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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古运河的渊源 文/海川

董晓言：校园欢乐喜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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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公园的荷
文/程兆春

眼下虽为盛夏，城中荷池却不多
见，我去金山公园方能看到池中的荷
花，也奇也艳，夺人眼球。那里的荷，
花映雄塔，随风轻轻摇曳，古塔新莲遥
相呼应，古的更古，新的愈新。山水相
依，碧水映莲，令夏日荷花之美，更加
浓墨重彩，美不胜收。

夏日里，我经常去看荷花，路虽
远，脚生风，心随莲花而走，无声之唤，
只盼早点到金山公园，和池中的荷花
相拥，那期盼了许久的亲亲莲花。盛
夏烈日炎炎，正是池塘荷花怒放之
时。朵朵荷花，根扎泥中探头出水，在
硕大的绿叶衬托下，花红惹眼。特别
是雨后之花，露水滚动于绿叶上。清
池荷花朵朵开，其出淤泥而不染，待到
花谢去，秋后肥藕出淤泥。莲和众花
不同，不少花只开花而无果，荷花是花
开人喜，莲萌迎天，白藕肥美。

曾忆否，少儿之时，我去乡下农村
亲属家玩，水乡之地，小麦金黄，一片
麦浪滚滚向前。除田地外便是荷花
池，让人耳目一新，几乎家家有荷池，
一望无际，满池的绿叶，满池的荷花，
太美！荷花清秀，让城中之人目不暇
接，百看不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乡
村看荷，从此爱上荷花，一发而不可
收。我想入池求花，随即被告知，此花
不能摘，花落成莲，能有好收成，卖个
好价钱。从那次田野乡村邂逅开始，
我爱荷几十年，后来的夏日观荷花成
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那日有闲，我在金山公园静观荷
花。师傅、师傅，有人突然喊我，我充
耳不闻。过了一刻，方知叫我，抬头见
是一对老夫妻，皆八十出头，让我为其
留个荷花池照。他们告诉我每年都来
这里看荷花，几十年风雨，荷花见证了
他们的初心，也伴随他们走向迟暮。
老人的恩爱打动了我，举手之劳，拍
照，看到老两口蹒跚而去，我心里充满
了莫名的感动。

望莲心静，看荷花能忘却人间的
纷纷扰扰、车马喧嚣。一花一世界，佛
踩莲怀慈悲，济苍生救苦难。奇艳清
朗的荷花映入眼帘，花开在心间，似
乎无花可与之比拟。花美自有人爱，
每年盛夏，金山荷池边，人不要太
多。游人不观庙宇，而是站满池边，
观荷花而心寂然。更有不少女客
们，撑一把把鲜艳夺目的太阳伞，在
荷花池边婀娜走动，欲与朵朵荷花
比美。还有顽皮的孩童，总有想摘
花的冲动，然而欲施又止。唯有人
们的护爱，才使这一池莲花盈盈满
满，一绽数日，你收我放，济济一
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春秋之
花无数，而我独喜荷花，因其盛
开于夏天，天越热开得越奔
放。风雨不畏惧，日晒不低
头，只将无限的风情留于池
中，任人揣摩，流连忘返。

我与镇江老城的古运河有千丝万
缕、永远割不断的渊源。

1952 年 1 月，我出生于四川泸
州。几个月后，担任川南法院审判员
的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判刑。在同一
法院任书记员的妈妈只能辞职，带着3
岁的哥哥与我乘客轮沿长江而下，来
到了镇江老城古运河边的打索街，投
靠做药材批发商的外公外婆。

好多宁波药材商在打索街开了药
材行，外公的药材行叫立大永，有五进
房，即五个四合院前后相连。与大名
鼎鼎的陆小波是近邻，占地面积差不
多，只是少了一座楼。但外公家多一
个晒药材的大院和临时堆放药材的库
房。小时候，外婆常带我去陆小波家
串门，她与陆家的女眷们亲如家人。

立大永药材行前店后场，第一进
房子是外公及业务经理与客商谈生意
的地方。第二进是大家庭的住房。后
面便是加工药材的厂房和堆放药材的
仓库。因为妈妈心情不好没有奶，外
婆还专门给婴儿期的我雇了奶妈。一
次，外公看到奶妈用我的小屁股暖手，
一气之下，让奶妈结账回家。药材行

有厨艺高超的厨师，但我最喜欢吃的
是大锅饭的锅巴。我在外公外婆呵护
下长大，很快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
我喜欢与跟我差不多大的小舅舅一起
在药材行玩耍，偷吃仓库里美味的中
药材：香甜无比的甘草，回味无穷的桂
皮……我俩都闹着不肯去幼儿园。

1956年，外公响应党和国家号召，
药材行公司合营了。为扩大业务，我
们全家搬到临时堆放药材的简易库房
居住，晒药材的大院隔了一小半给我
们。从此，我们从太保巷后门进出，外
公每天上班，要从太保巷到打索街绕
一圈，才能到达。不久，56岁的外公因
脑溢血去世。外婆接替外公担任药材
公司董事，但不理事，只是每月领取40
元车马费和每季度80元的股金定息。

太保巷离古运河更近了，穿过潮
水沟和十八进（均为小巷）就到了京口
闸。京口闸可热闹了：每天小木船来
来往往，有渔船，有货船。岸边，有钓
鱼网虾的，有卖鱼虾的，还有卖各种货
物的。尤其是夏天，白天孩子们在这
里跳水、游泳，晚上许多人到这里乘
凉。妈妈说这里的水有血吸

虫，会传染许多病，因此我不敢在这里
游泳。我在母亲当教师的王家巷小学
6 年间，每天都从京口闸和运河边经
过，对这里充满无限的眷念，节假日也
常常来这里发呆。

我的小姑妈夫妇是船民，靠一条
小木船在大运河上运货为生。这条小
木船就是他们的家，全家人都在船上
生活，偶尔他们会经过京口闸。小姑
妈家的船来了，是我最开心的日子！
他们会带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香味扑
鼻的鱼干虾仁，还有米面等食品，在物
资紧缺的年代，这些真是雪中送炭！
改革开放后，他们全家上了岸，在金湖
县城安了家，姑妈家 5 个子女除了两
个儿子继续从事水上运输外，其他子
女都改了行。第三代、第四代也不再
从事水上运输了，但个个有出息。他
们常常到镇江来做客，我也常常去金
湖县城玩，大家有谈不完的心里话，但
我最不能忘记的，还是小姑妈家那条
神奇的木船。

本报记者 竺捷

如何打通优秀传统文化与年轻人
之间的传播渠道？如何引导年轻人用
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思想和感悟？在
江苏大学有这么一个社团，他们用自
己的力量让传统相声、小品焕发出新
的活力，它就是晓言相声小品俱乐部，
创始人叫董晓言。

追溯这一社团的创建，还要从董
晓言的自身经历说起。上世纪九十年
代中期，董晓言在江苏理工大学外国
语学院学习，也就是江大前身。她从
小喜欢文艺，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是班
上活跃分子，上大学后爱好有了发挥
的空间。大二时，她和同学在学院文
艺汇演中表演宋丹丹的小品《懒汉相
亲》，还是英文版的，董晓言反串男角，
反响不错。后来她的小品甚至演到了
江苏大学大礼堂，讲的是一个大学毕
业生支教的故事，紧扣热点，同样很受
欢迎。

董晓言毕业后留校。2001 年，她
来到能动学院当起了辅导员，从此获

得了一个意外的绰号“董奶奶”。其
实，当时她并不大，也就三十多，可为
什么学生都喜欢喊她“奶奶”呢？现在
想来，可能是她当时做学生工作细致
入微深受大家好评的缘故，可类比于

“奶奶般”的亲切和慈祥。果然，在十
年之后的 2011年，董晓言获得了一项
殊荣——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
名奖。

当然，在能动学院的这些年，董晓
言并不只是单纯的辅导员，她把自己
对相声、小品的热情一如既往地播撒
到了学生身上，由她编排指导的小品
在江大各类展演上频频获奖。2007年
对董晓言而言是一个特殊年份，这一
年她编排指导的《感悟感恩》在首届校
园情景剧大赛和江大第四届相声小品
大赛均斩获第一，同时其自编自导的
小品《红楼梦选秀》和相声《校园趣事》
也在相声小品大赛中获二三等奖。正
是这一系列奖项的鼓舞，让董晓言迈
出了重要一步：成立晓言相声小品俱
乐部。

俱乐部成立以来，秉承“搞笑，我

们是疯狂的”理念，在全校吸收热爱相
声小品和喜剧表演的同学，挖掘具有
一定表演潜力的未来之星，同时也培
养统筹指挥舞台的幕后能手。在指导
老师董晓言的带领下，俱乐部规模一
直维持在二三百人，属于江大社团中
的“大块头”，他们积极参与并组织校
内外活动，每年演出几十场，多次获得
江苏大学“十佳社团”称号，为江大人
带来了无数欢声笑语，并面向社会积
极传播正能量。

不过，要管好这样一个大型社团
并非易事。这些年，董晓言在实践中
摸索出不少经验：比如层次化管理，社
团设会长、副会长、团支书等 9 名理
事，下面会员再分成剧本组、剧务组、
宣传组和外联组，看起来更像一个按
部就班的小社会，唯此才能保证一个
社团的演出质量和顺利成长。每次节
目排练，也采取“老带新”模式，由老队
员带领新队员。到了“脱稿”阶段，董
老师便开始“一对一”辅导，抠细节，提
升演出效果。而这些都需要利用学生
课余时间完成，因此，董老师只能牺牲
午休和晚上休息时间，悉心指导学生
……

通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俱乐部
创立了自主品牌——“喜笑言开”江苏
大学相声小品大会，目前已成功举办
七届。此外，还有一个品牌叫“江苏大
学相声小品邀请赛”，通过这两个品牌
他们承包了江大师生的多年笑点。某
种程度上，董老师一直在不断挖掘平
凡生活中的喜剧元素，并将它反馈于
生活本身，以此带给更多人快乐的阳
光，而多年的社团培育便是她育人影
响人的舞台。她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关
心支持下，这个“天团”能长期传承下
去，并且能走出江大、走向社会，在更
高层次的平台上展示，成为镇江的一
个搞笑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