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它是我曾豢养的一只猫，因其毛色黑
白相间，故以黑白名之。

黑白很快就从把拖鞋当童床的猫崽长
成了大猫，并当上了母亲。若说到它对宝宝
的呵护，真的一点也不逊于我们人类。

当小猫都睁开眼睛并能蹒跚行走时，
黑白常带着它们在门口晒太阳。黑白安卧
在小猫身旁，有人走过，它必定警觉地竖
起耳朵，瞪大眼睛，生怕有人欺负猫崽。

那日，一位慈眉善目的邻居阿婆经过
门前，见猫崽可爱，便忍不住俯身去抚摸。
黑白不知她是善意，见有人竟要对小猫动
手动脚，顿时发起飙来，一个虎跳上前，朝
老太脚脖子就是“啊呜”一口。所幸是冬

日，她穿着厚袜，不然后果严重了。我训斥
黑白不识好人心，又向阿婆道歉。阿婆脾气
好，又是个爱猫人，惊魂甫定，宽容地说：
“你家黑白是护崽心切呀，也怪我太唐突
了！”

其实我早知道：猫妈妈是不允许外人
接近其幼崽的，更不许别人触摸它们，只
有家人除外。它知道主人对它的孩子没有
恶意，更重要的是它不敢得罪自己的“衣
食父母”。
还有更惊险的一幕令我难忘。那天一

只大型的卷毛狗兴冲冲跑来，见有几只幼
猫聚在一起玩，便好奇地探头去嗅它们。
看那狗年龄不大，却长得“狗”高马大，比

黑白魁梧了几倍，端的是不怒自威。小猫
们从没见过这样毛茸茸的庞然大物，全吓
傻了。我在近旁瞧着，故意装得无事一样，
只想看看黑白的表现。好黑白！只见它顿
时发疯般地扑将上去，四脚紧张地撑着
地，浑身的毛竖起，脊背弯成一张弓，尾巴
也翘得笔直。它一双凌厉的猫眼逼视着狗
眼，龇牙咧嘴，并不断发出“呜呜”的示威
声。可能那卷毛狗年纪尚小，没经过这阵
势，吃了一惊，夹着尾巴就溜。倘若真的厮
打起来，黑白危矣！

危机已过，这时我发现，黑白全身瑟
瑟发抖，喘着粗气，像虚脱般瘫倒了。惊
魂甫定的小猫咪们簇拥到妈妈身边撒
娇。它们哪里知道，刚才的那几秒钟里，
妈妈是在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捍卫它们
的安全啊！ 赵全国

! ! ! !那年香港琼姐来探望祖母，送我一
件高领针织衫，密织的红、白、棕、灰色条
纹不粗不细，色彩柔和，三翻的高领宽大
有型，下摆则有细带调节松紧。这件颇时
尚的衣衫陪伴我已有 !"余年。除了稍有
点褪色，在岁月的荡涤下，它变得柔软有
加，穿在身上已不全是御寒遮体的功能，
隐隐还穿戴着温馨与自豪。

当年学院的舞会上，条纹衫配着喇叭
裙伴我跳着“快三”满场飞旋；怀孕的时
候，条纹衫下罩着肚里的女儿跟我一起跑
工地走现场；春暖秋寒，爱它百搭的暖色
系，配着毛衣与外套，柔软的翻领省去了
围巾。因为喜爱，年轻时代那几年的证件

照里，都有红白灰条纹的影子。到了中年，
正要拍签证照，索性穿上它再拍一张，看
着系列证照里的自己从青涩到成熟长大
又老去也就是一瞬间。

女儿不解她妈妈的心思，说条纹衫
一点都不好看。我告知她我们“#" 后”
“$"后”甚至“%"后”的上海人，大多是从
人均住房面积几个平方米的票证年代走
来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的节俭已成一种惯性思维，更何况这有
着绵长记忆的衣衫，女儿还是对牛弹琴
般的不解。
年轻人服装淘汰得也越来越快。女儿

那件浅色小牛皮茄克的两只袖口不小心

被汁水染污，大片水渍像古老地图上的褐
色岛屿让人痛心。老妈不舍它被扔进垃圾
桶的下场，速去纺织品市场买来两包黄铜
的方形、圆形装饰铆钉扣，还买了台打扣
机。在袖口水印区域以两种散布的金属铆
钉作饰，于是，一件朋克味颇浓的皮茄克
焕然一新。

看着这件重生的“花”袖茄克，女儿竖
起了大拇指。

秋天的午后，套上红白灰的棉衫翻起
衣领走在小区的花园里，踩着梧桐树叶，
自拍一张今年的条纹衫照，金桂飘香伴着
向晚的年华令人陶醉!

林筱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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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年华/

! ! ! !在家中阳台种上一盆姜，既是一盆类
似富贵竹的盆景，又可以收获生姜，何乐
而不为？

春天来了，从菜场买回家的生姜往往
都发出了若干个尖尖的芽头。#月中旬，
我将买来的姜切下了 #个芽头作为种子；
找了一个长方形的紫色泥盆，将原来花盆
中晒了一天的园土拌进了一部分沙子和
植物营养土。我将拌和的土装进盆中约七
分满，将四颗姜芽块浅浅地埋进土中再在
上面覆上一分土，盖没芽头。然后在盆中
浇足水，把这花盆放在阳台室内，等待它
发芽。

个把月后，三个芽尖头慢慢伸出泥
土，长成了小苗；另一个芽头没见露面，
挖开一看———烂了，可能是浇水太多了
吧。放在阳台外的花架上，盆中三棵小苗
缓慢生长，从顶端伸出的尖头逐渐舒展
开来成为一张狭长的叶子；继而又从顶
端伸出尖头、舒展……如此往复，那植株
往上伸，差不多间隔 &寸左右长出一张
新叶子；' 月初的它们，几根枝干细长，
亭亭玉立、枝干上竹叶状翠绿色的十几
片叶子有规则地向外伸展着，枝顶则像
一根粗粗的针尖耸立着，那是尚未舒展
的一张新叶。一阵风吹来，互相触碰的叶
子发出轻轻的“沙沙”声，让我静心陶醉
于这天籁之音。下雨天，沐浴着雨点、洗
刷去身上的微尘的枝叶像换了靓丽的新
装在舞台上摆动，更显得楚楚动人。当
然，我忘不了个把月给施点自沤的肥料。
哦，它真不负我而茁壮成长，好似一盆脱
俗高雅的富贵竹，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
的景象！

盛夏到了，炎热的天气让我担心盆中

的姜，将它放在阳台外花架的里侧，这位
置到下午就晒不到太阳了，每天我给它早
晚浇上两次水。到三伏最热的那些天，把
它搬进屋内“避避暑”，倒也给室内增添了
几分绿意和一丝清凉。

台风来临，我又将它搬进“避风港”
——在封了窗的阳台内安然度过那风雨
交加的日子，免得受“拦腰折断”之罪。有

人说植物花卉也是有灵性的。这盆姜，似
乎也感受到了我的殷切关怀，国庆节前后
气温宜人，每每靠在阳台窗口观赏它，见
它在微风中微微颤动，像是在向我招手，
又像是在对我点头，我会忍不住扶扶它的
枝干、摸摸它的叶子，顺便拔去盆中偷偷
长出的不知名的杂草。欣赏着亲手种植挺
拔翠绿的它，真是一种享受！

秋天悄悄地走来了，白天不是那么
炎热了，阳光金灿灿的。秋分一过，秋意
日渐浓郁，盆中下端有老姜叶慢慢变黄
了，它仿佛告诉我收获的季节快到了。霜
降来临，盆中姜的枯黄叶子从下到上逐
渐增多。过了立冬，整盆姜几乎每张叶子
都或多或少泛黄了，没泛黄的也失去了
以往绿油油的光泽。哦，它向我发出了明
确的信号：成熟了！按捺不住好奇心的我
有点紧张，半年多来，它给我带了来赏心
悦目的绿意景色外，现在还能带给我什
么呢？
小铲子插进盆中往上一撬，吆！手握

住枝干连土带根往上提，竟扑鼻而来一
阵姜香、手中感觉沉甸甸的！再一看，哇！
拔起的几根枝干连在一起的“根”竟是三
块弹眼落睛的生姜！抖掉泥土，剪下枝
干，把三块生姜放在小秤上，共有 (""多
克分量。

品尝大闸蟹的季节里，用自己种植收
获的姜切成姜末配成调料用来啖蟹，另有
一番滋味！诚然，这几块姜值不了多少钱，
而且论品质也不是上好的，然而这阳台种
姜近七个月享受的一段过程、一抹景观、
一份心情、一种乐趣乃至一点收获，能用
金钱衡量吗？

不妨到了春天你也来试试！

阳台种姜趣 文!顾仲源莳花弄草

! ! ! !那是国庆长假
的一天，风和日丽。
我在小区附近的新
渔港畔散步，看到岸
边很多质朴无华的
芦苇，已绽放出成群
结队的芦花，迎风摇
曳，野趣浓郁，似乎
在向我招手致意。此
情此景引发我一下
子想起儿时扎芦花
扫帚的往事，心头为
之振奋，古稀老夫聊
发少年狂，隔了六十
多年想重温这门传
统手艺，再扎芦花扫
帚。

我扎芦花扫帚的传统手艺
是外公传授的。外公是一个家
族的族长，乡亲们都尊称他为
“老长辈”。外公古道热肠，乐善
好施，乐于助人，是出了名的乡
贤达人。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外
公总会忙着去采摘好多芦花，
晒干后扎上几十把芦花扫帚，
留几把自家使用，其余的送给
乡亲们。我年届十岁就当外公
的助手，与外公一起扎芦花扫
帚。外公看我有兴趣，就教会了
我这门传统手艺。以后，我传承
外公的家风，年年扎些芦花扫
帚，拿出一部分送给亲眷和邻
居使用。我还在学校里教会几
个同学扎芦花扫帚，一起为学
校效力，使学校再也不用花钱
去买扫帚，为此得到了学校的
嘉奖。扎芦花扫帚，给我留下了
多么美好的回忆！

已是下午四时光景，我来
到芦苇丛中釆摘芦花。野外满
眼绿色，凉风送爽，使我心旷神
怡。我知道，二十多年前，这里还
是一条臭水浜，后来经过综合治
理，种植芦苇等水生植物来治
污，生态大大改观。显然，芦苇在
净化污水中功不可没。芦花开花
有的早有的晚，釆摘芦花时也有
讲究，采老的芦花容易脱落，采
早的不耐用。所以，我尽可能釆
摘适合中用的芦花。

芦花经过四五天晒干，我
就动手扎芦花扫帚，先用小竹
竿制作成 '"厘米左右长的扫
帚柄，在柄的小头锯开一个口
子，放进一块 &$ 厘米长的竹
片，用钉子固定在柄上，使之成
为一个十字架。再把芦花扎成
一个个小把，扎在竹片上，左右
各扎三小把，然后把芦花秆均
匀地包裹在竹柄上，从下而上
捆扎三道细铁丝，再适当修剪
齐正芦花和芦花秆，一把芦花
扫帚就这样大功告成了。这次，
我扎的是“加强型”的芦花扫
帚，又大又重，结实牢靠，实惠
耐用，估计好用好多年呢！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绿
色环保的芦花扫帚渐渐淡出人
们视线。我这次扎芦花扫帚，既
是践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绿
色环保理念，又传承承载着人
们美好记忆的传统手艺，意义
不一般。一种责任感、自豪感、
幸福感油然而生。 朱扬清

我
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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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扫
帚

光阴拾趣

黑白护崽家有萌宠

条纹衫与!花"袖茄克银色衣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