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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养 育

经过三个多月的征集和评选，由夜光杯和松阳县
文联共同举办的“探秘境 品松阳”征文、摄影大赛结果
出炉。此次大赛共收到读者投稿近300封，其中20件
作品分别获得优秀奖和入围奖。
现将获奖名单公布如下（奖金和证书将在近期寄

发给作者）：
优秀奖（5件）

陈聪聪《当时只道是寻常》
周 亮《松下问茶》
李云峰《山中民宿，让心留驻》
格 哥《宁静》（摄影）
吴鸽平《背靠悬崖绝壁，在先锋书店阅读的外国老

太太》（摄影）
鼓励奖（15件）

陶 琦《到松阳发呆》
阙晓璐《茶香七十年》
王 云《雨中大木山》
陈茂生《松阳茶诗读不尽》
朱珊珊《好山好水带来好白茶》
林少海《珍爱松阳》
李茂清《春来下江南，桃源在李坑》
小 九《桃野小憩》（摄影）
闻 旅《陈家铺村的“飞茑集”在山崖之上》（摄影）
姜晓东《叶子庄园的绣球花海》（摄影）
      《返璞》（摄影）
王 寒《修心》（摄影）
李玉龙《华灯初上，点亮松阳城》（摄影）
周 颖《茶园骑行》（摄影）
周凌飞《小港清溪》（摄影）
有着“江南最后的秘境”美称的浙江松阳，在读者

投递的美文美照里，闪烁着更加亲切和迷人的光芒。
探秘境、品松阳，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的诗意之旅。

“探秘境 品松阳”征文、摄影大赛揭晓

外孙女小铃妹出生在日
本，迄今快4岁了。其间我去
过两次。头一次是在她刚出生
的时候，再一次是去年的初
秋。但每一次都“扎根”半年之
久，又因为在异国他乡，“切断”
了与国内朋友之间的走动。因
而，带孩子便是心无旁骛了。
说来惭愧，女儿小时候一

定也有很多童趣。然而，彼时
的我一门心思扑在职场上，想
必是忽略了。而今再看小铃妹
的一举一动，竟是那么生动有
趣，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
好的心思，将她婴孩时期的一

些趣事
记录下

来。返沪后，编成一本图文并
茂的小书《陪伴小铃妹的日
子》，引得亲朋好友竞相索要。
第二次赴日，小铃妹快三

岁了。她那些奇思怪想，
常常让我在忍俊不禁之
余有再去修一门儿童心理
学的冲动。譬如，她把手
伸进花盆里捏泥巴，她爸
爸便拿着一只玩具小羊“啃”她
的手，逗她说，小羊羊把你的手
吃掉啦。话音刚落，小铃妹的
手就不动了，然后大哭，说她的
手没有了。让一旁的我大跌眼
镜，说你的手不是好好的吗，怎
么说没有了？她哭得更厉害，
坚持说手手被羊吃掉了。弄得

我们几个大人不知所措。她妈
妈灵机一动，又把小羊请来，在
她手背上折腾一阵，说羊羊把
你的手装好了。果然，她立马

破涕为笑，手又动了起来。这
是什么思维？令我不得其解。
小铃妹有各种童话故事里

的公主娃娃，她最喜欢的是一
款长发公主。因为喜欢，所以
她要做“长发公主”。奇怪的
是，每次妈妈带她剪头发，她都
高高兴兴地相当配合，她一边

剪短发，一边说自己是长发公
主。我便揣摩，是不是在她的
心目中，长发公主和长发是没
有关系的，她喜欢的仅仅是这
个娃娃？
给小铃妹讲故事，不

能照本宣读，必须重新编
剧，她是要代入的。讲白
雪公主的故事，她便是公

主的伙伴，皇后给公主送毒苹
果的时候，她必定是要“安检”
的；讲灰姑娘的故事，她又化身
为灰姑娘的朋友，王子来试水
晶鞋的时候，她也要轧一脚。
她想方设法给自己加“戏”，与
故事里的人物互动。我便窃
思：或许，一个孩子降落凡尘，

是有过渡
的，先走
进童话世
界，然后，再走向人世间。
今年暑期，小铃妹第一次来

上海。见面时，我蹲下身子，张开
手臂，以为她会扑向我。然而没
有，她只是怔怔地望了我一会儿，
垂下眼睑，抬眼时，眼眶里已蓄满
泪水，然后慢慢走近我，依偎在我
怀里，轻轻地唤了一声“阿婆”。
这样含蓄而饱满的情感，像童话
里的孩子那样纯真，瞬间，让我泪
目。
总有一天，小铃妹会长大，她

会走出童话，走进现实。我会为
她祝福，同时，也会感到惆怅……

周珂银

童话里的孩子

深秋之后，想起吃
蟹。念及吃蟹，就是外公
式的吃蟹。
近年，台湾也吃起大

闸蟹。不过我的外公不曾
尝过，他在生时，每至秋
天，便亲自买蟹，邀三代家
人聚着吃。台湾多的是海
蟹，如花蟹、三点蟹、石蟳，
体硕肉丰，外公也不特别
喜欢。他爱吃的
蟹，是本产的青毛
蟹。
青毛蟹与大闸

蟹是近亲，都是淡
水蟹，体型小，主要吃膏卵
香气，不重吃肉。大闸蟹
学名是中华绒螯蟹，青毛
蟹则有两种，台湾扁绒螯
蟹或日本绒螯蟹。我们只
称“毛蟹”。
毛蟹如今少见，因全

是野生，无法人工饲养。
它极敏感于环境，必得生
存在清洁低温的溪流里，
一遇工业废水就活不成。
此外，毛蟹得到咸淡水交
界的河川出海口产卵，亦
即从河流到海，沿途不能
有大污染，且栖地
不能过度水泥化。
这在过去农村社会
不成问题，今日情
况已不同。
市面毛蟹大减，识得

吃的人也少。偶尔遇上，
价格翻了几倍，不逊于漂
洋过海的大闸蟹。

一
外公吃毛蟹的习惯，

在他那辈人不算罕见。因
早年毛蟹多，甚至不花钱。
老家靠近淡水河出海

口。深秋，成群毛蟹至出
海口产卵，遇涨潮或豪雨，
海水倒灌，合院前田渠，即
有大批毛蟹和俗称青蚶仔
的河口泥蟹出没。当时还
是小孩子的几个舅舅，徒
手抓蟹，或以萝卜干钓，轻
易能收获一篓子。小孩也
有斗输的时候，不小心给
蟹钳住了，使劲才能甩开，
伤口不大，十分锐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

解水患，政府征收民地筑
起疏洪道。老家合院拆
除，大片良田先因土壤盐
化而废耕，后来消失，邻村
集体搬迁。我庄此后离河
离农。既无稻田溪流，自
然也无蟹。
直到上世纪末，家里

依旧年年吃蟹，只是改用
买的。周末早上，晚辈驾
车载着外公，到台北凉州
街慈圣宫旁的“阿万海产”
挑蟹。阿万是一九五八年
开业的台菜海产老字号，
如今依旧高朋满座，仅不
堪毛蟹逐年涨价，已停售
多年。
或者往北海岸去。沿

滨海公路到三芝石门一带
乡道，路旁有小贩若干，自
捕自销。台湾毛蟹一般不
绑绳，小贩以四壁高深的
胶桶装蟹，任其在桶内自
由横行。外公偏爱吃母
蟹，挑选时，先压腿跟，必
得结实。再看腹部，腹甲

饱胀，则蟹黄丰盈。而公
蟹之美，除了蟹膏，还有下
腹里一块俗称“肥猪肉”的
胶冻，腴润非常。
家里人多，外公出手，

便是数十只蟹。蟹一买
得，即刻回家。回程车内，
全是毛蟹在袋里搔搔的细
响。
负责清洁毛蟹的，是

舅舅们。先一股脑倒进浴
缸，反复冲洗，再倒几瓶米
酒，使蟹昏醉。我幼小时，
还不识毛蟹美味，只知惊
怖。各位试想，打开浴室，
一浴缸里满是醉酒的毛蟹
步履癫乱，画面青绿诡谲，
大卫 ·林奇电影似的。因
此每逢吃蟹日，就得忍着
少上厕所。我见过毛蟹翻
出浴缸，一路爬到脚边，吓
得跳上舅舅背上不肯下
来。我家的吃蟹史上，还
有过几只蟹，逃出浴室未

被发现，藏身橱柜
缝隙。翌日，再悠
悠晃出来。

二
外公烹毛蟹的

方法，是水煮，而非常见的
清蒸。
以商用熬高汤的那种

巨型汤锅，倒米酒若干瓶，
再下白米醋若干瓶，比例
从来只以目测。老姜拍
裂。蒜瓣带膜衣，粗略拍
开。姜蒜得用上一脸盆，
投入酒醋之中。
一切就绪，将毛蟹一

口气入锅。旋即加盖，双
手压紧，以防毛蟹将锅盖
掀了。
煮蟹得从冷锅细火开

始，否则蟹脚俱断。文火
约二十分钟，液体开始滚
沸，毛蟹逐渐转红。此时
不上盖，校大火，使酒醋水
大沸，下盐，慢慢熬干。那
股毛蟹的异香，便开始蒸
上屋梁，雾气里混有蟹壳，

酒与醋，老姜与蒜的气
味。饭毕三日，厨房还有
余味。若在现代集合式住
宅里烹调，烟雾感应器都
能触响。
此法费时，为的是毛

蟹必须彻底熟透。一方面
是旧时代的卫生考量，第
二方面，亦有独门风味。
因为外公多挑母蟹，烹煮

过程，少许蟹黄融
进汤汁，呈金黄
色。酒与醋经熬煮
而挥发，渐转甘
润。以此煮出的熟

蟹，味甚香浓。
我在新北市双溪的

“毛蟹盛/阿娟小吃”尝过
类似做法。不过小吃店改
用黑醋，酒醋用量也少，多
以清水代替。蟹熟，又添
大量白胡椒和酱油膏干
烧，酱味强过蟹味，究竟不
是同一回事。
吃蟹当然佐酒。外公

饮自酿荔枝酒，舅舅阿姨
则是干邑白兰地。蘸料是
白醋调进一丝糖，混点蒜
末。
毛蟹是大人独享。待

蟹煮熟的时间，外婆快炒
几个菜，先上桌给成人垫
垫胃，同时喂饱孙辈一群
小孩，这几道菜不必丰盛，
因为螃蟹上桌，就无人举
筷。
坊间有一套数件的吃

蟹工具，我家没有，因全部
成员都是徒手拆蟹的高
手，且几乎家规似的，一律
吃得极干净。比如常人都
晓得将毛蟹腹甲掰开，舍
肺叶与蟹心，挑蟹肉吃。
然我阿姨更将腹甲再细拆
成两片，取夹在其中的一
层薄肉吃。
在吃毛蟹这件事上，

这一家人技艺高超，集体
创造过程，再酣畅淋漓地
去享受。长辈仙去多年以
后，舅舅阿姨们也步入初
老，仍感情密密。聊起毛
蟹，宛如老乡。使我几乎
相信，当年创造这张餐桌
的父母，必定做对了什么。

洪爱珠

毛蟹琐记

我一直想为我的小学
校长写一篇文，与其说为
他而写，倒不如说是为了
我们这一代人写的。
我的小学就读于南方

古老的宜城人民路一小，
小学校长赵定一，他矮胖
的模样，很是慈祥的，似乎
是北方口音，估计是当年
南下的干部。
在我们的小城市里，

学校并不多，名校更加少，
人民路一小和红旗
路小学当年齐名，
类似于清华和北大
齐名。学校不大，
还有一个小池塘，
夏天还有星星点点
的荷花盛开，学校
干净而整洁。那时
候只有这两所小学
有学校艺术体育团
体：舞蹈，以及各种
民族乐器西洋乐器应有尽
有，被称为文艺宣传队。
就读于此的孩子都很有自
豪感。宣传队每一年都有
公演，还会去省会电视台
演出。我在舞蹈队，一年
四季天天都要去练功房拉
伸；每一个晨曦，练功房叮
当悠扬的乐声和舞蹈老师
的大嗓门交织在一起。舞
蹈老师总是嚷嚷着：各位
把腿伸直、背后仰、挺直
腰、脚尖踮起来、坚持住，
纯真的少年时代，那声音
迄今都清晰地回响在耳
旁。
记得有年公演之前的

彩排，我以女主角身份参
加了《放学路上》的演出。
这个舞蹈表现的是一群孩
子在放学路上遇到大雨，
在田间奔跑嬉闹而欢愉的
场景。或许是我真的缺乏
舞者天赋，也或许是紧张，
整个节目漏了一大段。于
是舞蹈老师立即取消了我
的女主角资格。那是我唯
一一次能够以女一号亮相
的节目啊。我记得，赵校
长也在台下观摩，舞蹈女
教师大嗓门嚷嚷着并当即
拿下了我的女主角，赵校

长和她交流了好一阵子，
似乎是想为我再争取一
下，可那位舞蹈老师又发
出尖尖的叫声，后面的事
情只能作罢。不能不提及
当年这位舞蹈老师，她应
该是上海知青到我们城市
的；常常说话尖叫着，也会
嗲嗲的，感觉是非常好。
赵定一校长的夫人也

是上海人，很漂亮很能干，
脸上还有一颗美人痣，他

们有两个儿子，赵
决凌和王决纯，小
儿子从了他太太
王姓，由此可见，
他是豁达和民主
的。决凌决纯的
长相倒是从了他
夫人，都不是高大
帅气的那种，是南
方男孩子的小巧
玲珑。

决凌是我们的同班同
学，性格内向，聪明得很，
理科思维，尤其数学特别
好。决凌选择的大学是上
海海运学院，毕业后，他又
回到宜城。当年我们城市
没有高铁，机场还在建，航
运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在航运的船舶上，他负责
入口检票和秩序维持，远
行的当地人常常看到瘦小
的决凌站在渡口任凭风吹
雨打。难以想象，那个年
代，大学生不多、名校毕业
生稀罕得很，对决凌的安
排是极其不合适也是屈才
的。听到最后的消息说决
凌自杀了，他走得异常决
绝。决凌走的时候，赵定
一校长瘫痪在床。
那时候，我们在外读

书求学，为了生计而奔波，
也很少返回家乡。前些
年，小学召集当年文艺宣
传队员从世界各地返回家
乡一聚，许多人在各自领
域都有不平凡的建树，大
家都从内心深处怀念并且
感激赵定一校长。那个物
质生活不甚发达的年代，
赵定一校长营造的那些文
体活动，教会我们除了读
书，还有自信、欢乐和前
进的动力，于是在平凡的
日子里有了更多的欢乐。
小学的环境比过去

好许多，大门也更加宽敞
了。听说决纯所在企业
效益并不好，决纯早就下
岗了，学校门口有几间门
面铺子，其中一间就是决
纯租用卖玩具的。我们
一起去看看决纯，他斜躺
在一张旧竹椅上，似乎有
一点像霍金那样，身体并
不好，他看见我们进店，
许多熟悉的面孔，决纯特
别高兴，他勉强地从竹椅
上站起来，佝偻着背。店
里琳琅满目摆放着各种

廉价的玩具和学习用品，
生意并不好。又过了几
年，有人在殡仪馆遇到赵
定一校长的夫人，王阿姨
旁边陪伴的是一个未成年
的孩子，那孩子捧着决纯
的照片，她是决纯的孩子。
在我们那个小城市，

不计其数的精英都从人民
路小学出发，他们的启蒙
教育和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在此度过。赵定一校长为
几代人所做的贡献功不可
没。他仿佛一名普通的园
丁，在并不肥沃的土壤上，
倾力让每一朵花儿都能够
绽放出最美丽的模样。
虽然，我没有如他所

愿，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

但是当年他为我所做的努
力始终记忆在我脑海里。
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

学子，可是他的儿子们却
没有得到最好的呵护，他
们平凡甚至备受委屈而英
年早逝。
近些年，城市建设的

步伐越来越快，小学已经
迁址，旧址已经被市政建
设用于商业用途。新区的
小学不仅现代化更是大气
辉煌。往日的人民路小学
和我们的小学校长赵定一
成就了几代人的成长，随
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记忆
会变得斑驳陆离，而爱却
铭刻在每一个人成长的道
路上直到永远。

汪

芳

小
学
校
长

白居易被贬江
州，缘由甚多，其中
之一，匪夷所思。《旧
唐书》白居易传曰：
“十年七月，盗杀宰

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
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
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
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意为
不宜放在朝官的位置上）。……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
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
马。”此实非“甚伤名教”，而实在是名教“伤人”。联想
加缪小说《局外人》，因主人公在其母丧礼上悲情郁结
“哭不出来”，严苛之法官在审其案时，同样以“甚伤名
教、必为险诈之人”为由而暗定其罪。小人如此荒唐，
固然可恨。而如此荒唐言竟然有效，更可深长思之。

李 荣

“江州司马青衫湿”凤
舞
祥
和
（

剪
纸
）

奚
小
琴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