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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记
□黄田

母亲的音乐情结
□朱礼卓

母亲没上过音乐学院，也没有受

过专业的训练，可不影响她对音乐的

热情。也许是受外婆的影响，母亲打

小就喜欢音乐。小时候，母亲特别害

羞，读篇文章也要用书把整个脸遮

住，更别说唱歌了。在音乐课上，老

师要求每个人站起来唱歌，母亲也用

书遮住脸唱。尽管如此，伯乐老师还

是发现了母亲这匹“千里马”，考试时

给她打了红红的一百分。这是母亲

自豪了一辈子的事，从我记事起，母

亲就经常跟我提起这件事。

在母亲青春年华时，外面流行样

板戏。她是台柱子，出演阿庆嫂，堂舅

扮演刁德一。母亲说，因为她演的阿

庆嫂非常成功，加上她当时是村花，暗

恋她的人可真不少。记得有一次，母

亲从坑口回家，她在路上走，老师的儿

子在山岗上跟着她走，颇有点“妹妹坐

船头哥哥岸上走”的味道。尽管那时

母亲有点羞涩，可每当回忆起这段往

事，母亲就一脸骄傲。我开玩笑说，娶

了一朵花回家，那咱老爸不是赚大

了？老爸说，才子配佳人，刚好扯平。

说到开心处，我们便央求母亲来一段

清唱，母亲会兴奋地答应我们的请

求。之后，父亲、母亲便站在客厅中

间，有板有眼地来一段《沙家浜》的名

段：“⋯⋯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

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父亲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永康

口音，我们笑得肚子疼。

母亲开音便不同凡响：“垒起七

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

十六方⋯⋯”我们坐在沙发上不停鼓

掌，母亲唱得越发嘹亮。这个时候，

我们会一致表扬母亲比父亲唱得好，

要求母亲再唱一次。母亲受到鼓励，

欣然答应。

有一天,母亲说她要去上大学

了，我们惊奇地张开嘴巴：“啥？上大

学？农业大学吗？”母亲说是老年大

学，她已经报了二胡培训班和声乐培

训班，一个学期只要十元钱。我们恍

然大悟，一致支持，反正闲着也是闲

着，开心就好。于是，我们陪着母亲

到琴行挑了一把二胡，从此，客厅里

每天会传出母亲的二胡声，从刚开始

的割锯声到后来轻云无定的漂浮、高

山流水的叮咚、山间鸟鸣的婉转，母

亲的二胡技艺在坚持中进步。

周六晚上是我们到母亲家聚会

的日子。享用完母亲给我们准备好

的美食，便是我们享受母亲才艺展

示的好时光，也是母亲最开心的时

刻，因为我们是她最忠实的粉丝。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会暗地里给我

使眼色：这个老小孩又要开始“客

癫”了。我们会大声说：“我们喜欢

听！”母亲来劲了，她会使出浑身解

数满足我们。一曲完了，我们会变

着 法 子 赞 扬 她 ：“ 老 妈 ，我 们 太 赚

了。不仅享受了您的美食，还享受

了您的精神大餐。”这个时候，母亲

会略带羞涩地说：“唱得不好，老了，

嗓子不听使唤了，想当年⋯⋯”于

是，我们又开始听她讲述起那些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母亲的房间里

多了一台电子琴，老远就能听到叮叮

咚咚的声音。我们问她哪里买的，她

说农贸集市时买的，可便宜了，老板

跳楼价卖给他的，只要三百元。母亲

就是容易相信人，不过她开心就好。

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了一大沓歌

谱，让我帮她复印，她说弹电子琴

用。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复印好，她像

捧着宝贝似的把歌谱一张一张插进

文件夹中。那种小心翼翼，仿佛一不

小心就会把歌谱弄坏一般。

母亲总说她老了，腿脚不利索

了，脑子也没记性了。可是，我觉得

她记歌词比我们强多了。记得一个

重阳节，演刁德一的堂舅从老家来

电话让母亲回去一起唱《沙家浜》。

母亲接到电话，兴奋地唠叨。路上，

我问她歌谱带上没，她说不用带。

我杞人忧天，怕她忘词。她说就回

去看看热闹，不唱了。我问：真不唱

了？母亲回答得很坚决：真不唱了，

就回老家会会乡亲。

到了文化礼堂，演出开始。堂

舅不放过母亲，一再请“阿庆嫂”登

台表演，拗不过热情的掌声，母亲从

座位上站了起来。我说给她搜索一

下百度歌词，母亲摆摆手说不用，气

定神闲地上场了。拿起话筒，清亮

的京味从她喉咙传出，我真怕她高

音区上不去，暗暗责怪她不该把调

定得那么高。可是，我的担心是多

余的，母亲轻松把高音扬上去了，衔

接自如。一曲结束，掌声雷动。堂

舅一脸兴奋地说：“唱得好不好？”观

众高喊：“好！”堂舅又来一句：“要不

要再来一首？”观众高声附和：“要！”

于是，母亲又来一首《父亲》。《父亲》

完了，又来一首《母亲》。

母亲也对婺剧着迷。前几年，妹

妹帮她在网上买了一个带屏幕的

MP3 播放器，下载了婺剧名段，诸如

《三请樊梨花》《僧尼会》《薛刚反唐》

《徐策跑城》等。我们常常在楼下就

能听到母亲开着 MP3 播放器，和着

名家的唱腔在自娱自乐。有一次，母

亲烧红烧肉。因为烧的时间比较长，

母亲就来到客厅跟着电视学唱婺剧，

全然忘记锅里的红烧肉了。直到厨

房里传出一股焦味，父亲惊呼“怎么

一股糊味”，母亲才回过神。

母亲之前买了一只音箱。这种

音箱携带方便，河边、广场、公园，只

要选个地方便可以一展歌喉，而且可

以引来一大堆观众。前段时间疫情

严重，我们不便串门，两位老人宅家

两个多月，音箱话筒正好派上用场。

每次我们去给他们送菜，在楼下就听

到母亲引吭高歌。先生说：“你妈真

开心。”我说：“挺好呀，老人宅家自己

找点乐子，省得无聊。”

岁月沧桑，皱纹爬满母亲的额

头。但愿暖阳一直陪伴在她的音乐

之路，将生命的美好片段化成缕缕霞

光，照亮她回忆的每个角落。

受疫情影响，公司的开工时间再

三推迟，我辛辛苦苦抢购到的高铁票

不得不一次次退掉。等到最后收到

开工复产通知时，高铁票已经很难抢

购了。因为那时全国还有很多高铁

没有开通，返岗进城人员又剧增。

2 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终于坐

上长沙开往浙江的高铁，在金华火

车站通过扫码、测温，当天下午顺利

回到永康。我走进公司宿舍，就像

回到温暖的家，原先的焦虑一下子

荡然无存。

次日，我戴着口罩，高高兴兴来

到公司上班。厂区大门口，几名保卫

人员身着白色防护服，戴着白色口

罩，举着白色测温枪，给每位上班员

工测量体温。我走过去，保安员举枪

朝我额头一指，叮当一响，显示 36.2

度，体温正常。我微笑着，健步向久

违的办公室走去。推开门，看到戴着

口罩的同事，见到久别重逢的朋友，

心情豁然开朗，感到特别亲切。

随后来到生产厂区，车间正在开

足马力复产，各种机器轰鸣，电焊火花

四溅，一扇扇重达 100 多斤的防盗门

产品正在装配、检验、打包、入库、装

车。员工们干得汗流浃背，热火朝天。

以前，中午在食堂打饭，员工排

起了长长的队伍，就像春节抢购火车

票一样。疫情发生后，为避免感染风

险，大家分批在食堂用餐，一桌一人，

就像高考似的。有些科室员工，干脆

把饭盒拿到自己的办公室安心享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疫情发生

后，全国许多企业和个人慷慨解囊，捐

款捐物。我们公司也向永康慈善机

构等单位捐款 200 多万元，支援“战

疫”。后来听说意大利疫情非常严重，

公司又向意大利合作伙伴捐助数千

个医用口罩。他们收到口罩后，非常

感激，连连道谢。

疫情期间，顾客宅家抗疫，不敢

出门，导致专卖店空空荡荡。有些经

销商愁云莫展，忧心忡忡。公司电商

部便协助经销商开展云端直播带货，

销量直线上升，订单雪片般飞来，经

销商喜笑颜开，全体员工无比开心。

有些人谈鄂色变，连湖北产的水

果都不敢买。有的公司招工时，湖北

人宁缺不要，甚至无故辞退湖北籍员

工。我们公司对湖北籍员工却特别关

心和重视。3月11日，公司得知有一

对夫妻员工自驾从湖北一个低风险地

区回到永康，在经济开发区一家酒店

接受集中隔离观察。当天下午，我和

公司行政部一名领导，买了两篮沉甸

甸的水果和一包医用口罩，专程到酒

店看望慰问他们，让他们安心隔离，保

重身体。接过礼物，夫妻俩顿时热泪

盈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4月，“停摆”了近2个月的市图书

馆终于打开大门。以前，每个周日去

图书馆翻看书报是我雷打不动的习

惯。自回永康后，我就天天盼望图书

馆早日开放。那天，我戴着口罩，早早

来到图书馆门口，首先进行身份证号

码、手机号码登记，然后测量体温，扫

健康码。走进久违的阅览室，工作人

员早就把桌凳摆放整齐，两桌之间相

距1米左右。玻璃窗户全部打开通风

透气，让读者感到舒爽又安心。

我原以为这 2 个月的报纸被工

作人员收集起来当作废品处理了，想

不到他们按时间顺序整齐地叠放在

报架固定位置上，方便读者阅读。大

家都戴着口罩，在静静地翻看自己喜

欢的报刊。我从报架上拿了几份文

学类报刊，坐在位置上如饥似渴地翻

阅着，还把一些精彩的文章用手机拍

下来，回家慢慢欣赏。

如今炎炎夏日已到来，武汉病例

早已清零，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但愿生

活如常，工作如常，一切如常；但愿天清

清，水蓝蓝，岁月静好，人人平安！

心念
□嗣林

梦吟
奈何君心念，谁言非故乡。
梦追情深处，往昔不复昔。

源
川山翠延惠朱嗣，塘里塘外和家亲。
源自耕读勤至上，村有明德誉美扬。

诗词十一首
□李妙

对饮
初闻壶溢香，细品盏中汤。
啜啜芳心润，丝丝馨绕梁。

山茶
院角一山茶，春来满树花。
秋冬芽不语，只待绽芳华。

玉兰花
昨日尚无芽，今朝一树花。
玉兰何事喜，正是沐春华。

夜读《千家诗》
江南春夜雨纷纷，独处高楼欲习文。
翻遍千家诗释义，低吟一首似耕耘。

牡丹
洛阳纸贵牡丹珍，独秀芳姿万宅春。
富贵花开迎吉瑞，藏黄匿紫赛星辰。

咏锄
一下二下三四下，五下六下七八下。
九下十下十一下，锄锄入地为庄稼。

春恋
云淡风轻鸟短鸣，梅红竹翠柳长盈。
两心一悦相思苦，宁负春光不失卿。

探幽
轻风细露访深山，白李红桃旺笑颜。
遍野春光添锦绣，馨香沁鼻诱人还。

题兰
春生草长迎风开，自有花香引蝶来。
都说写兰难撇叶，密疏之间竞真才。

忆江南·游开心农场

华溪岸，有枸树参天。鱼水石沙相映

秀，扬鞭策马畅游园。能不去寻欢。

忆江南·春满水莲园周

长城下，万绿隐深山。风暖梅开红艳

艳，雨过谷径水潺潺。能不上周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