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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去岭南观光，一周中，走马观花地游了广州、肇庆、
中山、珠海和深圳。此游令我大开眼界的是岭南的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岭南，除了水面上和水泥地

上，都长满了树。一眼望去。那连绵的浓浓的绿色掩映
着城市，像诗行一样错落有致地书写在稿纸上。这些树
之高之大之奇，令人惊叹欣喜，若以上海
的树与之相比，只能算是树苗和小树了。
最神奇的树莫过于榕树。人们常用

枝繁叶茂来形容大树，现在看来，这四个
字用来形容榕树是最为贴切的。榕树的
树冠像一柄硕大无朋的绿伞张开在天穹
中，那超大的树冠，使你观之不像是一棵
树，而是一片枝叶交错相连的树林。已故
羊城作家秦牧在《榕树的美髯》一文中高
声宣布：“如果你要我选举几种南方树的
代表，第一票，我将投给榕树。”榕树投给
大地的树荫究竟有多大呢？据秦牧文中
所记，岭南最大的一棵榕树所投下的树
荫覆盖一公顷（十五亩），你可以在树荫下开千人大会，
摆几十桌酒宴，这真是不可想象。
从广州到深圳，我每每在大榕树下流连，看到那些

体态龙钟，树干如恐龙骨骼，树冠如大片绿雾缭绕的大
榕树，都会激发我一种久远的遐思。秦牧所说的“美
髯”，堪称榕树最奇特处。榕树的桠杈间飘垂下一簇簇、

一绺绺如千年美髯似的“气根”，这使它
们看上去如饱经沧桑、淡定安详的寿星，
心中藏着历朝历代的演义故事……它冷
静地看着这个世界，恺悌而神秘，睿智而
庄重，朝披霞光，夕披月色，旦复旦兮，见

证人世，解说宇宙，它莫不是我们所崇敬的先贤哲人
吗？
榕树的根也不可思议。常说树大根深，树的根都深

藏地下，不“抛头露面”。但榕树的根却不甘做“地下工
作者”，它破土而出，裸露于地面，吞吐日月光华。那条
条树根极像苍茫老者手上暴突的青筋，又像是千百条
蟒蛇纠缠蠕动于树下，盘根错节，如蛛网密布。有的根
更为张扬，如大蛇伸颈探头盘贴在树身上。丰子恺先生
写杨柳，描绘柳丝飘拂下垂到根部，而榕树的根正相
反，它上扬到树身上。

在岭南，还有一种高达 !"米的乔木，当地人称之
为“导弹树”，望之酷肖一枚待发的洲际导弹。岭南的芭
蕉叶也大得惊人，常说“一叶扁舟”，若将一张蕉叶截下
置于水中，真的是一只小舟了，大概可以承载二三个人
吧！
黄山归来不看岳，岭南归来不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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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是距今 #"""

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比著名的河姆渡
文化遗址还早 $%""年，名列 &%%'年中
国考古十大发现榜首。日前我应邀对小
黄山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雨雪初霁，道路泥泞，远处传来哗哗

的流水声。跨过一座石桥，见到长
长的坝栏，一道瀑布由此而下，水
质清澈见底。砖瓦窑场就在前方，
沿途堆着整齐的泥坯方砖以及烧
残的瓦砾。小黄山遗址就是在人们
烧砖取土时被发现的。小黄山遗址
总面积 ()*万平方米，现在仅发掘
了 +%%%平方米，可谓冰山一角，更
大的秘密有待人们去探索。遗址现
场的探方已作了回填处理，我们只
能在保护区域石碑旁留影纪念。
一个高高的土垛出现在眼前，

上面的野草被朔风吹得东倒西歪。土垛
的土是从 #%%%年前的地层中挖出来的，
为红色斑点粘壤，还有不少白土，俗称观
音土，一脚踏上去，鞋子四周沾满泥巴，
令走路十分沉重。我不由感叹自己的双
脚有幸触碰祖先站过、坐过、跑过的土
地！站在高高的坡上，极目远眺，四周河
道密布，不远处为丘陵地带……
我努力想象着先人的生活场景，
一时间有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小黄山遗址出土了很多石
器，其中有些石片边缘极其光
滑，非常精致。石磨盘、石磨石出土的数
量也颇多，这些器具多用于研磨谷粒，敲
砸硬果或骨髓，在江南新石器时代遗址
中十分罕见。大量的石头工具告诉我们，
当时的先民们过着以采集食物为主的生
活。在红烧土里，人们还发现了稻谷的遗
存，它证明那时的小黄山人已开始食用
稻米，并且能够控制火的使用。稻谷遗存
的发现，也为稻作农业的起源研究提供
了实物。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出土了距
今 #%%%年以上的石雕人首，考古学者认
为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的最
早石雕人首，非常珍贵。
小黄山遗址属于比较稳定的大型村

落型遗址，除了石器，这里还出土了不少
陶器，但由于烧制火候不高，质地疏松，

出土清洗时，容易散碎。小黄山陶器中的
绳纹圜底釜，有类似鸡冠耳的小方把、环
耳。夹砂红衣陶多角沿盆等陶器形状与
河姆渡文化早期多角沿盆很相似，也许
是河姆渡陶器的源头。如果真是这样，那
么，我们可以推断小黄山文化是河姆渡

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这里的原
始人，有可能就是河姆渡人的先
民。从目前出土的器皿看，可以找
到文化上的契合点和类似基因。

地质学家证实，在距今一万
八千年左右的末次冰盛期，东海
海面曾下降到现今海平面以下
,+'米左右的地方，小黄山遗址所
在的嵊州盆地濒临东海。晚更新
世晚期，全球气候变暖、海面回
升。在距今 *%%%!#%%%年前后，东
海海面已经回升到现今的位置，

嵊州盆地肥沃的冲积小平原和温暖的气
候，为先民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

,%年来，我一直在探寻长江流域先
民迁徙的线路，实地考察过不少南方史
前文化遗址，企图理出一条线索。从一般
认识来说，先民从山区迁徙到丘陵，最后
抵达平原，从山洞穴住过渡到平地造房。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也许可以
画出完整的史前文明发展路线
图：&万年前江西万年仙人洞遗
址的先民开始北上开拓，到达一
万年左右的浦江上山、龙游荷花

山，#%%%年前的小黄山，*%%%年前的萧
山跨湖桥，(%%% 年前的余姚河姆渡，
-'%%年前的诸暨楼家桥，尔后跨过钱塘
江，直奔美丽广阔的杭嘉湖平原，出现了
嘉兴马家浜、青浦崧泽、余杭良渚、松江
广富林等文化遗址。我曾给衢州、金华等
地的考古界朋友讲，要特别注意山洞遗
存，我敢断言从一万年前至二万年的空
白期定有文明遗址的存在，只是现在尚
未发现而已。

站在小黄山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思
考先民的生活状态，我的耳边仿佛响起
了人类前进的脚步声。历史把文明的碎
片洒落一地，当代文化人有责任追寻祖
先的足迹，把碎片拼接成完整的史前人
类活动的图谱，让历史告诉未来。

雨中情
王洪武

! ! ! !真是说变就变，刚刚还是朗朗晴空，
霎时就乌云密布，公园里晨练的人们还
来不及“撤退”，雨珠就像断了线的珍珠
洒向大地。大伙只好飞快地躲进附近的
凉亭暂避。

我躲雨的这个凉亭，
一下子挤来二三十个人，
基本上是清一色跑不快的
“银发族”。

雨越下越大，一点也
没有停的意思。雨帘中，东升大院的陈奶
奶冒雨给爹爹送伞来了；接着，金爷爷也
给老伴送来了伞。
“喂，是老伴吗？”我身旁的李大爷掏

出手机拨起号来。“我在毓龙公园躲雨，
你把家里雨伞统统给我拿过来，楼下车
库我电瓶车箱里还有一件雨衣，也拿过
来，我这里有好多朋友……”
李大爷是个热心人。不过，我知道他

家住通渝北村的最北边，
离这里至少有二三里远，
雨这么大，“奶奶她……”
我欲言又止。
“没事噢，她也是个菩

萨心肠，听说这类事，下锥子也会来！”这
期间，又有几位爷爷奶奶送来了雨伞或
雨衣。
奇怪啊，送伞的怎么都是些老夫老

妻，不见儿女小辈呢？我正奇怪着，雨中，
一位靓丽的少妇，随着一
声亲热的“爸”，将一把雨
伞递到了一位还不算老
的大爷面前。
“妈去姑家了，春上

班了，我估猜您在这儿……回去吃早饭
吧，莲子羹熬在锅里哩。”
有人认识：“哟，是大爷新过门的儿

媳。”“啧啧！晚辈孝顺，老人有福啊！”
看呀，接到电话的李奶奶真的从通

渝北村挎着大包风尘仆仆过来了。“大
伞、小伞、雨衣———有我家里的，也有我
借的邻居家的，可惜只凑了十把。呐，给
你们。明天晨练带到这里来就行。”
我也接过一把一身雨水的李奶奶送

来的伞。一把把雨伞撑起了，一件件雨衣
穿好了。鲜艳的雨伞雨衣似盛开的鲜花，
在公园里、在雨中飘逸移动，显得格外美
丽，格外动情！

亲历上海两重天
高世玉

! ! ! !我不是上海人，更谈
不上“老上海”了。但我对
上海的认识由来已久。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末，我从大连机校毕业，分
配到湖南 !+%厂，赴厂前
路过家乡南京探亲，然后
绕道上海去株洲。特地跑
到上海的南京路上去
看国际饭店有多高。
站在马路边，仰头朝
上望，似乎看不到顶，
头上的草帽掉地上
了。我又漫游南京路，从外
滩到南京西路末端。我好
傻，徒步逛长街，人很累，
脚也痛，但我乐意。总算是
第一次到过大上海了。
以后每年回家探望都

要由上海转火车，近距离
接触上海。一次我在家住
上海的同事家中借宿，这
在当时要好大的面子哟。
他家的房子很挤，人口又
多，住得本不宽敞，加上我
一个外人，实在是为难人
家了。主人歉意地对我说：
“不好意思，委屈你住阁楼
了。”我以为阁楼又高又
大，通风、明亮，心里乐滋
滋的。到了晚上，我扶着木
梯小心翼翼地爬上阁楼却
抬不起头来，要想睡觉，就

得先坐下，然后双腿向低
矮的窗户边伸，慢慢仰倒。
就这样我呼呼一觉到天
明，睡得好香。次日晨我告
别主人，才听说他家的几
个孩子轮流睡阁楼过日
子。在我的印象中，上海人
走到哪里都很自豪的样

子，见人就说“阿拉是上海
人”。其实上海市民的居住
竟如此逼仄。
我从主人家出来就是

一条很深的弄堂。因为一
大早，街上没有什么人，街
道两侧也很少见几棵树。
只见一位环卫工人推着粪
车在摇铃，招唤着家家户
户出来倒马桶。弄堂里没
有花香，唯有臭味，给我印
象深刻，至今难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一晃 !%多年过去。如今我
退休了。可怎么也没想到
的是，儿子娶了个上海媳
妇，又添了个孙子，是上海
户口。然而儿、媳都在外地
打拼，孙子成了上海的“留
守儿童”。上小学时由他外

公、外婆照应。
等孙子上初中预备班

时，需要爷爷发挥余热了，
于是我到上海。今秋开学
前，我住进杨浦区延吉六
村亲家二室一厅的房子。
其实，我的亲家只是上海
的普通百姓，但如今在上
海已有两套住房，大
套的自己住，小的让
我跟孙子住。这房子
装修一新，阳台玻璃
封闭，阳光直射卧室，

住得可舒适了。这不由得
使我想起当年在上海钻阁
楼的经历。这就是上海的
巨变啊！

更可喜的是，这延吉
六村很大很美，简直就像
一座大花园。走进小区，
道路整洁，简直可以用一
尘不染来形容。绿树成荫，
座座高楼掩映在绿树丛
中。花草繁茂，郁郁葱葱展
现一派勃勃生机。我住的
,'号大楼前有个广场。广
场中央有座绿枝环绕的
塔，塔顶竖立着红黄相间
的雕塑。广场周边有景观
灌木、草坪和高大、挺拔的
柏树；广场不远处的丛林
中有桂树飘香，有鸟儿欢
叫。我每天清晨在广场上
晨练，面对的是满目绿色，
满鼻花香，满耳鸟鸣，如此
美妙的意境，怎不叫人心
旷神怡而陶醉呢？若不是
身临其境，我怎么也想象
不出上海人今天的居住环

境如此美好！回想起当年
借宿上海，早晨走出弄堂
的那一幕，岂不天壤之
别？听亲家公说，延吉六
村还不是上海最美的小
区。我深信不疑。

国庆长假，儿子回
沪。他开着车带着我和孙
子祖孙三代畅游上海，我
这才知道，如今的“国际
饭店”早已是浦西的“小
弟弟”了；而浦东更是高
楼林立，直插云霄呀！

昔日和今朝，亲历上
海两重天！我祝愿上海的
明天更美好。

! ! ! ! ! ! !周修荣
分扣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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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谜面：植树致富
（中超球员）

谜底：林创益

一月两新年
余仁杰

! ! ! ! &%,! 年 , 月份两头
是“新年”：,日是元旦，月
末 +,日是甲午年（马年）
岁首正月初一。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
（以下称农历）是种阴阳合
历：“阴”是指其历月以朔
望月为依据，规定朔日为
每月初一日，大月 +%天、
小月 &#天，平均 &#)'+%-

天；“阳”是指其历年基本
合 乎 回 归 年（+-')&!&&
天）。农历平年 ,& 个月
+'!天左右，比回归年少
,,天左右；有闰月年份 ,+

个月 +*!天左右，又比回
归年多 ,#天左右。农历以
建寅之月的朔日为岁首正
月初一，它对应的节气是
立春（故名春节），在立春
前或后的各半个月区间范
围内游移。
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

道上的位置确定的，其实
是地地道道的阳历，因此
它在公历中的日期较为固
定，如立春基本在每年 &

月 !日。这样春节最早可
出现在 , 月 &, 日 （如
,#--年），最迟可到 &月
,#日（如 &%,'年）。农历
癸巳年（蛇年）+''天，比
&%,+年少 ,%天，因此甲
午马年春节要比癸巳蛇年
春节提前 ,% 天；&%,+ 年
春节在 & 月 ,% 日，&%,!
年马年春节就落在 ,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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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见过遛狗的，遛猪的，牵着鸭子遛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
有。
那天，多日的阴冷终被一袭温暖的

阳光打破，暖暖的。大早就去附近的小路
晨练。小路毗邻河畔，路两旁的植被生机
盎然。小路上已有好几个人，也有牵着爱
犬出来的。看那狗狗，欢快地奔着，拉都

拉不住，像闷久了刚放出牢笼一样。紧接着，后面跑过
来一个小东西，也大摇大摆地奔着。什么！竟然是只鸭
子，脚脖上套着绳子，被一位阿姨牵着。
那阿姨见我诧异的样子，竟不好意思起来。可那小

鸭子却很是得意，用黑漆漆小眼睛瞟我一眼，仿佛在
说：“怎么，小鸭子就不能出来散步了？我也要做只健康
的小鸭子啊！”它摇摆的样子，很是可爱逗趣，简直就是
个小绅士。别看它腿短，跑的也还不慢。
六个来回后我结束了晨练，心情特别愉悦。
可爱的小鸭子，希望常能遇见你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