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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雅 玩

任岁月不断，漂流，漂
流，还在漂流。
任潮汐不断，摩挲，摩

挲，还在摩挲。
期待命运的转折，还

是借风流而寻觅？
漂泊或宿命？依然

有美丽的梦开放湛蓝与
浪漫。
是心灵的点滴眼泪封

存？是情感的一片晶莹融
合？是憧憬的百般磨炼闪
光？
在大浪中沉浮，在大

海中凝练，在沙石中坚韧。
有坎坷的颠簸，信念

熠熠在前；有日月的精华，
爱情久酿纯真。
即使跌宕，也不会破

碎；有梦想，就会飞翔。
一定有一双温润的手

在等待它，一定有一颗真
诚的心在呼唤它。
呵，漂流瓶在漂流。

在海之角，在天之涯，在梦
之边。
穿过时间之海，停泊

心灵之岸。

高元兴

漂流瓶

年岁渐长，对家乡许多事，感觉都已
淡薄，唯独小戏文，愈加觉得珍惜。
跳蚤舞，全国绝无仅有，因舞姿酷

似跳蚤而得名。两位舞者，男济公，女
火神。济公身穿僧衣，头戴僧帽，腰系
草绳，手握破扇，左一闪右一闪，躲着火
神；火神身穿花绿袄，一手举花伞，一手
提香篮，右一闪左一闪，逗着济公。
旧时济公、火神都由男人演，现在

换成一男一女。有一次看街头演出，听
一位小后生说，古代人找对象，女的也
这么主动呀。旁边一位学者模样的人，
着急了：是济公在驱赶火神，是济公在
驱赶火神！小后生有点尴尬，但也机
智，说：还不就是火神拼命想和济公好，
意思是一样的。惹得周围观众哈哈大

笑。跳蚤舞在海岛极讨喜。男女授受不亲时代，能够
在教化的包装下，公然表演男女传情场景，不得不佩
服。而且演出极容易，只两套戏装，就能拉开场子。
海岛小戏文，容易演很要紧，木偶戏那么多种，海

岛上只演布袋木偶。食指顶着头部，中指和拇指套入
两只袖筒，木偶就能在戏台上执物、开扇、换衣、舞剑、
打斗、搏杀、踏步、行走、骑马，种种动作一气呵成。
小小指间木偶戏，演绎的却是大乾坤，剧情一律为

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唱腔综合绍兴大班、宁波走书、
二黄、乱弹和越剧，伴奏用高音板胡，单是唱腔加伴奏，
就让人热血沸腾。如此剧目，戏班却只有三人，一人表
演，两人伴奏，表演者身兼唱、说、演三职，伴奏者十余
种乐器换着用。也因此，又被称为“扁担戏”。一根扁
担，一头担着折叠起来的戏台，一头担着装木偶和乐器
的道具箱。如此简便，在需要乘船、路又不好走的海
岛，就能很方便地转场。用两条凳子一块门板架起台
子，打开小戏台套在扁担上，竖直扁担固定好，就可以
演出了。贺岁祝寿，婚丧嫁娶，渔船下水，新屋落成，海
岛人都会请戏班来演。就连拜佛时，也会许愿为菩萨
演一台木偶戏。演出时，堂前正席摆着香案，立着神
位，供着三牲，观众只能坐在边席看戏。
海岛最有名的布袋木偶戏班，叫侯家班。班主侯

雅飞，侯家木偶戏第四代传人。日本木偶戏学者曾邀
她去访问演出。她也去看过日本木偶戏。对方问她感
觉如何，她说：“阿拉一部戏能演一个多月，像《郭子仪》
能演七十台，你们两位教授来过这么多次，也只看了十
二台。而日本的木偶戏都是折子戏，看了不过瘾。”一
席话，说得两位日本学者连连鞠躬，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今，侯家班又有了新传人侯夏玲，她在抖音平台

上直播小戏文，圈粉无数。原以为木偶戏很难融入现
代生活，却不料在最具时代感的网络空间，成了网红。
不过，抖音上演的只能是片段，连演折子戏都难，那令
日本人最佩服的连台戏怕是演不了。
日益小众化的小戏文，还是能找到不少拥趸。只是，

许多小戏文都衰落得找不到传人了。舟山“打莲湘”，原
是大陆行乞舞，海岛人觉得
好看，也不嫌寒碜，在庙会
这样庄重的仪式上居然也
表演。长涂岛是“打莲湘”
发源地，那一年我去看过。
四个人表演，两人敲，两人
唱。敲者马步微蹲，一根莲
湘棒忽而上肩，忽而落腿，
上下翻飞，棒上用铁丝串起
的铜钱发出声声脆响，如大
珠小珠落玉盘。伴着清脆
响声，另两人用方言唱起
“莲花落”。据说还有上百
人表演的“打莲湘排舞”，
但已无法演了，因为长涂
岛上就一位老人会“打莲
湘”，或许他是“打莲湘”的
最后传人。

来

其

小
戏
文
演
绎
大
乾
坤

在露台休憩的时候，我喜欢与那几
十盆的绿植、盆栽对话。其中一盆榆树
老桩头，最让我倾心——两尺长一尺宽
的紫砂盆中，竟然长着一棵根部树干如
大碗口粗、高两尺有余的老榆桩。略带
裂痕的青皮树身偃卧着，近观只见拇指
粗支干上的榆叶修剪成云片，而片与片
之间错落有致，远视疏密得体，绿云如
盖。那如龙爪似的虬根，一部分突兀在
盆土上，另一部分深扎在盆土之下，苍
劲古朴，雄姿勃勃。
光阴荏苒，露台榆树老桩的“驾

到”，是2005年，它是我60岁生日时学
生赠予的礼物，意蕴赓续师生情缘。

自此以后，在
露台众多绿友中，

此榆桩盆景成了拱璧级优等生，也是师
生之谊的纽带。我对它呵护尤甚，犹如
备课、讲课那样一丝不苟：对着叶片喷
淋，对着树根浇灌，从不怠慢；春来枝繁
叶茂，删繁就简，不让
它枝条旁逸斜出；夏
季的抗旱最为劳神，
因为浅盆蓄大桩，所
以，酷暑天，早也浇，
晚也浇，一天两次从不脱班；冬季，榆树
叶儿纷纷脱落，成为“光杆司令”，必须
及时裹以草帘，榆桩此时才无冻馁之
虞。榆桩的呵护，非我莫属。
对待学生，更是关怀备至，似乎忘

却本人已近耄耋，每每见到露台上的榆
桩，就想到园丁=老师的神圣职责。我

常常把照料榆桩的过程拍成短视频，制
成九宫格，有时发一些榆情榆理的随笔
到师生群里，没想到竟唤起同学爱语文
勤写作的热情。

正珉同学47年前
是一位喜欢古诗词和
作文的腼腆女同学，5
年前从正处级某研究
所监管办主任岗位上

退休后，常常写一些有质量的散文，十
分虔诚请我指导。其实她文笔挥洒，让
我赞叹不已，然而我一如当年批阅作文
那样，阅读再三，圈出好词好句，眉批上
点出所以然，在总批里写下掏心窝子的
赞语。在疫情期间，她担任小区志愿
者，一方面为居民服务，另一方面，积累

写 作 素 材 。
前不久她兴奋
地说，疫情期间的社情民意让她感动，
虽然人们的出行有所受限，但生活依旧
是美好的，人性依然善良。她激情满怀
地根据《柳含烟》词牌，陆陆续续填写几
首词，题目是《赞邻里情》《赞“团长”》
《赞社区志愿者》等，然后写下：敬请老
师指正！看了她激情满怀的词，感慨良
多，思索许久，才郑重回帖：“诗言志，歌
抒情，我吟哦几遍，你的词达到此境地，
为师很欣喜，然疏于诗词格律，也无话
语权。敬谢不敏。”
榆桩的园丁曾为“树人”尽绵薄之

力，而收获的是他们成长的慰藉和自己
再学习的助推力。

伦丰和

一盆老榆桩

名声名声，先有名，还是先有声？朋友圈一句闲话
引发文友围观。刘君说，名声是被群体定义的符号，是
对一个人的品德、品行、品位的注解。洪君强调，对个
人名声的评价，常常与声誉、声望、声威相连。
个人名声往往与机构或职业相关联。那天参与志

愿者云上招募活动，教授老师们不少，董事长总经理不
缺，党政管理者不乏，可谓行业翘楚集
聚。志愿服务有如此魅力，说明人们对
志愿者名声的尊重。汪君的小孩据说很
散漫，在百余人抢两三个职位的招聘中，
因为有青运会志愿者的经历，被优先录
用。汪君有点纠结，儿子能否行稳致
远？我等劝汪君不必担忧，男孩的陋习
会随着年龄、环境和担当而改变。
当下很多传统企业在转型创新中如

何用数字赋能是一个大课题。志愿者老
吴自告奋勇倾情加入，了解企业管理者
的需求，与一线员工讨论交流，联系院校
创业老师指导，召集社会同类创业者集
聚智慧，很快提交了一份翔实的报告。
无私的志愿服务赢得了该企业管理层
的信任。几年来，该传统企业通过自身
的努力，获得了管理创新质量奖、入列数
字化服务供应商、相关标准的编制单
位。让传统转型企业真实地感受到志愿服务之甜。在
上海像老吴这一类专家志愿者有很多，也正因为他们
的奉献与努力，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获得了“全
国最美志愿服务组织”的好名声。
市场竞争中会存在某些逐利行为，而从业者用专

业知识、职业道德与人文情怀同样可以提高群体的名
声。已近古稀的刘老师说，她的每月养老金理财特别
出色。她所结识的某行客户经理许姑娘，为她量身定
做了一大套投资理财计划，产品多元性、节奏紧凑性、
回报周期性，特别是帮助她明白了一些专业术语，知晓
了固定收益、复利计息、保本比例等。名声自在善意、
真诚与服务之中。
当然，也有不顾及自己名声者。比如在一些创业

系列路演中，评委席卡上“名号”不少，投资人居多，有
的以“合伙人”名义坐怀不乱。荣先生搞不懂，合伙人
属什么界别与级别？私募基金机构内的合伙人是资合
关系，不是职业也非职务
标签，况且合伙制还有无
限（普通）与有限合伙之
分，通常有限合伙不参与
经营活动，用合伙人名义
不伦不类，会有损害“投
行”名声嫌疑。
听其言，闻其声、观其

行，生活就是大舞台，名声
自在人眼，名望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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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回家，母亲做了满满一
桌饭菜，等我们吃饱喝足返城时，
母亲又特地从冰箱里取出几袋鸡
头米，让我们带回家。见有鸡头
米，儿子欢呼雀跃，仿佛袋里的鸡
头米，已沁出了清香，让他欲罢不能。
鸡头米，又称芡实。年少时，在

我家乡沟塘湖泊，随处可见。
儿时，每年秋风起后，见我们嘴

馋，母亲总要把镰刀绑在长竹竿上，
到沟塘湖泊里割上几十只鸡头。鸡
头浑身都是刺，在剥皮时，如果不小
心，就会扎到手，小时候，我最怕的
就是剥鸡头。这时，母亲就会教我
们怎样从鸡头嘴处，先撕开一个口
子，再慢慢把带刺的外皮掀开。这
时，整个鸡头就会露出被内瓤包裹

着的鸡头米，然后再用手指头，把鸡
头米一粒粒从内瓤中取出。
儿时，我最爱吃的就是鸡头米

熬粥。那时，鸡头米不像现在这么
昂贵，所以喝鸡头米粥，是一件很平
常的事。除了熬粥，鸡头米还可以
做成菜肴。最常见的是，与鲜虾仁
一起爆炒，再加些山药片之类辅之，
吃起来软糯鲜甜。
这些年，在家乡的沟塘湖泊，鸡

头米已从过去的野生，慢慢转为人
工种植。因为物以稀为贵，价格也

越卖越贵。幸好我的家乡地处
高邮湖畔，河道纵横，水网交错，
从而为鸡头果的生长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水环境。现在，老家人
纷纷承包起沟塘湖泊，每到秋

天，下湖采摘鸡头，成了沟塘湖泊里
一道风景。
对鸡头米，汪曾祺曾画过一幅

画，画有慈姑、荸荠，和一颗大大的
鸡头米，并题词“水乡赖此救荒”，这
说明了鸡头米在高邮湖畔，对百姓
有多重要。汪曾祺是高邮人，我与
先生可谓隔湖相望，每每想起汪老
的这一幅画，我就会想起童年的我
下湖收割鸡头的往事，就会勾起我
的阵阵乡愁，并让我对故乡充满了
怀念。

钱永广

秋风凉，芡实香

饭局：点菜显功力，埋单显
实力，吃光显胃动力。

郑辛遥

在为东部战
区空军筹建军史
馆时，一张无意
间翻阅到的 60

多年前的老照片
令我久久无法平静。照片
已微微泛黄，画面正中，矗
立着一座烈士墓碑，碑顶
端红星闪耀，碑身上密密
麻麻镌刻着19位烈士的
名字。落款时间为1957

年1月30日。
岁月可以冲淡往事，

却无法抹去历史。我知
道，在这沉重的墓碑下，
19位年轻的灵魂在静静
地安息，陪同着他们沉睡
的一定有一个惊心动魄
的故事。强烈的责任感
驱使着我去弄清墓碑的
来龙去脉，还原那段历史
真实。

黄龙岛位于浙江嵊泗
列岛海域，与泗礁山隔海
相望，岛上山冈绵延，远望
似黄龙蟠海而得名。从南
京出发，先汽车，再火车，
再轮船。终于，我们踏上
了魂牵梦绕的黄龙岛。
尽管涛声依旧，可世事沧
桑。当年的雷达阵地早
已荡然无存，只有曾经架
设过天线的那块高矗的
岩石依然挺立，犹如一位
历史老人，饱经风霜却矢
志不渝。年复一年，日复
一日地注视着蓝色的大
海和远方的天空，仿佛在
向我们诉说着60多年前

那段感天动地
的往事……

1956年8月
1日建军节，雷
达连官兵格外

高兴，连队上午组织文艺
演出，中午又要改善伙
食。谁也没有想到，就在
这天上午，一场超过12级
的特大台风袭击了黄龙
岛，从悬崖下卷起的巨大
海浪把工作室窗户冲开，
无情的海水灌进了机房。
“鸣枪告警！”值班的应少
华排长当机立断喊道。
嗒！嗒！嗒！一阵清脆的
枪声在小岛上空回荡。枪
声惊动了山崖背后的连队
官兵。不好！阵地有情
况。林财发连长一马当
先，官兵们紧紧跟随。
连队驻地到阵地要跨

过一道岩沟。海浪冲断了
水泥桥，深涧挡住了去
路。很快，官兵们在深涧
上架起了木桥。长蛇般的
山道上，排满了传递雷达
部件的官兵。惊涛骇浪
中，重要机件一个个被传
递出工作室。
突然一个遮天盖地

的巨浪压过来，“轰”的一
声巨响，林连长和在工作
室的战士们连同塌下来
的石块，一起被卷进了大
海……应排长也被海浪
推进深涧，腿断了，他挣扎
着想站起来，可一点也动
弹不得，但手里还紧紧抱
着雷达接收机。操纵班长
董玉功也被海浪卷到山岩
下，他用力支撑着爬到应
排长身边，想扶排长一起
逃生。可面对随时袭来
的海浪，应排长只把手里
的雷达接收机交给了董
玉功，急促地喘息着说：
“快把它送上去。快，往
上爬，这里危险！”见小董
不肯走，他一字一句地
说：“这是命令，你要坚决
执行。”
面对应排长坚毅而又

深情的目光，董玉功哭着
艰难地攀上石崖，又是几
个大浪。回头一看，山涧

下的应排长和那块大石头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台风
仍在呼啸，海浪还在咆哮，
连队的战友们冲到海滩
上，他们流着泪，呼喊着战
友的名字。他们期盼奇迹
的出现，期待被海浪冲走
的战友能与他们再次拥
抱。然而，林连长和战友
们再也没有回来，19位青
春勃发的身躯永远融进了
大海的怀抱。
黄龙岛横亘在祖国东

海的最前哨，当年的雷达
阵地建在一座小山头的南
坡，我们顺坡而下，脚下，
乱石嶙峋，涛声阵阵；远
处，波涛汹涌，海天一色。
不远处，一座临海而立的
巨大山岩，被一道深深的
岩沟隔断。为我们做向导
的村支书袁松跃指着几个
打入岩石的钢筋桩说，这
是当年19位英烈架桥抢
险的地方。
前几年，几位当年参

与抗击强台风的老兵回
来，就在这，他们面对大
海，号啕大哭。望着对岸
那块岩石上依稀可见的雷
达工作室遗迹，还有几朵

不知名的小花在岩缝中倔
强地绽放，仿佛是19位英
烈不屈的身影依然守卫着
祖国的万里海天。
在烈士墓前，我把一

束鲜花摆放在墓碑前，同
行的战友点起几支香烟。
阳光下，涛声阵阵，香烟袅
袅。静静的黄龙岛。我无
从考证这突兀的山岩曾经
历过多少次风浪的冲击，
也无从考证曾有多少雷达
官兵把自己的青春和欢
乐、汗水和鲜血抛洒在这
荒芜的小岛上。只有一点
无须考证，那弯弯曲曲通
往山巅阵地的石阶路，是
老一辈雷达兵骨肉刻在岛
礁上的符号，是生命写在
蓝天上的诗行。
那曾托举雷达天线日

夜旋转的岩石，那从阵地
通往连队营区的沟沟壑
壑，坎坎坷坷，还有那座被
树木掩隐着的坟茔，在阳
光下跌宕起伏，交相辉映，
仿佛是一部让人终身受益
的教科书。她用无声的语
言向我们诉说着大海的宽
阔、蓝天的深邃和祖国的
重托、战士的责任。

陈汉忠

静静的黄龙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