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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听说，咱家乡三大特产：
火腿、红糖、南枣。后来到外地读书、
从军五十余载，每到一处，说起我是
义乌人，人们自然扬起眉毛说，你们
那里出金华火腿，说到红糖与南枣，
前面就冠有“义乌”二字。

我也时常为家乡的特产和家
乡人民富有创造性的劳作而自
豪。现在更为自豪的是，家乡人民
在艰难的环境中开辟的小商品市
场，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
集散中心。

义乌地处金衢盆地东缘，丘陵
山地占据大部，田少人多的境况
中，勤劳的人民拓地垦荒，在田头
地角，尤其在山坡的岸地上，栽植
果树。因为枣树耐旱，经得起贫瘠，
果实脆口香甜，农人们乐于付出自
己的辛劳。久而久之，在广袤的丘
陵地带，枣林自成一派气象。淡黄
色的枣花遍地绽放的时候，香飘四
野，醉人芬芳。经过千百年的优选，
上好的品种结出硕大的果实，由此
精心加工制作的南枣、金丝蜜枣，
源源不断地销往各地，声誉随着销
路的拓展越发地高扬起来。

当年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
骆宾王，在入长安谋职与西域从军
的征途上，或后来在扬州挥毫书写
讨伐武则天檄文的时候，是否回味

起家乡南枣的醉香？千年以后的我
们，从他激扬的文字中感受到了热血
的澎湃。宗泽带上家乡腌制的猪腿到
了汴京，由此“火腿”被堂而皇之地列
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上品。这位年届
七旬、老当益壮的统帅，血液中奔涌
的仍是家乡所赋予的不朽精锐。凤林
王氏有位祖先名叫王袆，与宋濂一道
主持编修《元史》，他们可谓文豪。作
为翰林待制的文官受命出使云南，招
降梁王，王袆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血
洒滇池，为明朝江山的统一壮烈献身
……从这方土地上走出的一代又一
代志士仁人，他们心血中，闪烁着的
是本色的光辉。

文化人往往敏锐，多情，善感。上
世纪八十年代，家乡的有关方和一批
持有理想的文化人，在创办文艺刊物
的时候，想到了一个富有地域特色又
颇具意蕴的名字——《枣林》。《枣林》
自诞生之日起，便在这片大地上茁壮
成长，团结、培育一批批作者，蓬蓬勃
勃的密集成林。

在纪念义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成立三十周年之时，我献上《真诚的祝
福》；在纪念《枣林》三百期时，抒发了

《我与〈枣林〉的情缘》。光阴悄然而逝，
转眼到了《枣林》创办四十周年的日
子，千里之遥的家乡朋友发来微信，叙
述个中情感，引起我的回忆与思考。

这份满载家乡文艺界朋友优美文
字和精湛笔墨的杂志，每期越过千山
万水来到我案桌的时候，我定是即刻
放下手中活计，翻阅欣赏，每每看到精
品力作，激越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表露
出来。

家乡的诸多文友往往是从《枣林》
走上文坛的。杂志的编辑一茬接一茬，
他们精心修改、编辑来稿，不留遗珠，
不遗余力地培养、扶持新人。同时，他
们又是作者，常以自己的作品引领后
来者。往昔的诸位编辑与我始终保持
诚挚、纯真的友谊，这种深厚的情谊，
水冲不散，火烧不灭。

前段时间，收到老朋友骆有云快
递来的《近者悦 远者来——美丽城镇
建设的苏溪实践》。这是浙江首部以美
丽城镇建设为题材的报告文学，集结
了省作协和义乌当地作家深入我的家
乡——苏溪镇，感受源远流长的孝义
文化和千年不朽的诗意文化，生动描
绘了我家乡城镇、工业、农村、教育、文
化等建设的巨大变化，从不同的侧面
反映了义乌在浙江省小环境综合整治
方面典型和样板的鲜活形象。美丽的
家乡，文学的书写，我们从这时代的脚
步声中，倾听到了历史沉重的鼓点和
奋勇前行的号角。

家乡的这块文学土壤，毫无疑问
是深厚的。多年来，创作的氛围和已经
取得的成就，在浙中地区有目共睹。这
让我们长期在外的故乡人，内心像花
儿那样开放。

包容，创新，是《枣林》杂志一个显
著的特征。无论是本土成长的作者，还
是外来建设者中的文学爱好人士，在
文学的层面上同样异彩纷呈。几位作
者的小小说创作，可以说已经走入全
国的第一方阵，有的年轻作者的小说
被《人民文学》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期
刊选用，有的网络作家的作品展露不
同凡响的才华……这拨年轻的文学创
作群体，有着鲜活的生气，志向高远，
作品像家乡的枣花那样，香飘千万里。

土壤是枣林的根基，也是作家的
根基。从这片土地上涌现的作家一批
又一批，现健步走在前列的应该是年
轻的后生。

枣花香飘千万里

涂一抹口红，刹那成风景。爱美的女人，口
红不可或缺，于我，使用的频率并不高，手上总
有那么几支货，每年，会按照购买先后顺序依
次扔掉两支。自知是有些浪费了，心生暴殄天
物的罪恶感。怎么说呢，有人说，女人的衣柜
里，总少了一件衣服；我以为，女人的化妆包
里，总少了一支口红，当然是不同色系的口红。

电视剧《围城》里，孙柔嘉拿红色铅笔，只
三下两下，于一张白纸上，我们看到，两瓣红
唇，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如此简单的构图，
美人汪太太的面目已惊艳呈现：涂了口红的
汪太太，风采斐然的汪太太，活色生香的汪太
太。彼时，那大红色的口红，简直胜过笔墨无
数，盖过千军万马。

好看的唇形当是这样的：从正面看，上唇
呈弓形，左右边缘对称，叫朱缘弓，又名爱神
之弓。朱缘弓正中处，上有人中，下方呈结节
状突起，名唇珠。唇珠，多么美妙的一个词语。
由此，我联想到一系列的词语：水珠，汗珠，泪
珠，眼珠，串珠，珍珠，还有，跌落玉盘的大珠
小珠，彼时，叮咚之声于耳畔清越响起，韵味
无穷，余音袅袅。

张爱玲说她生平第一次赚到稿费，是在
中学时代，拿着报馆给的五块钱，立刻去买了
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于爱美上，她应该算是
开窍比较早的。我年少时，家里清贫，没有什
么可供花销的零钱，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自
己是用来买零食买书抑或别的什么，但肯定
不会是口红。

我试图回忆自己的第一支口红，记忆不给
力，我无法想起自己第一次购买口红的具体年
月，也无法想起自己是在怎样的心境下购买的
第一支口红。只记得，刚开始那些年，我的口红
千篇一律的朱砂色，是的，暗红的。皮肤粉嫩的
年轻的我，与暗色口红更搭调些。近年，我购买
的口红，却是极尽妍艳。随着岁月的流逝，淡色
浅色口红，已经盖不住缺血的唇色，中和不掉
苍黄的肤色。我终于明白了，“黄脸婆”这个词
的由来。好在，还有口红，大红色的口红、玫红
色的口红、橘红色的口红，这些极尽妍艳的口
红，足以遮盖、中和掉肌肤里的岁月烟尘。

夏夜，应酬回家，出租车行驶在桥上，满
城灯火，灿如星辰。我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
突然看到四个字，春江明月，是霓虹灯打出来
的，白色，在姹紫嫣红的灯火的海洋里，让人
眼前豁然一亮。那一亮，仿佛见到不俗的素
颜，也是源于那四个字本身，春江明月，有无
限的画面感在空旷的夜色里拓展延伸，声势
浩大，却又静水深流。我无声地反复咀嚼着，
我不知道自己会铭记多久，但是，时间一定不
会短暂。那是一个美人，也上了妆，涂了口红，
但是，口红的颜色是清淡的，近乎透明的清
淡，给了观者绵密的想象空间——她涂口红
了吗？如果涂了，那是什么牌子，什么色系，为
什么几近于无？让人惊叹的是，这样几近于无
或者说近乎自然的唇色，还是让她看起来那
么美，让人心魂荡漾，让人过目不能忘。

王子吻醒白雪公主。那个长眠多日的公
主，一定是素颜素唇的，与口红无关。曾经以灰
布土衣为美的年代，太多女人也许一生都不曾
见过口红，但是，现如今的女人，无论是城里人
还是村里人，谁还能没有用过几支口红？

口红本身，从生理性实用性角度来说，基
本上没有什么用处。我的意思是，就生存而
言，一个人涂不涂口红，根本不会影响其正常
生活，更不会影响其生命。口红，又名唇膏，古
时称为“口脂”。史载，“汉以来口脂释名唇脂，
以丹作之，像唇赤也。”一些影视剧里，那些古
典美人，一块小小的艳红纸片，置于唇间，上
下唇一抿，原本素净的嘴唇，原本平铺直叙甚
至灰败颓废的脸孔，顿时活色生香起来，水波
潋滟起来，美不胜收起来，引人注目起来。彼
时，想说不爱你，真的不容易，无论是口红，还
是咬过口脂的美人。

女为悦己者容。口红里，或多或少地包含
着爱情。“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身为女人，必
有一个春天，深埋在口红里；愿你心存期待，
得到真爱；不求天长地久，所幸曾经拥有。

口红记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
年年国土的沦丧！

这是八十年前神州大地的真实
写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
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
隶而青云直上！

这是八十年前中国人民冲向战场的
嘹亮军乐？不，这是八十年前芬芳桃李迈
出校门的壮志誓言，名曰《毕业歌》。

电通影片公司出品首部影片《桃李
劫》主题曲《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
曲。该片堪称我国第一部将声音作为艺
术手段创作的有声影片。1933年9月，上
海蒲石路（今长乐路）一条弄堂，留美学
子司徒逸民、龚毓珂和马德建成立电通
股份有限公司，以经营自主研发的“三友
式”有声电影录音放音设备为主。该项发
明曾荣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嘉奖，并获
得国民政府一万元奖金。

1930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
布《电影检查法》；翌年 2 月 3 日，行政

院印发《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和《电
影检查委员会组织规程》；3 月 2 日，国
民党设立教育、内政部电影检查委员
会。当年的《影戏年鉴》谓影坛“风云险
恶也”。

就此，1933年3月，中共中央文化工
作委员会设立电影小组，由夏衍担任组
长。遵照中央指示，成员司徒慧敏希望
堂弟司徒逸民的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能
服务于左翼电影事业。翌年春，该公司
改组为电通影片公司，确立“无以为宝，
惟人和以为宝”的宗旨，并执行《中国左
翼戏剧家联盟最新行动纲领》，“吸收进
步的演员与技术人才，以为中国左翼电
影运动的基础”。马德建任经理，司徒慧
敏任摄影场主任，夏衍、田汉则主持电
影创作，陈波儿、唐槐秋、吴印咸等一大
批左翼文艺工作者加盟。电通由此成为
首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并由左翼影人主
持的影业。

改组后的电通随即迁往荆州路405
号（岭南中学旧址），将该校室内篮球场

改建成生产有声影片的隔音摄影棚。电
通迁址后出品的首部影片即为《风云儿
女》，以田汉创作的原始手稿《凤凰涅槃
图》为蓝本。

《风云儿女》孕育之际，乌云却密布
影坛。电影检查委员会强制要求各影业
公司绝对不得采用田汉、夏衍、许幸之
等“赤色作家”所编剧本，并须迅即解除
其雇佣合同。上海市社会局呈报市长的

《抄共党在电影界活动情况》所列16人
“左倾电影从业员”名单，电通占半，并
称其为“绝非若艺华之铲共队名义轻易
动摇之者”。电通俨然一座当局置之死
地而后快的“赤色大本营”。

狱中的田汉毅然为《风云儿女》主题
歌作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
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歌词激荡
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他之前创作的《毕业
歌》一脉相承。《毕业歌》首句即为“同学
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词
亦展现“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之
铮铮傲骨。因聂耳为之谱写的乐曲暂名

《进行曲》，这首主题歌最终便定名为《义
勇军进行曲》。

在电通摄影棚，聂耳率业余歌咏队，
周周排练，但歌咏队的合唱仍浑厚不足。
于是，电通各剧组成员，从导演到演员甚
而剧务人员，纷纷加盟，遂唱响一曲磅礴
之音，且绝非绕梁三日，实则穿越战火纷
飞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继而弥漫热
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直
抵新时代。

毕业歌，学子之一堂弦歌；进行曲，
人民之举国号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
的时候”之警钟仍须长鸣。故而，电通虽
仅存三年，且拍片四部，田汉与聂耳之珠
联璧合却使之永生。

上周，作为新增红色地标，电通公司
遗址（《义勇军进行曲》纪念地）标识在荆
州路昆明路路口绿地挂牌，与周边的国
歌展示馆与国歌纪念广场浑然一体。设
置这座可引吭高歌的红色地标，其意义
即潜隐于《毕业歌》结语：

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从学子弦歌到人民号角 妈妈怀过八个孩子，因家
里条件差只养大四个。我是家
里的老幺，从小怕老鼠，在12
岁去稠南小学当寄宿生前，一
直由妈妈伴睡。冬夜里，妈妈会
把我冰冷的双脚搂到她怀里焐
暖；夏夜晩，妈妈会一直为我打
麦草扇，使我安然入梦；还有风
雨同行，妈妈总会为我撑伞。总
之，时光总会将妈妈所有的温
馨陪伴，熬成最恒久、最美好的
记忆。这些都是我“不离娘身”
的佐证。乡人说：“不离娘身的
人，出不了远门”。那我是如何
改变自己的呢？

在稠南小学求学两年，我
从当班长到学生会主席、少先
队大队长等，似乎一下长大
了。我懂得好男儿志在四方，
于是，自 1953 年起至 1964 年
夏的十余年里，我远离故乡去
异地求学。爸妈也总收购我所
有的困惑与不安，并由他们来解惑、来温
暖。我每年寒暑假回家，都能看到妈妈难得
的笑容，还要给我做我最爱吃的小菜，我真
想倾尽所有的孝心去守护她。其实，妈妈的
爱一直藏在我的心里，我多少次躺在床上，
沿着妈妈伴我的路看到爱的蓬勃春天。于
是，我决心学姐姐一生给妈妈同床陪睡和
焐脚的孝心。暑假里，我要与妈妈睡一间，
好多讲讲话；寒假里，仍与妈妈睡一床，以
便给她焐暖脚。妈妈是小脚，怕我嫌她的脚
有异味，早在我回家前就洗好棉被，用热水
洗好脚，有时还会穿上两双袜子。睡进有太
阳香味的被窝里格外温馨，至今难以忘怀！

1963年冬，爸爸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
个驿站，妈妈独居，显得很冷清。我就与兄
嫂商量，安排侄女儿给奶奶陪睡，平常与奶
奶讲讲话，天冷了给奶奶焐焐脚，奶奶到杭
州来看孙女、孙子，还可陪奶奶同行。我亦
这样要求自己，我虽然没有带给妈妈很多
骄傲与感动，但我应争取更多时间去陪伴
妈妈，和妈妈一起吃饭，给妈妈伴睡，减少
她的孤独与寂寞。我成家以后，每一年都会
和妻子一起拖儿带女迎着朔风，有时还踏
着冰雪走到岳坟汽车站去赶早班牛棚车回
家，为的是与妈妈早点相见、多点团聚。妻
子还动情地说：“与妈妈相聚，一同吃饭，我
们心里就温暖如春！”回到老家，我和妻子
分工，妻子哄两个小孩睡觉，我仍如往年一
样给妈妈焐脚。农村老妈妈，最喜欢讲夜
话。她恨不得把听来的看到的村里半年来
发生的人和事都讲我听；把半年来心中的
不平事，两个媳妇的家长里短像竹筒倒豆
般一夜都倒出来。我常常伴听到深夜，心想
只要妈妈开心，通过倾诉能消解她心中的
郁闷，我当个好听众也是应该的啊！

记得有一年寒假，我一坐到床上，发现
妈妈仍睡篾席，仍盖破旧被头，一阵透心的
冰凉令我打了一个寒战。我问妈妈为何不
换棉垫布床单。她说：“今年暖冬，我懒得将
篾席换掉。”其实，这是借口，正如姐姐说
的，她是为节省床单。我一不做二不休，翻
箱倒柜找了一块粗布单，抱了几把稻草当
垫子，总算没让她挨冻。

又有一年寒假，天特别冷，可谓滴水成
冰。我睡进妈妈的破被窝后越睡越冷。我起
来一看，妈妈头顶着的小门，有三四条纵向
门缝，每条门缝约有一公分，西北风从门缝
直贯房间，虽有麻布帐子挡着，仍与外面温
差无几。妈妈还说：“有门缝也有好处，有时
晚间与对门老奶奶还好说说话，或者有人
起早赶集市路过，还好搭句话，问个时辰
呢！”我连忙起来，找来几张牛皮纸和几枚
图钉，把门缝基本堵住，才勉强过了一夜。
第二天，我调了浆糊，封住每条门缝，再找
来一块篾席挡门，这样才把冷空气基本挡
在门外，卧室内暖和多了。

孝敬爸妈，是为人子女的应尽之责。每年
寒暑假能陪伴在爸妈身边，看着爸妈笑，听着
爸妈倾诉，那就是当儿女心中最大的快乐！

1980年的冬天，妈妈因中风永远离开
了我们，我牵着平生最大的悲伤，在梦里梦
外与它一起舞步，久久难以自拔。

多少年来，爸妈给我明目张胆的偏袒，
对我众所周知地关爱。他们只有心甘情愿
地付出；他们不求回报，不想索取。回望七
歪八斜的人生路，我真像一个长不大的孩
子，总是陶醉于爸妈浓浓的大爱中。爸妈之
爱如山。这种强烈的爱，狂热地占据我整个
心灵的河山！

爸爸妈妈离开我已几十年了，特别是
爸爸，没等我走上工作岗位就离开了我们。
而我因在异地求学与工作，没有机会陪伴
他，没有机会尽点孝心，这是我最大的遗
憾。我走上工作岗位后，妈妈一人独居，经
受十六载寒暑更替。过去假期短，又要分一
部分时间去看岳父岳母，我与妈妈在一起
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足半年，想想实在太少
了，我欠他们最多的是陪伴！都说再多的惦
念与物质回报，也不如守在爸妈身边来得
实在，这话千真万确。

几十年与爸妈生活在一起，我们领受
爸妈如和煦阳光般的恩惠。无数事例诠释
着爱是他们的事，而幸福是我们儿孙的事。
我还深深感到幸福的直接与简单，陪伴爸
妈就是幸福！而今，我已步入耄耋的门槛，
爸妈的音容笑貌离我们越来越远，我只有
一个企盼，在梦里当一颗围绕爸妈的伴星，
当温暖爸妈的一缕阳光！

不
离
娘
身
重
陪
伴

◆素时锦年 子 薇

渔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