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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娘家”在东海之滨的北
仑港区。那是一片沸腾的港湾。不
管白天还是黑夜，巨轮的汽笛长鸣
声，和着码头的机器轰鸣声，像是
乐团演奏的交响曲，让每一位走近
它的人儿莫名地激动和兴奋。上世
纪 80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
这里工作时，它还是一块尚在开发
建设中的热土。

如今，经过近四十年的风雨兼
程，这里已成为甬城“港通天下”
的窗口，成为大宗货物集散、中转
的基地。去年秋天，我从工作了一
辈子的“娘家”退休，
港区的一切虽然已经淡
出视线，但某种东西已
经牢牢地留存在内心一
角。不经意间，时常会
想起在“娘家”的点点
滴滴。

刚刚参加工作时，
因为单位地处偏僻的新
碶，远离热闹的甬城，
交通、信息闭塞。印象
最深的是，每天开往城
里的公交车仅两班，出
行活动相当不便。一些
家在外地的青工，唱着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可这里业余生活枯燥单
调，又缺乏交流的平台
和 机 会 。 这 时 ，“ 娘
家”出手了，把用来开
大会的偌大礼堂，改造
成既可以打乒乓、玩台
球的活动室，又兼作舞
会的场所。很快，这里
热闹非凡，人头攒动。

“娘家”又根据四时气
候变化特点，组织能让
更多人参与的拔河、划
船、歌咏、篮球等比赛
活动。尤为难忘的是划
船，因为比赛场地和项
目的特殊性，不仅参与
人多，可观赏程度和感
染力也是最强的。那条
紧依港区家属区的叫作
中河的悠悠小河，在每
年的某个夏日，曾牵动
多少人的神经、勾住多
少人的眼球，为的只是
一睹比赛时船桨奋力划
动泛起的朵朵浪花。两岸此起彼伏
的哨子声、锣鼓声和加油声，今天
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想起这些，我的眼前还会掠过
一张张神情灿烂的青春的脸容。不
少单身男女互生好感，就是从一个
小小乒乓球接发、一曲优美华尔兹
旋转、一支船桨挥臂奋进中得到感
应。当年被称为大龄青年的子君
姐，也是在这里找到了她的另一
半。之后，经常传出谁谁在排练节
目时对上眼了；谁谁在“娘家”的
牵线搭桥下，与附近大碶、霞浦、
小港等地的学校老师牵了手……一
些单身男女，陆续在“娘家”成功
结对、安家落户。后来，他们成为
这方土地蓬勃发展的创业者、开拓
者、坚守者以及见证者。

曾几何时，自己住在港区家属
区。探出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码
头上四十多米高的红色卸船机是否
处在作业状态。每天起床第一件
事，我总会有意识地去眺望那个方
位。因为只要码头有船作业，“娘
家”就会推出单船、月度、年度生
产等劳动竞赛。这些竞赛内容，像
林中的一支支响箭，让上上下下的

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些竞赛内
容现在读来仍朗朗上口，如“决战
三十天，实现开门红”“奋战 100
天，拿下 1000万”……大门口宣传
橱窗内还张贴着生产与时间进度的
倒计时图表，让人时时都有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这时的码
头，就是战场。面对难度大的船舱
和货种，总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挺
身而出，即使他们的家中有发烧的
孩子，也会硬硬心肠交给另一半去
分担。而第二天在通往港区的班车
里，消息灵通人士准会通报过去一
昼夜码头卸了几只舱，完成了多少
吞吐量。那神情和腔调满是自豪。

从 事 文 案 工 作 的 我 ，
也多次与科室同事一
起在长长的码头廊道
上，有过用铁铲清理
落料、拉着手拉车艰
难爬坡的经历。现在
翻开手掌，还能依稀
看到当时留下的老茧
痕迹。“娘家”在赢得
商机抢占市场份额的
同时，总是不忘及时
与员工分享战绩。所
以，人人被这种氛围
熏染着，只求多做事
做好事。连当时后方
职工医院的医生，也
时常打探码头生产情
况。只要有员工或者家
属就诊，马上开通绿色
通道。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
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清
楚地知道，我的写作爱
好也得益于“娘家”的
培养。某个春日，在没
有任何要求和铺垫的情
况下，因为单位总经理
发现我在某报上登载过
几篇“豆腐干”，就被
意外调到专门与文字打
交道的宣传部门工作。
也是这一次转身，让我
倾听到一些更为真切的
声音和呼吸。

其中有一种声音，
不断地被复制粘贴，成
为第一代港区建设者津
津乐道的事情。那是对
一位局级领导的感怀。
因为这位领导到基层走

访和节日慰问时，总是不忘前往最
辛苦的码头前沿班组，去看看那些

“倒三班”的司机，听听他们的想
法。有时，只是去紧握一下那些在
几十米高空作业、轻轻一抓就是几
十吨货物的吊车司机的手。几次三
番后，还记住了一些司机的名字。
这种被单位总经理的上级领导记住
名字的感觉和效应，有时远远胜于
物质激励。而在从宁波、镇海等地
发往北仑港区的班车里，总能看到
领导的身影。有时“娘家”分发一
些福利，领导拿什么上车，员工也
一样不拉。那时，上上下下都被某
种东西鼓舞着。还记得有一艘叫作

“大凤凰”的货船靠泊后，“娘家”
仅用 91个小时，就接卸了 26.1万吨
的货物。我也被某种力量感染着，
不断地接收、报道港区里的鲜活新
闻。有位家住宁波的技术员，据说
他的女朋友在某媒体看到他所在的
班组在烈日下抢修设备的照片后，
很是为他高兴和骄傲。后来这位女
朋友，成了他孩子的妈妈。现在，
这位技术员已经成长为一方的负责
人，不知道其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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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个月的吉林延边图们市人民医院的
帮扶工作顺利结束了。绵绵细雨中，我们强忍
着眼泪，和驱车几十公里送别我们的图们市卫
健局和市医院的领导们告别。回来的路上思绪
万千，在图们的每一天历历在目。

去时心情是沉重的，回来时心情依然是沉
重的；去时沉重是因为要撇家舍业、去遥远的
边陲工作一个月，回来时沉重却是因为依依不
舍之情和无尽的收获与感慨。

启程时宁波已是春意盎然，但在赶往图们
的路上，天上却飘起了雪花。到达图们的第二
天，老天瞬间变脸，整个市区晴空万里，天空
是儿时记忆中的那种蓝，通透得看不到一丁点
杂质，可大地依然还在沉睡，看不到一丝绿
意，寒风瑟瑟……虽是清晨，图们市人民医院
的门诊大厅却热闹非凡，我们受到了图们市卫
健局和图们市人民医院全体员工的热情欢迎，
他们还为与我一起参加帮扶工作的宁波北仑的
三位专家精心安排衣食住行，走进住宿的公
寓，里面应有尽有，和家全无两样。

图们市人民医院刚刚引进了全新的飞利浦

公司的 64 排 CT，我的工作就是参与放射科每
天的日常工作，尽快推广64排CT的临床应用。
来之前我做了必要的准备，计划在医院和科室
多做几次讲座。在科室的7次专题讲座，都是利
用中午休息或下午下班后时间进行的，每次都
无人缺席，还得到其他科室同事的积极响应。我
在医院做了3次讲座，职工听课热情同样高涨，
每次都有院领导和科室主任、护士长参加。

我入科工作的第三天中午，在门诊大厅遇
见了准备下班的姜院长。他询问了我工作的情
况后，问还有啥要求。我简要说了一下科室急
需解决的问题，他说好，我们下午两点召集相
关负责人开个会。在会上我提出了取消纸质申
请单、放射科急救设备、药品的配备和图像传
输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医院领导马上落实。
其中取消纸质申请单和图像传输这两项工作牵
扯科室多，工作量大，但他们也仅用不到三天
时间就全面解决了。

图们位于吉林延边，紧邻朝鲜，是一个边
陲小县，总面积 1142.3 平方千米，总人口约
13万，但常住人口只有6万左右，且以中老年
人居多。图们江就是中朝两国在这里的分界
线。在人们印象中，这里可能会脏乱差，到了

后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完全出乎你的想象：城
市干净整洁，市民热情友善，社会治安良好。

工作之余，我去商店购物或饭店吃饭，一
听口音，当地百姓会自动与我搭讪：“你不是
本地人，到这来玩还是出差？”我问路，他们
会详细告诉路径，要不直接为我带路。机动车
遇到斑马线，司机都会主动停车给路人让行。
来医院就诊的男女老少，会主动向医务人员问
好、鞠躬，就诊完毕同样鞠躬道别。作为医
生，我深深感受到一种尊重。每遇到这种情况
时，我也会情不自禁起身回礼。

图们的任何单位都是敞开式的，没有围墙
或围栏；医院楼下未上锁的自行车或电动车停
放整齐，其中不乏价格不菲的变速自行车，这
里的治安原来这么好。卫健局领导和医院领导
关心我们的业余生活，周末几次陪我们爬山，
我发现当地群众上山时背包满满的，里面装的
是食品等所需物品；下山时背包仍然是满满
的，背包里面却是垃圾。上山和下山的路上你
很少看见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图们市朝鲜族人居多，在朝鲜族学校里，
他们从小就接受尊老爱幼、互帮互爱、有礼有
节的良好教育。

一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这
一个月的感受却是那么强烈：在物欲横流的当
今，在祖国的边陲仍然有如此的净土，而我又
能在这片净土得到磨炼和洗涤，这是何等的福
分！2019年4月的每一天，我是那样的充实和
平静，它将成为我一生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告别图们时，金达莱花已是漫山遍野，市
区也已春意盎然。我想，我一定会再次踏上这
片净土的！

图们一月

李正平

我终于见到她了，她也看见了我，目光对
视间，时光穿越了六百多年。在幽雅静谧的展
室里，在温柔谐和的灯光下，她静静地展现在
我眼前，令人陶醉。她，就是那幅闻名于世
的、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2011 年 6 月，
创作于六百多年前、分离于三百多年前的《富
春山居图》 之 《剩山图》 与 《无用师卷》，在
台北故宫博物院完美合璧，成为轰动一时的艺
坛佳话。我有幸目睹了这一值得永远铭记的文
化幸事。

黄公望系元朝画家，步入画坛较晚，50
岁左右才开始从事山水画创作，画到 80 岁
时，才情似火山般喷发，画艺登峰造极。最
富有戏剧性又具标志性的是，他与无用禅师
的富春江之行。那年他们相约去富春江游
玩，当一叶扁舟在山花烂漫的富春江畔游走
时，两人被如诗如画的山水美景深深陶醉，
当即约定，由黄公望以富春江沿岸风光为
题，给无用禅师画一幅长卷。一诺千金，这
一画就是 4 年。之后继续增补完善，前后大
约倾注了 7 年心血。当画作全部完成时，黄
公望就像燃尽的蜡烛，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他终于在谢世前信守承诺，将这幅鸿篇巨制
交到无用禅师手中。

但是，令黄公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后
六百多年来这幅画所经历的波折，比他一生的
命运还要坎坷。

我一遍又一遍地排队，从头到尾仔细欣赏
这幅“异想天开”的神作。原本，想从头到尾
完整地看完这幅作品，得分赴两地，因为作品
前一段《剩山图》保存于浙江博物馆，后一段

《无用师卷》则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 一经问世，便受到历代书

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乃至帝皇的推崇，大家
都以能亲眼看见为荣幸，使得这幅画既备受赞
颂，又历经沧桑。几百年来，这幅画在一个又
一个藏间流进流出，一直被深藏在高宅大院，
只于夜深人静时，供玩家自我欣赏。清顺治年
间，这幅画落到了宜兴大收藏家吴洪裕手中，
他将其奉为至宝、视为生命，专门建了“富春
轩”楼阁收藏此画，供自己饱享丹青之福。

1650 年，吴洪裕弥留之际，叫下人把这
幅画丢进火盆焚化，意欲陪伴自己去另一个世
界。当火舌舔舐此画时，他的侄子趁吴洪裕不

备，眼疾手快把画抽了回来，并往火中投入另
外一幅画，以障眼法救下 《富春山居图》。画
是救出来了，可已焚成两段，中间一小段已不
可修复，只好一分为二，重新装裱，一幅画由
此变成了两幅画。人们把前面 50 多厘米长的
一小部分称为 《剩山图》，后面 6 米多长的主
体部分称为 《无用师卷》。从此，《富春山居
图》一分为二，走上了离别之途，开始了各自
颠沛流离的生涯。这一分离就是三百多年，这
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我先看到的是现收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剩
山图》。不要小看这短短的50多厘米，却是整
幅画卷的起势图。虽然经过火烧，但仍保留了
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剪裁拼接
的痕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幅完整的作
品。画面上天地悠远、山水平阔、云树苍苍，
一派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江南气象。接着看
到的就是那6米多长、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 《无用师卷》，黄公望用炉火纯青的笔墨
技法，描绘出富春江沿岸的景色，群峰竞秀、
层峦叠嶂，松亭石坡、浅滩烟林，丛林村舍、
水天涟漪，把浩渺连绵的江南秀丽山川景色表
现得生动细微、淋漓尽致。

1745 年，一幅 《富春山居图》 被收入皇

宫。乾隆皇帝看了之后爱不释手，经常拿来
欣赏，情至所致还在画作上赋诗题词、加盖
玉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翌年，又有一幅

《富春山居图》 收入宫中。乾隆以为后一幅是
仿的，但还是叫人妥善收藏起来。其实最终
被人鉴定为真迹的恰恰是后一幅。正因为乾
隆的嘱托，它在宫中保存了两百多年，画卷
完整而清爽。今天，那幅被皇帝看走眼，被
称为“子明卷”的 《富春山居图》 图，也陈
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室内，一眼看去，几
可乱真。

2010 年，在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
理在讲到台湾问题时提到了此画：“一段在大
陆，一段在台湾；画是如此，人何以堪？”短
短几句，意味深长。2011年 6月 1日，经过多
方努力，由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办
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
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盛大开启，分别保存
于大陆和台湾、分离三百多年的两幅画，第一
次合璧并对公众开放。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桐庐。
经一位宁波籍人士极力推荐，我来到县城北面
的富春江边。站在亲水平台上，江水铺展到对
面的山边，山峦倒影在平坦的江面，一幅活生
生的 《富春山居图》 扑入眼帘，那山、那水，
那峰、那壑，那松、那石，那舍、那人，让人
感慨良久、思绪万千。

泱泱中华、文化如水，虽相隔数千年，却
一脉相承，从未断流。一幅断画，那一段残缺
虽再也无以修复，却是在明白地传递着这样一
个理念：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匆
匆过客，对源远流长的文化，只有敬仰敬畏和
百般百倍地善待，薪火才能代代相传，不致熄
灭。

那一段残缺

魏明珠

我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形容词
淡淡的阳光涂在面包片上
像你独有的温暖，于是麦子开花
马兰开花，石榴开花
被隐匿的火焰与梦
翡翠镶嵌，令人着迷

我在城市灯火里，也在远方的旷野
看众鸟高飞，将去年的星星一个一个
擦拭一遍
看百花散落，怎样画出一颗初心
这都是我的喜悦
即使微雨婉约，透露整个春天
我只抱着时光，拂去尘末
这窖藏了多年的诗歌
没有盛开，已有香气

初夏

吴百星

归去来兮

这山这水回来了
隐隐约约伸手可触
这倒影若有若无
聚聚散散又清晰又模糊

远山与近水缺一不可
农夫与耕牛缺一不可
肩头不可能
没有生存的犁轭
秧担不可能
从欲望的季节失落
挂在蓑衣上的豪气或雾霭
已弥漫成无可复制的一幅水墨

这歌这图回来了
隐隐约约伸手可触
这吟咏时隐时现
断断续续又深沉又辽阔

草木与云霞缺一不可
韵律与节奏缺一不可
水坝呀悠长

一支记忆的牧笛
音孔呀飞扬
给我以幽梦般乐曲
走在时光里的过去或未来
已弥漫成无可复制的一幅水墨

梯 田

即使薄薄寸土
我的 我必争

蚁啃骨 蜂筑巢
我以梯田 赢得山峰
一双茧手
折叠 贫瘠的岁月
一块蛮石
流动 美的意境

生活 像这荡漾的波纹
一浪一浪 往高处攀升
我把山歌 插上半空
秧苗日长夜大 窜出云层
靠近太阳的成熟
粒粒闪光 金色永恒

种田人 种金的人
种田人 登天的人

给五月（两首）

□诗歌

□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