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44月月1010日日 星期星期一一

44 版版 文化走廊
责任编辑 杨梦婷责任编辑 杨梦婷 吴国权 电话吴国权 电话：：6725105667251056 E-mail: xincaojing@E-mail: xincaojing@163163.com.com

（一）
踏青祭祖坟，

俯首忆先人。

晚辈多幸福，

毋忘父母养育恩。

（二）
祖辈造厚德，

后人事业兴。

时日行孝心，

阴阳有别德共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正如唐

代大诗人杜牧的名诗一样，每

年的清明都是伴着蒙蒙细雨

而至，它给人的感觉总是忧愁

的。

这不，一年一度的清明节

又伴着蒙蒙细雨到来了。

这天早上，又是浓郁的

天，徘徊了一会了，感到分外

忧愁。被爸爸拉去吃了早饭，

拿起香纸，扛起锄头扫墓去

了。

踏着路上的荆棘，顺着

泥泞的小路，我们来到了老

爷爷、老奶奶的坟前。爸爸

把坟四周的杂草除掉之后，

我在上面贴黄纸，插上香就

离去了。

众多亲人的坟前都去过

了，我们又冒着小雨，再去爷

爷奶奶的坟前。一路上，花

呀，草呀，我无心欣赏；鸟叫

声，虫鸣声，我无心聆听，只顾

着早些来到坟前。一会儿，我

们到了。望着孤零零的坟墓，

我不禁满腹忧愁。待爸爸锄

完草，贴完纸后，我们又拿出

纸钱，跪在坟前，将它们全部

撒在坟上……

雨越下越大，花草被打得

东倒西歪，周围一片死气沉

沉。此情此景，使我一股思念

之情油然而生：想想他们生前

对我的关爱，带给我的欢乐，

想到他们临终前的遗嘱，我不

禁一阵惆怅，顿时泪流满面。

此时，爸爸也流泪了。雨势并

不减退，我们已经哭成了一个

泪人，好久才站起来。

这时，我看见了远处火红

的杜鹃花。听妈妈说，杜鹃花

又称清明花，它之所以在清明

时节开放，是因为它是纪念和

安抚亡灵的最佳物品。于是，

我跑了过去，摘了几束插在爷

爷奶奶的坟前，希望他们都能

得到安抚……

年年都有清明，年年都有

不同的忧愁。这忧愁，不是任

何人都能感受到的。我向往

在这雨中的忧愁，所以我向往

清明节的光临！

阿云说：“大哥、嫂嫂,你们在

吃晚饭。”

嫂嫂说：“阿云，你吃了没有，

你坐呀。”

阿云说：“吃了。”

嫂嫂叫阿兰，他们的大儿子

阿石比阿云小一岁。

阿石问：“阿云叔，你今晚怎

么会来我家呢？”

阿云说：“有事要请你爸帮

忙。大阿哥，我家眼前有两大农

活要请你帮忙，不知你有空吗？”

明林说：“现在还没大忙，有

空的，哪两样？”

阿云说：“第一就是牛耕地，

第二就是排牛车。”

明林说：“现在清明刚过，再

三天就要谷雨了，一般是谷雨与

立夏之间种棉花，那你们就早一

点吧。你们已经把三亩黄花草割

好塘好，就明天我来教你们牛耕

地，做畦头。棉花种多少亩？”

阿云说：“种三亩吧。”

明林说：“三亩不多，谷雨立

夏到小满要割麦，芒种开始种秧，

到种秧还有 60 天左右，秧龄一般

30天不到，排牛打车是早了一点，

排好牛车露在外面的部分日晒雨

淋损坏快。”

阿云说：“大阿哥，我想好了，

等车排好之后，露在外面的部分

用柴连子遮好。”

明林说：“好，亏你想得出。

阿云真了不起，阿石你看看，他比

你大一岁，你能吗？”

阿石做了个鬼脸说：“有爸有

妈就是福气啊。”

阿云眼圈一红，低下了头。

阿兰举手打了儿子一下说：“阿云

兄弟不要难过，我们会帮的。”

大阿哥又说了许多关于怎样

耕地，怎样指挥牛耕地的事。明

林说：“阿云你人还小，等你长大

了，一定是种田好手，不要怕，慢

慢来，我们会尽力帮助的。”

阿云：“谢谢大阿哥和嫂嫂，我

这回家去了。你们也早点休息。”

三四月的天，夜里还是冷飕

飕的，洁白如银的月亮挂在东方

的天上。俗语说，17、18，月上杀

只鸭。阿云走出明林家，一阵晚

风迎面扑来，一会儿月亮也披上

了薄纱。古话说，早雾阴，晚雾

晴。明天又是好天气。阿云想，

明天大阿哥教他们耕地。一大早

牛要喂饱，耕地的犁要整理好，记

得父亲去年腊月里把一切的农具

都抹上了桐油，犁也抹上桐油放

在猪棚的偏里，早上叫阿大到镇

上去买点肉等。

天刚有点亮，阿云就起来了，

先把牛料弄好给牛吃，自己拿了

铁搭到地头把四只角头坌好，因

牛耕地角头是耕不到的。父亲在

时阿云已坌过，吃好早饭，明林早

早就来了，阿云阿大把牛牵到黄

花草地里，牛已吃得饱饱的，犁也

已拿到地头。

明林问：“阿云，角头啥时坌的？”

阿云说：“大阿哥，早上。”

那是1961年的一天，您还在新

民晚报社副刊《繁花》担任助理编

辑，我来看望您。这是与您初次见

面，我拿出一篇诗稿《唱得朝阳照

山坡》，您看了觉得可用，不久就在

报上刊出了。后来这首儿童诗在

青年报上转载，在《上海歌声》上也

刊出歌曲《唱得朝阳照山坡》。后

来，我就经常投稿给您，您总是每

信必回。要么退稿，写明原因，给

予鼓励；要么留用，稿件发表后，即

寄报样、稿费。在 1960—1964 年

间，如诗《生产队长》、新民歌《三唱

共产党》、散文《棉花姑娘》等多篇

作品在《繁花》上发表。

在这些年头，我常到您家作

客，您总是热情款待、亲切交谈。

记得那时您的居室很狭小，在武康

路。您的家庭经济也不宽裕，有多

年您的爱人去了黑龙江支边，留下

两个幼小的女儿在您身边，您要忙

着工作，又要忙着家务、照料孩子，

是够辛劳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您服从组

织安排，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

作。做什么？抓知识青年长篇小

说的创作出版。这事有多艰难

啊！记得有一次，我到绍兴路 54
号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来看望您，

看到您的办公室里有三个书橱，

外面有一张硬板床，铺着一条薄

薄的被子。您对我说，在这三个

橱里装满了上百部长篇小说的稿

子，这都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上

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自己写的。你

想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能写出

好作品嘛，何况是长篇小说，但是

总不能说全都是废品吧，我只得

从矮子中拔长子，挑选有加工基

础的几本，调作者到这里来修改，

我与他们边议边改，像小孩子挖

泥萝卜吃一样，揩一段吃一段，花

一年半载的时间来完成。我一听

就明白了，原来外面的硬板床是

给知青作者睡的。书店里的知识

青年长篇小说如《分界线》等就是

这么写出来的。

又过去了多少年，我看到报

上多次出现“谢谢老谢！”的报导，

“德艺双馨”文艺家的桂冠也落在

您的头上。我写信向您祝贺，您

也给我回信，至今我还保存着您

的三封回信，等待有人想到要给

您出文集或书信集的时候拿出

去。

如今您已经走了多年，我总

是想起您！不知睡过那张硬板床

的张抗抗、叶辛等作家有没有想

到给您出文集或书信集呢。我想

拜读！

我总是想起您
——缅怀谢泉铭先生

□沈新民 心 底 走 笔

祭祖二则

□陈培昌

板晒制盐始于清嘉庆年间

（1796—1821 年），民国版《岱山镇

志》有记载：“王金邦，嘉庆时人。

因挑盐，扁担上有卤，见日凝结，乃

用门板试晒，固能成盐，且用力少，

而成功速，于是制为板盐，相率仿

效。至今居民咸食其利，且流行于

江苏滨海各地，实金邦为之倡也。”

这就是说，发明板晒制盐的

是 200 多年前的一个叫王金邦的

岱山盐民。他发现扁担上的盐卤

经日晒后凝结成盐，受其启发，用

木板门做实验（木板门四周订有

木框子，可以盛盐）获得成功。无

须砌灶，不用柴火，更用不着连日

昼夜不息，经日晒就能自然成

盐。这不但省力省成本，而且日

晒获得的海盐杂质少、色洁白、味

鲜美。于是大家都争相仿效，制

成盐板，板晒制盐很快就得到推

广。《漕泾志》有记载：“清同治年

间，岱山天灾连年，盐民迫于生计，

携板乘船逃荒，来漕泾海滩上定

居，晒盐度日。本地盐民见板晒成

盐杂质少、色洁白、味鲜美、费用

低、产量高，故而仿效此法，从此熬

盐法逐渐被淘汰，到光绪七年

（1881 年）全部改为板晒制盐。”据

海涯村的岱籍老盐民回忆，他们的

祖辈是因岱山遭受海水潮流冲蚀

海田被毁而逃荒出来的，只有少数

人带来了盐板。漕泾有大户见板

晒制盐大有前途，于是专门生产盐

板出租，收取租金。一些无资金置

办盐板的盐民就去租板晒盐，加快

了板晒制盐的推广。

板晒制盐所用的盐板一般用

杉木制成，长 2 米，宽 0.8 米，四周

有槽沿高 0.1 米。清晨，把盐板铺

开，根据季节和天气情况倒入适量

鲜卤，任其风吹日晒。下午三时左

右，盐板底上开始出现盐粒结晶，

逐渐增多。日落前用刮盐扒将盐

刮拢，装入盐箩，沥去残卤，即是原

盐。夏季昼长气温高，每块盐板可

产原盐 3 公斤左右。春秋季阳光

温和，日产原盐 1.5—2公斤。冬季

气候干燥，但温度较低、日照短，日

产原盐 1 公斤左右。如果晴天又

遇上大风，产量会更高些。一般一

对夫妇管理 30 块盐板，早上铺开

盐板灌上鲜卤后直到傍晚收盐，中

间不必花费劳力，可去盐田劳作。

傍晚收盐后必须立即送往盐厫入

库。刮盐后盐箩沥出的残卤不能

再用来晒盐（主要含氯化镁），清除

残卤后的盐板须重新收拢叠在一

起加盖，以防夜里下雨被淋。

板晒制盐不但提高了原盐质

量，更是大幅度地提高了产量。一

对夫妇 30 块盐板，夏季日产原盐

约 90 公斤。而用熬煮法制盐人均

年产最多年份也不足 500 斤。板

晒制盐开创了漕泾盐业的新纪元。

蒙蒙细雨
思念生

 情 感 世 界 板晒制盐创新篇
漕盐史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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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芬芳（二十）

 小 说 连 载 □大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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