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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宏尉
2022年壬寅年，自春盛至夏

初，疫情未消，百姓的日常生活、
工作全部被打乱，很多人只能宅
在家里，春天来临却不能感受春
天的明媚。然而，大片的花儿依
旧恣意开放了，朋友圈还是能欣
赏到一簇簇的玉兰花、樱花、桃
花、油菜花、杜鹃花，接二连三，近
日最火爆的莫过于蔷薇了。

在这么多的花儿中，蔷薇花
并不算惹眼。龙津学校围墙、爱
伊美医院门口、民国建筑芹庐边
上……不经意间开满了粉色的小
花，装点了这个郁闷的春天。我
留意蔷薇花儿，是因为每次上班
都要经过芹庐，古朴的屋檐上探
出几丛粉红来，是蔷薇的花骨朵，
零星几朵已经绽放，闪亮在厚厚
披挂下来的枝叶中，惊艳了我的
眼球，心里便寻思着什么时候来
拍几张照片。

次日下班，特意骑自行车前
往，远远的，就见一簇簇粉色从黑
色的屋檐边伸展出来，在绿色枝
蔓的衬映下格外娇艳。可能是一
天阳光照拂的缘故，似乎只一夜
工夫，蔷薇花就爬满了这段围
墙。也许奉化好看的花儿太多，
这么几丛蔷薇花还没上规模，所
以留意到乃至停下来欣赏的人并
不多。对我来说却是好事，我可
以静静地观赏，慢慢地拍摄，独享
这属于我的静慢时光。

走近了看，在新绿的藤蔓上，
盛开的红花和团团的花骨朵儿在
微风中颤颤悠悠的，花儿并不大，
却很是娇嫩。蔷薇花儿不香，香
气即使有也很清淡，要凑得很近
才能闻到一丝丝芳香，掺杂些清

草的味道，略有些乡野之趣，可能蔷
薇本就属于乡野吧，就如那最淳朴
的“小芳”姑娘。

“花语百科”告诉我，蔷薇花代
表着“热恋和爱的誓言”。这不是玫
瑰花的事儿么？盛开的蔷薇给予人
们爱情的憧憬，我想这是很多人所
不知道的。是不是因为蔷薇从来都
是生长在墙角和路边，让人难以驻
足；是不是因为“蔷薇”一词带着天
然的乡土气息，让人不屑珍惜……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不管蔷薇花儿

有多么不起眼，只要春天一到，不论
是城市的角落，还是乡村围墙边，一
簇簇的蔷薇花儿还是悄然绽放了，
还留在了我的镜头里。

想起林清玄曾经写过的百合
花。刚开始，它长得和杂草一模一
样。但它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一株
野草。于是，不管别的花怎么冷嘲
热讽，它都依然努力吸收水分和阳
光，深深扎根，终于开出了美丽的
花儿。

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也和花

儿一样，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环境，
但我们可以选择生活方式。与世无
争也好，勤奋向上也罢，只要活得开
心，活得自在。人，“大其愿，坚其
志，虚其心，柔其气。”以清净心看世
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
味，以柔软心除挂碍。奋斗不息，终
得花香满园，一如这围墙外的蔷薇，
摇曳生姿，独自芬芳。

真想回到农村，在院墙的四周
栽满蔷薇，待春风拂枝，春雨如油，
细数蔷薇花开。

蔷薇花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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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平
我年轻时曾几次从西坞步行去

莼湖，途径税务场寨岭，同行的伙伴
念起一句民谣：“税务场过寨岭，出
了个王正廷。”当时感到这个村的村
名很特别，王正廷这个人物很特
殊。当年的税务场同其他农村一
样，陈旧破败。这几年听说税务场
变化很大，成了别墅式新农村，很想
去看看。近日，我走进这个有点名
气的古村，去寻觅历史故事，感受农
村新貌。

税务场依山傍水，村南为兔山，
形如伏兔。村西危岩倒悬，一道瀑
布飞流直下，当地称千丈岩。水乃
金溪，源于南部里山，汇合金峨山之
水，流向白杜、鄞东。山上的寨岭自
古以来是商贾百姓往来必经之地，
南通台温，北达宁绍，扼襟控咽，是
奉化东部要隘。南宋时这里就设有
税务司，对过往客商征赋纳税。村
子也因此称为税务场。至明代，税
务场村王氏六世孙良燧，曾在税务
司任职，职衔税户。

税务场村民多姓王，据村里有
关资料记载，王氏始祖王琦，原居住
在奉化大堰筱蔓竹，其父王瑞，南宋
时官至刑部主笔，在任上去世后，
安葬于西坞金峨村之金字山。王瑞
有二子，俱至性纯孝，长子王璟与
母同住筱蔓竹（现万竹），次子王琦
在其父墓庐守墓三年后，见税务场
村背山面水，山林幽秀，溪流清潺，
遂携妻儿迁居于此，繁衍生息。税
务场民风淳朴自然，崇尚耕读文化
传家，后人名贤辈出。小山村不仅
出了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中国奥
运之父”王正廷，还有王正黼、王正
序、王恭斌、王恭立等实业界、银行
界人士。

走进税务场，村书记戴召平先
陪我参观了融古雅、富丽于一体的

“杏林堂”和文化礼堂。“杏林堂”
是村民举办婚丧喜事的活动场所。
两边厢房上高悬着“纪念中国奥运
之父王正廷诞辰140周年”“全力打
造体育之乡”的巨幅标语。文化礼
堂有两个展厅，展出王正廷的生平
事迹。

王正廷热心祖国的体育事业，
早在 1911年就发起成立“远东体
协”（亚运会前身），1915年为上海
举办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竭尽全力。
1922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
为终身委员），两次率团参加奥运
会。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听年长的村民介绍，王正廷事
业有成后，曾三次回故乡。第一次

是在1917年9月，为建造住宅“爱光
庐”和视察务本学校。“爱光庐”为欧
式别墅建筑，建成后其母居住过一
段时间。务本学校是王正廷在
1916年出资将王氏祖祠改建后创
办的，免费招收本村和邻村儿童就
读。随后他又两次回乡。在村里购
置了一座山和十余亩土地，无偿给
贫困村民耕种和砍柴，王正廷在海
外的后人也多次返乡看望族人。税
务场的乡亲没有忘记这位乡贤，在
旧村改造中优先迁移、重建了“爱光
庐”“务本堂”。

从展厅出来，就看到了村民居
住的别墅区。戴召平边走边介绍，
税务场村从 2008年开始全面规划
全村旧房改造，分步实施，滚动式推
进。目前已建造和在建的三层单体
别墅共120套，老年适用房48套，全
村 90%的村民已入住或落实新房。
第四期建房结束后，再拆除剩下的
10%旧房，建造 40幢别墅，就能完
成全村的改造任务。两年后，全村
将没有一间旧房，成为名副其实的
别墅式村庄。

“步随影移处，新翠掩桃源。”一
幢幢具有乡村风情的别墅呈现在眼
前，错落有致，别墅前后是宽阔的道
路，繁花如锦，幢幢别墅外立面雅致
精巧，尖塔形斜顶，米黄色砖墙，浅
红屋瓦，气派的大门，挑高的门厅，
尽显雍容华丽。税务场村民多年来
种植花木，对装扮自家的庭院更是
得心应手，各个院落的花木形态各
异，很有特色。置身新村中，恍如进
入了一个大花园，令人赏心悦目。

来到村前，映入眼帘的是在建
的宽阔的 203省道，连接着宁波和
阳光海湾。省道前是经过整修的金
溪，昔日汛期洪水泛滥的溪流，如今
筑有层层石坝，形成了叠瀑景观，溪
水清澈见底，常年奔腾不息。村东
是占地130多亩的金溪精品农业综
合示范园，前些时候这里盛开的七
彩油菜花，成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的“打卡点”。

村里临山的一面墙上用红字写
着一幅醒目的标语：“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鲜红的党旗边上写着“同
心共筑中国梦”。税务场十多年来
的变化是如此真切，如此快速，如此
新颖，令人欣喜、感动和鼓舞。小山
村赶上了好时代，村干部和村民满
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心聚力、不
懈努力，才展现出了如此秀丽的乡
村风光。期盼有更多乡村加快新农
村建设步伐，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
理想。

寨岭下古村税务场的嬗变
毛柯柯
暑假，我到上海。外婆开心地

为我整理床铺，我就睡在亭子间。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亭子间

是舅舅的卧房。那时，我还常听
外公和外婆念道亭子间，这个
呀，那个呀，好像要放什么东
西？要取什么东西？或要找寻什
么东西？这时，我内心不免产生
相关联的疑问，联想到现实生活
中我所见着的林间凉亭。在我家
乡——四明山麓古村落附近的山
道旁，供人小憩、纳凉、吃茶的
凉亭很普遍，大都砖木构造，有
雕梁画栋的，也有极简易到以茅
草作屋顶的。凉亭内，屋柱与屋
柱之间，通过榫卯嵌进一块很长
很厚的木板，除了固定框架的作
用外，高度恰好能让路人坐下来
歇脚。稍大的凉亭内，高高的石
条搁几上还放着陶瓷大缸，缸内
盛满好心人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
凉茶。凉亭多在茂林深处的路
旁，我小时候，凉亭就是我爬山
前行的目标。但上海石库门灶披
间上面的房间，完全与凉亭不一
样，为何叫作亭子间？我一直为
之迷惑。

亭子间里的陈设简洁而实
用。一张木质的单人床铺旁边，
立着栗壳色衣柜，柜上精美的闹
钟滴答作响；靠墙的书架格子里
排满了书籍、杂志；临窗的写字
台蛮大，桌面一尘不染，包浆温
润，色泽诱人。行云流水的木纹
理泛着金黄色，能映照出我的头

影；木质的圈椅有点“老态”，适合微
胖的身材，坐着看书、写作都惬意
得很。

亭子间里的空气常态化散发着
淡淡的木香，加有墨香，身临其中，
不由得会静下心来，遐想万千。我
拿起桌上一本厚书，封面上“今古奇
观”四个黑体大字。刚开始时，我仅
是无聊中装模作样地翻着看看，纯
粹是无聊中的时光消磨。然，出乎
预料，我竟然被书中的40个故事吸
引了……千秋邈矣，那些从明、元、
宋、唐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流
传下来的故事，在《今古奇观》中以
白话文的形式娓娓道来，我仿佛盘
膝恭坐在抱瓮老人的讲台之下，仰
首倾听他的讲述。《今古奇观》里的
文字表达画面感极强，在我脑海里
留下一幅又一幅鲜活的社会画卷，
书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是
文字里的“清明上河图”。

当我读到“果然是个樵夫：头戴
箬笠，身披蓑衣，手持尖担，腰插板
斧，脚踏芒鞋”（《俞伯牙摔琴谢知
音》）的人物装扮时，会想到与我随
大人进山砍柴时的装扮相仿无二；
读到“玉郎道：‘姑娘先请。’慧娘道：

‘嫂嫂是客，奴家是主，怎敢僭先！’”
（《乔老爷乱点鸳鸯谱》）时，联想到
慧娘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她这种
自小养成的礼让用语以及恭敬他人
的礼貌举止，在我家乡的长辈身上
也能见到，而且，他们仍言传身教，
为下一代做好榜样；读到“玉郎起身
携着灯儿，走到床边，揭起帐子照看
……”脑子里就有了画面。点灯靠

油，耕地靠牛，同样是我童年时代的
生活场面。半个世纪之前，老家
——东山村是没有电灯的，每晚夜
幕降临，家家户户以煤油灯照亮，灯
火如豆，灯随人走。移动时的灯盏，
火苗跳动的厉害，好像要离开灯芯，
外婆虽然一手挡风，但稍不留神仍
会熄灭。黑暗中，外婆咚、咚、咚的
脚步并不像走路的声音，更像是她
用“三寸金莲”有节奏地捶打着木地
板。刹那间，感觉千百年前古人的
生活细节，古人的社交场面竟然离
我的现实生活那么近！

随着时光的流失，《今古奇观》
里的故事脍炙人口，代代流传，像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俞伯牙摔琴
谢知音》《卖油郎独占花魁》《乔老爷
乱点鸳鸯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等等，更以评书、连环画、戏剧、电影
等多种艺术形式传播，渗入到百姓
茶余饭后的消遣中。大家从古人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中，品味
真与伪、善与恶、富与贫、贵与贱、爱
与恨等人世间的矛盾，感受人间冷
暖亦有真情、世态炎凉不乏爱心的
社会现象，树立起“人恶人怕天不
怕，人善人欺天不欺”等隐恶扬善的
理念，让更多平凡的人在现实生活
中面对完全冲突的价值观、道德观
时，能够选择和确立自己人生的正
确方向。

1974年初夏，我去农村插队。
知青都是十七八岁年纪，彼此从插
队那天起，算是走上了社会，或者
说长大成人了。虽说长大成人，其
实个个童心未泯，诸如嬉闹玩耍、

酗酒寻欢、躲避劳动，甚至吵嘴打
仗的顽童行为屡见不鲜。那时候，
我们大队有少数家庭还留存着几本
残破的书籍，记得有《水浒传》《西游
记》《说岳全传》《封神演义》《隋唐演
义》等，我们借到手后会昼夜传看，
并互相讲述各自记下来的故事，崇
尚正义成为绝大多数知青的思想，
我想，读书对知青的成长有着很多
益处。

近二十年来，社会发展和时代
进步极快。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充
满了高科技和智能化。像一部手机
能将我们生活中很多需求绑定，人
们离开手机或许会寸步难行。另一
方面，受现代生活影响，类似上海石
库门这样的传统建筑被淘汰了，它
们不断从我们眼前消失。但是，无
论科技如何进步，纵然生活万分便
捷，那些民国时期在石库门灶披间
上亭子间里居住的文人墨客，如梁
实秋、鲁迅、茅盾、郭沫若等留下的
文字著述不会消失。还有，人类赖
以生存的基本元素永远不会消失，
这就是我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的阳
光、空气、水源；我们每天需要的衣、
食、住、行和柴、米、油、盐；每个人都
要面对的生、老、病、死自然规律。
在这些不变的元素之外，社会要发
展，技术要进步，人类如何兼顾好保
护绿色生态，保证食品安全，坚守诚
信理念，要有敬畏意识，避免口出妄
语，不破做人底线……这些都可以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找到答案，
其实，古人震耳发聩的声音离我们
并不遥远。

亭子间

潇潇雨歇

骄阳在这个季节，
来得有些早。
小草不知道道中汽车尾气的滋味，
纷纷低点头，
忘却了昨日的烈阳炙烤。

太阳，
今晨出来得有些早，
也许它并不理解人类的复杂活动，
由表及里、由内而外，
进行着一系列神奇的重构。

人，
可敬，
在篱笆内隐现身体的轮廓，
勤劳且善良也已融进小园。
那结香花已然昂首向我汇报。

晨，
归属于生的幽幽气息，
小草在夜里打闹，
在白天呼吸，
近乎孩提时代的美好。

晨，
我趁着阳光尚未完全覆盖，
伸出手，
和每片绿叶握一握，
裂开的瓦盆，
听见叶子淅淅索索。

葱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