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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碗社交
随着网络、手机的普及，给社交带来更加便利、

快捷。但在地势平坦的农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捧碗

社交。

就餐期间，家里盛好饭，挟着菜。去左邻右舍巷

子里，在三岔口，或站，或蹲，利用吃饭的时间，与

邻居、乡亲对话沟通交流，形成捧碗社交。

这种捧碗社交，并不是孤身一人。它有一种“群

体效应”。到了饭点时，成了大家的默契，三五成群

各自捧着饭碗，边吃边聊。时光在食物咽下喉咙时流

逝，情谊在话语唠叨中增进。

与山中的村庄不同，地势平坦的村子，没有宅屋

院舍的高低参差，有的是平路平地，抬脚便出门，在

家吃饭嫌不热闹，不如捧碗行动自由，可以了解外面

的信息，捧碗社交应运而生。

那日，经过一个村子，听到两个女人捧碗对谈。年

长的那位对稍年轻的那位说，她家今年孵三亩地的竹

笋，这几天都在覆盖砻糠，估计还缺五十袋砻糠，之前

准备的还不够。稍年轻的那位迫不及待地回应，我家

有！我家有！我家刚刚昨天完成了孵笋，正好还多了

四、五十袋，你拿去覆盖吧，省得我去找人要啊，不然

放到明年用，就浪费了。

捧碗社交，宜晴日。两个人捧碗见着了，当下农

事、家务、“热点”，杂七杂八，话一投机，便会聊上

半天。捧碗社交，宜晌午。早晨的辰光紧凑，有好多

事情要做，没时间谈；傍晚，天一擦黑，灯火可亲，

一家人其乐融融，围桌而坐，就不出门了。

本来，聊天是两个人的一种交流，加上捧碗这一

动作,便多了仪式感，聊天的信息对应，还能增进人

与人的情感。

捧碗交谈，二人站在桃花树下，温情而有诗意。

春天，村里的桃树开花了，活泼地绽满一树，清

冽而雅致。一个刚拗笋回来，一个才从外面卖菜返

家,都是刚刚端起饭碗。一个嫌碗中烫，一个觉得在

家吃饭不热闹，便急吼吼地捧碗而行，走到桃花树下

吹风。两个捧碗吃饭的人遇着了，就聊上几句话。拗

笋的说，我想把刚拗的笋做成咸笋，笋还没有剥壳，

下午还要去上班，真是忙煞我啦！卖菜连忙说，我来

帮你！我下午空。须臾，二人头挨着头，一边剥笋，

一边聊天。手忙着，嘴也没闲着。此时，桃花树下的

“一景”，成了人与人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的和谐画

面。一次举手之劳的帮助，两家的友谊得到了提升。

又一日，二汉子捧碗对谈。一汉子说，累死了！今

天起了个早，去收割油菜，镰刀不锋利，刀柄短，费腰

啊。另一汉子接过话茬，我家刚买新镰刀，且刀柄长，

用着省心省力。下次来我家拿……

真是这样一种方式，既完成了吃饭这件事，解决

了腹中饥饿，同时又能信息互通，把想说的话给说

了，把要表达的情绪给表达出来，临场发现什么，话

题就是什么，需要解决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信手

拈来的问题，迎刃而解之处置。

社交原是人与人之间需要的一种仪式感，人们通

常坐着说话。文化人可以说文学，说人生，说感悟

……而农人，他们没有这般高雅，而捧碗社交则创造

了另一种休闲社交方式。他们不仅仅谈张家长、李家

短，谈鸡苗猪崽，谈婚丧嫁娶，谈柴米油盐，更多的

是见机行事和现场办公，最直接解决供与需的矛盾，

达到各求所需之目的。既交流了情感，又解决了各家

的燃眉之急，实在又稳帖，管用！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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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

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菜，作为 《诗经》 的开

篇植物，很多人或许并没有见过，

但一定读过，听过，并且和我一

样，曾经在心里无数次想象过。

五一那天傍晚，我去海创园

的池塘里寻找睡莲的倩影，却不

料邂逅了一片金色花海。它们密

密匝匝，层层叠叠，铺展出一帧

生动的画卷。我借助“形色”识

别，原来，那竟是无数次在 《诗

经》 中翩跹的荇菜，心中涌起万

分欣喜。我弯下腰，顺手摘了一

片，仔细观察，其形若缩微版的

睡莲，叶子呈卵圆形，小巧、精

致，触感如一块绿绸布，丝滑、

柔软。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我

默默诵读着， 《诗经》 的描写与

眼前景致悄然交融，那一刻，古

今之间，不过是一水之隔。

夜里看书，正巧又翻阅到徐

志摩的《再别康桥》：“软泥上的

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

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

草！”我想象着荇菜在水中曼妙舞

动的样子，亦如 《诗经》 里那位

执着追求“窈窕淑女”的男子，

辗转反侧，因为我实在太爱花木，

终日为花木颠倒。

天一亮，便早早起床出发。

尽管只有短短 1.5公里路，但我还

是迫不及待地打了一辆出租车，

急切地奔向海创园。谁知，我抵

达太早，眼前的荇菜，一个个都

耷拉着脑袋，沉浸在初夏的清梦

中。原来，植物也有自己的生物

钟。

期盼荇花绽放的时光缓慢而悠

长，我在水草丛生的池畔反复地踱

步，时而弯腰轻触荇菜细腻的茎

叶，时而伸手搅动水面，引发涟

漪，使它们重现“左右流之”的古

朴画面。若置身山野，我必定早已

按捺不住，挽起裤腿，跃入池中，

亲昵地与它们嬉戏，加速唤醒花儿

的乐趣。

足足等待一个半小时后，璀璨

的阳光慷慨地拥抱了水面。彼时，

细微的花骨朵儿终在微风的轻抚

下缓缓醒来，接连不断地展露它们

那金黄色的笑容，热热闹闹，洋洋

洒洒。而阳光尚未照到之处，仍旧

是一片宁静的翠绿。这是何等朴素

的生活，在日光下绚烂夺目，月色

中恬静柔美。

拍摄过程中，一张张叶子忽然

抖动了一下，原来是白鹭扑腾着翅

膀飞来了，它立于水中央，对着荇

菜，顾盼生辉，时而“巧笑倩兮”，

时而“美目盼兮”。

坐在栈桥上，任由那穿越了无

数春秋的微风，轻拂着我的脸颊，

“蚩蚩”想。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

不得，寤寐思服。”这几句，那男

子得到淑女后，是像《葛覃》中所

述，过着男耕女织、相濡以沫的平

凡日子？还是如《氓》中所言，婚

后男子变心，生活一地鸡毛呢？

不过，从《关雎》中看来，它

还是让我们窥见了三千多年前，古

人对爱情的浪漫情怀。

悠悠假期，远离喧嚣，独享花

开花落之静美，亦单纯充实。

参差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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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子成熟时节
季节
风

清麦子成熟了，田野里一片笑声。

一阵软风过去，穗与穗之间窃窃地拉起了

家常，挤挤挨挨的不知有多高兴。

喜悦的日子随着金浪而至。你大概已经想

过，一丛麦子走到今天，那是需要过五关斩六

将的，没有九九八十一天的炼狱哪能有现时的

丰登？

村里的壮劳力都来了吗？收割机业已下到

了田头，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丰收的锣鼓就激

越地敲响了。

开镰变成了开机，手割变成了机收。收割

机揭去红头盖的那一刻，村人欢声雷动。

麦穗进了仓，麦杆排成行。收割机在收获

麦子的同时，也割去了先民头朝黄土背朝天的

苦涩与困惑。

麦子成熟了，田野里一片欢腾。

总能听见小麦拔节的声音

麦子伴着希望蹿高，随着梦想长进。

一生都在赶路，都在打拼。

总能听见小麦拔节的声音。而拔节是需要

勇气需要胆略的。麦们先期已做足了功课，积

够了能量，故而一到季节的转角处，就噌噌噌

地来了一个超强的飞跃。

往事不堪回首啊！想想那刚刚挣脱出来的

寒冬，冰刺雪压，风刀霜剑，每前进一步，都

要作出极大的牺牲，而麦以顽强的毅力，坚定

的信念，闯过了千难万险，终于有了今日的造

化。

其实，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前

面依然有太多的坎坷，太多的险情，还得不断

地排除，不断地拼搏，不断地进取……

麦穗的最后冲刺

在风中，在雨中，在阳光之下。

麦穗不摇自动，不言自荣，齐崭崭地涌向

天际。

虽说还是青黄不接，也有足够的勇气问鼎

苍茫，有足够的信心指向蓝天。因为它行将瓜

熟蒂落，希望就在明天！

它当然知道，这一切确是来之不易。它与

秋风较量过，与冰霜抗衡过，还与料峭的春寒

顶过牛，与夏的决战虽则还在后面，而且胜利

在握，但也是不能马虎的。

还得汲取最后一味养料，保持最后一股冲

劲；还得筑牢防线，挺直腰板，提振精神，接

纳考验，让理想飞起来，将现实迎归来。

沉甸甸的收获就在眼前！

五月的乡村

一过立夏，春天这台戏就接近尾声了。

红是少了点，绿则厚重起来。漫山遍野的

那种鲜翠，让人欣生爱怜，情不自禁地想去触

碰她，与她谈一场旷世恋爱。

铺天盖地的麦浪一波一波地卷来，而前不

久插下去的禾稻也已返青，一切都在自然界的

掌控之中，而一切又都在自由自在的飞翔之

中。

黄鹂有唱不完的歌，芭蕉有鼓不完的掌。

这个时节的风也特别温柔，吹得皱一池碧水，

却吹不下蓝天中挂着的任何一朵云彩。

鸭子的嘎嘎叫声在小溪中萦回，农家的屋

顶开始冒烟了。午间的阳光有点烈，该是回家

歇晌的时候了……

麦浪滚滚

麦浪滚滚，田野里一片金黄。

庄稼带给人们的喜悦从来都不说空话，

春去夏来，成熟的季节总归是款款走近了。

整齐的队形，坚定的步伐，麦子昂着

头，挺着胸，在软风中晃晃悠悠，一股志得

意满的模样。

金黄的麦浪，金色的希望，一年之中的

收获，麦子拔了头筹。

其实，麦们走过来的路也是不平坦的，

从秋天下种伊始，一直都在路上，决战于冷

酷的隆冬，打拼于料峭的春寒，就是到了成

熟的时节，还得与夏博弈一番，以过五关斩

六将的气势，为大众奉上美味佳粮。

麦浪滚滚，丰收的歌儿到处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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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潭鱼跃”是乾隆《临安县志》所载“临

安十景”之一。该景“在县东一十五里。会锦

亭两岸，竹木阴翳，远山如画绕栏，碧水潆洄，

深不可测。而游鳞无数，扬鬐鼓鬣，游泳其中，

具见天机之鼓荡焉。”

鱼跃处，会锦潭是也，位于老青山东门，

苕溪北侧，寿宁桥边，俗称“石炮潭”。潭的

北侧有一座小山，名曰丁山。会锦潭是因丁山

脚下数条支流汇入苕溪，又是转弯，形成的一

个回旋潭，潭深水清，鱼乐人欢。会锦潭也是

古时南苕溪一个重要的水埠码头，人丁兴旺，

商贸繁盛。青山湖原来只是几条溪流的过境之

处，1964 年青山水库建成以后，形成湖，沧

海桑田，物非景非。好在会锦潭在青山水库下

游，苕溪穿出库区复归河道，但水流被截，码

头渐次衰落。临安经济开发区建设后，劈山修

路，搭厦起楼，丁山渐次式微，被削去一角，

会锦潭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中，再也不是人们想

象中的苕溪旧景了。

会锦潭边寿宁桥，建于唐代，横跨童村

之水，童村之水在丁山脚下汇入南苕溪。昔

八百里之水绕过青山古镇南门，也到丁山脚

下汇入南苕溪。会锦潭北之丁山麓，有会锦

亭，始建于吴越国时期，当年钱武肃王家贫

贩盐，经徽杭古道回临安，总在石炮潭歇息。

钱王发迹后，便在石炮潭边建亭，名“会锦

亭”，石炮潭遂改名“会锦潭”。钱王衣锦还

乡时，会锦亭以锦缎覆裹，彰显吴越之盛钱

王之尊，后毁损。

亭以潭生，潭以亭传。于会锦亭俯瞰会

锦潭，山水旖旎，诗情画意。清乾隆 《临安

县志》 载：“会锦亭，在县东十五里。邑令

郭九会重建。俯瞰苕溪，凭栏一望，碧水萦

回，游鱼出没。隔岸则修竹萧森，四山环翠，

真畅观也。”郭九会之修复会锦亭，有诗曰：

崒嵂空亭瞰钓矾，锦鳞游泳兴遄飞。青山影

撼洋洋势，碧沼光浮跃跃机。尾掉波心新涨

起，鬐扬水面瀔纹微。春雷暖泛桃花浪，变

化成龙得意归。郭九会乃“山西解元，登进

士，善诗文书法。廉洁爱民，培植学校，革

除利弊，建造会锦亭，以卫合邑文风，山川

古迹多所题咏。”

会锦潭和会锦亭，还有很多有趣的传说。

青山本土文化学者毛士火曾撰文记载：乾隆帝

六下江南，一次去天目山游玩，驾龙舟由杭州

到余杭，弃舟乘辇到青山，路过会锦亭小憩。

乾隆刚坐下不久，正在欣赏大好河山，忽见亭

前潭中有许多游鱼成群结队朝着乾隆游过来，

遂问群臣，这是什么鱼？一大臣立刻说，这叫

朝皇鱼，你看这不都朝着皇上游过来了吗？乾

隆一想，这明明是打算讨好我，但又不好意思

说，就改口说，我看还是叫“皇朝鱼”吧，群

臣听了哈哈大笑。乾隆帝又问随从这叫什么

潭，什么亭，什么山。随从答道：潭名会锦

潭，亭名会锦亭，此山因岩石中嵌了许多像钉

子一样的小石子，故名丁山。乾隆听后随口作

对联一副：丁山脚下丁山路，会锦潭边会锦

亭。旁边站着大学士纪晓岚，纪晓岚接上一

对：东来禹航 （余杭旧称）路，西归衣锦城。

乾隆大笑，即下令起驾往衣锦城而去。

民国十四年（1925），会锦亭重建，由青

山乡绅凌董氏发起，其子凌天荣操办，青山贤

达杨松斋及弟杨思斋捐助会锦亭四根大柱，包

括乾隆帝和纪晓岚的两副楹联抱对。亭内立有

一碑，东面镌“万善同堂”四字，下列捐款人

姓名；西向刻建亭收支概况，并发起人和经办

人姓名。只可惜亭碑因故俱毁。走进新时代，

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再次重建会锦亭。

会锦亭几度死而复生，而会锦潭则随波逐

流，隐寄苕溪，潭轻楼重，亦是亦非。时间的

河流上，轻舟已过万重山，很多事物只留下浮

光点影。

会锦潭

地名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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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香一缕忆春天
随着石榴花开红艳艳，芬芳迷人、热情奔放的夏天

已然来临，那个多姿多彩、色彩缤纷的春天悄然隐退，

消失在时光的隧道里，但时常忆起春天里的故事……

因单位改扩建工程，今年年初办公地点暂搬至另

一处地方，闲时喜爱赏花观草，对月听风，于是，办

公楼前面的那一块长方形花坛，便成了我常去徘徊、

驻足留恋之地。春天来了的时候，小小的一块花坛，

却也孕育着无限生机，绿意盎然。

花坛中的两棵槐树已长至二层楼那么高了，抽出

了嫩绿的枝叶，垂緌而下，绿意向四周不断蔓延开

来，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贺知章的诗句：“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比之柳，槐树虽少了些

婀娜妩媚之态，却多了些许遒劲有力的刚强。

山茶花是花坛中的主角，几棵山茶亭亭玉立，华

盖如云，看得出有些年头了。众所周知，山茶的花期

长，从 10月份到翌年 5月份都有开放。南宋曾季狸曾

云：“唯有山茶殊耐久，独能深月占春风。”表达了对

山茶傲骨的赞美。满树的茶花开得颇为妖艳，有的已

经谢了，化作春泥更护花；有的开得正盛，朵朵花开

如笑脸相迎，灿烂热烈；有的还只是花骨朵，却似有

无穷的张力，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开放……

我谓其诗云：东风吹得满枝红，妩媚娇态各不同。

石楠叶红绿相间，红的似火般燃烧，热情奔放，

像晚霞，像红云；绿的通透光亮，葱郁可爱，像给花

坛打了一层碧绿的底色，一株株石楠似乎一个个小生

命在颤动！

整个花坛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立体感强，虽是寥

寥一些树木，却也呈现出一种春天独有的美感和生机。

每每茶余饭后，或是工作中的疲劳之际，总喜欢独

自一人踱至花坛前，细细欣赏花木的形态，闻那花木的

芬芳，顿感神清气爽，肺腑舒坦，劳累顿抛九霄云外，

有时还会文思泉涌，灵感迸现。

常见邻里或亲戚朋友外出踏春寻芳，其实春天就

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眼前。若是心怀春天，那

么处处皆春景，所见所闻都是美好；若是心中无春，

纵使满园春色，也会视而不见，心中亦是灰暗失落。

最后，欣然为办公楼前面的花坛作七绝，聊以抒

怀：

槐树婆娑山茶妖，花红叶绿百媚娇。

寻芳何必风景地，春满心间自逍遥。

风景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