!而是,四现-!可真

是奇了% $家住花园路'"号
%,岁的杨秀文奶奶拉着记
者来到她家小院% 足有'米
多高的这株昙花! 自今年%

月以来已经相继,次开花
了%杨老和老伴养了十五个
年头的昙花! 这样的奇观!

他们也是头一次见到%

.%月份的时候!天气正
热!我家昙花上的十二三个
花骨朵一夜之间全开了% $

杨奶奶回忆道!当时他们也
觉得奇怪!一般昙花的花季
多在中秋节前后!今年这花

怎么开得这么早呀(没想到
'"多天过去了!昙花的枝头
上又长出了十几朵小花苞
来!*月杨奶奶的昙花开始
了今年第二次的#一现$%昙
花似乎远没有展现够自己
的美姿和芬芳!+月头它又

第三度开花了%

#这都不算什么!+月底
第四次开花就更奇怪了% $

站在昙花下%%岁的林爷爷
告诉记者!这次昙花不仅创
了历史纪录!长出&*个花骨
朵!而且也不是一夜之间将
枝头上的花都开尽!而是隔
三差五地开个!),朵% #今年
这花似乎特别,爱现/% $林

爷爷说!)号中秋节晚上&"

点又有,朵昙花开放了!.花
朵直径约&(厘米! 呈乳白
色% 天上明月欲坠!地上昙
花来接!多美的景色呀& $

记者随即咨询了中山
植物园的贺主任和任主任!

.我们也认为可能今年气候
的异常!使得昙花特定的生
理周期被打破了%昙花不是
一夜之间全开!而是分批开
花!可能是花蕾形成时间不
一造成的% 同时!也不排除
与他们栽培技术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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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为了让居民像亲戚朋

友一样!互相熟悉)交流方
便! 小区住户每家派出一
人!将自己所住楼幢的具体
门牌和所在单位)个人特长
等写在精致的小卡片上!串
在绳上拉成条幅! 结对相
认%这是昨天在玄武区锁金

村街道举办的 .邻里相认
节$上的一幕%

.没想到同住一幢楼里
的人! 也有人喜欢扬剧!这
下我们都找到知音了% $锁
三社区居民曹燕琴和沙美
兰女士开心地拉起了手%

紫鑫城社区居民曹女士
告诉记者! 她曾听说这样一

件事!一位居民下班!看到对
门有人在开防盗门! 就是打
不开! 他还以为是邻居遇到
了麻烦!于是上去帮忙!事后
才知道!此人是小偷%

锁金村街道滕涛主任
表示!许多邻里矛盾是由于

平时缺乏交往而造成的误
解0一些安全隐患得不到及
时遏制!也是邻里间 .鸡
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
来$的结果% .邻里相认会$

的举办!让原本淡漠的邻里
关系变得热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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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近日从南京市民

政局获悉!今后!社区腰鼓
队)舞蹈队)互助社)残疾人
协会等民间组织!必须去街
道备案!这种统一的备案管
理制度!在全国属首创%

据初步统计! 近几年!

随着大量单位人向社会人

转化!社区民间组织呈现强
劲发展势头% 截至去年底!

南京 *('个社区已发展了
!%""多个社区民间组织%

.最少的一个社区都有
&"多个民间组织!而白下区
龙王庙社区的民间组织更

是多达,,个% $据市民间组
织管理局局长张仁萍介绍!

这么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却
没有法人) 无注册资金)无

固定办公地点等!社区干部
不仅不知道组织人!更是无
法对其活动进行规范管理%

目前 -*南京市基层民

间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已经出台% *办法+规定!有
./人以上会员) 有负责人)

有章程和规范的名称)有相
对固定的活动场所的社区
民间组织就应该到所在街
道备案% 备案后!所有活动

都将在社区居委会的引导
下进行!有重大活动必须向
居委会报告% 近期!南京民
政部门将对所有社区民间
组织进行大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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