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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惚的梨花

烟雨深处，春天的另一种叫法，是梨花。而梨花开

是恍惚的，梨花树下那一排泥瓦房，是恍惚的。

去往山外的路有两条，少年选择靠近流水的那一

条。流水，流啊流，少年，走啊走。光阴像少年肩背上

的褡裢，像落雨天一滴细小的风，告别停靠的瓦檐。

梨花有许多开法。一些开在树枝上，一些开在少

年的眉眼上、心尖上，还有一些开在倚门翘望的母亲的

白发上。

少年带走这个春天。少年说，他要把更多的春天，

都带回来。

春天是恍惚的。梨花开了，一年又一年。母亲的

白发，开成雪了。泥瓦房上的炊烟，开成霜了。

流水，流啊流。少年，走啊走。回家的路是恍惚

的。

少年的春天，一直都没有回来。春天，还有一种叫

法，是乡愁。

废弃的码头

舟楫远去，号子连绵成一条江的苍颜。煤油灯下，

老船长写给未来的信，还停留在上世纪的邮路中。

风，一遍一遍，吹拂两岸的杨柳树，而一些起了锈

花的铁坨静卧，仿佛记忆凝固码头的风月。

一声欸乃，时光已被涛声用旧。新生的涟漪是新

生的叙述，大开，大阖。

有人还在埠头，捣衣；有人还在江边，垂钓。宽阔

的水域里，一艘游轮，正拖着蓝天的倒影——

是谁？在江岸林立的高楼上，将头颅一再抬高。

而那些曾经被废弃的，此刻，又在悄悄聚拢。有一些，

像我们的爱情，稍不留神就化作头顶的白云，在彼此轻

轻打开的呼吸中，飘来，荡去。

8路公交

不求押韵的新格律诗，意象转承起合，一个个标

点，像不同的意义被断开，又像一种秩序，在松散中，被

一条无形的线有效串连。

甘露自乡野来。生姜、玉米、黄花菜，操着不同方

言，像它们的主人，敦厚，清澈，丰盈。一丝丝来自大地

的满足，在府前菜市场完成最后的抒情。

飞机场角到天宁，中间只隔三个站点。在这里上

车或下车的人，几乎都是腰缠万贯之人。他们聊房子，

聊补偿，聊儿女的嫁娶，直露胸臆，说起话来，大开，大

阖，仿佛一个新生活正在被朗诵。

过解放街路口是丽华行政村。下车东行三百米，

是花园小镇，现在改名为“花园里”。坐公交来小镇办

公，我每天都穿行在一首诗中，有时，是一个诗句被露

水打湿。

口语化的叙述，只用细节呈现。坐 8路公交的人，

都喜欢直奔主题，要么厦河门，要么灵山寺，偶尔的停

顿是途中的呼吸。

而中规中矩的那几个公交司机，是一些不走偏锋

的诗刊编辑。他们有一颗慈善的包容心。

石头记

这些石头，大多从瓯江河滩捡拾，通常，将它们称

之为“瓯江石”，也有一些石头来自异地，各带各的气

息。

帕米尔高原石。吐鲁番火山石。海南岛珊瑚石。

松阳黄蜡石、遂昌金矿石、俄罗斯陨铁石……每一块石

头都有不同的纹理和际遇。

很长一段时间，它们就呆在我狭小的书房里，与书

为朋，与瓷为友。现在，书房挤进了太多东西：盘花，老

碟，旧笔筒……

原本要把石头们请进卧室的床榻下，而友人说——

卧室是不能装石头的。石头有石头的命。某些时候，我

更像一块石头，屡遭禁忌，愚顽，却不知世道的深浅。我

也有我的命。

晨起，往阳台上搬石头。这一块一块的，表情迥

异，仿佛一个一个不同的我，在搬运躯体与灵魂。火是

看不见的内心，而顺应是某种柔软。

认同这些石头，等于认同命运的铺排，皆源自敲

打，或在敲打中渐渐下沉的那样的流转、沦陷。事实

上，我就是背着石头过河的那个人。

烟雨深处
流泉（市直）

人到中年需惜命。

浙江习俗虚两岁。我一个1981年生的资深八零后，

过了四十不惑的两年后，磨磨蹭蹭被推入四十周岁门

槛，喜提单位体检的豪华版套餐，可享受胃肠镜检查。

作为医务人员，服务他人健康 18年的同时，其实甚

少关注自身健康。三餐不匀，压力过大，熬夜值班，都

使得我们的血压血糖随物价同比增长，发量像百元大

钞一样越来越不经花。故而定期健康体检非常重要。

既然可以做胃肠镜，面临的选择就是做普通的，还

是全麻无痛的。我年纪轻轻工资就达到了三四千，眼

都不眨就加一千选择无痛全麻。

毕竟清醒状态下，一根管子从嘴里给你拼命捣鼓，

另一根管子从下面给你来个“搜肠刮肚”，即便是我这

见过胃肠镜报告单无数的医生，也不太想睁着眼体验。

做胃肠镜，不能打无准备之战。胃镜只要空腹八

小时，但肠镜却得把存货清理干净，得泻个一天半。

先把体检项目中的心电图做好，做全麻时风险大，

需得谨慎。

开了单，领了药，三盒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一

瓶西甲硅油。

第一天得吃面条稀饭，不能产生残渣。到晚上七

点半，把一盒药粉用一升水泡了，两个小时内把这怪异

口感的药水给灌下去。慢慢地，肚子开始架子鼓般鸣

奏，幸亏“定力深厚”，没往厕所去几次。但十一点多该

睡觉了，我面对着床单陷入沉思。括约肌能否有定力撑

过这一晚。

雨下整夜，肚子也雷鸣一夜，幸好就起了一两次床。

次日早上，把另外两盒药粉用两升水泡了，再干了

半瓶西甲硅油。持续喝这水，接下去一遍遍去厕所。

一天不能吃东西，全麻前三小时也不能喝水。捱到

预约时间，在内镜中心门口等叫号。穿着白大褂来来回

回的都是熟人同事，看我坐那，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签了麻醉知情同意书，让老爸在外等候，我就反穿

兜裆布进了检查室。

一系列训练有素的准备后，我被放倒在检查床上，

嘴里也塞了个套管方便塞管子检查。这令我心安，等

会全麻了也不会把银行卡密码什么的给招供出来。

麻醉科周医生是我小兄弟，打了声招呼，就开始推

丙泊酚。

不到五秒，略有困意袭来，我含着套管含糊地寒

暄：小周，这药效果还挺……

……

等到眼前再度被白光亮醒，我看看周围，已经在复

苏室，旁边另一位检查完的病人在和家人说话。一看

时间不到半小时，估摸着一切都已结束，我大脑没反应

过来，估计胃肠也没反应过来，就被内镜从我的全世界

路过了。

本来还想做之前对检查医生说一句：来将可留姓

名。结果一切来得太快，关羽温酒斩华雄般利索。

医生把报告单给我，说顺手取了我胃内一枚息

肉。接着把检查过程和一些注意事项跟我说了一遍。

仔细看报告单：慢性胃炎伴胃窦糜烂，胃窦息肉；

结肠未见异常。

胃的情况是多年饮食不规律、辛辣所致。暗下决

心以后不挑战魔鬼辣，吃清淡点。肠道情况就彻底让

我放心，之前一吃奶制品和油腻就拉肚子，也曾疑神疑

鬼会不会肿瘤，看来还是乳糖不耐受及消化不良所致。

老听病人说全麻影响记忆力智力，就我写这篇文

章一如既往不正经这劲，应该毫无影响。

走出内镜中心，给市区上班的媳妇报平安。媳妇

说了句，没大问题那就好。话音一转，你咋不让我请假

来陪你呢？是私房钱数目巨大，还是有啥隐秘的角落

怕我知道。

我……我麻了。

全麻
辛术（遂昌）

周末朋友安排上山，避暑地是号称云

和“小西藏”——黄家畲。到地才知道，黄

家畲村是个非凡的村庄。黄家畲村是明朝

浙西南银矿主要开采地之一。据《云和县

志》记载：为便于银场管理，景泰三年（公元

1452年）设置云和县制。

鼎盛时期，黄家畲附近有大小银坑三

十六处、九九八十一洞。正因为银矿，给当

地带来地位、财富和人气。当时黄家畲附

近有九个村一千多人直接从事采矿炼银。

大量“淘银者”的汇集，相关配套人员的汇

聚，商贾往来。当地的繁荣，引起明朝政府

更为重视，明朝天顺二年（1458），朝廷在此

专门设立了政府机构：银官局，并派钦差内

官阮料坐镇黄家畲监督开采银矿。

黄家畲村，建于宋咸平年间，约为公元

1000 年，村名的来历已无确切的资料佐

证。据说是一黄姓祖先，游此落地生根，

“刀耕火种”开创基业。所以，这里的“畲”

字并非“畲族之意”，此村也和畲族无关。

这村主要有黄氏、刘氏、叶氏、王氏等从福

建、龙泉、松阳、景宁等陆续汇集，户籍人口

有一千多人，和睦共处，共建基业。

黄家畲村为市级农家乐特色村，省级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村中多处

竖立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牌碑。

黄家畲村地处云和县的最高峰是白鹤

尖（海拔 1593米），和第二高峰白鹤仙顶在

叶垟岭一带交会，撞击出一个千米多高的

垭口。正如“山”字的中间那竖，两高峰屏

护着的中间小高峰，两边有两“大哥”护

卫。黄家畲村，坐落在海拔 980米的山腰。

黄家畲境内至今存留有明代银坑洞

群、矿石搬运古道、天顺二年“银官局”、冶

炼遗址等云和银矿遗址，还保存有粉碎银

矿石的石磨、石臼等文物。

村庄地处海拔 980 米，气温比山下低

5-10 度，当天市区温度达 41 度，而这里温

度只有 30多点，真的是感觉到了“凉爽的风

迎面吹来”。沿村比邻开设农家乐，大家友

善经营，绝大多数为每人每天 120 元包吃

住。村庄缘溪布局，一道道山泉从白云缭

绕的山巅汇集成黄源溪，村庄的民宿可谓

都是“溪景房”。周边又全是茂盛树林，植

被昌盛，“负氧离子”暴表，置身天然的高山

森林氧吧中，是理想的避暑之地。

村庄虽是黄姓祖先开创，但现在村中

留下刘氏古屋最为气派。尤其是“彭城旧

家”。“彭城旧家”既为刘氏人家：刘氏本自

陶唐帝尧之后，受封于彭城，赐姓刘姓，故

刘氏为彭城郡。彭城旧家，坐东朝西，倚山

面水，高墙封闭，黑瓦白墙，色彩典雅大

方。采用砖木石雕工艺，融古雅、简洁、富

丽为一体。整体建筑以木构架为主，梁托、

爪柱、霸拳、雀替、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

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工艺技术

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

境。

刘氏宗祠。宗祠东面靠山，其他三面

夯土墙，中间辟石库大门，门额上楷书阳刻

“刘氏宗祠”四字。这天不巧正在修葺，不

能进入。但高高耸立的双斗旗杆，彰显刘

氏为村中望族，耕读传家、文豪辈出，施济

经营，急公向义，乐善好施携乡邻重建毓元

桥等，做了不少好事善事，出了不少人才。

房子旁边还种有水稻，在农村这种布

局也少见了，在这也可看出主人的勤劳。

黄家畲村位于云和县西南部，距县城

32 公里。交通方便，古村韵味，山绿水清，

环境优美，凉爽舒适的黄家畲村是个纳凉

胜地！

避暑黄家畲
清风（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