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世岳

1969年，我在普陀县人民武装
部当兵。那年大年三十，部领导批
了我一星期探亲假，因我系虾峙人，
从沈家门回家，一天一次的轮船航
时已过，且第二天有大风，要停航数
天。这可怎么办？我心里感到十分
焦急。下午2时，带着碰碰运气的
心情，我在沈家门渔港寻找同乡的
回洋渔船。但事与愿违，寻来找去
也找不着。在我几近失望之时，忽
然见到一艘六横蟑螂山村回洋渔船
停泊在码头旁，正在整修网具。我
问船老大：“你们什么时候回去？请
问能否乘你船带我一程，让我在虾
峙栅棚山嘴上岛。”船老大爽快地答
应：“大约再过2个小时，待网具修
好后就开船，你可乘船去。”我万分
喜悦，连连道谢：“真是太麻烦你们
了，谢谢！谢谢！”他摆摆手说：“同
志不麻烦，顺路嘛。解放军乘阿拉
抲鱼船难得碰着，哈哈……”

下午 4时左右，网具顺利修
好。随着船老大一声“开船”的号
令，船员们扬起半桅风帆。那时海
面已有6至7级西北大风，渔船在当
时算是大型机帆船，对于长年碰上
大风大浪、回家心切的渔民来说，这
点风简直是小菜一碟。只见渔船乘
风破浪，一霎时便开出了马峙锚地，
一忽儿又驶过蚂蚁悍桁地。当船行
驶到点灯山边时，无情的西北风越
刮越大。开到桃花山嘴时，更是到
了疯狂的程度，渔船只能减速行
驶。乌云笼罩，潮急浪高，我遥遥望
见虾峙岛。这时，在我一旁的船老
大歉意地对我说：“同志，风浪实在
太大，虾峙栅棚山嘴无法靠拢，你只
好在阿拉船上过一夜，明天把你送

过去。”我怀着十分愧疚与感激的心
情说：“好的，实在打扰你们了。”

船停靠蟑螂山码头天色已大
暗。船上有位二十来岁的青年渔
民，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哥也在驻沈
家门部队工兵连当兵（司务长），并
告知我他哥的名字。说来真巧，他
哥我正好认识。当他听说我认识他
哥，就攀谈起来：“我哥好久没有回
家，我很想念他呢。”船上渔民陆续
上岸回家，这位青年渔民热情地邀
我随他去他家留宿。我对他说：“夜
已深了，我在船上过一宿好了，谢谢
你。”他说：“那好，你就睡船上我的
床铺好了。”这夜，我在他的床铺睡
了一宿。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船老大早
早来邀请我到他家吃早饭。我实
在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们，就推辞
说不饿，执意不去。他似乎看出了
我的心思，大声说：“军民一家人，
吃餐饭算啥！”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跟着去他家。他的妻子热情地向
我打招呼，并捧上了热气腾腾、甜
美可口的汤果与元宵，把我当作她
家的至亲来招待。吃罢早饭，风浪
虽比昨日有所减弱，但阵风还是挺
大。船老大说：“我把你送过去。”
他亲自操舵，把船开到栅棚山嘴，
抛下锚，拨下小舢板，两位小伙子
摇橹送我上岸。在我回头招手目
送他们时，出现了令人难安的一
幕。只见小舢板调头离岸，一阵逆
风激起巨大浪花，泼得送我的小伙
子浑身衣服湿透。

当我回到家，全家人都喜出望
外。惊喜之余，他们又诧异地问我，
这么大的风你是如何回来的。我道
出了事情经过，一家人都感激万分
地赞叹，真是军民鱼水情啊！

军民鱼水情
——一个88岁老兵的回忆

□林上军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有
志者，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但最近也出现，有大学生在毕业典
礼上说着这样的豪言壮语，转身就
进了大城市的机关单位。大城市、
机关单位、国有企业、优秀民营企
业等，也很需要有志青年，但基层、
西部、边疆、海岛、偏僻(落后）的地
方，需要足够的有志青年。

去大城市或经济文化相对发
达区域，进所谓的“好单位”，是许
多年轻人所向往的；去艰苦地方，
相对落后地区，有的属于无奈之
行，往往要做思想动员工作。在有
的学校，真正主动报名的似乎为数
不多。有的去了，开始热血沸腾，
但冷静下来，待了一阵子就不辞而
别，或想方设法调动。于是，在一
些相对落后、比较偏远的地区，尽
管开出不菲的招才条件，但每年真
正能留下来的人才仍旧捉襟见肘。

所以，近期，当我看到由河北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副会长李春雷撰写的、反映
20余年前15名河北保定学院毕业
生自愿去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当
教师、扎根西部的长篇报告文学
《青春的方向》一书时，马上抽时间
进行阅读。

且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
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南缘，郭楞蒙古
自治州南部，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北
麓；2003年统计人口56627人，行
政区域总面积13.86万平方公里，
在全国行政县中面积数一数二，相
当于8个北京市、21个上海市，几
乎是四个台湾省或海南省，相当一
个浙江省，甚至超过韩国、朝鲜。

20年过去了，现在的新疆且
末，自身比，各方面条件当然改善
了许多，但与外界比，其仍然属于
西部欠发达地区。

由于其三分之一面积是沙漠，
所以这里黄沙漫漫、缺水少绿；当
地俗语说：且末人民苦，一年二斤

土；白天吃不够，晚上接着补。
2023年6月的公布数据显示，

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仅有28.51毫
米，年平均浮尘天气98天。尽管
这些年持续推进沙尘治理，但生态
环境彻底改变谈何容易。

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
2000年3月，且末县第二中学教师
及学生人数流失严重。这年下学
期，学校计划招收新生7个班，却
只有一个班主任人选。学校领导
走了10多所院校，从南跑到北，一
路没能招来一名教师。

然而，当他们进入河北保定学
院时，却碰到从未有过的场面，动
员会还没开，全校报名已超过400
人。经过几轮面试，筛选出15人，
这15人中，有6名党员，3名省级
优秀毕业生，2人放弃了省内重点
大学本科深造的机会。

当时，这15名学生中，有的开
始瞒着父母，当家人哭着坚决反对
时，他们找各种理由说服家人，义无
反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然
也有支持自己孩子去且末从教的家
长，尽管他们心里很舍不得。

从河北保定出发，乘火车先到
达西安，然后再转火车到库尔勒
市，途经河北、河南、陕西、甘肃、新
疆等 5个省(自治区)，行程长达
5000公里；由于当时火车慢、交通
不便，整整5天4夜行程。

虽然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这里的各方面条件远出乎他们
的预料、想象。一路上，到处是沙
砾和乱石，置身其中，仿佛登临月
球。在一个小站的门框上，书写着
一幅对联：只有荒凉的沙漠 没有
荒凉的人生，横批：征战“死亡”之
海。起风了，沙尘顿时铺天盖地而
来，但当地人说，这还不是沙尘暴，
顶多算扬尘。

20余年来，这15人克服气候
不适应、水土不服、教学设施设备
落后、住宿条件差、学生基础薄弱、
个人问题解决难等诸多不利条件，
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踔厉

奋发，勇往直前，最终不但赢得学
校师生们和当地群众的好评，获得
诸多荣誉，个个事业有成，而且均
组建了幸福的家庭。他们像一棵
棵红柳、一株株格桑花，扎根西部，
贡献边疆，书写出各自的精彩人
生。后期，有的还把远在家乡的爱
人、父母接过来，彻底扎根且末。

当时，有的谈恋爱只能通过手
机；有的爱人虽也来到新疆，但一
度相距遥远，照顾家庭殊为不便。
2002年毕业生黄淑荣，2004年春
节第一次探亲，正月十七返校。没
想到5天后父亲去世，为了不影响
她工作，家人一瞒三年。

后部分，本书作者还把笔触延
伸至后面几届学生乃至去西藏工
作的学生。截至目前，保定学院已
有 370多名毕业生扎根新疆、西
藏、贵州、重庆、四川等西部和边疆
地区，为当地带去了无穷的活力。

为什么保定学院的学生能不惧
艰苦、自觉自愿、无怨无悔、义无反
顾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原来这
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红色底
蕴深厚、名人英才辈出的学府。

保定学院，前身是始建于
1904年的保定初级师范学堂，由
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先生创办。
在学校创办早期，由于创办者教
育改革理念的开放与包容，便植
入了红色基因。爱国青年在此集
结，新文化运动于此勃兴。抗战
初期，学生中党员、团员、外围组
织成员人数竟然超过全校学生总
数的80%，赢得了北方“小苏区”之
美誉。

风雨变迁，几经易名，校园一
次次改换面貌，但“启钥民智，砥砺
贤才，胸怀国是，献身真理”的办学
思想没有变。

100余年的办学历程，奠定了
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也为中国革
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
中既有以王鹤寿、杨士杰、铁瑛为
代表的领导干部，也有唐澍、王之
平等我军高级将领，还有师昌绪、

郭晓岚、臧伯平、刘泽如、丁浩川、
梁斌等科教文化界名人，更有近两
万名的基础教育师资和各类专门
人才。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保定二
师与毛泽东曾经就读的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教育家陶行知创办
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一并被誉为
全国“中等师范的光荣代表”。

当然，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
大学生西部志愿服务计划等举措，
也是激励众多学子走向基层、走向
西部、走向边疆的重要因子。

青春是什么？好女儿志在四
方，有志者青春无悔。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意味着吃更多的苦、
作出更多无私的奉献。青年时代，
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
献也就选择了高尚。不求大回报、
甘当铺路石，默默无闻，无怨无
悔。这样的境界，乃至本书作者也
深感钦佩、震撼。因为他曾经也是
一名师专生，更能理解这些坚守在
沙漠深处的同龄人。

2014年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河北保定学
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
强调“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
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
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

如今，去西部工作、去边疆扎
根，正在中国青年人中逐渐形成一
股潮流。2023年是西部计划实施
20周年，20年来，全国累计招募、
派遣46.5万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到
西部地区2000多个县（市、区、旗）
开展基层服务。

《青春的方向》记录的是一段
可歌可泣的激情岁月，书写的是一
部青春无悔的真实剧目。作者通
过实、虚并线的方式，既写毕业生
去那边后的经历、故事，又附带保
定学院红色史迹，不但增强了可读
性、而且凭添了历史厚重感。

保定学子的事迹，是青春力量
的中国骄傲，是净化人们心灵的精
神良剂。

有志者 义无反顾
——读李春雷《青春的方向》

□力女

旧时代，在六横农村，“糖煮蛋”
是一道很珍贵的美食。平常一般是
吃不到的，只有在生病或者是过生
日时，家里人才会做糖煮蛋给小孩
吃。六横人习惯把糖煮蛋叫做“桃
子蛋”，是因为蛋在锅里煮熟后像一
只可人的桃子。

“糖煮蛋”在六横具有很深的含
义，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给人吃
的。过去，农村男女到了谈婚论嫁
的年龄，大多数是由媒人牵线做媒，
如果双方的关系一旦确定下来了，
男方就去女方家做客。第一次上门
到女方家去，女方母亲对男方的人
品、相貌、家庭地位等进行打听了解
之后，说是表示同意了，就会请男方
留下来吃饭，吃饭时会端上一碗热
气腾腾的“糖煮蛋”给男方吃，表示
认可男方为“毛脚女婿”（未婚女婿
的俗称）了。

女方的父母亲是否接纳这门亲
事，不用问怎么样，就看饭桌上有没
有这碗糖煮蛋就明白了。为了显示
对“毛脚女婿”的重视，也为了表达
女方家的热情，第一餐一般都会烧
“糖煮蛋”给其吃。此时的丈母娘因
为刚有了新女婿，那股高兴劲儿就
全体现在那碗“糖煮蛋”上了。一碗
最少放两个鸡蛋，有些客气的丈母
娘甚至放了六个鸡蛋给“毛脚女婿”
吃，以示成双成对和六六大顺。糖
也舍得放，整碗蛋蜜甜蜜甜的。而
作为毛脚女婿的男方，绝不能将“糖
煮蛋”全部吃光了，要是不识相一扫
而光，这样不出半日功夫，男方“饿
死鬼”似的丑形象，马上就会传遍整
个村子，使这位毛脚女婿抬不起头
来。旧时代的男方作为六横女婿，
第一次上门作客还是要懂得一些地
方礼节的。

男方第一次上女方家作客，最
“理智”、最“文明”的吃法，应该是端
上来的一碗糖煮蛋是两个，就将一
个拣出来，放在另外一只碗里，意思
一下吃掉一个；如果端上来的蛋比
较多，最多只能吃两个，将要吃掉的

两个糖煮蛋预先拣到另一只碗里吃
掉，其余剩在碗中。即使你非常饿
或者非常想吃糖煮蛋，你也要装作
客气，绝对不能再吃了，不然要成为
笑柄的，甚至成不了亲事，等于是吃
了糖煮蛋，马上要滚蛋。

其实“糖煮蛋”的做法很简
单。放小半锅清水，用大火烧开，
再转小火把鸡蛋轻轻打进锅里。
打鸡蛋的时候要注意，鸡蛋壳先
在碗沿上磕一下，在拨开蛋壳的
时候尽量使蛋顺着锅沿慢慢地滑
向锅中间，这样蛋在煮的时候就
不会散开，使鸡蛋在煮熟后能保
持整个形状。鸡蛋放下去后，盖
上锅盖，煮熟就可以了。然后用
汤勺将鸡蛋连汤一起捞起，盛在
碗里，再放些白糖或者砂糖，一碗
香甜的“糖煮蛋”就做成了。

“糖煮蛋”如此做法简单的美
食，却被赋予了这么神圣的内涵，
究竟是为什么?我问过许多六横岛
上上了一定年纪的人，他们都是老
女婿，又吃过糖煮蛋，但是说法不
一，归纳起来大概有这么三种意
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个鸡蛋煮熟
后，形状非常好，圆圆的，有团圆的
寓意；另外一种意义是，“糖煮蛋”
都是以甜品为主，吃了后，象征今
后的生活甜甜蜜蜜；还有一种意义
是绝大多数人认可，这个糖煮蛋在
六横又被称为“淘子蛋”，有女婿是
半子的含义，吃了“糖煮蛋”就是接
纳了你这个“毛脚女婿”半子的身
份。

随着时代的变迁，“毛脚女婿”
初次上门吃“糖煮蛋”的风俗现在已
很少有人在传承了，甚至很少有人
记得了。

有时我也在瞎想，糖煮蛋既然
是六横的一种特有的美食，制作过
程也并不复杂，有许多排档、饭店、
早餐店、“渔、农家乐”等，在客人到
来时,是否能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
“糖煮蛋”（蛋个数多少由客人决
定），然后，一边请客人吃“糖煮蛋”，
一边给客人讲解这蛋的含义，不失
为一种特色和文化吧。

毛脚女婿吃糖煮蛋

□成余庆

去展茅林吴，纯属偶然。
“贝碧嘉”过后，久旱的舟山获

得了充盈的雨水补充。于是先前
一些干涸见底的溪渠又闻泉水“叮
咚”，引来“朋友圈”争先晾晒，其中
最艳者，莫过于茶人谷。

中秋节假期最后一天下午，想
着朋友圈“溪流奔涌”的景象，就想
去赏溪。无奈茶人谷太远，询问
“度娘”，得知展茅有个叫“林吴”的
村子里亦有溪流，于是驱车前往碰
碰运气。

这是我第一次去林吴，先前并
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村庄。因此，比
之它的邻居“路下徐”或者“干施
岙”，它确实有些“小家子气”，给人
一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感觉。

刚到村口，我就被几株大樟树
给吸引住了。我一直觉得，一个村

庄有没有历史，看看村子里有没有
古树就一目了然。那一年去福州，
我每每被它们村头巷尾的古榕树
所震撼——但凡有古木的村庄，自
是历史悠久、人才辈出之地。而林
吴村农家院墙上，诸如“一池荷叶
小桥横，笑指吾庐何处是”“菜花篱
落谁家酒、缓髻长歌过小溪”的涂
鸦之作比比皆是，更是让这个村庄
增添了不少人文底蕴。

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潺潺的溪
水欢快地流淌着——真不枉此行，
我兴奋得溯流而上。溪流不是很
深，毕竟一场台风带来的雨量不足
以让它“万泉奔涌”，但对我而言，
已经足够了，甚至说是恰到好处。
因为，见惯了荆楚大地上的大江大
河，我倒是对这种小河小溪情有独
钟。

溪水异常清澈，一眼可以看见
河底的沙石。溪边，偶遇一母子在

水中嬉戏。年轻的母亲坐在溪边
的折叠椅上，手捧书本阅读，将双
脚浸入水中，一副怡然自得的模
样；小儿脚穿雨鞋，手持网兜，在水
中捕捞小鱼小虾，漾起阵阵涟漪。

沿溪继续前行。突然听见“哗
哗”的水声，循声望去，只见一帘瀑
布挂在眼前。瀑布落差约十米，宽
处约两米，听老农说，瀑布上面是
一座水库，那里就是小溪的源头所
在——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瀑布下面被冲击形成一
个小水潭，水潭面积约五十平方
米，深约一米，亦是清澈见底，无奈
没带泳衣，不然定会入水嬉戏一
番。

水潭四周绿树掩映，翠竹挺
拔，空气十分清新，秋风也送来阵
阵凉意，很是给人“空山新雨后，清
气晚来秋”的感觉。正是午后时
分，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

浇洒在瀑布上，产生光怪陆离的景
象，惹我驻足潭边，久久不肯离
去。只是潭边亦多蚊蝇，不多时便
将我叮咬得“千疮百孔”，无奈，只
好顺溪而归。

出村的时候，回望整个村庄，
发现村子正处于黄杨尖山麓下，整
个村庄被青山怀抱，很是有虎踞龙
盘之势。又听闻村子还是茅洋会
议旧址，又平添了一股敬佩之情。

待此篇成文后，我百度“林
吴”，发现村口本就有“大隐林吴”
的石刻，不禁哑然失笑——想不到
我随手拈来的一个文题，竟与它不
谋而合，亦或“大隐”本就是它的秉
性吧——这也与它小家碧玉的特
质相吻合。

那么，就留待下次吧，下次再
来，我不再管它叫“大隐林吴”，而
要题作“大美林吴”，亦或“大爱林
吴”。

大隐林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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