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河头赋
□ 刘宗德

平湖南河头者，昔之鸣珂里也。
遐迩名传，寓雅蕴秀。两街夹水，鸣榔渔舟。

金声玉振，风雅歌讴。直笛横箫，鸟鸣啁啾。缥缃
满架，传朴书楼①；文气氤氲，稚川春秋②。簪缨相
继，金榜领头；诗书传承，广学博搜。翰墨淋漓，诗
词唱酬；家声不坠，克绍箕裘。

岁在己亥，序属中秋，拟古南河头闪亮开街，四
方瞩目。文旅融合，面貌变更。江南文脉，细耘深
耕。展馆书院，灿烂文星；琵琶钹书，广受欢迎。群
众演唱，街头歌声；琴棋书画，传宝取经。春风杨
柳，秋爽菊馨。满地红飞，连天绿萦。东湖辽阔，蓼
屿苇汀。蜂恋蝶舞，曲径花明。岁过四载，又值中
秋。恰逢双庆，万众旅游。新区隆重开张焉。以文

为魂，古今统筹，力争全胜，奋楫上游。河道疏浚，
碧水悠悠。挺柏虬松，瘦梅风柳。石板街面，气氛
静幽。雕梁画栋，平屋矮楼。历史建筑，修复如
旧。恭仰雅范，追慕前修。古装美女，宋代风流；孟
坚故里③，宋韵独厚。平湖风情，琵琶声柔。瓜灯
璀璨，精心雕镂。喜鹊鸣啭，管弦演奏。人头簇拥，
四方辐辏。粉墙黛瓦，古朴柱楹。名企进驻，诚信
经营。农村共富，物资充盈。市场茂盛，供销双
赢。平湖风味，瓜果菇菱；琳琅满目，面饺糕饼。物
阜民丰，歌瑟吹笙；争奇斗艳，龙啸凤鸣。古韵而又
今声，宜乎邑人之赞赏。爰歌曰：

南河街区风光好，古今融通一望收。
百里桑麻来旧梦，一趟重游解乡愁。

己亥仲秋初稿 癸卯仲秋重订
注释：

①传朴书楼：平湖葛氏家族自葛金烺起几代人
所建藏书楼，藏有大量乡邦文献和稀世艺术珍品，
后毁于日寇焚烧。

②稚川春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葛嗣浵等
利用葛氏宗祠，设立稚川学堂。民国十三年又创办
稚川初中。三十余年间为平湖培养出一批优秀人
才。学堂最后被日寇焚毁。

③孟坚故里：赵孟坚（1199-1264）字子固，号彝
斋，宋太祖第十一世孙。晚年隐居平湖广陈，在故
国被灭的悲愤中终老并安葬于广陈。当地完整保
留着他用过的雪花井，以资纪念。

一江水
□ 周国华

去城里，阿小总是以船代步，尽管弯篓浜早就
有石子路通往外面。

阿小划船出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他从小就
瘸了一条腿，根本就骑不了车。只有坐上船，他才
会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没啥两样。

阿小常说自己跟水有缘。没水，他就会觉得浑
身没劲；没水，更不会有水儿。

水儿是阿小的养女。一个夏天的清晨，阿小从
城里捡回了出生没几天就被遗弃的她。那年，阿小
已年过四十。

阿小家穷，小时候营养不良，成年后个头也不
见长多少，只是跟小学生差不多高。阿小收养水儿
时，父母已经去世，哥嫂也没拦着。阿小腿不方便，
力气又小，连担稻子都挑不起，谁家姑娘愿意嫁给
他？养女防老，也好。

别看阿小话不多，手脚倒是蛮勤快的，靠卖些
自家种的菜或捉来的鱼，居然把水儿养得白白嫩嫩
的。水儿也争气，书读得好，农忙时还一有空就帮
着阿小干些农活，烧烧饭菜。弯篓浜的人都夸她乖
巧。

除了喝点酒，阿小也没啥别的爱好。对于阿小
而言，酒和水一样重要，没了它，就觉着这一天好像
白过了似的。阿小每晚都要喝上二三两白酒，喝了
酒，阿小的话才多起来，水儿是她唯一的忠实听众。

水儿考上了大学。阿小没出过远门，求哥帮着
送去上学。水儿很懂事，不但年年拿奖学金，还利
用假期去勤工俭学，这让阿小减轻了不少负担。

水儿上大四那年，带着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
回来。小伙子是水儿的同学，他要带水儿去他的家
乡武汉工作。

阿小没说一个“不”字。他早有预感，别说是弯
篓浜了，就是县城也留不住水儿，只要水儿愿意，只
要那人对她好，去就去吧，还好，那边挨着长江，水
儿从小就跟水亲。

水儿走了。阿小还是每天早上划船进城卖菜，
晚上闷声喝点小酒。只是，阿小的背弓得越来越厉
害了。

几年后，水儿要结婚了。按照男方家的习俗，
结婚那天，新娘的家人得到场。阿小说啥也不肯
去，说：“三千多里地呢，我哪受得了？！”阿小去央求
哥嫂，哥嫂也不肯去。阿小无奈，说出了自己的苦
衷。

水儿读三年级时，有回突然下雨，阿小想到她
没带雨伞，便匆匆送去。阿小在教室门口急急喊着
水儿的名字。一见到他的样子，教室里的哄笑声便
暴雨般停不下来。那天夜里，阿小听见了水儿在被
窝里的抽泣声。阿小说：“我这见不得人的丑样子，
要是被那边亲戚看到了，水儿的面子往哪放？”

哥嫂代表阿小去了。一回来，哥就高兴地告诉
阿小，阿小的亲家公是那边一个大老板，婚礼那天
的场面，他这辈子见都没见过。阿小一听，笑眯了
眼：“我早说嘛，我家姑娘命里注定会过上好日子
的！”水儿捎来两瓶酒，哥说，那是名酒。阿小尝了
尝，说：“嗯，好吃，好吃来。”

水儿劝了阿小好多次，要他搬过去住，阿小不
肯。于是水儿出钱，把家里那两间破瓦房翻建成漂
亮的楼房。村里人投来的羡慕眼神，终于让阿小抬
起了头。

水儿工作忙，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趟。又过了
几年，阿小被查出得了肝癌，已到晚期。阿小自知
熬不过这一关了，可坚决不肯告诉水儿，只是对哥
说：“把我的骨灰撒在河里吧，这辈子，我只跟水亲，
在地上倒住不习惯。”哥不忍心，但见阿小一副铁了
心的样子，也只好无奈地点了头。

水儿闻讯赶来时，阿小已经昏迷多时了。水儿
的哭喊声唤醒了弥留之际的阿小，阿小出不了声，
却咧开了嘴。

出殡那天，水儿把阿小的骨灰撒入河中后，捧
着一瓶酒恸哭。水儿来得急，忘了带酒，好在家里
还剩一瓶。伯父告诉她，阿小一直留着这瓶，说啥
也不肯喝掉。阿小说每天看看这瓶酒，心里就踏
实。

阿小说过，水儿住的城市和弯篓浜连着一条长
江，水儿忙，要是跑不开身，清明节在江边祭一祭他
就是了。水儿那边在上游，长江水流向东的时候，
会从这儿路过，她倒的酒，阿小喝得到。

水儿眼含热泪拧开瓶盖：“阿爸，您为我想了那
么多，可这辈子，啥时候为自己想过呀……”

透明的酒水与河水融为一体，伴随着阵阵呜咽
声，缓缓向东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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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银有几两
□ 倪琦根

认识国良君，是在 4年前南河头一期开街那会儿。
见他静静地，坐在“老平湖”门旁的“平湖特产”店铺里，正
埋头看书。出于好奇，我便主动与他搭讪，算是初交。

因我南河头的办公室，就在特产店边上，后来每每路
过他的店铺，他总是主动与我打招呼。话虽不多，但给人
的印象：他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一副沉稳做事的样子。

这次以莫氏庄园为核心，南河头的三四期部分地块
开街。在审查莫氏庄园东隔壁“平湖土特产”商店装修方
案时，竟发现二层的百来个平方里，店主竟做了个银器收
藏馆。这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好奇！一了解，原来是国良
君在做一个“碎银几两的展示馆”。“国良君的碎银到底有
几两”？我带着这一疑问，找国良君作了一次深聊。

国良君，从事收藏已三十多年。从烟壳开始，见什么
喜欢什么。这似乎是爱好收藏的朋友们所经历的必由之
路，也可以说是收藏的初级阶段。自 1996年，他结缘了
远在温岭的小雪，爱的魔力让他常去温岭。时间一久，竟
让他改变了收藏方向。原来地处山海的温岭人，家里或
多或少藏有各式银器，有装饰用的发髻、手镯，也有银碗、
银筷等生活用品，还有各式银器装饰摆件……这让痴迷
收藏的国良君“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年既是
国良君的爱情收获之年，也是他收藏迈入银器行业的转
折之年。

搞收藏的人往往是执着而吝啬的，国良君也概不例
外。

快 30年的银器收藏，其中的艰苦和辛酸自不可言
喻，但也有不少的意外和喜悦。每当国良君侃侃而谈其
收藏经历时，从他眉飞色舞、专注认真的状态中，我便略
知一二。

一路走来，如今国良君手头的银器藏品已不下千
件。这不仅确立了他在平湖、嘉兴乃至浙江银器收藏界
的头部地位，而且在中国银器收藏界也有不小的知名
度。这叫“墙内开花墙外香”，好多平湖搞收藏的圈内人，
还真不知道呢。这当然也缘于国良君的低调和耐得住寂
寞。

2000年，国良君携他的两件银器精品，参加了央视
的鉴宝栏目。国内玉器鉴宝界的大家王敬之先生，看了
国良君的宝贝，赞叹道：“你们浙江人聪明，你的东西是精
品。”这让国良君更加自信了，便萌生了要让这些沉睡的
宝贝，与观众见面的想法。他要办一个私人收藏展览馆，
正儿八经地传播中国的银器文化，让更多人喜欢并爱上
银器收藏。借助展馆这个平台，也可让他结识更多的同
道之人，让平湖的民间收藏呈现更多的亮色。这次在南
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开设“碎银几两银器收藏展览馆”，便
是国良君水到渠成的事。

银器收藏展览馆，面积不大，展示的藏品也只有百来
件，实属有限。但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和来之不易的
经历，听来实在令我感动和感慨！为了这个私人展览馆，
国良君不分昼夜，已忙碌了 3个多月，从室内外的装潢，
到展品设计陈列，还有藏品的筛选，铭文介绍的制作，事
无巨细，都凝聚着国良君的财力物力和智力。全凭一己
之力，像模像样做了个私人收藏展馆，单凭这一点，就足
以让很多人敬佩。

最近一段时间，我怀着诚挚的心，前后去学习了三
次，每次都颇有心得，每次都令我动容。

金秋的红火
□ 殷建中

金秋十月，乡村里满是丰收的喜悦。
女儿中秋国庆相连的长假回来，我们难得一起

坐下来谈谈话，我更是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起老家
乡村日新月异的新变化。

乡村又有大变化了，村子前面新建了一所小
学，如童话里的城堡般漂亮；青少年棒球训练场就
在里面，中国少年棒球赛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村后
隔河相望的都家浜，曾经杂乱无章，现在是小桥流
水绿树成荫的美丽花园；大片大片的水稻正黄绿相
间铺展开来，空气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稻香；金秋
的阳光一路普照过来，明朗而纯净。

女儿很是神往，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就要急急
赶往乡下去。

早在屋前场地上盼我们回家的母亲，已准备了
一桌的菜，最醒目的是母亲给我们炒的一盘青红椒
腊肉。

青红椒是地里种的，灯笼型的有点甜，腊肉是
去年冬天母亲腊的，放在冰箱里，等我们到现在。

受隔壁湘家妹子的影响，母亲烧菜也喜欢放点
辣。

江南特有的灯笼辣椒切成丁，腊肉也切成丁，
红绿相间，颜值很高，再加上有点辣鲜，很起胃口。

吃饭的间隙，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的一串红辣
椒有点褪色了。这串红辣椒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母
亲挂上的，在屋檐下很惹眼，我当时还赞赏了母亲
的审美，母亲说就是期望大家的生活都和和美美、
红红火火。

“妈，你挂的那串红辣椒怎么褪色了呢。红色
都褪去了，那生活还会红红火火吗？”我故意问。

母亲笑了，核桃样的脸上皱纹更深了，每一道

皱纹都满是生活的阅历与智慧。
“你这傻孩子，生活哪里能凭一串红辣椒就会

红红火火的。小时候我们不是也挂红辣椒嘛，可
这日子过得怎么样，有时候连薄粥都喝不上，你还
吃不饱哭鼻子呢。这几年我们不挂红辣椒，其实
是这尖头辣椒太辣，你们不喜欢，我没有种，虽然
挂不了堂屋里，但我们的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好
了！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主要是你们工作都认
真、肯吃苦。去年我是看隔壁租房子的那个湘西
人挂的红辣椒好看，才又种了几棵尖辣椒，一到九
月，就红红地挂在株上，忒好看，又收了这么多，才
挂了。”

母亲停顿了一下，仿佛回忆刚挂上红辣椒时的
情形。那串红辣椒，用一根红线窜着红辣椒的柄，
每一层有五个红辣椒尖，向四周发散着，仿佛过年
的烟火，又像盛开的红杜鹃。

表面的鲜红，经过冬春以后，挂着的红辣椒褪
去红色，就是枯黄的底色了。

母亲回忆好了红辣椒的曾经辉煌，站起身，走
到枯黄的红辣椒那里，把挂着的红辣椒取了下来。
回头看我，说：“辣椒虽然不红了，可还是很辣的，有
些菜里放一点，还是可以提鲜的。我把它收起来放
到厨房里去。”

我点点头，这才是红辣椒的本色。挂在屋檐下
的红辣椒，风吹日晒多少时日，还不时溅上雨丝，经
历了最可怕的潮湿霉变的侵袭，可红辣椒都挺过来
了。红色虽然褪去，可辣的本质依然不变，这不正
是像母亲那样的乡村人依然淳朴本真如故，这也是
我们渴望回到乡村的源头。

我们一直想逃离喧闹的城市，享受那一刻乡村

舒缓的节奏，开阔的视野，看一看田地里辣椒茄子
黄瓜刀豆尽情挥洒自己生机勃勃的活力，也许这就
是都市人渴望的闲适自在吧。

起身向外面望去，田里的禾苗绿得有声有色，
让人心旷神怡。

吃好饭，顺便到菜地里看看。母亲说，现在都
是美丽乡村了，自留地也要拾掇得美一点。一小块
一小块隔开的菜地，紫茄长长地垂挂着，身材真好；
灯笼甜椒硕大沁绿，赏心悦目；番茄总是一大串一
大串地簇拥一起，像顽皮的孩子对着你笑；尖椒细
长细长的，害羞地躲在一旁，害怕一不小心又要惹
得爱甜食的江南人流涕流泪了。

可喜的是，尖椒虽细，但长得多，很多变红了。
红色的尖椒皮光亮，很鲜艳，让人不自觉地怜爱，女
儿不自觉地采了一个红辣椒在手里仔细端详，爱不
释手。

“妈，今年还串不串红辣椒？”我看着女儿手里
的红辣椒问道。

“要串的，我这不就要采下这些红辣椒，晒晒
干，年底时串起来。过年嘛，喜庆的红颜色多挂着
总是好的。”母亲笑着说。女儿听了，又开始搜寻红
辣椒，拽下一串仔细地端详起来。

是应该多多把这喜庆的红颜色挂起来。每个
年里，我们都祈祷生活红红火火，祝福我们大家的
日子红红火火。一串红辣椒就是一串美好的祝福。

母亲低头开始一个个地摘红辣椒。红辣椒温
顺地卧在母亲的手心里，仿佛一个个红红火火的日
子握在了母亲的手心里。

十月的美，不仅有养眼的绿，更有万绿丛中的
红火。

秋天的小树林
□ 张会会

送走了最后一个孩子，往回走正好路过这一片秋天
的小树林。从早上一直到晚上，脑袋里的嘈杂，终于可以
暂时地放下了。

夕阳西下，霞光满天时小树林仿佛是一幅五彩斑斓
的图画。

银杏悄悄换上了艳丽的黄袍，在落日的点点金光里
挥洒璀璨。晚风拂过，落叶缤纷，它们急急地打几个卷，
或是慢悠悠地“扑棱扑棱”地唱着歌，这场景多么有趣。
就像孩子们有不同的天性，如果没有足够的爱与包容，又
怎能看见落叶不同姿态的美？每一个所谓偏差行为的背
后都是对爱的渴求，那些小小的有着坑洞或是缺口的叶
子，真的可以去填补吗？用什么去填补？也许并不需要
填补，只需要一份看见，只是看见。在这纷扰的世间，你
看见了谁？谁又真正看见了你？起风了，满树的叶子翻
飞，在等待一阵风吹过的间隙，目睹一片叶子悄然落下，
奔赴下一场山海，倔强，认真。

复羽叶栾上挂满了一大串一大串菱形的浅黄色灯
笼。中间空，鼓鼓囊囊的样子，所有的小灯笼都向上生
长，向着明朗的天空。

水泥道旁的橘树已经结满了青的、黄的果实。有时
它们头挨着头说悄悄话，细碎地低语；有时它们独自晾在
枝头，凝望着午后波光粼粼的东湖水；有时又轻轻摇晃，
在这清凉的秋风里荡起秋千。总有些果子成熟得慢一
点，那就耐心地等一等吧。总有些果子夹杂着酸涩，那就
多一点接纳吧。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成长，所有的相逢
都是为了看见爱。或许，在你们的身上我可以找回曾经
丢失的东西。

墨池边的三棵松树树干粗糙，苍劲有力，叶子却又细
又长，像一根根细细的绣花针，绣着这片深秋的绚丽，一
半深绿一半暗黄。点缀在枝头的几枚松果随风摇荡，仿
佛铃铛，又似小小的鸟巢。每当清晨，在松树下路过，总
会听到几声清脆的鸟鸣，时而婉转高亢，时而啾啾呢喃。
每一只歌唱的鸟都是幸运的，而你心里的歌声，那么远，
那么轻，谁又能听见呢？

角落里的几株桂花树开了。这一株，那一株上都亮
起了金黄色的小星星，那是一双双偷窥的小眼睛瞅着你，
让你抖落满怀的心事，那些细小的陈旧的所谓的小秘密
也一起被剖开，在这落日的余晖里风干。一朵两朵，一瓣
两瓣，那么小巧玲珑的花，甚至有些单薄，却又藏着满腹
的浓情。从这里一直飘到那里，从那里一直晕染到亮堂
堂的小窗子里。一簇又一簇、一堆又一堆，还来不及看清
它的模样，还来不及扯来一块好看些的花布，它就这样毫
无牵挂地飘落了。飘落，一如从前雨后挂上枝头的轻
巧。有些东西真的很美，值得被温柔对待。

花香四溢里，校园里的灯一盏又一盏地点亮了。秋
天的小树林里静悄悄……

诗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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