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早在远古狩猎和采集时代，就是人
类的食物来源。相伴人类走过了五千多
年，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活在水中的鱼类，是脊椎动物中最
兴旺的家族，种类浩繁。汪曾祺在《鱼我所
欲也》文中，一口气就写了石斑、鳜鱼、鲥
鱼、刀鱼、鮰鱼、黄河鲤鱼、鳝鱼等。过去，
鱼类有上等鱼、下等鱼之分，有鳞为上，无
鳞为下，又有青、白、鲤、鲑、鲲、鲢的排列。
时代在变，不登大雅之堂的鳝、鳅、鳗、甲鱼
等无鳞下等鱼，现时反市价昂贵，成为宴席
高档次的象征。

对于中国人来说，总是希望生活富
余。这是千百年来的情结。“鱼”与“余”同
音，鱼一向都是吉祥之物，如鲤鱼，寓“鱼跃
龙门”；鲢鱼，寓“连年有余”；鲫鱼，寓“大吉
大利”；鳜鱼，寓“富贵有余”。

“无鱼不成席”的传统习俗，已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口头禅。鱼，不仅是美食，还寓
意着吉祥、富贵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其十
分独特的鱼文化，流传千古、千姿百态。

席，筵席、宴席、酒席。我国八大菜系，
都离不开鱼菜名馔。一方饮食养一方人，
湖、河、沟、港、汊众生的“鱼米之乡”，宴席
菜肴自然离不开鱼。民间在节日、婚寿喜
庆等隆重的宴席上，绝对少不了鱼这道菜。

说起“无鱼不成席”里的“鱼”，不仅有
多种习俗，还大有讲究。吃鱼要吃出文化，
吃出品位，就得懂得“席”上吃鱼的规矩。

宴请高朋贵客，可能有多种鱼，但主
“鱼”要选全头全尾的囫囵鱼，得有鳞。鱼
端上桌，鱼头对着谁、尾对谁，也有讲究。
习惯上“鱼头朝东”，意为“鱼归东海，万事

顺达”。一般规矩还是鱼头要准确无误地
对着“上岗子”，即贵宾或长辈，体现尊敬，
请之首动筷夹鱼，即“剪彩”，然后其他人才
可以举箸食鱼。

倘若“上岗子”给你夹鱼，夹个鱼眼，这
是高看一眼；夹个鱼唇，唇齿相依；夹个鱼
翅，展翅高飞；夹个鱼肚什么的，推心置腹
的意思，你一定得喝酒致谢。鱼肚对文人，
赞他肚里有墨水，满腹文章；鱼脊对武将，
夸他刚武豪放，可作脊梁。鱼的眼睛不可
以乱夹给异性，那是表示爱意，郑板桥吃鱼
有故事：“君子不吃翻身鱼”，把吃鱼的技巧
推向极致。鱼在酒席上的文化地位，由此
可见一斑。

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鱼
的烹饪方法，煎、炸、烧、炖都是香气四
溢，食之口齿生津。北方人往往食鱼喜欢
给其附味，红烧的、糖醋的、五香的、剁
椒的。而南方人更喜欢鱼的本味，葱油
的、清蒸的、炸熘的，吃鱼更讲究鲢鱼
头，草鱼尾，鲫鱼肚档，体验鱼乡水产
美，道出吃鱼的境界。

年夜饭桌上的鱼，必需有鲢鱼,以预
兆“年年有余”；必须有头有尾，也寓意
新的一年“有始有终”。必定端上桌基本
上只看不吃，“徒有羡鱼情”，供奉着，象
征新年吉庆有余。民俗的潜规则，看似一
种形式，实则是人们心中的生活情感与理
想的体现。其实，除夕的鱼，在餐桌上是
吉庆招财，鱼刺内藏，餐桌外还有隐秘的
镇邪隐义，只是逐渐被人们所淡忘了。

“无鱼不成席”，其实还是“无鱼不成礼
仪”“无鱼不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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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悟

□陶 晶

干了这碗“工匠精神”

美 食

□颜国强

沙沟水粉鸡

回 味

□罗有高

无鱼不成席

屐痕处处

□孙丽丽

寻访阮玲玉故居

越是极端的条件越能考验人的意志。例
如七月末的高温暑热，让全国都笼罩在一片

“红色恐怖”下。有人在地面上煎鸡蛋以验证
所言，有人说最害怕的不是被撞后跌倒，而是
倒下后的烫伤……网络上瞬间以此为话题展
开了一场全民自嘲式的“段子大比拼”。而多
数人往往在虚拟世界会心一笑后，又要重回
自己的现实生活，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继续为养家糊口操心卖命。

正是这样一个高温天，我家迎来了定制
橱柜的安装。上午9点，我在新房子门前如约
见到了上门安装的工人师傅。他们一行三
人，其中一人又高又瘦，看那清秀的面庞、腼
腆的神情，我猜想他的年纪可能也就20出头，
或许是来打下手、做小工的吧。进门后，师傅
们二话没说就先对板材进行分类，然后拿出
工具，直接乒乒乓乓地干起活儿来。

他们各自挑选一处，干活时并不说话，仿
佛形成了某种无言的默契。家里顿时被各种
工具的敲打声包裹着，连空气也变得冷冰冰
的。我站在角落观察那个年轻的小师傅，原
来他已经是个熟练且独立的木工了。瞧，他
正蹲在地上专心地寻找木板之间的契合点，
眼神坚定而专注。一下子，初见时那个稚嫩
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值得崇敬的老手艺人
了。卷尺、锤子、电钻……这些他的工作伙
伴，在他的手中游刃有余地施展着拳脚。一
座柜子就这样像山一般在他的面前垂直耸立
起来，他的眼眸瞬间绽放出孩子搭成积木后

的振奋与天真。
本以为凭借师傅们熟练的手艺，我家这

几个小柜子算不了什么。却没成想，这天的
安装竟持续到了凌晨。凌晨一点，此时的师
傅们已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们一边继续
完成手里的活计，一边跟我们说抱歉，为耽误
业主时间而感到不好意思。所有的安装完成
后，他们又领着我们对每一处进行验收。当
发现挂杯架仅仅有些许晃动时，师傅又拿来
螺丝刀，把整个杯架重新拆开，再拧紧上面的
每一个螺丝。其实这点小的瑕疵我们并不在
意，可就是这一个小小举动，给深夜困倦的我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让我忽然惊异于身边涌
动的“工匠精神”。

没错，就是“工匠精神”！他们是真正的
手艺人，他们的身上凝聚着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的敬业与执着！也许有人说，他们受雇于
人，他们的精致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现实
收益。而我要说，这与“工匠精神”并不冲突，
他们并非完全受物质鼓舞，我想他们心中一
定也有一份自我专业的追求，而这样的人，值
得社会给予他们礼遇。

每一份职业，都该以“工匠精神”相待。
每一个辛勤劳作的“工匠”，都该被接纳和尊
重。今天，我接受别人的服务，或许明天，就
轮到我服务他人。良好的社会一定以“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为根基。和谐的
社会，更应把“工匠精神”当作一种习惯，内化
为每一个社会人的品质。

走近上海静安区新闸路 1124弄，这里曾
是著名影星阮玲玉居住过的地方，繁华背后，
找不到胭脂的味道，惟有淡淡的惆怅。

迷迷蒙蒙的细雨笼罩着三层小洋楼，仿
佛穿越了 70年的岁月，细雨透着一种古典的
忧郁。

这原本普通的门牌号，因阮玲玉而显得
与众不同，因为这里藏着故事。葱郁树木掩
映下，如今的“沁园”依然那么的典雅幽静，好
似在做一个悠长的梦境，梦境是一个蜡黄的
岁月，光影迷离，遥远而沧桑。

民国时风流的茶叶大王唐季珊，用十根
金条买下了这幢小洋房赠予阮玲玉，以赢得
佳人芳心。一楼是阮玲玉接待朋友和客人的
客厅，二楼则是她和唐季珊的卧室，三楼由她
母亲和佣人居住。这幢三层小楼，见证过阮
玲玉的欢情美梦，以及昔日的恩爱情愁。

阮玲玉在她事业最巅峰时自杀，留下一纸
“人言可畏”的遗书，亦是她向保守势力的无声
反抗，反抗封建社会对婚姻和爱情的抑制。

岁月之河匆匆而过，但抹不去一代又一
代粉丝们对阮玲玉的追忆，她仍凄艳地静静
地盛开在时光深处。风从身边掠过，似乎带
你回到民国，千娇百媚的旗袍，繁华却透着无

边的苍凉。
孩童时代的阮玲玉，做工人的父亲早逝，

母亲为人做帮佣，生活极为清苦，母亲把节省
下来的钱供她读书。1926年，阮考入上海明
星影片公司，25年的短暂的年华，主演了 29
部电影。

二楼阮玲玉生活、居住过的卧室，依然保
留有70年前装饰的风格，整个房间约有25平
方米，卫生间里浴缸、水斗和龙头依然保存完
好，都曾是当年阮玲玉使用过的遗物。当年红
极一时的阮玲玉宛若盛开的繁花，但她的日常
生活极为平淡。木门紧闭着，那沉旧的木质楼
梯，一代名媛阮玲玉曾踩着上上下下多少回？

这幢西班牙式洋房，曾是上海滩最高档
的住宅之一，解放后，成为民宅，历经好几个
主人。缓坡屋面盖圆筒瓦，有着异国的情调，
这里有难得一见的圆形花园，一楼客厅外，有
一扇小花园的钢窗门，这曾是 1934年阮玲玉
受当时《良友》杂志之邀，在家门口拍摄的封
面照背景。

走过这座小洋楼，再回眸，心是酸酸的，
如秋雨敲打着梧桐。当年她就是在这里服
毒，留下一句让世人叹息的“人言可畏”成为
经典绝语，让人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沙沟有一道传统菜叫“水粉鸡”，其主
要原料是鸡丝和水粉。这道菜是旧时沙沟
宴席“六大碗”中的一道菜，其特点是水粉
油而不腻，鸡丝嫩而不散。虽说是乡土菜，
可是沙沟人很喜欢食用，四时八节，宾朋相
聚，婚宴寿宴上都少不了这道菜。

传说，水粉鸡的产生在清代乾隆年间，
兴盛于民国时期。这期间沙沟商贾林立，
批发零售业兴旺发达，民间的茶馆、酒楼也
应运而生，街头巷尾的小茶馆、小吃店比比
皆是，他们纷纷拿出价廉物美的乡土茶肴，
供来买卖和办事的乡民享受。

清乾隆期间，沙沟镇上有个叫“巧篮
子”的女民厨，她在古镇东夹河旁和桥南
太平街口的交叉口开了“六和春菜馆”，
不仅经营乡间的经济小吃，还兼营夜市。
开业初期生意不旺，她左思右想，自己的
店小，菜肴比不上酒楼厨师做得好，不能
吸引顾客是主要原因。要想吸引顾客得有
拿手的当家菜，才能改变局面转亏为盈。

“巧篮子”的店是前店后院，院子里
养了十来只芦花鸡。这天中饭市后。“巧
篮子”将饭店内的剩菜饭喂鸡，她手里端
的是一碗四季豆烧粉，四季豆没几根，粉
丝倒不少，芦花鸡们相互抢食，鸡子的尖
嘴夹起一根根长长的粉丝，一节一节地吞
咽，有两只鸡各自衔住一根粉丝的一端，
相互抢争，“巧篮子”看到鸡憨态可掬的
吃相很有趣，情不自禁地“咯咯”笑起
来。

笑着笑着，突然一个灵感在她脑海跃
出，她想到鸡肉很鲜，若是用鸡肉与粉丝
炒，味道又如何呢？说干就干，她抓住一只
公鸡杀了，去毛洗净后，用大火煨熟，将整
鸡拆开，又把鸡肉撕成一根根条状备用。
再买来上好的绿豆勺粉丝，用温水泡软，放
在锅内用香油将其用文火浴透盛起。然后
在锅里放入鸡丝和青蒜丝、香菇、木耳、茨
菇片等辅料，加入白抽（即特色秋油）、香
油，用武火热炒，她掌握着火侯，将鸡丝炒
得很嫩，待鸡丝炒好后，倒入粉丝一起翻炒

几下，随即起锅。这样一道鸡丝炒水粉就
好了。

“巧篮子”用小碗将炒好的鸡丝水粉端
给周围邻居品尝，大家都说好吃。在后来
的日子里，“巧篮子”在烹饪工艺上又进行
了改进，并给这道菜叫了个响亮的名称
——“水粉鸡”，“水粉鸡”成了“六和春菜
馆”的一道品牌菜，食客们纷纷慕名前来品
尝，菜馆生意红火，应接不暇。

炒水粉鸡用的水粉叫“勺粉”。顾名思
义，粉条是用铜勺作为器具加工而成的。
勺粉用纯绿豆做原料，将绿豆磨成浆后吊
成驼粉。再将驼粉加水调成粉浆，倒入铁
锅中用火烧开，待粉浆成糊状后，舀入钻有
眼孔的大铜勺中，粉糊从勺眼中呈直线状
漏出，沉入下方的清水桶中，冷却后即成

“勺粉”。
旧时沙沟专业做勺粉的作坊有好几

家，加工好的勺粉都是自产自销。卖勺粉
是当时沙沟市景的一大特色。早饭市一
过，一老一少抬着盛有勺粉的大水桶，桶把
上拴着一把杆秤和一把茅草腰子，一边走
一边高声吆喝。有客户要买粉，老者抽出
一根茅草腰子，用手在桶中轻轻一捞，再用
草腰兜底扎上，提起称斤两，算账付钱。

其实，能原汁原味地炒好水粉鸡的厨
师在沙沟并不多。高手厨师炒出的水粉
鸡，晶莹剔透，碧玉妆成，吃起来味道鲜美，
清纯可口，闻起来馨香浓郁，芬芳怡人，可
谓色香味形俱佳。品尝水粉鸡最好用瓷调
羹。一盆水粉鸡端上桌，看似表面不冒热
气，其实里面的粉丝很烫。这时，好客的主
人会友好地提醒客人，用调羹舀上一勺，稍
凉一下，才能入口品尝，反之，一不小心会
烫伤你的喉咙。

“巧篮子”独创的一道“水粉鸡”，名扬
四方，深受民众喜爱，被传为时尚佳肴，后
来大一点的菜馆酒楼也纷纷效仿，“水粉
鸡”成为了酒席上的一道人见人爱的美
食。300 余年来，经久不衰，一直传承至
今。

苗苗 青青 摄摄黄昏静泊黄昏静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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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征文 凡人善举情满水乡
□薛宏金

时光任茬，我到市慈善总会工作一晃五年
了。

五年来，我目睹了慈善凝聚人心、公益汇聚
力量的真谛，体验着慈善工作者的使命、责任和
担当，感悟着兴化普通百姓的慈善情怀。

五年来，全市上下普及慈善知识，树立慈善
典型，开展慈善志愿服务，使“人人可慈善”的理
念深入人心，守望相助、和谐向善的风气逐步形
成。2014年 8月，我市被评为“慈善五星城市”，
跨入全国慈善城市百强行列。慈善总会开展的
扶贫济困、扶弱助残、助医助学等慈善项目，引
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就拿“慈善血透”项目来
说，这是为尿毒症患者这一特殊群体设置的。
慈善总会与医院共同出资采购血液透析设备，
对家庭困难的尿毒症患者的血透治疗费用给予
减免。只有当你置身血透病房，面对几十名正
在进行血透的患者，你才能体会到“慈善血透”
项目为什么被称为“为生命续航”的民心工程。

“情暖万家”“助学圆梦”“牵手困境儿童”“慈善
医院”“爱老无忧综合责任保险”……不少群众
遇到困难就会想起这些响当当的慈善品牌。这
些慈善项目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大家
庭的慈爱，也展示了水乡兴化人文明、慈善、博
爱的精神风貌。

五年来，慈善之花开遍水乡大地。本着“慈
善为民，服务为本，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办会
宗旨，各乡镇、街道办相继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慈善会，村、社区建起了慈善工作站，全
市编织起温暖人人的慈善之网。慈善资金是慈
善组织开展救助工作的基础，是发展慈善事业
的根本保障。市慈善总会稳健实施资本运作，
增加投资理财收益，本金突破 5000万元。乡镇
街道慈善会募集善款2500 多万元，不仅提升了
基层慈善组织面对面的救助能力，也成为当地
群众奉献爱心的平台和困难群众的贴心依靠。
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干部职工
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市四套班子领导
带头捐款，为慈善事业奉献爱心。兴化农商行
作为一家地方性金融企业，发展之余不忘反哺
社会，一直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累计捐款 300
万元。双弘、和旭、诚园、凯德、恒大等 4家房地

产开发企业和星凯家居生活广场有限公司践行
共享发展理念，分别向慈善总会捐赠 60万元。
江苏长江银行兴化支行和兴业银行兴化支行简
化开业庆典，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救助贫困群
体。中信银行兴化支行的职工捐赠出个人物
品，通过网上竞拍和现场义卖，筹得22万多元资
助兴化中学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点点滴滴聚
爱成河，众志成城汇善成海。当盐城阜宁龙卷
风灾害发生后，兴化人民立即行动起来，短短三
天就募捐 116 万元，向灾区群众献出了爱心。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姚小琴，这位曾经的
下岗女工，凭着诚信经营成为兴化一家大酒店
的老板。她热心公益事业，从 2004年至今已投
入八、九十万元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她告诉
我：“今年为刚刚跨入大学之门的20名家境困难
的学生每人办了一张银行卡，我每个月给
他们的卡上打 300元生活费，直至他们大
学毕业。”姚女士的善举，让慈善照亮了多
少寒门学子的人生和梦想，也在他们的心
中播下了慈善的种子。

慈善是一种情怀，是人性中最美好的
东西。我认识一位叫陈启兴的老人，原是
一家国有企业监事会的监事、审计科科
长，2001年 4月随着企业改制下岗了。当
时我在财政局工作，他找到我，想发挥自
己的财会专长创办一家会计咨询服务公
司，从事代理记账和内部审计等业务。我
赞赏他的人生态度，鼓励、支持他创业，协
助他办理了相关手续。一晃十几年过去
了，老陈的公司办得红红火火，不仅聘用
了数名下岗失业人员，还向国家缴纳了10
多万元的税款。老陈坚守“心怀善念，乐
善好德”的人生信条，平日粗茶淡饭，却热
心公益，多次为地震灾区、寒门学子、困难
家庭捐款，总额达14万多元。当听说他曾
下乡插队的中堡镇谭家村修公路尚有资
金缺口，又慷慨解囊向谭家村捐款 10万
元。

冬日的水乡，寒气中和着丝丝暖意。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到我的办公室，表
明自己捐款的意愿。老人告诉我，他老家

在我市西北部的一个乡镇，三个子女均已成家
立业且在外地工作。老人幽默地说：“钱这东
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用就行。子女都生活
得好，不要我资助。自己有些积蓄，想通过慈善
总会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不多，4000元，略
表心意哟！”我问他：“您贵姓？”，他只是笑笑，
说：“我只是想通过你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不必知道我的姓名，也不必说谢谢。我以后
还会来的！”这位老人不追求任何名利的爱心善
举，使我深受感动。“存爱心、行善事、做好人”，
是兴化人的传统美德。我想，慈善之意为仁慈
而善良，爱心是慈善行为之源。也许，做善事不
肯留名，这就是善良的最高境界。正是他们用
爱的涓涓细流，甘甜了千千万万特殊困难群众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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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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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尧王山
□万德华

尧王山不高，海拔 300 多米；尧王山简
朴，小松绿草灰石；尧王山无闻，静卧益都城
西。尧王山却很骄傲，因为它拥有一支英雄的
部队。尧王山是军营的座基，尧王山是军人的
靠背。

早在入伍通知书到手的时候，带兵的排长
就讲过尧王山的神奇。他说得绘声绘色，我听
得如痴如醉。等到新兵的专列停靠益都，我却
与它失之交臂。转赴胶县参加军农生产两年
后，我才与它相会。

四月的晨雾中我登上它的极顶，满目图画
让我兴奋不已：东方的县城若隐若现，北边的
火车来往奔驰，西邻的群山黛色苍茫，南接的
层峦路转峰回；近处的营房整齐俨然，远处的
村落有高有低；深浅的沟壑纵横交错，起伏的
农田庄稼茂密……朴素的景色正合朴素的人，
从此我与它朝夕相随。

它听过我打靶的清脆枪声，它见过我训练
的敏捷身手；它为我的火炮确定过目标，它为
我的射击计算过距离；它曾给我指明进攻线

路，它曾给我构筑防御阵地…… 四年的相伴
相随，我和一座山结下了深深的情谊。我是一
名坚强的战士，退伍那一天我对着它却满面泪
水。三十六个春秋过去，军中往事多已烟云泯
灭，但对这座山我始终怀着清晰的记忆。

在我的心目中，尧王山贫瘠并不自卑，质
朴并不庸俗，连绵并不骄横，突兀并不霸气。
一代又一代的军人仰望它，一代又一代的军人
铭记它。因为我们是来自尧王山部队，因为我
们都是尧王山战士。

农 谚 说 ：
好种出好苗，
好苗长好稻。
稻种好，秧苗
生长健壮，就
会籽粒饱满，
水稻才能获得
丰收。

好 的 稻
种，要精选。

生产队的
大仓库里，竖
立着好几个大
稻摺子，有的
是村民的口粮
稻，有的是留
着 做 种 的 稻
谷。这些，都
是上年秋天生
产队脱粒后特
意留下的。其
余的都做了公
粮，送到公社粮管所。选稻种，就
是在留种的稻谷里再选出饱满实
沉的稻粒。

选稻种的时间，一般安排在
春节后至清明前的二三月里。

选稻种的人，都是妇女，而且
是视力好的三四十岁的妇女。视
力不好的，安排做其他农活。视
力不好，会影响选种的质量。

一大早，七八个妇女带着筛
子、簸箕、笆斗、小畚箕，还有小板
凳，来到了生产队的大仓库，选
种。

“先簸、后筛、再选”，这是生
产队长交待的，也是选种的程序，
不能有半点马虎。

簸。将稻摺中的稻谷用小畚
箕装到簸箕里，女人站在仓库外，
上下抖动簸箕，将稻谷中的瘪稻、
稗子、草丝和尘灰全部清除出去。

筛。将扬簸后的稻谷再倒在
筛子里，通过一圈一圈的晃动筛
选，落下的是碎稻、稗子。筛子上
面的稻谷倒在笆斗里。

选。尽管已经进行了扬簸和
筛选，但还不算干净彻底。这就
需要精选。这是选种的最后一道
程序，也是最细心最重要的一关。

女人们将笆斗里筛过的稻
谷，用小畚箕铺摊在木板上或簸
箕里，她们或围坐成一圈，或分散
而坐，一个个低着头，张家长，李
家短，一边说笑，一边选种。

她们用手先将刚倒下的稻谷
抹平，很薄的一层，这样一眼便能
看出瘪稻、碎稻和稗子，尖起手
指，将它们捡出，扔到一边的粪桶
里。然后，将已过目的稻谷聚拢，
用小畚箕装入另一个专放稻种的
笆斗里。接着，再将木板上或簸
箕里的稻谷抹平，拣出瘪稻、碎稻
和稗子，将过目后的稻谷倒入专
门的笆斗里……过程就是这么简
短。但这个简短的过程，特别需
要女人的细心，不能有丝毫的粗
心大意。因为在薄薄一层的稻谷
中，除了要拣出瘪稻、碎稻和稗子
等一眼就能看到的杂物外，还有
两种对象必须要明察秋毫，准确
无误地将它们“揪”出来：一种是
未饱满的稻粒。这种稻粒看起来
与饱满的稻粒差不多，但它发芽
率低，产量不高；另一种是杂稻，
其外表与稻种并无两样，但它的
个子不是太长就是太短，或者太
扁。这种杂稻混入大田后，秧棵
大，分蘖少，与秧苗抢肥料、争阳
光，抽穗时间与稻种不一致，严重
影响水稻产量。

精选出的稻种，粒粒饱满，澄
黄晶亮，水洗的一般。老队长用手
抓起一把稻种，来到阳光下，抬起
臂膀，将稻种慢慢地落下，眯起眼
睛看，一边乐呵呵地说：“这么好的
稻种，今年还不丰产丰收吗？”

假如我能作画。
既然是“假如”，说明“不是”。但“不是”并

不能阻止“假如”。
假如我能作画，我一定要画一只飞翔的鹭

鸟。那一年，我和一群同事去大西南一个有名
的景点，在一片空旷的河岸边，我极目远眺，处
处是峻岭，岭岭有森林；我环顾四周，身旁是河
滩，水在石上湲。一轮夕阳将余晖洒向如画如
染的江山。恰在这时，一只白鹭进入我的视线，
只见她划动双翼不疾不徐，彩霞作陪衬，群山作
背影。哦，她是个天地间孤独的旅者，却似乎方
向明确矢志不渝。她来自哪里？她飞向何方？
她坚定的眼神里是否含有悲伤？四野阒然，晚
风浩荡，不知还有多久才是她下一站落脚的地

方？
假如我能作画，我要画一簇芦荻。家乡多

有浅滩，滩边芦苇漫漫。这东西极平凡不起眼，
无论是春天的萌芽，还是夏天的勃发，人们都容
易将他与一般的野草相提并论。可是，当秋天
行将过去，百花皆已凋零，唯有芦苇在头顶开出
一束束淡黄的花朵。他绝不妖艳，但在阳光的
映衬下极为舒展极其大方；他不张扬，风来他俯
首，风去他昂头，俯仰之间，将世界看个透彻。
霜来，他不畏惧；雪来，他不退缩。即便千里冰
封，他依然像个战士一样，伫立于大地唱一首嘹
亮的战歌！

假如我能作画，我不画天不画地不画少女
不画金瓶，我要画一件玉器。它可能是一只玉

镯，也可能是一方玉砚，甚至是一支玉簪一块
玉片……总之，她是块玉，一块质地坚硬、纹
理细密、抚之温润、叩之有声的玉！玻璃太过
透明，没有应有的含蓄；木器太过柔软，受力
容易变形。钢铁又太冷了，似乎没有通融的余
地。只有玉，我握她于手，她就和我有了搀
扶；我贴她于肤，她就和我有了交流；我藏她
于心，她就静静软软地偎在我的心头，不骄不
纵不惑不媚！

假如我能作画，我还会画北方的芨芨草，南
方的石拱桥。哦，差点忘了，假如我能作画，我
还要画一朵茉莉，一朵幽香隽永的茉莉，开在我
家的庭院，开在我的窗前，在一个有月的晚上，
我们隔帘相望隔扇叨絮。

心灵驿站 假如我能作画
□黄德高

王王 军军 摄摄休休 憩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