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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沫走到我身边，悄悄把一包薯片塞到我手
中。我扭头一看，嘿，我们的沫沫姑娘不知不觉已
经成小胖妞了，清风撩起她衬衣的一角，露出雪白
滚圆的肚皮。这丫头身上的膘估计是这些高热量
食品给养的吧！不过，话说回来，春秋两季出游，哪
个孩子会放弃这难得的喂养垃圾食品的机会？瞥
见她肚子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我们二年级学过的
一篇课文《小蝌蚪找妈妈》，文中的青蛙妈妈鼓着一
双大眼睛，露着雪白的肚皮。

眼前这个姑娘身形跟荷叶上的青蛙妈妈颇有
几分相似，心却依然是小蝌蚪。不过，她不是要找
妈妈，而是要找到一个能止哭的幸福开关。

沫沫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哭。我很好奇，世上怎
会有如此爱哭的小朋友！一年级的时候，她不肯好
好排路队，胳膊晃来晃去，身子扭搭扭搭。我瞪了
她一眼，批评了她几句，然后她就嚎啕大哭。我第
一次发现一个孩子哭得如此有力量，叹为观止。那
些粘粘的鼻涕像是得到号令，一齐从她的鼻子里喷
涌出来，一眨眼功夫，她满脸满身都糊上了鼻涕；眼
泪稀薄一点，已经流到衣襟上了；口水闪着金光，从
口腔里冒出来，黏黏糊糊地挂在嘴边。沫沫哭出了
一身热汗，两手在脸上只那么一抹，鼻涕、眼泪、口
水在她脸上肆意搅和，已经往上爬到眉毛了。我惊
叹于她的“哭功”，用尽 20多年从教之功力，好说歹
说，左劝右劝，她愣是不听，哭个不停。我花费的力
气仿佛握紧的拳头打在了棉花上，丝毫不见效果。
只好轻轻一声叹息，以退为进，使出杀手锏：“如果

再这样，叫妈妈把你带回去吧，什么时候不哭了，再
送回学校来。”

一听到“妈妈”两字，她像是一辆下坡的汽车踩
了急刹车，身形一抖，喉咙里“嗯呐”一声低吼，硬生
生把泪眼收住，瞬间停止了哭泣。全世界都安静
了。

沫沫的“哭名”闻名遐迩，所有任课老师都领教
过她的“哭”功。好几次，她在数学课上哭得天昏地
暗，把数学老师搞得几近崩溃。在语文课上，她也
时常哭得歇斯底里，一直到我把她请出教室才消
停。

关于沫沫爱哭之事，跟她妈妈前前后后沟通交
流了 N 次，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反正孩子就是
爱哭，也没辙，等她长大了大概就会好一点吧。

后来总结了经验，她若是歇斯底里地哭，我也
不再劝，也不再安慰，只是请她冷静一点，然后交给
她一把纸巾让她到门口先哭，哭好了再进来。有些
时候她秒停，有时候要哭尽兴了才停歇，一口气能
哭上整整一节课。当然，这还不是最高记录。有一
次，她在美术教室哭了一个多小时，把美术老师的
心都哭荒芜了。

如何“治疗”沫沫的哭，成了我的心病。
一日，在操场上遇到正在哭的她，我便问她怎

么了？
她说：“我跑不快，伤心，想哭。”
我拍拍她的肩膀，轻轻翻找着：“咦，你身上的

开关在哪呀？”

她停了哭，对着我：“老师，你真会说笑，人的身
上怎么会有开关呢？我又不是电灯。”

“电灯有开关，一按，灯就亮了，黑夜也不可怕
了。人的身上也有开关，伤心难过的时候一摁，就
开心了。”我认真地看着她，“沫沫，你能自己把你身
上的幸福开关摁起来吗？”

“老师，我身上真的有这样一个开关吗？”
“真的有啊，每个人都有。”
“那好，我知道了，以后我难过的时候我就把我

的幸福开关摁起来好吗？”
“好！那你把幸福开关摁起来，回到队伍里面

去练跑步好吗？”
“嗯，好的。”
“摁了”幸福开关的沫沫，哭声果然收敛了很

多。有好几次，看到她噙着泪花，正想爆发出声音，
突然又硬生生憋了回去，小脸鼓得圆圆的。偷偷瞄
到这场景，我装作没看见，一边在心里为她打气:

“加油，憋住！”一边为自己的妙手胜医暗暗得意。
不过，“顽疾”就是顽疾。沫沫哭的频率虽然降

低了，但时不时的还是会来上一段，在该来和不该
来的时候。

那天清早到校，摄影师土豆先生正在拍摄教学
场景。这个来自福建的小伙子，黑黑瘦瘦的，圆圆
的脸上嵌一对细细的眼睛，长得非常喜感，孩子们
很喜欢他，渐渐地就成为了我们“御用”摄影师。就
在我遐想着这个书声朗朗的清晨，孩子们读书的画
面如何优美地通过土豆先生的镜头呈现出来的时

候，教室里忽然传来一阵不和谐的哭声，不用说，定
是我们的小沫沫啦！

我靠近她，轻轻地说：“你先出来，我们聊一聊
好吗？”

沫沫红着眼睛嘟着嘴跟我来到教室门口。
“你为啥哭呀？”我抹了抹她脸上爬虫似的泪

痕。
“我同桌说我桌面乱糟糟，这样拍照会影响班

级形象的，他说我给大家丢脸了。”沫沫委屈地说。
“你的同桌是为了班级形象才说你是吗？你也

是为了班级的利益才掉眼泪的，是吗？”我一脸向英
雄致敬的表情看着她，“既然你是为班级着想，那就
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呀！”

“真的吗？”沫沫脸上的阴云散去一些。
“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每一个小朋友身上都

有一个幸福开关。”我继续说，“当你难过的时候，就
把幸福开关摁起来，你就会变得开心的，好吗？”

“那好吧！”沫沫说，“我就把幸福开关开
起来，让自己变得开心一点。”

“好啦，现在蓝老师陪你回到教室，
一起帮你收拾桌面，让你的桌子清爽
又干净好吗？”

“好的呀！”
阳光彻底驱散了阴云，笑

容回到了脸上。我发觉，这
个脸蛋圆圆的姑娘，笑
起来挺美的！

幸福开关
蓝蓝的兔子

正 月
十 五 元 宵

节 ，松 阳 人 俗
称“正月半”。早

年 间 ，松 阳 城 乡 多
以一个或几个村（社）

办 灯 会 ，常 见 的 有 狮 子
灯、龙灯、桂花亭、鳌鱼灯、

鲤鱼灯等。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狮子灯，

进东家去西家，赶着看狮子打滚。
松阳人玩的狮子由两人表演，形象古

朴大方，很有特点。狮头用竹片扎成额
头和上下唇,嘴唇能灵活张合，额头高出

部分够表演者藏匿上半身；狮身以粗布或旧
麻袋与狮头相连，狮身上缀络麻丝充作狮子

毛，狮子身中间有一竹圈固定在麻袋布上供舞狮
者把握。

松阳还有一种抽绳狮子，上世纪五十年代以
后就很少有人表演了。一花轿模样的亭台，两人

抬 着 ，一 人
在后操纵。亭

台内伸出一根木
棍 ，端 头 挂 一 只 小

彩 球 ，木 棍 上 挂 两 只
小狮子 ，由操纵的人抽

动悬挂狮子的细绳，伴随
乐鼓的节奏，两只狮子前窜后

跳，戏抢绣球，活泼逗人，煞是好
看。前几年杭州西湖博览会的彩

车游行中，我看到有抽绳狮子的表
演。大型花车上挂有狮子一大八小，狮

子之多令人咋舌。如今抽绳狮子已进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听说，近

年，叶村、新处、谢村一些山区乡村有表演。
正月十四起，龙灯出洞。尤以正月十五，松

阳县城四门 4条巨龙出洞，小小县城简直沸腾了，
说是万人空巷不为过。从北门到南门，沿街店铺
楼下店堂内站的是城乡四处涌来的观灯人群，商
铺老板在正月十五夜晚也是格外客气，闲杂人等
来者不拒。店主的家人亲友则坐在楼上，从窗口
往下看龙灯，这有点像当年戏院里的包厢，除了
观灯，还能在上面喝茶嗑瓜子品尝糕点，倒也是
舒心。

吉时已到，龙灯出洞。鼓乐队的大喇叭“嚯
嚯—嘟嘟”号角齐鸣，余音不息。伴着长龙龙节
连接处因为拉动发出的“吱咯”声，通身发光的巨
龙游动起来了。于是，原本有些昏暗的街道被龙
身上无数彩灯的烛光映得通明雪亮，观灯的人群
拥着巨龙沸腾。

松阳板龙与别处的龙灯是大有区别的，主要
在松阳的板龙“俏”。而这俏，体现在龙头上。制
作完成的龙头插满彩灯，就像缀满头饰的美女。
松阳板龙扎制龙头的木板一般长约七八尺（或可
达丈余）、宽约二尺，厚度足有三寸。扎制在木板
上的龙头侧面轮廓呈“Z”字型，以柔韧的篾条扎
成多个竹笼组合而成，外面覆贴棉纸，然后彩绘，
所用颜料多为红、黄、绿、蓝，以求鲜艳。龙头适
当的部位插饰各色花灯，灯光映照下显得十分夺
目。龙头两侧挑出两支竹竿称为“龙杠”，上披红
布并扎上各色花灯，由两名强壮后生用钢叉托

起。抬龙头的多是年轻力壮的后生，个个系腰带
（松阳人叫扎包）打绑腿，威风抖擞。为龙灯前导
的是两盏灯笼“XXX 太平龙”，之后一组牌灯，灯
箱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颂词。龙头上
插饰的各式彩灯随巨龙游动摇曳犹如火树银花，
令人流连。

龙身由若干节四尺多长七八寸宽的木板连
结而成。木板两端各凿一个半寸见方的方孔，前
后两节龙板用硬木销钉插紧。木板上的预备小
孔用以固定弧形篾笼，篾笼外沿扎上三个“/\”型
尖角，充作龙身的背鳍，龙板上可插蜡烛。一人
一节，根据号令或背在肩上或靠托在腰边。龙尾
也以篾条扎制，鱼尾状造型，插有花灯。乡村的
板龙则用麻绳连接，用销钉连接的板龙又叫“铰
子龙”。

松阳板龙游舞时，抬起龙头，前面两侧有人
拉起扎在龙头板上的麻绳，那叫“拉龙纤”。龙头
前行，背扶龙身龙尾的人要身子后倾往前走，松
阳人称“拔龙”，那动作就跟拔河相似。因为龙身
的连接方式决定了拔龙的人必须步调一致，前后
分别用力，否则极易造成龙节扭曲，不便行游。
也因此，几条龙灯同时出灯上街，要互通行踪以
免拥堵挤轧。

这种长龙普通民宅自然是去不了的，因为巷
弄窄小，不足以让龙身回旋，所以板龙光临的多
是县城主要街道两边的商铺和门庭宽敞的大户
人家。而且也只不过是龙头朝向店门或大门，鸣
响号角，以示龙吟而已。

还有一种松阳人称为“温州龙”的龙灯，跟如
今电视上常能见到的龙灯差不多，一木棍顶端扎
制一竹笼，以匹布覆连十数节竹笼为龙身，匹布
上彩绘龙鳞，龙头、龙尾为鱼状造型。因为早年
间在松阳只有祖籍温州青田一带的船民舞弄此
种龙，故名“温州龙”，这种龙灵活轻巧，便于行
游，小巷民宅都能进得去。

到了正月十六日，是正月最后的狂欢。这个
夜晚，简直是松阳人的“狂欢节”。龙灯可以自行
其是，无须讲究礼让。同一条街上双龙邂逅可以

“ 互 相 撕 打 ”，搞 得“ 遍 体 鳞 伤 ”，甚 至“ 片 甲 无
存”。然后，一些残破的花灯可以丢弃不用了，叫

“散灯”。
灯散了，年也过完了，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延续千年的“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生活秩序，
又开始了新的延续。

记忆中的江南是一幅古朴典雅的水墨画儿，
饱蘸水的灵韵和墨的浓郁。

记忆中的江南是一首和谐雅致的山水田园
诗，洋溢山的沉静和田园的秀丽。

说到江南，许多人的脑海中同时还会忆起的
就是一杯杯冒着袅袅清香的淡茶，一段段引人入
胜的精彩的折子戏，一条条水汪汪的小河以及河
边穿着素纹小袍略施粉黛的雅洁女子。

江南，永远散发着遥远的古色古香和淡淡的
古风古韵⋯⋯

如果你想实地体味江南“小楼一夜听春雨”
“天街小雨润如酥”等等这些前人已经描摹的意
境，我可以介绍你去一个地方的，我的老家——
龙泉，那个烟雨迷蒙的剑瓷名城是可以寻得到几
多专属江南特有的迷人韵致的。

当车子在高速上驶向龙泉地界时，映入眼帘
的是一幅安置在万山丛中醒目的对联：“诗画江
南最高峰，烟雨瓯江第一城。”的确，烟雨的江南，
尤其在三月，宛如诗情画意的水墨画儿，处处洋
溢着春的气息、爱的味道，让我也很难分清到底
是山水融进了我的血液，还是我自己融入了山水
的气脉。

环绕小城四围的是无尽的连绵群山，它涵纳
了众多的苍天古木，也收容了漫山遍野的菁菁芳
草，一山山的绿色牵连着、拥抱着，把人的心儿也
给染醉了。瓯江水自西向东缓缓地从它的腹中
流淌，不但滋养了一方儿女，而且作为古官道，使
小城得以沟通外面的世界，使和我一样生于斯、
长于斯的江南女子有了水的秀美灵动之气。六
座大桥南北走向横亘在瓯江之上，犹如六条巨龙
卧波，蔚为壮观。

山城龙泉，永远不缺水的滋润与厚养。记忆
中，春天的雨水是最充裕丰沛的。“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也许你还在梦中，淅淅沥沥的春雨
便不约而至了。可我期待的是下一场大雨，
淋淋漓漓的，让山城真正沐浴在春的世界
里。最妙的是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味

道，丝丝入骨，沁人心扉。大雨滂沱后的瓯江，水
滚滚而来，烟雨迷蒙中，让人宛若置身仙境，羽化
而登仙了。一幅幅灵动清新的水墨画扑面而来，
既婉约细腻，又沉稳大气。位于瓯江中央的留槎
洲，四面环水，远离尘嚣，如梦如幻，如韵如琴。
水的清幽，洲的别致，似是天堂的美景，留在了人
间，好想融入它的形质与神采中，不想归亦不愿
归了。

就像乌篷船就应该停泊在绍兴的水码头一
样，瓯江上也总能一睹小木船的芳姿。静静的古
桥、素朴的小木船、布满青苔的石阶以及青石板
路铺就的古老的街道，组成了一幅最写意最传统
的水墨画儿。节日的瓯江最为欢快热闹，仿佛它
也颇通人性，一改往日的宁静与端庄。端午节传
统的“赛龙舟”风俗经久流传，吸引了无数慕名
而来的游客。

春夏之交，梅雨时节，瓯江水开始疯
涨，水面氤氲着湿气。冉冉升起的水
汽，蒸腾多姿，幻化无定，云烟缭绕
出的迷离情调，最富水墨横溢的
山水画儿的韵味。这下，可乐
坏了那些喜爱划“龙舟”的
人，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如
期举行。按照惯例，有
十多个乡镇的团队
参 赛 ，划 船 的 不
分 男 女 老 幼 ，
只要喜欢，

都可以参加。即使比赛的时候遇上江南那漫天
飘洒、连绵不绝的梅雨，龙舟依然会在江上欢
快畅游，游人依然如织，乘兴而来，尽兴而
归。

不知如此蔚为壮观的一道江南
雨中即景，今生，你是否可以一饱
眼福？在那令我魂牵梦萦的烟
雨江南，那生我养我让人想
起就心醉的地方。

烟雨瓯江 梦里江南
周新红

松阳元宵灯会
叶永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