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猶記兒時看月食
若問我童年記憶中最快樂的事是什麼？

我想，莫過於在中心小學看月食了。
那時，五年級，腿腳不便的我剛動了手

術，母親為了供我上學順便照顧我，在中
心校區裏租了間不大的房子，負責我的一
日三餐和接送。一天傍晚，語文老師在課
堂講述了一篇《看雲識天氣》的文章，讓
童心洋溢的我們深深感到震撼和驚訝。原
來，大自然的魔力如此神奇，天上的雲薄
說明天空晴朗，而烏雲濃厚則是要下雨的
徵兆，雲層原來是由小水晶組成的，我們
一群孩子聽得津津有味。
老師趁着我們學習勁頭兒正足時，又向

我們普及了月食的形成機理。只見，他先
是用手推了推臉上戴着的黑色半框眼鏡，
然後樂呵呵地對我們說道：「孩子們，你
們知道月食嗎？」我們一個個都疑惑不
解，這時，班裏聰明點的同學，馬上反應
過來，高高地舉着手回答道：「老師，請
問是天狗吃月亮嗎？」「意思很接近
了。」老師笑着示意，「傳說中的『天狗
吃月』其實是一種常見的自然現象。當地
球處在太陽和月球的中間，並且正好處於

一條直線時，地球擋住了太陽射向月球的
光，月球剛好處在陰暗面，這時發生了月
食。」接着，老師用手電筒和幾個乒乓球
做了演示，嘴邊還高興地補充了句：「千
載難逢的月食，今晚有很大幾率碰上
哦！」我們頓時熱血沸騰，投入到了作業
中，心想着：快快天黑，我們也要目睹一
下天狗吃月的奇觀呢！
晚自習後，母親接我回家，我悄悄地望

了望天空，一輪明晃晃的月亮正悄悄地掛
在我們的頭頂。我便好奇地問了問母親：
「怎麼還沒有看到月食呢？」母親回答：
「還早着哩，這次的月食很怕羞，要凌晨3
點左右才能看到。」於是，回到屋，我把
電子錶的鈴音調到了2點一刻，可是躺在
床上的我翻來覆去都不能入睡，感覺時間
太漫長了！
手錶的聲音終於響了，我打起精神，跑

到窗台前，朝天空瞅去，一個圓圓的大銀
盤映入眼簾，皎皎明月光，讓人心動不
已。我順趟朝遠處看了一下，幾個小黑
影，正在上操場的石階上，也和我一樣望
着天。我仔細一看，原來是班裏同學。

「呀！怎麼你們也在？嘿嘿……」我悄悄
地說。「還不是月食給誘惑的！」夥伴的
聲音從對面悄悄傳來。於是，我們便心照
不宣地等着月食的到來。
突然，天色暗淡了下來，月亮好像被什

麼東西咬了一口，沒有之前圓了。我們知
道，那「天狗」終於要貪婪地行動了！月
亮的形狀也不斷變化着，先是缺了一點，
然後慢慢地成了一個彎彎的月牙兒，後
來，變成了一道彎彎的眉，天越來越暗，
月亮越來越細，最後終於被吞沒了。光澤
呢，也由之前的明亮皎潔悄悄地幻化成幽
幽的紅色，還帶着淺淺的黃，最後搖身一
變，裏邊是一團深邃的黑。外邊呢？成了
藍汪汪的一個小圓環。要不是語文老師提
前告訴月食的原理，我們這群小孩那真的
要被嚇一大跳呢！這次看月食的經歷讓人
難忘，也讓我們對自然多了一抹敬畏。
第二天的作文課也免不了要寫月食有關

的。不過，回憶起看月食的經歷，我的靈
感也一下子如水一樣漫上了心頭。如水的
靈感也如水的月光一樣，滋潤着那顆熱愛
生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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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隊當兵快心的事很多，論
吃，首推會餐。說到會餐，個個眉
飛色舞，歡呼雀躍。就會餐來說，
簡而言之，就是雞鴨橫陳，魚肉滿
桌；就是大飽口福，痛快淋漓。
早年間，那還是計劃經濟時代，
我在昆明當兵的時候，我們部隊逢
9吃肉。也就是每個月的9號、19
號、29號有肉吃；逢到2月底，往
前挪一天。況且全是小炒，大葷沒
有。平日佐飯的菜餚，全是素菜打
滾。冬天是土豆的天下，春天是大
白菜的江山，夏天茄子閃亮登場，
秋天芋頭又唱主角。論會餐，一年
只有4次，依次是元旦、春節、八
一、國慶。你說平日吃肉都是那麼
難得的事情，說到豐盛的會餐，又
逢盛大的節日，怎麼不叫人高興！
我們部隊雖是總參某部駐滇的一

個保密機關，要論供給，跟野戰、
地方部隊一樣，唯一的區別是女兵
的人數較多，約佔男兵的三分之
一。會餐這天，有些人從早餐便開
始節食。能吃四個饅頭的，只吃兩
個；午飯能吃兩碗米飯的，要減
半。為什麼？好讓胃有足夠的空
間，裝填美食。有的人下午還要打
打籃球，為了增強飢餓感，吃得
香。有人則散散步，或是泡個澡，
目的也只有一個，殊途同歸。
會餐的時間全在晚上，12人一
桌，六冷、八熱、一湯。冷菜有海
蜇、牛肉、卞蛋、花生、香腸、豬
肚；熱菜有炒雞蛋、炒腰花、炒精
片、炒鱔片、紅燒雞、紅燒鴨、紅
燒獅子頭、紅燒大鰱頭；一湯是白
玉翡翠湯，就是菠菜豆腐湯，怕你
不消化。會餐的菜譜雖有變化，可
萬變不離其宗。
面對滿桌渴望已久的美味佳餚，

大家兩眼發亮，叫好一片。此刻不
論男女都要喝酒的，一是助興，也
是為了增加節日的氣氛與情調。女
性喝啤酒、香檳、葡萄酒，男士一
律喝五角錢一斤的地瓜酒。都說當
兵的豪爽，我們全用茶杯喝酒。半
杯下肚，臉紅耳熱，狀如關公。此
刻女兵最為動人，一張張的臉龐，
白裏透着紅，紅裏現着白，猶如桃
李爭芳鬥豔。平日就餐，男女一般
是分開的，難有機會欣賞女兵的芳
容，此時卻是同席，或對面，或左
右，你就大膽地看罷。愛美之心人
皆有之，沒人會說你，也沒人會介
意。
一杯下肚，高潮便起。能說會道

的，口若懸河；言語木訥的，口吐
蓮花。同一是席，推杯換盞，開懷
暢飲。有時三三五五的還要端着酒
杯，頻頻出訪。酒量小的則堅守陣
地，等待鄰桌的回敬。一時間，整
個餐廳人來人往，酒杯碰撞聲，歡
言笑語聲，喧闐不息，氣氛熱烈，
令人亢奮。
茶啟文士心，酒壯英雄膽，這話

不假。記得有個姓張的戰友，一直
暗戀着一個女兵，此人是官宦子
女，人又大方漂亮，很多人都有這
個奢想，都怯於表白。這位老兄兩
杯下肚，仰仗着酒力，對這女兵倒
出了真言。這一表白把大家嚇一大
跳，當時空氣都凝固了。
你猜故事的結尾？後來這位女兵

果然成了他的妻子，還為他生了個
胖小子。這全都是會餐架設的彩
虹，於酒真是功不可沒。
過了一個節日，我們又期盼下個

節日的到來，期盼着盛宴與烈酒，
期盼着另一個美好的結局。

●徐永清

軍旅趣事話會餐

歷史與空間
●張武昌

故鄉的屋簷

盛夏的閱讀雞湯

屋簷，是屋頂邊凸出引雨水滴落地面的上
蓋。南方地區雨水相對多，因此屋簷一般比北
方地區的長，且屋簷兩面相接處的屋脊陡峭而
且尾端翹起，稱「飛簷」。北方屋簷多平緩，
這一設計可以減輕冬季積雪對屋簷的壓力。
許多屋脊上面有不同的獸形裝飾物，從這些
別具一格的造型中，可以看出建築所在地的文
化傳承。江南地區多魚龍獸，象徵着主人魚躍
龍門的美好願景。在複雜精美的屋簷中，吻獸
可以出現在多條屋脊上的不同地方。明清時
期，根據房屋主人官位身份的不同，吻獸的數
量和大小也有着相應規定。
故鄉的屋簷，有雕龍刻鳳的，也有畫滿神仙
的，頗具傳奇工藝，多姿多彩，五花八門。
福建省龍巖市永定區內坑村中一座門樓的屋
簷也很有特色，屋頂有一排像鋼琴鍵一樣的裝
飾，挑簷上還有兩隻飛鳥。屋簷下用花崗岩石
打造的門柱上鐫刻着一副對聯：「唐相勳名千
秋古鑒，留侯經濟一卷兵書」。這副對聯藏着
兩個張姓重要的歷史人物，此聯時刻提醒着在
此屋簷下生活的張姓後裔，要牢記張九齡與張
良的事跡。張九齡是唐代唯一由嶺南書生進身
的宰相、詩人，開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千秋節
（唐玄宗生日），張九齡送《千秋金鑒錄》作
賀儀，勸皇帝勵精圖治。張良在流亡時認識了
隱士黃石公，得到他饋贈《太公兵法》，潛心
苦讀十年有成。張良憑借出色的智謀，協助漢
王劉邦贏得楚漢戰爭，建立大漢王朝，是漢朝
的開國元勳之一。後來幫助呂后之子劉盈成為
皇太子，他被冊封為留侯。門樓內的屋簷下，
掛着一塊據說是皇帝恩賜的牌匾，牌匾上刻着
「榮封第」三個鎏金大字。能夠得到皇帝恩賜
牌匾，說明這裏居住人的先祖非常優秀。
門樓的旁邊有一座名為「肯構堂」的官廳，
其裝飾頗為別致，屋簷及屋頂天花板及樑枋上
精雕細刻着各式各樣的花鳥蟲草，此官廳是專
門用來招待來訪貴賓的。
村頭涼亭的屋簷也很有特色，涼亭經歷無數
滄桑，經過多次重修，許多具歷史價值的經典
之物均已遺失，今已成為村民避雨、小憩的場

所。它的旁邊有條小溪，溪兩岸生長的幾棵芙
蓉樹，爭先恐後地泛出黃綠。桃花才露出一點
緋紅，燕子就急急忙忙來回飛舞，顧不上休
息，站在屋簷下，嘰嘰喳喳商量着築巢的民生
大計。小孩眨着明亮的眼睛、帶着好奇的心，
仰着頭向上張望：燕子、電線、高高的屋簷。
土樓客廳的橫樑上築起一個個燕巢，一首首動
聽的歌謠，從屋簷唱到田野，從溪岸唱到雲
霄，把悠悠的情思帶向遠方。曾經的屋簷下，
留藏着許許多多浪漫動人的故事。
下雨的時候，家裏總是格外的溫馨，孩子們
在土樓的屋簷下捉迷藏、玩遊戲，叫喊聲此起
彼落。父母也停下了手裏的農活，在土樓裏一
邊修補農具和衣服，一邊與鄰居嘮叨家常。從
烤煙種植與收成，聊到誰家的豬餵養得大……
不管他們說了些什麼，孩子們總是天真浪漫
的。
生活在屋簷下村民，雨天給他們帶來了更多

樂趣。有時候小孩也會鬧着要做點什麼小食
的。於是，做米粄、湯圓這些簡單的美食，便
會得到父母的贊同。
做米粄、湯圓看似簡單，在當時的農村中，
生活設施簡陋，也是一件不易的事。首先要將
糯米用溫水浸泡，將其浸透呈軟軟的，然後拿
到石臼中，慢慢將浸濕的米舂碎成粉狀，再用
粞帕篩，將米粞分離出來。
雨天的屋簷下，製作客家粄也是常事。它有
用大米做的，也有用糯米粉做的，還有用木薯
粉做的，經過不同的加工手法製作出來，品種
多籮籮。客家人在逢婚喪喜慶時，通常都會製
作米粄。粄誕生之初是為了讓人方便出遠門攜
帶，通常可以保存幾天，在交通不便、缺少商
店的年代，是出遠門補充能量的最佳食品。現
在，勤儉聰明的客家人早已不需要用粄來填肚
子了，這種美食、這些屋簷下常有的趣事，現
在最容易勾起背井離鄉客家人的思鄉之情。
生活在鄉村屋簷下的客家人，對湯圓有一種

特別親切的感情。湯圓最簡單的製作方法是，
將糯米粉用溫水揉搓成粄團，然後揉成小圓
形，待鍋裏的水燒滾後，再將它放在滾開的水

中，待它完全浮起，便用湯勺撈在碗裏，加點
糖拌勻就可以食用，若加點客家酒釀煮則更加
美味。湯圓發展至今，五花八門，種類頗多。
煮湯圓也成了遊子寓意「團圓」的精神寄託。
故鄉的屋簷大多二至三層高，低矮的屋簷下

也能繁衍世俗的幸福。
看看名人筆下對屋簷的描述，楊朔《征
塵》：「我們來到一所簡陋的土房前，伸一伸
手，我準可以摸到屋簷。」宋代大詞人辛棄疾
的《清平樂．村居》：「茅簷低小，溪上青青
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大兒鋤
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
臥剝蓮蓬。」屋簷下安然自樂，那些瓊樓玉宇
高樓屋簷又如何能比？
遊子身處他鄉，寄人籬下，又有另一番的感
受。人在屋簷下，境遇難堪可想而知。住在別
人的屋簷下，就得看別人臉色。想要求別人，
就不能眼高手低。讓人低頭的一定不是自己家
的屋簷，不管你在外面再英雄，得到無數人的
仰望，回到故鄉面對父老鄉親，也不是不能低
頭。具「傲骨做人謙卑做事」的人，在屋簷下
的低頭則更令人信服。
想起故鄉的屋簷，常常讓我感慨萬千：做人

不可無傲骨，但也絕不能總是昂着頭，低調做
人，會一次比一次穩健；高調做事，會一次比
一次優秀。
如今，現代的高樓建築，心中的屋簷已蕩然

無存。隨着時代發展，我們已經有意無意拋棄
了傳統的屋簷。沒有了屋簷，路過的客人沒有
了即時避雨的地方，燕子與小鳥也失去了棲息
的場所。我們無法回到過去，但是不是可以為
鳥兒們留一個屋簷？給鄉親樹一個「傲骨做人
謙卑做事」的典範呢？

●魏以進

生活點滴

●管淑平趙素仲作品
詩情畫意 浮城誌

1916年冬天，李叔同決定往杭州虎跑
定慧寺斷食17日，這是他經過深思而作
的決定。他找出1913年，陳師曾畫給他
的荷花小幅展玩，想到自己即將入山坐
禪，於是在畫上題此詩以自勉。
陳師曾與李叔同是日本留學的好朋友，
二人同樣精於書法、篆刻。二人惺惺相
惜。李叔同出家前將自己歷年所繪的多幅
油畫，不遠千里送到北京國立美專，就是
因為陳師曾在這校擔任教授，頗有「託
孤」之意了。
李叔同借此《荷花小幅》寄託了自己入
佛門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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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題
陳
師
曾
荷
花
小
幅

師
曾
畫
荷
花
，
昔
藏
余
家
，
癸
丑
之
秋
，
以
貽
聽

泉
先
生
同
學
。
今
再
展
玩
，
為
綴
小
詞
。
時
余
將

入
山
坐
禪
，
「
慧
業
」
云
云
，
以
美
荷
花
，
亦
以

自
劭
也
。
丙
辰
寒
露
。

一

花

一

葉

，

孤

芳

致

潔

。

昏

波

不

染

，

成

就

慧

業

。

李
叔
同
詩
句

素
仲
配
畫

丁
酉
秋

●屋頂有一排像鋼琴鍵一樣的裝飾，挑簷上
有兩隻飛鳥。 作者提供

來鴻

盛夏酷暑，來一杯冰鎮飲料，或許可解
一時之渴。然而，內心的飢渴，還得靠閱
讀來緩解。眼下正值暑假，在我看來，閱
讀是最好的消暑解渴的方式，尤其是少年
兒童。放下手機，品味閱讀的雞湯，則慰
藉心靈，滋潤心扉。
少時在故鄉魏家坡，生活拮据，物質匱

乏，沒有機會讀到更多書。那時的夏天，
除了在後頭河裏玩水，就是騎在牛背上看
高遠而湛藍的天。從中午到傍晚，整整一
下午，在水裏泡一泡，在岸上跑一跑，晚
上身上就會脫一層皮，洗澡時疼得像刀
割。可我們並不會吸取教訓，第二天照樣
去河裏摸魚。有一次無意中接觸到小人
書，簡筆畫下配幾句文字。雖然字認不
全，可我看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癡。有了
這樣的體驗，文字帶給我的快樂與驚喜超
過了河裏的涼水和魚蝦。上學後薄薄的一
本教材早已滿足不了我的閱讀需求，尋找
讀物成了童年的一大渴望。曾隨同伴翻山
越嶺借到了一本《三國演義》，得意忘形
之下，書掉到了河裏泡爛，求知若渴的心
緒付之東流。
在貧窮的鄉村生活裏，對親子閱讀聞所

未聞。父親在外地教書，時常捎一些書回
來，我都會瞅準時機如飢似渴地飛一般讀
完，獨自在腦海裏回味好幾天。其間肉雖
是稀罕之物，但吃過很快煙消雲散，唯獨

書中的內容不會忘記，而且歷久彌新。母
親在家獨自支撐我們的一日三餐，除了叫
我們幹活，就是洗澡睡覺。生活的艱辛激
勵了我的鬥志，讀書成了我的成長之基。
母親雖識字不多，卻深明大義，樸素的人
生道理時常從她的嘴裏跳出，酷似現在的
親子閱讀。母親是我的第一任啟蒙老師，
從她的身上，我知道了為人處事的樸素道
理和與人為善的思想內核。正是母親的言
傳更多的是身教，培養了我少年時代的善
惡感、同情心、想像力和堅韌的意志。
現在看來，親子閱讀是家庭閱讀最溫馨

的時刻，沒有一個孩子願意拒絕讀書給他
聽的媽媽。我的母親是個村婦，可她的腦
海裏裝滿了支持我們讀書的勇氣與信心。
不知她從哪裏買回幾個當時極為奢侈的罩
子燈，放在桌上。每當夜幕降臨，別的孩
子還在外面瘋跑的時候，我們兄弟四個就
已坐在桌子上讀書了。母親為我們點亮了
童年時的讀書燈，也點亮了我們在苦難中
奮進的心之燈。
我記得挪威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蘇菲

的世界》作者喬斯坦賈德旺說過，最明智
的父母，一旦給孩子吃飽穿暖之後，接下
來最重要的應該是為孩子選擇最好的文學
書，帶進他們的臥室，或者直接給孩子們
朗讀。當閱讀成為孩子們的日常必須後，
父母讀給他們聽的文學書，與剝奪他們的

想像力與活躍性的電子產品相比，才是真
正的「溫暖之源」。
其實選書是一門大學問。現實生活中，
孩子們讀的大多是虛構類兒童文學，以小
說、童話居多。它們彷彿新鮮生果般可
口，可光吃它們是不均衡的，還得涉獵科
學、歷史、地理、航天、博物等類圖書。
這些非虛構的讀物，能培養孩子的邏輯思
維能力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我教書多年，
在教學中發現，現在的學生寫虛構故事，
大多能天馬行空寫得輕鬆，可要他們用寫
實文筆精確描述一個真實的、精準的、符
合事理邏輯性、經得起推敲的現實故事，
就有些為難。究其原因，可能是閱讀視野
狹窄，他們讀太多的虛構作品，缺少對現
實中的人和事的關注、發現、思索和精準
把握。他們的感情可能會過於情緒化、文
學化，而欠缺思辨能力和理性的、邏輯性
分析。由感性到理性，須跨越梳理的坎。
當然，這並非一日之功。兒童養成的閱

讀習慣，就像種下了一粒種子。而一粒種
子的力量是無法想像的。無論是荒漠、岩
石，還是在屋頂瓦片縫隙間，都能看到種
子的神奇力量。一本好書的力量，也如
此。童年時代讀到的書，往往就是能給我
們播下希望的種子和精神底子的書。在漫
長而短暫的盛夏時節，靜下心來閱讀，汲
取心靈營養，就像品嚐雞湯，經久不忘。

有一種顏色
叫人崇拜
有一種身姿
讓人敬仰
軍裝
一種驕傲的顏色
用青春汗水澆灌的迷彩
散發出戎裝的光輝

軍裝是一種責任
那是對國家的忠誠
和對急難險阻的不畏
因為軍裝
性格變得堅韌不拔
因為軍裝
身影變得英姿颯爽

軍裝是一種精神
打磨着不屈的軍魂
不怕流血犧牲
是勇往直前的矯健
綠色的使命
在激越的血脈裏溶解
和着心臟一起跳動
軍裝是一種聖潔
染綠着人生的豪邁
開花的年歲
青春的激情
全部張揚在
綠色的軍裝

軍裝是一首優美的史詩
軍裝上染着南昌起義的烽火
軍裝裏是雷鋒的故事

軍裝

●魏益君
詩詞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