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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杰

石凳有多光滑便有多

少双手抚摸过

堆积的炭灰有多厚便

映红过多少张脸

粉壁上的文字有多凌

乱粗野

拿泥巴或者木炭涂抹

的人便有多直率血性

鸟雀转转 蜂蝶逛逛

那块青苔肯定是趁黑

摸到了墙角

青蛙跳跃 蚂蚁观望

这条水蛇印还散发着

清早约会的气息

牛羊不懂坐

它们的声音传过来

日月不能停

它们的身影斜过来

树木不弯腰

它们的叶子吹过来

雪花不回家

它们在亭前飘呀飘过

了年

春雷前 躲雨妹子的

辫子还散发热气

雁阵后 回娘家女子

的包裹已经变凉

雷声

新冠病毒肆虐已有三年，我始终
谨慎地防范着，所幸一直没有中招。
但这次新冠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不
久，我已然成了新冠病毒阳性感染
者。阳后之经历，此生难忘。

也许是我从办公室回家路上，必
经岳林广场核酸检测点的缘故吧。无
论政府提出“48小时”还是“72小时”，
反正我是看见有空隙，就积极做核酸
的。在 2022年 12月 10日至 15日之
间，基本上隔天核酸，都是阴性。15
日晚与友人一起吃晚饭，喝了三五瓶
啤酒，19时 34分，再次前往岳林广场
检测点做核酸，然后散步回家，当晚未
见异常。

16日上午 10时，吃了饭做了体
操，我准备出发去游泳馆游泳时，微信
转来区疾控中心信息：您采集的核酸
检测混管可疑，请就近速到核酸检测
点作单管检测。接到通知后，我不敢
怠慢，于10时49分开车到响岭路检测
点做单管检测，然后直接去游泳馆游
泳。那天心情尚好，体力蛮足，一口气
游了一千多米，然后回到家里吃了中
饭，饭后回到办公室。有友人过来要
喝茶，我说核酸检测混管可疑，请各位
避嫌。大家答曰：没事的，每个人总要
经历一次阳性的。在谈笑中，我的心
是忐忑不安的，始终牵挂着检测结
果。一直到晚上8时，我们吃完饭，还
没见报告发过来，大家认为应该没事
就各自回家了。

我仍是散步到家的，到晚上10时
多仍未见报告，就脱衣睡觉了。一直
睡到第二天，也就是 17日上午 9时才
醒，自我感觉尚好，起床后按常规喝水
揉腹搁腿做好早操，但吃早饭时感到
浑身寒冷，没有精神，只想躺平睡觉。
早餐后就继续上床盖上厚被子睡觉。
10时40分，区防办和锦屏街道防办来
电告知：单管核酸检测阳性，需居家隔
离。至此，我被正式确定新冠病毒阳
性感染者。

确诊后我更感寒冷，服了板蓝根
冲剂及小柴胡等药物，昏睡到下午 1
时多起床吃了点米饭，量了体温
38.5℃，然后继续睡觉，至下午 5时多
再量体温已有 39℃多了。晚餐后，在
服了板蓝根等药物后，又吃了一粒布
洛芬。寒冷感越来越重，精神萎靡中，
又躺倒睡觉了。此后的时间里，我不
断重复着起床方便、喝水、躺下等动
作，这一夜就在昏昏沉沉中过去了。

18日上午9时，我在恍惚中起床，
强打精神按惯例揉腹搁腿做体操，10
时多吃好早餐，在阳台晒了会太阳，当
日气温最低零下4℃，北风吹来冷气袭
人，身体更加畏寒乏力，不得已又钻入
被窝，躺下前测了体温已降至37.2℃，
窃喜，体温的下降，增添了我战胜病毒
的信心。

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睡眠
中时感惊跳式的筋脉酸疼、钻疼从小
腹至上而行，一过性的，还可忍受。下
午 1时起床，因早餐吃得迟，不觉饿，
所以中餐随便应付着吃了点。下午5
时吃晚饭，排骨萝卜羹飘香，食欲大
振，吃了三碗米饭和两碗萝卜羹。除
了保证一日三餐外，体温降后就再没
吃退烧药了，板蓝根和小柴胡冲剂还
是按说明书剂量次数吃的。餐后早早
就睡觉了，好在睡眠好，睡了醒、醒了
睡，就这样又过了一天。

第三天，也就是 19日上午 9时 30
分睡醒起床，又按常规揉腹搁腿做操，
突感双手在腹部一揉，整个腹部就出
现牵扯般的疼痛，强忍着疼痛草草揉
腹完毕，准备站起来做操，感觉整个腰
背已酸疼得僵硬了，腰疼加剧，一动就
疼，只能强忍疼痛，咬牙做完体操后，
疼痛感有所缓解。19日整天就在全
身酸痛中度过。

第四天上午也是 9时多起床，感
觉全身酸疼减轻了许多，疼点突出表
现在前列腺边、双腿膝盖处及腰部，疼
起来钻心剜骨般的难熬。我深知尽管
人的神志已恢复清醒，但侵入人体的
狡猾而凶恶的新冠病毒已经向有基础
疾病的部位发起进攻了，持续难熬的
疼痛在肆意妄为地侵蚀着我的肌体，
只有提振信心和不断坚持，才能有效
抗击病毒。为此，我坚持忍痛做体操，
加大食物摄入，从平时一天吃一个鸡
蛋、一个苹果，变成吃两个鸡蛋、两个
苹果，猪肉、鱼类大口吃，吃饱喝足就
边晒太阳边敲打按摩，果然，疼痛有所
缓解。但到了晚上，深入骨髓的钻心
般的酸胀疼痛好像又加剧了，痛得惊
心动魄。晚饭后，我加大了喝水量，一
杯一杯连着喝，不到一小时就要去次
厕所，计划以白开水来冲刷病毒。夜
已深，疼痛难熬，于是起床，做好防冻
措施，下楼来到县江边，迎着凛冽寒
风，来回行走以减轻酸胀疼痛感。

到了第五天也就是 21日，上午 9
时多起床，起床后自我感觉精神比前
几天好多了，酸疼感不明显了，中饭后
更觉精气神十足，可能是大量的白开
水冲跑了病毒，让人爽快了，真是高兴
啊。在以后的几天里，身体逐步向好
发展，恢复得跟以前差不多了，不幸中
的万幸啊。

经过新冠病毒的痛苦后，我感悟
有三：一是，没有健康的身体，哪怕给
你金山银山也是没用的，所以平时必
须加以珍惜。二是，加强锻炼是有用
的，这次面对狡猾和凶恶的病毒，虽然
精神时有萎靡，但我的食欲和睡眠始
终没有变，这是因为平时坚持经常游
泳等身体锻炼，铸就了较为强健的体
魄，为战胜病毒提供了坚强保障。三
是，加强自我保护，防范病毒必须实打
实，病毒是无形看不见的，要按规定防
范是根本，切不能忽视。

我的新冠历阳记
徐国平

长面是浙东地区传统的特色
面食。我记得第一次到丈母娘
家，丈母娘端上来的点心就是热
气腾腾、香喷喷的长面下鸡蛋。
以前在农村，家里来了客人，左邻
右舍会送来长面蛋。女人坐月
子，红糖下长面是主食。老人庆
生做寿时，都要吃长寿面，既补身
子，又有长命百岁的寓意。

我的一个老同学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做长面，共做了四十
多年，是奉化长面制作工艺的非
遗传人。近日，我去西坞老家探
访他，知晓他因年老已将技术传
授给了他的侄子，但家里的长面
作坊还完整地保留着。每年有兴
趣时还会重拾这门手艺，前几天
就做了一次。

老同学热情地陪我来到他家
老房子的长面作坊，房子面积不
大，但设备安放整齐，保养完好。
面架和工具摆放得井井有条，充
分显示了作坊主人严谨认真、一

丝不拘的手艺人行事风格。
“这是我自己研制的面条挤

出机，一次能挤出四根细条。”他
指着一台看似简单，但很实用的
半机械化机器对我说。听他介
绍，在这以前，长面制作全靠手
工。从和粉到搓条，先粗条后细
条，再到绕面、拉面、晒面，工序
多、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高，有
不少工艺上的要领他也是经过不
断琢磨才掌握的。

原来这一盘盘色如银丝、细
似纱线、细腻柔滑、全长2米多的
长面制作还有这么多技巧，我不
禁频频发问。

老同学见我对他的手艺感兴
趣，也感到高兴。随手在桌板上
拿起一小团白馥馥的面团对我
说，你别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面
团，其实里面大有讲究。选的面
粉要筋力高、色泽好，和粉时加多
少水、放多少盐要根据天气冷暖、
睛天阴天而增减（雨天不能做
面），盐放多了面条拉不长，放少
了面条长而无力容易断裂。老同

学说，他经过多年摸索才掌握了
面粉、水和盐的合适配比。还有
和粉时要反复揉搓压挤，既可以
让水和盐充分、均匀地渗透到面
粉中，又能使粉团柔滑松软。

老同学接着介绍说，和粉后
过半个小时左右开始搓条，先把
粉团放在面板上，用刀切成 5厘
米左右宽的条子，再用手搓成圆
的粗条，一根根接起来后，盘进缸
里，每盘铺一层都要涂食用油，然
后密封半小时，再拿出来搓细条，
搓到直径一厘米左右，再用同样
方法铺入缸里。

接下来的工序是在两个小时
后的绕面，即在专用凳子上插两
根一长一短的竹棒，把细条在两
根竹棒之间绕，绕成“8”字形的细
条后放入长面柜，柜内每层之间
有横条，既防粘连，又能自动拉长
面条。

听老同学讲了这些，我才知道
这根小小细细的长面条工艺这么
复杂，工序这么繁多，他说：精细活
还在后头呢。第二天早上，要从长

面柜取出细条放置在面架上，面架高
2.5米，可升降，上下各有50个洞，插
七八根竹棒拉一把即可将细条拉长
50厘米，过几十分钟，再拉第二把、第
三把，直到拉到2米多长。“慢工出细
活，久久方为功。”这全靠手工技艺。
拉长时要一边拉，一边手摸面条，凭
手的感觉均匀用力，防止断裂。拉好
后再把面架移到室外晒太阳。期间
还要注意是否有风，及时调整在室外
的干燥时间。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制作长
面不仅工序复杂繁多，而且费时间、
耗体力。夏天凌晨一二点钟就要起
床干活，中午在烈日下收面，也很辛
苦。碰到天气突变下雷阵雨，为了
抢收在室外的面条，一家人都要竭
尽全力。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
我离开老同学家，与他握手时，才注
意到他的手掌上长满了粗硬的茧，
手背上突起明显的青筋，显得粗
糙。就是这双四十多年来辛勤操劳
的手，给千家万户送去了美食，我也
深为他的匠心和敬业精神所感动。

访长面作坊

虞燕

儿时，外婆家院子里有个石槽，不
大，窄窄的长方形，阿姨将它洗净，注
入些许清水，先搁鹅卵石若干，再扔几
颗蒜头样的东西进去，之后，好像没怎
么管了，任其自生自灭。种球上冒出
了根须儿，这是我无意间发现的，那么
嫩白、整齐、细密，伸向水里，伸进石头
缝里，而顶部也抽出了浓绿的叶子，越
来越长，跟大蒜叶相似，风吹过，胡乱
摇摆，不像是要开花的样子，但阿姨
说，快了，多给水仙晒晒太阳。

天冷，水仙倒生得愈发繁盛，叶子
箭一般一根接一根射向天空，乍一看，
似是直接从水里长出来的，循着阳光
而去。果然，没过几天，有的绿条顶端
鼓出了粒粒青苞，像一个个可爱的小
拳头，捏紧的、松散的，各有姿态，略凑
近，暗香盈鼻。不巧的是，接下来气温
骤降，腊月的寒气逼走了阳光，数天以
阴雨为主，可怜刚想一鼓作气绽放的
花骨朵，被生生阻抑了勃发的生机，很
有可能枯萎或未开先衰，就算勉强开
放，也是蔫头耷脑的，恐怕逃不过迅速
凋谢的命运。

阿姨果断做了决定，移进屋里。
石槽重，且屋里不好摆放，那就移栽，
玻璃缸大瓷碗均派上了用场，水仙们
暂时告别了集体生活，过上了自己的
小日子，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居住于
玻璃缸和瓷碗里，窗台、写字台、床头
柜上都有了她们的身影。彼时，水仙

正翠绿，令人赏心悦目。夜晚，让水仙
花聚集于灯光下；白天，若天气晴好，
便在窗台上集合，让她们尽情沐浴阳
光。终于，更多的绿条鼓出了花苞，挤
来挤去热热闹闹，而后，纷纷打开，每
一朵花都努力绽放，柔嫩莹白的花瓣
托举出一盏盏明黄的“酒盅”，玉质冰
肌，超凡脱俗，“水中仙子来何处，翠袖
黄冠白玉英”，这句诗实在贴切！水仙
花的香气清新淡雅，在房间里悠悠飘
荡，闻之令人心情舒畅。

窗外，新年的鞭炮声此起彼落，这场
花事来得甚为及时，不经意添了喜气。

第二年，我向阿姨要了水仙种球，
回家自己养。都说水仙好养，有水就
行，所谓“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
玉为肌”，大概就因觉得其易活，便生
出了怠慢之心，只顾着玩，换水不勤，
光照不足，水仙很快委顿下去，花葶纤
弱，绿叶微垂，末端泛黄，心里自责不
已，赶紧剪黄叶，换新水，一天观察数
次，水仙多么宽容坚强，短短几日，又
亭亭玉立于清波之上，看上去，尤其高
雅动人。

由于第一次见水仙开花恰逢过年
时，便默认其为新年花，是一种象征吉
祥团圆之花，此后，每年一入腊月，就对
水仙花加倍上心，若临近春节，仍未见
饱满的花苞，直急得围着花打转，由此，
还得来了个催花的法子，给水加温，不
能过高，以接近体温为宜，挺管用的。

过年了，一盆水仙在桌，即便只开
几朵，顿觉一切都欣然美好起来。

水仙花，新年花

冯秋玲

我们的小区是个园林式的小
区。小区的东面是一条日夜流淌
的小河，河里有好多鱼、虾和黄
鳝。河边是蜿蜒曲折的鹅卵石步
道。小区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样
式各异的凉亭，有中式的，也有日
式的，其中一个还有回音壁功
能。紧挨“回音壁凉亭”的是几个
不同水流方向的喷水池，有个喷
水池里站着一对石质的童男童
女，都捧着一个接露水的石盘子。

小区种有铁树、银杏、桂花、
红枫、樱花、梅花、棕榈树、鹅掌树
等十几种景观树，还有杨梅、白
果、桃子、金桔、香泡、桔子、芭蕉
等果树，高高的乔木和矮矮的灌
木，苍翠的竹林和平凡的小草共
同构成了小区郁郁葱葱的勃勃生
机。在小区，可以春捉蝌蚪夏听

蝉，晨醒鸟鸣日有歌。嘻嘻，住在
这里真好。

前些天，我和先生在晨练，身
边有邻居或在跳扇子舞，或在舞
剑，还有打太极拳的，都有音乐相
伴。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河边的
一些银杏树下起了黄叶雨，好大
的“雨”啊！金黄色的黄叶晃晃悠
悠地落在大树小树上，落在草坪
上，给它们穿上了绿底黄花的新
衣。银杏树真是神奇的制衣匠，
一下子做了那么多新衣！河边晨
练的我们，帽子上、衣服上、扇子
上、宝剑上都是黄花，像金扇、像
蝴蝶，在摇曳，在旋转，真是金风
与笑声共舞，落叶与花扇一色啊！

那年，我们的旧居面临拆迁，
我熟悉了旧居环境，不愿拆迁。
正在拆迁与反拆迁的胶着时分，
同住一个小区的父母执意要去找
房，不得已我只能从命。父母一

下子看中了这个小区。于是，八
旬老父母经常带着吃的喝的，乘
公交车来小区作半日游。他们在
小区里东看看西逛逛，或坐在河
边的木椅子上，看河水潺潺，吹习
习微风，闻醉人的桂香，俨然已成
了业主，享受着城市里难得的乡
野趣味。每次他们回家都会笑盈
盈地告诉我他们快乐的旅游和心
情。在他们一次次的笑容里，我
那颗坚决反对拆迁的心一点点在
动摇，直至消弭，最后，我和父母
都在小区买下了住房。

那天，我和先生在河边的鹅
卵石路上散步，忽然听一位老阿
姨说，这鹅卵石上有字。唔，有
字？这下子我和先生如孩童般的
好奇心瞬间爆棚，我们连做饭都
忘记了，开始了“探险”之旅。我
们从脚下开始，小心翼翼、认认真
真地低头看路。先生聪明，他先

看到了“一生平安”，还有“宁波”，我
则找到了“爱情”，还有代表胜利的
英文“V”、代表吉祥美好的莲花图
案，后来，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人名，

“徐伟仲”。这徐伟仲是谁啊？是做
这鹅卵石步道的工匠？还是他的父
母？爱人？孩子？朋友？或是他牵
挂的人，他的心上人？他现在在哪
里？他过得好吗？他还记得，或者
知道小区步行道的这个名字吗？鹅
卵石步道完成已经十几年了，当年
的工匠也已星散，我真心地祝福、祝
愿“徐伟仲”在宁波这个美丽的城市
找到美好的爱情，也祝福、祝愿“徐
伟仲”们一生平安，幸福永远，就像
嵌镶在小路里的鹅卵石，长长久久。

我爱我的小区，小区里不仅有
美丽的景观，还有鹅卵石上的“爱
情”，让每一个看到的人心里都会有
种柔柔的情愫——浪漫、温暖。若
有所思，心有期待。

鹅卵石上的“爱情”

展翅 杨佩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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