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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秋雨微寒的黄昏时分，我来到千

年古村大陈。带着几分新奇，也带着

几分期许。

古村已无太多古韵，满眼大多是

现代民居建筑，但位于村口的“大陈三

古”却还能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古村的

历史。荆川溪旁的那棵千年古樟是村

落历史的见证。其主干几乎是我见过

的樟树中最粗最壮的，上面爬满了其

他植物。古树旁建有一个颇具古味的

文化小品，在一座由旧砖旧瓦垒砌的

背景墙前竖着三根石柱，柱子上方各

有一块石磨盘，上面分别镌刻着“全国

生态文化村”“长寿之村”“博士之村”

等字样，想来应该是村子最值得骄傲

的金名片。另两古即荆川桥和陈氏宗

祠，据说都已有近五百年历史，历经沧

桑，几经修缮，至今依然是村民们祭祖

议事与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

据介绍，大陈的始祖名叫陈旺，是

后唐年间乐清县令。致仕后游历浙

中，看此处山环水绕，十分中意，便落

脚在此。或许有赖于陈旺大名，竟让

这个地方渐渐兴旺起来。尤其至十世

孙之后贤达辈出，遂成望族。后人便

自豪地将原村名荆川更名为大陈。

我们一行来到了铜院里。这是一

处由老旧房屋改造的精品民宿。石墙

泥地，古朴厚实。主楼上下两层，房内

房外满眼是铜的颜色。客房的很多用

具都是铜制品，连洗脸盆也是特制的

铜盆。而走廓里的玻璃柜中则摆放着

铜锁铜壶铜炉等老物件。

从城里来此创业的女主人在由牛

棚改造的餐厅为我们准备了自助晚

餐。饭后，跟着永康朋友去陈氏宗

祠看了一会金华地区特有的婺剧，虽

听不懂也看不明白，但感觉唱腔很优

美。祠堂内挤满了村民，热闹得如同

过节一般。

离开祠堂，我们漫步在荆川溪边，

沿着石磨盘和鹅卵石铺成的舜耕老巷

转几个弯，便来到村里精心打造的商

业区块。铜院里精品民宿旁错落着

952 酒吧、七釆丁私房菜、手工皮具

坊、悟能猪栏茶吧等场所。最让人想

一睹风采的是已成网红的“第 5 空

间”，是一座五星级公厕。这是一座仿

古建筑，大门口挂着两个灯笼状的吊

灯，发出柔和的光亮。进入大门是一

个院落，中间大石板两旁是浅浅的水

池，一群红鲤鱼在灯光中游曳。往里

进入屋内仿佛来到一户人家的客厅，

古色古香的陈列柜和太师椅一应具

全，正面墙上还挂着电视机，正在播放

大陈风光的宣传片。倘若不是大厅两

侧的门帘和门旁男女脸谱的标识，无

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是公厕。据介

绍，此项目花钱并不多，之所以建成宅

院式，主要是想给客人们有一种到家

的感觉，没想到一炮走红。现在有不

少人来大陈都是想一睹它的风采。

在铜院里喝茶聊天之后，夜已渐

深。因我住在村头的普通民宿，便辞

别前往。祠堂早已恢复了平静，可附

近的一家农户一楼大堂灯火通明，七

八位老汉正在唱歌。他们拿着话筒唱

得十分投入，歌声在细雨蒙蒙的夜空

中飘荡。

我们入住的民宿叫“乡村小筑”，

是一幢四层楼房。看样子新造不久，

共十来个房间，均为双人标准间，房内

虽简单却很干净。均已住满，除我们

一行占了 4 个房间外，其他房间和隔

壁的另一家民宿入住的都是一批上海

来的老年团。村里这样的民宿目前已

经开出了近十家。“乡村小筑”的主人

是一对中年夫妻，我在一楼大堂与他

们简单聊了一会，得知他们一年能赚

四五十万。在家里做做也有这样的收

入，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回到房间，痛快地洗了一个热水

澡。这一夜，我睡得特别香甜。

第二天清晨，天气很好。我独自

一人漫步走向村旁的田野。许久许

久，没有这样真切地呼吸带有泥土芬

芳的空气了。

夜宿大陈古村
□董利荣

在山乡，常常看到田头地角、房

前屋后、山脚涧旁、坎上崖下的土地

上，生长着单株或二三株一簇的乌桕

树。春夏时绿绿的，一丛一丛，成为

农人劳作间隙的荫凉休息好去处。

一到秋末冬初，乌桕叶子由绿变

黄，又慢慢地由黄变红，镶嵌在山峦与

田地中，与绿色和黄色相映，形成一幅

幅美丽的山野画卷。

乌桕籽成熟后，壳皮开裂，显露

出一串串白莹莹的乌桕籽。农民们

趁着相对空闲，挑着箩筐，背着接上

小毛竹竿的长刀，把乌桕籽摘回家。

晒上几日后，可以送到榨油坊，再经

热炒，用稻草围箍成圆饼，再装入木

制大型榨油车，人们用大木捶，一次

又一次撞击插桩，挤压出了晶滢淡黄

的乌桕油了。乌桕籽榨的油，可以涂

抹家具，防雨防蛀，延长家具和生活

用具的使用寿命。可点灯照明，也可

作木制机具和用于工业机械的转动

润滑油，用途颇广。甚至在供销社收

购后，外销国外，换取外汇。

乌桕树，不论是在高山还是缓坡，

不论是田头地角，不论涧壑之旁，也不

论是房塌后的废墟，也不怕崖腰溪边，

甚至是岩石顶上，只要有缝裂，只要有

泥土，只要有水分和空气的土地上，不

论肥沃还是贫瘠，都能扎根生长。它

不怕风雨霜雪，一到秋季都能结出累

累硕果，待候着农人们采摘回家。到

了仲冬季节，树上的红叶子都飘落了，

赤裸裸的干枝，抗冰卧雪。到了仲春，

它又吐出了新的枝芽，到了季春与初

夏，绿色的叶片浓密，像桃型的树叶遮

挡着一块酷阳。它的树、叶、果一生都

是奉献于人类，奉献于自然。它能直

能曲，品质高尚。

青年时，贫穷山村的生活，既苦

又累，但又充满着欢乐。同时，也铸

就了自己耐苦坚韧的品格，为书写往

后的人生岁月奠定了根基，烙下了深

深的农民情结。

秋末冬初中的红白相间的乌桕

树，成了我们自己晚年生活中的深深

的眷爱。遗憾的是，如今已很难看到

红白相间的山地上的乌桕树了。这

倒成了我晚年生活中永远的情思。

山乡的乌桕树
□舒启华

嘉兴南湖因党的“一大”而举世闻

名，而在永康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南面，有一个面积达 100 多亩的小湖

泊，人称小南湖。

我每天清晨，迎着朝霞，来到湖边

跑步健身。清风徐来，碧波荡漾，让人

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湖的南面是一处新建的小区，拔

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倒映湖中，湖光相

映，隐隐约约，富有诗情画意。

湖的北面是一片绿色草坪，曲径

通幽，树木葱茏，绿草茵茵，就像一块

厚厚的绿色地毯。绿树掩映之中，有

一个宽大的篮球场。周末晚上，许多

青年学生和篮球爱好者汇聚到这里打

球，有时举行篮球比赛。

小南湖放养了各种各样的鱼。湖

水清澈，一些大胆的鱼儿时而跃出水

面，时而潜入水中。下班之后，许多钓

鱼爱好者来到湖边夜钓，支起鱼架，撒

下钓饵，抛出钓线，不时钓起一尾活蹦

乱跳的大鱼，引来一片欢呼声。他们

坐在岸边，打着电光，闪闪烁烁，忽明

忽暗，远远看去，犹如星星坠落湖边，

形成一道绚丽的风景线，好看极了。

环绕湖的南面是一条铺上花岗岩

的走道，两米多宽，五六百米长，弯弯

曲曲。其中，有两个小广场，旁边摆放

了许多花岗岩凳椅。人们走累了，可

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每天早晚，附

近企业的员工和村民扶老携幼、三五

成群来到这里散步、游玩、健身。夏

天，曙光初露，很多大叔大妈就会从四

面八方，不约而同地赶到这里做健身

操，跳广场舞，优美的舞姿吸引住路人

驻足观看。有一帮戏曲爱好者，一边

拉二胡，一边拿着话筒唱革命经典老

歌，粗犷雄浑的歌声打破了清晨的宁

静。此外，还有打太极拳的，压腿的，

倒走的，快走的，跑步的⋯⋯一年四

季，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这里简直成

了人们健身娱乐的世界。

作为一名新永康人，20 年前我就

来到经济开发区，就业至今，见证了它

的发展变化，也见证了小南湖的成长

历史。

过去，这里是一片荒无人烟的黄

土山坡，杂草丛生。1999 年，永康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成立后，在市政府以

及开发区各届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数

百家规模企业在开发区落户，建起了

雄伟壮丽的管委会办公大楼、停车场、

篮球场、公园，把原先坑坑洼洼的一片

荒地，打造成了一个杨柳依依、风光秀

丽的小南湖。

岁月如歌，往事如风。当年，嘉兴

南湖，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

相信，未来永康小南湖，一定会变得更

加风光旖旎，成为一处远近闻名的旅

游胜地。

永康小南湖
□黄田

十月永康行
□素素

访雨中方岩

胡公端坐云海。鸟鸣从崖缝渗出

带着清明的滴答。山峰隐去

我循径而上，坚果、落叶

发出清脆之声

据说有人可以在此拾到古书

看懂岩壁风化的行文

而雨丝倾斜，它们喜欢抹去

造访的痕迹，我在抬头间

记下云海，胡公家训，陈亮辩学

还有什么被遗漏？在离开以后

这里我依然未曾来过

急流从崖顶直泻，如一支笔

唯有它能在云端笔记

让故事云卷云舒

唯有它能叫醒岩面的繁体字

将它们尽收山腹的图书馆

大陈村与戏

一路铺满黄金。云雾

白鹭也跟随我们来到了大陈村

它们拜访宗祠、戏台、黛瓦青砖

停留第五空间，它们愣了愣

喧嚣中，它们就是放空的隐喻

听的是越人歌

嘘，不可说！大陈村有少个空间

戏文里都在唱。宗祠的古戏台

旧时的油彩水袖登场

吟哦之声比云雾还绕梁

聚光灯下，沉醉的是一批现代背包客

一个孩子抚着古琴，腔声起落

耳畔似古语传来，这是第几空间

白鹭起飞

应该是楚地另一曲骊歌的开始

永康岩宕

这平整的切面如同书写的纸

如同被自己反复形容的纸

一些线条像拥抱

切割的伤害已被抚慰

潭深不见底。鸟在其中盘旋

穿越天际线般，对于缺失

我们拥有共同的经历。如激情

反复抒情，最终只终结于一页白纸

素素，原名吴素贞，女，80后，江西

金溪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

见《诗刊》《十月》《绿风》《飞天》《星星》

《中国诗歌》《扬子江》《山花》《青年文

学》等刊，作品多次入选各类年度诗歌

选本。著有诗集《见蝴蝶》《未完的旅

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