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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不爱你的时候（外二首）
□莫卧儿

不爱你的时候

我就去山里看云

它们有时在半山碰头

又各自分道远行

不为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脚沮丧

不爱你的时候

我可以不做一只候鸟

而是一只喜鹊

枝头，屋顶，广场，甚至别人家门口

想在哪儿停停，就在哪儿停停

炎热退去冬天就要来临

在我所生活的城市

人们已不轻易说出：雪

不是怕纯白灼伤眼睛

是怕尖锐的凛冽又一次割开

包裹精致的心脏

不爱你的时候

我仍怀揣一口清泉行走

井边葳蕤的藤蔓给偶然降临人间的天使

泉水留给暗夜中抱紧磷火的人

一生
当我说出：一生

请将周围的暮色擦去

晚霞终于收起翅膀静卧云端

鸟儿降落枝头停止仰望

那一棵棵秋后的核桃树啊

卸去了沉甸甸的树冠和果实

在风中踮着脚，挥动干枯的枝叶

回望来时的山路

漫山遍野的轻

显得多么沉重

当我说出一生

白雪渐成坚冰

一些事物正在下沉

另一些却开始上升

高过山巅，高过浮云

它们上升得多么慢，就像一个不醒的梦境

又上多么快，快得就像我的一生

过冬
我把我藏进棉花、毛线、羽绒

亲爱的

我以为把自己藏好

可以过冬了

可是当我走上街头

冷，准确地钻进

袖口、脖子、眼睛、嘴巴

成功地占领整个身体

直到把另一个赤裸的我

挤出体外

站在风中瑟瑟发抖

车辆在眼前晃动，人群蜂拥

热气腾腾的盛世

我发现一直以来

都没有学会过

抵抗寒冷

我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今年 91

岁，以教书为业。解放前，当了三年教

书匠，解放后担任人民教师三十多年，

1980年光荣退休。

漫长的教师生涯，难以忘怀的事

情很多。解放前当教师，生活待遇很

低，一般每个月只有 100 斤稻谷，职业

没有保障。像我，多亏一位同学的大

力推荐，有幸进入了全县有名的古山

崇正小学。当年的崇正小学，每次小

学会考都是夺冠折桂的，名气比大司

巷小学还高。解放前的古山，学风是

很盛的，每班学生多至 70 多名。我教

的是低段，基本上是包班，校长又抓得

很严，教学负担可想而知。

1949 年迎来了解放，当教师的我

如沐春风，积极性大大发挥。因我工

作努力，很快当上了教导主任，后又提

拔为校长、人民代表、先进工作者，荣

誉纷至沓来。接着，又担任了区校负

责人，那时的区校，俨如文教科（一个

科只有三四人）的派出机构，有很大的

职权。1957 年 8 月，我又被抽调到金

华专属教育干校深造。

正当意气风发的我准备着大干一

番事业时，一场运动突如其来。1958

年 3 月，我被调到大司巷小学，当了一

名被剥夺一切政治待遇的另类教师。

来到大司巷小学，不当领导当了教

师，我得重新挑起语文、数学的教学任

务，我下决心把另类教师当正式教师来

当。诚心不负有心人，很快我就能胜任

一名班主任及语文教师的任务，领导也

对我的工作非常认可。除了待遇外，我

与一名正式教师已没有什么差别，相反

还处处得到尊重，这里要说一下自己努

力之外，学生也很为我争气，毕业考试

成绩十分优异。学校就定下一个“规

矩”，年年让我教毕业班，就也显示了学

校和老师们对我工作的肯定。正是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当了班主任，与学生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退休在家，不时

有学生来看望我，有几个学生给我很多

帮助。所有这些，如果一直来当校长的

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真是“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

1980 年我退休的时候，正是改革

开放、蓬勃发展的时期，给了我发挥余

热的好机会，曾参加《永康地名志》的

编纂工作。接着担任永康日报、永康

电台的通讯员，在新世纪到来的前后，

有数以百计的短文发表。在 2009 年

汇集部分拙作，印了一本《老夫感言》，

聊以自慰。

退休多年以后，仍有一批批学生

来访、来祝寿，他们送来了许多值得欣

慰的言语，也让我了解到当年一些难

以听到的意见。有些确实应感到面

红、值得自省。总的来说，在教育过程

中是严肃有余、批评太多、表扬则太吝

啬。如对有一个班，因基础差、秩序不

好，我批评过多，剥夺了学生练习作业

的时间，造成恶性循环，确实对不起他

们。对一些后进学生，抹煞了其进步，

光批评不表扬，伤了他们的进取心。

诚然，也有一些学生在我的鼓励之下

开始进步、发奋用功，后来大有作为。

如果让我重新执教的话，一定多鼓励

多表扬少批评，珍惜学生进步的机会。

世事，每走一步都是在种因，每走

一步都是在收果。没有随随便便的

因，也没有随随便便的果。

我和桥下，有不解之因。

我的康桥水郡，有不解之缘。

一
大巴载着我们去桥下。汽车在高

速公路上飞驰，记忆在窗外的春光中

如同折扇一样打开。

二十多年前，在芝英中学上学的

我和好友陈子好、应振强最喜欢骑着

自行车，从学校出发，穿过在尘土飞扬

的道路先到桥下，再到太平水库游玩。

大学毕业后，三人之一的振强就

分配到桥下的国税所。我们几个只要

凑得到时间，就会跑到桥下，在月朗星

稀的晚上，三人拎着几瓶啤酒，跑步到

太平水库。坐在大坝上，就着夏天习

习的凉风，谈人生，谈理想，谈未来。

我们还喜欢大声颂读普希金和徐

志摩的诗句，最喜欢读的是普希金的

《致大海》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在

我们三个年轻人的眼中，眼前的太平

水库，是普希金诗句中波涛汹涌的大

海，而坝下那缓缓流淌的小溪，就是普

希金再别康桥里那美丽的康河了。

除了诗歌，还有梦想。那时候，桥

下周边很多村都是烊铝灰的家庭作

坊，乌烟彰日，溪水浑浊。经济的快速

发展，缺少规划和管控，造成快速发展

中的各种生态问题。

从大坝延伸到远处，都是些不高

的层层叠叠的山。我们望着远方不约

而同地说：“我们会离开这里的！”

彼时，我们还尚不知道自己可以

走得多远。在那之后，振强去了义乌，

子好去了杭州，我去了广州。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一直留在

此地，不曾走远。而且，有一天，我们

将重新回到这里。

二
从永康上高速，走东永高速，从西

溪高速出口，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桥

下。思绪一下子拉回到眼前，交通如

此便捷，都有了恍如隔世之感。

在桥下，置身于仲春晴暖的康桥水

郡，心思竟然无端如此繁复。在这片原

来荒芜的地方，屹然耸立起一座大气美

丽的住宅区。别墅、排屋、小高层建筑

错落围合，法式新古典风格，将优雅的

建筑符号融于平常之中。园林景观更

是将绿化、公共草坪、运动步道、休憩等

设施与周围的环境完美糅合。

身置于康桥水郡，心中浮现的是

状元龙川先生在这片土地上求学、著

述的身影。他身处于永康民间，又十

分重视社会实践，感知着手工业者和

商人的创业发财之道，感知着商贸市

场的盛衰变化，感知着工商业对农业

的反哺作用⋯⋯正是由于种种的感性

认识和理性感悟，才有后来著名的“农

商相藉”说。这学说，不是凭空臆造而

来，而是陈亮在这片特定的人文历史

和地域环境中长期孕育的结果。

眼前的桥下欣欣向荣，文化与经

济共同在发展，——这也是验证了陈

亮学说的一个方面。

三
傍晚的时分，重新站在太平水库

的大坝上。我慢慢走，细细地看着这

坚实的大坝上的痕迹，想找到当年父

母亲曾在这个大坝上劳动的痕迹。

那时候，父母亲也不过是二十岁

左右的年纪，背着铺盖，和许多的热血

青年一起，到这片土地上用双手，筑起

了这个大坝。永康大地上，从此有了

太平水库。

太平水库的优质水，太平水库美

丽的风光，太平水库生态水产等，我们

后人也由此享福。

一旁的舅舅感叹地对我说：“当时

造这个大坝真是不容易啊！这么多

年，桥下的发展真的太大太大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老实巴结的舅舅，现在

已经白发苍苍，在龙山镇里工作了多

年，也将选择这里作为职业的终点。

“你看，我们龙山镇的康桥水郡，犹如

乡村里的都市，犹如乡村里的明珠。”

舅舅的目之所及，白鹭一群群地

飞过。

远方，蓝天。水。农田。

近处，康桥水郡在阳光下闪耀着

朴实的光芒。左边，湖畔的普明禅寺

传来暮鼓声。右边，桥下小学的学生

们叽叽喳喳地放学了。

在不远的右前方，龙川先生长眠

于此。

这片土地，点点滴滴。半个世纪，

我自己，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和这片

土地上不解的缘分。

这次来了，我竟然不想离开了。

四
不想离开，那就在桥下，择康桥水

郡而终老吧！

现在流行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集体小隐。那么，隐于桥下，隐于

康桥水郡，也是很美的。

比如，你不想烧饭的时候，到那个

菜烧得很好的苗苗家蹭个饭吃。

比如，你想喝茶的时候，到那个对

茶很有研究的朱老师家，蹭他的茶喝。

比如，你想听故事的时候，到六六

家，听她神采风扬地讲非洲的故事。

⋯⋯

也许，你信步在康桥水郡，可能就

遇到了沉浸在小说世界里的公子兮，

她在构思着下一个章节；还有可能遇

到那个才高八斗的星光哥，戴着他那

圆框眼镜，仰望星空，吐着烟圈，吟着

他的长短句。

想想就很美。住下来更美。

这是诗意的康桥水郡，让梦想，理

想，在这里幸福地栖居。

五
我掏出手机，拍了照片发给好友

陈子好和应振强，留言给他们说：“看，

这里二十年前我们站在这里颂读诗歌

的地方。回来看看吧！”

回来看看，我想你们和我一样，就

不想走了！

到桥下，择康桥水郡而终老
□桑洛

九十述怀
□曹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