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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启事
杨雪山、杨礼遗失先锋镇拆迁补偿经费结算联系单，

拆迁项目：中纺国际，编号为 0009317，金额为 207487元，
作废。

南通双渡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作废。

每到冬天，一杯热饮就成了我
最亲密的伴侣。杯中是什么饮品并
不重要，茶、咖啡或者是热水，最关
键的是一杯在握的舒适感觉，似乎
生活中所有的温暖和幸福都握在手
心里了。

冬日午后，我握着一杯热茶，坐
在阳台上晒太阳。玻璃窗宽大明
亮，阳光缓缓地挪移着，手中的茶杯
微微烫手，正是我喜欢的温度。微
烫的感觉有点小刺激，又不至于握
不住茶杯，那样的温度反而会让你
握得更紧。生怕温度会流失掉，我
两手合拢，几乎是抱着茶杯。暖意
从手中开始“热传导”，从肌肤传到
骨子里，从手中传到心里。静坐在
窗前，看鸟儿在冬树上跳荡，冬天的
意趣呼之欲出。一窗，一椅，一杯，
足以让我觉得冬天是温暖宁静和安
妥幸福的。

握一杯暖冬，怀想似水流年。
冬天是适合遥想过去的季节，适宜
在缓缓的流光中清点过往，捡拾幸
福温暖的碎片，沉淀温情动人的情
感。

记得上初中时，冬天经常要学
习到深夜。我在灯下学习，母亲默
默地织着毛线活儿陪我。我让她早
点睡，她总是摇头不语。安静的夜

里，我翻书放笔的声音显得格外真
切。母亲听到我把书放下，便起身
去给我倒热水喝。那时我用的是一
只硕大的白瓷缸，可以盛很多水。
母亲把水放到我的桌子上，轻声
说：“歇会儿吧！”我放下笔，把白
瓷缸端起来，放到胸前，双手捧
着，热水的温度暖暖地传递着，如
同母亲的爱一般。我享受着寒夜里
短暂小憩的轻松，也享受着微烫的
热水带来的温暖。掬一捧热意在
胸，觉得再辛苦也有温暖在手，有
幸福在心。

刚参加工作那年，一位男同事
毫无征兆地送给我一只漂亮的水
杯。同室的女孩打趣说：“送杯子
代表一辈子，人家这是在向你表白
呢！”我的脸微微发烧，不好意思
地笑了。他正是我心仪的人，如此
借水杯表心意，可见用心了。可
是，我迟迟等不到他更明了的表
白。多少次，我握着杯子，低头想
着心事，杯里的水也喝得心不在
焉。喝不喝水不要紧，有水杯在
握，千回百转的心思就有了寄托。
再后来，他竟然托别的同事跟我表
达心意。我内心欣喜，却佯装生气：
他自己怎么不说，胆小鬼！几经曲
折，我们结婚了。我问他，送杯子是

不是表达“一辈子”的含意，他说
“是！”那个年代，爱就一个字，可要
说出来很难。结婚以后，每当我晚
上加班工作的时候，他会送上一杯
暖暖的饮品，让我休息一会儿。手
捧热饮，心有暖意。

我有一位朋友，多年里一直不
离不弃，我还记得我们相识的过
程。那年我们同时参加一个比赛，
我获得二等奖，奖品是一条床单；她
获得三等奖，奖品是一只漂亮的杯
子。我一向对杯子情有独钟，便用
我的床单换她的杯子。从此，我们

开始交往。这些年里，我们经常互
送礼物。有一年冬天，她去外地出
差，给我买回来一只特别精致的杯
子，说要让这只杯子陪我每个日日
夜夜。冬天的夜晚，写作累了的时
候，我会喝一杯热饮，捧着她送的杯
子，心中满溢的是温馨。

冬天又到了，我依旧喜欢握一
杯暖冬。这种感觉你体会过吗？把
一种小温暖和小幸福捧在手心里，
小心呵护，用心珍藏，便会感觉得到
了人生在世最珍贵的东西。握一杯
暖冬，拥一世幸福！

翻阅沈志冲先生编著的《通州
民间歌谣》，书里散发出淡淡清香
味，感受到文化的芬芳。

在我 20多岁刚接触文学文艺，
想结识文艺圈时，就知道沈志冲
了，他那时已是通州文联的领导，
是民间文学的专家，是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他搜集的长篇叙事
民歌《魏二郎》入选全国十大吴歌
民间歌谣。30多年过去了，沈志冲
在散文随笔创作、戏曲评论等方面
成绩喜人的情况下，依然对民歌民
谣有浓厚的兴趣和研究，这说明了
两点：一是他对民歌民谣的执着和
热爱；二是《通州民间歌谣》是由

老专家编著的，质量很高。
民谣民歌在我国第一本文学作

品集 《诗经》里就有了。《诗经》
里的“国风”大部分就是民谣民
歌。《通州民间歌谣》收录整理了
370多首歌谣，从内容上看，有农
歌、船歌、渔歌、盐歌、祭祀歌和
劝世歌等；从形式上分，除一人乘
凉、走路或独自劳动时为解闷提神
而独唱外，大多数情况是由几个人
或更多人一起唱。它是大地的声
音，是民众的哼吟，有着朴素的感
情和最直接的心声。唱民谣民歌
者，有时是孤独的思念人，有时是
兴奋的开心人，有时是痛苦的无助

人。《通州民间歌谣》积淀了我们
中国人很多感情，它展现了劳动的
场面、日常生活的场景，它叙述爱
情、生活的苦难……通州的民间歌
谣唱到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
市。

和纯文学作品相比，民谣民歌
更活泼生动直观，有时是触景生
情、即兴创作。和文学写作者相
比，吟唱民谣民歌的人也更融入社
会，融入生活。中国文人严肃拘束
有余，灵动即兴创作不够，应该多
走出书房、多融入社会，到民众中
去，去听民谣民歌，去创作新民谣
民歌，既锻炼自己，又展示自己。

所以，《通州民间歌谣》给了许多
读者启发，尤其是文人、家长、老
师对人生的思考，小则对自己或子
女的人生有益，大则对社会、对国
家有益。

热爱祖国家乡，是人最基本的
感情。若认真阅读 《通州民间歌
谣》，会激发我们更热爱家乡。当
我们走到通州的城乡，走到骑岸、
石港、刘桥，有时就会想起书中的
歌谣来，眼前的景致也会融进更多
的情感，模糊的祖先仿佛也变得有
血有肉。有的歌谣偶尔还能吟唱出
来。这也是乡愁，是我们生生不息
的情感、薪火相传的文化之根。

“把一种小温暖和小幸福捧在手心里，小心呵护，用心珍藏，便会感觉得到了人生在世最珍贵的

东西。握一杯暖冬，拥一世幸福！”

握一杯暖冬
马俊

一天傍晚，夜幕降临，万家灯
火。我在晚饭桌上“宣布”晚上
11时有国足比赛，我必须要看。
老伴对此司空见惯，不予置评。

晚上8时许我就洗漱完毕上
床了，比平时休息时间早了两小
时，一时难以入眠。等迷迷糊糊
睁开眼，距开赛只有 5分钟了。
上半场武磊攻入一球，我兴奋不
已；下半场被阿曼扳平，我又跟着
着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低
头一瞧，枕边的老伴睡得正香甜。

我身材瘦小，可以说手无缚
鸡之力，更别提有啥体育特长了，
但偏偏喜欢看体育比赛，尤其是
现场直播。

曾记得，20世纪70年代高中
毕业后，我在如东老家务农，一次
竟然和二弟跑到500米外朋友家
蹭听收音机里的体育比赛现场解
说。

20世纪80年代，儿子出生前
一天，我搀扶挺着大肚子的妻子
在待产的医院附近溜达。走到医
院对面的体育场，正好看到有足
球比赛，我不由自主停下脚步观
赛，临产的妻子只得耐心等待，岂
料“儿子”在娘肚子里“上蹿下
跳”，我这才悻悻然离开。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
展，体育赛事直播渠道五花八门，
作为体育迷，我们越来越感到幸
福和快乐，想看就看，想听就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如果赛事在
西半球举行，处于东半球的中国
体育迷就遭罪了。不知道多少次
后半夜，我“偷偷地”爬起来看
直播，被妻子“逮”个正着。

“比赛场上有你儿子、兄弟的
身影吗？夺不夺冠与你无关。”老
伴嘀咕道。

“此话差矣！体育强则国家
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君不见，中
国女排五连冠、苏炳添闯进东京
奥运百米决赛、国乒囊括冠亚军
……看得人热血沸腾！‘更快、更
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也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我们自己。”我理直气
壮，回首自己的大半辈子，每当创
业受阻、履职受累乃至现在忙文
化公益受苦之时，一想起中国体
育健儿永不放弃、奋勇争先的精
气神，便又满血复活。

“看看周边的人，空余时间都
打打牌娱乐娱乐，唯独你是另
类。”老伴振振有词。“打牌有输
赢，一旦悬殊，轻则伤了和气，重
则吵架斗殴。我们体育迷不花一
分钱，就能欣赏到高水平比赛。
自己人赢了固然高兴，输了下次
再来，比赛过程兼具竞技、惊险、
娱乐，两者对比，谁是正能量？”我
滔滔不绝地反驳起来。

就这样，谁也不服谁，却也相
安无事。一问一答之间，40年就
这样过去了。

今年起，话语权的天平越来
越倾向于我，这还缘于去年底我
有幸采访到江苏青年女排队长吴
梦洁。原来小吴家离我家仅 500
米，一来二去与小吴父亲成了朋
友，挖到多条“独家新闻”见诸报
端。今年 9月 19日，小吴率队夺
得全运会青年女排冠军，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咱弹丸小镇也出了
全国冠军！”人们奔走相告，喜形
于色。此后，老伴的态度也有了
稍许变化，偶尔也会在我看比赛
时“瞄”上几眼。

余生乐当体育迷，哪怕熬夜
也无悔！

“君不见，中国女排五连

冠、苏炳添闯进东京奥运百米
决赛、国乒囊括冠军……看得
人热血沸腾！‘更快、更高、更
强’的奥运精神也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我们自己。”

熬夜看球为哪般？
张春华

“这也是乡愁，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情感、薪火相传的文化之根。”

寻找文化的根
刘伯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