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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杜山头老家
□周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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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眼睛里有雾
□蒋伟文

手术刀

手术刀在无影灯下
闪光、冷静、锋利。

一切都是未知。它试图进入

知觉世界内部，从

那打开的、麻痹的身体里寻找

痛苦的根源。

它如此精致、完美——

握在主刀医生手里，几乎成了

他身体的一部分。如果递给沉默的诗人

它是锃亮的语言。

中药店

他忐忑不安地进入中药店，他看见

男学徒滚着药船细细研磨药材，中年药师

把药包扎成一串，递给抓药的人。那个

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店员，站在宽大的曲尺柜台里；她

认得他，并礼貌地微笑；她身后靠着一排

高大的百斗橱，层层叠叠的抽屉贴着

白薇、灵芝、六月雪、八角莲

之类的标签。最近他病了，

他悲哀地告诉她，他几乎整个儿垮掉：

抑郁，失眠，单相思，心绞痛。

唯恐稍有不慎就会被传染，她避开

那忧郁的眼神，她的语气夹杂着

淡淡的中草药味。问题是，谁也无法挽救他。

店内光线暗淡，坐堂老中医退回里间去了，

一副老花眼镜架在木桌上。圆柱子挂着四幅画像：

扁鹊、华佗、李时珍、张仲景。

你的眼睛里有雾

你的眼睛里有雾：书放太远，分不清

字距行距；太近了，文字像浓墨滴入

水中，慢慢地化开。

近视又老花。你的可见范围

仅限于手臂的伸缩之间。

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也是如此：远的，

看不清；近的，也看不清。即使

戴上合适的双片眼镜。

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及其目光所及之处

哪里才是开始，哪里才是结束？

闭上你的眼睛，

想象自己被设置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

初月夜入深山狩猎

当山的轮廓在黑暗中模糊了

界限，巨角怪兽现身。瞧，它

蹲在那儿。打着头顶灯，我们踩着它的

脚蹼出发，摸索着，悄悄进入

它的腹股沟。呷一口土烧酒，为自己

壮胆。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杆枪。

那树木一样的毛发，那岩石一样的

骨骼。它的凶爪在哪里？它的血盆大口

在哪里？可以确定，我们就在怪兽

眼皮底下。它在山风、流水和虫鸣的天籁中

打鼾。谁也不敢出声，千万不要

惊动它。虽然我们有枪。

收枪时我们抬头：怪兽的冷眼半睁

半合，待到充血的巨眼

圆睁的一刻，它那庞然身躯已藏匿于

霞光之中。而我们围坐家中，摸着

野兔柔软的皮毛，取笑躺在地上的

大野猪：那丑陋的嘴巴，那凶险的獠牙。

大司巷幼儿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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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集体供稿

张灯结彩过大年

云溪间，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它坐落在

我市美丽的南溪小漓江附近。人们在这里不仅可

以聊天品茶，享受惬意的时光，还经常可以参加一

些书画展会。之前“大庸”（林健新）的国画为人们

带来了一场美的享受之后，近日胡竹雨的兰花也在

云溪间静静绽放，吐露幽香。

约了好友，前往赏兰。车停小漓江畔，穿过岁

月斑驳的石桥，小路的一旁，白雪皑皑的树林在阳

光照射下，树影婆娑。绕过一道弯，便又与那几座

熟悉的小楼见面了。雪后的云溪间，已褪去往日的

妩媚，多了几分宁静。

有人说：“云溪间，令人回味的是那淡淡的茶香

和木香。”那淡淡的茶香和木香来自那些雕梁画栋

的老房子，从古老的门缝里、窗棂间悠悠飘出，在林

间，在草地，在人们的心头慢慢地荡漾开来⋯⋯

此刻它却另有一番韵味：室外银装素裹，室内

张灯结彩，处处挂满大小不一的红灯笼。它如同一

位娇羞的女子，恨不得能将所有的珍宝都装扮在发

髻上，还未走近，便让人感到浓浓的暖意。大门门

廊上那手持并蒂莲，放飞五蝙蝠，长发披肩的两个

木雕孩童，在白雪与红灯笼的映衬下，似乎比往日

深沉了许多，难道身为民间爱神的“和合二仙”，也

被此情此景感染了吗？

胡竹雨的画展设在云溪间的崇珍馆内。走过

青石板和青砖铺成的回廊，透过廊窗，不经意的一

瞥，突然发现——梅花开了。红色的梅花，翠绿的

竹叶裹在晶莹剔透的冰凌中，傲立在白雪之上，在

青砖黛瓦之间形成了完美的和谐。

崇珍馆的门前有着一片荷塘。盛夏时分，这荷

塘分外引人注目：片片碧绿的荷叶高低相间，相互

簇拥，挤满了荷塘，这些荷叶交织着，叠加着，掩盖

了水面。荷花，亭亭玉立于翠叶之间，清芳逸散，娇

艳欲滴。而如今，荷塘面目全非，冬日雪后的荷塘

是逝去色彩的白描画，只有几根断裂的荷茎和残败

不堪的荷叶。可就是这残荷，证明自己就是这池塘

的主人，用自己的坚持孕育着下一个春天，告诉世

人这里来年将会荷花盛开。

水面平静如镜，残荷星星点点，像五线谱上

的音符，停在水面上，本想绕过塘岸，登上高高的

虹桥，拍一张全景。“嗖”的一声，一只灰鹭从残荷

上飞起，紧接着，远处又飞起了三五只，朝着远山

飞去。

我在荷塘边徘徊了许久，豁朗觉得在此展出的

书画作品和云溪间的美是相通的，任何事物在炫彩

多姿的背后，还蕴藏着韵味美，也明白了为何书画

家们屡屡选择在云溪间办书画展。现在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喧嚣和浮躁使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本真。

在云溪间，我们触摸着道光八年的木柱，仿佛一下

子触摸到了这座城市传统的灵魂，这种感觉可以让

我们久久回味。

静美云溪间
□朱青恒

杜山头村是我祖辈——曾祖父的居住地。清
同治末年（1870 年前后）,曾祖父周德福（又名周新
葵，生于1844年，卒于1934年）与三哥周新叨从永
康迁徙到遂昌县坑里潘村定居，依靠铸铁锅为生。

1948 年冬，当时十六七岁的我，跟随祖父周连
顺前往老家方岩山下的周家祠堂上族谱时，到过杜
山头村。去年 10 月，我带着一家人再次回到了杜
山头村，相隔 60 多年，前后两次走访，老家的生活
环境及乡亲们的生活状况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杜山头村原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村庄，房
舍低矮破烂，民众生活困苦。第一次见到的杜山
头村与遂昌坑里潘村无多大区别。如今的杜山
头村却是工厂林立，商贸发达，一派欣欣向荣的
景象。全村已成为永康经济开发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村民大都成为工商企业中的职工，有的成
为自主创业的老板。村里建有设施完善的小学
和卫生保健室，还设有水上乐园。位于方岩附近
的周氏宗祠, 也由周氏子孙集资 40 多万元,进
行了全面整修, 并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杜山头村 340 多户近千居民住上新楼房，我的堂
弟周子贤就住上装修一新，家用电器一应俱全的
六层新楼房，并置有多辆家用小车。村集体经济

富裕了，对老人照顾也非常周到，凡年满 60 岁的
村民，每月可领 200 元的生活费补贴，并且进食
堂用餐自己只需付 4 元钱。逢年过节，村集体又
给钱给物予以慰问。

记得当年我回乡探亲，最上等的待客之礼就是
煮一碗鸡子索面。去年我们回乡，子贤弟一家用几
十碗精心制作的美味可口的菜肴宴请，同时为我们
烤了两大包永康肉麦饼，并开着自家小车全程陪伴
我们拜访周氏宗祠，观赏方岩胜景。对比他们的前
后生活，实在有天壤之别。

世世代代，不知有多少永康人挑着工具箱常年
外出以“打小铁”谋生，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向有

“府府县县不离康”之称。如今很多贵州、云南、江
西等外省人常年在永康打工谋生。家乡经济繁荣，
社会安康，民众富足，我们作为在外地的永康人后
代感到莫大的欣慰和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