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水漂
! 朱桂明

立秋以后，一场秋雨一场凉。几
场下来，走在小桥河边，神清而气
爽。临水柳树，重新妩媚起来，又在
轻吻着小河的脸。小河涨秋水，两岸
突然变阔。

上学前，放学后，码头上尽是小
男孩。他们做着同样一件事，打水漂。

打水漂，小男孩都喜欢。它需要一个条件，那就
是水面要广要大。水面狭窄，一不小心，水漂飞不了
多远就飞上岸，不好玩。

现在，涨秋水了，正是打水漂的好时机。因此，
我们提早去上学，哪怕只打个五分钟，也是快活的。
放学后，书包放岸边，码头上比身手，看谁水漂打得
好。

小桥与察院桥之间，南岸的码头上，小男孩最
多。我和秦林冠最靠近，必然要来。东后街我的同学
秦志彬，也从察院桥那边赶了过来。

打水漂，很讲究。
瓦片，是打水漂的用材。瓦片有薄有厚，厚的

重，易下沉，要挑薄的。瓦片有大有小，大的也重，亦
易下沉；但过小，与水触面不够，同样会下沉。这里
有个“作用与反作用”的力学问题，是后来知道的，
当时全凭经验。

姿势更重要。瓦片挑得再好，姿势不对，打出去
也是白费材料白费力气。一般人都是用右手打，此
时身体要向右倾斜，蹲腿成弓步，右手尽可能地与
水面接近。目视左前方，寻找瓦片与水面的第一着
力点。这个点与右手之间的虚拟直线，同水面交接
而成的虚拟角，度数要小。如此打出去，水花多，水
漂飞得远。现在这么说，也是学过力学之后才知晓
的。

比赛就要开始，小滑子宋增旬
也来到对岸，他做裁判。

比赛分三轮。第一轮，按年龄大
小，从大到小。秦林冠第一，我第二，
秦志彬第三。

第二轮，还是按年龄大小，从小
到大。秦志彬第一，我还是第二，秦林冠第三。

第三轮，由小滑子决定顺序。我第一，秦彬志第
二，秦林冠第三。

三轮下来，小滑子宣布名次。我第一，秦林冠第
二，秦志彬第三。

我是一轮比一轮好，特别是第三轮，精彩极了。
小滑子高喊“预备———”，“起”字刚落，我就出

手了。有了前两轮的试手，我已有十足的把握。
“嚓———”瓦片准确命中第一着力点。
“噼———”瓦片击水腾空飞起。
“噼———嚓、噼———嚓、噼———嚓……”飞起，落

下；飞起，落下；再飞起，再落下……飞起，一朵水
花。落下，又是一朵水花。

一连串的声响，一连串的水花。瓦片飞远了，声
响消失，水花还在继续。后面的水花平息，前面的水
花又溅起……

“好！”“好！”“好！”两岸喝彩声不断。
一看，全是爷爷叔叔辈的。我知道，他们是行

家。住在水边的男人，小时都会干这一行。
得到他们的夸奖，飘飘然的我，看看站在旁边

的秦林冠，笑了。
秦林冠将头一扭，偏开我的目光，怏怏不乐地

走开了。
秦志彬就不一样了。他什么时候都乐呵呵的；

拿个第三，还是高高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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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泰

陈景国老师只比我大几
岁，但，他是我的老师，是我的
美术老师。

景国老师做过知青，我也
做过。他爱好美术，我也爱好
美术。他成了画家，我没成！

大约在一九七四年，由于爱好美术，我们相遇在县
文化馆。当时，县文化馆经常举办美术培训班，集中搞
些美术创作，也时有知青带画稿给朱葵老师指点。那天
正好有几个人围着朱葵老师看画，听他点评。景国也出
示了自己的画，那是一幅八开大小的线描，一组人物，
工人与学生围着一组齿轮，画题是《方向不能错》。景国
用南京普通话向朱老师解释道：学生到工厂学工，工人
师傅向学生说明齿轮是怎样转动的，并告诉学生，齿轮
转动的方向不能弄错了，暗喻教育革命的方向不能错。
那时，我知道了陈景国。那年，他是高邮师范学校的学
生，我是知青。

后来，他毕业留校当了老师。留校实习期间，他曾
给学生上过汉语知识方面的课，由于紧张，满脸通
红。当时的学生与老师年龄相仿，比老师大的老三届
插队知青大有人在，课中的紧张免不了。当时师生面
对面的场景一定有些尴尬，有些滑稽好玩。这些师范
二年级学生中，有我后来的爱人。那年，景国先生是
她的老师，我还是知青。后来景国老师专教了美术，
从此他能够大显身手了。

一九七八年秋，我考上了高邮师范，离开了插队
十年的农村。那时正是抓纲治国、大干快上的年代，
高校扩招，高邮师范的普师升为大专，普师教学由各
县区的教师进修学校担任，于是我们由高邮师范的
校门转跨进高邮教师进修学校的大门。

当时能够考进中专是不容易的，学生由插队知
青、回乡知青、民办教师和初、高中应届毕业生组成，
同班同学中年龄跨度也大，还有初二毕业班师生同
进一校成为同学的。

普师教学的工作比较严格，三字一画，音乐美术，
生理卫生，一样不少，就是不设英语课。教师进修学
校的专业老师不够，音乐、美术、体育，后来还有化学
课，均由高邮师范的老师担任。好在两校是地处一条
巷的门对门，来去方便，好些课都到师范去上。美术
就是景国老师了。我认识他，可他不认识我。我有一
点美术基础，他的课，我上得很认真。简单的静物写
生，纹样，单独纹样，连续纹样……课上，我的作业总
是被景国老师表扬。一次静物素描，同桌吴玉元把我
的作业签上他的名交了，我又匆匆重画一幅。景国老
师阅后发下来，我这一张作业的分数还是比吴玉元
的高。吴玉元笑我说，明明这幅没他那幅好，陈老师
是看名字打分。同学们也笑。学习纹样课后，景国老
师要求大家创作一幅连续纹样的作业，又出现了几
张我的作业，还是我署名的分数高。这大概就是印象
分吧。

师范一年级上学期，音乐、美术两科都要上，下学
期就分了音乐、美术两门艺术类的课，任学生自选一
门，而音乐鲜有男生。班主任老师动员我选上音乐。
我是班干，无奈只好放下美术而上了音乐。后来听得
同学说，陈老师在课上问，某人哪去了，怎么不来上
美术课呢？就这样，我与景国老师的课失之交臂，实

在是件遗憾的事。
一九八 0年毕业，第二年

暑假后我进了实小做教师。教
了两年六年级语文后，改教六
年级数学兼美术、任班主任。

班上一学生叫陈新征，美术作业与众不同，其他同学
画画是糊差事，而他的作业一枝独秀。我夸他作业画
得好。他说我爸爸也画画呢。我忙问是谁。他说在师
范做老师，叫陈景国。从此，景国老师儿子的美术作
业也有了我给的印象分了，但数学却是不可以打印
象分的。陈新征很聪明，小学数学不在话下。真是与
景国老师有缘，当年我是他的学生，如今，他儿子又
成了我的学生。

我儿子上小学了，居然也有那么一点喜欢涂鸦的
兴致。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赶忙把他送到工人文
化宫办的少儿美术班。送他到学校，一看，居然是景
国老师任他的课。我对儿子说，你好福气，陈老师是
老爸的老师，你要认真学了。在景国老师的关照下，
儿子的兴趣大增，这中间，印象分自然是少不了的。
虽然后来儿子终究没有学习美术类，但陈老师们给
他的艺术欣赏与审美的眼光，却使他受用至今。景国
老师也一直记挂着我儿子的情况，一次遇到我，还特
地要去了儿子的博客地址。

过去了多少年，孩子们都大了，我们都退了休。我
上了老年大学的国画班，学校组织参加老年书画协
会举办的专家讲座，专家就是景国老师，他还是我的
老师。讲座上，他介绍了身为漫画家的父亲给了他的
艺术熏陶，介绍他自身的孜孜以求和长期坚守才取
得今天的成果。

景国老师如今是高邮的第一位中国美协会员，是
作品丰盛的漫画家。他的作品以小见大，水墨色彩的
介入，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丰富了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公益题材的运用，拓展丰富了漫画弘扬正能量、
歌颂社会进步的功能，也使他的作品成为宣传高邮
这座城市的名片。

景国老师与人为善，以和为贵。天山实验小学的
吴老师是他的学生，吴老师培养学生爱美画美，带领
学生成立了漫画兴趣小组，师生有一大批作
品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成了学校教育的一
大特色。无独有偶，安徽一位漫画家的作品被
高考命题组选用，作为看图作文的原型。这幅
画与吴老师学生发表的作品高度相似。吴老
师认为安徽的漫画家剽窃了他学生的作品，
欲上法庭维护自己作品的权益。一时小报记
者纷至沓来，采访吴老师，还有人特地来采访
景国老师，问他对学生的做法有什么看法。景
国老师劝学生退后一步天地宽，打官司花钱
费时费精力，且这种相似也并非就一定是抄
袭，思路相同、表现形式相似的撞车是可能存
在的。在景国老师的力劝下，吴老师放弃了打
官司，与安徽的漫画家言归于好，终成画界一
佳话。

景国老师年近七旬，已是中国美协会员
的他，仍不忘初心，坚持每日作画。在这里，我
祝景国老师身体健康，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

律动的美
! 远方

说到美丽高邮，
人们无不称颂大运河
的白帆点点和高邮湖
畔的落日霞辉，无不
赞美饱经千年风霜的
邮驿之路和聚世代风流的文游高
台，无不讴歌改革开放带来的日
新月异和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
果，而我今天还要赞美的是，遍布
在邮城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绿茵
广场和塑胶跑道，它们如一颗颗
律动的明珠，向人们展示了古城
高邮青春、时尚和奋力向前的美
丽风姿！

曾几何时，在高邮，塑胶跑道
除了学校和体育场有，其他地方
就没有了。近几年来，在成功举办
了五届高邮运河马拉松以后，高
邮运河马拉松的影响和地位，不
仅在全省乃至全国受到华丽尊
崇，在高邮亦掀起一股超强运动
风暴。无论男女老少，不管是机关
官员、企业白领还是退休员工，都
席卷入跑步热潮之中。他们每天
都在奔跑中坚持着。他们克服没
有专门场所的困难，穿行在大街
旁的路道，穿行在各种各样的空
旷地段。也有人选择去了运河大
堤，可由于距离的缘故，很多人是
不方便上大堤的。他们热切地希
望改变健身环境，希望不仅能有
个绿荫环绕的场地，最好再能有
一条绿色的塑胶跑道，让更多需
要健身锻炼的人能走出家门，走
向绿色空间。

近两年来，市政府顺应民心，
关注民生做实事，为老百姓建设

了十多个景致雅观、
新颖别样的城市文化
体育公园，特别是在
公园广场开辟了多条
高质量的塑胶跑道。

从最早的蝶园广场、净土寺塔广
场、海潮市民广场、文游广场到最
近的市河生态文化休闲风光带、
城南经济新区城市客厅、大寨河
体育休闲公园，可以说高邮的东
西南北中，几乎都有了新建的广
场和跑道（应该还有许多已建或
正建的，恕不一一列举）。现在，人
们大多都能在离家不远处找到合
适的广场跑道，实现了“公园搬到
家门口，绿茵跑道脚下走”的愿
望。这些是从前想都不敢想、找都
找不到的美景啊！而这样的美给
了人们愉悦、充实和健康。

我家住在城南，以前跑步要
到运河大堤上，为了保护膝盖有
时也到高邮中学的塑胶跑道上去
跑，但总有一些不便，常常纠结。
一天，先生告诉我，大寨河西面有
一条跑道呢。我立即去查看。呀，
果真！这是建在大寨河体育休闲
公园中的一条塑胶跑道，它掩映
在一片绿色植被中。刚刚建起的
公园，虽没有很高大的树木，但小
桥流水、亭台翘檐样样俱全。最有
趣的是，有天早晨跑步间，我在河
边的草丛中竟遇到一只大乌龟，
足有二斤重，可见这里的生态环
境是多么好！每天我顺着跑道来
回跑八圈，加上从家里出来的来
回距离，足足有八公里呢！

小姐坟的故事
! 胡小飞

妻子老家在临泽
镇营东村，村庄西南
角曾经矗立着一座近
10米高的硕大坟丘，
人称“小姐坟”。

时光无法还原那个富家小姐的
离奇身世，所有关于小姐坟的传说大
都来自老人们的口口相传和民间对
这座无碑坟冢的种种猜测。百年前的
某天，来了一支长长的迎亲队伍，一
行人吹吹打打，欢天喜地，抬着花轿
往回走。新娘是位富家千金，身着红
裙，蒙着盖头，正在轿中憧憬未来美
好生活的时候突发疾病，香消玉殒。
家人伤心欲绝，将她葬在了迎亲途中
病故的地方，因为没有子嗣，无人树
碑立传，故而有坟无碑。风水先生嘱
咐再三，葬礼结束后，所有亲属不能
回头看坟。刚出村口，其中一人按捺
不住内心的好奇，偷偷回头望了一
眼，惊出一身冷汗，矮小的坟茔已经
长得跟小山一样。人们发现，因为他
的这次回眸，小姐坟停止了生长。

老人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
在想，如若没有人回头，小姐坟会不
会像孙猴子的金箍棒一样，越长越
高，直入云霄？离奇的故事还没有结
束。村里至今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大
凡小事莫发愁，小姐坟前磕三磕，盘
碗茶盏样样有。”据说那位小姐生前
富足善良，死后依然慷慨大方，无论
哪家遇到红白喜事，缺少盘盘罐罐，
只要在小姐坟前烧些纸钱，磕上三个
头，默默祷告一番，第二天清早，所需
的盘碗茶盏就会出现在磕头祷告的
地方，主家用完再放回原处，有借有
还，下借不难。一边求盏不绝，一边有
求必应，一时间小姐坟的灵验无人不
知，村里人经常看见夜幕下小姐坟方
向纸灰飞舞、火光冲天。后来因为有
人有借无还，任世人再怎么磕头祷告
也借不到茶盏了，小姐坟渐渐少人问
津，成为一座荒冢。

对于小姐坟的来历和借茶盏这
两件事，村里的老人言之凿凿，但是
对于“小姐”的身世，却一问三不知。
文革以前，每年清明都有人到小姐坟
扫墓，他们爬上高高的坟丘，将坟帽
子恭恭敬敬地安放于坟顶，插上一枝
杨柳花，烧点纸钱，磕头走人，从不与

旁人搭讪。后村的范
姓某户家里不太平，

“大师”托着罗盘、环
顾四面之后，定性为
小姐坟的坟帽子和他

家犯冲。此后每逢清明，扫墓的前脚
刚走，范家人后脚“上山”推掉坟帽。

小姐坟里的宝贝是人们争论不
休的话题。日渐萧瑟的小姐坟一度成
为岳父母那辈人童年的乐园，他们于
散学之后，结伴来到小姐坟捉迷藏、
打野仗、抓蜻蜓、逮蛐蛐，经常看见
“摸金校尉”们留下的盗洞和人工掘
土的痕迹。上世纪 60年代初，当地村
干部为了平息谣言，还专门组织过一
次发掘行动，只出土了一些残朽的棺
木，再无他物，大家才对小姐坟死了
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活条件的
改善，农村掀起了一阵建房热潮，附
近村民争相到小姐坟取土奠基盖新
房。1983年，岳父母也从小姐坟拖土
盖起了新房。1992年中秋刚过，岳母
扫地时发现八仙桌腿脚下隐隐闪发
白光，急忙叫来岳父，移开方桌仔细
查究，从土中拣出一枚铂金耳饰，耳
环下坠以镂空花篮，花叶点缀，一只
山雀立于花丛之中，工艺精湛，造型
别致。岳母爱不释手，将它珍藏在箱
底的木盒中。第二年春节后，岳父心
血来潮，偷偷找到镇上的打金师傅，
将耳环打成了戒指，回家后被岳母数
落了一通。后来戒指遗落，面对家人
的“指责”，岳父总是憨笑着安慰大
家：小姐坟里的宝贝，小姐终究是要
收回去的。我从未见过那枚耳饰，却
时常无端地揣想它精美绝伦的样子。
耳饰究竟是盗墓者不慎落下的陪葬
品，还是路人遗失在小姐坟的，无从
考证。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
度秋。”如今的小姐坟早已平了土丘，
成了农田。晚霞垂暮，金风阵阵，秋意
渐浓，农舍上空阵阵炊烟依依袅袅，
仿佛身着白纱的少女在翩翩起舞。沿
着杂草丛生的乡间小路径自踱步来
到田头，除了远近几处高大的杨树，
尽眼一片绿野平畴。谁能想到，眼前
这块稻穗初熟、绿苗拂动的土地上曾
经有过一座高大坟冢，安息着一位不
知名姓的富家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