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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应坚散文

洗衣歌

﹃
嘉华

·佳人

·家园

﹄
美丽乡村秀新诗选登

这一刻，所步之处，鹤影惊鸿，万物之美

皆映照出前生影像

嘉园，佳人与旧客，何尝不是幻术

你来时看见败壁题诗，进士酒醒

传说中的梦莲而生，水中之水，月中之月

不过是春去秋来，反复的忆事怀人

进士死后，又一次重新轮回

自冰凉的流水重返繁华

故园，故里，故国，嘉树成蹊

故道通向廊檐曲折的幽径

故人亦怀抱暗伤，不明所以

有道是，山河在，抚琴的高士就在

隐遁的剑手就在，佳人就在

织丝为裳，舞红衣，步莲步，轻移慢转

也可纳箫入长袖，七个孔洞，密封着银环

蛇的睡眠

楼台还是那座临水的，命运水到渠成

谁探出头来素面望月

谁就是那个脖颈细长的心仪之人

浮出水面的脸，是一张姣好的剪纸

溢出的部分，权且做了梦中的江南之好

颜色依旧，腰肢依旧，锦鳞绣羽依旧

你欲邀请那眉目相识的女子歌舞一曲

她自乌有中脱身，自虚拟中显形

而美总是需要次第打开和缓慢舒展的

宴乐止时，四下悄无一人

你忽而惊觉这明堂，这天井，这木兰小院

如画中华庭

直到今日，直到多年以后

你留在原地，不断熄灭内心的灯盏

你看见墙壁上的锦绣，终断了仕途

书桌上墨迹凌乱，莲台非台，再一次映照

出明心见性

你犹记得初见时的世界

那时白云山未老，氤氲之气再现了神仙

的缥缈

舟楫，栏杆，女子的吟唱

如此地雨水般绵长，传奇中的东风与星相

终成为遗留人间的事物

你终回到原初，在庭院安步当车，婉转赞美

启程
□胡树彬

风停了

雨不会再下

把这一夜的黑

留给昨天

我们走吧

来时的路

还在云朵之上

把门关上

把心交给月光

提着那盏灯笼

让岁月的身影

独自

在窗外摇曳

演鬼子兵只是我演艺生涯的开始。到了小学四五年

级，原先挑大梁唱主角的学长们纷纷毕业升了初中。环

顾校园四周，我鹤立鸡群成了一枝独秀的香饽饽，由此迎

来了我“演艺生涯”的黄金时期。

经过几年历练，此时我已经能完全独立地出演不同

的角色。在小学的最后阶段我同时接了几个戏，有独幕

剧《我是红小兵》，歌舞剧《洗衣歌》，独唱《我爱这蓝色的

海洋》。我还会演木偶剧，就是真人扮成木偶演革命戏，

演出时全身僵直像个僵尸，举手投足就像霹雳舞街舞的

动作那样，仿佛是机器控制的玩具。我的戏份不断增加，

俨然是全校一号男主角，也成了老师的宠儿。不过在计

划经济体制下，我的戏码和戏份大大地不成正比，还是演

出结束后的那几碗菜汤面。

戏瘾是过了，可我因为演歌舞剧《洗衣歌》而高兴不

起来。这是上世纪 70 年代的一个脍炙人口经演不衰的

节目，反映的是藏族姑娘为进藏铺路修桥的解放军官兵

拆洗衣被，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全剧只有一个男演员，

演部队炊事班长，其他角色全是女性。毫无疑问，炊事班

长这个角色非我莫属，经过反复排练，我的扮相、唱腔和

舞蹈表演都非常出众，校领导十分满意。可没想到就是

这出戏给我惹来了大麻烦，《洗衣歌》中有一场戏，藏族姑

娘卓玛为了引开炊事班长好让同伴偷走官兵们的衣服去

洗，使了个调虎离山计。她故意假装崴了脚，班长不明真

相急忙上前搀扶卓玛，并将她护送到卫生队就诊。这段

戏双方在台上除了对话之外还有肢体接触，这给我惹来

了麻烦。

我生活在那个封闭的小县城，因为政治的禁锢，思想

和行为也更加保守。因为性别的禁忌，男女同学之间平

日从不说话。这场戏中我不但与女生合作，而且还要亲

密接触，自然触犯了戒条。可悲的是，天真迟钝的我对此

毫无惊恐戒惧之心。《洗衣歌》第一次公演就在本校，下午

上完课后全校师生集中大礼堂观看我们演出。我胸有成

竹，一边演一边想象着老师同学争夸我的演技。演出结

束我还没卸妆，就兴冲冲地跑回了班里，男同学们一见我

回来，就绕着我围成了一圈，拍着手齐喊：某坚，烦细囡

（永康方言“调戏妇女”的意思）！某坚，烦细囡！

眼睛一眨，我从“高大上”变成了“调戏妇女耍流氓”

的罪魁祸首。这让我简直五雷轰顶。我想求助，可就连

班里平时最要好的同学“露毛”“白糖老板”和“苏溪佬”此

刻也都拍着手加入了讨伐大军，我一下子成了全班最孤

独的人。我心怀委屈去向班主任田老师哭诉告状，没想

到一贯看我不顺眼的田老师冷冷地说了一句：“你也要改

一改自己身上的骄娇两气⋯⋯”

被同学孤立相当于被群众唾弃，那滋味实在太难受，

我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急剧的扭曲。此时肉丝面的诱惑力

已经黯然失色了，我当时的反应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想

尽办法重新站回无产阶级队伍中去。我对演出《洗衣歌》

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一天中午放学时黄老师又跑来

通知我，下午课后要在本校演出《洗衣歌》，叫我回家带好

服装道具做好准备。几个男同学们听到后又开始挤眉弄

眼在我周围起哄，我心乱如麻脱口对黄老师说了句：“我

不演了，也不参加宣传队了。”黄老师哪里知道我心中的

魔障，他勃然大怒正要开口骂人，可我铁了心抗争，转身

一路狂奔跑回了家。午饭时我对母亲谎称下午学校放

假，干脆赖在了家里。没想到黄老师“搬”来了校革委会

耿主任，午后双双来到了我家。母亲一听缘由喜笑颜开，

二话不说亲自押送我去了学校。那天从我化妆开始到登

场演出，母亲一直陪伴在左右。在我整个演艺生涯中，这

是唯一的一次，母亲全程观看了我的演出。

那天我没有心思去问母亲看后的感受。只记得演完

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小摊，平素极为节俭的母亲给我买

了一大捧带壳的炒花生。在冬天的冷风中，那捧温热的

花生和醉人的香味从此弥漫在温馨的记忆中。

江南烟华录
□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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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纸筒人

我的叔叔应业章驾鹤西去已数年。有一次清理叔叔

的旧物，我又见到了那只古铜色的军用挎包。睹物思情，

这只挎包唤起了我沉睡多年的记忆。

叔叔应业章 1930 年 6 月出生于芝英二村，兄弟姐妹

五个，我父亲是老大，他排行老五。他到了学龄时，家境

有所好转，加上学费由祠堂供给，才有读书的机会。他于

1937 年 1 月进入芝英培英小学就读，1943 年 12 月毕

业。当时抗战君毅中学迁到永康舟山办学，次年 1 月他

又进入上海私立君毅中学就读。因此，叔叔是我们家族

父辈一代中唯一上过学的人。1947 年冬，还在学校读书

的叔叔就被招募到国民政府陆军通讯学校学习，在南京

技训班学生大队集训 6 个月，1948 年 7 月毕业并被编入

国军队伍。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前夕，该部在上海洋水

铺起义，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归属于第三野战军十兵

团 28 军 48 师 252 团。此后，叔叔曾参加解放福建浦城、

松溪等县城的战斗。1950 年他调 84 师部电台工作，

1951 年任师部电台排长。这只挎包大概就是叔叔那个

时候开始使用的心爱之物。

1952年8月，叔叔卸下戎装转业回家，从此在教育战

线上勤勤恳恳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他离休后发挥余热，

曾担任老年大学校长数年。让家乡的人们记忆犹新的

是，70 岁生日时，他将原计划请客的费用购买了当时最

大尺寸的彩电和其他一些物品，送给芝英二村老人协会，

过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贺岁日。

第一次见到这只军用挎包时，我才十七八岁。当时

正值文革初期，年轻人都流行穿草绿色军装、背草绿色帆

布挎包。我在奶奶楼上的箱子里发现这只挎包，三番两

次想要，奶奶总说这是小叔叔心爱之物，不能拿去。小叔

知道情况后，送我一件他当兵时穿旧了的淡黄色军装，舍

不得把挎包给我，哪怕只是让我过过瘾。

大约在 2009 年初夏，我去看望业章小叔。那天，他

戴着老花镜拿着一张《永康日报》，正在看一篇回忆金门

之战的文章，不禁谈起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情景。稍

后，他拿出了这只挎包，从里面抽出当年战友的照片，还

有几张军属证、毕业证书、记功证书让我看。从精心保管

的程度看，对他来说，这些照片和证书不仅仅是一张张单

纯的纸片，而是一段段不寻常的历史记忆。

1949年10月15日，他所属28军84师252团，经过两

昼夜浴血奋战，全歼厦门守敌，胜利完成解放厦门的战

斗。19日，十兵团前指又下达了解放金门的指令，他所在

的252团原本作为第一梯队参加攻击金门任务，因下雨加

之路途遥远，后来改由84师251团参战，252团作为第二

梯队⋯⋯他讲述着当年的战斗场面，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这是一只古铜色的军用挎包很旧了，看上去并不起

眼，但它见证了叔叔不平凡的经历。叔叔把这只挎包视

如珍宝，在多次搬家中，许多比这值钱的东西先后被舍弃

了，唯有这只挎包一直留在身边。他总是叮嘱子女要细

心保管这只挎包，不可随意扔掉。如今，我已过耳顺之

年，能够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耄耋老人对钟情之物是怀着

怎样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啊！

叔叔的军用挎包
□应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