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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游 故鄉何處
12月初，週二，二姐打

我電話，說是四叔的大兒子
往生了。在10月底回國參加
校慶的時候，二姐告訴我，
阿游哥已經病入膏肓，進入
了ICU，她發微信給他，也
沒有回復了。雖然對這一天

的來臨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是，一想到正
當壯年的他就這樣離去，還是非常惋惜。

二姐與我得知噩耗的時候，便決定回
國奔喪，送阿游最後一程。小時候，因為爸
媽都在工作的緣故，無暇照顧這麼多小孩，
二姐便寄居在鄉下三姑媽家。三姑媽家離四
嬸教書的學校就隔幾個村子，四叔是家裡的
第一個大學生，大學畢業後留校在南京當老
師，每年只能等到寒暑假的時候才能回家團
圓。阿游的小名就是三姑媽起的，說是「游
到南京找爸爸」的意思。

因為四嬸是小學老師的緣故，把兩個
兒子教育得特別好，從小阿游與弟弟阿貢用
時下流行的話就是「別人家的孩子」。課
餘，養兔子，上山割草給兔子吃，養雞養
鴨，做家務是他們兄弟倆的「工作」，那個
時候，爸爸的忘年交王其開了一家編製竹製
品的外銷工廠，每到週末或節假日，還在上
小學的阿游就會騎著自行車來到石獅來領取
竹籃子，鐵刷，回家刷去煙熏的竹製品的顏
色，以補貼家用。工廠裡的人總是誇獎這個
才十來歲的孩子非常懂事。

阿游是在讀高中的時候轉學來石光中
學的，一個在鄉下讀小學與初中的孩子卻在
高中的一系列競賽的時候得獎了，那個時
候，四叔調來華僑大學任教了，阿游高中畢
業後考上了華僑大學，是我們十四個堂兄妹
中的第一個大學生。

大學畢業時，阿游也因為優秀的原因
留校當了大學老師，娶了青梅竹馬的小夥伴

為妻。後來回到家鄉石獅當公務員。官場險
惡，一介書生，終黯然離場，卻也因此劫難
之後步入商場。

在我身旁，很少有人能得到眾人交口
稱讚的人，阿游便是一個。他的弟弟阿貢說
或許這一世他來到人間，就是為了責任而
來，阿游把他與妻子雙方的四位老人照顧了
之後，責任完成了就回去了。

辦喪事那幾天，我從跟著他們三十幾
年的保姆，從他原來的同事，從其他堂兄，
親戚口中得知一個全方位的阿游。在治病的
五年間，他可以無師自通彈得一手鋼琴，又
畫得一幅好畫。

看到保姆手機裡保存的阿游畫作的照
片，再看看阿游的遺照，竟然與彌勒佛有幾
分神似。

茶桌上擺放的紫砂茶具以及茶寵，對
我來說是那麼熟悉，與我的愛好一模一樣，
我是文科生，阿游卻是理科生，感性與理性
的相通只能以血緣遺傳基因愛好來理解了。
就如每次我看到外甥女阿瑩發的朋友圈，我
總會來一句「親生的」評論語。

曾經那些年的坎坷，讓我與這些血親
幾乎斷了聯繫。距離上一次見到這些親戚，
是四叔往生的時候，也是在那一次，才有了
阿貢的微信，阿貢的女兒們與我的女兒們有
了聯絡。而我一直以為還來日方長，我一定
會在我揚眉吐氣的時候再與故鄉的親人們聯
絡，喪禮上，我卻發現機會已經不是自己能
掌控的。幾年間，我已經失去了兩個堂哥，
多聯繫是我與阿貢的約定。

一個人的離世要經歷三個階段：肉體
離開，喪禮結束，親友遺忘。相信阿游還會
在親友中留下很長一段時間，因為他的孝
順，親善，友好給活著的人們留下了不可磨
滅的記憶。

(12/30/2024)

我來北京工作已有二十
多年了，但也常常思念千里
之外的故鄉，猶如花樹，移
至他鄉總是希望能夠開花結
果。這些年也算開出了幾朵
不起眼的小花，但我總覺得
樹 根 仍 然 還 紮 在 很 深 的 故

鄉。
臨沂,一提起這個地方我內心就湧動著

一股暖流，許多人都喜歡誇自己家鄉的,這
種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不過我倒是覺得：只
要是好的東西，好的地方，不必誇大其詞，
額外添枝加葉，最淳樸的感情，最實事求是
的評價，是赤子之心的本分。拿我的故鄉臨
沂來說，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也就是夠使人由
衷讚歎的了。

我並非故意美化我們那地方祖輩的榮
耀，但琅琊古郡先賢之盛是沒法迴避的。

自漢末至魏晉之間，我的故鄉一帶為
避戰亂出現了或傾家或獨自的「南下朝」。
舉其中最著名者，有琅琊郡（今臨沂下屬的
沂南縣）的諸葛亮，亮十三歲時隨叔父南下
荊襄，「功耕於南陽」，二十六歲時輔佐劉
備入川建立西蜀政權，成當三足鼎立之勢，
隨後的「南下幹部」是晉之王羲之，重任於
偏安江南的東晉政權，並以汲故鼎新之，成
為卓立華夏的「書聖」雖身居會稽（今浙江
紹興一帶），卻時時不忘江北舊郡：「吾乃
琅琊臨沂人也。」稍後又有南朝齊之著名詩
人臨沂人顏延之，與謝靈運齊名，世稱「顏
謝」。再後更有臨沂人顏之推，先在南朝
梁，梁王后歸北齊，最擅長的是散文，所著
《顏氏家訓》，至今仍在流傳。

自公元二世紀末至六世紀中，三百多
年中南下的臨沂人中不乏傑出的政治家、軍
事家、頂尖的書法家、開創性的詩人和散文
家。如果那時便有這個協會那個學會的話，
臨沂籍先賢當無愧為領軍人物，應該是絕不
虛譽，是吧？

    到了近代，臨沂這片哺育英才的沃
土又成為紅色革命的根據地。抗戰爆發後，
黨中央為了開發山東，由羅榮桓、陳光、肖
華等率領115師的一部分主力，經魯西南來
到臨沂，面對日偽強敵，連戰皆捷，使臨沂
一時成為山東抗戰的首府，甚具影響力的
重大事件是：抗戰勝利前夕的1944年，山東
黨、政、軍領導機構在臨沂大張旗鼓地召開
了山東全省的戰鬥英雄大會。後來成為烈士
的山東特等戰鬥英雄任常倫同志在大會上作
了振奮人心的講話，他後來在一次與日寇的
惡戰中，身中數彈壯烈犧牲，據說在膠東棲
霞英靈山上有他的全身的持槍銅像，在兩廣
之間原四十一集團軍軍部大院中也有他的塑
像，可惜我都沒有機會親眼看到英雄的形
象，但我確知的是：在國家頒布的全國解放
前的中華民族百名傑出人物中，就有英雄任
常倫，而在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的前後，
我回鄉探親，在紀念館中，我終於還是看到
了英雄當年在大會上講話的英姿。

我故鄉這片被烈士鮮血侵染的紅色土

地，一直吸引著全國乃至國際上的革命者和
友好人士彙集於此，新四軍副軍長，「從奴
隸到將軍」的山東軍區副司令員羅炳輝因
戰事頻仍、積勞成疾，於1946年病逝於臨沂
蘭陵。來自歐亞幾個國家中共產黨人和友好
人士中的醫生都曾在臨沂生活和戰鬥過，毛
澤東主席在抗戰勝利前後所寫的文章中，十
分欣喜的將臨沂與張家口、煙台、威海、淮
安、菏澤等列入解放區的「重要城市」，這
當然也是有根據的——臨沂從來就不是普通
的縣份，清代它就是山東十府中的沂州府所
在地。蔣介石發動內戰，瘋狂進攻山東解放
區，「攻佔臨沂」始終是他的戰略目標之
一，然而，成為笑柄的是：1947年春並軍火
以重兵攻佔的臨沂不過是一座空城，卻付出
慘重的代價——我軍誘敵深入的成果是徹底
吃掉了蔣系嫡系王牌軍整編74師。

     臨沂歷來是魯、蘇之間的重要物資
集散地，早先主要是農產品，而改革開放
後則是全方位的商品物流的重要基地，不僅
在本地，鬆開拳頭張開五指還能是蘇、豫、
皖乃至滬浙緊握，相互溝通，而且在某些外
商心目中，這兒與浙江義烏都是不可忽視的
香餑餑。本地區的特產，一個地方便可滿足
他們一個國家的某種需要，全民的口福，譬
如蒼山縣（現在改名蘭陵）良種大蒜，在很
長的時間內都是韓國人的首選。隨著「一帶
一路」的勃興，大蒜也好，蘭陵美酒也好，
優質的貨品都會成為中亞和東歐的搶手貨。
過去說種茶過不了淮河，如今我們這地區甚
至更往北的日照所產的綠茶，別有具味，遠
銷他鄉、他省、他國，喝起來津津有味，品
咂不盡。一問哪兒產的？——山東，太陽老
仙兒一高興，破例光顧敢於跨越，善於創新
的沃土上的人們，尤其是青島至連雲港的鐵
路開通之後，往南與淮安、鹽城、南京、蘇
杭，往西跨上歐亞大路橋，從臨沂西行的中
歐直通列車的是指日可待了。我的工作再
忙，也要盯這電視新聞的報道：這樣的好消
息，雖說都在意中，但怎麼說也是自己的家
鄉，俺老家那邊有這樣兩句俗語：鄉親一高
興，自己蹦一蹦，老家一開張，自己夢也
香。我就是這樣咋也變不了的心情。

春天來了，當年我離開故鄉來北京工
作那天，我特地去東頭村溫泉泡了澡，表示
要以潔淨的心和溫暖的身子投入新的事業，
東頭村溫泉的歷史很悠久，在那以前我在別
處也洗過溫泉澡，可覺得都不如這裡的滋味
虛，如沸湯卻不燙人，怪不！水特清不說，
還帶著一種好聞的氣息。新的一年回鄉，還
要去泡一回澡。我要對它說：這麼多年，我
開的花雖小，但也要接個像樣的果兒，以不
辜負故鄉水的滋養。四十多年前，臨沂銀雀
山發掘出的珍貴文物震驚全國：竹簡數量龐
大，以確鑿物證證明了孫武、孫臏是兩個
人，而且各有各的兵書著作，我今後能為故
鄉留下什麼證錄？一行有意義的字，一樁有
價值的事，為此拼將一生的努力也值，為
此，我不揣淺陋，先寫下這篇短文——《故
鄉何處》。

黃小梅

可愛的詩詞班
活到老，學到老。沒想

到，在我的生涯裡，竟然有

幸成了泉州老年大學詩詞班

的一名學員。班裡的龔老師

才華橫溢、與同學們亦師亦

友；陳班主任性格溫柔，讓

我們如沐春風；同學們人才

濟濟，互助友愛。

共同的愛好，讓我們匯聚在詩詞楹聯

的天地裡，譜寫著我們可愛詩詞班的一曲

曲讚歌。

龔老師是2024年9月份才到我們詩詞班

任教的，記得開學的第二節課，下著傾盆

大雨，龔老師到教室時，身上的衣服大部

分濕透了，但他毫不在乎，依然拿起筆，

為我們板書，講解楹聯知識。

陳班主任馬上到辦公室拿了一把電風

吹，抓著龔老師衣服的一角，站在龔老師

的背後，幫他吹乾衣服，空調之下教室裡

有些冷，同學們紛紛叫著先停課，把衣服

吹乾再教學，小心著涼，但龔老師堅持不

肯，就這樣，龔老師一邊講課，陳班主任

一邊幫他吹乾衣服。坐在第一排的魏玉鳳

同學，則適時地上前抓起海綿擦，把講解

過的板書及時擦乾淨。有道是：師者，所

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在這裡，我不僅看到

了龔老師的敬業和擔當，還看到了人與人

之間最美好的關心和呵護，我頻頻回頭，

從同學們的眼眸裡，捕捉到了一種發自內

心的感動，那種全神貫注的神態，讓我怦

然心動，急忙收回視線，投入到龔老師的

楹聯世界裡。

都說詩詞是文學皇冠上的珍珠，而

做好楹聯，對律詩對仗的成敗，有著不可

小覷的關鍵作用。於是，龔老師的教學計

劃，首先切入楹聯世界，讓我們從煉字開

始，在「出句」與「對句」的練習中，從

一個字到一句話，再到附加題，層層推

進。

我們詩詞班的同學，有相當一部分

以為在老年大學上課，只是朗誦和欣賞詩

詞。

沒想到老師還佈置了作業，而且是如

天書一樣的對句，陣陣手忙腳亂之後，有

基礎的同學迅速上交作業，個別同學趕鴨

子上架，首次上交作業者寥寥無幾，全對

者屈指可數。

龔老師把同學們的答題，個個拿出來

分解，正確的大家投以羨慕的目光，錯誤

的大家紛紛提出更改意見，群情亢奮，課

堂學習氛圍空前高漲。第二次作業佈置下

來後，上交作業的同學明顯增多，正確率

也明顯提升。

第三次作業在第二次的基礎上更上一

層樓。

我們的課堂總是充滿著疑問聲和笑

聲，其樂融融。同學們居然主動提出讓龔

老師再出題，這種學習熱情，是我沒想到

的。我不禁暗暗開心起來，這種學習態度

是會互相影響，互相促進的，而我，最喜

愛這種學習精神，也就更加精神抖擻起來

了。

多次對句練習後，龔老師帶著我們

開始創作自撰楹聯，他循序漸進，步步深

入，同學們的自撰聯如嬰兒蹣跚學步，亦

步亦趨，龔老師一絲不苟地幫我們引導指

正，並鼓勵同學們努力創作，以優秀的作

品，加入市、省楹聯學會，擴大視野。短

短一學期下來，我們班以作品加入市楹聯

學會3人，省楹聯學會1人。

這樣好的成績，除了同學們自身的

努力，與龔老師的教學和為人處世是密不

可分的，它極大地鼓舞了同學們的學習熱

情。我想，下個學期，我們詩詞班將會迎

來更多更好的成績，同學們定能走上更廣

闊的天地！

時光荏苒，我們迎來了學期的最後一

節課，由於很多同學是乘坐學校公交車專

線上下學，時間緊，同學之間大都名字和

人對不上號，我們班便倡議來個座談會，

大家互相介紹自己，並報名或即興才藝展

示。提議一出來，同學們熱情高漲，龔老

師特意發揮他的特長，用毛筆書寫「福」

字和名人詩詞，作為才藝展示同學的獎

品；龔老師還帶了煮茶器及陳年巖茶，施

建友同學主動帶了大功率電源插排，幫忙

轉接煮茶器；鄭玉治同學主動報名負責拍

照，黃小玲同學說她的手機像素高，可用

來拍照，她倆商量配合操作；我提前40分鐘

到學校，沒想到龔老師和幾位同學已先行

到達，我帶了拍照的三角架，同學們各自

帶了零食。

這一天，大家都提前來到班級，迅速

把課桌椅排出「同」字框。

在同學們的自我介紹中，我們詩詞班

可謂人才濟濟，各行各業數不勝數，驚呼

聲此起彼伏，大家通過介紹，彼此有了些

朦朧的印象，距離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才藝展示依次上演，傅孫國與魏玉鳳

合唱，瀟瀟灑灑。

莊玲玲老師吟唱《沁園春·雪》，並

即時書寫、吟唱座談會的歡樂現場，那一

襲深藍色外加灰色鑲邊的長袍，一條鮮艷

的紅圍巾，一雙黑色高跟鞋襯著她那嬌小

玲瓏的身姿，那字正腔圓又富有特色的吟

唱，引得了陣陣掌聲。

黃小玲一襲白衣，與傅孫國的黑衣，

則成鮮明的映照，他倆的太極表演出神入

化，那一招一式盡顯剛柔並濟與嫻熟……

快樂的時光，總是抱怨時間的短暫，

這次的座談會，是我們這學期的最後一

課，也為我們新學期的到來種下快樂的種

子，哦，可愛的詩詞班，明年裡，我們又

有多少收穫呢？

謝如意

久無來今又來
東 溪 村 溪 堤 光 伏 走

廊，我久無來了，今又來。
早就聽鄉親說了，溪

底堤旁邊要建個可供人們種
瓜豆的竹架長廊，今天眼見
為實了。

長廊比光伏走廊短一
些，廊下有田野中的圳溝一條，溝中流水
淙淙作響，輕靈悅耳。溝兩邊沿上雖如鋪
鐵軌一般，但是間隔一段距離才橫跨一塊
預制的水泥板，人們可以在它們上面走
路。不過，大概以中青年人去走為穩當。
倘若是老人去走，不慎跌落溝中不好；若
是頑皮小孩去走，在那種「三腳花，兩腳
跳」的行路中，也很有可能跌下溝中，恐
怕不安全吧。長廊一人多高，廊頂下部兩
邊都有大竹平行豎布列，再加橫竹其上，
然後再加豎的四根大竹於最上壓頂，只是
架上大概要覆蓋雨棚今未落實而已。

看著廊的下部兩邊間隔一段就各有兩

根大竹插入田中做柱子支撐，有的還在最
下部用水泥加固，令人覺得較有安全感。
但是，那些只是插入田中的竹子，不知可
以用多久才腐爛。在其將近腐爛的時節，
一定得提早察覺及時加固以策安全喔。

太陽落山了吧，眼前有些暗色的溪水
慢悠悠地流動著，彷彿對著溪邊的婆娑楊
柳依依也有幾分纏綿似的。莫說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吧，還是相信人間有似水柔情的
喔。當以後長廊建成投入使用後，架上滿
棚瓜果定是另一種豐收景象喜人，給曾經
遭受破壞而蕭條冷落的農耕家鄉回暖一點
農者清歡，該是值得我們珍惜的喔。

久無來。今又來。獨坐石椅碼字好像
自冷落，其實來往廊上有好多波人友好惠
問候傳溫暖，自己的思路也決不偷閒和散
亂偶爾幾聲歸林鳥的叫聲，就把我送在傍
晚歸家的路上了。

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東溪村
溪堤光伏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