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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后，习惯与夫人去明湖景区兜一
圈，之所以用兜字，就是像兜风一样。年轻
的时候，兜风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曾经梦想
开着大排量的摩托车，然后，招摇地穿过街
区闹市，博得众人眼球。这样的梦做过无
数次，事实是，连个摩托车的把手都没摸
过，哪里会有梦境再现呢？梦就是想象，就
是理想。想象再丰富，也只能在想与象之
间。好在人到中年，家门口就有了景区，若
干年前，你能想象得到有一个湖叫明湖，有
一个景区，叫明湖景区？于是兜风开始有
了一层新的含义。

那个夏日的傍晚，走在河岸上时，突然
发现荷花和睡莲的花苞都长满了，荷叶茂
盛，花苞躲在叶下。它们就这么静静地含
苞待放着，有种沉静的力量。叫人惊讶的
是：旁边有着无数的残荷败枝挺立着，有好
几枝的顶上还带着莲蓬，虽然枯萎了，但风
骨依在，依然扎根在河底。它们的姿态和
新一轮荷叶的姿态，并存着，相映成趣。你
有倒影，我也有倒影。有时候，倒影重叠在
一起，构成了一种水墨画的效果。感叹时
光走得快，一年飞驰而过。

往远处瞭望时，猛地发现了一只水
鸟。水鸟在荷叶中间悄悄地游着，再一细
看，不是一只，而是大水鸟的身上驮着一只
小水鸟。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什
么鸟？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搜索。
居然是水雉。

水雉为夏候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一种隶属于鸻形目水雉科的中小型鸟类，主
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因其体态优美、羽毛艳
丽，故有“凌波仙子”和“水中凤凰”的美称。

可能它也知道自己是受国家保护的，
所以就可以高枕无忧，旁若无人。它一双
细长的脚爪，不停地在荷叶上走动，速度之
快，令人咋舌。我们眼看着它从这片荷叶
移动到那片荷叶，还不时从荷叶下面抓起
什么，然后一扭头，就把嘴里的东西塞进了
背上的小水雉嘴里。它们是母子俩还是父

子俩？怎么不见第三只？我们仔细地搜寻
了好久，就是不见其他水雉的踪影。

夫人笑了，想象这个东西就是有趣，你
想象这是一个残缺的家庭，爸爸或者妈妈
不在了，于是爸爸或妈妈带着小水雉觅食，
但我们也可以想象成爸爸或妈妈留在窝里
忙其他的小宝宝，也可能是走亲戚去了，也
有可能是爸爸妈妈闹矛盾了，其中一个闹
别扭，故意躲开了……

想象越来越丰富，我们为这两只水雉
编织的故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提
供着无穷尽的可能或者不可能。

那一大一小两只水雉才不会理睬我们
的猜测，它们自顾自玩得很开心，小水雉这
时候从大水雉背上下来了，它用脚爪钩着
大水雉的脖子，好像撒娇一样地不肯松
开。大水雉把头抵在小水雉那儿，好像在
叮嘱它什么……那一幕，非常温情。

它们停留在荷叶上，觅食、嬉戏。丝毫
不理会外界的一切，我们却莫名其妙地为
它们担心。

果然，闲看花鸟和忙看花鸟是不一样
的。那么，是我们闲着还是水雉闲着？抑
或是水雉忙着还是我们忙着？

这心操的，都操到水雉的身上去了，对
于这样的情形，我们乐不可支，我们不是在
兜风么？既然是兜风，那就得把风里的一
切有趣都兜住。

喜看稻菽千重浪

它凄厉而苦口婆心的叫声，把我的心
都叫软了。

那是一只评论鸟。我压根儿叫不出它
的名字，但我喜欢叫它评论鸟。它的叫声
是婉转的，嘀溜嘀溜，脆脆的，不带任何掩
饰，就这么直白地来上一段，接着，又来上
一段，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独特的评判。

评论鸟通常是在江南水稻快要成熟的

时候出现，觅食前，评上一阵，觅食后，又评
上一阵，天知道，它的内心，有着多么强烈
的表达。

显然，它是咄咄逼人的，样貌也好不到
哪里去，相由心生，它一直在追求一种奇
崛，类似于人类的剑走偏锋。

奇崛无疑是新鲜的，也是可以吸引人
的，但时间短，只是在它无所顾忌地评论
时，它的高光时刻到来了，所有人的目光都
投向它，被它的凄厉声搞得不知所措，这也
太复杂，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它是沉默的，有
轨迹地飞行，乏善可陈，只有稻香弥散在广
袤的田野上空时，它才急速地从遥远的地
方翩翩而来，年年岁岁，从不停息。

曾在某个大学的大礼堂里，讲了我接
触过的评论鸟的奇特表现，有学生在互动
时对我说，你就那么肯定它是在评论？你
就不能说它是在歌唱——赞美自己克服了
疲倦和劳累，从遥远的地方长途跋涉而
来！赞美丰收带给它可口的食物，为繁衍
后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我欣喜至极，互动起到了效果，我的想
象刺激了学生的想象，他们作出了如此与
我截然相反的推论。但我承认他们说得有
理，既然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评论鸟，那么学
生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看作是诗鸟、歌鸟
呢？大自然的美妙，就在于让不同物种在
同一片蓝天下同场竞技。

稻浪在翻卷，评论鸟贴着挺拔的稻秆盘
旋，哦，原来它想在这上面筑窝。显然，这是
一个高难度动作，它侦察了一回又一回，也
尝试了一次又一次，最终，以失败告终。最
后，它们放弃了，转而移到稻田边的树林里
筑窝。很快，雏鸟就降生了，一只两只三只
四只……哇，足足十一只……评论鸟爸妈不
停地从鸟巢里飞进飞出，飞向金黄的稻田。

我对那些嗷嗷待哺的评论鸟的雏鸟
讲，非常想知道你们的父母对你们说了什
么，也很想知道你们在想些什么？

明湖里的水雉（外一篇）

□ 詹政伟

因部队在杭州湾演习所需，1958年 12
月，我参加了筹建组在外蒲山岛建立海洋
水文气象观测站的相关工作，主测仪器架
在岛上，老技术人员在岛上观测，简单设备
放在船上，青年技术人员随船到海上观测，
并向岛上人员发送所测数据。当时匆忙，
只在附近生产大队雇用了非动力民船及随
船民工。摇船的是一老一青，我和另一位
青年技术人员随船观测。

我们还在岛船共测，大约两个小时，小
船突然进入快速潮流带，远离外蒲山岛。
后虽多次努力，也未能成功。天暗了下来，
进入夜晚，船只好抛锚。次日天刚亮，我们
发现船离外蒲山岛更远了，天又刮起了西
北大风。小船已无力向外蒲山岛摇过去，
附近又没有大船可以求救。在这危难时
刻，那位老农民跪在船板上求菩萨保佑：

“菩萨啊，我已快六十岁了，一向与人为善，
只在年轻时捉过一只大雁，后来听你寺院
（指外蒲山岛中普陀禅院）摇船工的话，我
把大雁放了，请菩萨保佑我们。”或许是冥
冥中的回应，后来风势稍缓，船上四人各脱
下外衣制成简易风帆，连同抛锚和勘测，我
们在杭州湾的海面上漂荡了 27个小时，才
在杭州湾南岸的慈溪上了岸。船向杭州湾
南岸漂荡时，这位老农民讲述了一件往事。

外蒲山岛北面是里蒲山陆岸，里蒲山
两边是芦苇滩地，晚上常有野鸭来过夜，他
夜里捉野鸭卖，作为副业谋生。有一次，他
碰到大雁也在那里夜宿。他知道大雁比野
鸭值钱，又知道大雁“纪律严明”，专门有值
夜的雁负责警戒。他为了捉住雁，就用了
一条计策。他先投石块，故意弄出声音，声
东击西，扰乱值夜雁，使得值夜雁每次报警
都是错误的。结果因为值夜雁错误太多，
使众雁不能休息。领头雁一怒之下，率领
众雁齐啄值夜雁，值夜雁被啄受伤，众雁也
因疲倦而失去警惕。他就在此时迅速出

击，但在他奔向雁群时，值夜雁却不计自己
得失，仍然非常迅速地向同伴发出警报。
同伴们闻警而飞，而值夜雁却因被同伴啄
伤，行动迟缓被他捕获。

次日，他准备上街把这只倒霉的值夜
雁卖掉换钱。可是，他却发现那雁群并没
有离开此地，而是由领头雁率领，一会儿排
成人字形，一会儿又排成一字形，不断地在
失去值夜雁的上空飞翔，还时不时一起发
出响亮的哀鸣声。雁群整整飞了半日，他
也观望了半日，他开始心软了，没有上街去
卖雁，而是把雁抱回了家。后来和他住同
一村的中普陀禅院摇船工同他说，大雁是
吉祥鸟类，不能杀来吃，劝他放生。当晚，
他就在原地放生了受伤的值夜雁。

在外蒲山岛建海洋观测站时，中普陀
禅院早已关门，和尚也不知去向。只因筹
建时所遇风险，知道环岛四周地形和潮流
不一般，我以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站长之名，
力争那位曾是禅院摇船工的人作为站交通
船雇用工，后来关于大雁的事，都是听他讲
述的。

值夜雁放回芦苇滩的那晚，雁群没有
来留宿，来留宿的是野鸭群。留宿芦苇滩
的野鸭群在夜晚不单有人来光顾，更有黄
鼠狼前来捉拿当美食。那天深夜，正当雁、
鸭闭目养神之际，有一只黄鼠狼出现了。
大雁见后，首先发出了警告声响，而野鸭群
习惯往海上逃，雁见后也随野鸭群快走。

尚在离岸不远的浅海区，黄鼠狼咬住
一只落后的野鸭，旁边的大雁勇敢地伸出
尖嘴啄黄鼠狼的眼睛，野鸭群似乎受此鼓
舞，也围拢过来，用嘴啄黄鼠狼。黄鼠狼在
海边芦苇滩里是强者，到了浅海区势头早
已减弱，而眼睛被大雁啄伤之后，又加上鸭
群齐啄围攻，很快就败下阵来。

由于大雁出手相帮，野鸭群受启发一
致对付强敌，野鸭群没有损失。次日早晨，

这支鸭雁队伍越过里外蒲山间的蒲山门快
流水道，进入外蒲山岛。黄鼠狼不熟悉蒲
山门快流水道水性，又受了伤，爬上外蒲山
岛时已是太阳东升，刚好被中普陀禅院的
摇船工所见，他立刻锄强扶弱，用摇船橹打
死了黄鼠狼。

虽然中普陀禅院善待鸭雁禽类，但鸭
雁仍然远远地避到了外蒲山岛西南角的一
个小礁上。这小礁在高潮位时同外蒲山本
岛脱离，只在低潮位时同外蒲山岛相连。
野鸭群经过这次同黄鼠狼战斗，既增强了
自身的群体感，也对大雁刮目相看。在大
雁翅膀受伤难以飞翔时，野鸭群就会在岛
礁附近寻找鱼虾给它吃。

大雁群曾多次在里蒲山边芦苇丛里过
夜，但都未能察觉数百米之遥的岛礁上有
同类，往后很长时间都未在这一地区出现。

大约过了半个月，有一天在岛礁上空
飞过一群大雁。值夜雁翅膀受伤尚未痊
愈，只能低飞几米，而雁群也未能想到值夜
雁会流落在这里，未有雁看到下面的情
况。此时，野鸭群似乎也有思维意识，它们
开始齐声大叫，野鸭群齐叫的高音终于被
空中的雁群听到，雁群立刻变成盘飞队
形。雁群在盘飞数分钟之后，忽然降落一
只大雁，在同值夜雁交头接耳之后，它又重
新飞进大雁群，同领头雁并肩齐飞一圈。
接着这只雁又飞回到了岛礁，大雁队伍照
原飞行路线而去。

从那之后，岛礁上就有了两只大雁同
野鸭群一起生活。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大
雁群再次飞来岛礁上空。这时候，值夜雁
翅膀受伤已然大好，两只大雁和野鸭群齐
声欢叫。欢叫数分钟之后，两只大雁一起
高飞进入大雁群，大雁群在岛礁上空排演
了好几个队形，然后飞离远去。

这个原本是外蒲山岛高潮位时形成的
小礁，从此被叫作鸭雁礁。

外蒲山往事
□ 竹方斌

我们家有个匣子，里面装着我
们家的传家宝——几大包红本本。
最古旧的一包上面印着“顾在元”的
名字，里面有我爷爷参加浙江省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
表证、中国共产党平湖县第五次代
表大会的代表证，还有好几张参加
授奖大会的出席证。新一点的是一
张他入党 50周年纪念的证书，再新
一点的是，他在 90岁高龄的时候被
评为“大力村优秀党员”的获奖证
书。我爷爷从目不识丁成长为平湖
标准件厂的技术员、车间主任，当时
上千人的工厂，从老到少，几乎全认
识他，因为他待人真诚、技术过硬，
一辈子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
己的光和热，即便如今已是鲐背之
年，定居城里后，他仍每月辗转回
乡，参加党员活动，从不落下。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这是我对共产党员
的最初印象，爷爷在我幼小的心中
悄悄种下了一颗种子。

参加工作后，我接触到了身边
更多优秀的党员同志。在我工作的
那一年，顾德桢老校长光荣退休，但
是她退休之后，依然忙碌在关工委、
退协等条线工作上，发挥着一个老
党员的余热。那一年，我们学校的
俞锦珍老师已经临近退休，但依然
积极要求入党，还有老教师干美娟
那风风火火的工作热情，让我们这
些青年教师都自愧不如……当然，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入党介绍
人之一黄文洁大姐，我和她曾经在
一个年级共事多年。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她的笑容，她的笑似乎能化解
我的烦恼，有什么心事跟她说说，有
什么烦恼跟她谈谈，她都会替你分
担，为你解忧。每节课下课，总能看
见她顾不得喝水，在教室里为学生

“过关”；吃过中饭，不管是不是轮到
自己，她总是巡视着走廊上是否有

小捣蛋在搞“破坏”；放学后，辅导后
进孩子的学习，又成了她每天的功
课……就是这样一件件小事，让她
每天忙碌着，但我们的大姐却从不
叫苦喊累，体现出了爱生敬业、受人
敬重的好党员本色。

对我影响最大的党员还有曾经
和我搭过班、如今已经退休的赵佩
兰老师。“韦老师的歌喉，赵老师的
手”，说起来，赵老师的手巧在我们
学校也是出了名的，以前学校还在
成双弄的时候，就听说钢琴罩子、窗
帘、学生的演出服装等，都出自赵老
师的巧手，为学校节约了不少开
支。一旦学校有演出活动，参加支
援的后勤人员中也总少不了她这位
化妆师。“六一”学校文艺表演上，她
从出题到制作道具，再到彩排、化
妆、主持，全部一手包办。

这些普普通通的党员教师就像
梅花一样高洁美丽，于是入党这颗
种子在我心底悄然生根，抽枝发
芽。在工作的第 5年，我郑重地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2008年，神七飞
天，举国欢庆，那年 10 月，我入党
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默默践行
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看到盲人
独自走在非机动车道上，主动搀扶
到人行道；捡到没有设置密码的手
机，主动联系失主的亲人；看到马路
上的消防栓漏水，及时报修……作
为一名普通的党员教师，对于任何
一个学生，都从不放弃，使优秀学生
更加优秀，特殊学生大有进步，让每
一位家长放心。我深信，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为了让学生喜爱上母语，
我想方设法搭建平台，指导学生发
表作文上百篇，让学生享受成功的
喜悦。

又快到一年建党日，不禁再次
想起当年入党申请书上的誓言：“党
是太阳我是花，增光添彩展芳华。”

党是太阳我是花

□ 顾雅方

——我的入党故事

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风景，就
算是潮湿闷热的梅雨季节，落雨的
日子，也藏着许多欢喜。

六月底，梅子已落尽，红叶李挂
满枝头。如今在人行道的两旁，或
者在小区里，都可以见到一树树的
李子，紫红色的果子藏在枝叶间，饱
满诱人。

记得多年前，住在浙南山区，初
夏，漫山遍野的红叶李，山脚下的人
家，在巷口摆满了各式果子，就数红
叶李最多。

买来几斤新鲜采摘的红叶李，
学做李子酱。把红叶李剥去外皮，
去除果核，放在一个青花瓷碗里，放
入适量冰糖腌一晚上。第二天取
出，放在炖锅里熬煮，不断搅拌，直
到熬成糊状。凉了之后，放在冰箱
里。到山脚下采摘自己种的小黄
瓜，洗净去皮，舀出一小勺李子酱，
抹在黄瓜上吃，酸酸甜甜的，美味可
口。

热爱生活的人，每个日子都是
风景。

青梅也在这个季节成熟，青梅
酸涩，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可以制
作青梅酒。

最喜唐诗宋词里那美如画卷的
诗词，恍如走进微风细雨里的梨花
院落，云鬓花颜金步摇的女子罗裙
轻移，阶前赏梅。

宋代诗人陆游曾作《初夏闲
居》：煮酒青梅次第尝，啼莺乳燕占
年光……

青梅煮酒，民间有着美好的寓
意，是自古以来芒种时节的一大习
俗。

青梅酒可以长期储存，到过年
时喝。采摘新鲜的青梅，洗净，沥干
水分，用竹签在青梅上扎几下，置于
陶罐之中，加适量冰糖和白酒。白
酒以40度为宜，加盖密封保存，放置
阴凉处，半年后开封。梅子清香，酒
香清醇。

去年春节，住在上海奉贤家里，
和孩子一起去超市买些油盐酱醋，
一时有些口渴，我一眼望见货架上
有青梅汁，买了一瓶，付钱后就直接
开盖喝了一口，清醇甘洌，觉得挺好

喝的，又多喝了几口。我家孩子眼
尖，笑道:“这是青梅酒……”

我仔细一看，果真是青梅酒，这青
梅酒好喝呢，我还当果汁喝了半瓶。

从此以后，我去超市总留意有
没有青梅酒，却发现，并不多见。

就在这个梅雨时节，我已亲自
酿制了青梅酒，等待开启的那个时
候，喝一杯清香味美的青梅酒……

初夏，繁花锦簇的季节。蒲公
英像是撒落在草丛里的精灵，蒲公
英不常见，如若遇见，却可以寻见一
大片，不知何时萌出的新绿蒲公英。

玉米已成炊，饱满的果实，顶尖
处飘着细细的粉色缨须，有的则是
绿色的缨须。微风细雨里，玉米清
甜的气息，丝丝缕缕的，入了肺腑。
新鲜采摘的玉米剥去外壳，连壳煮，
吃起来清甜香糯，这新鲜的煮玉米
水，降血压降血脂，消水肿，药食同
源。

嫩绿的芋头叶子，像一个个小
伞，记得幼年时，也是这样的梅雨时
节，母亲眼见得无法到河埠头洗菜
淘米，时常会在屋后的田地里摘取
几片芋头叶子，我和弟弟在屋檐下，
拿芋头叶子接雨，那一片叶子上晶
莹剔透滚动的水珠，积攒的水，倒入
木桶里，不一会儿，竟然也有大半
桶，用来煮毛豆，那时，我们还戏称
这是“天水煮毛豆”，母亲见我和弟
弟玩雨水玩得不亦乐乎，不觉欢乐
开怀，在那样困苦的日子里，也因此
有了许多欢乐。芋头八九月份成
熟，而此时六月的芋头叶子，青绿鲜
嫩，记得十几年前在徐州，住在部队
大院里，隔壁的山东阿姨就会在此
时采摘青绿的芋头嫩叶，切碎，烫
煮，把绿色的汁液揉到面粉里，做成
窝窝头或者包子，真是色香味俱全。

梅雨季节，烟雨迷蒙的江南古
镇，游人稀少，却因此有了一种幽深
的情愫，坐在青砖黛瓦的古宅院落
的廊檐下，听雨滴落石阶的声音，心
里渐渐静了下来……

这样的时候，不去想整日忙碌
的工作，这一日的清闲，已是奢侈。

一年一季的梅雨季节，有些景
致，有些醇酿，只属于这个季节……

梅子时节雨
□ 周卫红

不染 王 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