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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情雅吕
□马大哈

晏塘梦
□朱有抗

别躲了
应逸

（外二首）

□朱惠英

日子像一页页的书，翻开又合上。

你真像一个童话，

学着冬天冬眠，又学着春天的样子复苏。

也许天堂太挤，

也许你情债太多，

奈何桥经不起你身体和精神的重。

小船儿翻在酒杯里，

一杯杯涛声依旧。

一个个告诫在浪里逆行。

年初一蒋老师的吹笛声比李文亮更近。

我们集体喑哑

用红包、泪水、祈祷，贿赂奇迹：

“这是我们的兄弟！”

每次见面，我都会指着你圆滚滚的肚子

说你怀胎十月。

你把“我已减了十斤”当回执。

最后一次相聚，在江南艺术馆，

你递我一张鱼儿吐着泡泡的画

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字。

但愿今后的日子，

你的字和文章都光彩如玉！

惊蛰
山和雾约会，桃花不放心，

正急急赶在路上。

染布的阿娟偷偷把颜料撒向田野，

油菜便有了黄，草有了绿，天空有了蓝。

小鸟衔着一封情书，站在江边柳枝上朗读。

我和几株空心菜一起，

谈稻草人落下的那条丝巾。

我们在
南溪湾谈诗
借了一夜的月光，我们用来谈诗。

月光很长，诗歌很长。

我们的影子也很长。

水车总是磨磨蹭蹭，转了又转。

卷起的水花七上八下猜不透心事。

岸边的柳树浮在水上，

丝丝缕缕解不开情愁。

灯光变暗，你的声音被河水打断。

山鸟的一声长鸣落在古树上吓到了树叶。

山谷连绵，河水静止。

我们的脚步被影子拖着。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前几天，从“晏塘亲友同乡会”微

信群里看见我市公布“二季度城乡环

境整治十佳村”名单，古山镇晏塘村

榜上有名。12日上午，趁着到同村老

同学朱发扬家小聚的机会，我实地感

受了最近老家发生的变化。

“想不到，晏塘村这么漂亮！”一

踏进村子，朋友们就赞叹起来。

进入初伏，骄阳似火。大家迎着

热浪，开始了考察之行。在家的村干

部朱林森、朱长远闻讯赶过来，当起

了“导游”。大家沿着绕村水泥大道，

边走边看边听他们介绍村里的情况。

第一站，大家来到了进村门楼与

百米长廊。长廊已经完工，三层建筑

的门楼也已初现雄姿，工人们还在紧

张施工。林森介绍，这两个工程总投

资 120 多万元，于今年 6 月初动工，力

争在7月底前竣工。

看到这两个工程即将完工，我的

心情好一阵子激动，前年乡贤与乡亲

们踊跃捐款的情景浮现在眼前。记

得 2018 年农历正月初五，在城的乡

贤率先发动，村民们纷纷解囊，一下

子捐了近80万元善款。

漫步百米长廊，阵阵清风拂面吹

来，令人神清气爽。

“晚上，这里已经成了外来务工

人员的休闲活动场所，唱歌、跳舞好

不热闹！”朱长远说。

大家沿着宽敞的村道，从西往东

走去。过歪不坑、走黄林塘，沿着晏

塘溪来到了第二站——村老年食堂。

这幢由老宅院改造而成的老年

食堂，古朴典雅且经济实用，颇具特

色。当朋友们知道这所宅院是我父

母留下的旧宅时，显得很惊讶，都说

是件“宝”。

第三站来到村文化礼堂。

这座将会议、办公、讲堂、服务中

心等融为一体的文化礼堂，的确有点

高大上。

大家参观完一楼的大会堂，然后

走上二楼的会议厅。只见主席台上

还挂着“古山镇领导班子‘七·一’上

党课”的横幅。林森告诉我，村党支

部每月一次党课也都在这里学习。

“就是市里也难见这么高档的会

议室！”大家感叹。

如果说街角小品的巧妙构思令人

好奇，农房改造的热闹场面催人奋进，村

文化礼堂的雄伟气势使人称道，那么晏

塘村不断向前迈进的势头，及对美好生

活的孜孜追求，更是叫人敬佩不已！

在村主要领导办公室，存放着好

多荣誉记录。透过这一块块奖牌、一

个个奖杯，仿佛看见村党支部书记朱

春生与村三委一班人这些年带领全村

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无私奉献的身影。

七年来，晏塘村共投资 1000 多

万元，办了 11 件实事：全村整体规划

的编制、全村污水管网铺设、综合大

楼建设、新建环村大道和全村所有道

路硬化等；打造街角小品 22 个，完成

100 多户赤膊墙粉刷；将 400 多亩土

地流转归村统一经营⋯⋯通过一系

列建设项目与工作的强力推进，村基

础设施与集体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和提升，彻底摘掉了“软弱涣散村”

的帽子，一跃成为村班子团结干事、

群众拥戴的先进村。七年来，晏塘村

先后被评为“浙江省级善治示范村”

“浙江省卫生村”“浙江省森林村庄”

“金华市民主法治村”等称号。

现 在 被 誉 为“ 双 城 书 记 ”的 朱

春生，怀着对家乡父老乡亲深沉的

爱，于 2013 年 10 月毅然弃小家回

老 家 ，挑 起 了 改 变 家 乡 面 貌 的 重

任。一晃七年过去，晏塘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去年 7 月

在“晏塘村在城乡贤恳谈会”上，朱

春生曾向大家介绍过“晏塘村发展

三步曲”。第一步，改善村庄基础

设施建设，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第二步，进行农房改造，实现农民

安居工程；第三步，发展现代农业

项 目 ，增 加 村 集 体 和 农 户 经 济 收

入。发展的这“ 三步曲”就是一张

“ 美 丽 晏 塘 ”“ 安 居 晏 塘 ”“ 富 饶 晏

塘”建设的宏伟蓝图，也是晏塘人

充满期盼的一个“晏塘梦”。

这几天回淳安处理厂务的朱春

生告诉我，目前村里已经在建和 7 月

份准备开建的有三个项目：一是主要

由乡贤与村民捐建的城楼、长廊、花

架景观项目；二是已完成招标拟 7 月

20 日动工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晏塘溪改造工程”，计划 10 月底竣

工；三是“金华市美丽乡村示范村”建

设工程项目。“美丽晏塘”的目标近在

眼前，“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已从

梦想照进现实，成为每个晏塘人触手

可及的幸福。

原来只打算做一届就卸任的朱春

生，现在已经待了两届。不仅是村民

们挽留他、村里工作离不开他，更是有

一种使命感在召唤着他，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催促他不能停下脚步，继续带

领全村人走下去，去圆“安居晏塘”“富

饶晏塘”的“晏塘梦”。

愿美梦成真！愿家乡更美！

上世纪 60 年代初一个寒冷的冬

季,我收到期待已久的恋人的来信。

打开信封，看到比天气还冰冷的句子，

我的泪水流成标点符号,洒满整页。

从此每个相似的冬天，那段有关她的

回忆，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

刚解放那年，6岁的我在外婆家过

冬。呼啸的北风，穿过三十里坑，直逼

白窖岭下，迎头受阻之后，往左拐进三

面环山、炊烟不断的雅吕村。大自然

没有怜悯山里的樵夫、猎人、药农、茶

姐,寒冷刺骨的山风,凛冽横扫残余的

秋叶,山民不再外出,早在一个月前就

备足了粮食、柴禾、稻草、毛竹、棉鞋、

冬衣、兽帽等御冬物资，关起大门，聚

集在内屋轩间厅，围在热气腾腾的茶

壶架下，以安逸平静的心态,从容不迫

地应对大自然的虐待。

我外婆家也不例外。外太公躺

在竹椅上,喝起高山酽茶，抽着自家

种植的大烟叶。而我和邻居妹子，则

一起在火塘灰里翻弄小番薯，看看有

没有煨熟；或用铁钳插入玉米棒里，

高悬在明火上,不停地翻转,把玉米

棒熏得焦黑一片。我常和妹子一起

争辩玉米棒熟与不熟。我们那天真

无邪的争辩，也曾为枯燥无味的乡村

生活增添了无限乐趣。

还记得有一年梅雨季节，我在外

婆家正遇上洪水泛滥。山洪就像一

群粗野莽汉,横蛮不骜，汹涌而来，连

温顺的磻溪也被激怒，发起威来，“哗

哗”涛声裹挟着寒气，奔腾直泻。放

眼所见,大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之壮观，以摧枯拉朽之

势，顷刻之间便扫尽沿溪的枯枝腐

叶，洗尽乡间污秽，荡尽人间烦恼。

大自然的威力又给磻溪来了一

次大扫除，让我幼小的心灵里，第一

次对山洪产生恐惧。此时妹子走过

来，在岸边抓住我的手，要我回外婆

家。我不想走，她大声地说，溪水有

什么好看的？然后硬把我拉走，回外

婆家门前空地玩抓石子游戏。那次，

我们直玩得满手沾灰，擦拭脸上的汗

渍时，相互指着对方哈哈大笑⋯⋯

光阴荏苒，数十年时光一晃而

过，不经意间想起妹子的那封决绝

信,让我生出重走磻溪的想法，并很

快付诸行动。

再次来到雅吕，这里虽没有深宅

老巷之幽，却有小桥流水之秀。一条

溪从大山深处穿涧越谷，迂回曲折，

绕过百年风霜的白墙灰瓦,趟过漫长

的岁月时光,在浓郁的乡土文化里，

诉说着人间悠久的沧桑。

然而这其中，也有我年轻时初尝

失恋的诉说，以及我对雅吕刻骨铭心

的怀念。

从爱的开始到遗憾的终结，满腹

的幽怨却无处倾诉。初恋失败的苦

果，全赖算命先生说的“同年庚犯冲，

不宜婚配”。一句话棒打鸳鸯，劳燕分

飞。留给我的，除了意志消沉，还有心

灵的创伤。从此，我魂牵梦萦追寻：一

个青梅竹马的儿时玩伴、一个山里罕

见皮肤白净的姑娘、一个山里少有的

女高中毕业生，曾经在山花烂漫的时

节，向我传递过几多脉脉温情。

我行走溪边，树干粗枝密叶，早

已冠盖成荫。我反复抚摸着眼前这

棵不知树龄的老树。老树在顽强地

支撑着生命，因为它阅尽人间悲喜，

经受百年沧桑，尝够了山里人情冷

暖，见证过我当年在树下与她私会中

的甜言蜜语、情意绵长。往事历历，

于我却早已不堪回首。

坐一坐磻溪廊桥,我曾经见过当

年的妹子，和村里人从桥的这头架上

绞绳架,牵拉着棕丝或稻草，在另一

头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只剩下

一个背影。如今，溪水一清见底，鱼

儿成群追逐戏耍,水下随波漂荡着一

溜水草，舒展着柔软的身子，如同昔

日恋人飘逸的长发。

以前，磻溪沿岸都是杂物垃圾，乱

七八糟，因无人管理，满溪腐臭，被外

乡人称为“烂肚肠”。经几代人的努

力，终于在今日一洗昔日耻辱之名。

现在的磻溪不但风光旖旎，景色秀美，

还将民居、养生、农家乐融为一体，成

为令人向往的好地方。

如今到雅吕看一看“家家炊烟

起，户户谷满仓”的丰收幸福感，闻一

闻“地窖陈年酒，阁楼新茶香”的农家

乐新生活，听一听“狗犬三里地，鸡

啼五更天”的美丽新农村，再想起往

事前尘，心里竟然荡起丝丝甜意。

雅吕，是值得我怀恋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