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葫
芦
塘
的
新
生

□

朱
雪
萍

大利图：梅子熟了 黄明伟 作

□

郭
迪
善

童
年
乐
事

从忙碌的工作岗位上退休后，
我便一心陪伴孙子读书识字、嬉戏
玩耍，沉浸在含饴弄孙的乐趣中。
这种乐享天伦的生活，我很受用，
也很满足。孙子天真烂漫的笑脸，
常常把我拉回到我的童年时代，那
段充满酸涩而又快乐的时光。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末，我的童年正逢国家遭受了严
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粮
食生产连年歉收，人们吃了上顿
愁下顿，青黄不接时，只有少量番
薯芋头能充饥。我家里的生活更
是窘迫，从小一直到长大，我没有
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吃过
一个馒头包子，更没有见过水
饺。尽管那时候生活清贫，但大
家积极向上，热爱集体，一心为
公，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空前高
涨，恨不得一天干完两天的活。

我们那时年龄尚小，不知道大
人们的艰辛，一天到晚总是疯疯癫
癫地打泥仗、捉迷藏、捉鱼虾，弄得灰
头土脸，浑身脏兮兮的，直到玩累了，
才会各自回家，被父母臭骂一顿后，
第二天又乐此不疲地继续昨天的

“战斗”。
我们那个屋场比较大，有六七

十户人家，家家户户有三五个小
孩。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也没

有电视看，我们便因“地”制宜，
“土”中取乐，变着花样玩。天气晴
好的夜晚，是最适合打野仗、捉迷
藏了，小伙伴在草垛中、旱地里追
逐打闹，开心奔跑。夜空中，那皓
洁的月亮，那繁繁点点的星星，就
像孩子们清澈的眼睛，一眨一眨闪
闪发光。我们在平静美好的夜空
下，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苦累，忘记
了忧愁。

抓鱼虾是最惬意的一项活
动。我们屋场的村口有一条小溪，
小溪往东五百米是一条宽阔奔涌的
大河。小溪大河就像两条一大一小
的玉带，绕村而过。那时，河水清

澈，鱼虾浅底，成群结队。我们在岸
边叉鱼，或潜下水里捉鱼，在鱼儿产
卵季节，每天能弄上好几斤鱼，吃不
完就在锅里烘干，以备招待客人，或
提到圩上卖，换些零钱补贴家用。

看电影是最甜蜜的童年记
忆。那时，每年都有送电影下乡巡
回放映活动，电影队事先策划好路
线，由远及近轮流放映。我们村那
一片有四个大队，每个大队放映一
至两场。放电影前，大队干部或生
产队长都要发表一番讲话，若遇到
啰唆的干部，大家都很不耐烦，巴
不得早点看电影。我们这些小孩
子，特别喜欢看打仗的电影，像《地
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
侦察记》这类战争片，百看不厌。
只要来了放映队，我们几个屋场的
小孩都不约而同地追着去看，从上
村到下村，从郭庄到邹屋，一场不
落，不看完不罢休。

磨难砺志，时代树人；不经风
雨，难见彩虹。我十分珍惜童年时
代的快乐时光，也十分珍惜那段艰
苦的生活经历，正因为有这段难得
经历，才使我上好了人生的第一课，
提高了劳动技能，学会了吃苦耐劳，
磨练了身心意志，懂得了人间甘苦，
体会了处世道理，树立了人生目标，
收获了人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山塘街始建于唐代宝历年间，白居易任苏
州刺史时率百姓在虎丘山环山开河筑路，东起
运河阊门渡僧桥，西至虎丘山望山桥，与运河相
接，河塘旁筑堤，堤岸桃花芬芳，河上碧波荡漾，
因街河长约七里，故称“七里山塘”。

苏州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吴文化的发源地。
七里山塘位于苏州古城姑苏区，中间一条河，左右
两边是条街，这条河与这条街相伴了1200多年。

坐在船上观赏山塘，一河一街的绮丽风
光，一览无余，“舟随橹转，树合溪回，鬓影衣
香，宛坐天上”。在一条条幽幽小巷、深深庭院
中，有多少娓娓缠绵的爱情从山塘河的柔波里
流过，又有多少前尘往事勾串起了经年旧约的
江南春梦。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也曾在此
守望过踏上归途的冒辟疆，正合了周瘦鹃那
句：“七里山塘春水软，一声柔橹一销魂。”只是
多少明媚春光已不再来，斑驳的历史痕迹在身
边无声地流淌。泛舟山塘，两岸的灯光映衬出
山塘的千年诗画，古老悠远的吴韵仿佛就在耳
边轻响，一条山塘河，一艘画舫，一曲丝竹、一
杯香茗，真会让你不知身处何年。

漫步山塘街，满眼是临河人家。小桥依旧伴
流水，绿树萋萋满长堤，红堂会所依旧在，故人已
去百千年。山塘街，自古以来是苏州人游玩赏景
的好去处。山塘三节会、山塘灯船、吴歌赛会，让
这个天堂里的街市成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
风流之地”（《红楼梦》语）。白居易诗曰“买鱼沽
酒，行旅如云；走马呼鹰，飞尘蔽日。晚村人语，
远归白社之烟；晓市花声，惊破红楼之梦”，恰是
旧时山塘的生动写照。而乾隆七下江南，七次途
经山塘，也曾写下“山塘策马揽山归、淡荡韶春鞭
漫挥”这等风流诗句。如今繁华的山塘街上，店
铺、住家次第相依，既有苏州老字号采芝斋、五芳
斋、乾生元等小吃店，也有吴韵茶庄、桃花坞木刻
年画、紫檀木雕、刺绣等特色商铺，还有白公祠、
唐宋五贤祠、张国维祠、李延龄祠、吴一鹏故居等
古建筑。如有兴趣，还可在古戏台上听《三笑》
《白蛇传》等苏州评弹，那软柔吴音、那水袖曼舞，
尽显苏州的古典情调。

“七里山塘七里桥，桥连堤又堤连桥”，山塘
桥、普济桥、引善桥等30多座古老的桥梁倒映
在七里河中，诉说着千年风霜往事，又见证了山
塘今天的繁华。川流不息的游人踏着青石板忙
着拍照，众多的小吃是难挡的诱惑，一声声软软
的吴语，着实叫人听得心花怒放。我们将要离
开时，天下着小雨，烟雨朦胧的山塘街顿时让人
更加着迷，让我真正品味到晚唐诗人杜荀鹤“君
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
多”的诗意。

山塘是河是街，是诗是画。行走山塘，就是
徜徉在一泓盈盈的碧水上，就是穿越在千年姑
苏风情里，就是让人放下一切回归宁静、回归古
朴、回归本性。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苏州是一
座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而山塘则是苏州的缩
影、吴文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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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很多县城我都去过，但与
大余素未谋面，我神往已久。

在东莞，身边大余籍的作家诗
人朋友不少，他们都是粤赣两地活
跃的文化界名流，经常给我绘声绘
色地聊起大余，比如古南安与汤显
祖牡丹亭，比如声名远播的丫山风
景区，比如著名的南安板鸭，等等。
我去过几次大庾岭南麓的南雄梅关
古道，爬上梅岭雄关隘口，一脚踏两
省，北望苍波阔，一山之隔，大余近
在咫尺，但多因公务随团只能折返，
走进大余就是未能成行。

去冬今春，我终于有了一次到
大余的机会，随粤港澳大湾区作家
采风团走进大余。记得到大余的那
天，正逢立春，我和同行的其他文友
说，和春天一起到大余，今年我们中
了好彩头。

要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地方进行判
断和阐释是很困难的。翌日大雨，我
们上梅岭，在山脚，我们正在凉亭内品
茶避雨，高谈阔论，突然遇到一群舞龙
狮的队伍，很是喜庆。我知道，这在年
关的江西，有很多这样的活动，让外来
的游客切身感受到热情的氛围，是一
种文明的传承与表达。雨后天空放
晴，我们沿着古驿道，蜿蜒前行，只见
杂树生花，梅花烂漫，掩映道旁，一路
芳华。行走到梅关古道半山处，当地
媒体采访我对大余的印象，我不假思
索地说，遇见南安，遇见美好，大余，是
一个有梦有戏有诗意的地方。

要说大余有“梦”，追根溯源绕
不开汤显祖，他的“临川四梦”，是其
《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
记》《邯郸记》四剧的合称，是汤显祖
梦文化美妙情境之集大成。其中，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就是古南安大
余姑娘，据说是南宋时期南安太守杜
宝的独生女，她与进京赶考路上在南
安梅花观养病的柳梦梅，演绎了生死
之恋，因梦生情，情伤而死，人鬼相
恋，起死回生，痴爱最终梦圆。学界
有人认为，柳梦梅人物现实原型为东
莞人祁衍曾。祁衍曾与江西的渊源
很深，他爷爷祁敕，曾任江西饶州府
知府，太爷祁顺，曾官至江西左布政
使。在汤显祖的岭南故交当中，祁衍
曾与汤显祖最为要好，他为人至情至
性，豪放不羁，性格通脱不拘，“常遊
武夷，白鹿间。困于南昌，作《乞食
文》，临川汤显祖见而大异之。两人
一见如故，遂成莫逆。”汤显祖曾有诗
记祁衍曾：“男儿生不遇风尘，酒妇人
中顿此身。一掷蛾眉能百万，看君似
是有心人。”这一因痴为至爱红颜豪
掷千金的形象，与《牡丹亭》中柳梦梅
痴情于杜丽娘有异曲同工之妙。汤
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曾说：“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
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
以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在谈及

“四梦”创作时说：“因情成梦，因梦成
戏。”“四梦”演绎了纷繁世间事，言说
的是千变万化总是情。

要说大余有“戏”，就在大余日
常的文化细节之中。到大余的当晚，

正赶上大余当地的春晚。江西的传
统戏剧传承较好，大余的采茶戏票
友拥趸众多。在牡丹亭前，我们见
到一群参与当晚演出正在排练的阿
姨，寒风中我冻得哆嗦发抖，她们居
然穿着单薄的演出服激情彩排，情
绪陶醉，精神可嘉，还欣喜地与我们
合影留念。牡丹亭前是一汪水池，
我仿佛看见丽娘身段盈盈向我走
来，目光流转叹春光。“可知我一生
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
见。”春光如丽娘，我亦如柳郎，一方
天地，悠悠厚重，难怪我的好友作家
江子在牡丹亭前难掩性情，匍匐在
地，痛哭流涕，呼唤着“丽娘，我的丽
娘”。戏里戏外的人都是那么美好，
我比较认可后人对杜丽娘的某种精
妙解读：“她读了书，却不知道真实
的世界，她领略了春光，梅树下的梦
里遇了自由情爱。醒来却还是这紧
逼的人间，知书达理，绣楼不出，等
待一个所谓的好人家做一个贤妻。”

有梦的地方，就有勇敢的追梦
人。这年头拍影视剧可是风险很大
的事，可是在大余，竟有一批敢想敢
干爱文艺的人，他们推出了本土题材
原创电影《梅岭之恋》，编剧是作家吴
德文，出品人是诗人肖力群，他们多
方鼓与呼，得到大余县委、县政府的
支持，得到企业家王忠东（已故）先生
等乡贤的赞助，历尽波折梅花终开。
去年十月，我参加了在东莞大岭山举
行的《梅岭之恋》首映式暨分享交流
会，带给我良多的感动和感慨。影片
呈现的是一代青年励志奋发的文学
语境，具体以梅岭为叙事背景，融入
世界钨都、千年古驿道、陈毅《梅岭三
章》创作地等世情风貌，向外界展示
具有良好人文传统和自然生态的美
丽大余。其实，我太了解这些朋友
了，个中现实困境把他们捣腾得沧桑
淋漓，他们凭藉的是乡土情结，是热
血情怀，此中真义，可用赣鄱乡贤王
安石的话来道破：“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辛。”

此次大湾区名作家来大余采
风，就住在赣南著名的丫山风景
区，其时烟雨苍茫，水墨风华，美不
胜收。感恩于当地企业家谢财铭
先生的慷慨赞助和特意安排，次日
晚宴，他还于百忙之中携老家黄酒
前来看望我们，添加微信时我们还
深情拥抱。谁知，4 月 8 日上午，传
来财铭兄突发脑梗溘然辞世的消
息，令人痛惋。

在大余的那两天，我们先后参
观了南安府衙、嘉祐寺塔、大余历史
博物馆、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
馆……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久
远的故事，到处流淌着浓郁的诗意。
辛苦陪同我们的几位当地文化名人，
不停地向我们介绍大余的美丽，随时
随机地自豪地推介，如丫山、天华山、
云山、三江口，如南埜黄元、脐橙、袁
糕、酸三宝、青龙蜂蜜等，带给我们绵
延不尽的地域蕴味和诗意想象。

赣粤交界的大庾岭，一岭隔南
北，梅岭北面是大余，南面是南雄，地
域不同，底蕴不同，观念也不同。文
化是地域的外衣，反映的是地域的气
质和性格。大余之行，作家们以各自
的视角和方式，记录了行走大余的耳
闻目染和独特感受，通过主流媒体的
发表推介，展现了独放异彩的大余魅
力。这种传播功效，不仅是地理意义
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

一季花开落，再待夏初繁。离
开大余回到东莞的这段时间，我在
延伸策划着“东莞作家写中国”赣州
行的方案，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文化
交流，让文学的新火花在梅花诗国
燃烧与照耀，一如高过庾岭的梅花，
照亮从冬天抵达春天、从历史通向
未来的千古驿道。

花落春常在，我心盛放。有梦
有戏有诗意，是我感受到的大余这
座赣南古城的基本表情。

呜——呜——呜，一声长长
的汽笛鸣过后，一列火车徐徐进
站了。新生迈出车厢，双脚踏上
了阔别八年的故乡土地，他深深
地吸了一口气，这湿润的空气是
那么的温暖，耳边是熟悉的乡音，
心中燃起的情感，如泉涌一般无
法挡住。

新生的家乡在赣南一个叫葫
芦塘的小村庄，村里有两口相连
的塘，一大一小，呈葫芦状，故此
得名“葫芦塘”。葫芦塘村地处丘
陵，地理位置有点尴尬，在一片盆
地旁的山丘上，所以当地湿热的
季风并不能给这个村子带来多少
雨水的滋润，全靠两口浑黄的山
塘水滋润着这片贫瘠的土地。浑
浊的塘水把村民的衣服染成黄
色，也给葫芦塘人的皮肤染上一
层太阳的颜色。

新生少小离家到县城读中学，
然后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又
到遥远的北国雪乡读大学，再深入
大西北定居从事科研工作，一路走
来，年近半百，乡音不改。他犹记得
当年去城市上大学时阿爸阿姆的一
句嘱托：“新生，你的名字是阿公（爷
爷）取的，就是希望你摆脱贫苦的生
活，创立新生活，你今天实现了几代
人的愿望啊。”新生如今生活在城市
的屋檐下，想起这些话，每每梦里，
总有故乡的身影。新生爱这片生他
养他的土地，六年前，他做了个决
定，回老家盖房子，退休后携家眷回
乡定居。说干就干，历时半年，新生
建好了一栋三层小洋楼。

就在新生喜不自胜，准备邀亲
唤友做下水酒（乔迁新居）时，村党
支部书记传达了一个消息，乡里有
几个村划归经开区，用于建设新能
源汽车科技城，其中包括葫芦塘
村，不日拆迁小组将入驻村里，所
有的民房都要拆除，村民将按政策
获得补偿。村民们顿时心乱了，老

人们夜不能寐，生活了一辈子的地
方，很多记忆和习惯都在这里，这
里的每一滴山塘水，每一株禾苗，
每一棵庄稼，每一粒黄土，都有祖
辈们生活的印迹，都讲述着葫芦塘
人一代又一代与自然抗争，追求生
活的美好。年轻人则喜大普奔，觉
得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拆迁意
味着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
生活质量的提升。有人欢喜有人
愁，然而新生顾不上感慨，因为他
的假期休完了，单位来电催他回去
上班。他把拆迁补偿事务委托给
堂哥，匆匆踏上去往大西北的列
车。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去他时
隔六年才能回家乡了，因为单位安
排了绝密的科研工作。

单位工作总算完成，五一长
假，新生决定回到阔别六年的家
乡看看，不知道老家是不是大变
样了，村口晒谷场那棵大榕树还
在不在？

“新生阿叔——”一声呼叫打
断他的深思，原来是堂哥的儿子
家兴来接他了。熟悉的面孔，温

暖的笑容，让新生感受到亲人浓
浓的爱意。

家兴开着一部崭新别克越
野，车速又快又稳。

“家兴，你买新车了？”新生觉得
不可思议，以自己一年几十万的收
入，也舍不得买这么贵的车子。

“是的，阿叔。老房拆迁后，补了
一百五十多万，我在城里买了一套小
区房，花了一百二十万，剩下的钱买了
这个车。我现在在家具厂做木工，年
收入也有十多万呢。”家兴自豪地说。

新生感慨万千：“以前阿公
（爷爷）做木匠，家里日子过得揭
不开锅，不要说阿公那一辈了，家
兴，我记得你也是初中毕业就学
木匠，还去广东打工好多年。”

“阿叔，现在大家都不用出门打
工了，政府每年举办招聘就业会，今
年人社局联合各乡政府送岗下乡，
村里的伙伴们都在家门口就业，工
资薪酬也不差，又可以照顾家里，谁
还出门打工啊。”

说话间，车子从城市快速路下
来，驶上一条双向六车道的水泥大
道，只见道路两侧都是漂亮的绿化
带和挺拔的大树，两边是大片的园
区和林立的高楼。

车子在一个厂区门口停了下
来，新生四处打量：“葫芦塘呢？”

“阿叔，葫芦塘填了，建成了厂
区办公楼。整个厂区甚至旁边的
村子，早就用上自来水了，干净又
卫生，再也不用喝那黄黄的塘水，
咱们的衣服也不怕被染成黄颜色
了。哈哈哈……”家兴爽朗的笑
声，逗得新生也笑了。笑声中，新
生仿佛看见笑吟吟的阿姆，仿佛听
见阿爸在说话：“新生，就是创造新
生活。”

故乡的风吹起来了，故乡的
云飘来了，风和云都没有改变，葫
芦塘却大变样了，这是葫芦塘的
新生啊！

天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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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彭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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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里一直闪现着这些亮光
揪心的爱，仿佛是一场
骤然而至的狂风暴雨
你的话语恰似那一声声惊雷
接踵而来的洪流仿佛与你有关
而这一切终将归于平静，安详
我和你，是否符合宿命的安排
此时，我难得清醒——
此刻，你笑起来的模样真好看
犹如一朵灿烂的夏日之花

燕子

喜欢你的倩影——
燕子，犹如黑亮的晶体
散发出沉甸甸的光彩
飞进我家庭院的
这只娇小玲珑的燕子
温和，而不愿沉默
已经熟悉我的疾苦
懂得我的心思
语音格外轻柔动听
将我体内的虚火暗暗湮灭

栀子花

于庭院，或者山野
大朵大朵地开
浅浅的颜色，薄薄的花香
不管尘世的纷扰
不论晴时还是雨来
没有谁的掌声
没有像样的祝辞
开成一副良药
开出生命的精彩

夏日之花（外二首）
□蓝希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