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湖小镇
! 王忠清

绿色是农村的生态底色，但把
绿色做成珍贵化、差异化、彩色化的
园林并不多见。但在北纬320、东经
1190，一个叫高邮毛港的地方却有
此神来之笔。

毛港东临高邮湖，是一个物产丰饶、乡贤辈
出的好地方。珠湖小镇就是乡贤带着浓浓的家
乡情怀在此打造的一处秦邮新景。

江南水乡自古多能工巧匠，南京夫子庙、北
京五凤楼从未缺少过他们的参与。珠湖小镇同
样展现了他们的匠心，借景珠湖、用景田园，裁

山叠石、引种补植，尽显鬼斧神工之
能，以至开园数日，迅速成为网红。

说是小镇，内无居民外无集市，
其实是个园林，取了个时尚的名字
罢了。“小镇”虽然袖珍，但人文底蕴

丰厚，唯一缺的就是时间的沉淀。时间是需要珍
惜和利用的，所以我又顺道来了这临湖肺叶、亲
水氧吧般的园林。逛了一圈订了下次来的计划：
春游湖堤、夏赏荷花、秋观明月、冬看瑞雪。

珠湖小镇，你不负我我不负你，下次肯定还
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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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进城
! 郭德荣

深秋时节，害了场大病。
住院治疗期间，儿子从江南回
来，在邮城北海深处，觅得一
所旧居：一方庭院，一幅阳光，
一架凉棚，数盆花草，三室一
厅，虽小，但也清静，且不登高爬楼，适宜
老人静心养病，清心养老，我表示满意。就
这么定了，于是紧锣密鼓地安排工匠整修
装点，择日由小镇搬到城里来住。

搬家，对某些人来说，也许不是件难
事。只要腿一抬，包一拎，拍拍屁股就走人
了，但对于我，就有点复杂了。在老宅寒来
暑往住了几十年，存有祖辈代代相传的古
董，有逐年添置的什物，还有各类书籍报
刊杂志。坛坛罐罐、箱笼杂碎，真有那么一
大摊子。哪些带走，哪些丢弃？实在是件头
疼的事。

在众多的物品中，最难舍弃的应当是
一些老物件。它们虽不起眼，但岁月久矣，
且深深铭刻着祖辈生活情趣的烙印。有一
只瓮缸，紫黑色，表里双面涂釉，口小肚
圆，似一尊弥勒佛。这是酒器，可储酒二百
斤。据家谱记载，我家祖辈均是木匠，最盛
时，有十八张斧头，庄前的河里扎有木排，
可结队外出砌房造屋，钉船造车，带料包
揽大型建筑工程，亦可替人家箍桶盘盆，
制作桌椅条台，总之，水、旱、方、圆等木工
技艺俱佳。可想而知，当时定是人丁兴旺、
生意兴隆，于是杀猪、酿酒，工余吃肉豪
饮，不亦快哉！此瓮就是当年祖辈盛酒用
的，据推测，距今已有二百多年了，闻闻，
尚有悠悠余香。

还有一对小杌子，边角已被磨损，色
泽斑驳，平平常常，并无特色，但它是母亲

陪嫁品，母亲如健在，已有百
岁，而此件也应有八十多年
了。小时候，我清楚地记得，只
要有闲空，母亲就搬着杌子放
在阳光下或树荫里，缝制、修

补大人、小孩子的衣衫。母亲手巧，还用各
色绒线绣花纳锦。祖母的头巾、小姑姑的
鞋头和我们孩子的风帽上，都绣有各种花
鸟的图案，栩栩如生。平时，找她帮忙的人
也多，她从不拒绝，有时，只是轻轻叹口气
说：“巧人是拙人的奴哎！”想想也真是。见
到这杌子，就仿佛见到了慈母的容颜。

客厅里有张方桌，柏木膛板，严丝合
缝，做工极其考究。马未都先生说：柏木贵
有猫眼，我这桌面上数对猫眼，水灵活现，
顾盼生辉，似与我作情感交流。抚之，摩
之，不忍释手。

再就是难搬的书籍了。藏书是我一大
嗜好，从青少年起至耄耋老翁，其趣未减。
到城里出差或办事，只要有空，就泡书店，
囊中再窘，也要挤点出来买几本。深知书籍
是精神食粮，是通往未知世界的门户，因
此，对书的处理不敢草率。其实，有的书已
是藏而不读，备而不用。这样吧，先精选部
分带上，其余则打包暂存，待后再作处理。

其实，真正搬不走的是乡思，是对故
土的眷恋。村里有一个老干部，年轻时随
军转战至广西，后就地转业，离休了，几十
年来都未回过乡。不久前，突然回来了，为
的是安排一席基地，说是，百年后要魂归
故里。可见乡情根深蒂固。

进城了，再见吧，我那醉美小镇，我那
留有汗迹和体温的老宅。

太阳花开
! 陈聪

爸爸八十岁，正逢他的新书《烟柳
依依》首发，可喜可贺。

爸爸八十岁，笔耕六十年。由于长
期伏案写作，2012年他查出了严重的
颈椎增生，脊髓受压，用医生的话说，

“四车道”变成“单车道”了。好在专家的手术非常成
功。我们以为，爸爸闯过了一关，可以又精力充沛地
干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了，但是失眠、焦虑、忧郁接踵
而至，爸爸像变了一个人……直到两年后，他才慢慢
走出疾病的阴影，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爸爸还是
我们小时候认识的———世界上最温和慈祥的爸爸。

爸爸饶有兴趣地又提起笔。一篇《跑友》发表
在《高邮日报》上：“我已尝到跑步的甘甜，告别了
忧郁，觉得跑步是每天的必修课。广场的太阳每天
都是新的，从这里起步，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放
飞。”许多亲朋好友看见：老陈病好了。

《烟柳依依》中的大多数文章，就是爸爸在病
愈后写出来的。爸爸像一个辛勤的农民，重新回到
了熟悉的田头，把耕耘、播种看作他的本分，庄稼
生长着，他快乐着。

书中的许多文章，我应该算是第一读者，我在
文字录入之初就看过。爸爸修改文字稿，我帮他修
改电子稿。这次成书，我又做了力所能及的初校，
再次读了一遍。我渐渐感受他倾注于笔端的温情，
常常使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过去。

小时候我们家住焦家巷和临泽粮站南大门。
初夏时节，仿佛在一夜之间，花坛之中或旧花盆
里，就会齐齐地冒出紫色的小芽，蛰伏了一个冬春
的太阳花种子被唤醒了。然后，它们由紫变绿，由
弱而壮，打了朵儿，开了！开了！在初夏的晨光里，
红的黄的粉的，各色的太阳花迎着太阳绽放，那么
娇小，但那么新鲜，由不得你不喜欢。

我在爸爸指导下，曾写过关于太阳花的作文。
先描摹花的形状、颜色，再说为什么喜欢它，最后

要升华一下主题思想，那就是太阳花
又叫“死不了”，随便掐个花枝，土里一
插，就能活，生命力旺盛如此，我们从
中可以学到……那篇作文得到了老师
的好评。

也许是爸爸当过语文老师的缘
故，他很重视我们的阅读和写作。当
时临泽的小家有个书橱，是把一块墙
壁掏空而成的。《少年文艺》《儿童文
学》《格林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等
等，爸爸为我们准备了不少书籍。当
时我上三年级，妹妹上二年级，爸爸
让我们写日记，“写每天最有意义的
事”，写一行空一行，让他批改，再纠
正错的字、词、句。我还鼓动萌萌的妹

妹周末一次性写七天日记或者提前记
录下“明天最有意义的事情”。

多少个夜晚，我们姐妹和爸爸一
起在灯下伏案学习，爸爸忙爸爸的，我
们忙我们的。每每遇到家中的一位长

辈来访，他总是善意地提醒爸爸：女伢子，说不行
就不行！爸爸只是默默听着。其实，我们姐妹的个
性特点、学习习惯，爸爸妈妈都了如指掌。爸爸妈
妈为我们的点滴进步感到高兴，又总是以最大的
宽容容忍我们的失误和顽劣，鼓励我们重新出发。
当然“顽劣”这个词只适用于我，与姐妹无关。

有一次，爸爸陪妈妈到南京看病（我们不知道
看什么病），只是妈妈回家后给我们每人带了一块
手帕，每人的图案都不一样，都被爸爸妈妈赋予了
不一样的涵义。

虽然，学生时代，我们姐妹背的都是用“零头
布”拼成的花书包上学；我们的晚饭常常就是“青菜
搨饭”；我们也会为参加学校集体活动，缺一件合适
的白衬衣或者一双白球鞋，去跟邻家的女孩借用，
但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相对匮乏而留下遗憾，尽
管父母亲承受着极大的经济和精神的压力。正如爸
爸在《汪老与高邮文化人第一次合影》中记叙，
1986年爸爸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球鞋，直到后来大
姐结婚，才有了一双皮鞋。我小时候也曾听见过妈
妈跟她的朋友说：再过五年，我们就要好一点了。多
少个五年在爸爸妈妈的棋盘中度过。爸爸妈妈深深
的关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成长的道路，温暖
了我们的生命之旅，从童年、青年直到现在。

我们总记得，我们姐妹四人去郊游，回来晚
了，走到焦家巷巷尾，远远就看见妈妈美丽的身
影，妈妈已经在家门口等我们了。

现在我的姐妹在外地工作、生活，她们各自建
立了温馨的小家，每年春节团聚，父母仍然是这样
翘首期待。

每当姐妹相聚的时候，我们总要结伴重游小
城里熟悉的老家、小巷、街道，重温我们与父母共
度的少年时光。每次走到大淖巷口，我们总会被一
段旧砖墙吸引，斑驳的青砖，满布苔藓，摇曳的墙
头草，开着紫色的小花。我们常常会各种“搔首弄
姿”，墙前留影。直到我陪同爸爸寻访他外婆的旧
居，我才知道，就在旧墙的对面，那扇小门里，曾经
住过疼爱爸爸的他的外婆，而且他的外婆最后饿
死，就是从这里抬出去的。

我们现在健康、快乐地生活，能够告慰祖辈的
在天之灵吗？

现在，爸爸常坐在窗前的藤椅上，我特地在他
窗前种了一盆太阳花，我相信，迎着阳光开放的小
花能给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带去欢喜。

爸爸，生日快乐！

老妈的世界
! 毛群英

从运河东乡的娘家，到运河
岸边的夫家，老妈的世界，也就
是直径不过十公里的一方狭小
天地。

七十余载风风雨雨，七十余
载冬去春来，老妈蜗居在里下河水乡，从事着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事，忙碌着洗衣做饭、点
豆种瓜的家务，辛苦劳碌了一辈子，直到一头青
丝泛起了霜花，从没有出过一次远门。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这是老妈 73岁那
年，出外游玩后的由衷感慨。那个暑假，在无锡
打工的女儿女婿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来一个“全
家总动员”，将爷爷奶奶一起带到无锡玩几天。
我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知了老妈，老妈先
是开心，转而在电话里讷讷地说：“乖乖啊，难得
你们孝心，我也想出去玩呢，就是我这个心脏病
不讨喜，怕身体吃不消啊。”“没事！由我们照顾
你呢，你和爸爸准备好两套换身衣服，记得把平
时吃的药片带上。”我向老妈“打包票”。

临行前一天，我让爸妈到镇上来，准备明天
一起出发。谁知老妈变卦了：“我还是不去了，怕
拖累你们，让你们玩得不开心。”原来，老妈把出
行的喜讯和庄上的几个老姐妹一说，大家都说
她这个身体不适宜出去玩，老妈打了“退堂鼓”。
我忙解释道：“这次出去，由你孙女婿全程开车
接送，又不用赶大巴。如果身体实在不舒服，就

当我们陪你到那边看病的。再
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出
过一次远门看看外面的世界
呢。”在我的软磨硬缠下，老妈终
于勉强答应了。

午饭后，一家人上了车，开始了无锡之旅。
我不时掉头看老妈，见她和重孙子、重孙女有说
有笑，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一路上，老妈
显得很惬意。

次日一大早，全家来到计划好的中央电视
台无锡影视基地内的水浒城游玩。紫石街、阳谷
县衙、酒坊、东京城楼、跑马场、高唐州城楼、水
泊梁山等景点，我们陪着爸妈一个个仔细欣赏，
跑累了就坐下来歇一会。临近11点钟，景区内
的影视特技类节目演出，更是让老妈看得津津
有味。见老妈的精气神出奇地好，我和她开玩
笑：“下次还出来玩啊？”老妈开心地说：“玩呢，
就是要让你们多花费了。”

吃过午饭，我们又陪老妈来到太湖边，看蓝
天白云、碧波荡漾、水鸟飞翔、杨柳依依，老妈的
脸上写满了笑意，仿佛皱纹也舒展了许多。

去年，我们搀扶着老妈拜谒了无锡的灵山
大佛；今年，又陪她逛了一圈扬州的瘦西湖。明
年去哪玩，我们正在计划中。纵情山水，愉悦身
心，我要让老妈的世界变得更宽广，晚年生活更
开心、更精彩、更有尊严。

猫客
! 王晔

上班，下班，进出小区总会关注的
小猫，仿佛我的车铃声和脚步声，就是
它灵敏耳朵的迎接和追逐。尤其是一
个人一辆车饥饿着肚子的晚归，小猫
远远地热情迎上前来，并一直陪伴走
进黑暗车库的喵喵声，也算是孤独奋战后身心
疲惫的一丝安慰。

小猫已经习惯了跟我上楼，虽然我很少邀请
它。它也很聪明地等我爬上了一层或半层楼，才
从楼梯下快速而轻盈地跳上来。有时站在我的脚
步前，似乎想和我玩游戏，一定要我说了“小猫你
拦着我怎么上楼”，它才听懂似的继续向上蹿行。

小猫其实只是小猫，可是当它随我爬楼并
走进了我家里，她就已经是我的猫客了。虽然我

不好请它落座沙发，再奉上茶水，但我
会寻找可以招待它的食物。而小猫总
是不安分的客人，它会闪亮着眼睛观
察四周，也会到客厅和厨房走几步，等
我拿了火腿肠用剪刀剪开并一小段一

小段地放在它面前请它吃。如果没有找到火腿
肠，也至少会有牛肉或者香肠什么的喂给它。如
果刚好有妈妈煮了鱼来，就最好不过了，鱼头和
鱼尾，应该是它与生俱来最喜欢的美味吧。

因为楼道不是声控灯，我会提醒小猫吃完
了下楼梯注意。后来才后知后觉小猫就是黑夜
的精灵，越是黑暗它的眼睛越显光亮。我怎么还
担心它下楼梯的安全？也许我觉得它是我的客，
是客就应尽待客之道，即便它只是一只猫客。

独生子女这些年
! 陆兴新

我们———1990年以
后出生，被叫做“90后”，
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

其实小时候，我并不
觉得独生子女有多特殊。
因为我的表哥表姐堂姐等等所有同辈的亲
戚，统统都是独生子女。这种共同的特征，并
没有让我意识到独生子女有多特别。直到进
入了小学，偶然听说班里有一个男同学，竟
然有个姐姐，嫡亲的姐姐。我们很是惊讶，更
多的是好奇。于是，在某个放学的黄昏，我们
一溜烟地穿巷绕街摸进他家。他的姐姐起初
是一个亭亭玉立的背影，一转身，我们几个
小屁孩，还没有学会隐藏自己的情绪，顿时
哑然。因为她的姐姐右半边脸扭曲变形，分
明是经过大火肆虐的痕迹。原来这才是这个
男同学成为二胎的原因。 似乎因此，在我
们没心没肺的成长记忆中，偶遇的非独生子
女反而比较奇怪。如果不是头一个孩子有缺
陷，就是父母生了一个女儿后，想要再继续
生一个儿子继承香火，即使那要缴纳高额的
罚金。

作为独生子女，我的孤独感就是：没人
帮我写作业。小学一年级时，有一个男同学，
突然被老师揪起来拎出去。不多久后，灰头
土脸回来。老师在班会上揭晓了事件真相：
他鬼画符的字迹，突然变得秀气工整。老师
纳闷，顺藤摸瓜查到他的亲姐姐是同校六年
级的学生。 当时我的想法是，有个亲哥哥
亲姐姐真好啊！在我厌倦了暑假作业时，央
求她或者他，一定可以代劳。我在学校闯了
祸不敢回家时，可以先找除了父母之外，却
又血脉相连的至亲寻求庇护。

最孤独的还不是这个。一到假期，父母
工作，怕你溜出去闯祸，房门一道反锁。于是
同一层的独生子女只好隔着防盗门，挥手相
看泪眼。想想，如果是两个人，可以“揭蹦
蹦”，可以玩“抽乌龟”，如果是三个人，可以
玩“斗地主”，跳橡皮筋。特别是小时候，爸妈
忽然集体加班，黑黝黝的家里，就剩我一个。

那种孤独和恐惧，简直有
些童年阴影。

于是，我们大多和表
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情
比金坚”！因为大家都是家

里唯一的孩子，所以年纪相仿的表姐，一下
子成了和我分享童年和少年的人。一起看美
少女战士，一起喜欢灌篮高手的藤真健司
（直接影响了彼此的审美），一起抛飞碟。在
同一个学校的我们，一起议论自己喜欢的老
师。暑假的最后一天，我帮她写书法作业。她
按时陪我看老师规定看的成语故事。但是，
拥有一个年纪相仿的表哥，绝对是噩梦。因
为他在亲戚里没有同龄的男孩，只好把我当
作戏弄的对象。黑漆漆的楼道里，他在后头
尖起嗓子叫：“鬼！来！啦！”闲得无聊时，非
要和我斗一斗五子棋。初中时，非逼着我打
他喜欢的女生电话，“如果是她妈妈接的，你
就让她接哦。”表哥嘱咐我，结果是女孩的声
音，他一把夺过，轻声问了一句：“那个，今天
作业是什么啊？”这没出息的！一起长大的我
们，没有大人间的居高临下，即使外出上学
分隔多年，也不会生疏。

大学时，才发现这世上竟然有那么多不
是独生子女的同龄人。在惊叹他们的父母是
怎么在政策之下，继续多生多育的同时，我
忽然长大。我发现，“小公举”的世界变得沉
重了起来。爸妈真心希望你能靠近他们身边
就业、结婚。因为你是他们的唯一。当爸妈年
老，你必须呵护床前，为他们做他们曾经为
你做的一切。因为你是他们的唯一。如果你
爱上了一个和你一样的独生子女，赡养四个
老人的职责落在了你肩膀。因为你是他们的
唯一。有人说独生子女更有冲劲，有人说独
生子女冷漠自私，以自我为中心。当我从完
全无意识独生子女的特别，到饱受孤独的童
年，再到和表亲邻居的孩子们发展出根深蒂
固的友情，再到渐渐笼罩在独独属于我们的
阴霾下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生子女，
这很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