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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茗岙有三大宝:茶叶、田鱼、
番薯枣。

开鱼,当然是指开捉田鱼了。
家乡梯田众多，一年四季变幻着不同

的风景。梯田大多种植水稻,稻田适宜养
殖鱼类。因为是水田养的鱼,故称田鱼。
田鱼属鲫鱼类,没有鲫鱼鲠喉的细骨,味道
却有比鲫鱼更鲜美,是家乡人餐桌上的美
味佳肴，亦是招待馈赠亲友的佳品。

若以色彩区分，有通体鲜红的红田鱼，
青不溜几的青田鱼，红黑白相间的“火些
斗”三种。那些一年养殖下来不够大,留着
第二年再养的,就叫双年鱼。乡民的稻田
里都养田鱼,这是他们经济收入的一个组
成部分。

每年端午节前后,乡人从外来的售鱼
苗的客商那里买来鱼苗,在通田（耘田）后
放养,或在插秧后再放养。平时在田里撒
些田鱼喜欢吃的饲料,如油菜饼,豆腐渣等，
无须精心照顾,也不必防治病害。放养后，
要在梯田的出水口处放上一丛杉木枝，枝
条有刺，防止田鱼游出水穴。

到了中秋节,当家乡的山上缀满一条
条金色的彩带,泛起一阵阵金色的稻浪时,
开鱼的日子就到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跟着父亲去自家的
田里开鱼。清早,父亲手提水桶,肩扛锄头，

带着手拿竹篱的我,来到稻田边。父亲放
下水桶,掘开水穴,抓上竹篱,水田里的水哗
哗地流到下个梯田,成群的田鱼摇着尾巴
乖乖地游向水田的低洼处。等水差不多放
干了,父亲装上大半桶水,用双手在稻田里
分出一条路来,手提水桶走向田鱼躲藏的
深水处,开始抓鱼，我紧随其后。父亲接二
连三地将鱼放进水桶,而我呢,忙了大半天，
也没抓到一条,脸上身上却已溅满了泥水，

父亲见状,忙停下手中的活，笑嘻嘻地边示
范边对我说:“手掌合成半圆形,轻轻下水,
一手迎着鱼头,一手追着鱼尾,当手掌碰到
鱼时，即刻双手合拢握紧.鱼就乖乖地就擒
了。"我学着试了试，没几回就抓到了一条
大鱼,竟得意忘了形,不料，上身朝后一仰,
跌倒在田里，压倒了几从稻,手里的鱼，也
趁机逃走了,我浑身弄得像一只泥猴子。
爸爸忙将我扶起,嘴里嘟囔了一句"真没

用”,又顾自捉他的鱼去了。我亦继续寻鱼
踪。终于,也能像父亲一样自如地抓到鱼
了。我嘀咕了一声：”我不也抓到了吗?”算
是对父亲的反驳。当稻田的水放干时，田
鱼也抓完了，父子俩拎着战利品，一前一后
往家走。下午又去另一丘稻田里捉。我家
仅两丘田,一天便结束了开鱼的喜悦。

不过,我仍闲不住,随后的日子,我相约
几个小伙伴,去人家已经开鱼的农田里拾
“鱼赖”(即开鱼时遗漏下来的小鱼),运气好
的话,碰上粗心的大人,半天下来，也可拾得
一斤半斤的。对于我们小孩来说,这是一
笔不错的收获了。

开鱼捉回的田鱼，几乎全部宰杀,清理
干净内脏后，用温火烤成田鱼干,舍不得自
己食用,大多用来招待客人。有亲友上门,
好客的母亲用田鱼干炒上一碗米粉干给客
人当点心,母亲也分我一小碗，味道真是好
极了，我至今还颇喜欢吃。

现在,家乡有了养田鱼的专业户,美味
的田鱼干成了馈赠的佳品，远销全国。近
年来我回家探亲,也常常满载亲友馈赠的
田鱼干返杭,除了留些自己食用,大多赠给
在杭的亲朋,与他们共享家乡的美食。

每当食田鱼干时,我便沉浸在当年跟
随父亲去开鱼的喜悦中。

开 鱼
郑冠炼

那年的一场大火，令我又一次走进枫
林古镇的濛濛雨幕。

毁于大火的圣旨门街的那片店铺依旧
还是废墟，撑着雨伞匆匆而过的行人并不
留意这些废墟一眼，幸存的圣旨门显得那
么荒凉和颓废。

圣旨门街是条明代古街，长约一公里，
东西走向，是古镇中轴线。在这条街上，演
绎着一代代的孝悌故事，因为明代徐尹沛
公的孝悌故事感动了皇帝，在街中心点敕
建了圣旨门牌楼，于是，孝悌故事便一代代
演绎下去，人说枫林多孝子。

原先的圣旨门街块石铺面，成鲤鱼背
状，窄窄的街面上人来人往摩肩擦踵热闹
非常，两旁的店铺生意红火。店铺清一色
的格局，褐色活动的铺门，建有阁楼，每天
早上，店铺尚未营业，阁楼成为一道特别的
风景：透过开启的阁楼窗户便会发现化妆
的少女或连打呵欠的店主人。圣旨门街是
古老的“店连屋”。

枫林地处楠溪江中游中心位置，永乐
古道、永仙古道在圣旨门街重合，脚夫商贩
在这条古街上穿梭，圣旨门街自然而然成
为商业街，枫林便成商业重镇。

鼎盛时期，圣旨门街正常营业的店铺
近千家，仅有名气的商号就有数十家，如春
裕、乾寿堂药店等连温州城里都开有分号、
分机构。你随便走进的一家店铺都可能是
百年老店。圣旨门街铺面大多保存明代建
筑风貌，简朴而实用。

濛濛细雨中，在圣旨门街上徜徉，褐色
店铺令人产生悠悠遐思。

多年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首次来到
枫林，来到圣旨门街，他驻足圣旨门前，望
着那眼长方形池塘、冠盖茂密的大榕树、古
老却依然葱茏的木樨花树……良久不吭一
声。罗哲文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从圣旨
门街东首三官亭开始一路慢慢向西而行，
这条只有一公里长的古街，罗哲文足足走
了两个多小时。他在一家理发店里与满头
白发的理发匠拉家常，对老理发匠仍操前
清时代的理发工具大感兴趣。罗哲文考察
完圣旨门街，叹息：这里的店铺是明代店铺
的活标本，只怕存活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圣旨门鲤鱼背状的由块石铺成的街面
经过几朝几代人的践踏，光滑如磨，如遇阴
雨天，街面打滑，行路不方便，但街坊并无
怨言。街面左侧是一条水圳，清清流水从

水退龙坑引进，在这条水圳里常年流淌，有
源头的活水使圣旨门街富有灵性，圣旨门
街的几段位置凿有池塘蓄水，这几眼大小
不一的池塘里放养鲤鱼，店铺主人闲暇无
事便向池里投饵，群鱼抢食的场面也蔚为
壮观。这些池塘的功能并不单纯是养鱼供
人观赏，它们平时供人洗涤衣物蔬菜，一旦
遭遇火灾，便可就近取水灭火。据介绍，以
前，圣旨门街上没有大规模火毁的火灾发
生，整条圣旨门街一个店铺连着一个店铺，
防火是头等大事，于是，这里便也慢慢有了
一批民间灭火高手，如遇火灾，他们在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一次最烈大火也只烧毁两
间店、烧伤三间店铺，“圣旨门街灭火队”也
成为奇迹。一次，省消防总队的一行人来
到枫林，听完枫林义务消防队介绍该队的
历史渊源后，称这是民间奇迹。

圣旨门街的颓败似乎是必然的，任何
人力仿佛无法阻止。

圣旨门街的颓败始于当地镇政府的一
个决定。当时的镇政府作出一个决定：将
圣旨门街浇铺上水泥混凝土，方便人们出
行。鲤鱼背的由块石铺成的街面被平整的
水泥街面替代。

那年，一个来自北京的作家采风团专
程来到枫林古镇，参观了圣旨门街后，一位
老作家困惑不解：当地人怎么就不珍惜祖
上留下的好东西呢？明代的店铺搭配水泥
街面，就像上身着汉服而脚蹬耐克运动鞋
般滑稽。

圣旨门街这些明代店铺适应不了现代
商业模式，被一家家超市挤兑，也就退出了
历史前台，这些延续了几百年的铺面也就
慢慢颓败倾圮，大部分被空置，门可罗雀。

圣旨门街被火毁或者倾圮自然倒坍是
迟早的事。

值得庆幸的是圣旨门街迎来转机。
千年古城复兴使圣旨门街重现曙光，

街面已得到恢复，店铺依旧修旧，古朴、整
洁，百年商号一个接一个重新开启铺门营
业，水圳池塘里又流动清澈的活水，圣旨门
牌楼前的水榭里又聚集了传讲典故的人
群。夜晚，长街红灯笼如链，在街上漫步，
静谧温馨扑面而来。圣旨门街又焕发生
气。

圣旨门街终于复活了。

复活了，圣旨门街
徐贤林

6月22日上午第四节，期末考试之前
的最后一堂语文课。

预备铃响起，像往常一样，我推开了教
室的门。班长喊“起立”，学生齐刷刷地站
了起来。我没发现什么异常，可接下来并
不是惯常的“老师，您好！”而是“壬戌之秋，
七月既望……”，学生齐声高诵《赤壁赋》的
开篇。但这是一个嵌入了我字、号的特别
版本：“苏子与客泛舟游于愚溪之下”“少
焉，月出于智峰之上”“上有智峰，下有愚
溪”……最后一句是“高一一年，感恩有
你”。

我很讶异，一转身，才看到了黑板的左
侧写着这个独特版本的《赤壁赋》开篇，黑
板的右侧是一幅配图：一座高耸的笔架山，
中峰写着“智峰”；峰底是一湾溪水，溪畔写
着“愚溪”；溪水上飘着一叶叶小舟，共20
条，每条小舟上都画着两个火柴小人；最中
间的一条小舟略大一些，舟上的两个小人
手牵着手，托着一颗红色的爱心；小人的头
上各用一个箭头标注着“智峰”“su shi”，小
溪的左下角写着38个人（班级人数）。配
图和文字的中间是一副竖着写的对联：“文
骨墨香高峰仰止；志趣风雅智海景行。”嵌

了我的名字“智峰”在内。
“谢谢同学们的一片心意！大家请

坐！”教室里想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
息。我的眼角有点湿润了。

这最后一堂课上的风景，让我心潮澎
湃，久久难以平息。

这风景中有语文之美。这风景中饱含
着学生对语文课程的热爱和对语文老师的
敬爱。学生们都知道苏轼是我的精神偶
像，于是以《赤壁赋》为载体，将我的名
字“智峰”和号“愚溪”嵌入其中，创造
了一个独特版本的《赤壁赋》开篇。日常
教学中，我也常和学生们一起玩“对对
子”，去年九月份的高一开学第一课就是
教他们写一副自己的嵌名联。没想到今年
的高一最后一堂课他们以一副我的嵌名联
作结，与开学第一课遥相呼应，形成了一
个圆融的回环，也为高一语文课画上了一
个圆满的句号。这风景中有语文的浪漫之
美，想象之美，诗情之美，画意之美，美
不胜收。

这风景中有生活之美。华特·B·科
勒斯涅克说：“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
外延相等。”学生们面对最后一课的真实

生活情境和真实的问题任务，主动地思
考，创造性地实践，综合运用所掌握的语
文知识、语文能力与语文素养，不但改写
了经典课文的片段，而且配上了亦庄亦
谐、寓意深远的图画，还拟写了嵌入老师
之名的对联。我很欣喜地发现，学生们已
经学会了在生活中学语文、用语文，搭建
好了现实生活与语文学习之间的桥梁，实
现了语文知识、现实生活、语文实践活动
的联结，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这风景中有创造之美。2017版课标
中说，语文课程应引导学生在真实的语言
运用情境中，通过自主的语言实践活动，
积累言语经验，把握祖国语言文字的特点
和运用规律。而这最后一课上的风景就是
学生们在语文学习中一次自主且富有创意
的语言实践活动，巧妙地将对联、绘画和
经典文赋融为一体的“杰作”：嵌入我字
号的《赤壁赋》开篇、嵌名联，笔架形状
的山、20条小舟、40个小人（38位同
学+我和苏轼）……这一切乍一看貌似没什
么关联，实则超越了零碎的语文知识点，处
处都蕴含着学生们独到的匠心，简直令人
有惊艳之感。学生们已实现了在“做中

学”，在“创造中学”，达成了叶圣陶先生所
说的“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教”之境。

这风景中有平等之美。雅斯贝尔斯有
言：“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
肉交流活动。”20多年之前，我大学毕业后
分配到高中母校工作之初就曾以“三友”
（校友，学友，朋友）作为自己对师生关系的
一种定位和期许——希望自己能与学生平
等对话，一起成长。20多年来，我一直都是
这样去做的。如今，学生们在高一最后一
堂课上呈现的这一“杰作”说明我这一学年
来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学生们以这种幽
默、欢谑的方式表达了对语文的喜爱和对
老师的不舍。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学生也
都喜欢叫我“峰哥”，这令我颇感欣慰。
我的大学导师王尚文先生曾言：“教师成
为教师的过程，也就是把自己教成学生的
过程。”诚哉斯言！

……
这最后一堂课上的美妙风景，让我深

深体验到身为一位语文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
子·至乐》）

最后一堂课上的风景
陈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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