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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讲堂

邬烈成
前不久，在一次回乡下老家途

中，我看见三条河流交汇处仍生长

着大片迎风摇曳的芦苇，产生了久

违之感。

芦苇，曾经被人们认为是荒凉

的象征，然而在我的心目中，这些随

处可见的植物，都代表着美丽自由

的生命，它们伴随我度过了艰辛的

岁月。在艰苦的童年中，芦苇给我

的抚慰旁人难以想象。我是一个迷

恋自然的人，而芦苇正是大自然馈

赠给人类的美妙礼物。在被人类精

心耕作的田野中，几乎很少有野生

的植物连片成块，只有芦苇例外。

没有人播种裁培，它们自生自长，繁

衍生息，哪里有泥土，有流水，它们

就在哪里传播绿色，描绘生命的坚

韧和多姿多彩。

春天和夏天，它们像一群绿衣

人，伫立在河畔江边，我喜欢看它们

在风中摇动的姿态，喜欢听它们应

和江涛的簌簌絮语。从它们中间走

过时，青青的芦叶掸我衣，拂我脸，

那是自然对人的亲近。最难忘的是

它们开花的景象，酷暑过去，金秋来

临，风一天凉似一天，这时江边的芦

苇纷纷开花了，那是一大片皎洁的

银色，在风中，芦苇摇动着它们银色

的脑袋，在江河两边发出深沉的喧

哗，远远看去，犹如起伏的浪涛，也

像浮动的积雪。夕阳夕照，在绚烂

的晚霞里，银色的芦花变成了金红

色的一片，仿佛随风蔓延的火苗，在

大地和江河的交界地带熊熊燃烧。

冬天，没有被人收割的芦苇身枯叶

焦，在风雪中显得颓败，使大地平添

几分萧瑟之气。然而我知道，芦苇

还活着，它们不会死，在冰封的土

下，有冻不僵的芦根，有割不断的芦

笋。只要春风一吹，它们就以粉红

的嫩芽，以翠绿的新叶为人们报告

春天的消息。冬天的尾巴还在大地

上扫动时，芦苇已倔强地顶破被严

霜覆盖的土地，在凛冽寒风中骄傲

地伸展开它们那柔嫩的肢体，宣告

生命又一次战胜了严酷的自然。

我曾经担心，随着家乡的发展

和进步，江河边的芦苇会渐渐消失，

然而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只

要泥土和流水还在，只要河边滩涂

上的芦根还在，谁也无法使这些绿

色的生命绝迹。我的家乡也因为有

芦苇的存在而显得生机勃发。现如

今，虽经河道改造，仍有部分芦苇在

自然生长，每年端午节前不少人家

还在用芦苇叶包粽子，芦叶和糯米

合成气味，就是粽子的清香。

久违的芦苇又勾起了多少人曾

经的回忆……

芦苇之忆

三高人群常见的三种眼底疾病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视力会越来越弱。很多老人家认为只要眼

睛不红不肿不痛就没有大问题，奉化爱尔眼科医院专家指出，这种观点

是很不正确的。如果老年人远视力减退，即使不伴有红肿疼痛，也应该

及时请眼科医生检查诊治，特别是有三高症(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及平时用眼过度的老年朋友更应该警惕。

老年黄斑变性
老年黄斑变性，又称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顾名思义是与年龄密切

相关的眼病，该病年龄越大，发病的人越多。

奉化爱尔眼科医院石海军医生指出，黄斑是视网膜中央最重要的

约 2毫米大的区域，这里是影响视觉的最敏感部位。老年黄斑变性的

产生，有多种原因，比如氧化、慢性光损害、吸烟、营养不良、炎症、遗传

等，它们会造成黄斑部有关组织损伤，功能受损，从而导致视力下降。

如何尽早得知是否患上黄斑变性?石海军建议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检

测单眼视力：一，书或报纸上的字有无模糊；二，视区中间有无黑影遮挡

或空白区；三，直线有无变成弯曲。如有以上症状，应尽快去医院就诊。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糖尿病会引发多种眼病，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是其中一种严重并

发症，它对视力有很大危害，如不及时治疗，可能造成失明。

石海军指出，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与糖尿病的病程有关，一般病程

越长，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越高，高血压、血糖控制情况不稳定等可加

重病情进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诱因，是由于高血糖导致血管和血

液的改变，致使视网膜出血、水肿、缺血，甚至新生血管生成，从而加剧

眼底出血，导致玻璃体出血、视网膜脱离、黄斑水肿或视神经缺血病变、

青光眼等严重并发症，最终令视力严重下降甚至失明。

迄今为止，激光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主要治疗手段，它的主要目

的是防止严重并发症，为患者保存一定的有效视力。谈及预防，糖尿病

患者应充分认识糖尿病对视力的危害，及早前往眼科检查，定期随访，

早期诊治。

视网膜静脉阻塞
视网膜静脉阻塞，也是中老年人多见的眼科疾病。发生该病的患

者，大多感觉视力模糊，有黑影遮挡视线，且往往发病突然。视网膜静

脉阻塞发生的原因很多，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度、吸烟、喝酒及疲

劳焦虑等。石海军建议，有“三高”的患者人群，应及时到医院定期检

查，通过眼底造影，确定是否需要激光治疗，防止病情加重。需要提醒

的是，该病如发展成为严重的并发症（玻璃体出血、青光眼等），会使视

力严重受损。

秋实
奉化老话“八作老司”，泛指

社会上各类手艺人，“箍桶匠”就

是其中之一。

老底子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都

离不开各种大小木桶，尤其是大

户人家，娶媳妇嫁囡时会专请箍

桶师傅来家打造各类生活用木

桶。有钱人家要用上两三年时间

才能打造全整套木桶嫁妆。浙东

沿海古来流行嫁囡需备“十里红

妆”，可见当时的箍桶匠在社会上

是何等的吃香。但是，随着近代

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原先

生活生产中离不开的各类大小木

桶已渐渐被塑料、铝合金、不锈钢

和其它材料制品所替代，至今箍

桶手艺已成为一项走向没落的手

艺。

在奉化城区有一位箍桶匠一

直坚守着这门手艺，他就是 66岁
的毛丁余师傅。自 18岁开始他

跟师傅学习箍桶手艺，一直不忘

当初师傅授业教诲，坚守着这份

行将没落的手艺，默默地为需要

箍桶的老百姓服务着。

毛师傅的箍桶店在锦屏山脚

锦溪河畔的北街 20号门，店面西

边的墙上有用黑漆书写的“箍桶

店”三个斗大黑字。每天一早只要

毛师傅开门营业，他这小小的店堂

里就会出现三五位老友坐着喝茶看

着他做活。毛师傅喜欢热闹，他边

做活边与老朋友们聊天，市井乡俚

新闻、古今传奇、趣闻轶事他都能滔

滔不绝地讲出来，讲到他的箍桶手

艺时，往往会停下手中的活计跟你

说上半天，他也会像其它手艺人一

样自夸自己的手艺好。有朋友问过

他当箍桶匠以来究竟箍出过多少木

桶？他便笑嘻嘻地说自己根本就记

不清了。在说到年轻时眼神好落手

快生意好时，他的脸上总会显露出

存在于记忆中那份满满的自豪和幸

福感来。

他说他最爱看的是越剧折子戏

《九斤姑娘》，他说这出戏充分展示

了箍桶这一行当，让他印象最深的

是九斤姑娘所唱的“有盖呒底桶，有

底呒盖桶，半夜三更要紧桶”，掫喻

和戏称她老爹真是个“老饭桶”。他

说这出戏基本介绍了老底子居家生

活和农村生产用的各类木桶，唱的

是对箍桶匠给百姓生活提供方便的

赞许。

毛师傅说学任何一门手艺入门

是容易的，要做到自己手艺在同业

中精臻却不易，想坚持一生更不容

易。他说从业近半个世纪，他的自

我技术评价也只能打七八分。因为

这些年来他也未曾能够箍遍他师傅

传教过的所有类型的木桶。他说箍

一般的水桶、便桶、马桶、脚桶不难，

看似古怪的木夜壶、提桶、水斗桶也

都不难，最难箍的是过去嫁妆中“八

角木饭盂”，集结了平面均角度、板

材间楔合斜度、板材的弧度等等，可

惜的是自从做箍桶匠至今他还没接

到过这样的生意，因此也没有箍过

这种最难的“八角木饭盂”。

毛师傅说随着近年来箍桶业的

没落，他的很多师兄弟、徒弟为维持

生计都已纷纷放弃这门手艺转行做

其它了，早先奉化城里有十多家箍

桶店，到目前仅剩他这一家了。之

所以能坚守至今，他说一是因为上

了年纪学不了其它手艺和技术，二

来则是对自己年轻时所学的这份手

艺的挚爱。毕竟这手艺伴随他度过

了大半生，也养活了自己一家老小，

真的要舍弃还真有点于心不忍。说

到这些时，毛师傅的脸上总会显现

一脸的无奈和落寂。

说起如今生意来，他说不寄希

望于生意能带来多少收入，有时为

箍修一只散板旧脚桶，需限毛钩槽

重新打箍，少说也得花上大半工，收

人家 50元其实也不算多，可遇到上

了年纪的老人还会嫌贵，还价三十

元、二十元，他也会本着做公益的心

态，坦然接受。问及时下箍的什么

样的桶最多，毛师傅说一是早餐店

或单位食堂的“饭蒸桶”；二是注重

养生的“泡脚桶”。毛师傅认为，虽

然整个行业在没落，但也并不是所

有的木桶都会被人遗忘，“饭蒸桶”

蒸出来粢饭和米饭所拥有的特殊的

杉木香，是其它任何材料都替代不

了的。毛师傅说国外的啤酒、葡萄

酒都是盛装在大大的橡木桶中，这

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把酒长期存

放于木桶中有其特殊的防霉提质作

用，是其它材料无法比拟的。现代

人注重养生，伴随而来的木脚桶生

意常不间断也令他意外。

老友们也常常劝他，如今你一

个月也没有几桩生意来上门，又这

么大年纪了，子女都早已成家，孙子

外孙女都大了，何必还要再做这种

既赚不到钱又费工费时的活计。毛

师傅总是这么回答：“我的师傅说过

要做一名好的箍桶匠，除了手艺要精

专，更要注重顾主的要求和服务的态

度。任何一门手艺都有服务社会的

需要，只要奉化老百姓还有箍桶需

求，我一定会坚持把店开下去。”

一位匠心如初的箍桶匠

王海波
人说“最美不过六月荷”，眼

见着或白或粉的荷花在朋友圈纷

纷粉墨登场，心底的那份爱荷之

意也随之萌发。听闻西坞虎啸刘

村是奉化本土赏荷的好去处，前

几日恰好放晴，气温又凉爽，心情

自然大好，便欣然前往。

初到虎啸刘村，不知那百亩

荷塘隐于何处，四下找寻时，幸遇

一位土生土长的村民刘大哥。刘

大哥很健谈，百来米的同行中，不

但清晰地告知了百亩荷塘的位

置，我还得知了刘姓是村中三大

姓之一，刘姓祖先为明初由宁海

来此的雇工，后入赘当地繁衍下

来，还有两大姓是来自长汀的张

姓和来自尚田的任姓。期间刘大

哥还告诉我们说：“刘村前面冠以

‘虎啸’二字，据传是因为村中曾

有老虎出现，故以虎啸名村。”虽

不知大哥说的是否真实，但冠以

“虎啸”后给村子增了几分豪气和

诗意，又何须再去纠结它的真实

性呢。

“大妹子，我到家了，你要赏

荷，这里转弯过桥直走就是了！”告

别了刘大哥，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继

续前行，转弯就见桥，名曰“虎啸

桥”。此桥较为平坦，宽度足以让两

辆轿车相对着同时前行。桥对面有

人家正播放着越剧，声音空灵悠扬，

突然大门打开，走出一位六十来岁

的大姐，跟唱着越剧，径直走下石

阶，她偶然抬头发现我正在驻足静

听，就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了歌喉。

“你家真好啊，紧靠着河边，洗刷方

便！”为了缓解尴尬，我主动打起了

招呼。“这话我爱听，不过得感谢新

农村建设，特别是河道的整治，造福

百姓啊！你是来看荷花的吧？”大姐

是个爽快之人，大声地回应着。别

了大姐继续前行，身后再次响起了

她有板有眼的跟唱声……

百亩荷塘果然名不虚传！偌大

的荷塘虽被一分为三，但一点也不

影响它的宽广，走在分割荷塘的小

路上欣赏，更增一份惬意。泼墨一

般的荷叶在微风中摇曳，偶然会咕

咚一声，那是昨晚逗留在荷叶上，忘

了回家的雨珠在与荷叶下的小青蛙

分享着快乐呢。只是今天的赏荷来

得早了些，花儿开得并不多，即使露

了脸，也多半似婴儿般甜睡，微露笑

靥；偶尔送你一份惊喜，绽放了，便

是惊艳全场，如仙子漫步，优雅生

辉。当年，濂溪先生挥洒出了千古

绝唱《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

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多少清雅

之士为之倾倒，常学周公拿荷花自

喻，表明心迹。我是俗人一个，自然

没有周公的玲珑心，也没有清雅之

士的媲美意。因此爱荷缘由煞是简

单，就是因为其花雅叶绿，好看！

来时就知这荷塘不是村里所

有，因此一个问题老在脑海萦绕：百

亩荷塘能给主人带来多少经济收益

呢？在附近村民的指引下，找到了

主人的家。不巧主人不在，同租房

的小伙子告诉我，荷塘的主人姓丁，

安徽人，这些天刚好回了老家，过三

四天才能回来，若想订藕，得过些天

再来。我婉转地说明了来意，小伙

子冲我笑了笑：“这位丁姓朋友来虎

啸刘村种藕已有十来年了，收入应

该不错，否则还能客居至今？”我自

我解嘲道：“对极了，本只想满足一

下好奇之心，却问得有些唐突了！

祝福那位朋友收入多多，第二故乡

安居如意！”

聊聊逛逛，已是正午，刚转身往

回走，又见先前那位刘大哥，客套过

后，了解到刘大哥是去村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就又跟了去。屋内装有

大小三只空调，十几张麻将桌有序

地摆放着，里屋较小，屋中屋是洗手

间。早来的几位老人在那里闲聊，

起初，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

还有戒备之心，几句交流过后，老人

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随着移民和

外来务工人员的到来，村里早已打

破了三大姓格局，但村里一视同仁，

全村三百多位六十岁以上老人一个

都不差成了老年协会会员，大家都

享受着同等待遇。最后，他们连我

的午饭问题也关心起来了，热情又

善良。不一会儿，老人越来越多，聊

聊轶事，时不时还笑声绵绵。可想

而知，在这样的氛围下，村中老人的

晚年生活一定过得逍遥而热闹！

告别出来，心中不免感叹：本只

是一次单纯的赏荷之旅，却邂逅了

虎啸刘村的另一种韵味！相信虎啸

刘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虎啸刘村邂逅记

画意溪口 康品凤 摄

新奉城晨曦 王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