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2019年7月24日 星期三

责编/李菁
美编/曹优静 照排/张婧

三江月

总
第6

6
8
8

期

配
图

李
海
波

投
稿
邮
箱
：e

s
s
a
y@

c
n
n
b
.c
o
m
.c
n

那片山水的情意
□朱宝珠

丈夫曾经服役过的部队驻地温州，也
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

那年秋天，我满心欢喜地接到调令，心
急火燎去该地教育局报到。人事科却笃悠
悠，让我自己选择合适的学校。走遍部队
附近的农村学校，竟找不到一所心仪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温州市郊学校，
校舍设施简陋，破旧得难以想象。心里好
一阵子纠结郁闷，仔细想想也释怀了：人
不能不知好歹，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调
到温州，正是为了解决牛郎织女两地分
居，不是为了享受学校的优越条件。

横下心来，爽快地挑了所中小学合在
一起的“戴帽子”学校。此校坐落在山脚
下，与部队只隔着一座小山。早上带着儿
子，登上弥漫着氤氲云雾的层层台阶，呼
吸着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感觉像进入了
偌大的氧吧！这样的上班路新鲜有趣，可
天天爬山，确也有点累人。

初来乍到，听温州话似听外国话。庆
幸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单位，遇到古道热肠
的王老师。她耐心地帮我翻译温州话，又
教我日常的口头语。

龙湾这块依山临海的福地特别敬师
重教，男女教师一律尊称为先生。温州方
言简练、省字，放学路上碰到学生，他们很
有礼貌地与我打招呼：“支三，你做该？”我
漠然，“朱先生，您回家？”学生又用普通话
与我对话。

曾亲身经历过的一件小事，更印证了
龙湾村民感人肺腑的尊师之情。

部队家属楼后面连绵的小山上，村民
种了许多番薯。暑假里，那些年龄稍大的
孩子，带着十来个懵懂的孩子上山“烧
烤”，就地取材挖番薯。当时番薯才长到
拇指大，熊孩子不甘心找不到大的，拔掉
了人家半畦番薯藤。

番薯地的主人老远看到，大吼一声，大
点的孩子四处逃散，剩下小的，也包括我的
儿子被抓住了。同楼的军嫂与我一起上山
领孩子，看到村民心疼被糟蹋的番薯，我俩
赶紧赔礼道歉，并想适当赔偿其损失。

当知他是龙湾白楼下的村民时，我高
兴地告诉他，曾在那里做过老师。那村民
当即笑了，说“没关系，没关系”，要我带着
孩子立即回家。同去的军嫂也奇怪了，你
一说当老师的，那村民就这样客气了。

其实，我在白楼下学校只待了短短两
年。因改革开放需要，把地理环境优越、
发展前景广阔的龙湾地块整体开发，成立
了新的龙湾区。我的工作随之调到了区
教育局。

人调走了，可我心里常常念着王老师
夫妇对我的好。随军头几年，不知是离开
父母的缘故，还是水土不服，总是病恹恹
的。第二年请了一个多月病假。丈夫去

椒江执行任务，顺便带我去疗
养。五六月份湿气重，待回家
时，看到搁置的大米，上面稍
有发绿。我无意中对王老师
说起。不料，她的丈夫骑着自
行车就来了，说这大米他去处
理。早稻收割后，特意送来新
米，这是怎样的情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
种书本上叫车前草、宁波人称
为“天井叶瓣”的野草，温州人
当做宝，家家菜地里种着，如
身体不适上火时，摘一把叶子
熬汤喝。宁波人钟爱的马兰，
他们却视为路边草，无人青
睐。小山坡下，部队长长的围
墙边，碧绿青翠的马兰成片生
长，无人问津。回家探亲偶尔
提起，“多好的东西，可惜了！”
母亲轻声惋惜。

春天来了，马兰又抽出嫩
叶，与丈夫各带菜刀和大编织
袋，割马兰去。当地人好奇地
问“做什么用啊？”“当菜吃，也
能当药”。这年，我晒了一大
包散发着淡淡清香的马兰干
带回宁波。

温州与宁波一样，特产丰
富，海鲜又多又新鲜。那年小
弟刚从部队复员来温州小住，
看到买回家的野生梭子蟹的
脚还会颤动。煮熟一尝，蟹肉
丝丝，鲜美之极。兴致十足，
礼拜天约上老乡，到濒海小镇
买蟹。鲜活的蟹，二角钱一
斤。花三四元钱，提回一大
筐，弄得家里盆盆罐罐全是
蟹。至今，小弟仍忘不了这蟹
的好味道。对养殖蟹、冰鲜
蟹，横竖找不到当年那个野生
活蟹的绝佳美味了。

刚调回宁波，单位同事都
把我当温州人。“过年，你回温
州老家吗？”常常听到这样的问
话。可见在我身上，已刻下温
州地域深深的烙印。离开温州
部队多年，总有熟悉的人和事
徘徊在梦里梦外，也许，这也是
一种割舍不下的乡愁吧！

办公室，笑呵呵地对我说，军人
怎么可以让人推着上班。这大
概就是黄埔军校的精气神吧。

三说诚心。民革宁波市委会
组织成立宁波市书画研究会，本
人为第一任联络员。为书画研究
会有更好的发展，本人专门请教
了曾任宁波天云轩书画社社长、
天云书画学校校长的楼老先生。
老先生离开书画经营已经几十
年了，书画界还有他的传说。

想不到那天老先生没有说
一句与书画有关的事，却与我
说起了他的家事。楼老先生出
生于诸暨县冠山乡霞蔚村，家
中有七男四女十一个兄弟姐
妹，父亲44岁就因病去世，当
时最小的妹妹才几个月，就由
他的大哥和家中老二的他承担
起支撑全家的责任。在后来的
政治运动中，1939年加入中共
地下组织的大哥成了地主分
子，他 1939 年考入黄埔军校
18期，结果成为右派和反革命
分子，不但失去了工作，还离开
宁波下放劳动。大哥要他想方
设法把家中的弟弟妹妹引向宁
波，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有点出
息。楼老先生说，现在他们楼
家人在宁波的有68口，以他当
时的身份还能得到那么多好心
人的帮助，唯一的原因是，只有
真诚地为他人着想，才有可能
获得他人的真诚回报。

待人以诚，心无挂碍。老
先生给了我一个为人之道的终
极答案。我感受过老先生的待
人以诚。2017年书画研究会
组织迎春书画展，想不到第二
天一早，这位97岁的老人与他
的夫人一起，捧着作品静静地
等在我办公室门口，说自己人
老字斜心却诚，必须要代表黄
埔老兵送上一件作品，感恩全
市人民对老兵的关爱。

可爱可敬的楼老
□汪校芳

前几天，突然想起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先
生，他是已故的前宁波黄埔同学会会长楼吉
康先生，于2017年离开我们，享年99岁。

我1999年调入到民革宁波市委会机
关，与楼老先生任会长的宁波黄埔同学
会在一个大院。黄埔同学会与民革有着
天然的联系，我们接触较多，有时他还来
我办公室聊聊过去的事情。在每次的政
协会议上，这位宁波最高龄政协委员的
发言总是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九十多
岁的他还精神抖擞，骑着自行车穿街过
巷；九十多岁的他还常有新著出版，编辑
出版一本书似乎比老母鸡生蛋还方便。
我一直在探究老先生健康长寿的秘诀，
感到他健康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
三心：童心、开心、诚心。

先说童心。每次见到老先生就会想
起用舌头舔去墨迹的一个动作。那是在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老先生
主编出版了一套宁波黄埔军校同学会图
文集《黄埔军魂爱国情》，里面还收录了
我的两篇小文章。那天碰上我，说起书
刚出版，感谢我的支持，让我到他办公室
多拿几本书来。在其中的一本上用毛笔
签上他的大名，是老先生的惯例。边与
我交流边签名，他把我名字的“芳”错写
成“方”了，只见他立马用舌头舔去这个
字，再用边上的湿巾纸轻轻一擦，就恢复
了原状。这个动作实在太出乎我的意
料，我看着他笑，老先生说这是小学时练
就的“童子功”。

老先生的精神实在健旺，常有新作
出版，每次都会送我一套，还签名盖章以
示尊重。我珍藏着他的《岁月增辉》《岁
月留痕》等自传，这类没有书号的书，可
能会粗糙一些，但读来更觉真实和真诚。

再说开心。前年，我去同泰嘉陵参
加一个纪念抗战老兵的活动，老先生也
在场。他乐呵呵地对我说，等会有空陪
你去考察我未来的新家。我听得一头雾
水。原来，他在同泰嘉陵备了寿域。看
到自己的坟墓还这么开心，这位老先生
真的参透了生死。

最后一次见到楼老先生是在去年年
底，他坐在轮椅上，夫人推着往单位走。
我说老先生怎么啦？他说上几天发热了，
从孝闻街的家里走到单位有点吃力，夫人
不放心就推着走。我边推着老先生边与
他说着话向机关走。想不到在机关门口
的小桥上，他一定要从轮椅上下来，让他
的夫人将空轮椅推走，自己与我并行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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