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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乡的银翔湖美得
如诗如画，更是一个闪耀着
文化魅力的好地方。

清晨，一轮红日悄悄探
出头，绚丽的朝霞为湖面铺
上彩色的绸缎。我漫步在
湖畔，清新的空气里混着青
草香，悦耳的鸟鸣像在演奏
晨曲。远处跳广场舞的奶
奶们格外引人注目：她们银
发飘飘，舞步里融合了太极
拳 的 舒 缓 与 舞 蹈 的 灵 动
——时而如流水般轻柔舒
展，时而似飞燕般轻快跳
跃。奶奶们眼角的笑纹里，
盛满了文化融合带来的幸
福。

正午时分，阳光给银翔
湖披上金色盛装。石板台
阶旁，一群书法爱好者正以
水为墨、以地为纸挥毫。一
位身着长衫的爷爷手握长
杆毛笔，在石板上写下苍劲
的字迹。笔势流畅、刚劲有
力，可他却微微摇头。我好
奇请教：“爷爷，您的字这么
漂亮，为什么还不满意呀？”
他笑着说：“在地上‘舞墨’
是有趣的健身方式，但书法
讲究‘形神兼备’，就像南翔
小笼的褶子，看似简单，实
则要下真功夫呢！”爷爷的
话让我对书法产生了敬畏
之心，书法不仅是笔墨艺
术，更是心灵的镜子。

夕阳西斜时，银翔湖换
上五彩霞衣。湖中央的“萌
芽熊”憨态可掬：它头顶两
片新绿，一手托着名点“南
翔小笼”，一手向游人招手，
欢迎着人们的到来，热情邀

请大家品尝南翔小笼呢！
一位叔叔告诉我，小笼上的
十八道褶子，可是非遗技艺
的标志。“萌芽熊”寓意着向
阳而生，是咱们南翔的文化
使者呢！阳光洒在“萌芽
熊”身上，它仿佛在讲述着
家乡“传承与创新”的故事，
浑身都闪耀着中华文化的
独特光芒。

当最后一抹余晖隐去，
银翔湖的灯火依然明亮。
这里的每一道光芒，都凝结
着奶奶们的舞步、爷爷的笔
墨，还有“萌芽熊”传递的文
化温度。这光芒照亮了湖
畔的幸福生活，更让我懂
得：家乡的文化不是空洞的
口号，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
暖传承。

南翔小学
四（1）班 聂卓风

教师点评教师点评：：小作者用诗
意的笔触为银翔湖镀上文
化光芒！以“清晨——正午
——傍晚”为线，将广场舞
奶奶的柔韧舞步、书法爷爷
的石板挥毫、萌芽熊的非遗
小笼串联成画。“朝霞铺绸
缎”的比喻灵动鲜活，爷爷
笔下“苍劲的水痕”与小笼
十八道褶子的细节，让南翔
文化从文字中跃出。最难
得的是，作者让文化成为可
触摸的温度——就像湖面
的光，照亮了家乡的故事与
童心。

指导老师：殷媛媛

银翔湖那璀璨的光芒

有了微信，交流变得异
常方便。随子女乔居海外
的老同学冷不丁给我发来
了一张几十年前嘉定二中
初三（2）班的毕业照。我戴
上老光眼镜左看右看，不一
会儿就认出大部分同窗好
友的面容，并想起了他们的
名字。时光荏苒，转眼间我
们离开母校嘉定二中已有
好几十年了。时光如流水，
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和活力，
但留下了那时天真无瑕、快
乐进取、恰同学少年时代的
珍贵记忆。

我 们 是 时 代 的 幸 运
儿。小学毕业考上初中那
年是1958年，正赶上原本属
于江苏省苏南专区的南翔
镇划归为上海市。一夜之
间我们成了上海人，嘉定二
中也成了上海市的一所重
点中学。

嘉二中是我们放飞理
想的地方。说真的，刚入初
中时思想单纯、懵懵懂懂，
也不清楚读书为了啥。是
嘉二中“格物修身”办校理

念营造的育人氛围，孕育和
催生了我们理想的放飞。
每到暑期临近时，我们会三
三两两地到高中部教室那
边看阅张贴在走廊里的高
校招生广告，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复旦大学、海军工
程学院……每一张招生广
告都会激荡起我们争取上
大学的愿景和冲动。

嘉二中每年的“迎新晚
会”会着意营造放飞理想的
氛围，总要安排一档“回母
校”的节目。军事院校毕业
的现役军官、外语学院毕业
的外交官、中科大毕业的年
轻科学家，他们登上大礼堂
舞台用生动形象的言语和
形态深情表达对嘉二中培
育的感激之情，一次又一次
地激荡起我们对美好未来
的遐想与追求。

嘉二中引导学生树立
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理
念。“格物修身”办校理念不
但孕育和催生了我们理想
的放飞，而且着意培养学生
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的潜在

意识，不但为高等教育输送
了一届又一届的优秀考生，
同时也为社会输送了大量
的有用人才。

嘉二中的学生历来把
为南翔争光视作自己义不
容辞的义务。曾记得，那一
年南翔和广东佛山争创“全
国卫生城镇”，嘉二中师生
始终站在“让南翔更清洁”
卫生活动的前列。军营里
那种被子折得方方正正的
情景，早在好几十年前的学
生宿舍里已经形成。积极
参加南翔的公益性劳动更
是师生自觉的行动。古猗
园里的喜鹅池、浮筠阁以及
周边的茂林修竹、清风朗月
的迷人景色，令游人流连忘
返。殊不知，当年这里杂草
丛生，是我们师生拿着自己
的脸盆，经过不知多少次

“义务星期六”，才营造出如
此美丽的景色……走向社
会、服务社会的意识，使嘉
二中学生有机会升学的成
了科技和文化的优秀人才，
毕业后直接走向社会的学
生，很多成了工厂企业的能
工巧匠、社会管理人才，有
的还成了优秀企业家和地
方领导。

时隔多年，嘉二中早已
旧貌换新颜，昔日平房旧貌
早已荡然无存。唯独“李
园”一角，仍然保留着固有
的风貌，展示出昔日的风
韵，梦系着我们对二中的那
段深深的情结。

“李园”是我心目中一
片永恒的净土。在母校的
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中，

“李园”一直是我晨读的地
方。那时的“李园”虽然没
有现在这样华美和精致，却

是那般纯情与娴静。南面
是青瓦白墙的门楼，两旁是
一池清水映蓝天。小木桥
旁一眼水井，井水清凉而甘
甜。晨读前打一桶井水洗
脸，顿觉眼目清亮，记单词、
吟诗文，点滴记心间。

“李园”，联系着世界的
风云变幻。那个年代虽然
没有互联网，更想不到通
过“伊妹儿”书信传情。然
而“身在教室，放眼世界”
绝对是嘉二中学生超前的
理念，通过各种媒体了解
变化莫测的世界风云已成
学生的学习传统。国内外
任何风云变幻，总要牵动
学生的心，所以毕业生中
出现这么多的名记者、外
交官和学者专家，也就不
足为奇了。

“李园”，荟聚了一批优
秀的校长和老师。百花园
里的姹紫嫣红，靠的是园丁
辛勤汗水的浇灌。嘉二中
培养出一届又一届的优秀
学子，是老师们付出辛勤劳
动的默默奉献。活泼而有
序，严谨而不古板治学风范
的张昌革校长，总是那般青
春模样的英语老师高镇北，
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的钱梦
龙老师，一张张和蔼可亲的
声音笑貌还不时地在我的
心间浮现。

时光荏再，转眼间我们
离开母校已有好几十年
了。但嘉二中永远是承载
着我们“恰同学少年”美好
记忆和情感的地方。每当
得知在当今普通高中教育
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下嘉
二中又取得高考成绩创历
年最好喜讯时，我会不由自
主地为母校高兴一阵子。

■■陈思兴

恰 同 学 少 年
我曾经是个嗜睡的人，

没事可以睡到中午，但随着
年龄的增长，睡眠时间越来
越短，每每凌晨4、5点钟甚
至3点就醒了。不起来吧，
在那张曾经十分留恋的床上
辗转反侧，很是难受；早早起
来吧，在房间里无所事事地
团团转，更难受！

春天的一个早晨，我忽
然注意到屋外的鸟鸣，房间
窗外一米多远是两棵硕大的
蜡梅树。最先发声的是“嘀
哩，嘀哩……”的花腔
女高音，然后是一阵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的童声；不一会
儿，“嘀咕啦，嘀咕啦
……”的女中音参与
进来，随后是“啾啾，
啾啾……”“唧唧咕
咕，唧唧咕咕……”及

“吱吱……”的和声。
突然，几声浊重的“啵
—咕—啵—咕—”传
来，像极了乐队里的
低音贝斯，这不甘落
后的是远处河边鹁鸪
的鸣声——这一切恰
如欧阳修《画眉鸟》里
说的“百啭千声随意
转”！鸟儿们一会独
唱，一会小组唱，有时是几个
声部的重唱，颇有意趣。

“哈，一清早鸟儿们就开
演唱会！”我不禁为自己的这
个想法笑了。平时早醒，总
抱怨睡得不好，心浮气躁的，
居然从没注意到这曼妙的歌
声。从此，无论什么时间醒
来，只要不早于4点，我都会
静静躺在床上，等着聆听这
优美的鸟鸣，鸟儿们也必定
准时到来准时开演，免费演
唱会天天为我上演——我何
其幸运！

这样一听就是大半年。
忽然有一阵我觉得有点异
样。仔细一听，发现演唱会
里缺了“女高音”；又一天，好
像少了“男中音”，童声也不
知何处去了，直到5点多，鸟
儿们才有一搭没一搭、稀稀

拉拉地开始鸣叫。咦，究竟
发生了什么？我不禁为鸟儿
们担心起来。

那个冬天的早上，我忽
然发现门口筐里种的青菜叶
子边缘都成了锯齿状，“怎么
会这样？”我百思不得其解，
问先生。先生推断：“冬天鸟
儿们缺吃的，就只能来吃我
们的青菜叶。”噢，怪不得每
天还有几只鸟儿断断续续地
鸣叫，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一
点食物，它们来此还不至于

失望。于是，我们一
直留着那些青菜，以
吸引它们每天光临。
至此，我才恍然大悟，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嘛，每天清晨，鸟儿们
起来觅食，才有了这
一天一次的演唱会；
而现在已然入冬，天
气寒冷，虫子都被冻
死了，鸟儿只能到别
处去找吃的，当然不
得不缺席演唱会。

我怅然若失，去
看看窗外的蜡梅树，
竟发现掉光了叶的树
杈上赫然有个鸟窝，
树枝上则挂着许多空
了的虫窠。啊！原来

鸟们年年在这里安营扎寨并
哺育后代呢。

现今初夏时节，鸟儿们
正忙里忙外筑巢，清晨“演唱
会”又上演了。令人欣喜的
是这几天我已听到了新的嗓
音，也许是“特邀嘉宾”，也许
又有新的“演员”加盟，阵容
尤为强大。而我又会天天在
鸟鸣声中醒来，静静地享受
一场免费演唱会，然后带着
愉悦的心情，开始新一天的
美好生活。

记得过传忠老师曾说
过：“老有老的骄傲。”我想说
的是：“老有老的享受。”年轻
人白天为事业奔忙，早上睡
不醒，无缘欣赏鸟儿演唱会，
而退休人却拥有这独一份的
享受，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
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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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两个故乡，一个是
我出生的地方，在那里，我
度过了童年，度过了少年；
另一个是生活和工作的地
方，在这里，我度过了青年，
立了业成了家。

前不久，我在社交平台
上看到我的第一故乡安徽
省五河县今年七月就要通
高铁的短视频，心情有点激
动。五河是一个小县城，因
境内五条河（淮河、浍河、漴
河、潼河、沱湖）穿城而过，
故名五河。五河，那个充满
乡土气息的小城，有着我童
年最美好的回忆。那里的
每一条小巷，每一座桥梁，
都承载着我对故乡深深的
眷恋。小时候，我经常去淮
河大坝上玩，这里是小伙伴

们经常光顾的嬉戏之地，我
们在岸边戏水，在岸边望着
行驶在水上来往的各种船
只，这样的画面一直留存在
我和我的同龄人这一代记
忆之中。最难忘的还是五
河的夏夜。那个年代的夏
夜，经常会停电，漆黑的夜
晚在月光的陪伴下，心情不
会因停电而燥热，月光总与
蝉鸣一同降临。老屋的院
落里，竹椅摇动的吱呀声与
蒲扇拍打蚊虫的轻响交织，
父亲会指着天上的月亮教
我辨认星座，母亲则把西瓜
摆上石桌，说月光下的甜食

更清甜。那时的月光仿佛
能渗进每一寸泥土，稻穗在
银辉里低头私语，河边的芦
苇丛藏着萤火虫的密谋。
月光是故乡的呼吸，缓慢、
绵长，将整个县城裹进温柔
的茧里。

而今，我身在上海这座
繁华的都市，摩天楼的棱角
切割天幕，车灯如星河倾
泻，橱窗里的光影永不停
歇。这里的月光同样明亮，
却似乎少了一份故乡的温
情。上海的月光能被赏鉴
也是殊为不易，它必须穿过
玻璃幕墙的折射，在楼宇的

缝隙中寻找落脚处。有时
被探照灯逼得苍白，有时又
被雾霾染成朦胧的淡黄。
有时加班后的深夜归家，看
见月光孤独地悬在高空，我
会推开窗，让城市的风与月
光一同灌进来。城里的月
光温柔地洒落在魔都的街
头，却总让人不由自主地想
起远方的故乡。

随着高铁五河站的开
通和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
发展，五河也悄然融入了这
片繁荣的区域。虽然身在
魔都，但我却能感受到家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城里的
月光，依旧静静地照耀着。
而我，也将带着对故乡的深
情与思念，继续前行在人生
的道路上。

■■王 冬王 冬

故 乡 的 月 光故 乡 的 月 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