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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小诗三首

杨 柳
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
听湖里鱼们底细语；

风来了，
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

雨后的蚯蚓
雨止了，

操场上只剩有细沙。
蚯蚓们穿着沙衣不息地动着。

不能进退前后，
也不能转移左右。
但总不息地动呵！

雨后的蚯蚓的生命呀！

山里的小诗
鸟儿出山去的时候，

我以一片花瓣放在它嘴里，
告诉那住在谷口的女郎，

说山里的花已开了。
第二组：寓言二则

回 音
一只狗对着一座巍巍乎的大石山，叫了几声，大石山发出

了回音，同狗的叫声一样。狗骄傲地说：“这座石山虽然伟大，
但他的声音也不过如此。要不是他原来就是徒负虚名的人物，
那就是我已经和他差不多了。”

狗的自负的话，却被天上的一个霹雳听见，霹雳轰隆一声呵
斥说：“你说什么？”大石山也轰隆一声应和着：“你说什么？”狗吓
得嚅嗫地说：“我没有说什么。”一面回头就跑。

事实上多大，人们承认他多大。

朝 霞
据说很古时候，海中住着一个鲛人；她每天在太阳远没有

出来之前，就爬上一个海岛上去，坐在岩头上，等太阳上来。但
是，她的姊姊却总嫌她去的太早，这是很浪费时间的，每次都
从海里伸上头来，远远地呵斥她的妹妹说：“喂，我的懒丫头，
时光可惜呀，不可以乘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找点事情做做的
么！总是把两手空着……”

这个鲛人，于是就把远远近近的云呀雾呀都扒拢来，在岛
上勤勤快快地织起布来，好像她在家里织着的一样。不久，太
阳醒来了，先叫他的光芒跑到海面上来看看；那光芒穿过了鲛
人织着的云纱，这样就变成了五色缤纷的绚烂的彩霞。当一个
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名 家 档 案

冯雪峰（1903—1976），原名冯福春，笔名雪峰、画室
等，现代诗人、文艺理论家，义乌赤岸神坛村人。就读浙
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结
成湖畔诗社。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0月
受党组织委托，负责与鲁迅联系，促进鲁迅及其周围作
家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联合，并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
盟。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家
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著有

《真实之歌》《雪峰的诗》《乡风与市风》《今寓言》等。

名 篇 赏 读

经 典 导 航

名 居 研 学



故园情故园情
义乌市赤岸镇神坛村四面环山，风景清幽；村前有条小

溪，长年流水不断。村里有一座两层四合院式小楼，中间有一
个天井，两边是厢房，这就是冯雪峰故居。在故居一楼，有展示
冯雪峰生平事迹的展板。

走出故居，沿着村子的小路，来到后山，就可以看到冯雪
峰和夫人何爱玉的墓地。墓地面临村庄，背靠山林，周围苍松
翠柏郁郁葱葱。墓地青草丛中有三块大石，呈“品”字排列，其
中一块石头上有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所题“冯雪峰墓”。

◆会心一笑 刘会然

《杨柳》描绘了一幅春景图，透露出蓬勃的生命气息。这首
诗写于1922年，当时的冯雪峰是二十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入
世尚浅，经历不多，没有很多的精神压力。他刚踏进一个崭新
的世界，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雨后的蚯蚓》表明作者立志像蚯蚓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反映了他倔强、执着和坚韧的性格特征。雨后的蚯蚓穿着沉
重的“沙衣”，既不能“进退”，也不能“转移”，然而顽强的小蚯蚓

“总不息地动呵”，这既是精神品格的象征，表达了诗人对自身生
命价值的思考，也可看作诗人屡遭坎坷却能坚持下来的原因。

《山里的小诗》以几个简简单单的意象，清清爽爽地勾勒了
一派春暖花开的景象，传达出一个山间青年羞涩而真挚的恋情。
这首诗短短四句，像是用白话写的绝句，情深意长，韵味无穷。语
言清浅，构思精巧，表现了青年爱情的纯真、朴素、活泼、美丽。

《回音》是一则生活哲理寓言。作品从“回音”这一自然现
象受到启发，将狗、石山、霹雳置于连环场景中；采用对比手
法，戏剧性地展现狗在不同情境中的迥异表现，构思奇巧。寥
寥数语，便让自负者们外强中干的虚伪面目跃然纸上，使其丑
态毕露。作品融合了寓言的幽默性和寄寓性，令人忍俊不禁的
同时却又发人深思，具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

《朝霞》这则寓言化用“鲛人”传说，赞美劳动人民的勤劳
朴实；以五彩缤纷的绚烂朝霞象征民族国家的光明前景，表达
了作者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寄寓对未来的热切向往。作品迸发
着蓬勃的生机，充分展现了力的美；又浸润了作者强烈的主观
情感，洋溢着抒情诗人的浪漫气质，极具个性色彩。

“年前忙，年后闲，忙忙闲闲过大年。”腊八一
过，家家户户又开始为“年”而忙了。

记忆中，故乡忙年的风俗是那么充满生机，那
么和顺，那么喜气。

家乡人最先忙的是洗洗洗。洗桌洗凳，洗碗洗
盆，洗缸洗灶，洗厨洗柜，洗门洗窗……只要能洗
的，件件都会齐齐整整洗一遍。新年新年，讲究的
就是“新”。这个时候，就是村里最慵懒疲沓的人
家，也会勤勤快快忙碌起来。家里乌七八糟，人家
来串门拜年，脸面哪能搁得住？

在我家，洗刷前，父亲会把闲置的锄头、犁耙、
风车、水车、箩筐等农家物件，一样样拾掇好，暂置
在杂间里。母亲呢，会在竹篙梢头，绑上高粱穗，顶
着头巾，扭着腰肢，来来回回，把房内房外和屋角
梁下，蛛丝鼠粪等集尘，拂扫在地。

我们小孩呢，就肩扛手提，把能搬动的家什，源
源不断送到池塘边。大姐二姐就从池塘岸的皂荚树
上，或香樟树撸下一片片叶子，来擦拭它们。小时候，
乡村还没有流行洗洁精，散发清香的树叶当作洗涤
剂，别有一番清香。遇到天空放晴，家家户户都会挤
到池塘岸，“咕嘟咕嘟”的洗刷声响彻塘畔。池塘的
水，天冷，水反而会冒着热气。塘岸的人和塘里的水，
都氤氲在热气中，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洗洗刷刷，把过去一年留下的污垢和旧痕擦
去，让物件袒露本来的面目，平时看着极不起眼的
物件，突然也秀气起来。有些物件，年长日久，岁月
留下的沧桑是洗刷不去的，灰尘和泥垢洗刷干净
后，它们会泛发暗黑的幽光，古朴又厚重。

洗刷刷，洗到最后，当然得把自己洗清爽啰。
通常是除夕夜，吃完团圆饭后，灶间的大灶里，就

“咕嘟咕嘟”，一直冒着白泡。一家老小，一个赶一个，
开始个人洗刷了。干净后才配穿新衣，小孩子，谁不
争着先洗？大年初一，焕然一新出去才喜庆呢。

腊月，除了洗洗洗，还得买买买。
过年，怎能少了吃，穿，用？一年辛苦下来，不好

好犒劳一下自己，哪行？
这些天，母亲赶集就像走灶间。那时，集市上没

有现在丰饶多姿，现成的衣服不多。母亲只能扯下几
匹布，请村里的老裁缝帮我们量好尺寸，赶年前把新
衣做好。过年，新衣可是家里的头等大事，对小孩来
说更甚。那些天，我们狗儿般，屁颠颠跟着母亲去集
市，生怕母亲忘记买布。

除了买布，还有就是买过年用的盐、酱油、茶叶、
水果糖、香烟、爆竹等。那时都是自家写对联，母亲还
会买上红纸和墨水，让父亲写对联。集市上大红的年
画四处飘扬，母亲喜欢买胖娃娃抱鱼或金元宝的年
画，也买福寿禄等吉祥画，把年画贴在堂屋，喜气洋
洋。我每次都央求母亲帮我买几张山水画和明星画。
那些年，我就买过雄伟长城和帅气小虎队的年画。

年前，还要忙的就是做做做。
做的当然是吃货啦。上世纪80年代，乡村的吃

食比较简单。商店的食品也还稀缺，除了兰花根和状
元红等吃食。其他的，大伙得自己动手做。不做几样
年货，这年过得还有啥滋味？

赣中老家一带，人人酷爱嗑水煮西瓜子。黑瓜子
咬起来咵咵响，经过牙齿与舌头的缠绵，味道妙不可
言。年货少什么，也不能少黑瓜子。通常，最早做好的
年货，就是用桂皮、八角、橘皮等香料煮好，并自然晾
干的黑瓜子了。

炒货主要有三样：番薯片、黄豆和花生。那时家
家户户都种番薯，最常见是炒番薯片，炒黄豆次之，炒
花生最高贵。黄豆和花生可以直接炒。番薯片就要费
点周折，要选霜降晴朗的天气，把番薯刨成片，锅里煮
熟后，再放在篾席里晒干。这之后，番薯片才放锅里
炒。炒番薯片、黄豆和花生时，都要在锅里放上细沙，
让炒货受热均匀。每次听到“沙沙沙”的炒锅声，我们

就会围着火灶，火急火燎等着炒货出锅。那时，每家都
是炒一小罐的黄豆和花生，炒好几麻袋番薯片。番薯
片也是我们童年时，吃得最多最腻的零食。

小年后，还会做粉蒸肉和粉蒸芋头。那时，家里
都不是很富裕，粉蒸肉只做一大碗。粉蒸芋头却要做
一大甑。用米粉包裹的芋头，再用大菜叶包裹米粉，
一出蒸笼，香气四溢，惹得人吸鼻子。那时，每家做的
粉蒸芋头，能够从初一吃到十五，甚至年二十几。

小时候，最高兴的还是做爆米糕。爆，老家口语
称“饱”，寓意温饱。糕，又谐音“高”，芝麻开花节节
高，谁家不想图个好彩头？可做爆米糕不是想做就能
做，要请到爆米花师傅打好爆米才行。那时，我们村
里就有一个爆米花师傅。年前这段时间，他成了村里
的红人。他吆三喝四的，谁都不敢得罪。要知道，单是
看他炸爆米花，大人小孩就有无限的乐趣。

冬季一到，他就会选择在村口的碾坊边，摆好灶
炉，在灶炉上架上黑乎乎的瓶状炸米罐。神奇的是，
一粒粒大米，在炸米罐里转了数圈后，用脚一踩，

“砰”的一声巨响，烟气飞扬，爆米花就炸进口袋里。
我们最害怕又最喜欢那一声“砰”的巨响。怕的

是，炸米罐会炸到自己。喜的是，总有些漏网之鱼的
爆米花，散布四周。我们会抢着捡起来，塞进嘴里。冒
着热气，白白胖胖的爆米花融化在嘴间，真是又甜又
香，吃了还想吃。

故乡，年前谁家都要炸上一两袋爆米花。把爆米
花提回家，在锅里熬上麦芽糖或白糖或红糖，就可以
碾轧爆米糕了。做爆米糕是个技术活，很多人家出来
都成不了形。我父母是做爆米糕的好手，经常会被村
里人请去做爆米糕。爆米糕，不仅是小孩的最爱，也
是老人们的最爱。

洗洗洗，买买买，做做做……家家忙得开心，忙
得乐意，忙得和气。“忙年忙年，忙出红火幸福年”，这
些天，大家见面时，总爱用这句话来唱和。

忙年

留君义乌
赏红梅

王和清

腊梅斗雪唤春回，
三阳媚妩沐花开。
扰鼠如尘随风散，
青牛奋蹄踏耕归。
乌伤自古包容地，
深情善待远客来。
只因肺魔未净迹，
留君义乌赏红梅。
儿女有志建宏业，
四海为家能作为。
待到春暖杜鹃红，
再聚故乡旧灶台。

廉洁歌
周洪刚

一身正气驱魔障，
两袖清风扫冥顽。
三山五岳脚下过，
四书五经心中藏。
五谷有情百姓养，
六腑无欲不可贪。
七古难书廉洁气，
八方可寻忠义胆。
九州常听金鸡唱，
十里共闻莲荷香。
百年大业同传承，
千秋万代美名扬。

在一年的抗疫防疫中，我对国人及自己的生
活方式与习惯进行反思，认定“公筷母匙”的良好
习惯应该发扬光大。

20世纪60年代，我经医院钡餐拍片确诊患了
胃溃疡。过惯学校“一盆两筷”生活的我，回家就继
续沿用专碗专筷。开始时，家里人认为胃病不会传
染，不想用专碗专筷，我却自备一副碗筷，吃好饭
自己清洗。这样，没有给家人传染上胃病。

20世纪80年代末，我去浙江省第一人民医院
做胃镜，医生说有些胃病患者携有幽门螺杆菌，并
通过胃黏液和唾液传染。医生得知我专用碗筷后，
赞语有加。回到家里，我借机推行我心中浮沉多年
的“公筷母匙”和专用碗筷“餐规”：即家里每人备
有专用碗筷，用后自己清洗，专放一个地方，而餐
桌上放上两双筷子和两把匙子，以作取菜公用。开
始时，大家常会调错碗筷，于是我设法买了几套不
同的碗筷，以便区分。长期坚持，习惯成自然。

读史可知，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每逢吃饭必
定让太监、宫女们准备两副碗筷。一顿饭端上几十
样菜肴，宋高宗就把自己要吃的菜用一副筷子挑
拣出来，自己喝的汤用一个汤勺盛出来，再用另一
副碗筷食用。皇后吴氏问他为何如此这般吃饭，高
宗道：“吾不欲以残食与宫人食也。”原来宋高宗不
愿意看到宫人们吃沾了自己口水的剩饭剩菜，于
是就用了这副“公筷母匙”。宋高宗带头文明用餐
后，宋朝就出现了“双筷制”。“双筷制”就是一个人
配两双筷子，两双筷子颜色不一，白色为公筷，黑色

为私筷，靠近餐盘的是黑色的，距离餐盘较远的是白
色的。一双取食筷、一双进食筷，好处不言自明。

早在1993年，中国烹饪协会就多次向全国餐饮
业提出“分餐制”改革，因我国合餐习惯根深蒂固，成
效甚微。2011年5月，杭州举行“文明在我家”征文比
赛，我写了《公筷公匙，卫生用餐》一文，得了一个优
秀作品奖，入围100篇优秀文章之一。2012年，浙江
工商大学张荣光教授在学校接待餐厅试行一人双筷
制，并向全省高校推广，还说使用黑白双筷既是享受
艺术品，又可预防、减少多种传染病的交叉感染，一
举多得。

但观念与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需要
通过知识普及、宣教利害逐步实现。有一次，我主持
开科普作家年会，借机推广“公筷母匙”的做法。我先
与服务员作了沟通，在上菜时备好“公筷母匙”。我也
讲了宋高宗用“公筷母匙”的故事，得到一阵热烈的
掌声。此后，每次开会吃饭只要服务员备好“公筷母
匙”，大家就会用起来。

而今，我的家人反而不习惯去饭店吃饭时，那种
桌上不备“公筷母匙”的吃法了。亲朋好友一起吃饭，
我们常常会让服务员给备上“公筷母匙”，这种做法
也得到很多亲友的赞同。用“公筷母匙”取菜，不仅卫
生，而且余下菜肴因未沾唾液而不易变馊，打包回去
可放心享用，真是一举多得。家里来了客人，我家也
坚持“公筷母匙”不动摇。有不少亲友，到我家用餐回
去后，居然也推行“公筷母匙”餐规了。有人还说这是
一个与“餐前洗手”一样的卫生好习惯。

近些年来，我们多次去国外省亲，常会与老外或
海外华人一同用餐。他们习惯于“分食制”，把饭菜夹
到自己盘子里享用，从不用自己餐具去取公菜，减少
交叉传染。

退休后，我们常外出旅游，见国内一般饭店无
用“公筷母匙”的习惯，我们就主动向游客和服务
员招呼使用“公筷母匙”。倘有服务员不习惯备“公
筷母匙”，我们就协助服务员放“公筷母匙”，都会
得到大家的支持。如今，乐意用“公筷母匙”的人越
来越多。

多年前，不少医院已把查幽门螺杆菌列入体检
项目。2019年，报纸上刊登浙江7万人体检大数据，
幽门螺杆菌检出率进入前十。大家对唾液传播幽门
螺杆菌应有惊觉，只要有人招呼提倡“公筷母匙”,
大家一定会支持与响应。去年体检时，我特问过体
检医生，得知他们检出的幽门螺杆菌患者呈下降趋
势，这与大家多用“公筷母匙”或多吃分食饭菜有密
切的关系。

而今，疫情未净，为减少交叉感染与传播，多地
发出使用“公筷母匙”的倡议，纷纷打响“舌尖上的防
疫战”。实践表明，使用“公筷母匙”不仅可以防范新
冠病毒，还可以防止多种传染病的交叉感染。过年过
节倘若要聚餐、搞百家宴，也建议分食制、吃自助餐，
这样可减少疾病传播，又可减少饭菜的浪费。

“公筷母匙”行动与其说是“舌尖上的防疫战”，
不如说是“文明风尚的践行战”，良好的卫生习惯和
规则意识值得大力提倡和践行。

说说“公筷母匙” ◆世说新语 杨达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