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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俊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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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道海捕捉精彩瞬间，记录自然美景
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古城兴化

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优美自
然风光和丰富生态资源的水乡兴化，
春有菜花，夏有荷花，秋有菊花，冬有
芦花。享有“全球四大花海”美称的千
垛景区，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

“垛田”特色地貌扬名全球。眼下“满地
尽带黄金甲”的油菜花与森林下盛开
的二月兰成了兴化春天的主色调，迷
人的风姿吸引着每一个摄影人去探
寻，捕捉一幅幅水乡特有的壮丽美景。

“垛”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独有的一
种农业景观，如同一座座金色的小岛，
漂浮在清澈的河水中，形成于750年
前，在泥土特缺的水乡泽国，先民们从
水下取土，堆积成垛。花儿开了，舟行
碧波上，人在画中游，将自然生态画卷
演绎得极致完美，各地游客和市民群

众接踵而至踏春赏花，摄影爱好者们
纷至沓来开展创作，用图片、视频等不
同形式记录震撼美景。

我第一次发现她的壮美，是在
2005年春天，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
将当时的“千岛菜花”作为一个选题，
赶到现场后被烂漫菜花场景震撼到
了，兴奋地按下了快门，并连续四年在
《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千垛菜花的图
片。自2009年首届菜花节以来，每年
拍摄花海成为我创作的重要选题之
一。

“河水万弯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
花”的水乡奇观，令海内外纷至沓来的
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广为称奇。特殊的
地理地貌和自然气象条件，常让平流
雾装点得如仙境般美丽，这更激发了
我浓厚的创作兴趣和源泉动力。

作为水乡摄影人，有得天独厚的
创作条件，更有热爱家乡的责任情怀，
要定格每一个精彩瞬间，就要把每一
次创作都当作非常有趣且有益的难忘
经历。四季花期更迭，景色变幻绚烂，
都会激起强烈的拍摄欲望，常常于凌
晨提前到达合适位置，静静等待红日
冉冉升起。晨雾下的垛田如迷宫般神
秘，微风中的花儿如迷人的淑女，日出
时的朝霞如梦幻般绚丽，水面上的小
舟如飞箭般鱼贯，各种景致梦幻般交
替，我则不停地调换机位、调整参数、
抓住瞬间，拍摄稍纵即逝的美丽景象。

因工作原因，长期拍摄民生类、社
会类及关注类等作品，见证并记录了
许多重要时刻和精彩故事。然而，一次
次与周围摄影爱好者的广泛接触与深
入交流，便开启了通往艺术摄影的大

门。他们的作品如诗
如画，深深触动了我
对于大自然之美的
渴望与探索，并记录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涉足艺术摄影
后，常与影友结伴踏
访，用镜头捕捉美
景。千垛景区的壮
丽，水上森林的神
秘，万亩荷塘的绚
烂，徐马荒湿地的独
特，以及街头乡村人
文景观，都成为镜头
下的主角。

为捕捉最美瞬
间 ， 常 常 早 起 晚
睡，等待最佳光线
和时机，试图找到
独 特 的 视 角 和 构
图，因此摄影也是
一种户外运动，不
断挑战自己的体能
与思维，以追求更
高境界。

早前几年，天一擦黑，爸爸就定在
房间看电视，谁喊也不愿出房门半步。
如今，他迷上了散步。最大的功臣，是
门前刚通车的那条大马路。

它称得上是庄上最宽敞最气派的
路了，宽二十多米，四车道。车与车，车
与人，各行其道，其乐融融。路两侧的
高大樟树俨然如热情的主人，用她茂
密的枝叶向行人发出邀请。每晚七点
多，路段最南端的同济大桥，华灯初
上，为暮色中的村庄打上金黄的底色，
好看极了。多少人漫步其上，远眺蜿蜒
河水，近观桥旁草木。用乡人的流行说
法，那就是一座“网红桥”。

假日回家，不大散步的我，随着父
母也养成了饭后走两步的习惯。走在
平整的水泥路上，我的思绪随之伸向
远方……

小时候，门前那条路约莫两米多
宽，蛇一样一往无前的路，多是泥地，
只有经济条件好一点的人家，才会很
讲究地在自家门前撒些细碎的沙石，
或者铺上几行歪七歪八或长或短的青

砖，如点缀在我们裤子上的补丁。这条
路是出门的必经之地。天朗气清的日
子还好，每逢降雨，就苦不堪言了。泥
路被雨水浸泡后，成了一条泥鳅，滑腻
腻的，上学、放学，总有小孩摔成“泥
猴”。这雨若一连下个三两天，路就愈
加泥泞，特别黏脚。走路时，我们一步
一停，等站得稳当了，才奋力将脚从泥
地中“拔起”。常常，一些小伙伴由于

“拔”得太猛，脚出来了，鞋还赖在原地
不动。

冬天，一阵大雪，将这条小路抹白，
却怎么也抹不平雪下的坑坑洼洼。走在
上面，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免得崴
了脚。当冬天进入尾声，路面的积雪变
得疏松，露出许多孔洞。早晨，脚一踩在
上面，“咔嚓咔嚓”，而到中午，再踩在上
面，就像踩在棉花上，不一会儿，一只一
只脚印，就变成了一滩滩水。看上去“满
目疮痍”。每到这时，门前的路，成为我
们外出玩耍的最大障碍，我们总是被父
母“禁止外出”。门前这条路，禁锢了我
们热爱自由的双腿。

过几年，我读小学。大队出钱修整
了这条小路。路中间铺一块狭长的水
泥板，算是主干道的标志，两边整齐地
铺上红砖。当我们重新踏上这条小路，
我们的每一个脚趾都感到由衷的“舒
服”“踏实”。至少雨雪天里，我们也可
以走街串巷。但，好景不长，有些水泥
板渐渐松动，走在上面像坐跷跷板的
感觉，一头稍稍翘起，另一头微微下
陷。遇上雨天，冷不丁地，哪块水泥板
的一头会喷射出一团泥水，让人猝不
及防。因此，裤腿不免沾上可恶的泥
浆。

而今，漫步在崭新的同济路上，乡
邻三五成群，他们在高出平地的人行
道上，伴着习习凉风，或疾行或慢走，
甩甩胳膊扭扭腰。路，成了运动场，也
成了交际圈。他们欢笑着，高声打着招
呼，你一句我一句地分享见闻。

四十来年如一梦，这四十年来，我
们的生活比梦想的还要幸福。

“路漫漫其修远兮”，路在脚下，我
们当昂首向前，紧跟时代的步伐。

四月二十八日是我母
亲的祭日。2000年4月28日
我正在单位上班，上午11时
左右一个电话打乱了我的
平静，让我坠入深谷。电话
是妹妹打来的，她说妈妈已
经不能说话，快不行了。一
切来得这么突然，我不知道
自己是如何放下话筒的，那
一刻我的脸色肯定十分难
看，或许有些变形。我匆匆
回家带着妻子、女儿直奔老
家。回到家中，屋里屋外已
挤满了乡邻们，母亲也从床
上移至堂屋的地铺上。我紧
紧地握着母亲的手，轻轻地
呼唤着。晚8时50分，年仅
58岁的母亲饱受病魔的折
磨过早地离我而去，这是一
个永远令人悲痛、令人伤心的日子。

母亲是位辛劳的人。母亲一辈子生活在
农村。在母亲11岁时，外婆抱病离她而去，外
公又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甘肃刘家峡水电站
工作。母亲被迫辍学，带着年幼的弟弟，跟随
她年迈的奶奶，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后来
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合。父亲是家中长子，
有四个弟妹，父亲18岁那年，祖父因饥饿和
疾病去世，丢下了他们孤儿寡母。我父母可
谓是同命相怜。在那缺少住房、没有温饱、没
有外援的情况下，为了抚养弟妹，养育儿女，
母亲日夜操劳，受尽了磨难，吃尽了苦头。深
受没有文化之苦的母亲告诫我们兄妹三人：
你们只有刻苦学习，将来才能有出息，为了
你们上学，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每当我
将“三好学生”的奖状交给母亲时，她总是欣
慰的一笑。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起早贪黑一
天劳作的母亲，为了一家人过年能穿上舒适
的新鞋子，晚上总是坐在床头做布鞋。每当
春节即将来临，母亲总是及早张罗，收拾房
间、清洗床被、腌鱼做团，翘首盼望子孙们回
家，当全家人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穿上母亲
一针一线做成的新布鞋，看到母亲脸上挂满
的笑容，个中幸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每当
忆起这段往事，我总是泪流满面。

母亲是位善良的人。母亲从小品学兼
优，虽然仅仅上了两年学，但母亲朴实做人
的品质却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她对待长辈尽
孝心、对待子女尽爱心、对待他人尽善心。她
关爱家人，唯独没有她自己，就在她身患乳
腺癌之时，为了不让做两次大手术的父亲受
苦，她隐瞒病情尽心照顾，从而耽误了最佳
治疗时间。母亲就是这样的无私、善良、伟
大。母亲时常教导我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
实。母亲哺育我、激励我、影响我，她的教导
不仅对我的过去产生很大影响，并且影响我
的今后，影响我的一辈子。

母亲是位坚强的人。过早失去母亲疼爱
的她，自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性格。我上
高中时，由于小学、初中在村里上的，各门功
课基础都比较差，尤其是英语，对我来说犹
如天书，感到学业无望，加之父母多病、家境
贫困，让我产生了退学的念头。在星期六放
学回家后，母亲看到我心事重重的样子，找
我谈心，要我相信自己不会比别人差，关键
要肯吃苦。母亲的教诲，让我在困境中自强
不息，在艰辛中不自暴自弃。在经济拮据时
她不求于人，在失意时她不失信心，在蒙受
委屈时她忍辱负重，在遇到困难时她从不低
头。她饱经风霜洗礼的脸上总带着笑容。正
当我们兄妹三人都成家立业，母亲可以享受
晚年幸福生活之时，厄运降临了，1999年10
月母亲确诊为乳腺癌，第一时间赶往江苏省
肿瘤医院治疗，最终因已到晚期，只能保守
治疗。我每周日不管风雨往老家赶，带回去
的是药物和沉重的心情。为了不让家人担
忧，她卧床六个多月，忍着巨痛与病魔作斗
争，没有将一丝痛苦留给家人，直到生命的
最后一刻。

家乡人常把梅雨季节称为“发水场”。
发水场固然有可能对农作物的生长带来不
利影响，但对于那些喜好捕鱼的庄稼人来
说，又未尝不是个福音呢。当梅雨如期而
至，他们就会乘机而动，来一场渔事的赴
约。

渔事因人而宜，因水而宜，可叉鱼、
可网鱼、可罩鱼……但总有一些人别出心
裁，想弄点与众不同，比如有一种叫“抄
墩子”的渔法，似乎就游离于惯常的渔事
之外。

这天，湖荡里驶来一条小船，船上只
有两个人，男人荡着桨，女人坐在船头，
船上搁着一张长柄的弯刀和一把搂草的竹
筢。船行中，男人不知说了句什么，女人
佯装生气地挥起竹筢要打，男人夸张地缩
头躲闪，女人娇羞地回了个嗔怒，看得出
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好像刚结婚不久。

船停在一处荒田边，男人提着弯刀，
女人握着竹筢，他们是来剐草的吗？可此
时的芦苇刚刚长高，秆儿还是青青的，远
没到成熟的时候。男人也不挑剔，沿着浅
滩见草就剐，芦苇、菰草、水花生、盐巴
草……剐下的杂草并不运走，女人用竹筢
归拢归拢，垒成一个个“墩子”，直径半米
左右，随意而散乱地堆在荒田水沿处。这
荒田是他们自家的，还是生产队的，抑或
别人家的，谁知道呢？不过，他们倒挺放
心，不作标记，也不固定，堆了差不多二
三十个墩子也就回家了。

像是约好了的，夜里下雨了，越下越
大，没有丝毫停息的迹象。雨一连下了几
天，湖里的水上涨了，那些墩子也随水漂
浮。雨在某个下午停了，天空仍旧阴沉沉
的，到了晚上，那对小夫妻又往湖里去
了。这次没带弯刀、竹筢，换上了一张抄
网，还有一盏马灯。他们直奔几天前布下

的墩子而去。船一停，女人抓过竹篙，揿
入湖底，扣上船绳。男人把鱼篓别在腰
间，撑开三角形抄网，“扑通”跳到湖里，
随即一声惊叫，女人紧张起来，忙问怎么
啦。男人龇牙皱眉，一脸痛苦，继而憋不
住笑了，女人以手当瓢，气恼地浇了男人
一脸水。闹了一阵，女人把马灯系在一根
竹竿上，一手提着，也顺着船帮下了水。
男人爱怜地阻拦，似想把马灯挂在自己身
上，省得女人受累，可女人就是不肯。看
看水深，刚及大腿，男人不再说什么。女
人挑着马灯，在男人前方照着，两人并排
而行。蹚到一个墩子前，男人悄悄将抄网
插到水下，轻轻向墩子靠拢，等墩子都到
网里了，猛地上举，抖落几下后慢慢收
网。女人递近马灯，男人拣去杂草，就见
有鱼挣扎了，大多是泥鳅黄鳝，也有鲫鱼
䱗鲦，那就收进鱼篓吧。原来草墩子是用
来诱鱼的，鱼儿都有喜草的习性，或觅食
或筑巢或躲藏或嬉戏，当草墩子遇水浮起
时，鱼儿也就与之相随了。

一个墩子抄好了，再往下一个墩子而
去，等把浅水处的墩子抄完，就要到更深
的水域去了。男人到底舍不得女人，当水
越来越深，快到半腰时，这回说什么也不

让女人再呆在水里了。女人只得依从，解
下马灯，挂到男人胸前，顺着原路回到船
上，操起双桨,不紧不慢地跟在男人身后。

这时躲在云层里的月亮出来了，好亮
好亮，湖面一下子明朗起来，男人干脆解
掉马灯。抄完所有的墩子，还没到半夜
呢。男人上了船，把渔获倒进活水舱，只
听“噗嗤噗嗤”一阵乱响。女人抿嘴一
笑，估算着收成。男人洗洗手，要换女人
荡桨，女人直摇头。男人不再争，坐到一
旁，面朝女人憨憨笑着。

墩子可以重复使用，第二天他们还会
再来。有时也不定在夜晚，白天也可抄墩
子，只是要换地方，到村旁的河道里。发
水场河水的流速比平常快多了，此时常有
一摊一摊的“野草”顺水漂流。女人荡着
桨，迎着水流，男人将抄网支在船头，等

“野草”进入网里，顺势扳起……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早就看不

到荒田，自然也就没了抄墩子这样的渔
事。即便不在梅雨季节，河面上也还漂浮
着许多“野草”，只是再无抄墩子的身影，
倒是趟螺蛳、扒蚬子的渔船越来越多。忽
然想起那对小夫妻，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是
否也在其中，如今可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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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渔·画渔（150）

昨天，我给父亲买了一套睡衣，鲐背之
年的父亲接过睡衣后，戴上花镜，端出针线
匾，阳光下，佝偻的父亲娴熟地将睡衣的纽
扣一一进行再加工。母亲去世十多年，只有
父亲理解母亲，将这个曾陪伴母亲走过几十
年漫长岁月的针线匾，一直保存到今天，时
不时地还端出做些什么，仿佛在与母亲对
话。睹物思人，我凝视着这个老物件，许多美
好的画面清晰浮现在脑海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农活基本都是
靠肩扛手搬，衣肩、袖口容易磨损，只有
披上护肩、戴上护袖，衣服才不易磨损。
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护肩、护袖都是母
亲连夜赶制的，我甚至记得那年，父亲接
到带队前往斗龙港水利工地通知时，已是
深夜时分。母亲急忙起床，找出两件护
肩，发现其中一件护肩破损得厉害。于
是，立即端出针线匾，翻出旧绒衣，铺
衬、穿针、顶针、拔针、缝边、编带……
窗外的鸡打鸣了，新护肩的最后一根带子
也缝好了，母亲张着嘴，打着哈欠，她望
着手中的护肩，缝满了对父亲的祈盼。也
许缝缝补补的针脚丈量着农家期盼日子，
一针一线的手艺展现着母亲的灵巧。

民以食为天。父亲当队长那阵子，带
领全队村民大干三年，生生地将十年九荒
的北滩子改造成超纲要的一等良田。为
此，他不知和村民干了多少次架，被不理
解的妇女扯破五件上衣。每次，听到父亲

又在为改造北滩子的事宜与村民发生争执
时，她总是怯弱地将我们拖回家中，掩上
门，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经常惹得村民
们嘲笑：一群妇女正在围攻父亲，她也不
去帮忙。待到村巷的嘈杂声如潮水般退去
时，母亲这才推开门，来到父亲身边，看
到他被扯破的衣裳，很淡定地说：人没受
伤就好，衣服破了，我来缝补。说完赶紧
跑回家，端来针线匾，在众人面前，叹着
气，眼中蓄满心疼。只见她手在父亲衣服
扯破处里面，贴了块颜色相当的布，左手
捏着毛边处，右手用针一点点往里塞，顺
平，针起针落，细密的针脚，板板正正地
延伸着。父亲随着母亲的一挖一拔的针
线，躁动的心也逐渐平缓许多，全场的人
也都静默起来。

乡谚说：男难扬两手锨，女难换两头
肩。母亲的针线匾是小柳藤编成的圆形
状，它像母亲的百宝箱一样，装着剪刀、
针、顶针、线等缝制用品，撑起全家人的
梦想和希望。记得我十岁那年夏天，母亲
看着我的个子“蹭蹭”地长，她趁晒伏时
机，翻出我去年穿的棉袄，拆出棉花和新
收的棉花一起交给弹花匠，然后，她让我
站在她面前，张开手指，在我身上丈量起
来，她的数据可以精准到尺、寸。到了

“秋分无生田，处暑动刀镰”的时节，我的
新棉袄已叠放针线匾旁。

有一年，村庄有人从东北穿着“东北

式”扎带的大棉鞋回乡，引得村里许多人
羡慕。原先村里人穿的棉鞋式样是河蚌
式，母亲也跟在村民们后面一起观看。做
鞋要有鞋样，母亲根据我脚的大小，在报
纸上剪出大概的样子，再一点点修剪，直
到满意为止。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依鞋样
从袼子上剪下来，外沿用白色的布圈边，
外表糊上一层黑绒布，鞋里面加上一层棉
花……那年春节，我是村庄里第一个穿上

“东北式”棉鞋的人，在村巷里拜年，显
摆。而母亲则是嘱咐：当心弄湿了。那双
棉鞋里里外外、一针一线都有着母亲那皴
裂的双手留下的温度。

记得那时候，邻居经常到我家找母
亲，借鞋样，母亲总是热情地拿出宝藏
——一本书里夹满了全家人的鞋样，让邻
居一一挑选，或是根据邻居的需要重新修
剪好鞋样，送与来人，在送出的同时，也
赢得了邻居赞许的目光，这目光是对母亲
最高的奖赏。

看这个针线匾，边框由于常年被汗渍
浸透，颜色早已变成了棕色，感觉母亲就
站在我的身旁，慈祥地注视着我，顿时，
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次回家下车时匆忙
了点，衣服被车门拽了下，使得我的上衣
第五个纽扣有些松垮了，我在考虑如何将
纽扣拽下带回去交给妻子重新固定，我想
如果母亲还在的话，她一定会说：来，我
来把这个纽扣重新钉一下。

□徐兴旗母亲的针线匾

谷雨时节，雨量
充沛，不冷不热，阳光
明媚。此时，大地向人
间赠送了一份厚重的大
礼——谷雨茶。

茶园里的茶树，
经历了一冬的休养生
息，使得春季的茶芽更
肥硕，色泽更翠绿，叶
质更柔软，并富含维生
素和氨基酸。谷雨茶，
品质优，口感佳。苏轼
在《啜茶帖》中就写喜
欢喝谷雨茶。

进入谷雨时节，
刚刚采撷下来的嫩绿茶
叶，泡一杯，闻一闻，
啜一口，谷雨茶汲取了
风霜雨雪中的精华。谷雨茶又犹如一
位浪漫的诗人，用那曼妙的诗韵谱写
出大自然的独特与神奇。

抬眼硬拗三分困，不及午后一盏
茶，谷雨茶，既可解酒，亦可解乏。
当人们从繁忙的世俗中，找到了一片
宁静的空间，悠闲地捧起一杯谷雨
茶，仿佛清泉在口腔中流淌。谷雨茶
的茶色，深沉、碧绿、透亮；谷雨茶
的芽叶，细长；谷雨茶的滋味，清幽
弥香，如同春天般曼妙的旋律，令人
陶醉。

谷雨时节的清晨，轻雾如纱，宛
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阳光透过云
层，洒在碧绿清幽的茶园之上。漫步
于茶园小径，鼻腔里都是清新的茶
香，就仿佛行走于古人的诗词韵味之
中。茶园小径，绿叶掩映，古朴宁
静，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纯朴的农
耕时代。驻足茶园，闭上眼睛，一个
深呼吸，感受大自然原始的韵味，只
觉得浑身舒坦、轻松。在茶园里，采
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
和谐共生。

乘着清晨的露水滋润在茶树上，
采茶女身着素装，手挎竹篮，轻盈地
穿梭于茶园之间。她们的手指在茶树
间游走，娴熟地采撷着一片片细嫩的
芽叶。

每一片茶叶都凝聚着采茶人的心
血，那些采撷下来的茶叶，经过精心
制作，走入千家万户，就成为了一道
口感醇厚、香气四溢的茶，也就成为
一道流淌千年的茶文化。

当茶在茶壶中慢慢舒展，浓郁的
茶香就弥漫开来。邀请朋友，围坐一
桌，海阔天空，品茶聊天，享受宁静
与和谐，不再忙碌，忘却烦恼。这时
不仅品的是茶，而是在品味安逸与清
闲。

当捧起一杯茶，轻抿一口，茶香
蔓延口腔，如山泉般甘甜，如春花般
芬芳。在这茶香的漫溢中，仿佛听到
了溪水在缓缓流淌。一壶清茶如同无
形的情感纽带，人们可以感受彼此之
间的默契和关爱。

喝茶亦如品人生，所以品茶不宜
急。那一缕茶香，如同人生滋味，有
时苦涩，有时甘甜。在中国千年的茶
文化中，茶与诗词书画紧密相连，共
同构筑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每品
一杯茶，仿佛就能听到大自然在呼
吸，就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生命在律动。

谷雨时节的茶，闻起来，有股自
然的醇香。谷雨时节的茶，清香扑
鼻，如同山间的清泉，亦如林间的小
溪。那一缕缕氤氲出的茶香，都充满
了大自然的生命气息。浅饮一杯谷雨
茶，让人心旷神怡，让人陶醉其中，
感受到大自然的韵味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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