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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入梦来
□方帅帅

厨房变迁
□黄田

银杏绚烂，却难持久，美到尽头

便只剩光秃秃的枝干。多希望它的

金黄去得慢一点，再慢一点⋯⋯然

而，秋色易老，时光如流，悄然间，冬

的脚步已缓缓近了。

那就把关于声音的一切印记都

托付与冬声吧，虽然冬声只在有无

之间。

夏日远去，蓝天已淡，云也隐

踪。等意识到蛙鼓蝉唱的演唱会已

经落幕时，甚至连月明星稀的舞台都

拆得无影无踪了。伸了脑袋出阳台，

想找到七月里那只骄傲的蟋蟀已是

枉然。它也许刚从远方的歌唱大赛

上载誉而归，在教山里娃多声部合

唱，还请到了低音高手——一群蛙辅

助教学。在躺椅上放开书，闭眼竖

耳，确乎没有听到歌声。走到阳台上

歪了脖子侧耳窗外，依然没有。虫鸟

是最懂四时之变的，不急不躁，登场

时用情高歌，谢幕后，躲进地的深处、

草的幽处。是练习去了吗？是为春

暖花开时的复出表演韬光养晦吗？

怎么仿佛又有低低的齐鸣在耳畔回

旋，游丝一样，在牵扯，在滑动，在汇

合，最后竟然炸裂开来⋯⋯原来，那

些夏日里火热的青春从来都不曾老

去。它们在厚厚的土层里潜滋暗长

着，起伏汹涌着⋯⋯

幻听被损坏的水龙头滴答的落

水声惊醒。冬虫声若有若无。窗

外，车辆疾驰而过的声音瞬间将一

切淹没。

想起白日里所见公园湖中的野

鸭。野鸭基本不叫，不像大白鸭一

路“嘎嘎”。跑到水边戏水的小犬吓

不走它们，扑棱棱飞过天空的白鹤

吓不走它们。小不点们支棱着耳朵

听人声，人稍微走进一点点，它们却

激灵一缩，潜到几米开外去了，冒出

水面后，继续支棱起耳朵——它们

吃不准人类是朋友还是敌人。

静立树梢的白鹤不亮翅也很

美，丹青妙手们一定要画它颀长的

脖颈和双腿。那姿态自有一种清雅

的悠然。野鸭和白鹤是不用刻意寻

找就能看到的冬天的生命。它们似

乎清楚，自己的声音只会让冬的荒

芜愈加浓郁，于是默默地等待蛙朋

蝉友们的苏醒。

最是冬声有无间。最美好的境

界是这种声音一直在你的记忆里存

在，让你对时光、对天地有一种恒久

的爱。

溪水在山中穿梭，蜿蜒曲折于

参差错落的古老民居间，偶有犬吠

声从远方传来。水流在一大块岩石

平坦处短暂停留，回旋成一渠碧绿

色的小潭，再沿陡坡缓缓向下游而

去。山坳中，见一座小亭，两位素衣

女子正对坐烹茶，后方大岩石上放

置一架檀木古琴，一白衣长衫的男

子端坐抚琴。正是清晨，琴音在山

谷回绕。席间一位白衣女子挥袖起

舞，身段柔美，面若桃花。男子拨弄

琴弦，时而闭目仰首沉醉，时而眼波

追随女子，旖旎流转。我远远望着，

竟不知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景中人

是何人。

清风悠悠，一缕晨曦透过狭小

天窗窥探轻纱帐。我在香樟木的清

香中睁开眼，这分明是昨晚入住的

民 宿 ，哪 来 的 山 谷 琴 声 ？ 起 舞 清

影？环顾房内，伸个懒腰，会心一

笑。一切皆可入梦。

这座民宿叫“泡茶等花开”。入

夜，与友在堂屋煮水投茶，万籁俱寂，

只有彼此的心跳声与低语声。在杜

鹃花丛间，壶杯交替斟泻，念诗听曲，

望月怀远。与民宿管家交谈，得知这

座宅子系郑成功某一族人初建。宅

院规模不大但精致小巧，是呈“口”字

形分布的一进院落四合院。正中是

堂屋，现将左右分别改为小餐厅和茶

水间，前院东西两侧为厢房，二层阁

楼分割成中式和日式的卧房。四合

院在清道光年间进行过翻修。

管家指着房柱悬梁说，黑色樟

木都是保存下来的。我和友唏嘘抬

头，眼前的檐墙经历了五百余年的

时光沉淀，透着历史的厚重与大气。

农历二月初春，与友到一座云

坞古村结伴踏青。云坞古村有上千

年历史，因半山间云雾缭绕，似仙境

而得名，距离丽水龙泉市七公里车

程。我们从云和去云坞古村，上高

速 经 龙 泉 ，一 路 春 的 气 息 次 第 呈

现。不经意间，车子便在一处小坡

停下，友说，这里就是云坞了。

小村庄被群峰环绕，犹若仙谷。

我们一行几人沿着进村小道徐徐移

步，溪水两岸皆是村户民居，泥墙木

梁、木桥、木栏杆⋯⋯古朴厚重扑面

而来，流水潺潺，清澈明朗，小道洁

净，此时竟未见村民，游人也稀少。

云坞古村文化底蕴深厚，莫言

先生的祖上、北宋名士管师复曾隐

居于此，留下了“满坞白云耕不尽，

一潭明月钓无痕”的名句。

在古樟树下独坐，春日野穹，清

朗气息，山谷错落，光影由远及近，

心中顿觉空灵，思绪飘渺消散。不

远处栽种桃树，已开得有几分姿色，

此处的水潭称桃花潭，恰与《桃花源

记》的场景相映得彰，真切自然。

离下樟村一公里处，村庄与村

庄之间是南宋诗人叶绍翁故居。叶

绍翁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人，曾在

朝廷做小官，晚年隐居龙泉岩后村，

真正过上了“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

浓调灶额烟。争信春风红袖女，绿

杨庭院正秋千”的世外桃源生活。

这里有《游园不值》的苍苔、柴扉、梅

树，有《夜书所见》里的篱笆和孩童，

更有关不住的满园春色⋯⋯

桃源之外，尘嚣之中，终究是梦

里的那场花开花落。心有一念便生

一景，只愿那片桃花源还能再入我

的清梦来。

上世纪 70 年代，我家居住在一

座苍老的两层木房子里，房顶用油

毛毡盖着，周围用杉木板装起来，四

面漏风。狭窄的厨房里，父亲用黄

泥和砖头并排砌了两口灶。一口小

灶，用来煮饭、炒菜、烧水；另一口大

灶，放了一个大铁锅，用来煮猪食。

灶台前放了一堆杂柴。为了增加一

些额外收入，每年，母亲要喂养两头

大肥猪。母亲每天煮一锅猪食。如

果柴草不太干，从灶眼里冒出的浓

烟会熏得人睁不开眼，透不过气。

头发和衣服上落满了烟草灰，鼻子

里也是灰，整个厨房显得乌烟瘴气，

就像硝烟弥漫的战场。经受了长年

累月的烟熏和“烤验”，厨房四周被

熏得漆黑一片。“黑厨房、土灶台、大

水缸，一日两餐不离柴”，是那时我

家厨房的真实写照。

那时候，我们每年要花不少时

间去山上砍柴。有时一家男女老少

拿着柴刀全出阵，整个山坡像赶集

一样热闹，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空

地上、猪牛栏架上、厨房四周都堆满

了柴草，为农忙“双抢”和冬天烧柴

做好充分准备。

上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实行分

田到户，我家分到 7 亩多田，每年可

以收获3500多公斤稻谷。1984年，

我们一家人通过勤劳拼搏、省吃俭

用，请人拆掉了那座破烂摇晃的木

房子，盖起了一幢青砖黛瓦的楼房，

两层四排三间，我们腾出其中一间

做厨房，请泥水匠砌起了省柴灶和

高高的烟囱。煮饭炒菜时，柴草也

节省了大半，缕缕炊烟顺着烟囱排

到屋外，告别了烟熏火燎的艰苦日

子。那时，我们村 300 多户家庭，陆

陆续续打起了省柴灶，厨房里不再

炊烟滚滚，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997 年，我和妻子背井离乡来

到浙江打拼，在距离公司不远处租

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们买

了煤球炉和煤气罐放在阳台上，煤

球炉用来烧开水，煤气罐用来煮饭

炒菜。烧煤气火力大，可随时调节，

十分方便，很快就能做好一顿饭菜，

节省了很多时间，地面也比以前在

老家烧柴干净多了，头发、鼻孔不再

粘着黑黑的烟灰。但烧煤气有利也

有弊。我家的租房在三楼，每次充

气，早上要把空罐提到楼下，下午充

气好了，又要扛到房间。由于长期

不干体力活，把一个几十斤的煤气

罐提到三楼，对我还真有些吃力。

近 10 年来，社会经济飞速发

展，我们一家人的工资收入也如芝

麻开花节节高。多年前，我们在城

里买了一套四室一厅一厨的商品

房。厨房和餐厅用一扇玻璃推拉门

隔开。厨房四周墙壁上贴了白色瓷

砖，厨房还装上了集成橱柜，通上天

然气管道，添置了燃气灶、抽油烟

机、电饭煲、消毒柜、冰箱等现代炊

具，不再需要换气扛煤气罐，既干净

卫生又省力，过上了舒适的城里人

生活。

从烧柴火到烧煤球再到天然

气，从泥巴灶到省柴灶再到整体厨

房，40多年，我家的厨房经历了一次

次变迁，也从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

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访永康舟山
古民居（外一首）

□沈方

以舟为名的山意味着
山的源头波涛汹涌
意味着舟的性格坚如磐石
在动与不动之间
送来四季，鼓起山风
直到山坡上树木醒来

村里小巷高低错落
在俯视与仰视之间展现
屋脊、檐角、风火墙
和飞翔的夙愿，一块上马石
像神兽蹲在路口
露出水滴石穿的遗迹

只有池塘一如既往
历经磨难之后，以平静的目光
饱含溪水的低语
而我们的倒影紧贴水面
摇晃着离开，像候鸟
在岁月中穿梭

所有的天井都有自己的天空
石阶或许是青苔的故乡
每一根竹子必定
隐匿着一位古代名儒
在风中用竹叶诉说
内心的耕读传统

经过一口古井，你就能发现
抵御盗匪的枪眼，在墙上
注视我们，引导我们
走向古代的逃生通道入口
每一块石头下面
都有一个关乎生死的答案

观永康岩宕

虽然说不过是开采石头形成的
深坑，只剩山体一角
峭壁耸立，仿佛刀砍斧劈
人工造就的横截面层层累积
一年又一年
分明是时间通过采石工人之手
描绘它永恒的遗骸
坑中积水仿佛液体的金属
涌出冷峻的反光

采石工人已经远去，他们
没有留下名字
他们将一生交给山的语言
交给人与自然的关系
与地质运动的洪荒之力比肩并立
而留下名字的人，他们
留下了废墟、废话
与愚昧的观念、混乱
绑定在社会的垃圾堆里

我相信植物的感情
即使贯穿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
也未必被理解
它们依旧在岩石缝隙里生长
我更相信每一块石头都有
不为人知的情怀
从来不会因为远走他乡而消失
在无穷无尽的夜晚渴望回到山顶
沉默是它们坚定的表达

冬声有无间
□宋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