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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照例去日湖散步。
屈指一算，在湖边生活两年有余，
对那一泓碧水，以及湖畔风姿娉婷
的芦苇与荷花，竟有了迷恋。尤喜
夏夜从湖面上飘荡过来的清风，从
身上沁入心底。

穿过路口，日湖已在眼前。突
然觉得面门上扑来丝丝凉意。抬头
一看，天上月朗星稀，并无雨意，
仔细一瞧，原来路旁灯杆的顶部，
曾几何时安装了一排喷头，水雾正
源源不断地喷将出来，似一小片迷
蒙烟雨，在半空飘散，洒在周边花
木之上，然后露珠般在绿叶上凝结
滚动。这可真够新鲜的，一盏路灯好
比一台“室外空调”，给城市除尘降
温减燥。几位路人像我一样举头观
望，并掏出手机拍照，脸上露出几分
小惊喜，大概也觉得稀罕吧。

这种人工喷雾法，不知道是谁
的神创意，但起码让我觉得，这座
城市的建设者和环境营造者，很有
智慧，单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创意，
便让“钢筋水泥的丛林”，弥漫起
淡淡的温情。

因为工作需要，我时常背负行
囊，奔走无定，算起来已在国内的
七八座城市工作、生活过。宁波这
座城，不南不北，不大不小，驻足
此城日久，我觉得她像宁波菜那样
值得细细品味。

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出差到
宁波。天上下着大雨，车在市区里
行驶，我发现许多十字路口，搭有
雨篷。骑自行车的人，在等红绿灯
的时候，躲开了大雨浇头。小雨篷
大作用，除了避雨，还能夏遮骄
阳，冬挡飞雪，给人安全感。也许
是我孤陋寡闻，当时在其他城市，
没见到过这种街头设施。问同车
者，他们也都摇头。可以肯定，在
十字路口搭雨篷这件事，宁波即使
不是首创，也是先行者。

那时，我仅将此归结为南方人
的心细如发，注重城市管理的别
出心裁。因为单凭一件事，还不足以
证明一座城市亲民的整体理念。

后来，又有几次到宁波出差，

每次来，都有新的发现。比如，修
建了许多跨江大桥和立交桥，桥的
边沿，装饰着一盆盆花草，绿油油
的枝叶，五颜六色的花朵，在风中
婀娜绽放，给单调的桥体增添了姹
紫嫣红的春色。又如，日湖的一
隅，竟铺出一个大型的人造沙滩，
成为夏日里市民嬉水的好去处。宁
波的江边或海滩，多泥涂，不好嬉
水，人造沙滩弥补了这个不足。再
比如，我时常漫步的人民路，小小
的窨井盖上铸有“1844”字样，开
始莫名其妙，一查典故，方知这是
宁波开埠的年份。以这种方式告诉
路人宁波的历史，传递的岂止是历
史与人文，还有“走千里路，读万
卷书”的理念。能够小处着力，必
定大处有成，难怪，宁波人杰地
灵、藏龙卧虎、英才辈出。

如果仔细留意，宁波在细节的
点化上，是颇具匠心的。穿过古老
的小巷，原本破败的老墙，被绘上
各种图案，或大或小，或庄或谐，
有山水花草也有人物卡通，虽是涂
鸦，却让残垣老巷焕然一新。经过
工地，宁波不是圈个围栏了事，而
是每一格都喷绘出装饰画，工地上
机器轰鸣，尘土飞扬，有了这些高
山流水映入眼帘，竟让人少了许多
烦躁。环境的美化，就是这样一笔
一笔细腻地勾勒出来的。

刚刚听说，宁波又有了新的目
标，要打造几处“城市客厅”。这
样的“客厅”，自然是露天的，不
需要遮阳伞，甚至不需要石凳和长
椅，市民和游客大可席地而坐，随意
歇脚。客厅的主要功能是休闲，让人
舒适地安放灵魂和心情。可以肯定，
这将大受欢迎——谁能拒绝白天的
阳光和绿地，夜晚的清风和星月，还
有男人们热爱的足球和啤酒呢？

有人说，城市愈大，愈让人感
到孤独。更有人戏言，“小区无知
己，比邻若天涯”。有了“城市客
厅”，可以无拘无束地谈天说地，
或许又是一个朋友圈。

城市给市民以温情，市民还城
市以风雅。

城市的细节
金 毅

身边物事不知不觉中在消失。
大到一个朋友，小至一把钥匙。

惦记起楝树。以前举目可见的
楝树，现在想要找到一棵不容易。

也想不出楝树为什么少见了
的原因。

在我鄞东老家，楝树实属寻
常，路边屋角，田头河畔，随处
可见。树干常常不太粗，树貌普
通，但会长得高大。很少看到成
群 的 楝 树 ， 多 是 一 棵 两 棵 矗 立
着。春暮时会开细细蓝蓝的花，
当时我没有为楝树的花停下过脚
步，不记得那花散发出怎样的味
儿。楝树引起孩子们的注意，是
在秋季，楝树已然结满了绿色的
小 果 子 ， 我 们 称 为 “ 楝 树 果 ”

（果，用老家话读鼓），它小而干
净，硬度适中，天然的“打仗”
利器：把楝树果装满口袋，与小
伙伴们互砸。如果楝树果裂开，
则有刺鼻的苦味扑面而来。

楝树枝脆，攀折时容易断裂。
老家童谣：“楝树炼煞人，桑树救救
命。”“炼”，宁波土话，意为摔下来。
同样常见的桑树富有韧性，土方里
桑树皮还能治骨伤。

高中时参加割早稻，队间门
口的几株河边树，就是楝树，树
枝上挂着社员担来的饭篮，空气
流通，饭菜不易发馊。晌午，大
家结束了一上午的劳动，吃瓜，
用饭，然后或坐或躺在楝树下。
四周无边际的农田，烈日当空，
楝树荫下或许有野风吹过⋯⋯这
片刻的休憩，直催人甜甜睡去。

到冬天，楝树叶子掉光，果子

仍一串串挂着，干瘪、泛黄。需
要锐利的北风，才能把楝树果完
全打落。

老家徐同学家后门，有一棵
野生楝树 （自己长出来的），因为
挡道，老徐把枝丫砍光只剩半截
主干。以为它将死，谁知年年长
新枝，越长越大。几年前村里要
修路，才不得已把树移除。

老徐告诉我，他家里传下来
的几条木凳，及火柜，都是用楝
树木打成的。

我回老家的次数少，就告诉
徐同学，今后如果看到了楝树，
随手拍照来让我看看。

过去了好久，徐同学回复，一
时没发现楝树，他需要慢慢找。

如果打开历史书，会发现楝树
其实高级得很。在中国古典美学意
象二十四番花信风中，楝花与牡
丹、梅、水仙等名花列一起。南朝

《荆楚岁时记》：“始梅花，终楝花，
凡二十四番花信风。”当楝花开放，
已是春尽时节。宋代谢逸《千秋岁》
词云：“楝花飘砌，簌簌清香细⋯⋯
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这里面
隐含着对春天逝去的惆怅。

楝塘，宁波东五乡古镇曾经的
一处名胜，就因为家门口种着两棵
大楝树，亭亭如华盖。此屋系当地
望族李氏别墅，位于汇纤桥东，
紧邻后塘河。植楝树者为明代中
期的李正华，他说：“楝，苦木
也，吾以此示子孙。”到明末清
初，楝塘的主人成了李邺嗣，他
写下了著名的 《鄮东竹枝词》，其
中有一首记自己的家：“客来定说
访天童，小白河干纤路通。每过吾
门常指顾，一船吹满楝花风。”诗后
自注“寒家门植双楝，故名楝塘”。

五乡的楝树现今还有吗？
日前，横溪王国明兄听说我

忽然对楝树感兴趣，甚惊诧，他
告知在亭溪岭山脚依稀看到有几
棵，但不能确定是否楝树。既然如
此，我打算等秋凉，去横溪转转，
爬爬亭溪岭，并看看岭下究竟有没
有长着楝树。

楝树
老 青

天气转凉，再过些时日，家中
的凉席就该撤去了。宁波有的地
方，管凉席叫“滑子”，用蔺草当
原材料，但就全国来说，凉席主要
还是一种竹制品。古人给凉席安了
个雅称：玉簟，宋词云“红藕香残
玉 簟 秋 ”， 这 个 “ 簟 ” 字 ， 音 同

“ 电 ”， 竹 字 头 ， 原 本 就 指 竹
席。——在我的家乡庵东镇，以做
竹制品为营生的手艺人，方言管他
们叫“簟匠”，而不是“篾匠”。

我在庵东定居的最后时光是住
在七二三大街北段，联排一通三的
三层楼房，正门朝东，左邻右舍墙
壁相连，都是一样的户型，那时候
我家右边的邻居，就是一位簟匠师
傅。

至 今 没 弄 清 簟 匠 师 傅 姓 甚 名
谁，反正周边的居民见了直接叫

“簟匠师傅”。他年纪应该比我爸爸
大不少，我按辈分平常叫他“大爸
爸”。簟匠师傅看起来很是老气，
头发灰白杂乱，面庞干瘦，身前总
是系着一件大号的粗布围裙，坐在
椅子上，一声不吭地编竹器，最醒
目的，当然是他那双手，皮肤发
皱，关节凸起，十个指头时常缠着
胶带，因为长年编织竹片而磨砺得

粗糙不堪，那真是手艺人的手。
簟匠师傅总在家，他不用出门

干活，家中第一进房间就相当于他
的工作室，墙角堆满了成捆的毛
竹。庵东海濡盐碱之地，不产竹
子，我小时候好奇地问他这些竹子
是哪来的，簟匠师傅说是余姚四明
山里的。虽说是簟匠，他却不做席
子，做的都是细细巧巧的日常用
品，比如淘箩、吊篮、食罩、簸箕
等等。做好的成品，顺手抛到地上
码着，等待买主上门来买。做簟具
是个苦活，手被锋利的竹片划伤是
家常便饭，更考验匠人的耐性。很
多时候我看簟匠师傅蹲在那里干
活，一蹲就是大半天，也不说话，
唯一发出的声响就是当手头的竹片
用完时，他会拾起地上的柴刀，挑
出新的竹子，先劈砍成细条，然后
一遍一遍地刨成竹片，竹片须刨得
厚薄均匀，才能刚韧相宜，如果要
把竹片箍成圈，那就得再刨薄一
点。

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
看起来很孤单。簟匠师傅明明有家
人，他有老伴，很奇怪的，我与他
们家做了许多年邻居，也没见过他
老伴几面，她好像只愿意“宅”在

里屋，几乎足不出户，除了每天饭
点时会叫簟匠师傅进去吃饭。听说
他有儿子、儿媳，我更是从来未曾
见过。

从初中起我就开始住校，只有
假期才回家。在家时我得闲暇，常
常会坐到簟匠师傅边上，同他聊
天。说是聊天，其实就是少年的我
一个人在那里“念猫经”，簟匠师
傅基本上不接话，他是一个理想的
聆听者，偶尔听到什么顺耳的话，
他会用赞许的目光看看我，只有在
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会抬头跟
我聊上几句，手上活计却是一刻也
不停歇。簟匠师傅几乎没任何娱乐
活动，他家里订了一份 《宁波晚
报》，他也不怎么看，倒是我时常
拿来讲给他听。当年的晚报内容挺
丰富，上至国家大事时政要闻，中
至中考高考各个批次学校的投档分
数线，下至新近流行的影视节目剧

情介绍，什么都有，譬如台湾版
《流星花园》 中 F4 上的贵族学校叫
“英德学院”。现在回想起来，我们
曾经很真诚地陪伴对方度过了寂寞
的日子。

我家左邻，是一户卖青蟹的人
家 。 我 们 方 言 管 青 蟹 叫 “ 黄 蛤
蟹 ”。 很 多 人 可 能 只 知 道 浙 江 的

“青蟹之乡”是三门县，却不知道
我 们 庵 东 镇 同 样 也 是 “ 青 蟹 之
乡”，《庵东镇志》“大事记”中有
记载：2001 年 2 月，省海洋与渔业
局命名庵东镇为“青蟹之乡”。

我一个发小外号叫“马桶”，
他爸爸常来我邻居家买蟹，看到我
会笑着说：“怎么不来我家玩？马
桶一个人在家无聊呢。”等我真去
马桶家玩的时候，我们想打游戏
机 ， 这 时 马 桶 会 语 带 怯 懦 地 说 ：

“得问问我爸爸，如果他不同意就
没得打。”马桶敬畏他爸，其实我

也挺怕的，马桶爸爸是镇里的干
部，自带一股威严。游戏机诱惑太
大 ， 我 考 虑 再 三 还 是 试 探 着 说 ：

“要不咱们一起上去问问你爸吧。”
结果我俩就跟“程门立雪”似的，
一直等到马桶爸爸午睡时间差不多
过了，才一起轻手轻脚上楼，来到
卧室外，马桶看看我，我底气不足
地向房内问了一句：“大爸爸，我
和马桶可以打会游戏机吗？”“不
行！”房内传来中气十足的一声。
我们毕恭毕敬“趋庭鲤对”，没想
到换来“一票否决”，真是泄气，
只得灰头土脸下楼去。

其实我儿时去得最多的是另一
个发小“老虎”家。老虎爸妈在宁
波做生意，不常在家。印象中老虎
爸爸是个高高壮壮的大块头。我最
近一次见到老虎爸爸，已是六七年
前的事，在老虎的婚礼上。我去敬
酒，没想到意外看到老虎爸爸坐在
轮椅上，形容苍老，反应迟钝。事
先我听老虎提起过他爸已患重病，
但亲见时依然觉得触目惊心。老虎
妈 妈 见 我 来 ， 凑 到 丈 夫 耳 边 说 ：

“这是阿 B，老虎的同学，小时候
常来我们家玩的。”老虎爸爸看着
我，点点头，想说话，可是嘴里含

糊不清，站也站不起来。我心下一
阵酸楚，连忙拉起他的手：“大爸
爸，你要好好保重身体！”——那
是我生平第一次意识到父执的衰
老，还来不及心理准备。

金庸在 《倚天屠龙记》 后记中
写到“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
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
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
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
般的挚爱”。

前年我回镇上，原先邻居中一
位开按摩店的阿叔请吃饭，桌上问
起几位老邻居的近况，很自然地提
到簟匠师傅。阿叔说簟匠师傅中风
了，瘫在床上，早就没法做生活了。

“啊——”我愣在那里，指间
筷子掉落，眼前浮现出簟匠师傅从
前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情形。

“讲起来多少危险啦！”阿叔还
在比画，绘声绘色，“那天幸亏我
在旁边，眼睁睁看着簟匠师傅从椅
子歪倒在地上，话都不会说了，我
一看架势不对，连忙叫了几个邻居
把他抬上车，我一路红灯闯过去，
只十分钟就开到了浒山的医院。医
生看了说，再晚到一会，估计就抢
救不回来了。”

簟匠师傅
林 彡

我 与 教 师 这 一 职 业 的 结 缘 ，
和父亲有关。

父亲出生于余姚山区一个贫
苦家庭，1948 年 7 月中旬参加三
五支队，新中国成立后分配至奉
化工作，曾任奉中镇镇长、县委
党校副校长。后因胃病严重，县
委照顾他带家属到县属单位林场
工作，直到离休。

清楚记得，父亲在县委党校
讲课时，7 岁的我怯怯地站在门口
听。父亲讲完课出来，拉起我的
手，走过东门路，进了大门走上
二 楼 就 是 我 的 家 。 受 父 亲 的 影
响，我从小就喜欢当老师。

高 中 毕 业 后 ， 我 回 家 劳 动 。
1974 年 2 月，到县林场附近的南
岙小学代课。当时学校只有两个
老 师 ， 我 和 樊 老 师 ， 有 四 个 班
级、50 多个学生。樊老师教一二
年级，我教三四年级，都是复式
教学，每月工资 24 元。大队不安
排老师住宿，住房是自己租的。
后来大队负责人问我：“大队畜牧
场现在不养猪了，有空房子，你
要不要住？”“要住！”我立即答
应。此后住进了畜牧场，空房有
两间，23 平方米左右，比租房舒
服多了。到了晚上，我把在操场
上 玩 的 学 生 叫 到 住 处 给 他 们 补
课，内容有 《三字经》：人之初，

性本善⋯⋯学生静静地听，睁大
眼睛看着我写；我还给学生讲鲁
迅的故事：鲁迅本来叫周树人，
阿妈叫鲁瑞，鲁迅爱戴母亲，后
来就以他妈的姓给自己起了个笔
名⋯⋯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开始
几天，不少父母四处找自己的孩
子，知道在我这儿补课后就不再
找了。大队负责人向公社表扬了
我，我因此从代课教师转为民办
教师，每个月还加了 2 元工资。此
后 我 教 书 更 来 劲 了 ， 学 生 也 爱
听。一下课就与学生玩“老鹰抓
小鸡”，小操场上充满欢声笑语。

1977 年 3 月，事业单位职工
子女可以顶职，我便招工进了林
场，分配在高山林区工作。我没
放弃学习，在业余时间学习 《古
代 汉 语》《现 代 汉 语》《文 学 概
论》《写作》 等课程，还试着搞文
学创作，在 《雪窦山》 杂志发表
过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因
为常在报刊发表一些文章，我被
调到场部当了文书，但我还是向

往教师这一职业。
1996 年 5 月，为培养更多技

术工人，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奉
化建立技工学校。经过努力，我
从林场借调到技工学校。

我刻苦钻研教学技能，努力
提 高 公 开 课 质 量 ， 根 据 学 生 实
际，抓实“双基”训练，形成了
以 “ 三 段 式 ” 为 中 心 的 授 课 方
法。清楚记得新学期给大专班学
生上经济课，我从生产活动讲到
生产企业和企业生存，再从企业
生 存 引 出 经 济 效 益 。 离 开 教 室
时，好多同学拍手。由于上课生
动 ， 每 学 期 学 生 测 评 均 名 列 前
茅，因此受到校领导重视。1998
年 7 月，我终于以教师身份调入奉
化 技 工 学 校 ， 正 式 跨 入 教 师 行
列，我激动得掉下热泪。

技工学校适应国家形势，开
展“一专多能”教学活动，我积
极参与，并收集材料精心写稿。
1997 年 5 月 10 日，《宁波日报》 发
表了我写的报道 《奉化技校施行

一专多能教学模式》。第一次看到
自己的名字出现在 《宁波日报》
上，我高兴得跳了起来，马上打
电话给学校方校长。方校长听了
连声夸赞：“好好好！给你奖励！
中午多喝几杯老酒！”后来以此篇
报道为基础，我全身心投入，积
累素材，长篇通讯 《一张文凭，
多种证书——浙江奉化技校培养

“一专多能”新型技能人才》，在
国家级杂志 《现代技能开发》 发
表 ， 并 上 了 杂 志 封 面 导 读 。 随
后，论文 《谈技校学生关键能力
的培养》 在劳动部主办的 《职业
技能培训教学》 杂志发表，并被
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 2000 年 9 月
出版的大型丛书 《中国现代化建
设研究文库》。

我 还 编 写 了 《职 业 指 导 讲
义》 三册，作为学生技能培训教
材，后又有多篇论文在国家级杂
志发表并获奖。2003 年 6 月，我
破格晋升为讲师。我曾被评为宁
波市技校系统优秀班主任、宁波
市技校系统优秀教师，个人事迹
被收入 《中国教育大辞典》。

2012 年 ， 我 从 技 工 学 校 退
休，闲暇时常常回忆起自己的教
师生涯，虽然清贫一生，但从未
后悔，我深为自己曾经是一名教
师而感到光荣。

无悔从教路
赵宁善















许是看书之故，前段时间，
一连熬了几夜，这不，才到晚上
十点，我便觉得有些困了，靠着
枕头，不知不觉就打起了盹。睡
至 半 酣 ， 忽 觉 手 中 的 书 往 下 一
滑，瞬间，瞌睡虫尽散，人便清
醒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先去看手
里的书，生怕被谁抢走了似的。

书还在，只是看的进度有些
慢 ， 到 现 在 为 止 才 看 了 四 分 之
一，心中不免有些惭愧，只怪自
己没有长发，不能悬梁而读，否
则必然通宵达旦以补旧缺。

书既然不曾看完，虽则已经
很累了，几乎坐在椅子上都能睡
着，但是心里总觉得好像有什么
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不一会儿
便醒了。耷拉的脑袋，好像有人
拽着头发，始终不肯沉沉睡去。
我从冰箱里取出几枚李子，将果
肉吃尽了，把核含在口中，用以
驱赶睡意。

之所以如此孜孜矻矻，大概
是因为书的魔力太大吧。只是这
样的状态显然是不适合细读的，
此时，若是有人导读，倒不失为
美事一桩。当然，我也只是想想

而已，醒醒睡睡，蒙蒙眬眬，权
当是做了一个梦。

我将书放下，又顺手将它取
来打开，眯着眼睛瞥看书里的文
字。有时候困倦极了，眼睛虽然
勉强睁着，但大脑的回路已经跟
不上阅读的节奏，故而只能算是
死读书。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
号，打我眼前飘过，却仿佛蜻蜓
点 水 似 的 ， 有 些 飘 入 人 心 里 去
了，有些则是一晃而过。虽然很
多精彩的句子没有完全记下来，
但 是 看 与 不 看 ， 有 着 本 质 的 区
别。至少看过之后，脑海里是可
以留下一个梗概的——书里大致
讲了哪些内容，又有哪些精彩篇
章？

记 得 古 人 常 把 “ 晴 耕 ” 和
“雨读”列作一处，并把雨天读书
唤作“读雨书”。若是按照这个标
准 ， 我 在 犯 困 的 时 候 读 书 当 是

“读困书”了。
人在犯困时读书，心眼极难

专一，可是放又放它不下，便只
好做一回有口无心的小和尚，像
念经一般不求甚解地去读它。好
在书里的文字也不似老先生考察
学问，字字句句，出不得半点差
错。其实，仔细想来，它更像是
学生时代联床夜话，一边睡意已
经在催人入眠了，一边心里头却
还有很多的话要讲，于是在睡之
前，凭着意念，断断续续地聊上
几句。

于年少时的我们而言，卧谈
会里能多聊一句是一句。这种心
情，未曾亲历者是无法理解的，
正如读书，明明可读可不读，但
分明，它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是那
样的重。

困极
欲寻书

潘玉毅

画意月湖
陈顺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