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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伯父（小说）

□陈洪金

给鸟留个品鉴通道（散文）

□潇湘君子

AI绘图

且听歌吟（组诗）

□李新勇

堂兄在这座城市里做导游已经十
年多了，听父亲说，伯父也到了城里，跟
堂兄住在一起。今年初，我换了工作，
调到这座城市来。因为各自都在忙工
作，彼此间很少走动。

那天下午下班后，我跳上公交车，
去赶一个饭局。下了车，我跑着去电信
营业厅帮同事的女儿交电话费。刚走
出站台，一抬眼就看见伯父独自坐在财
政局大门旁边的台阶上，漫不经心地望
着来来往往的车流。我赶紧走过去，远
远地叫他。

街边的人行道上没有人。因为是
下班的时间，人们都坐着各式各样的车
辆，匆匆忙忙地赶路。就连骑自行车的
人，也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路，在
行道树的遮掩下，行色匆匆。只有伯
父，身着老式衣服，面无表情地看着这
个繁忙的世界里繁忙的人们。

伯父来到城里，纯粹是来养老，他

在老家的房子，原来是要留给堂兄的。
按照村里的习俗，堂兄应该把那一院房
子从伯父手里继承下来，在那里娶妻生
子，就像村边的那棵大树一样，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伯父是家族里的长子，堂
兄也应该算是正宗嫡系，伯父应该在村
子里守住家族的根。然而，当伯父费尽
心力让堂兄读完书，堂兄就没再回去，他
读完书，做导游，结了婚，买了房，很显
然，这里就是他的家了。等到伯父年老
体衰，堂兄便把他接到城里来，养老。

伯父来到城里，也没有什么事做，
无非就是陪陪侄女、看看电视，没事的
时候，就出去散步。城里跟村里不一
样，不认识的人太多，连沾亲带故的人
都少。伯父来到城里，从此便没了探亲
访友串门的机会。好在从我爷爷那辈
开始，家族里便渐渐积累了一些书香
气，伯父是他们那一辈中最喜欢看书的
人。我想，他在城里，因为还保持着阅

读的习惯，应该不会寂寞吧。
我到堂兄家拜访过伯父几次，他

说，没事的时候，也会去书店里看书，光
是翻看，一般是不买的。然而，也不能
老是往书店跑，总得有一些事情打发更
多的时间。伯父告诉我，有时候他跟周
围新认识的人打麻将。听了伯父的话，
我心里有些异样：我们那个家族里是绝
少有人沾染打麻将的习气的，尤其是伯
父，也应该算得上是乡村知识分子了。
城市生活对一个村里人的改变，真是让
人触目惊心。

伯父坐在街边的台阶上，年近七十
岁的他背离了生活了六十多年的乡村，
在这座城市里，开始了他新的生活。当
我看到他的时候，清瘦的面容，跟我的
父亲颇多相似，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父
亲。父亲如今还居住在村里，守着那个
破旧的家。那个家原本也应该是由我
去继承的，但是我也跟堂兄一样，自从

读完书以后就离开了村子，只有在春节
的时候，才会回去一次。那么，父亲也
会像伯父一样，跟着我来到这座城市里
度过他的余年吗？如果真是那样，每天
早上七点钟，我去上班、妻子去上课、女
儿去上学以后，中午回家两个小时，然
后又匆匆忙忙地走了。城市里没有菜
地，没有鸡猪，没有果树，父亲一个人待
在家里，除了守着一台电视机，他又能
做些什么呢？也许，他也会像眼前的伯
父一样，在这座不属于他的城市里，茫
然地走着，累了的时候，随便找个台阶
坐下来，看着眼前的高楼和车流，听着
喧嚣的汽笛声，心里想着远处他生活了
六十多年的村庄。

夕阳渐渐地落到高楼的背后去了，
饭局就在不远处的一家酒店里，走进去
的时候，我看见伯父还坐在那里，街对
面就是堂兄家居住的小区。我的心里
有些隐隐作痛。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
街角的咖啡香，
香进了心房，
和你走过的路，
路上是最美风光。
不必环游世界去寻找天堂，
谁的眼眸里，
不都藏着星辰大海的宽广？

或许世界太宽广，
总让人迷茫，
你我记得回头，
回望那幸福时光。
不张不扬的情感温暖如阳，
每一个瞬间，
不都藏着相互支撑的力量？

世界很大，
梦有千万种模样，
幸福很小，
简单拥抱就足够份量。
别让忙碌偷走了我们的时光，
平凡的花朵，在平凡中绽放。

世界很大，
让我们勇敢去闯，
幸福很小，
深沉诺言在彼此心上。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
不必羡慕别人的辉煌篇章，
我们的故事，
细水长流也绵长。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
不管未来路有多远路有多长，
平凡的花朵，
在平凡中绽放。

◎家住长江口
长江万里流，
流到家门口，
拓荒他乡走，
故乡心中留，
万里碧波归大海，
潮起潮落家门口。

长江万里流，
流到家门口，
江尾连海头，
青绿写春秋，
濒江临海大胸怀，
千船竞发百业秀。

家住长江口，
天地大自由，
波涛翡翠明月里，
宜居宜业宜长久，
家住长江口，
海天竞风流，
凭海临风一杯酒，
爱到何时始方休！
凭海临风一杯酒，
爱到何时始方休！

◎采风谣
我们走在大地上，
大地之上好风光，
春有春花，
秋有秋光，
绿水青山白云啊，
蓝天上百鸟翱翔，
我们是时光的记录者，
用心记录欢乐忧伤。

我们走在大地上，
大地之上好风光，
夏有凉爽，
冬有希望，
描绘人间温暖啊，
颂扬那鱼水情长，
我们是时代的书写者，
用情传播真诚善良。

我们走在大地上，
大地之上好风光，
我们走在大地上，
大地胸怀博大宽广。
我们走在大地上，
大地故事深厚悠长！

◎海桐花开
叶碧花黄千树空，

玲珑含蓄聚香盅。
枝高可纳春声远啊春声远，
木细能承雨色浓啊雨色浓。
半世阑珊随绿水随绿水，
千秋寂寞伴东风伴东风。
年年到此须重看，
莫厌流莺岁岁同。

枝高可纳春声远，
木细能承雨色浓。
半世阑珊随绿水，
千秋寂寞伴东风。
啊，枝高可纳春声远，
木细能承雨色浓。
半世阑珊随绿水，
千秋寂寞伴东风，
伴东风。

◎对江月
多年前对坐到深夜，
千江有水千江月，
多少话语难出口，
摇曳的心事都化作沉默。

多少次望月到深夜，
千江有水千江月，
大道坎坷情未了，
起伏故事蘸着月光书写。

风云岁月，谁不是匆匆过客。
万里月光，照过多少阴晴圆缺。
亘古约定，在时光里灯火阑珊，
光阴的故事，在过往中平仄。
此生无悔，月光皎洁，
光阴故事，平平仄仄。

◎根在长江
一江春水流向世界东方，
多少故事在波涛间流淌，
白帆艄公稻花香，
早迎朝阳，暮接月亮，
朵朵浪花，吟诵兴国安邦，
千古传奇全都荡气回肠。

一条大江展现华夏力量，
今天故事在波涛间流淌，
巨轮桥港大希望，
夜伴灯火，昼更繁忙，
腾飞跨越，连接世界梦想，
长江之畔见证民族辉煌。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科技腾飞映照霞光，
未来蓝图，在浪花中轻轻荡漾，
点点星光，驮起梦想翱翔。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长江见证民族辉煌，
飞越地球，在宇宙中乘风破浪，
跨网融合，历史再添新章。
根在长江，根在长江，
长江见证智慧的力量；
根在长江，根在长江，
长江的未来自信昂扬。

◎来了就是启东人
长江壮美，
碧波滔滔，
枕畔涛声鸣金鼓，
湿地芦花赛春潮。
三水交汇，
风清水绿，
万里海天日出早，
鲲鹏展翅入云霄。

来了就是启东人，
沙滩漫步听波涛，
渔歌悠扬颂晚照，
平川绿野风光好，
港城新姿品位高。
来了就是启东人，
潮涌东方，万里帆扬，
踏响辉煌未来新赛道！

来了就是启东人，
江海风光最妖娆，
宜居宜业宜登高，
圆梦东方壮丽辉煌，
跨越腾飞你我一起创造。
来了就是启东人，
日出江海 梦启东方，
绘就绿色发展大画稿！

启东黄金海滩日出 许丛军摄

每次回家乡南通平潮途经通扬河
畔，总不由涌起对母校平潮中学（现江
苏省平潮高级中学）的恋念和回忆。

在平中就读时，通扬河水从校门前
流淌而过，居住在河对岸的同学上学乘
坐一艘方形木船摆渡，艄公是校工，也
担负传达室的收发和上下课摇铃。我居
住在平西，每天上学越过平潮镇古色古
香的石拱桥——翔凤桥（现平潮大桥），
再沿着通扬河畔的泥土路走进校门。

通扬河潮起潮落，见证了平中的发
展和巨变；通扬河水激起的浪花勾起一
届又一届学子对母校的情怀。校园情、
同学情、师生情刻骨铭心，伴随着学子
一生梦魂萦绕。

我是1958年考进平中初中，那年
平中成为高级中学开始招收高一学
生。校园里甚至连一幢二层的建筑都
没有，简朴而单调，但也有亮丽的风景：
北面院子有一株数百年的银杏树擎天
而起，春天许多鸟儿在树上飞翔、嬉戏、
吟唱，给校园带来了蓬勃生机；夏天大
树枝繁叶茂，可以遮阳纳凉。有一年平
潮地区为支援新疆农民饯行，就在银杏
树下办了几十桌，学校也为支疆建设做
过贡献。秋天银杏树披上一层黄金甲，
富有诗情画意。校园还有一座纪念塔，
那是为纪念建校十周年，学子们精心打
造的，十多米高。塔顶雕塑着一只张开
翅膀的和平鸽，象征着平中培养的学子
将来展翅飞翔，大展宏图。

校园曾经留下过我们的足迹、身
影、歌声和琅琅的读书声，也曾迸发出
我们的憧憬、愿望、激情和难忘的回忆。

初一时，班主任龚士衡老师，瘦瘦
的脸庞，精神抖擞。他带领我们去分配
的菜地种菜、山芋，想不到秋天收获刨
出了山芋大王，在平潮地区也是少见，
我们兴奋不已，还请人拍摄了照片，我
至今保存着。

我们勤工俭学除了种蔬菜外，还制
作火柴棒、养羊等。后来学校响应号
召，大炼钢铁，校园南面的菜地便成为
炼钢铁的基地，高年级学生砌炉点火炼
钢铁，低年级学生挥锤敲矿石，有时连
夜奋战，热火朝天。

大炼钢铁中我差一点丢了性命。
初冬的一天下午，我从河西乘坐装有矿
石的摆渡船回校，不料一艘装有矿石的
机动船突然撞上摆渡船，船舱进水立即
下沉，艄公在船头跳上了机动船，而我
落入河水中，河两岸一片惊叫。幸好我
五六岁就学会游泳，三游两游便到了岸
边上了岸，全身湿漉漉在寒风中冻得发
颤，同学们连忙将我带到宿舍，有的拿
出自己的内衣让我换上，有的脱下棉衣
给我裹紧，还有的给我安慰……使我感
到温暖，真是急难之中见真情。

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天供应
的粮食不到半斤，蔬菜、副食品奇缺，连
豆腐渣也买不到，父母亲吃豆腐渣，将
配供的大米省下来让我带到学校去蒸
饭。几位寄宿学校的同学见我的蒸饭
碗里米粒很少，常将他们的山芋干放到
我的蒸饭碗中。在风雨中，同学是相携
相扶的肩膀，是避风挡雨的雨伞，同学
情镌刻在我心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我
在马鞍山市工作，得知我的高中同学杨
兴泉患肝癌在上海中山医院手术后住
院，便专程去看望他。同学情是真挚
的，浓浓的，永恒的。

当时招生紧缩，加之周围学校学生
报考，录取率为十分之一，将来参加高
考的竞争可想而知，因此同学们都加倍
努力。而老师教学育人不辞劳苦，住校
的老师晚上主动给同学们义务辅导。
师生情难以忘怀。

我班高一高二时的班主任和语文
老师是钱有德，他经常推荐和借文学刊
物给我阅读，培养我的文学兴趣，使我

的作文水平得以提高。进入高三，由陈
勇飞老师教授语文，他才华横溢，德高
望重，是南通县（现通州区）和南通地区
有名的语文老师，当过几届县人大代
表。他的教学有独特之处，激情生动的
演讲，启发式的教学，常常使学生在课
堂精神焕发，全神贯注。他注重一个

“严”字，俗话说“严师出高徒”。记得他
讲过，凡是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文章、
诗篇，都是经过教育部门和专家精心挑
选的经典篇章，每一个同学不但要领
会、欣赏，而且要熟背。“少年易老学难
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年轻时是熟背诗
文的最佳时光。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如
《将进酒》《孔雀东南飞》这些较长的古
诗词我们也熟背了，后来引用诗句得心
应手。

陈勇飞老师对我精心培养，关爱有
加，使我的作文进步很快，每篇作文都在
九十分以上。他还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
在课堂点评，这对我是巨大的鼓励。

后来我体会到，语文基础是各科知
识的基础，语文基础好，其他知识接受
得快，基础也打得牢。我在高中奠定了
一定的文化素养文学基础，使我以后得
以运用、发挥，对改变人生命运，圆文学
梦，都起很大的作用。

高三时我的语文在班级出类拔萃，
其他功课还可以，高考报考文科，录取
应该不成问题。

天有不测风云。想不到1964年高
考前两天，我患疟疾发高烧，带病进入考
场，考试力不从心，结果名落孙山。回到
农村后我一边参加公社活动和劳动，一
边以卧薪尝胆的毅力悄悄复习功课。

第二年初夏去平中报名复考，在教
务处填好报考志愿后走到校园一排冬
青树时，正好遇到陈勇飞老师，他知道
我是来校填写报考志愿的，便问：“于强，
填的第一志愿是哪个学校？”我回答：“南

京大学。”他挥了一下手说：“去教务处改
填写北京大学！”我有些犹豫，说：“报考
北大能行吗？”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行？
你的功底我是了解的。”后来我转身去
教务处将报考第一志愿改为北大。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5年的高考
我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报到后
才知道我是该系录取的唯一往届生。
没有陈勇飞老师对我的栽培，我不可能
有良好的语文基础；没有陈勇飞老师在
关键时刻叫我改填高考第一志愿，我不
可能考入北京大学。俗话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我一直将陈老师作为父辈一
样敬爱。从1965年离开家乡，至今近六
十年，大年初一上午总要给他电话拜年，
每次回家乡都要去他家中看望，他和师
母徐老师也总是热情招待……

1985年我在马鞍山市担任市外事
办公室主任兼市旅游局局长时，悉知陈
勇飞老师在南京，特邀他来马鞍山同游
采石矶。当时我正在撰写反映日本战
争孤儿的长篇小说《风媒花》，这是我的
长篇处女作，陈老师鼓励我一定要成
功。我不负众望，小说终于在中日出
版。他介绍南通师专中文系主任周溶
泉写了长篇书评在《人民日报》《文艺
报》发表，反响很大。后来我从事文学
创作一发不可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
会，共出版了八部长篇小说，其中五部
中日出版，另外两部正在翻译成英文，
可望在国外出版。

抚今思昔，是母校用知识的乳汁哺
育了我，老师们辛勤教导培养了我，才
使我奠定了文化修养和文学基础，后来
成为一位擅长撰写涉外题材的作家，在
中外出版了一部部有影响的著作。忘
不了母校平中，忘不了平中诸位老师。

平中六年求学是我人生最可贵的岁
月的一部分，无论时光如何流淌，无论我
在哪里，母校平中总是留恋在我心中。

忆母校平中（散文）

□于强

一到小詹的果园，就嗅见了浓郁的
桃香，从一张硕大无比的细孔防鸟网下
钻进去，小詹从桃树的阳面摘了一个桃
子递给我。她种的水蜜桃玉色中微微
透着暖黄，桃嘴上都没有寻常桃子的那
一缕嫣红色，这是正宗的水蜜桃，逆光
看去，桃子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绒毛
上印着小詹刚才用力揪下桃子时，留下
的指印。只是几分钟工夫，指印开始变
透明，桃肉原本的色彩，就像一种世间
少有的软糯羊脂玉，从手指按压过的地
方透出来。小詹说：要是运出去卖的桃
子，我刚才一下子捏太牢了，一定会被
采收小组长骂的。

从桃子的顶端撕开一小块皮，浓厚
的桃汁就流了下来，把人的指缝都粘住
了。小詹介绍，这才是能打入精品超市

的桃子，含糖量高，香气的浓度恰到好
处，更关键的是，果肉的软糯度一流，吃
上去水汪汪的。精品桃子的成熟度达
到九分的时候，撕开小口，用力一吸，桃
肉便如一股浓浆涌入，最后，桃核上只
吸附着一层薄薄的桃皮。

种出这样的桃子，竟然是靠野鸟帮忙。
八年前，从苗圃基地引种这些桃树

后，第一年的收获根本卖不上价钱，因
为有的桃子口感寡淡生脆，有的桃子口
感发梗，还有的桃子口感都像“奶奶乐”
苹果，又面又没有汁水……大家都有点
傻眼：等了三年，桃树才进入丰产期，没
想到，从数百公里的苗圃基地拉过来，
桃树的品质竟如此不统一。小詹有点
生气，将卖树苗的老李拖来声讨。老李
进到桃园，左看右看，每一棵桃树上遗

落的果子都要摘来尝一尝，最后，他建
议说：“防鸟网搭得太高了，记得往下拉
二十公分，基本上要兜紧树冠。”

小詹反驳：“防鸟网搭得这么低，鸟
精得很，鸟嘴从网眼中钻进来，照样啄
破顶端的桃子。”

老李笑了：“可是，鸟的嘴可比人还
刁，鸟专挑口感好、汁水足、糖分高的桃
子吃，你只要去看，哪些树上的桃子有
啄破，这些树的新枝，就可以做嫁接的
插条；而那些‘鸟不理’的桃树，可以锯
掉，做嫁接时的砧木。”

小詹依言而行，她发现，老李并没
有糊弄人，就算是苗圃基地从同一片桃
园中育成的桃树苗，也是“一娘生九
子”，各有各的性状，到达果园并栽种
后，因为土壤、地势、太阳光照的不同，

每棵桃树结出的果实，口感都会不一
样，发面、发梗、发脆，非常影响桃子的
统一售卖，为了一年又一年地遴选出坐
果率高、口感出色的桃树，防鸟网也要
留一些空子让野鸟尝一尝，于是，小詹
与工人们一起爬梯子，想法把防鸟网在
树冠顶上绑成一个个“凹”字形，“凹”字
中间的深槽，就是给鸟留的品鉴通道。
在那里，防鸟网直接扣到了桃子上，喜
鹊、乌鸦、白头翁振翅飞入，有些桃子，它
们不屑一顾，有些桃子，就算已经啄破、
只剩下大半个的，它们也吃得津津有味。

小詹用望远镜看到一只喜鹊啄破
桃子，桃汁迸发的一小股甘泉在阳光下
闪闪发亮，鸟儿似乎被这飞溅的桃汁吓
了一跳，使劲摇晃着小脑袋时，她笑了：
又一棵可以做嫁接的母树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