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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
看台

我的老家象珠，距今已有一千两

百多年的历史，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古镇因有珠峰而得名，珠峰也叫

尖山，是象珠周边罕见的一座独自耸

立的山峰，与金华积道山、东阳八面山

的形貌颇为相似，就连关于山的来历

传说都是出奇的雷同。

古镇上有一条老街，先前路面上

铺的是油光光的石子，后来铺浇成水

泥路，现在老街进行了改造，路面铺上

了花岗岩。老街南北走向，全长约

1000 米，建筑多为明清时期的风格，

以砖木结构为主，灰石墙，黑漆瓦，简

朴流畅，雀替、花窗等构件雕刻精美生

动，细部雕饰别具匠心。老街从水阁

塘至下街殿亭有百余间店铺，除了有

些店面拆了门板安装了现代的卷帘门

之外，多数保持原状。老街并不宽，两

辆轿车都不能交会，但在当时却是古

镇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在，每逢农历

四、九集市，两旁店面前摆满了小摊，

老街上人来人往，四里八乡的人们都

汇聚到这里，热闹非凡。

我家的老宅就处在老街的中部，

是临街的一座四合院，叫象屋里。

这座大宅院，在象珠颇有些名头，

主要得益于临街而立的地理位置，加

之住户们大多热情好客，是山里赶集

者落个脚喝个茶的好去处。我就记得

我们家有义乌鱼曹头（一个永康与义

乌交界大山里的村子）的老朋友阿贵

叔，就是常来赶集落脚我家而熟识

的。还有黄杜山、峡源（八月坑）等山

里的朋友不计其数。他们基本上逢集

必来，拿点山货卖掉，换些生活必需品

回去。有时候，卖不掉的东西就搁在

我们家，家人从无二话；有时候，他们

也给我家带些山货，这时我祖母或是

我母亲必定会回馈他们一些物品，彼

此并没有客套的推让，因为这些人虽

不是亲戚，其实在我们看来，跟亲戚并

没有什么差别。正因如此，象屋里名

声在外也就合情合理了。

对于老街老宅的记忆，大多停留

在我十六岁之前。此后外出求学，参

加工作，呆在老家的日子就少了。在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老家的印象

逐渐模糊，很少想起。随着年岁日增，

对于老家的回忆反倒慢慢多起来，最

近看了应忠良先生和陈小村女士的好

几篇回忆家乡的文章，也勾起了我对

老家的想念，觉得将长存于脑海深处

的记忆整理整理，也不失为一种乐趣。

象屋里是个地地道道的四合院，

设有东门和南门。到了晚上，两扇大

门一关，暂时就与外界隔绝了。东门

临街，出南门往右百来米就是当时的

人民公社所在，可见这里是个交通便

利，地理位置极佳的地方。我家在大

宅院的南面一排五间房，西南转角还

有一间，总共六间房子，父亲兄弟三人

每人分得两间，后来我父亲又购得临

街店面一间。在当时的大宅院里，我

们家属于“道地”人家，房子多，父辈们

又都是吃公粮的。大宅院里住了六七

户人家，说起来都是同宗同族，大家和

睦相处，其乐融融。时间老去，老辈们

也一个个离我而去，唯独他们对我的

种种呵护与关爱长留在记忆里。此

外，关于象屋里院子没有蚊子的神奇

传说也是永难忘怀。

记得孩提时，每到夏天的傍晚，家

家户户就会在院子里固定的位置扫地

泼水，然后搬出长条凳、竹床或是卸下

门板铺好睡床，待到晚饭之时，便把饭

菜端出来，此时睡床便是临时大餐

桌。吃饭的时候，小孩子最喜欢端着

碗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家有好吃的

那家有新鲜的，大家伙就都吃上了。

吃完晚饭，孩子们已经在院子里玩开

了，在大床上或静卧或看书做作业或

演起“小马超追曹操”的游戏⋯⋯等到

夜幕降临，大人们忙完家务也都纷纷

出来乘凉，院子里才渐渐安静下来。

当年家里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

在院子里纳凉绝对是首选。更值得族

人自豪的是，这还是风水宝地，晚上睡

在这天幕为帐的临时大床上，清凉自

不必说，更为神奇的是院子里鲜有蚊

子。据老人们讲，这还有个传说故事。

相传有一年夏天，罗隐（传说是个

“讨饭骨头圣旨口”的人）云游到象珠，

见天色将晚，不得不借宿，好心人指引

他来到象屋里。祖上好客，满口答应，

只是告诉他这里晚上蚊子很多，叫他

要多担待。罗隐随口说道：罗隐借宿

象屋里，象屋里蚊子上山叮毛竹！因

他说话时站在院子中央，又因他有一

张皇帝圣旨口，至此象屋里院子里就

没有蚊子了。

关于罗隐其人，我上网搜索过，看

到在我省多地也都流传着类似的故

事，想必是祖上真的接待过此人吧！

不过，传说总归是传说，并不可信。但

是，象屋里的院子在儿时记忆里的确

少有蚊子，房间里和走廊里蚊子就很

多。后来，大伙集资在院子里浇了水

泥地，地面干净了，蚊子反倒多了些。

为此我曾与家人探讨过原因，我提出

过一个观点，就是院子里地底下是否

埋着某种物质，是蚊子所畏惧的，浇了

水泥地后，这种物质所释放的能量减

弱了，蚊子就活动开了。这并没有经

过考证，不过是我的臆想罢了。为此

还博得大人的夸赞，说我小小年纪会

动脑筋，大概是受到表扬，这件小事一

直记着。

1995年出生的胡乔峰是我市西城

街道塔石村人。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9 月服役于武警广东总队揭阳市支

队直属大队一中队。

退役后的胡乔峰被分配到了人力

社保局，和每一个上班族一样，朝九晚

五，生活忙碌而有规律。闲暇时，在部

队艰苦训练、保卫地方安宁时的情景

时常浮上胡乔峰的心头，那是一段兼

容了拼搏与努力、汗水和笑容的光辉

岁月，每次想到都会让他自豪不已。

2014 年，胡乔峰所在的武警广东

省揭阳市支队协助公安、边防在广东

省惠来县开展缉毒行动。11 月 28 日，

胡乔峰被分配执行禁毒武装设卡任

务，负责在城内高速公路路口设关卡，

并在公路边的草丛里放阻车钉，一旦

发现试图突破的车辆，立刻拉动隐蔽

的阻车钉，截住可疑车辆。

胡乔峰恪尽职守躲在樟树后，寸

步不离公路口，细心观察着每一辆过

往车辆。突然，一辆东风风行红色轿

车在过卡前迅速掉头逃跑。具有高度

责任感的胡乔峰不顾个人危险，在轿

车开始倒车时迅速穿过公路，拉起公

路另一头的阻车钉，勇截可疑轿车。

边防公安即刻赶到，在可疑轿车上查

获大量冰毒。胡乔峰受到了广东省公

安厅和揭阳市公安局领导的高度赞

扬，被武警广东省总队政治部授予二

等功奖励。

“ 大 队 长 告 诉 我 这 次 立 功 的 时

候，我感到非常意外。”胡乔峰回忆，

“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脑袋里一心

只想完成任务，根本来不及思考别的

东西。任务结束后看监控录像都心

有余悸，车子离我不到三四米的距

离。”那时 19 岁的胡乔峰刚服兵役两

年，正处于新兵到老兵的过渡期。军

人的使命感让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挺身而出。

“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

辈子”。两年的军旅生活说起来不

长，但是在胡乔峰的人生中留下了很

深的烙印。胡乔峰说，比起身体素质

的锻炼，军队生活更多的是对青年人

心性的锤炼。他非常庆幸拥有这样

一段不平凡的经历。这让从军队退

役、回到社会的胡乔峰比同龄人少了

一分浮夸，多了一分严谨成熟，遇事

更加沉着冷静。

更重要的是，在军队的所见所闻，

让胡乔峰对部队的红色文化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时至今日，胡乔峰依然牢

记在部队的学习经历，并且表示不论

走到哪里，他都将像一个军人那样，用

生命捍卫党的荣光。

胡乔峰：奋不顾身勇截贩毒车辆
□高婷婷

老宅印象老宅印象
□□徐洪波徐洪波

寻找状元印
□蒋伟文

1
沉沉一觉醒来，八百多年过去了。

龙川先生稍整衣冠，循着记忆

回归故里，

差点迷了路，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他在康桥水郡驻足：花园式小区，

富有诗意的名字，

此乃宜居福地。只是没有一幢房子

属于他。他不是来购房的，而是来寻找

那枚遗失在南宋的状元印——它真的

深藏在脚下的泥土中？记得

那些未完成的文稿压在案头，

还有一封来不及寄出的书信。

然而，眼前的一切让他无法接受

却不得不承认，他甚至不能确定

出生地龙窟寺在哪儿，他的抱膝斋

具体在哪个位置。

通往卧龙山墓园那条荒凉小道

成为唯一线索：他拾阶而上，

在翠柏的绿荫下

与自己相遇。

2
一生有多长？不过从卧龙山

到龙窟寺的距离。龙川先生

来到龙窟山，一切已物是人非，

普明禅寺亦非当年的普明寺。

他看见一帮散淡文人在寺内

品茶聊天，读经礼禅。

他无意加入其中，像他这种孤傲狂怪之人

不可能来这里寻求

精神寄托和心理安慰。

屈从于现实，从诗歌中乞求同情

和庇护，简直是浪费语言。

他深知，“诗意栖居”作为一种生活理想，

岂是一句套话？一个人首先必须

学会在夹缝中生存，在逆境中抗争。

3
暮春三月。山上草木散发着

遗忘的气味。他知道自己无法回头，

但不知该到哪里去？

世事更替，许多事物

已荡然无存，化作灰烬，

一定有什么东西永不消失——

在心灵深处，在不会干涸的血液中，

在一代代人的思想行动中。

走出寺庙。太平水库风光

尽收眼底——这里曾经有一个千年老村。

消失的村庄，水底的家园，

水下有：鱼虾、泥沙；也许还有

瓦砾、锈铁、墓碑，被水草缠绕⋯⋯他看见

波光映照着群山，而蓝色的天幕赫然盖上了

那枚浑圆、鲜红的状元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