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范今年10岁，上三年级，喜爱运动，学校的

篮球队、乒乓球队他都参加，而学习成绩一直处于

上游。他的奶奶是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从一年级

起，奶奶就告诫他：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讲，思想不

能开小差；如果有一点不懂，也决不能放过，课后

请教老师，学问，学问，要学好，就要会问。奶奶还

督促他，在老师讲授新课之前，要预习，课本中的

难点、疑点，在听了老师的讲授以后就会豁然开

朗、印象深刻了。小范每天的活动量不小，因此，食

量也不小。由于运动，身体倒也长得匀称。

一天，放晚学了，奶奶早已为他准备好了晚

餐，卷心菜炒肉片、番茄蛋汤是小范喜爱听的，还

有一碗面条。按照往常的习惯，他很快就会吃完

了，可这天吃吃停停，停停吃吃，奶奶问他哪里不

舒服，小范告诉奶奶：饭菜吃下去，不顺畅，而且

不停地有向上 的感觉。凭经验，奶奶说：你昨天

夜里睡觉时又打被了，受凉了。奶奶准备的饭菜，

小范只吃了一半，就不吃了。睡觉前，奶奶用生

姜、葱白、红糖熬了一碗茶，小范喝下去不久就出

汗了。小范躺下，奶奶用手在他肚子上来回抹揉，

小范在奶奶的慰抚中进入梦乡了。

，读fàn（范）。《广韵》：方万切，吐 。范寅

《越谚》：心 ，恶心欲吐。

小范与同学小陶放晚学后，沿着小河快跑回

家，小陶突然指着漂在河边的一个黑色不明物，

二人停下来，用枝枝将那东西翻来覆去一看，原

来是一只死小猪。小范说：这太不应该了，怎么能

将死小猪扔在河里污染环境呢！小陶赶忙回家拿

了一把锹，在河边挖了一个坑，二人将死小猪捞

了上岸，小范直捂着鼻子。原来小猪已腐臭，小范

闻到腐臭味，心里又 的了，二人将死小猪刚

放进土坑，小范就要呕吐了。小陶急忙按着小范

的内关穴（在手腕横纹上2寸、约4个指头的地

方），不一会，小范好多了，不想吐了，脸上露出了

微笑，想不到小陶还有这一手。原来小陶的父亲

是镇卫生院的一位医生，懂针灸，有时爸爸给人

治病，他在一旁认真听，其间耳濡目染，也懂得了

一些医药常识，想不到今天竟然用上了，脸上露

出了得意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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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和他的《记忆》
□梁 晴

最早认识老姚，是

在高邮市政府与《雨

花》青少刊联合举办的

一个征文大赛新闻发

布会上，非常奇怪，我

不是一个善于融入陌生环境的人，可是那次几乎是一

进入会场就如返故里，情感上没有产生任何的隔阂。

记得事先不知道还要发言，临时在一张纸片上写划了

乱糟糟的草稿，上台一发挥，效果居然十分之好。

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这说明我与高邮的气场

很合啊！

其实气场具体到人，那就是时任高邮市委办公室

副主任的老姚与我很合。初次见面，他晃着高大的身

子走过来，脸上的笑容是邻家兄弟的那种，于是我不

由得一见如故。从那以后，这个“混迹”于官场却丝毫

不带官场气息的人，真的像兄弟那样，几乎每年都提

供若干我们与高邮亲近的机会，在文化互补的同时，

彼此越来越像是一家人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老姚管我叫“姐”。后来我知道，

他的父母在他之前生的都是女孩，他是在姐姐们的宠

爱中长大的，我于是就明白了他叫我“姐”时的那一份

真诚和理所当然。

我知道老姚由一个农村青年成为政府机关一个

工作人员，除了实际工作能力之外，笔杆子也肯定了

得。不过我是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的笔杆子不仅用来写

公文，他也写得一手好散文呢！

在这本散文集出版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很多篇散

文，那些文章也带着一见如故的气息，因为他笔下的

家事就好像发生在我

的邻舍，而因为我在那

一片土地上插过队，他

笔下种种的风土民情，

比如大喇叭和小广播，

挑把和挑圩，撑船和扒网，放牛和填坟；以及食物里的

焦屑、粽子、桑枣子，手擀面和鳅鱼干子；生活用品里

的夏布，生活趣味里冬天的抄手、夏夜的乘凉和过年

的看节目等等，我也都深谙其中三味。

我还是要说到老姚的纯粹。很多写多了官样文章

的人即使写起家事和乡情，那其中感情的贫乏、隔膜

和矫情都是掩饰不去的。而老姚对父母、家人和乡亲

始终保持着他原始的真性情，拿起笔来，他浑然忘却

眼下的身份，彻底还原于那片故土，所以他笔下的一

切都质朴无华而包含生命汁液。

老姚刻画人物的能力其实真的是好生了得，在他

的笔下，祖父寸心可知的一腔慈爱，外婆生前非同一

般的顽韧和死时不堪目睹的悲凉，舅舅姨娘们纷杂凌

乱的百味人生，母亲年轻时的主见和父亲老来时的可

爱，以及他们相濡以沫的半世纪风尘，都令人历历在

目和感同身受。我特别难忘老姚儿时脑后的那条小辫

子，难忘老姚岳母风雨无阻的货郎车，难忘心有灵犀

的老父中秋那天伫立在村头树下的身影……

作为一个作家，拥有干净而饱满的情感，拥有对

凡人大爱敏感而涕零的心，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境

界，我要说老姚已经达到了。

我由衷地为老姚感到欣慰！

（作者系《雨花》原副主编，国家一级作家）

永远的《记忆》
□傅晓红

拿到姚正安先生的新作《记

忆》,眼前一亮，新书很大气，很文

学，无论是书的封面、装帧，还是

开本、印刷都非常精美、出色。

认真拜读全本书后，对姚老

弟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姚老弟在高邮担任过不少行政职务：市委办公室副

主任、党校常务副校长、社科联主席、宣传部副部长，工作琐碎而繁忙，可他对文学

的喜爱、对文学的追求始终如一，孜孜不倦。《记忆》中近百篇文章、近二十五万的

字数，都是他近些年辛勤笔耕的成果。可以想象，别人在休闲打扑克的时间，在旅

游娱乐的时候，老姚却在灯下夜读、挑灯写作。那日复一日的辛苦换来了今天的这

本新书。

《记忆》全书分三个部分，对亲情、对乡事、对自己心路历程的记忆。我最喜欢

第一部分。老姚上面有四位姐姐，直到他的出生，才使这个家庭有了男丁，才让他

妈妈扬眉吐气，挺直腰杆做人。他成了亲人手心里的宝贝，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

手里怕摔了。为“贱养”，他脑后留起了小辫，被唤作“五丫头”，老姚是在爱的亲情

下长大的。如今他写家人，写宠爱他的祖父母、父母双亲，写命运坎坷的外婆、舅舅

们，写大自己很多的姐姐们的一生。老姚用平实、质朴的文字，无粉饰、无雕琢地真

实地书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无奈命运。在这些看似平淡的文

字背后，积攒着作者浓浓的情感，那就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他多年对亲人爱的感

受与回报。我很惊讶，在这本书中,光是写父母双亲的文章就有十篇之多。已年老了

的父母双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记挂在作者心头,最后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作者

的拳拳孝心,读来很是令人唏嘘与感动。

乡事记忆，其实就是童年记忆，这是许多写作者取之不竭挖掘不尽的宝库。作

者写儿时的放牛、钓鱼、撑船，写儿时家乡的各种吃食，写故乡不少已消失了的风

俗民情，缓缓道来，这些文字充满了泥土的气息，充满了怀旧的温情，耐人咀嚼，叙

述又不乏情趣，而且这样的书写也很有意义。这种对过去生活的再书写，为已经消

逝或正在消逝的里下河地区的乡村文化与乡村文明留下了记录。这些文字为后人

留下了过去年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信息。仅从这个意义上讲，《记忆》就

功不可没。我特别喜欢这部分中的《吃相》、《放牛》、《夏布》等篇。

《记忆》中占篇幅较大的是“心路记忆”部分。这部分是作者平日里的所闻所感

所思。作者写身边发生的事、写自己身上的事，凡人小事、生活百味，这类文字离当

今社会现实最贴近，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作者习惯夹叙夹议，通过一两个事例，

说明一个生活哲理。或者光讲述一个故事，显而易见的道理不再挑明，让读者自己

去咀嚼、去领悟。这类文字常常深入浅出，内容却精警深刻，给人以思想启迪。我比

较喜欢《回忆之美》、《寻找》等篇。

《记忆》虽记录了姚正安先生个人的记忆，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记忆抑或

会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一座城的记忆，成为历史的记忆，变为永远的记忆。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联络部主任、国家一级作家）

烟火情愫
———读《尘封的歌吟》

□陈惠萍

人的感情，有时候是

怪怪的。突然间会因为某

件事，勾起对往事的怀念。

这几天，每天沉浸在张纯

玉《尘封的歌吟》这本书

中，一下子将我带回到孩

童时代，那是一股乡村巷道常常弥漫的烧柴做饭的

味道，有着一股浓浓的烟火味。这一切是那样的温

馨、可人，徜徉其间，有时竟身不由己地忘了自己如

今身在何方。

整本书中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没有精辟

深邃的哲学思考，没有漂亮精彩的文字渲染，但我却

一字不漏把它读完了。它的魅力究竟在哪呢？合上书

静思，魅力在于它的真实，细腻。从“亲情难忘”中《半

块月饼》的贫困童年说起，有画个圈子他能站到晚不

敢向前越半步的《伙计爸爸犟头妈妈》；有娘走时嘱

咐小女儿：娘走后别人靠不住，我们家你二嫂子是你

唯一的依靠的《孝媳》；有当年母亲送“我”参军含着

眼泪从上衣怀里掏出一张三斤的全国粮票，让作者

深深体会到《三斤粮票慈母心》！“打捞时光”这一章

节，内容更是妙趣横生，有童年的游戏《跳白果》、《盼

过年》和《一张黄鼠狼皮》，有年少求学时的《三分钱

青菜汤》、《屋后喜鹊窝》和《露天电影》、《难忘的日

子》，有《未休完的探亲假》让读者明白军人无论在平

时战时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宁可多牺牲自己的利

益，蒙受再大的委屈，也决不向组织讨价还价，说一

个“不”字。“人间万象”这一个章节，里面的人物描摹

是那样鲜活生动，边看边在脑海中想着一位位乡邻

说话时的神态，做事时的习惯动作，理解了他们的喜

怒哀乐，也明白了人不必《爱小》、《摆架子》、《小心

眼》、《装面子》，不能成为

《势利鬼》、《阴缺鬼》、《活

蜡烛》、《长舌妇》、《促狭

佬》，更不能《没上没下》，

要做个《村里的贴心人》和

《老君子》，会让人记着一

辈子，永远怀念。在最后一个章节“多彩岁月”里，我

真切地感受到张纯玉对家乡的无比眷念和深深的祝

福。

文字其实就是一种记录，记录过去的艰

辛，只为珍惜现在的幸福。张纯玉的文字多数

是对那些烟火人生的一种记录，像对自己的父

亲母亲、对那些形形色色的乡邻的记录，这样

的文字如深秋的暖阳，清泠泠之处多了丝丝缕

缕的温情，让读者感受到人间真情处处在，公

道自在人心中。

整本书方言写作是一大特色，如：头顶露

水脚踏霜。摔个跟头抓把泥。日不做夜摸索

……在文中比比皆是，诙谐幽默，乡土气息浓

厚。人物鲜活是一大特色，如描写《惹不起的老

妇》中：可那老妇一骨碌从地上站起，一看是村

西头“不要命的”儿子，她翻翻白眼，细言细语

地说：“怎么是你这个臭小子干的？”一连串的

动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老妇由耍泼到无奈的

变化。

张纯玉先生已近安享天伦的年纪，却手持

彩练当空舞，不禁想起红炉点雪———通红的炉

火，洁白的雪花，即使知道靠近也只是片刻的

暖，却爱得不管不顾，投入文字的怀抱，无怨、

无悔。

马拉松文化
□姚维儒

对上海国际马拉

松赛事，我一直很期

待，但“广马”选手猝

死和“北马”千人接受

医疗救助的消息，给

上海马拉松组委会及参赛选手都敲响了警

钟，健康之跑竟引出生命之问。我认为，马

拉松是对体能极限的挑战，长跑则更具健

身意义，参加半程或全程马拉松，请量力而

行。

大家都认为，这届马拉松赛事是组织

得最完善，最体现人文关怀的一次赛事，赛

事十天前，我每天都能收到“上马”的温馨

提示。醇厚的关爱、科学的指导、慎重的提

醒，如蜜糖般地滋润着每个参赛者的心田。

为了让三万人顺利跑完马拉松，组委

会为每位选手都上了保险，半程、全程的最

后阶段每隔 50米有一个人在关注着你

……

体育，一道流动的风景线，马拉松赛事

更是一道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何况是在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早从媒体得知，今年的

马拉松比赛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海景观

体育，它集中体现了上海城市发展和历史

文化的积淀。全新魅力美景的马拉松跑道，

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马拉松路线之一，我

虽说对上海非常熟悉，但心中仍充满着激

动与期待。现在许多城市的马拉松赛事，都

力求将其最好最美的路线向世界展示，今

年家乡扬州半程马拉松路线就是最好的例

证，运动员跑在路上，犹如时空旅行一般，

感受的是2500年的人文史脉和“唐宋元明

清”的历史遗迹，体验的是“从古跑到今”。

所以说，体育与文化密不可分，相互渗透，

相互滋养着。马拉松赛事本身就是一种文

化载体。

赛前几天，我很关注上海的气象变化，

知道上海每天都在下着小雨，

心里还真有点纠结。12月1日

入住宾馆，夜里的雨竟下个不

停；2日开赛前天空仍飘落着丝

丝细雨。穿着裤头汗衫外罩一

件简易雨衣立在初冬凌晨的雨

下，还真有点冷，但大家相拥在

起跑线上，并不觉得冷，心里填

满的是力量、勇气和期待。

上海是一座奔跑

的城市，外滩沿线、浦

江两岸屹立着现代上

海的摩登巨变，金陵

路上，老上海的风情

袅娜袭人，南京路是十里洋场的最佳体现，

静安寺、淮海路、西藏路则是上海百年经典

的海派写照，一座座建筑就仿佛是一个个

凝固的音符，我们奔跑在跑道上，身边掠过

的是城市风貌的载体，是热情观众的簇拥

与欢呼，让大家记住的是体育精神的传播、

现代文明的传递、传统文化的展示，更主要

的是让人们记住了什么是马拉松。

开赛当天，整个上海都仿佛停止了脚

步，从外滩到上海体育场，沿线无车，一切

为马拉松赛事开道，快节奏的上海人驻足

停顿，亲身感受低碳环保的绿色运动，他们

热情地为运动员加油呐喊。我与三万人一

起奔跑在上海的跑道上，心中漾着极大的

快意与自豪，脚下的步伐也不由地轻快起

来，比赛成绩是次要的，更主要的享受赛程

的氛围与快乐。一路上告诫与鼓励的提示

真的很温馨，保健救护真的很周到，在开始

的十几公里，C3761号选手放慢速度甘做我

的“兔子”，关心激励的话语让我好感动，这

些不正是马拉松文化的最好体现吗?

试问，我们中的很多人请假、自费从全

国各地来到上海，比赛完马拉松又匆匆赶

回去，为了什么？为的是享受马拉松快乐的

同时，传播马拉松的精神和文化。

跑步，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件枯燥

乏味且辛苦的运动，但对于长跑者而言，每

次马拉松就是一部浓缩的人生。一个单位、

一个地方，跑马拉松的人多了，就自然成就

了某单位或地方的马拉松文化，成了一种

正能量。你注意了吗？参加马拉松的人，都

很健康和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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