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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家
池
里
的
鸳
鸯

陈
荣
力

    雨起初还疏朗，从倒垂的柳丝上滑
落，溅出小小的水泡，水泡渐渐密起来、
大起来，扩成一圈圈大大小小的波纹，波
纹又连展、融合开来，成为起伏荡漾的涟
漪，雨慢慢大了。

就在我们在大起来的雨中有点狼
狈，欲打道回府时，那只鸳鸯妈妈出现
了。鸳鸯妈妈像是突然从水里钻出来似
的，先是在水面上慢悠悠地游动，时而抖
抖翅膀，时而四处张望。突然，它跳过横
在水里的一根竹竿，向另一簇更大的柳
荫快速游去。诧异于鸳鸯妈妈的举动，我
们急急跟着移动。“看！看！小鸳鸯。”那
簇更大的柳荫下，一只粉嘟嘟、毛
茸茸、拳头大小的小鸳鸯正在稠
密的雨丝中嬉戏、觅食。小鸳鸯全
不在乎妈妈的到来，依然一会儿
氽水、一会儿转圈，雨点打在身
上，就笨拙地晃晃脑袋，像一个做
秀的萌童。鸳鸯妈妈亦无奈，叫了
几声后，一直在雨中耐心地守着。
此时整个华家池已泛起一层

朦胧的雨雾，回望同样笼罩在雨
雾里的初夏的华家池校区，一片
绿树红瓦色彩迷离，几畦桑肥蒿
长气息氤氲，一阵清朗的书声从
教学楼传来，湿漉漉的，让人很直
接就能想到读书者的年轻……一霎间，
我有点时光倒错的恍惚，那个梦，那个藏
掖了四十年的梦，原来依然如此清晰。
如果没有记错，当初的华家池里应

该没有鸳鸯。四十年前的那个高考季，将
参加高考的我们被一部叫《华家
池畔》的小说迷住。小说作者为后
来曾任嘉兴市副市长的女作家巴
陵，发在当年刚创刊的《江南》杂
志上，一时间洛阳纸贵。依我现在
的阅读经验，最初作为手抄本流传的《华
家池畔》，也是迄今为止写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大学生活最好的小说之一。也因为
《华家池畔》，当年能考入华家池畔的浙
江农业大学是我们不少同学心心念念
的目标。而于我，绿树红瓦、湖光晚霞，
书声灯火、田园阡陌的华家池畔，更是
我未知又充满憧憬的大学梦的现实写
真与愿景拓印。《华家池畔》的许多故
事、人物和情节已经模糊了，但我敢肯
定，巴陵写得细致、传神也十分动情的华
家池，当年没有鸳鸯。

鸳鸯作为一种迁徙的候鸟，这几年
似乎特别眷恋杭州这个城市。每年的四
五月间，西湖边出生的十几窝鸳鸯，成
为全体杭州市民心中的宝，鸳鸯家族们
的出生、成长、遭遇和萌态亦是自带流

量的网红。但我从未听说过华家池里也
有鸳鸯。我不知道，四十年后当我终于
第一次走进现已改为浙江大学华家池
校区的华家池畔，以一星期浙大培训生
的身份，与华家池里的鸳鸯不期而遇，
是冥冥中的昭示，还是因果里的偈语。
但我知道，四十年来那个那么渴望、那
么期待着走进华家池畔的梦，一直像那
只粉嘟嘟、毛茸茸的小鸳鸯一样，始终
未曾老去。
四十年前的那个高考季，正复习迎

考的我，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像我这种当
初挂在民办高中班读高中的考生，若不

参加高考还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即高中毕业就可参加工作。消息
起初如一粒暗红的炭火，灼了一
下目光之后并没让我太在意。慢
慢地，炭火着了风、添了柴，越燃
越旺起来，以至于烤得我心神不
宁、焦灼烦躁、寝食难安了。不用
猜，这风和柴就是父母的意见、劝
导，亲朋的分析、鼓说……一边是
当时只有百分之十以下的考中
率，能否考上大学的未知数；一边
是一向经济拮据的家境下，笃定
有保障的一份工作。那段时间我
犹如裹在茧里的蛹，几乎每刻都

在纠结和挣扎。谁都明白，相比一些农村
的同学或当初没挂在民办高中班的同
学，这样的政策和机遇恰似天上掉馅
饼。“大学毕业不也就是一份工作嘛！”
当我终于以这样的理由在高考的半月

前，怀揣着高中毕业证书，到杭
州湾畔的一个乡村供销站报到
时，我知道，那只鸳鸯，那只粉嘟
嘟、毛茸茸的鸳鸯，从此再也飞不
出我的生命和心头。

近十几年来，趁出差和旅游，我常喜
欢到一些著名的大学去走走、看看。在北
大的未名湖畔捡拾湖光塔影，在武大的
珞珈山下沐浴落英缤纷；清华园里领略
“水木清华”的风骨；浙大紫金港中感悟
“求是精神”的机锋。我也曾在澳洲的悉
尼大学观览异国的建筑，在瑞士的苏黎
世校园探访负笈的同学……

我知道，这样的走走、看看，说不上
是圆梦，但对梦的成长和绚丽，对梦的丰
满和活力，分明也是一种养料和拉风。
往后的岁月里，我想我依然会喜欢

到大学里去走走、看看。虽然那只藏掖了
四十年的鸳鸯，那只粉嘟嘟、毛茸茸的鸳
鸯，永远不可能成为白天鹅了，但有梦总
是好的，因为梦既是理想的电和光，也是
现实的诗和远方。

红树林·石矾塔·刺桐树
林 娟

    无数次来竹塔村，面对大海，
确实内心有很多潮涌，这是一片
多么神奇的土地。那天，又一次来
了，红树林和石矾塔是让人流连
忘返的，而更能让我怦然心动的
却是海边那两棵刺桐老树……
来到漳江口，看到了从海里

长出的绿色植物，叫红树林，这一
片二千多公顷的海上森林，景色
美丽宜人：白鹭在海上自由自在
地飞翔着；跳跳鱼、小蟹、虾在灰
色的滩涂上上蹿下跳……能在红
树林边“农家乐”小聚一餐，一边
品尝着鲜美的海鲜，一边面对着
大海和红树林，在海风中欣赏着
美景，有一种远离喧嚣的感叹。
其实红树林的叶子并不是红

色，而是绿色。因其树皮及木材呈
红褐色，而称为“红树林”。涨潮
时，红树林被海水淹没，或者仅仅

露出绿色的
树冠，仿佛在

海面上撑起一片绿伞。潮水退
去，则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海上
森林”。
在红树林丛中栖息生长的

鸟类、鱼类等水产物种资源有
230多种，漳江口红树林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拥有全省最大
面积的红树林湿地，是北回归线
北侧种类较
多、保存最
好的红树林
天然群落，
也是国际重
要湿地。在此地培育、养殖的贝
类海鲜，产品远销国内外。

如果到漳江口红树林，乘
舟海上一游，吸引你的还有海
上那座石矾塔，一座记载着闽
南人文风情的石塔在历史的风
雨中矗立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延伸：据说原来矗立石矾塔
的地方矗立着的是一个塔形的

天然大石笋，是一块风水宝石，
所以自古云霄县文人辈出，让邻
县暗中嫉妒。风水先生看了周边地
理，认为是此“海上之石”抢走了
他们的好风水，所以就派人把原
来天然石笋炸毁了。后来，云霄人
在旧址上建造了新的人工石矾
塔，以作纪念。历史已翻开了新的

篇章，石矾
塔已是人们
心目中的镇
海之塔、镇
县之塔；石

矾塔也是人文、公德的风向标；更
是人们追寻国泰民安、幸福安康
的一种美好心愿。

突然想起高中毕业那年，班
主任组织我们班同学去石矾塔游
玩，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留在船上，
不敢下海。看着同学下海爬石矾
塔，当时的我是多么胆小、笨拙和
无趣。时光荏苒，往事如风……

我来
到长洋村
的海边，两株老树紧紧相伴临海
临风而立，和海中央石矾塔遥遥
相望，这就是刺桐树。此时，树没
长叶，枝干飘逸，重重叠叠，花骨
朵儿待放，我真想过一些日子再
来看看这两棵老树花开满枝的
样子。
小时候，就熟识这种树和这

种花，因为我外婆家附近有几棵
刺桐大树，花开时节红艳艳，大家
都叫它“新娘花”，可能是花开时
特别艳丽红火如新娘的红嫁衣
吧。红花在枝头上一簇一簇如辣椒
般艳丽，在花枝上纵情燃烧着。据
说此树花开不见叶，叶花不相见。

在海边，在红树林旁，和石
矾塔隔海相望的两株老刺桐树
相依呢喃着，“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就这样永远定格在海的风景
里、定格在我生命的记忆里……

闲话菊花茶
陈甬沪

    应谈兄提议，今次以菊花茶为
议题，再来一番“瞎三话四”。

朋友品茗论茶者中高手林立，
都有自己喜爱的茶属、茶种、茶类、
茶别，这也展示、揭示或启示了各
人生活方式的情趣。比如，谈兄推
崇他家的白糖菊花茶，就有着较强
的年代印记。在物资比较贫乏时期，
谈兄父母因属高级知识分子，当时
配给的白糖票证比一般家庭多，白
糖腌制的菊花茶成了他们家的特
产，白糖菊花茶口感甘甜、入喉润
滑，是一道待客茶点。他们家还因为
常年有冰糖可购买，所以他老爹用
盖碗的方式泡饮冰糖菊花茶，悠然
而自得。
菊花当茶饮我在儿时起步。当

年并非我家，大凡暑期属“散养”的
小孩，弄堂里几乎家家户户一早就
会泡好一大壶菊花茶凉着，为小孩
防暑解渴。透亮的长口冷水壶中，一
朵朵黄白绿相间的菊花，在微微泛
黄的水中，或浮或漂或沉，婀娜多姿
争奇斗艳。对了，当年写一篇《我家的
菊花茶》作文时认识并造句了“婀娜
多姿”之词，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景
至今记忆犹新。也记得妈妈讲过菊
花茶的民间传说：一个穷苦人家的
孩子种菊花治好母亲眼疾，造福乡

民的故事。当年自然不会深悟，妈妈
以悲情方式演绎的用心，从小教导
我们要知从孝、从善、从事之意。

菊花入茶历久弥新，菊与梅、
兰、竹喻称为四大君子并非浪得虚
名，它们各具特色，是人格境界的
神往，比如菊花那凌霜飘逸、特立
独行、不趋炎势的品行，也是传统

文化感物喻志的启示。前人剪木裁
枝、探波寻源、清粕洁雅、留幽怡
情、群芳共赏，辛勤培育创立出的
菊花茶饮，它就是中国茶饮
文化的经典之一。
菊花的特立独行，并不

影响入茶的融洽感。比如，清
菊茶有点微苦，如果加入少
许白糖，或者在水沸时加一点冰糖，
口味更好，还具有清热散风、明目清
肝和消炎解毒之效。菊花茶饮与药
理之妙用，成就了它的功能性；又比
如早已盛行的菊花枸杞茶，是大多
数女性喜茶者上午的最爱选择，又
成就了它不一样的需求性；再比如
现今流行的“菊普”茶，被酒肉朋友

们称为“刮脂”水而餐餐必饮，也成
就了养生中的认同性。菊花与龙
井、菊花与碧螺春、菊花与猴魁的
匹配，不仅其名不俗，如菊井、菊碧、
菊猴……而且融合度、体验感能与
时俱进，那是人们在对它功力、功能
与功效不断认识、认知与认同中，传
承且发扬光大促成的。它们丰富了
民众的口感。

菊花没有其他叶茶的价高之
虞，没有其他花茶的美名之赞，没有
其他茶饮的匹配之忌，实在、实用而
实惠。

五年前谈兄介绍他的外甥与我
们相识，这位同行是桐乡市基层所
的所长，在指导创业者中碰出火花，

豪爽直率一诺而执著，于是
每年我都会收到吴所长快递
而来的的杭白菊、胎菊。
没有高低之分、贫富之

别、取舍之念。每每品味“菊
井”“菊碧”（每天早餐后的茶饮），
玻璃杯映衬的碧叶黄菊清目养眼，
热泡中清香淡雅飘逸缕缕，体验
感、满足感与幸福感满满。菊花茶
饮十分平凡、平常而平淡，但它是寻
常平民百姓家中的一款难舍茗品、
一味消暑解渴茶饮、一帖清热解毒
良药，我对此坚信不疑。

孩
子
们
的
一
些
事

薛

松

    快递小哥上门，要我
签收一份陌生邻居的快
件。他把拨通的手机递了
过来，电话那头传来了陌
生女孩的声音：“叔叔，我
是住在你家隔壁的
新租客，请代签收
一下邮件，我下了
班上门来取。”本人
签收后，没有把未
曾谋面者的物品放
在家里，而是物归
原主———放到租客
的门口。

日落时分，楼
道里有动静，我打
开门，见到了陌生
女孩。她对我说：
“东西收到，谢谢你！”此
后，我隔三岔五替她签收
快递，成了租客的“收发
室”。彼此熟悉后，她的贵
重物品可以寄存在“收发
室”内，随时来取。

我家的电脑被不速之
客入侵，骚扰广告不断。我
和太太反复操作，也无法
将其删除，不能正常上网。
一般来说，上了年纪的人

操作电脑的能力不
如年轻人。儿子儿
媳不在附近住，远
亲不如近邻，我把
情况如实向隔壁租
客反映并求助。她
脱口而出：“你自己
把它删掉不就行了
吗？”当时，我愣了
一下，表示理解。女
孩远从桂林来到陌
生的大都市，有本
能的自我防范意

识，不去陌生人家。与我先
前不把陌生人的东西寄存
在家的原则是相同的，避
免节外生枝。之后，她收到
快递，也未提及我家电脑
黑客软件是否被赶走，做
长辈的自然不能不近人情
地旧事从提。

本住宅楼始建于上世
纪 80年代末，地处闹市，
毗邻写字楼，交通便捷，租
价不菲，整栋楼的出租率
高达一半。年轻人的每日
三餐靠点击手机叫外卖，
他们还都是不婚不育的单
身大龄青年，往往越高颜
值、高薪的孩子越是单身，
尽管有几户男女青年已经
住在一起，也不婚不育。此
状况是一些现代人的生活

方式。目前，全国 60岁以
上的老人有几亿人，从轻
度老龄化社会进入中度老
龄化社会了。
逢年过节，隔壁租客

的爸妈从老家赶来看闺
女。夫妇俩意味深长地对
我说：人生的跑道有很
多，女儿没有输在
教育的起跑线，却
受阻于婚姻途中，
成了剩女。
笔者这一代根

据当时的独生子女政策只
能生一孩；到了我们的孩
子为人父母，政策允许生
二孩；可他们只想生一孩，
某些夫妇还成了丁克一
族，更有一些年轻人干脆
不结婚。日本等一些发达

国家每年的出生率在下
降，出现超级老龄化社会，
年轻人的“无欲望”，造成
市场购买力、创造力下降。
我无意中把电脑里的

病毒赶走了，愉悦中传来
“叮咚”的门铃———八成是
隔壁孩子的快递来了，然

而我意外收到一份
不用签字的快递。

事情是这样
的：夏日炎炎，我有
时会给上门送快递

的小哥送上一瓶矿泉水解
渴。小哥与我交起了朋友，
以至于他刚做了爸爸，就
专程送来糕点。生命的延
续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这
个孩子到什么年龄就做什
么事，真是可喜可贺！

沉 默
曹 旭

    你的沉默是一堵墙
我在你面前绕来绕去
你低着头守着口
明明你怦怦的心
已经快要

蹦出来
但你沉默

着
明明你颤栗的身体
已经像小鹿一样不停

地抖动
但你沉默着
明明你的嘴唇

已像红番茄一样多汁
但你紧闭着
明明我的眼睛里
全是狼受伤的光芒

但只能沉
默地憋着

最艰难的
沉默

是火山喷涌前
片刻的决心
我鳄鱼般地冲上去
咬住你的沉默
你便发出快乐的呻吟

有一种草花，它叫太阳
魏鸣放

    “呦呦
鹿鸣，食野
之苹。”（《诗
经 ·小雅》）
一直以为，

这个“苹”，只是一种普通的草，不明哪一个种类。
2010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一种中草药中提

炼出抗疟疾药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呦呦之声，来自鹿鸣。最近明白，“食野之苹”这个

“苹”，是艾蒿，菊科蒿属植物。艾蒿，中国人谁人不知？
艾蒿，别名艾草，又叫萧茅、冰台、遏草、香艾、蕲艾、

艾萧、艾蒿、蓬藁、艾﹑灸草﹑医草﹑黄草﹑艾绒等。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一年又一年，每至端午，在大门上插上艾和
菖蒲。
再往下读：“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再查，这个蒿，

正是屠呦呦提炼出抗疟疾药的青蒿，当然是菊科植物。
菊科植物，头状花序盘状或辐射状。每一朵花盘，

里面由无数小花组成。我们看到，大到高大的向日葵，
小到脚下的蒲公英，近看远看，每一个“花盘”，都是一
个小小太阳，无一不散发出灿烂无比的光芒。

据称，在疟疾重灾区非洲，青蒿素已经拯救了上
百万生命。当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自 2000年
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 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
合疗法，约 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青蒿，不是仙草，是太阳。
再往下读：“呦呦鹿鸣，食野之芩”。这个芩，以为

也只是一种普通的草。也查了，也恰是一种蒿草，菊科
植物。

这就奇了，世上的花草成百上千种，那么，《诗经》
中呦呦鸣叫的鹿儿，为什么偏偏喜欢菊科类青草？

也就怪了，这位一生中将名字与“鹿鸣”紧密相连
的女科学家屠呦呦，为何偏
偏从菊科植物中提炼出青
蒿素，而不是其他植物？
这是天问，地问，也是人

间草木之问。
天意从来高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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