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时，喜欢在春
天乡村的泥道上奔跑。
田埂边或者小河边，风
会扬起我们的花裙子，
阳光照耀灿烂的笑脸，
让我们的目光能扫见鼻
部处的绒毛，也像狗尾
巴草一样。我们在坑坑
洼洼的沿河的泥路上玩
耍，蹦蹦跳跳地走，我
们喜欢狗尾巴草喜欢的
地方。它摇曳着大尾巴
招呼着我们，我们探出
身体，折断一根“狗尾
巴”，在空中甩动一下，
再甩动一下，“看，它动
起来了”，狗尾巴动起来
了。

姐姐把它打成结，
再拿过我手中的打个

结，把两根打了结的狗尾巴草的茎杆相互穿
插在结结中，来回拉扯。好像在拉一根自制
的琴弦，它没有声音，琴音已在我们的胸
中，我们和着胸中的琴声跳着，笑着，那阳
光般的笑声，银铃般的笑声啊，比那时的天
空还清澈。狗尾巴玩具是大地赐于我们的礼
物，和大自然在一起，我们常常疯得像一群
野孩子。

而我们是会长大的，长得高过一株狗
尾巴草。然而，我们渐渐远离狗尾巴草生

长的地方。我们住在离天空更近的地方，
在繁华的都市里，一根狗尾巴草是绝对是
不屑一顾的，一根狗尾巴草是激不起孩子
的兴趣的。

在城市，樱花在阳光下开得很盛大，还
有紫藤、接下来还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月
季，紧挨着高墙边的篱笆。人们似乎看不到
狗尾巴草，其实，她在着，在一个不起眼的
角落。

我记得在鲁迅的 《野草集 秋夜》 中，
有一朵开得极其细小的粉红花，在冷的夜气
中，瑟缩地做梦，梦见秋的到来，梦见春的
到来……

狗尾巴草也开小小的花，也一定有小小
的梦的。

巴金的散文中 《两个孩子》，我和
“英”的爱情，在黑暗的环境里他们相互取
暖，却因为十六岁失去双亲的“英”，像一
株野草般被伯父伯母掌控在手心，硬生生扼
杀了他们的爱情。《木匠老陈》 中的老陈，
一生以木匠为生计，最后和他的父亲一样，
落进了横死的运命圈中。

一些卑微的生命也如一些“贱草”，可
每一株小草都自有它的特质，在这个植被丰
富的世界，狗尾巴草等小草也有属于它们的
一份顽强和执着。

它们是在自己心中点着灯的，是不惧怕
风雨和烈火，是不甘寂寞的，被践踏多少
次，便会抬头多少次。它们也是植物之王
啊，自己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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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山湖畔 漫画《商榻秧田》
张建明

《号喊》收录了铁
舞 365首短小精炼的诗
歌，读来欲罢不能。

这些年来诗歌生
产过剩，一面是口水
诗泛滥成灾，一面是
好诗难觅，这不是读
者缺少眼光，而是不
少作者以一种思维定
势，来罗列他的陈词
滥调。那些写诗的人
丢失了灵魂，抑或隐
藏了心灵深处的真实
情感，写出的作品不
经过艺术提炼，像纸
花一样却要和鲜花混
在一起，能不被人们
唾弃吗？

铁舞在这本诗集
里不缺意象的舞蹈，
读后虽然有点眼花缭
乱，但掩卷之后还想
拿出来翻翻，从中得到了一种艺术享受，并且从
意象中找到了共鸣的快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但常常不足以抵御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纵横交错。
当我打开《号喊》，走进这些美妙的令人耳目一
新的诗的意境，我的心就会随着意象的舞蹈而跳
动。如第 11首诗，全诗仅四行：“思维的蛇一直
潜伏着在田野的草丛里/游动，并开启一个梦/那
份妙悟，醒来时已无法连接。”意象里可见诗的
张力与想象空间。诗人铁舞在表现日常生活上流
露的真情实感也不难从作品中发现，第 138首诗
里，诗人去朋友家里参加一个诗人的聚会，一路
上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但心里有点寂寞，诗人
这样写道：“抬头看见一弯月丫/高高地挂在夜空
里/又瘦又孤凉/好像在对我说：/诗人应该是/像
我这样冷冷的、瘦瘦的/我内心有点惆怅/一踏进
这间绿色小屋/只有五六个人/我告诉他们一个很
不朦胧的想法/诗人应该是瘦瘦的/那是月亮对我
说的。”关于诗人的感慨几乎可以从这几句诗里
找到答案。面对生态环境，诗人也并不静穆，第
181首，当诗人写到沙尘暴时，他的感慨还是发
人深省的，“有一种力量看上去没有力量/当我们
说尘土和风没有力量时/——沙尘暴来了。”

一个好的诗人，除了激情、想象力丰富，往
往还应当是一个思想家或是哲人。在第 341首诗
里，诗人对石鼓文的感觉也有其独特的一面：

“一篇石鼓文全是缠绕/云也是，雨也是/简的植
入/繁的神曲/……”最后诗人感叹道：“中国有
多少汉字/就会有多少缠绕。”几句简短的诗留下
了一大片驰骋的空间，这就是诗歌语言的张力和
魅力。

做一个有修养的诗人还应当略通绘画音乐，
让绘画里的线条色彩、音乐里的旋律节奏融入诗
歌之中，在铁舞的这本诗集里，我们还可以从几
首诗中发现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色彩。第 360
首诗，作者用了六行诗，就把当前的环境刻画得
淋漓尽致：“一条会飞的鱼，照例/只一跃，天空
就成了它的湖泊/然而，湖泊的快速退却/却让它
变成了一条死鱼/在天空和龟裂的土地之间/人，
分享一壶月光。”诗句简约干练，意境有写意的
朦胧，却不失生动的形象。

联系当今诗坛，许多作者忽略了诗句的简约
而把诗句写得过于冗长，没有了节奏，没有了凝
练，没有了押韵，也没有了意象，这还能算诗
吗！难怪有人感叹道：“新诗倒退了一百年。”这
绝非是危言耸听，当引以为戒。新诗自五四新文
化运动以来，涌现了众多优秀的诗人，有过耀眼
的一面，就以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为例，他的代表
作《再别康桥》，经过时间的考验，至今还有人
传诵欣赏，值得思考借鉴。整首诗除了“轻轻的
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
天的云彩”已深入人心，还有诸如“但我不能放
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
今晚的康桥！”诗句婉约明丽，富有节奏，又用
物象“笙箫、夏虫”来烘托离别的情绪，其中也
具意象的舞蹈。

诗评家谢冕在评价朦胧诗时曾说过：“确认
准确的描绘并不等于真实，描绘可见的东西并不
说明艺术家的独创；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往
往说明才能。”可见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
用。这句话用在铁舞的一些短诗里，也是适宜不
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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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特拉（外一首）
卢斐斐

红
斑斓的红
你用壮丽的色彩
挥洒交织出
这动人的明艳

红
深邃的红
你用千年的岁月
融淌镂刻出
这奇诡的山岩

山雾涌起
这红
又隐去了她的真身
幻化出层层的迷蒙

夜晚
幽深甬道
跳动烛火

守护的
又岂止是那匆匆的朝圣
更是佩特拉的
前世今生

在高兀的山岩
凝望
看一束光
照拂这红色的沙海

在高兀的山岩
静默
听阵阵风
歌咏这梦幻的峡谷

在高兀的山岩
游戏
举起相机
录下这天真的笑容

余晖落尽
时光啊
便在这红色的山岩
记录
凝固

细细地
细细地
融进了
这沙海里
这山风里
这笑容里

瓦迪拉姆的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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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做虾笼作为民间传
统手工艺，在当时的家乡商榻十分红火，开
门七件事油盐酱醋柴米茶，件件跟生活过日
子靠着边。渐渐做虾笼跟阿婆们喝茶也有着
密切关系，因此故里有边做虾笼边吃茶的习
俗，成了当时生活的一种写照。随着生活变
迁，眼下做虾笼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很难看
得到了，但是一般上了年纪的耄耋老阿婆，
再有稍为年长些的妇女都会做。一晃几十年
过去，每当我想起曾经贮藏在乡情里的那些
琐事，作为民间手艺虾笼这一角色，忽然感
觉也有些非遗的味道，而且有一定的历史。

记得那时候小村旁边，一条条清粼粼的
小河里还很生态，平时能看得见鱼儿游弋的
身影。再是忙碌的农船从早到晚来往不断，
有划着双桨的麦钓船，丝网船，放鹭鸶的小
渔船，那竹篙林立，桅杆倒影的情景触景生
情。然而那时候我最渴望看到的是，能有一
条收购虾笼的小船，一路吆喝慢慢摇进村
里，这样奶奶母亲做的虾笼，可以货币交换
的方式卖给船上人。

顾名思义，可谓“虾笼”就是渔民专门
捕捉河虾用的一种传统工具。《皖政辑要》
记载：“虾笼以竹为之，形如蟹笼，而小仅
尺余。”如兵家 《阵纪》 所云：“虾笼得韦
鱼，风水作不止。”当时村里人几乎农闲甚
少，一年四季始终扑腾在田野上。乡亲们忙
里偷闲利用边角时间腾出身子，比如茶余饭
后。除了做虾笼外，也有做蟮笼。每当黎明
来临，村庄屋脊上炊烟袅袅。老屋里则响着
噼啪啦、噼啪啦的劈竹声。一般做虾笼大多
是妇女，奶奶便是劈竹解篾的上手，母亲则
是下手，做虾笼的一把能手。奶奶通常把一
根根完整的竹子劈好后，接下来要做的便是
另一道工序“解篾片”，在声声咝咝咝的刀

锋下、形成了一条流水线，这功夫全在于熟
能生巧。奶奶把条条散发着清香的篾青、篾
黄分得格外清楚。尤其像这样的细活儿特别
磨功夫，无论清晨或黄昏，这低声细语的声
音，宛如一股潺潺清泉，在我童年的梦乡中
流淌。现在回忆起来似乎那般清晰，又感觉
那样好奇朦胧。奶奶通常一大早起来烧好稀
饭，炖好了喝茶的开水后，接下来便专注于
做这些东西。大凡把整条竹子篾片整理好
后，一个个地分别圈成圆状挂在墙壁上。接
着就是“裹子门”，也就是做虾笼的前身。
一个个披头散发似地的“子门儿”，撒满整
个客堂的地皮。可想而知，做虾笼何等繁
琐，且又分骨轮、大圆什么的；对不熟此谙
的旁观者来说，这种半生不熟俗语，说起来
像囫囵吞枣，应该说是门外汉了吧。

若逢下雨天，如果不出工的话，手脚勤
快的母亲，一天至少能做三十来个。通常以
四十个虾笼为“一同”，然而用一根单独粗
大的篾竹子捆扎，行内话叫“收虾笼”。母
亲和奶奶通常化九牛二虎之力，把四十个虾
笼整整齐齐捆扎起来，乍看那银灿灿的虾笼
轮角分明，如同一朵鲜鲜亮亮的大菊花，飘
逸着青青竹子那种丝丝缕缕的清香味。母亲
说，虾笼做的地道，外观上好看不必说，对
内行人来说，卖相也好。当时家乡人做虾
笼，大抵跟庭状况有关，真可谓：“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清丽潇洒的竹子，不但具
形象之美，而且一身是宝。郑板桥有诗云：

“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想
来，画家对竹子的形象无比钟爱的。

开门七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为了
添补家用，纵然做虾笼收获微薄，无疑在往
昔起到一定作用。母亲且常常自慰，从小学
会了这门手艺，从此起早贪黑，磨破黄昏，

好买些盐油酱醋茶之类的“门头事”。说起
淀山湖畔的家乡人，平时还有一大嗜好，喜
欢喝“阿婆茶”，似乎很早名声在外。六七
十年代当时的家乡，几乎家家都有做虾笼的
习惯，就像歌谣里唱的那样：“小村落在湖
当中，家家妇女做虾笼”。直到改革开放之
后，随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一家家新兴的
企业渐渐多了起来，平民百姓走出家庭，农
村劳动力开始向集镇企业转换，企业多起来
了也有了就业的机会，从此做虾笼这一传统
手艺，渐渐从视野中消逝。

做虾笼当时有几种货币交换的形式，一
种是给人家加工，商家给你一捆竹子，做虾
笼人则回馈一同“虾笼”。做虾笼繁琐不
说，利润又薄。即使如此辛苦，谁也不愿做

“望凉者”。再是自己去竹材部拔竹子，做的
虾笼直产直销，这样买的竹子须得货真价
实，商家收购虾笼时特别讲究，要看竹色、
质量、做功。做的好，自然买得起价，否则
竹蓝子打水一场空，赚不到多少钱。收购虾
笼的小商人一般除了专业的渔民，他们都是
有经验的长者。后来也有少数当地人，看这
一行情不错，跃跃欲试做起收购虾笼买卖交
易。他们效仿商人，以加工的形式，把竹头
拔给村上人，居然做的风声四起。每每听到
隐隐约约的吆喝声，村里人知道收购虾笼的
人来了，于是迫不及待，从家里搬起虾笼跑
出家门，顿时小河边争先恐后站满了人，等
待着收购虾笼的商人看货估价。收购虾笼的
老伯伯戴起老光眼镜左看右瞧，东摸摸、西
捏捏，一副生冷顶真的样子。现在想起来，
这情景记忆犹新。

那时候村里人手头还拮据，虽说小孩管
不了这些，心里总想着奶奶、母亲的汗水不
会白流，希望做的虾笼早些脱手。待母亲卖

掉了虾笼，少不了打碎砂锅问到底，价钿卖
的怎样？每每看到母亲脸上露出笑容，我才
心花怒放，知道母亲做的虾笼大概卖的可
以，这样心灵深处稍有安慰。好在母亲手艺
地道，做的虾笼一向出众，价钿也卖得上等
水平。平时收购虾笼的船来了，老伯总会到
家里串门坐一回，原因显然是为了虾笼的
事，他们也知道母亲做虾笼手艺好，做买卖
的人既放心油水也足，故少不了会说上些漂
亮话。临走时大伯稍有暗示，说好要母亲做
的虾笼留着下次再卖给他们。每每听到这些
恭敬的话语，除了母亲稍有宽心，懂事的孩
子也同样感到高兴。卖了虾笼，母亲偶尔会
喜滋滋地塞给我几分钱，也就是几只亮晶晶
的小角子，虽然才几分钱，在我小时候可是
了不起的，当货郎担吹着笛子来了村里，几
分钱能在换糖担上买到山楂片、梨胶糖之
类；买的东西不管多少，做哥哥的会分给妹
妹一部分。但那年月父母亲从来不会轻意把
钱给小孩买吃的东西，大人疼小孩总是把爱
默默地藏在心里。往事如烟，唏嘘之余，自
从奶奶走掉后，母亲好像没做过虾笼，母亲
也渐渐变老了。每当回首这些刻骨铭心的往
事，或许是一种朦胧的回忆，一份让人牵挂
的情愫？

如今已成了记忆中的乡愁，然而几十年
后的家乡，已是沧海桑田，村庄上小楼林
立，窗明几净。曾几何时，小河捕鱼捉虾的
渔民也转换了角色，几乎也看不到村里做虾
笼的影子了。但我似乎没有忘记当初，每当
听到小村口摇来了收购虾笼的小船，听到船
上人吆喝的声音，看到从田头拔腿回家心急
火燎的母亲，两手拎着虾笼远去的背影，那
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何时不在我心灵深
处翻腾！

远去的时光与背影
单金龙

七彩鳑鲏惹人爱
张清

鰟鮍鱼又名镜鱼，因其小如铜板也称
铜板鱼，又因雄性体側有一条绚丽发光的
纵向彩虹条，故又称七彩鰟鮍鱼。鲤科，
中华鰟鮍属，头短口小，体側扁，呈菱形
或卵圆形；分布广，我国南、北方都有；
为群游性、杂食型袖珍淡水鱼。生殖期鱼
身上会出现婚姻色，极具观赏价值，十分
惹人喜爱。

“三个鰟鮍六碗冻”说的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沪郊农村农人们活儿累，物质匮
乏营养差。好在那时湖水清澈，水生家族繁
盛。特别是小群型的鰟鮍鱼，多得物美价
廉。寒冬腊月的冬季里，常有渔人来村里串
联兜售：“鲜鲜鰟鮍鱼要伐？小的一角五分
一斤，大的二角一斤!”在那买肉要肉票，买
鱼要鱼票的票据时代，鲜美的鰟鮍鱼深得农
民们的喜爱，人们纷纷拿出揉得皱巴巴的毛
票，你一斤我一斤的买回家，简单处理后，
用萝卜或“雪里蕻”同烧，鲜美无比；或清
红烧，宽宽的汤，盛上几大碗，翌日就能得
到几碗连鱼带汤连底冻的鱼冻，绝对是下饭
的佳肴。这，就是三个鰟鮍六碗冻的由来。
因鰟鮍鱼细鳞有脂肪，鱼肉营养丰富，所以
它抖颤颤的鱼冻十分好吃，是我儿时的最
爱。

那么，如此好吃的鰟鮍鱼渔人是如何在
寒天捕捉上来的呢？原来渔人是用“打猛
秀”的方法专捉鰟鮍鱼的，在流水较缓慢鰟
鮍鱼群出没的地方，渔人将整条江用几十上
百个“囂仔篓”（一种竹编的口大底深、只
进勿出的捕鱼工具）锁住，然后在离开锁线
较远的地方，站在有活水船头的宽体“二丈
五”船上，脚踏“并几”（铺在船上的木
板） 敲，手持竹篙“攀水”，弄出较大声
响，把鰟鮍鱼群赶向“囂仔篓”，然后……

除了冬季，春、夏、秋，农家儿女都可以在
家乡清澈的湖、河、江、塘、浜、沟里，用
各种方法捕捉到鰟鮍鱼，在那特殊的年代，
鰟鮍鱼为强壮农人的体格，作出了它独特的
贡献！

鲜为人知的是，鰟鮍鱼还有药用价值。
它性平，味微苦，富含蛋白质、肽类、氨基
酸、脂肪、胆甾醇、胡萝卜素，入肺经肾
经。故有补气益脾、解毒等功效。身体虚弱
者，每天煮食内服 2~4两鰟鮍鱼，将大有补
益；亦能解痤疮之毒。医书《滇南本草》说
鰟鮍鱼对人体下元有益，添精补髓，补三焦
之火。《食物本草》说鰟鮍鱼益脾胃；《医林
篡要》说它善发疮，能起痘毒。

更为有趣的是鰟鮍鱼和河蚌是共生关
系，它们相互提携包容，繁衍后代。鰟鮍
鱼的产卵期每年 4到 6月，5月最盛。每到
此时，鰟鮍鱼雌雄相伴，脉脉含情地寻找
河蚌栖息的场所，找到开口的河蚌，雌鰟
鮍鱼便将产卵管插入蚌的入水管中，将卵
产在蚌的鰓腔内，雄鰟鮍鱼赶紧在蚌的入
水口附近射精，当蚌呼吸时，就将排有精
液的水流吸入鰓腔，从而保证了鰟鮍鱼受
精卵的产生，鱼卵在蚌的鰓腔内发育成幼
鱼，随着蚌的呼吸而出。蚌也在鱼产卵时
受到振动，刺激它把大量的钩介幼虫从出
水口排出，钩附在鰟鮍鱼的鳃或鳍上，鱼
受刺激很快形成皮囊包裹起来，幼虫在囊
内吸取鱼的养分，经 2—5 周，形成幼蚌，
破囊沉入河底生活。

现在吃鰟鮍鱼主要是油炸作冷盆，吃起
来香、脆、松，十分可口，且对人体大有补
益；由于它七彩漂亮美丽，也可在鱼缸里养
起来作观赏鱼；因它喜小群游动且易上钩，
所以也深得钓友喜爱。

风，徘徊在上塘下塘之间
是为了在青藤蔓蔓的指尖

捕捉曾经青涩的光影

云，比别处飞得更低一些
是为了在月色朦朦的蝉鸣里

看清眼前这一片青莲

青菰的纱帐，吹拂起往日的歌谣
练塘，已认不得我的模样
——“太浦河边的阿奴”
乡音，是我唯一的凭据

*阿奴：练塘方言中“我”的意思。
上塘下塘是镇上两条主街。

青浦地名诗两首

练塘

绿袄红缨

在这里，埋伏下草木之兵
千千万

等东风骤起
去攻陷北国的味蕾

*赵屯：赵匡胤屯兵之地(另一说赵
构），现是草莓种植基地

赵屯

海上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