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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又绿庙港河

在启东的版图上，有条以蓝色细线为图例的河
流，从南黄海吕四小庙泓水域向南延伸，流经通吕运
河、中央河、南运河，在大兴镇村转道后，与滚滚长江
东流水交融在一起。它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庙港河，亦
称庙港河。但半个多世纪来，生在小庙港河畔，吃庙港
河水长大入伍又走上工作岗位的笔者，一直将她视为
至高无上的母亲河。

端午节前，笔者乘坐102路公交车在大兴路口下
车，专程探望这条使人牵肠挂肚的母亲河，力图找回
当年的童趣往事和尘封已久的记忆；赏阅母亲河历经
沧桑却依然横流东疆的豪迈气概，点赞她尽管岁月更
叠、四季轮回却永远生机勃勃，为生态环境奉献美丽
的精神魅力。

记忆中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座落在大兴路口北
侧的惠和南窑厂，用庙港河河沿上的烂泥和河中的清
水制作土坯、焙烧出难以计数的青砖青瓦。由于在周
边10多平方公里地域内的砖瓦厂唯此独家，产品也
就显得格外热销抢手，由此厂方自行打造水泥船、在
河边开设码头，将堆积如山的砖头瓦片，发送到四邻
八乡乃至长江对岸的崇明岛——庙港河的流水和泥
土，使东疆安得广厦千万间，沙地父老乡亲尽欢颜。与
此同时，庙港河两侧的乡镇，就地设立棉花收购站，满
载籽棉的船队，在清脆的笛声中，从庙港河出发，源源
不断地驶向棉花加工、纺织企业——庙港河的水，以
柔弱的肩膀，分担了启东“金山银山”一肩挑的重荷。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了庙
港河的旧模样。随着国家粮食政策的逐步放开，来自
苏北里下河地区以及安徽、浙江等地的大米船、犹似
不速之客停靠在粮站门前和埭口附近，用他们的大
米，易地调换启东的玉米、麦子、蚕豆——庙港河以包
容四海的气度，广纳来自远方的大米船队，为解决启
东平民百姓吃米难的“肚皮问题”，开通了一条绿色航
道；河中的潺潺流水，与村头的袅袅炊烟，笑语欢声连
接在一起。

杂沓纷繁的怀旧心绪，在当今的小庙港桥头徘
徊，笔者恰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地吃惊好奇：东侧
的高架桥，是沪陕高速公路的必经之路，桥下是启东
公交线的城东站，102、105、108、221、223、224等公
交车，在这里始发、停靠，也是崇启大桥启东境内的第
一站。占地数千平米，栽满了广玉兰大树的椭圆形大
转盘，使人赏心悦目；来往于寅阳，向阳、兴垦、大兴、
汇龙镇的车流，在这里交汇、分道，让人一时难分东南
西北。

沿着与沿江公路连结的102线向南步行，出现在
眼前的是高达10多米，长约5公里多的绿化地带，犹
似一道超然耸立的绿色长城，在为乡村原野遮风挡
雨；而树枝和树叶交缠在一起，从空中发出的声音，犹
似一首悦耳动听的交响乐，把南来北往的行人，引领
到与大自然休戚相关的生态乐园中。

新近向东扩建的世纪大道，在庙港河上横空架
桥，宽度为120米的白色路面，在此与120线接
轨；“世纪大桥”东侧惠和康复敬老院的护工们，用
庙港河水栽培的地皮小菜，让院内的老人一年吃到
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敬老院系当地的民营企业
家顾辉独资兴办，除了为众多“空巢老人”解决老
无所依的后顾之忧外，顾辉还为惠和镇村行政服务
中心，无偿提供了500多平米的办公用房。启东客
运总站的领导，为了方便入居老人和家属亲友的出
行、探访，专门在此增设了一个102路公交车的停
靠站，庙港河畔东疆人诚信、善行的胸怀由此可见
一斑。

获评“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景点”、“中国特色
农庄”的大自然度假村，引入庙港河水开设人工湖，将
所有建筑物全部建在水面上，在4000多平方米的房
顶上，全部种上智能化有机蔬菜；100多亩高效养殖
水面，既可产出远离公害、味美质优，营养丰富的虾蟹
鱼鳗，又可让八方来客垂钓玩赏……集餐饮、住宿、商
务、健身、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观光旅游度假村，
令人叹为观止。

充分利用庙港河水土资源优势，以生产队为单
位集体栽培果树，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闻名
苏中各地的原大兴公社“三大果园”在改革开放浩
荡春风的拂扬下，如今已被省有关部门冠名为“水
果小镇”。阔步走过沿江公路上的庙港河桥，呈现在
游人面前的是郁郁葱葱的果树、姹紫嫣红的花朵、
挂满枝头的水果。侧耳闻听流水细语，抬头可见白
云蓝天，举手采摘新鲜水果，投足穿行泯沟小桥
……古韵久远的沙地民俗、风味独特的沙地珍馐、
雅俗并存的沙地文化，让人饱享眼福、口福，让人
置身在休闲旅游城市、宜居宜业城市、沿海港口城
市的缩影中。

春风又绿庙港河，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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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童年 陈洪娟

童心是一首诗
游船在千岛湖上行驶，游客突然发现水中有一只

鹿，熟悉环境的船工说它是一不小心从山上落入水中
的。看来它是希望船上的人来救它上岸，它虽然不善
于游泳，却奋力挥动着四肢，一会儿冲到船旁，一会儿
落到船后，始终跟随着，不放弃这一线生的希望。船工
们设法打捞，终未成功。我看着时间久了，觉得索味，
便进入船舱。过了一些时辰，我想知道究竟，走到甲
板，这里一切已恢复平静，只见一个小女孩正独自哭
泣。我认识她，是一位同事的女儿，喜欢画画儿。问她
为什么哭，不答，两手只管擦泪。后从她母亲那儿得
知，那只鹿被船工打捞上来，竟被他们宰了准备烧了
吃！小女孩看了极为伤痛。大人们的事无法阻拦，只能
独自流泪。她同情这只鹿，她想鹿把人当救星，希望人
把它救上来送人（她把鹿视为人），人鹿当友爱相处。
怎么能趁人之危将它宰了？这是何等的残忍？

由此我想到艺术创作。法国作家都德曾说：“诗人
是还能够用儿童的眼光去看的人。”儿童的眼光，儿童
的心灵，儿童的精神世界，这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发端、
土壤和摇篮。

儿童的心灵世界，不受功利的驱动，没有利益的
计较，没有实用的盘算。这是一个纯洁、清新、明朗的
世界。作家艺术家进入这个境界，他们的心眼不被世
俗所蒙蔽，明亮、健全、敏锐。他们的心灵不被世俗所
搅乱，清澄、明朗、纯净。他们获得了真正的精神解放
和自由。他们所创造的作品就能道出一个"真"字：社
会的真理，人生的真义，人性的真谛。

儿童的心理，推己及人，推己及物，人我不分，物
我两忘。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说：“对儿童来说，月
亮是一个人或一张脸，或是星星的保护者，玩具娃娃
也喝水，吃饭，睡觉……牛是马的妻子，狗是猫的丈
夫。”作家保持这种儿童心理创作，就能给宇宙万事万
物灌注生气，灌注生命，灌注灵魂。正如法国作家乔
治·桑所说：“我……傲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我是
草，是飞鸟，是树顶，是灵，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地平
线……瞬息万变，去来无声，我时而飞，时而潜，时而
吸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总而言
之，我们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
达到这种物我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便也就进入了
美的境界。因为所谓美，就是客观物像跟人相联系，跟
人的需要、追求、愿望、理想、意志、性格、感情相联系，
也就是跟人的生命、心灵相联系，从而使人由客观物
像关照自身，这就是美。艺术家描绘的虎是美的，因为
它表现了人的威武、雄壮的性格；作家笔下的狐狸精
是美的，因为它使人想到女性聪敏、柔和、妩媚；夜空
是美的，它象征人们对宇宙奥秘的沉思；冒出嫩叶的
枯枝是美的，它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所有这一
切，离开了儿童那种人我不分，物我两忘的心灵，美就
无从创造。儿童的心灵就是美的源泉。

在儿童的精神世界，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道德标
准：爱护生命就是善；残害生命就是恶。他们保护生
命，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曾举过
这样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小女孩“在厨房桌上看到一
只杀死的拔去了羽毛的鸭子，深受触动。当晚发现她
沉默地躺在沙发上，引起别人把她当作正在生病。开
始时，她并不回答问题，后来以一声回答：“我就是那
只死去了鸭子。”她怜悯、痛悼那鸭子，以致自己好像
也生了重病。由此，笔者想起几年前看见一个小孩追
打他的同伴，问其原因，回答说他用手摘花，花是多么
的疼啊！我打他是让他也和花一样感到疼。作家艺术
家也必须和儿童一样，具有这种生命意识、生命情结、
生命崇拜。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感人肺腑的作品，古往
今来的艺术，其中心主题也正是吟唱生命之歌：歌唱
生命的诞生、尊严和美丽；追求生命的存在，舒展和完
美；鞭挞对生命的压抑、窒息和摧残。

在儿童的视野里，一切是那样的陌生、新鲜、
好奇、神秘；没有逻辑的束缚，不受概念的侵犯，
没有固有知识的困囿，没有因果联系的熟门热路。
作家艺术家唯有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笔下才会流
淌出新颖、独特、不同凡响的诗句，笔下的万事万
物才会有崭新的姿态、风貌和灵魂。儿童的眼光是
艺术独创性的源泉。

啊，童心真是一首多姿多彩无以言状的诗！

缤纷糖纸甜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属于我们小孩子的玩具少得可

怜。那时男孩喜欢玩各种牌子的香烟盒纸，我们女孩
则喜欢收集糖纸，花花绿绿、五彩斑斓的糖纸缤纷了
我清贫的童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时，糖果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难
得吃上一块糖，满嘴都是甜蜜与幸福。最盼望的是逢
年过节，或是村里谁家结婚，我们就会得到一大把糖，
欢天喜地地揣在衣兜里，视若至宝。实在馋了，才会取

老狼老狼几点钟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

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那年我12岁，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们过“六一”

儿童节，无忧无虑地玩着老狼老狼几点钟的游戏。如
今在我28岁奔三的年华中，再次以浪漫的方式回忆
起来。我们齐声问着：“老狼，老狼，几点钟？”旁边小朋
友们扮小羊念钟点，一人说几点，小羊就念几点，老狼
数钟。小羊拨好了钟就定住，老狼看时间未到就不吃
小羊，时间到了6点就吃小羊。当“老狼”回过头来抓
人时，嘻嘻哈哈的尖叫立刻传遍了小巷……

那时候过“六一”儿童节，我们只知道“玩”，至于
什么叫作快乐，根本无需去想，真是单纯得可爱。黄昏
被各自的爸妈召唤回家，或许会意犹未尽，但绝不会
伤感，因为大家还期待着下一个“六一”儿童节。

被这些声音包围着，那“老狼，老狼，几点钟？”的
快乐而单纯的声音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很多事是注
定了一经过去便无法回头的，就好像儿时嬉戏的小巷
现在已是商业街的一部分，“老狼，老狼，几点种？”的
欢笑也只能成为脑海中的回声。

回忆起“六一”儿童节那天，在夕阳的余辉中拖着
长长的影子，恋恋地与连名字也忘了问的小伙伴互道
再见的情景，心中莫名地充斥着人去楼空的淡淡惆
怅。不知当时勾过手指，约定了“一万年不许变”的死
党，是否是今日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与我擦肩而过的那
个陌生人？

我从没后悔过长大，更不想回到过去的“六一”，
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小孩子渴望长大的心情。扪
心自问，谁不曾在儿时信誓旦旦地说过“我长大了要
……”之类的稚语？即使可以回到从前，重新当一回孩
子，我想我也还是无法幸免。

你以为“六一”就这般渐渐逝去，当然也应该这样
一天天度过自己的新生活。每年的“六一”，应该是没
有什么不同的，只是大家都已经长大了。诗酒趁年华，
当韶华杳然逝去，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
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
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别了。

或许，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那么至少
让我们永远地珍惜，那笔弥足珍贵的儿童节的美好回
忆！

读书圆我摄影梦

“咔—嚓——”，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当我
看到摄影记者举起相机聚焦拍摄新闻的时候，我总
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心想：摄影记者多神气，一拍照
片就上报纸！最好我也会拍照该多好啊！

我原来是在乡镇从事新闻文字工作，摄影对我
来说真是一窍不通。1997年冬天，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启东新华书店书架上看到一本《新闻与摄影》教
材，我买下晚上拿到家里一口气读完，感到摄影奇妙
无比。翌日清晨，我就向单位借了一架海鸥牌单反相
机开始拨动起来，学着装胶卷、调光圈、构图、拍照，
从此迷上了相机。

说实在，自学摄影，也并非容易。我没有拜师学
艺，就得向书本学。因此，出差在外，我总要光顾那里
的新华书店，选购些摄影书籍。九十年代，虽说我薪
水不高，但用来购书的钱从不吝啬。《美国纽约摄影
学院摄影教材》（上下册）需要196元、《北京广播电
影学院》出版发行的电子教材：摄影基础知识系列教
材10张光盘需要1000多元，我都及时邮购。那年冬
天，我利用早晚时间把《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
材》（上下册）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虽说只是懵懵懂
懂，但着然有些痴迷，甚至几次煮饭时看书，把粥烧
糊、菜烧焦。春节里，不少人来邀我打扑克、我没去，
而天天坐在家里播放这套《北京广播电影学院》张教
授的摄影教材光盘，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这真如荀
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
厚也。一个春节，人家都在打牌、游玩，玩得很开心；
而我同样，为学到闻所未闻的摄影知识而感到欣慰
与幸福！

在劳动中寻觅
丁酉年小满那天，市作家协会的几位同志相约前

往王鲍镇洪桥村劳动——为一个身体残疾的农户收
割油菜。赶巧，那天恰是“全国助残日”。

春夏之交的气温，正在往30℃及以上的高温方
向走。割油菜有个讲究，晌午时分碰油菜，熟透的油菜
要“炸裂”的。“炸裂”，在这里只是一个涉恐的文字。其
实，只要我们将收割油菜的时间点控制好了，包裹着
油菜籽粒的薄薄的壳，它就不会轻易“炸”。为此，我们
决定早出工，早收工。听说只有亩把地的油菜，上午十

点半前一准能结束战斗。
对于今天这样的活动，好像我们都已期盼很久很

久了。对此似乎都有一种激情和急切的期待。与其说
去劳作，还不如说去进行一次生活体验，在劳动中寻
觅一些已被遗忘的场景或精神层面已经失落的东西。

我们一行9人，有40后、50后，也有70后、80后。
出生于1947年的“大陆人”，与1983年生的“种田
的”，年龄整整翻了个倍儿。我们分别来自市直机关企
事业单位，又都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即使“大陆人”
有城镇户口，他也曾插队农村9年。然而，对收割油菜
这样的劳动，不仅我这个50后为人生第一次，更有那
几位77、78后女同胞，从农村里的家门到校门，又从
校门进了城里的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大门，连镰刀
也从来没有摸过，鲜有汗滴洒在庄稼地里的生活体
验。

牵头今天这一项活动的“种田的”，既是市作家协
会会员，又是市委派驻洪桥村的“第一书记”，他已先
于我们到了油菜地现场。油菜地主人陈兵（母亲姓
陈），是位智残病人，今年春节又遇车祸，生活全靠年
迈父母支撑，母亲又是一位重症糖尿病患者。年近知
天命的儿子不能下地，但见佝偻着腰、行动迟缓的沈
老伯夫妇已在地里忙乎开了。见此情景，我们不禁生
出了同情心——这一户的生活这么艰难，理当伸一把
援手。纯朴憨厚、今年75岁的沈老伯满脸堆着笑迎上
前来，连声道谢。我们边说不用谢，边寻找工具。当看
到为我们准备好的锕撬时，我们才知道，收割油菜原
来不用镰刀，而是用锕撬铲的。

我们说干就干，一幅壮美的劳动画卷由此铺展开
来。戴着米色的棕色的粉色的草帽、毡帽、遮阳帽，身
穿白色的米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衣裤的我们，在金黄色
的油菜地里一字儿展开，躬着身、弯着腰、蹶着腚，以
各种自然的舒展的优美的劳动姿势，用锕撬将挺拔的
油菜放倒，又搬运将放倒的油菜有序堆放。“大陆人”
不愧插队9年，他那个架势十分老到。“阿勇”和他那
口子，夫唱妇随，配合默契。“绿萍”巾帼不让须眉，

“嚓、嚓、嚓”，一往直前，年届花甲的我也不甘落于人
后。“种田的”边铲边吆喝：“要铲到油菜根啊！”提醒我
们保证收割质量。“知道了……”我们异口同声地回应
着。同志们铲得快，搬运得也快。看得出，搬运这活儿，
其实并不比铲的活儿轻松。于是，接着进行了工种轮
换。

谁也没有想到，原计划两个半小时的工作量，我
们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时，我们才
发现，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作家，怎样的一群文人——
来自市中医院的“淡如水”，因患有皮肤阳光过敏症，
原本白嫩的面孔，这一下变得血红。而那讨人厌的缠
人草（亦称麦知草）的绿色的草籽儿，几乎侵袭了我们
中的每一个人。“淡如水”的全棉针织汗衫上，实小“快
乐的苦楝树”的风衣上，沾满了一粒粒草籽儿。“阿勇”
面对沾满了草籽的毛巾，笑着说：“回去用它擦地板”。
戴着毡帽、来自北京阎岭舞蹈培训学校启东分校的

“成柔”惊呼：“不好了，草籽儿都沾在我颈脖子上了，
和汗水搅糊到一起了！”我笑道：“好啊，今天这样的汗
水可是富营养的好肥料啊，草籽儿要在你身上发芽、
孕育新的生命了！”“成柔”是内蒙古人的媳妇，我战友
的女儿，我逗她。她真的被逗乐了：“我到底叫您老陆
呢，还是叫您叔好呢？”

洪桥村之行，令人回味无穷。我们这些平时少有
在庄稼地里劳作流汗的人，今天真的到了地里，活儿
也都是拿得出手的。我们没有一点儿作家、文人的架
子，都很卖力。使出的力气，全是源自内心的动能。流
淌的汗水，也称得上淋漓酣畅。如今有个带点贬义的
流行语叫做“秀”。可是，我们没有带着一点儿“秀”的
意思前来，我们的劳动也没有一点儿“秀”的色彩。如
果硬要说这是“秀”，那么，这样的“秀”，也许我们过去
做得太少。我们只是将这一次劳动，当作一次真诚的
心灵旅行。“阿勇”的爱人“若非尘景”著有一部书名为
《彼岸温暖》的长篇小说。我想，我们今天的劳动，何尝
不是一次以抵达心灵的彼岸，去寻找一种温暖的记
忆，寻找一幅过往最美生活画卷的遥远旅程？

●
小城一景 陆汉洲

●
人在旅途 沈晖

在多年的新闻摄影实践中，我认识到：技艺只是
表现手法，但作品真正的含金量是主题的鲜明与题
材、角度的取舍。俗话说，厚积而薄发。因此，只有认真
学政治、学理论，才能有高度的觉悟、敏锐的眼光，才
能炼就火眼金睛，登高望远去捕捉新闻，运用摄影技
艺去表达主题。这几年来，我注意理论学习，如学《习
近平文选》、《政治经济学》、《采访与写作》，还坚持订
阅《农民日服》、《中国老年报》、《中国摄影报》、《新华
日报》、《老年周报》、《南通日报》，努力在书报中汲取
营养武装头脑。其中，《中国摄影报》与我相伴了20个
春秋，至今还天天翻阅、百读不厌。

红尘滚滚，风雨兼程。我爱读书、我爱摄影，几十
年痴心不改。我平时比较节俭，但对购买摄影器材还
算时尚，至今用的是尼康数码单反已是第四架机子
了。虽说我在平凡的工作中没有辉煌的业绩，但我经
常走村串户，与农民兄弟交朋友，拍摄新闻图片，着力
反映他们的火热生活与精神风貌，因此，我每年都有
十多幅摄影作品上启东、南通与省级报刊等媒体，先
后有多幅摄影作品被启东市、南通市、省摄影家协会
评为一、二、三等奖。这些收获，她不但使我饱尝阅读
带来的喜悦，而且增添我为弘扬人间真善美、传递社
会正能量而读书不止、奋斗不息的源动力！

出一颗，小心翼翼地旋开糖果两侧的皱褶，剥开糖果，
含进嘴里。那一刻，我感觉舌尖上的味蕾像花儿般绽
放开来，美妙的滋味迅速蔓延至整个口腔，直抵心灵。

除了自己吃的糖纸小心翼翼地保存好，我还想方
设法、死皮赖脸跟亲戚朋友要。知道谁衣兜里有糖，就
一天到晚跟着他，生怕他一不小心把吃完的糖纸给扔
了。有一段时间，我差点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
放学的路上都不忘低着头在地上找糖纸，运气好的时
候能捡到一两张别人丢弃的糖纸，心里就会十分高
兴，即使糖纸上沾满了泥巴，或者藏着几只尖嘴细腰
的黑蚂蚁，也全然不顾，毫不犹豫地捡拾起来，就立刻
装进书包里，生怕被人抢了去。

刚收集的糖纸，有的皱皱巴巴，有的沾着糖渍，有
的沾着污垢。我把这些糖纸先用温水漂洗干净，然后
贴在玻璃窗上，仔细地把皱褶抚平，直至没有一丝气
泡。等到晾干后，再慢慢揭下来，将糖纸夹在自己的旧
课本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糖纸越集越多。课余，我和
小伙伴们把收藏的糖纸拿出来，一边展示，一边欣赏。
那时，普通的糖果都是由涂了一层薄蜡的普通糖纸包
装的，只有一些比较高档的糖果，才会用“玻璃纸”来
包装。“玻璃纸”上面的花纹和图案十分新颖别致、精
美艳丽。如果谁收集到一张与众不同的精致“玻璃
纸”，就一定会让小伙伴刮目相看，自己也会沾沾自
喜。我同桌小燕的爸爸是厂里的供销员，经常出差，回
来就给她带不同包装的糖。所以，每次翻开她夹着花
花绿绿糖纸的旧课本时，大家都羡慕不已。有时，我也
会用普通糖纸跟小燕交换，十张普通糖纸换一张“玻
璃纸”，虽然心里很是不舍，但为了得到一张心仪已久
的精美糖纸，只好忍痛割爱。

岁月荏苒，光阴似箭。童年里那些糖果的味道早
已忘却了，而那一张张不起眼的糖纸，就是一段段永
难忘怀的时光，时时在我的脑海时浮现……

●
走近记忆 王珉

启东农家
白墙黛瓦芦葭，
海涛江韵人家，
村路汽车竞发。
朝霞映下，
滿园争艳桃花。

春回城河
坡上草青青坡上草青青，，
隔岸柳色新隔岸柳色新。。
细雨聚满堤细雨聚满堤，，
水暖鸭先声水暖鸭先声。。
绿荫河边路绿荫河边路，，
逶迤绕小城逶迤绕小城。。
人走风景动人走风景动，，
慢跑悦心情慢跑悦心情。。
曲径人盘桓曲径人盘桓，，
晨练沐和风晨练沐和风。。

●
星期诗汇 陈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