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服输的!笨孩子"

龚伟明

按照早先的说
法，赵亚军的职业身
份是一名在上海的农
民工。!"多年前，他
来到了我们集团下的
一家合资公司，在空调压缩机生产线上工
作。不久，赵亚军作为年度公司优秀农民
工之一，成了集团内部报的采访对象。
我与他交谈，从他如何边工作，边上

大学开始。他说最初的想法，是在上海工
作几年，攒了钱回老家开个小百货店。也
曾自卑、失落彷徨过。在一次为农民工举
办的年夜饭上，公司领导与几位农民工
谈心，赵亚军他们说出了高考落榜来打
工，想参加成人高考的想法，但由于翻

班，不能如意的苦
恼。集团领导听到汇
报，肯定了以赵亚军
为代表的农民工想
读书求上进的思想，

提出了既要为农民工实施技能培训，又
要帮助一些有志者圆大学梦，全面培育
知识型的农民工队伍的规划。#""$年夏
天，集团与一所大学洽谈校企联合办学，
成功开设机电一体化大专班，由集团提
供教学课堂，学校派出老师授课。赵亚军
等 %"多位农民工经过入学考，边上课边
工作，%年后成为首批农民工毕业的大
专生。他还代表农民工参加集团职代会，
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班组建设活动等，他

称自己过着充实忙碌的
日子。

随着上海一般制造
业外移的趋势，我们集团
开始异地建厂。他作为赣
籍员工来到了江西工厂，
他说自己是个笨孩子，只
是笨鸟先飞罢了，他的努
力得到了回报，不久担任
车间主任一职。
我后来被集团派遣到

地方，与赵亚军又见面了，
他说忘不了在上海工作
时，几位前辈的关心帮助。
现在自己已经成家，有一
个女儿。我说“你三十而立
呀”。他嘿嘿而笑，称一路
走来，主要是企业为赣籍
员工搭了发展平台。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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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菜园
李星涛

! ! ! !前几年在乡下中学工作，闲时垦了一片
空地，一年四季蔬菜不断。如今，住进了城
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每天都要往菜市上
跑。更让我担心的是，菜市上卖的小青菜都
喷洒过农药。因为，七八月份正是虫儿肆虐
的季节，可这些小青菜身上却一个虫眼儿也
没有，这让喜吃青菜的我怎敢下咽呢。
苦思几日，我决定自己动手搞一片空中

青菜园。我剪开一只旧麻袋，重新将其缝制成
一个中型的沙袋模样，先虚虚地装上自己配
置好的土杂肥，中间埋植了一根钻
了许多孔眼且底部堵实了的青竹
竿，然后把沙袋吊在阳台上焊好的
三角形钢筋架子上。地侍弄好了，该
播种了。我拿来一把锥子，在排着在
麻袋上扎眼。每扎一眼，我便按进三四粒青菜
种。一大包青菜种种完了，我的空中青菜园也
便开始孕绿儿了。
每天早晚，我都要向沙袋中的青竹管中

慢慢加一些水。水经过竹竿上的孔眼，一滴
滴渗透到麻袋中的土中，正好可以满足小青
菜的需求。至于竹竿中加入水量的多少，全
靠自己掌握，只要麻袋的表皮始终保持湿润
就可以了。

一周过去了，小青菜从锥眼里纷
纷探出脑袋，舒展出叶片。那叶儿黄中
透绿，嫩极，似乎一碰，马上就会断了
去。锥眼中，先长出的小青菜茎儿长，
后长出的茎儿短。整个菜园，自下而

上，黄绿相衬，参差不齐，将原先灰黄的麻袋
片儿点缀得一片盎然。十五天过后，小青菜
严严遮住了麻袋表面。由于菜园底部水分充
足，所以小青菜的茂盛程度常常是自下而

上，逐步减弱。那些舒展开来的叶片于熹微
的晨光中酥酥颤动，恰似一大群绿色的蝴蝶
在翩翩起舞。妻高兴得合不拢嘴，每天拔青
掐绿，不是青菜蛋汤，就是青菜下面。
菜园底部的青菜吃完了，我马上重新补

种。等到上部的青菜吃完了，底下的青菜已
泛出碧青。就这样，一茬又一茬，我的空中青
菜园真正成了一块取之不绝，用之不尽的绿
色宝地。刚开始吊起我的空中菜园时，邻居
以为我是拳击教练，每天要练沙袋。等到妻
每天从沙袋上采摘下一把把小青菜时，他们
才如梦方醒，马上纷纷效仿。于是乎，我所居
住的单元，家家阳台上都有吊起的形如沙袋
的空中青菜园，即便是到了冬天，依然可以
看见沙袋上小青菜那碧绿的身影。
我大部分的休闲时间全都变成了一片片

碧绿的小青菜。那一年四季容颜不变的绿
色，不仅给了我们全家人怡悦快乐的心情，而
且更让我们的生活增添出一种别样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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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荻浦村的石板路与黄泥墙
边，有牛栏与猪舍，可是，近年来，却先
后开出了牛栏咖啡馆和猪舍茶吧。这
一转身，令人不可思议，却获得了城市
青年们的青睐，他们在牛栏与猪舍内
听音乐、喝咖啡，感受农村与城市结合
的奇特与快意。

牛栏咖啡的“总设计师”曾说过：
牛栏咖啡、猪舍茶吧的特色在哪里，它
们的生命力就在哪里。
我在去牛栏咖啡和猪舍茶吧的路

上，一直在思考这位总设计师的话。
他的“特”，是指什么？他的特为谁设
计？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想到了城市
青年。在城市青年喜欢远离喧嚣，游
走乡间热潮起来时，他们就瞄准了这
一群体。那么，怎样的“特”，是城市青
年喜欢的？这位当着村镇领导的“总
设计师”，很知道城市这帮青年。他们
愿意看牛、猪生活的地方，却又不愿意
触其脏、闻其臭，如果还加点时尚的元
素，则会让他们有亲切感。于是，驱牛、
猪，留栏舍，除其脏臭，点缀花草，搬进
桌椅，泡上咖啡和茶。进入这样的场
景，就让城市青年在时尚中去想象牛、
猪生活的图像，这种基于农村生活的
小资情调的氛围，便让城市小白领得到极大满足。

所谓的特，是在确定了特定消费对象后产生的，
重要的是，是要研究消费对象的心理需求，由此，来确
定经营的方式，这样，针对某一消费群体而产生的经
营方式，便具有了鲜明的特性。

牛栏咖啡和猪舍茶吧，不一定具有可复制性，因
为它们还有这个村的其他条件，比如有一片四季花
海，可以引城市青年来赏花。但是，他们的市场观念和
经营思路，给经营者带来启发，这就是：企业有特色才
能生存发展，而这个特色的产生，来源于对消费者的
研究。

幸福的蟹壳黄
吴凤珍

! ! ! !这块小小的油酥烧
饼，名称有两：苏北及南京
等地称“黄桥烧饼”；而我
们苏州人则称它为“蟹壳
黄”。“黄桥烧饼”这名称是
纪念黄桥决战，有关历史
传统的。而苏州的“蟹壳
黄”这名称生动、形象，它
确实活灵活现像一只煮熟
了的蟹壳。

每年最热闹
的春运，我们这
对再婚的、八旬
开外的老夫妇总
也去轧闹猛，因为他的小
辈们都定居南京的。故我
们得同去探望并与他子女
团聚的。
到南京一跨进我们的

房间，一股熟悉、而又亲切
的奇香直扑我的鼻孔，一
瞧，唷，床的两边那五斗橱
和桌子上都放满了两位继
女儿不约而同地专门为我
买的“蟹壳黄”。真难为她
们都知道了我这嗜好 &而
特意去买来。
按理说，苏州本是美

食之乡，哪会无此物的？
可，奇的是“生煎馒头”是
有的，与此搭档的“蟹壳
黄”却是凤毛麟角，极难觅

到。故我每到南京总是常
以此物当早点的。岂料，我
这一嗜好却被我那继女儿
们了解到了！
在这个裸放了四十多

只蟹壳黄的房里睡觉，由
这浓郁奇香的包围中，安
得不让我夜夜做起了“蟹
壳黄”的梦———

我娘家是个早已破落
的旧式家庭，用老话来讲，
叫做“酱缸打碎，架子仍
在”。凡有客人在下午来
到，便有长辈暗塞给我钱
命我到跨塘桥堍下“富春
楼”茶馆底楼的毛毛饼馒
摊上去买“生煎馒头”与
“蟹壳黄”，数量不会多
（因口袋太瘪）。当那半老
头毛毛掀起锅盖、用长长
的铲刀把馒头铲起、并敲
打着铁锅发出”“当当”之
声时，那股又热又香的馒
头香直让我几乎忍不住
地咽下了口水，怎堪他再
朝烘炉里一只只地搛起
那烘得喷香的“蟹壳黄”。

那时仅有十岁挂零的我，
毕竟还是个孩子哪，必需
要抵御住这些香，忍住这
个馋，真宛若是在受刑
了！如果恰是我饥肠辘辘
时，那更是一种折磨了。
但，我理解长辈：此乃万
不得已耳！当饼馒都拿到
后，我得快跑，否则会冷

却的。直到家
中，我只得把那
只盛点心的提
盘篮往桌子上
一放后，还得立

即出去。如果稍有延迟，
长辈立马皱起了眉头（此
乃警告，往往事后会挨
训）。我还得招呼兄弟妹
子快跟我一起出去玩。凡
长辈与客人在吃点心时，
绝不允许孩子在旁，这是
严厉的家规。在一般情况
下客人是不会全吃光的，
这也算是一种礼貌。直待
客人离去，长辈这才出来
寻找我们，将客人吃余的
分给我们吃，因为
原本就买得不多，
能剩余的就更少
了，每个孩子能品
尝着一点儿就算
不错的了。大约因了长期
的克制食欲，从此，我对
这“生煎馒头”和“蟹壳
黄”竟成了终身的嗜好，
总想啥时能解个馋。可，
中年时上有老下有小，经
济负担重，只能为全家的
糊口与生存而拼搏，哪能
再顾及个人的爱好呢？故
从来舍不得买来吃的。而
今经济条件容许吃了，可
怜的是已冉冉老矣，“生

煎馒头”因太油已不能吃
了，只能勉强少吃些“蟹
壳黄”以解馋。但，更可怜
的是仅这“蟹壳黄”，在苏
州还是难觅到。每次偶过
生煎馒头店，听见那“当
当”的敲锅边的声音及闻
到馒头的浓香时，我仍会
习惯性地做起了很深很
深的呼吸，我自嘲是个厚

脸的馋老太呢。
———我在迷

茫中依稀听到了
毛毛敲锅边的声
音，继而是他在用

火钳从炉中搛出那芝麻浓
香的一只只的“蟹壳黄”，
我只能在炉边使劲深深
地———深呼吸矣！

———醒来发现我居
然坐拥“蟹壳黄”丛中！在
南京时，我每天早餐便吃
它，放在肚子里带回去总
比在行李中带的好。然后
将还剩很多的“蟹壳黄”带
回家去。在春节我家兄弟
妹子们聚餐家宴时、分送

兄弟妹子们，这是我那孝
心的继女儿们———不，女
儿们———送我的幸福“蟹
壳黄”。让这幸福散散福，
祝大家都幸福，此乃其一；
童年时，凡有客人来吃点
心时，我招呼大家出去玩，
我们都在强忍着馋。今天
我们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了，再回忆一下我们的童
年，象征性地请兄弟妹子
们再品味一下我们童年时
最馋痨的点心，当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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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元宵节的声声爆竹刚落下，浙
江台州乱弹剧团就为首都人民献上
了新编历史剧《戚继光》。他们说我是
研究戚继光的专家，特邀观看。我仅
仅写了一部有关戚家军的报告文
学，谈不上有多深的造诣，但对那段
历史和出自故乡的戚家军，确怀有
特殊的感情。

进入大剧院，找到了我的池座，
每个池座位上备有一袋，上面“魅力
台州欢迎您”的字样和彩图吸引人
的视线，内有《台州概览》、台州乱弹
剧团简介及《戚继光》首演和亮相上
海国际艺术节等彩图、评介。时间尚
早，我慢步从乐池边走上舞台，想细
细地品味屏幕上戚继光的神情。正
仰首欣赏时，舞台侧里有人从暗处

对着我：“喂，下去下去，不能到台上来！”恍然，我觉
得我的无知，便速速回到我的池座等待开演。

对于台州乱弹这剧种，我没有探究溯源，随着剧
情的深入，我心潮激荡，仿佛走进动荡不安又悲壮惨
烈的历史深处。

戚继光是抗倭英雄，然，剧作家没单纯地以武戏
为主体重彩描绘，而是走出战争的壮烈，走进当时复
杂的社会阶层，走进主人公丰富的精神世界。

剧中有一个抗倭民女沈海平，是个虚构人物。其
名出自于戚继光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
平。”沈海平是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前任张经之女，而
张经抗击倭寇取得王泾江大捷，不但未得封赏，反而
遭奸佞陷害问罪下狱被处死。沈海平自幼随父修文
习武，后成为怀有国仇家恨的侠女。她钦佩戚继光的
高风亮节，沈海平的抗倭护民，一举一言，正是戚继
光多年追寻的理想形象，一见如故成知己。但，由于
她是张经之女被通缉，这种情感的纠结便如泣如歌。
这条情感线的延伸，与抗倭战局的急促推进紧紧地
交织在一起，使全剧结构跌宕起伏，错综有序，引人
入景入情。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多年前，广州军
区政治部创作室的一位作家撰写了电视连续剧《塔
山阻击战》，剧本送至原军委工程兵一位副政委审
阅。这位副政委是当年塔山阻击战英雄团政委，他认
真看了剧本，将我叫去，庄重地说：“他们征求我意
见。里面写了一个下部队的女文工团员与我这个政
委在战场上谈恋爱，胡扯！那时我们团在战场上哪来
女的！你给我看看，帮我提提意见。”我看了对他说：
“首长，这是艺术。生活的真实不一定是艺术的真实。
他们这样写，是着意将战争与人的情感两者穿插，刚
柔相济，让以您为原型的这个人物，更鲜活，更具体
可亲。这个团政委，既能有智有勇打胜仗，又富有很
浓的人情味，多好！”沐浴腥风血雨的老将军摇摇头，
嘴里却说：“那，就随他们吧！”

戏剧与电视连续剧一样，有故事，有情节，有矛
盾冲突，刻划的依然是活生生的人物。

当然，从剧本到演出还有修改提升的空间。对于
一个地域，产生一部大戏不易。我给
台州市文化艺术和产业联合会执行
秘书长发去手机短信，简要地叙述几
句观感后说：“是台好戏！我相信会越
改越好，成为台州的一张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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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的暖湖
冯忠方

! 南极洲是世界上
最冷的地方，这是无
人不知的。但令人难
以置信的是，科学家
们在这个冰封雪地的
白色世界里却发现了一个温暖的湖泊，
实在令人费解。
在南极大陆维多利亚地区附近的干

谷地区终年不降雪，更无冰川，就是在这
样一个平谷的底部，有一个叫范达湖的
湖泊，令人惊奇的是，这个藏身冰冻中的
湖竟是一个暖水湖。在 '()'米深的湖底
部，水温高达 #$!。!*'"年，日本学者鸟
居铁分析测量资料后发现，该湖表面有
一层 %"+米厚的冰层，薄冰层下的水温
为 ,#-左右，随着深度的增加，水温不
断增高。!'米深处，水温升至 $)$!，这
个温度一直稳定地保持到 +"米深处。在

+"米以下，水温
缓慢升高。至 ."

米深处，水温升
高的幅度突然加
剧。至 ''米深的

湖底，水温竟高达 #.!，与夏季东海表
面水温相差无几。探险家们还发现，在
南极大陆共有 #"多个湖泊，不仅终年不
冻，而且湖水温暖。

对于暖水湖的形成，科学家们提出
了各种看法。日本、美国、英国、新西兰
等国的南极考察队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这
一奇迹加以解释，其中有两种学说似乎
有较大的说服力，一种是“太阳辐射说”，
另一种是“地热说”。然而到现在为止还
没有一个科学家能拿出令人满意和信服
的结论来说服人们，他们正在寻找新的
证据来揭开南极暖水湖之谜。

日脚
顾嗣淳

! ! ! !回家乡昆山与诸多
初中同学碰头，那时“不
识愁滋味”的少年，现如
今都已经成了“鹤发灰
鬓头童齿豁”的老人，大

家感叹一声“日脚过得真快”。
日脚，这个说法很早就有了。唐韦縠《才调集》引

述的古体夏诗中有“彤彤日脚烧火井”之句，此处的日
脚是指太阳穿过云隙射下来的光线。唐杜甫《羌村》诗
中亦有“日脚下平地”之
句，即日光下垂。中国农耕
生活的规律是“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描写自然现象
的“日脚”在方言中引申为
“日子”，来表达日期和时
间，如“日脚过得真快”；继
而又引申为“生活或生
计”，如“日脚过得有滋有
味”。

红树青山金碧楼 夏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