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步嘉美湖
音铜川社区 冷崇勋

诗歌

和谐家园 3
2023年 2月 10日
本版责编: 郑圣乐

冬
天
的
﹃
毛
窝
子
﹄

栅桥公园古银杏树

岁月像旷野一样，在浑然不觉

中悄悄溜走。2022年过去了，这一
年又是一个不平凡的虎年，这一年

发生的事就在眼前，历历在目。
2022年《真新人家》创刊 20

周年了，20 年来她伴随着我们书
香驿站的姐妹们一起成长。在这里

有编辑老师的辛勤付出，在这里有

我们好多姐妹的文章发表刊登。在

这 20年的庆祝之际，我们姐妹纷
纷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自己的感

想感悟，并发出了最真挚的祝福。

祝《真新人家》报越办越好，望更多

的姐妹能多写多报道，有更多的文

章能发表。在嘉定、嘉兴两地图书
馆“同阅嘉情”喜迎 20大红色经典
阅读征文活动中，我们驿站的姐妹

以“强国复兴有我”为主题，通过阅

读红色经典书籍为主要内容，将自

己的收获感悟形成文字，隔空交

流，分享体验。共有:曹湘琴、徐翠
萍、宋伟莉、吴明英、余亚平完成了

征文。我们驿站还多次和丰庄茶城

的《丰庄长者读书会》联合举办各

类讲座及读书分享会。让我们的活

动场所又多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让

书香茶香更融合，散发出氤氲的香

气。

2022 年新冠病毒依然猖狂，

我们线下的活动时断时续，不能正

常开展。但大家没忘记自己的职
责，好多姐妹都成了志愿者，为抗

击疫情做贡献。朱文雅老师曾经是

个医生，在抗疫中不顾自己年事已

高，直接和大白们一起配合，撸起

袖子为居民朋友们做核酸检测。徐

翠萍、吴明英、沈莉莉、曹湘琴、宛

桂琴、金建祺、戴慧芬等众姐妹都

是小区的块长、楼组长等小区志愿

者，她们积极配合居委，为居民登

记买菜，买粮，分发抗疫物品及生

活用品，工作很辛苦，责任也很重。

但她们都做得很出色。

2022年全国人民最重大的事
之一，中国共产党二十大胜利召

开。这一刻，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

中国，这一刻，全中国的人民都在

关注着二十大，这一刻我们书香驿

站的姐妹们也有太多的感慨、感

悟、感想要说。虽然我们不能在线

下学习，但大家都从自己感触最深

的那一点，从不同的各个方面写下

了发自肺腑的语言，激发了我们驿

战姐妹的信心和决心。大家表示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读好书，用

好笔，写好文”。

2022年的 11月，我们驿站的
五朵金花 :宋伟莉、余亚平、高金
珠、崔鸿英、徐翠萍代表书香驿站
的姐妹们参加了由“上海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安徽省

图书馆主办，真新街道图书馆”联

合举办的“2022年长三角阅读马
拉松大赛”。它是目前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线下阅读赛事。当天同一个

时间，长三角的 164 个图书馆，
5685 名选手，1137个阅读组共同
阅读《科学的起源》。 此书共 383
页，21个章节，约 30余万字。要求
在六小时内完成略读寅通读寅答
题寅读后感寅提交五个环节，每个
环节都有时间限制。早上答题是五

分钟内做十道题，下午是 15分钟，
回答 45道题。对于我们这些已超
过 65周岁的姐妹来说，陌生，紧
张，压力山大，不言而喻。刚开始大

家有点不适应比赛的形式、规则和

时间，甚至有点懵。但最终大家互

相鼓励打气，调整心态，坦然面对，

接受挑战，正常发挥。最终完成了

“阅马”比赛，获得了奖牌。真切的

感受到了比赛带给自己的一种全

新体验和终极挑战。经历这种艰难

的过程是一份荣幸，也是一种精神

享受，更重要的是收获了许多。

2022年的好多活动都没能正
常进行，但我们还是有好多姐妹参

与了社会活动。朱文雅老师的足迹
踏遍了嘉定区的机关、学校和社

区，上党课，宣讲二十大精神，忙的

不亦乐乎。这一年她获得了 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的称号，获

评“真新街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社

区百佳志愿者”的称号，还获得了

“2022 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
人”，并在街道有关方面支持下成

立了“文雅工作室”。 徐翠萍这年

也获得了好成绩:被评为“2022 年
嘉定区社区校园最美志愿者”以及
“上海市的社区教育最美志愿者”。

在真新街道第五届中医药文化节

“药膳大比拼”的比赛中，获得了制

作演讲一等奖。

时序更替，华章日新。2023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

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撸起袖

子加油干，不断前进，不负韶华。新

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朝阳，新的

希望。开始新的追求，播下新的梦

想，翻开新的一页，写下新的篇章。

加油！驿站的姐妹们。

书香驿站 徐翠萍

经朋友介绍，在这个最寒冷

的冬季日子里，骑车去真新栅桥

公园，拜谒这株七百多年的银杏

树，它被矮矮的一周木栅栏守护

着，旁边是一块 1986年上海市政
府立的铭牌，按上面所写，至今它

该是 740年高寿了。周遭空旷无
人，我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稍

倾，感觉右膝盖下像被石子硌了，

用手一摸，是一粒已踩入土里有

些发黄的白果，噢，这可是古银杏

树的“孩子”哟。它七百多年结出

的果实，滋养调理数个朝代的人

难以计数，称它为银杏树仙也名

至实归，仰望它，我好象吸吮到它

呼出的仙气。

古银杏树斑驳挺直的身驱，
呈现着历史的厚重和凝炼，有的

枝蔓生出的下垂体，像是年迈老

者不经意间自然淌下的涎水，让

人心生怜悯和敬意，老已老矣，但

这从不影响它的春生夏长秋结果

实。

在岁月的时光中，它淡定地

修炼渡劫，从容地呼吸慢慢地增

加着年轮，台风暴雨乃至寒冬冰

雪，侵蚀过它们的枝体，阳光露珠

则涵养着它的灵魂。在它的感知

中，没有朝代更迭，它不会知道唐

宋元明清，对于刀光剑影的战争

抑或是狩猎，它也只能从自身中

箭后感知到，疼痛也只是瞬间的

事。它的感知世界里，只有黑夜和

白昼，只有太阳和月亮还有那满

天的星辰。它的枝头是鸟儿的活

跃舞台，也是鸟儿恋爱结婚的证

婚人以及筑巢生子的致贺人。

生命的年轮，对于人类而言

是短暂的，古时人的寿命只短短

三四十年，近代最多能活到百岁。
而银杏树则不然，它的生命有无

限的可能，这株古银杏树周边，就

生长着几株后生，它们长相纤瘦，

缱绻依偎，显得乘巧听话又孝顺。

长者则寿眉长悬，慈祥地把孙儿

搂在左右，风吹树叶,似喁喁私语，

尽享天伦。

很多年前，我参观过明清家

俱销售预展，那里的各式家俱典

雅华贵，价格不菲，真假难测，大

都冠以红木、黄花梨等名贵树木

称谓。我心中不禁想，再好看的家

俱，它的前身无非是树木，经过工

匠的精心制作，才让它们以别样

的面目和身价留传于世，存在的

时间最多只五百多年。那株银杏

树则不然，它是生命体的存在，在

上海这座城市里，像它这样老的

银杏树，应该还有很多株，它不似

那些古家俱深藏闺中，而是大大

方方地接受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顶

礼慕拜，生产的果实无偿地供人

们食用。现代人对这株古银杏树
的呵护周到细微，为它辟出几百

平方米大空间，树干空洞处做了

必要的技术修补，枝蔓也进行了

梳理。能做这些事的人，该是幸运

的更应幸福万分。我从心底羡慕

他们也向他们鞠躬致敬。

俗话说“富人难过夏，

穷人难过冬。”老家苏北里

下河水乡地处低洼，一年

只种一季水稻。秋割以后

是“水养”的一片白茫茫水

田。那时冬天真叫冬天，大
河小沟凡有水的地方，都

严严实实地结了厚厚一层

坚冰，不到开春，冻不化，

冰不开。人云：“寒从脚下

生。”不要说家境贫寒和没

有女人的人家，无能为力

做一双御寒的新棉鞋，即

使做了新棉鞋，也总不能

在冻了化、化了冻的地里

行走吧。只能就地取材因

陋就简地编织“毛窝子”，
穿在脚上不仅暖和，还不

会被雪水泥土浸湿，在物

资匮乏的年代，这是千家

万户数九隆冬抵御严寒最

原生态的“雪地鞋”。

毛窝子，又称“茅窝

儿”、“毛瓮儿”。用草编织

鞋底的叫草底毛窝子，虽

轻便但不防水，只能在家

穿；草底下加木底的叫木

底毛窝子，虽笨重但防潮

防泥，适合雪地行走。鞋的

编制过程叫“打毛窝子”。起源于

何时无法考证，反正祖辈传下来
的。木底毛窝子要选用轻便的柳

树、杨树或桐树的木料，按鞋码大

小锯成段，再做成中间凹两头高

的屐齿，周边钻上密密麻麻的小

眼，便于细茼绳子把茅草或稻草

打成的鞋底固定在上面，然后用

芦花一圈圈的编织鞋帮，不时调

整松紧程度和形状，到最上面收

成圆圆口儿，一只毛窝子就基本
制成。样子犹如毛绒绒的鸟窝，故

名“毛窝子”。

这些材料在我们乡下的河畔、

池塘、沟边随处可见。多则成片、少

则成块的芦苇丛，端午前后密密匝

匝的高挑郁葱，叶子包粽子特别清

香。芦苇可编制芦席、芦筐、囤积稻

谷的围编。芦花用途更大，绒多暖

和是制作毛窝子的最好材料。家乡

人都知道，在芦花初开时就要釆集

大朵毛绒长而厚的，采早了绒太短

不暖和，采晚了开绒容易飞。由于
我们乡下地处偏僻，一般老人都会

打，不用买，省下蛋和稻谷还要调

换油盐酱醋哩。

记得 1954 年老祖母 90 大
寿，十四岁的我和父亲一起回到

乡下。时值正是寒冬腊月，雪已经

下过两场，到处是冰天雪地。我穿

的棉鞋渗进泥水，沾上烂泥，一双

脚冻得失去知觉。可我们这个乡

下，是名副其实的乡下，不仅离小

集镇有十几里路，居住地也很分
散，还有一家独住的，有数十米距

离。大伯看我这双湿漉漉的棉鞋，

估摸下尺寸，连夜打了双“毛窝

子”。怕我磨脚，大伯母在鞋口缝

圈棉布条，还衬上干酥松软的芦

花棉垫。一双里里外外都是毛茸

茸的“毛窝子”，散发出沁入心脾

的温暖。我把冻得冰坨子似的脚

丫伸进去，走几圈如同火炭一般，

热气腾腾地往外蹿，身上的寒气

也消失了大半。

我穿着厚墩墩，软呼呼像大

头娃娃似的毛窝子，开心极了。一

步一步地踩在雪地上，从这家走
到那家，发出很酸爽的咯吱声，如

鱼得水，一路迤逦而行，一地的碎

琼乱玉，再不怕鞋子湿了。毛窝子

依仗高高的屐齿和高高的鞋帮，

尽管乡村都是泥泞路，走过之后

不沾湿，能隔潮、防湿，到了目的

地后，只要甩甩腿、跺跺脚，里外

就干透，脚上还特暖和。

过了大寒，俗语说“小寒大
寒，杀猪过年”，要回家过年了。我

换上已干透的棉鞋，把两只毛窝

子往肩上一搭，带回上海，陪我渡

过了四个冬天，直到送我走进军

营。如今回想起毛窝子曾带给我

的那份温暖，让我难以忘怀。

胜日风和煦袁信步踏朝雾遥
杨柳拂堤岸袁碧浪爱晴柔遥

野芳侵古道袁树荫飘摇涌遥
花卉黄映红袁草丛绿茸茸遥

楼台亭廊翠袁雅致又玲珑遥
围栏五色织袁倒影蓝空悠遥

浮萍荡清漪袁鱼儿戏波遊遥
芦苇抽枝叶袁家雀立上头遥

游人喜盈盈袁我欲乘东风遥
雨露养身体袁湖水释忧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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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万镇社区 赵英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