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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老家的屋檐老家的屋檐
■■ 文/陈鹏飞

蔷薇花开蔷薇花开
■■ 文文//裔胜东裔胜东（（东方雪东方雪））

鲥鱼鲥鱼
■■ 文/孙建平

《京江晚报》副刊发表一
篇文章，名字叫《鲥鱼》，我看
了，很是喜欢，也想起我当年
吃鲥鱼的情景。

我最早听说鲥鱼，是在大
路 读 高 中 的 时 候 。 一 次 无
意中，听人说有人去大路最北
面五峰山那里吃鲥鱼，大路乡
音里平舌音和翘舌音不分，

“shiyu”念成“siyu”，我听了，就
想，活鱼不吃，要吃死鱼，是怎
么回事呢？我的记忆里，后来
吃鲥鱼，好像有过几次，前面
几次在家里，但印象不深了，
应该是父亲买回来做的。印
象深的一次，是在原来大港中
学食堂吃的。我读高二那年
春天，原丹徒县在大港举行中
小学文娱汇演，汇演会场在大
港大会堂，好像是在一座小山
上。吃饭就在大港中学。先
前，父亲托人介绍，让我去大
港中学的食堂做帮厨，汇演那
几天，我就是在大港中学的食
堂度过的。在食堂里，我就吃
到了清蒸鲥鱼。那时鲥鱼都
是长江野生，味极鲜美，价钱
应该也不贵。从那以后，我才
知道鲥鱼出水就死，所以考究
的食客，都是坐着船到长江中
去，渔民捕到鲥鱼后，就在船
上现烧，那个味道才是最好
的。并且，鲥鱼可以红烧，可
以清蒸，但以清蒸为最美味
道，因为清蒸最为原始本味，
不要其他佐料来改变鱼的味
道。清蒸鲥鱼时，鱼鳞也要保
留，因为鱼鳞下面有丰厚味美
的脂肪。

后来看书，说旧时大户人
家娶媳妇，男方考核女方的一
个办法，就是让女孩清蒸一条
鲥鱼。合格的一个女孩，是将
鲥鱼的鳞片一片一片弄下来，
再用细线将鳞片穿起来，蒸鲥
鱼的时候，将穿好的鳞片挂在
蒸笼里面一起蒸，鳞片经过热
气一蒸，脂肪就会滴在鲥鱼身
上。这样清蒸的鲥鱼，既保留
了鳞片脂肪的鲜美，又解决鳞
片不好吃的尴尬。男方看了，
当即拍板应允这门婚事，因为
能够这样做清蒸鲥鱼的，一定
是大户人家，吃饭是相当的考
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野生
鲥鱼早就没有了，那个味道，
也只能留在记忆里。

西津渡有家菜馆，我去过
几次。每次去，菜单里都有一
份红烧鲥鱼，但这个鲥鱼是养
殖的，味道和野生的比差远
了，只是在没有野生鲥鱼的时
候，有这样一盘养殖的，也算
聊胜于无了。

清明时节，一位山东好友
在朋友圈中发了九宫格，是一
组沂蒙山一带人家在屋檐下插
着柳条和柏枝的图片，这样的
风俗，一下子让我想起了老家
和那里的屋檐。

小时候的男孩子总是很淘
气，大人们也乐于把淘气与“聪
明”连在一起，似乎还认为越淘
气的孩子越聪明。虽说淘气一
般也坏不了多大的事，可如今
想起来，用手去捉麻雀还是心
有愧疚的。

不过，也怪那麻雀自己未
曾意识到危险，冬日的寒冷使
它们特别喜欢钻在那用稻草做
成的锅屋的屋檐下，稻草的草
秆密密麻麻排在一起，看上去
无处可藏，可麻雀们却有自己
的智慧与坚持，它们先是用头
一点点往里钻，再左右来回向
两边扩，时间一长，硬生生在那
屋檐下做出一个藏身处。

然而，遗憾的是，它们花工
夫做出的温暖小窝也被我们这
群淘气的男孩瞄见。

夜晚时分，天色黢黑，几个
小伙伴便结队同行，其中一个
手中抓着电筒，大家蹑手蹑脚
靠近屋檐后，猛地举起电筒，一
束亮光便沿着檐口徐徐向前挪
动，于那一排排的草秆之中，总
有一个小家伙静静蹲在里面，
只是，它有点可怜，被明亮的光
线照得发晕，尽管知道有人来
干坏事，可已做不出任何逃脱

的举动，始终一动不动地呆着，
那时的我们，也毫不留情踮起
脚尖，伸出手用力向上抓去，得
手之际，大家高兴地直蹦直跳。

这样的淘气，很快被大人
们知道并严厉批评，我们也逐
渐明白起更多的道理，要爱护
自然，爱惜生命，不要去无端打
扰别人的平静生活。

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那
些苫着稻草屋檐的房子逐渐被
砖瓦房取代，掏麻雀已成为一
种记忆，而每年开春后，看见燕
子在平顶的水泥板屋檐下筑巢
养子，便成为一件乐事。

那种乐，很大程度上来源
于一种浅白的心理自足，似乎
旧时王谢堂前燕，真的飞入寻
常百姓家了，春暖花开，总让农
村人感到踏实与满足。

也许农村人天生的追求并
没有多么高，所以他们总是有
着与生俱来的善良，这也表明，
贫穷并不影响善良和品性。村
上的老人都这样告诫那些曾会
掏麻雀的淘气鬼，燕子能到谁
家落户，那可是一种福气，千万
不要去碰它们。

老人的这些话，我们是认
真听进去的。于是，经常放学
回到家，书包一放，便对着檐下
那形若水瓢的燕子窝先望上一
阵，而窝里的小燕子好像也有
感应，一个个把头伸出来，小嘴
上还镶着黄边，惹人爱怜，也有
时，正巧碰上老燕们采食回来，

小家伙们便争先恐后地伸口相
迎，一番热闹幸福的景象，自己
也跟着热闹，跟着高兴。

檐下有个鸟窝，总还是小
有麻烦的，它们的排泄物常常
落在走道上，白渣渣的叠在一
起，薄薄地围成一小片，可不知
为何，从未觉得它们“脏”或碍
事，视之如若平常和自然，只是
走过时略加一点小心，相信，这
就是爱屋及乌吧。

提及屋檐，自然就想到人
们常说的那句“人在屋檐下，怎
能不低头”，那是一种苦楚和无
奈的交织，是明明落魄却偏偏
心又不甘的对立，但老人们好
像很不接受这样的俗语，告诉
孩子说，要学会坚毅刚强，不要
轻易低头。这也许就是老家一
带人比较喜欢说“有种”的原
因，这两个字虽有些直白甚至
是粗糙，但却说在了根子上，也
成为当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越是遇到难事，越要迎难而
上。

淘气、善良、刚强，是老家
那极为普通的屋檐留给自己的
宝贵礼物，如今，那屋檐已渐行
渐远，留在了照片、记忆和梦乡
里，可，每每回想起来，依旧是
那样清晰、亲切和珍贵。

似乎，人生最难忘却的，便
是那自儿时点点滴滴积攒起来
的乡情。

早两天，同事老徐的微信，
向大家透露了一宝，那是在城
市中心的某处平整光洁的花岗
岩人行道旁，倚着围墙怒放的
一大片蔷薇花。

当我循着老徐微信的指
点，来到这一片蔷薇前时，那心
情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惊
诧！

这是怎样的一片花呀！就
在花岗岩石板道的边缘，沿着
东西筑起的一道几十米长的铁
栏杆上，爬满了蔷薇花枝藤，从
地下到空中有两米多高。就在
这几十米长、两米多高的空间
里，开满了白里透红的蔷薇
花。那花从东到西、从上到下，
开得挨挨挤挤，真乃“朵朵精神
叶叶柔”！近看似一条色彩斑

斓的画廊，远观如一道飞泻而
下的花瀑！那活力，那气势，那
灿烂，你不得不从心底里给予
大大的点赞。

也许有人会问：春日江南，
人世间有百媚千红，你为何只
爱这一种？是的，要说人间四
月天，何处无花媚？尤其是在
我们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优良的
大都市后花园的区域内，稍抬
抬腿，走出家门，哪个小区没有
桃红柳绿？步入道旁，哪条路
边没有杜鹃粉红如霞，春菊灿
烂似金？若肯再驱车郊野，城
外那些养在园子里的各色郁金
香，俏丽的牡丹，艳红的玫瑰，
无不妖妖娆娆迤逦成景。

可那样的花，哪能与这一
墙带有狂野气息的蔷薇相比！

那是一种被高高的围墙与
坚硬的栅栏围着的花，那是要
有无数个园丁精心侍弄的花。
有的甚至白天要喝“牛奶”晚上
要盖“被子”才能存活。

我在想，如果让这样的花
朵自然生长，它们能像蔷薇那
样无畏风雨与虫害吗？它们能
像蔷薇那样相互依赖共攀高峰
吗？它们能像蔷薇那样你追我
赶而又能紧密团结吗？我想，
恐怕是很难的。

由这样的花，我想到了我
们的学子。这些祖国的花朵，
如今都很金贵。每朵“花”都有
多个园丁服侍着——父母家
人、学校老师、社会办学机构等
等。在这重重叠叠的爱心守护
下，这些花朵开得的确很鲜
亮。你看那才艺的等级是一个
比一个高，那竞赛的证书是一
个比一个多……可是我们也看
到了，那眼镜的度数是一个比
一个深，那生活自理能力和独
立思考问题能力却是一个比一
个弱。导致这样的后果，主要
原因，我以为就是一味的圈养，
而缺少必要的放养！

温室里的花朵，确实好看，
但是生命力是那样的孱弱。要
想增强生命的活力，我们就要
像蔷薇这样地生活与绽放！

就在我首次观看蔷薇花
后，小城受到了几日风雨的洗
礼。“雨横风狂三月暮”后的又
一个黄昏，当我再次观赏那一
墙蔷薇花时，它比之前开得更
蓬勃更灿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