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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五月，我去上海交大参加一个培训班。
晚上空闲，打电话给阔别多年，曾在吉林军校一
起读书的上海小老乡小莫。听到我来上海，她非
常高兴，在微信上给我留言，约我在她单位旁边
一家叫“春暖花开”的自助餐厅见面。

看到如此诗意美好的餐厅名字，我心里感到
暖暖的。认识小莫，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东北的五月，校园里的丁香花正一簇一簇绽放开
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幽幽的，淡淡的芳香。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拎了两个水壶去开水房
打水，在一条两侧开满丁香花的林荫小道，遇到
了同学阿宝和另外一个女孩。她介绍说：“这是
护理队小莫，上海嘉定人，离你们平湖很近，是你
的小老乡。”听说是老乡，我刻意看了她好几眼，
这是一个理着齐耳短发，清纯可爱，满脸稚气的
女孩，她十五六岁样子，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身
材瘦弱，军装却又大又肥，像偷来的似的。

阿宝告诉我：“小莫是干部子女，她不像我们
部队考学上来的战士，在外摸爬滚打了好多年，到
哪里都适应，她小小年纪背井离乡，独自在外很不
容易，你是学校里最近的老乡，拜托照顾好她。”

末了，阿宝眨着会说话的眼睛，调侃道：“你可
不要利用职务之便，对人家小姑娘有别的想法！”

说实话，在遥远的东北，小莫和我的家乡离
得不远、乡音相同，对家乡的认同，让我们一见如
故，倍感亲切。看见眼前这个柔弱单纯的女孩，
如同在异乡见到邻家小妹，内心充满了哥哥对妹
妹的保护欲，岂能动其他心思。

虽然小莫所在的护理队就在我们军医队的
后面，相距不过几十米，但我们不属一个队系，平
时没有接触的机会。而且，军校的管理异常严
格，男女走路，必须保持两米以上距离，生怕离得
近了，产生化学反应。

偶尔路上遇见小莫，我们也不说话，彼此点
点头，笑一笑。所以，无从去照顾小莫。也许因
为规章制度，也许是怕人说闲话，我没去护理队，
也没找过小莫，相反，单纯可爱的小莫却勇敢地
来队里找我。

那天，轮到我在队里“连值日”，阿宝从楼上
窗户探出头来喊我：“下面那个带红袖章的人，上
来一下，你的小莫妹妹在找你。”听到小莫来找，
我心里有点忐忑，因为军校男女学员实在授受不
亲，而且阿宝大吵大嚷，生怕别人不知道。再则，
女生宿舍是禁区，男生是不能越雷池半步的。

避开别人注意，我偷偷去阿宝宿舍。看到我
来，小莫眼里闪着光芒，她推了推眼镜，语气温柔
地说：“噢，对不起，我学员证丢了，办不了图书
证，你的图书证能借我用一下吗？”

本以为是什么重大的事情，原来只为借一张
图书证，我把图书证拿给小莫，她如获至宝，双手
捧着捂到胸前，开心得像只快乐的小鸟，一蹦一
跳跑走了。

阿宝回过神来，“不对啊，我也有图书证的，
她怎么不向我借？”她狡黠地看了我一眼，拉长声
音，很调皮地说：“某个同志要注意了，小妮子动
春心了。”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餐厅里，我开玩笑和小莫

聊起这段往事，小莫矢口否认：“没有吧，我应该
向阿宝姐姐借的图书证。”不过，餐厅暖暖的灯光
下，小莫脸上桃花盛开。

“还记得吗？那年寒假，我们一起回家，火车拥
挤得像个鱼罐头，我们被挤到车厢连接处，寒风不
断灌进来，你用并不强壮的身体帮我挡风，下车时
都感冒了。”小莫声音有些激动，眼睛里含有泪花。

“不会吧，我有那么好吗？很多年以前的事，
有点记不清了。”我拍拍脑袋表示歉意。”不过，那
次回家，旅途中我们多次转车，真心很不容易，你
哭过好几次。”

“是天津站和济南站。”小莫不假思索，看来
她比我记得还清楚。

那时，去上海方向的同学，需要在天津转
车。我拉着小莫，被人群推搡着挤向车门。人群
一片混乱，男的哭爹骂娘，女的哀嚎一片。我使
出吃奶的劲，把小莫像麻袋一样推进车厢，列车
便缓缓启动。而我却挤不上去，想到小莫一个人
在车上，我心急如焚，顾不得自己军人形象，拿出
部队“跑障碍”的功夫，从窗户一跃，翻进了车厢。

没有坐位，一路站票。我喘着粗气，擦拭汗
水，小莫也疲惫地歪靠着。列车广播正播放着韩
磊的歌曲《走四方》：“走四方 ，路迢迢，水长长，
迷迷茫茫一村又庄。一路走，一路望，一路黄昏
依然。一个人走在荒野上，默默地向远方，不知
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

歌声粗犷苍凉，悠远绵长。看着车窗外，夕
阳西沉，暮色苍茫，一个个村庄忽闪而过，而且我
们还一路艰辛，漂泊在旅途，小莫触景生情，嘤嘤
地抽泣起来。

然而，换车的艰难还没有结束。到了济南
站，我们还要中转一次列车，才能到上海。站台
上，寒风凛冽。火车一趟趟经过，又一趟趟无情
离开。最后，空寂的站台上，只剩下我和小莫孤
单的身影。

晚上十点，一辆列车突然停靠站台，我揉揉
疲倦的眼睛，看清了是一趟从哈尔滨到上海的特
快列车，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拉起小莫狂
奔过去。

一个年轻的列车员，抬起冰冷的胳膊把我俩
挡在车厢外。“同志，我们上车补票行吗。”我跟列
车员商量。他并不答话，漠然地摇摇头，示意我
们离开。

天津到济南，小莫站了五个多小时，而且，深
更半夜，让她流落异乡站台，心里十分心疼，我不
能放弃努力。

“通融一下吧，同志。”我几乎是哀求了。“小
姑娘从天津到济南，这么晚了还没吃上饭，哭过
好几回了。”我话音未落，身后小莫早已哭得稀里
哗啦。

不知是我的哀求，还是小莫的泪水，年轻的
列车员动了侧隐之心，他摆了摆手，示意我们赶
紧上车。小莫破涕为笑，我俩千恩万谢登上了回
家的列车。

谈到多年前这段坐火车的艰辛经历，小莫泪
花闪动，感慨不已。

小莫是干部子女入学，那时才十六岁，而我

是基层部队战士考学，入学时已二十二岁，所以，
我开玩笑说，应该叫我叔叔才对。

“那时年纪虽小，但早你入学，我还是你师姐
呢。”谈起往事，小莫满脸骄傲。

小莫说得没错，我入学第二年，也是春暖花
开的季节，这个“小师姐”要回上海实习了。临走
时，她过来找我留言，并向我道别：“我要走了，还
能见到你吗？”在留言本上我郑重写道：“一定能，
暑假回家，去上海看你。”

暑期结束，我到上海坐车返校，特意到小莫
实习的医院找她。小莫戴着绿色护士帽，穿着绿
色护士服，像小猫一样从手术室门里探出头来四
处张望。当看到我出现眼前，一蹦多高，惊喜之
情难以言表，她摘下口罩，揉揉眼睛：“咦，真是你
吗？”有点不相信似的。看她幸福满足的样子，心
里特别感动。

“你来看我时，还满足了我一个心愿，还记得
吧？”小莫又考我的记性。

“当然！请你看电影。”我脱口而出。“名字叫
《勇敢者的游戏》。”记忆就是那么奇怪，有的事早
忘了，有些事却记得那么清晰。

这是当时一部正热映的美国大片，在那个年
代，票价有些昂贵，要三十元。小莫说，她们实习
组的女孩子都想看，却舍不得。听说有男孩要请
小莫看美国大片，小女生们羡慕嫉妒不已。

“那时你们津贴才六十元，所以觉得你人特
大方，心里很感动的。”

“小莫，那次我们分别后，你就没了音讯，你
们护理系实习回来，我还去队里找你呢？”思绪又
把我带回到从前。

那是我入学第二年的五月，又是春暖花开的
季节，满园的丁香花盛开了，护理系的女孩们结
束实习，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从全国各地飞了
回来。

我以为小莫回来了，赶紧去护理队找她。楼
上楼下，里里外外，女生宿舍都找遍了，唯独不见
小莫的身影。

一个和小莫一起实习女孩告诉我，小莫留上
海的医院了。

站在护理队门前，看着这些曾和小莫一起学
习，一起生活，一起欢笑的女孩们，心里怅然若
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小莫招呼都不打，便人
海茫茫，音信杳无。

“哎！实习结束时，我生病住院了，所以没能
回去，那时有手机就好了。”小莫叹了口气，有点
伤感。

光阴荏苒，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要不是后
来有了QQ校友录，也许，我和小莫一辈子都无缘
再见了。

相见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餐厅门前，我和小
莫互道珍重，握手言别。

“明年队里要在母校举办同学会，我想再坐
火车回吉林。”小莫看着我，眼晴里闪耀着光芒。

“聚会在明年什么时候？”我问道。
“没定呢。”小莫顿了一下。
她转过身，望向北方的星空，轻声道：“如果

让我来定，希望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春暖花开的季节
□ 春 歌

料峭的春息方未散却，仿佛流火授衣之期已
弥近了。闲来坐一池清浅，对着天心淡月，虽然
中秋犹无期，总不禁想到秋征的孤鸿，其鸣哀厉，
其声弥长。

清泠的月只是高悬，忘记了姣人姝子，忘记了
陈王宵宴。人间许多事，在月光下流逝了，而且只
顾流逝，空有寤怀与肠断，不减损了半缕清晖。一
言不发，只是阴晴圆缺；晦朔可期，只是良辰难当。

我也不禁感怀一些往事，逝去的人，逝去的
感情，只恐生如朝露，溘然之间，也随他们一并流
去了。痛哭的夜晚月洒零露，守候的烛旁月映微
霜，送别的清晨残月遣风。明月见证着一切，赠
我天地一白，有如心胆澄澈。痛心的回忆总被留
在凛秋，秋日的悲凉也总系于明月。彼时秋月如
珪，秋露如珠，我已来不及向离人进奉饯别的珪
璧，只有给自己留下茫然的泪珠。

我曾拉开窗帘等待月光，但不待月出早已阴
蔽；我曾仰诉皓月祈求梦会，但惊醒处只余空落
与惘然。月出皎兮，然而月出月落只是时间的凭
依；月出皓兮，然而阴晴圆缺只是一份轮回的期
许。月羡慕着人的情思，我羡慕着月的澹然，月

以清光委照悲欢离合，人以幽思寄曲诉月长歌。
清歌随风散去，月只是年年如斯。这样一些终将
湮尘的记忆，我想永远收藏，但却力不从心。

起身四顾，池馆仍如旧，月色也仍如旧，只是
一同望过月的人，已作了镜前泡影。时间从不于
昨日驻足，背影却日益模糊着。她在时，我们每
晚为她留一盏灯，因为入帘的清晖不足盈户，生
怕她拄杖失足，留下一心遗恨；她在时，我想为她
多点一盏灯，因为冷寂的月华不忍沦精，想在她
短暂的一生中，多带来几许光明。一盏盏灯，一
个个人，待她们都走了，我们仍然会留一盏灯，不
是为了逝者，而是为了生人，为了明珠惭冶，晨曦
恨返。晓镜前雨折风催，夜吟时也会踌躇兴叹：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往者悲秋风，悲落木，大半孤独失意使然。
而悲夜月，不如说是怜夜月，借以幽思悱恻，借以
怀古望今。家中的灯常彻夜通明，便有如中天的
朗月照烂群辰。记得十六岁庆生时，丧乱的苦痛
未已，然而那夜有皓月高悬，有灯火盈室。父亲
嘱我写下一篇《留一盏灯》，并决意就此停笔，因
我已通晓属文作诗的道理，他为父的指引就此尽

了。乘一缕月色，我曾问过，他作为孩子，也作为
父亲，这种好似诔文的纪念，为何却要让我执
笔。那时他只是默然，第一次在我面前垂泪，潸
然却又无声地向我诉说着，他早已留下一盏灯，
便是他的第二个孩子，便是我。微光可以成炬，
焰续薪传，虽不争光于日月，犹能于漫夜生辉。

对着面前的静水，我感受着流淌。素月流
天，清光纷泄，携着满怀念想，带着一心希冀，托
付着风篁的遗响，承载着无由的期许，流过了衰
落的草木，流过了萧瑟的秋声，在泪珠坠落的那
一刹那折射光芒，也仿若一盏蒙尘的灯，待着冰
晶来濯洗。有时在长夜中寻梦，大多只是彷徨，
偶得故人，也会剪得月光入梦，以清白呈章，以月
华成妆。我于是体悟古人的心怀，于是理解了，
何以为千里共婵娟。

月出，凝洒着潺潺的光影，延续着未竟的残
章。清影澹澹的，不忍吟玩，怕在清越中流生愁
绪，怕在沉淡里惊寤兴怀。我只有吟罢了往事，
作别今晚的淡月，数着下次月圆之期，再捧着冰
心来许约。月会出，固然也会落下，而月落是日
出的先驱，日出是光明的前兆。

月出
□ 杨雨行

深山有人家 居国华 作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
世。”“东京繁华迷人眼，你我皆可入梦来。”心中因《梦华录》
泛起的涟漪一直没有散去，直到前段时间，偶然在公众号看
到林埭镇祥中村都家浜“宋韵村落”已开市，那里风景优美、
古色古香。趁着周末的大好时光，我和家人慕名而去，沉浸
式体验了一把千年宋韵之美。

从平湖城区出发，一路沿着平廊公路开了大约15分钟
的车程，就到了都家浜“宋韵村落”的停车场，停车场旁边是
妙农缘采摘基地，春天来采摘水果、野米饭是不错的选择。

停车场往东走就是景区的入口，远远地，我就看见不少
游客在“诗境祥中”的牌坊下合影留念，我怎能错过这一景
观呢？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凑上前去占据一个好的地
理位置，立刻摆出了一个经典剪刀手，在爸爸妈妈的镜头下
留影纪念。从一旁的景区导览图上镌刻的文字中，我还得
知，都家浜景区是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积淀的自然村落，
村里共有几十户人家，基本上是临河而居，近年来依托独特
资源优势，不断完善区域内旅游配套设施，打造“烟雨下江
南 诗境入祥中”的宋韵村落。

往前走，都家浜“宋韵村落”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掀起。
流水潺潺的小河，沿着都家浜蜿蜒南去，在小河两岸，随处
可见竹园、柳树挺拔秀丽，郁郁葱葱，岸边精致的民房错落
有致，既有乡村民居原貌的既视感，又能看到现代化风格建
筑的时代感。

随着文字的指引，我和家人又来到了人潮涌动的宋韵
雅集，非遗体验、文创展陈、原创手作……映入眼帘的商品
琳琅满目，熙熙攘攘的人群充满着热闹的烟火气，现场繁华
热闹，好似宋朝市井生活的“还原”。

沿着小路往南走，一路上会经过白墙黛瓦的农家庭院，
清幽恬淡、诗韵秀美，不时还会偶遇众多汉服小姐姐，有的
提上灯笼，有的在拍写真，仿佛一秒穿越回了那个繁华的宋
朝。在连心桥两旁，有不少可以游玩的场所，左侧是乡村书
吧，里面放了四五张八仙桌，喝茶聊天看书，不失为一个短
暂休憩的好地方；右侧是于以定陈列馆，可以进去参观，展
馆外还有蹴鞠、投壶、套圈……这些活动正是宋朝市井娱乐
的拿手好戏，爸爸妈妈都体验了，很是有趣。附近还有阿美
珍珠馆、都家面馆、墨华斋画廊，可以体验开蚌、吃宋宴、焚
香、点茶，吃喝玩乐，不亦乐乎。

从墨华斋出来，视野一下子开阔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条
狭长的木栈桥，漫步栈桥之上，都家浜美景尽收眼底，清水
平台旁有一个碧波亭，可以钓鱼，还可以近距离观看古老的
捕鱼方法——扳鱼。正当我们以为景点都结束了，打算往
回走时，突然发现清水平台旁还有一个隐藏的小木屋——
三盃两盏，进去一看别有洞天，可以预定火锅届的“围炉煮
茶”——吊炉火锅，约上三五好友在此，氛围感拉满。

晚霞渐渐在天边露出了脸庞，我们也踏上了归途。都
家浜“宋韵村落”的风雅韵味留在手机的照片里，更镌刻在
我的心里。

游诗境祥中
探梦宋韵风雅

□ 朱依婷

清代的文人张潮在其《幽梦影》中说：读经宜冬，其神专
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秋，其致别也；读诸集宜
春，其机畅也。阅读在不同的季节发生，也在生命的不同季
节里生发延展。我们家的阅读，有一定的阅读传统，家庭藏
书 5000余册，涉及的门类也比较广泛，包括文史哲及自然
科学类的图书。孩子们对阅读的喜爱可能更多的还是耳濡
目染，不知不觉养成了习惯。

因为爸爸妈妈都比较喜欢看书，哥哥两岁左右的时候，
就喜欢在闲暇时把我们正在看的书拿过来摆弄。直到现在
也是这样，我们在看的书，他会饶有兴致地翻翻，看不懂的
就放下，似懂非懂地问问，能理解又感兴趣的会读一读。比
如有一本《四季蔬——小白素食记录》，是一位比较知名的
素食作家小白写的，按四季时序编排的菜谱。他经常会翻
出来一边看一边说：“妈妈，现在秋天了，应该吃南瓜、红薯、
山药、莲藕、西兰花、芋头……我想吃糖醋藕条。”然后把菜
谱里面的材料和做法给我读一遍，这时，我就打趣他：“到底
是有文化的人了，很注重养身之道嘛！”如果条件允许，我会
把菜谱里的菜实践一下，他在边上很认真地读做法，成品做
出来，我们都很有成就感。所以我想阅读可能就是渗透在
生活中，不必很刻意地去完成。正如北京四中国际校区石
国鹏校长所说：“培养阅读的爱好、兴趣和习惯，读够一定
量，读够一定的质，然后什么都行，多多益善。”所以，读读菜
谱也未尝不可。

莞尔出生之后，因为经常看到哥哥痴迷于阅读，于无
声处受到感染。从绘本到拼音读物，从听故事到读故事，
阅读的半径越来越大。识字量逐渐加大了之后，慢慢地就
开始逐渐沉浸在个人的阅读世界里了。在家里常常能看
到兄妹二人徜徉在书本中，如痴如醉。我得到的体会是，
不要试图用自己的审美去绑缚孩子，广泛阅读之后，孩子
会有自己的选择。不必要求孩子一定要去读自己选定的，
似乎很高大上的读物，在个人价值观形成之前，广泛涉猎
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尝试。山珍海味固然有营养，粗茶淡饭
也一样促进身体健康。但是无论选择什么类型的书，有一
类书我是回避的，就是心灵鸡汤和励志书，例如说教意味
浓烈的故事。

阅读并不会在短期内看到明显或直接的效果，它在很
多时候都是隐性技能。不能有通过阅读迅速达到某种效
果的想法，不要觉得孩子多读几本书就能马上写好作文
了，就可以迅速提升成绩了，否则就是书白读了，阅读没有
用。事实上，孩子大量阅读的效果大约在初、高中才能明
显体现出来。孩子学习和写作，都需要清晰的逻辑思维能
力，而阅读能帮助孩子日积月累地提升这项能力。孩子读
书越多，知识和知识之间就能形成连接，发挥更大的作用，
并产生正向反馈。所以，让孩子坚持阅读，总有一天会开
出最美的那朵花。

我家的阅读故事
□ 朱晓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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