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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秋：倚亭弄弦待斜阳

日前，市实验幼儿园小三班的萌娃
们在大自然中开展童谣唱演活动。

袁玥 周娜威 摄影报道

南山花香涌春潮
文/石新民

黄明秋（左一）带领大家排练 竺捷 摄

想念外婆家
文/赵惠如

人老了就会念旧，最近给小舅打过电话，总
感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好像外公，瞬间就想
起外婆家。还记得几年前的一天，南京二舅打
来电话说，外婆家的老宅拆了，整个大港西街都
拆了，要修一条通往江边港口的路。

按理说这是好事，但不知为何心里还是很
失落。也许是因为这座百年老宅装满了故事。
从六七岁起，妈妈就带我从黄墟步行去大港外
婆家，差不多是 24里路。也许我步行的爱好就
是由此而来，至今不改，连90多岁的老妈也一直
坚持每天行走，一直走到99岁。

我已几十年不去大港了。依稀记得，外婆
家住的是一座很破旧的老屋，前后很长很大，住
了好多人，有点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一进
门是大院，再进去就是几家合用的大客厅。往
里走有楼上房间，厨房在最后面，后面还有园
子。

我喜欢在那个园子里玩。记不清有没有花
草，只记得有一棵很大的拐枣树，它的果实形态
酷似“万”字，所以也叫万寿果。小时候都叫它
挤挤嘎，味道甘甜略涩。每次到外婆家，外公外
婆都会摘好多给我吃。现在还记得那种味道，
一种独特清雅的甜，与众不同，是我心中外公外
婆的味道。

小时候，我会和舅舅、姨妈一起玩，其实他
们也大不了我几岁。有一年暑假，正午睡的我
被吵醒，二舅三舅吵架，就为一块石头。他们喜
欢在山上找石头，回来再自己刻图章，七岁的我
觉得他们真了不起。我还是和小姨妈玩得最
多，因为年岁相同。每次到外婆家，我俩总是房
前屋后形影不离，玩丢沙包、跳房子，一路在西
街逛荡。记得十岁那年，外婆买了大红花布，给
我和小姨妈一人做了一件衣服，还留下一张合
影呢，两个黄毛丫头一脸童真，照片一直在影集
里珍藏着。

我不知道这座百年老宅的沧桑，只知道，外
公外婆养大了妈妈、舅舅还有姨妈等姐弟八人，
在我眼里他们个个都了不起，“赵公馆”里皆人
才。妈妈说过，外公外婆家老宅叫“佩和宅”，听
说还是清嘉庆年间的呢。这里面的“七十二家
房客”都姓赵，大家亲如一家人。后来，“佩和
宅”和整条西街都拆了。现在虽然老宅没了，但
从“赵公馆”走出去的人会一直念着这里。

近日百花齐放，竞相争艳，将
南山装扮得五彩缤纷，我漫步于其
中感觉无比陶醉。

最美人间四月天，大自然的魅
力如此神奇，一缕阳光，一习春风，
一片春雨，悄然将古城染尽浓浓春
色。走进南山北入口的善园广场，
在曲折幽静的小道两旁，连片的垂
丝海棠花开满长廊，市民三五成
群，或拍照留影，或专注赏花，或身
着春装，轻歌曼舞，显得无比愉
悦。碧波荡漾的湖水边，株株樱
花、玉兰花、山茶花相继绽放，游人
或驻足岸边观景，或歇坐长廊休
闲，尽显悠闲快乐。进得南山文
苑，小溪边一株株深红色的桃花，
粉白的芍药花，艳丽多姿。牡丹花
开得更娇艳，珍稀的百年牡丹花，
暖阳之下一展芳容。

春天的脚步既奔放又轻快，沐
浴暖阳，迎着春风，我与家人紧随
春天的脚步，兴致勃勃来到南山西
入口广场东面的小河边，映入眼帘
的是灼灼绽放的大片桃花，在此观
赏的市民络绎不绝。人们依偎在

桃树下，纷纷留下美好的一瞬间，
这里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在南
山二期绿道向南步行约两公里，路
边山坡上的梨园中，连片的梨花，
洁白如雪，分外艳丽，只见梨树满
坡，人在花中，花在人中，宛如人们
在花海中畅游。春风微微吹来，树
上无数花瓣轻舞飞扬，无声落下，
飘落一地，又平添了一道靓丽的景
观。春潮涌动的季节，花草的生命
力极盛，就连山间石板小路上的石
缝间，路旁石坝缝隙中，也有野花
小草探出头来，拼命吮吸着春天气
息中的养分。

春来湖水绿如蓝，桃红柳绿花
盛开的悠悠南山，花香四溢。徜徉
在珍珠湖、回龙湖、莲花湖畔，绿枝
嫩叶的株株垂柳，轻拂湖面，一只
只鸥鹭、劳燕展翅飞翔于波光粼粼
的湖面之上，聆听鸟禽啼鸣，蛙鼓
声声，好像一首首迎接春天的交响
曲。立于湖岸，清澈如镜的湖水在
微风下，荡起涟漪，身边不时有沁
人肺腑的阵阵花香扑面而来，此情
此景好似一幅绚丽多彩的南山

春光图。
春天的南山，花繁叶茂，鸟语

花香，生机勃勃。每当我走过一条
条山间古道，步入一座座寺院殿
堂，品读一首首古人诗词，心灵便
受到一次次洗礼。我不由想起招
隐山上的昭明太子萧统，伴着春风
花香，静心研读，整理汇编《昭明文
选》；鹿跑泉旁修竹环抱的听鹂山
房，南朝艺术家戴颙，隐于花草芬
芳的山林间，终日调弦抚琴，编创
精妙乐曲，如天籁之声；著名文学
理论家刘勰，潜心编撰文学理论名
著《文心雕龙》；还有杜鹃花盛开的
鹤林寺，书画家米芾专心创作等
等。南山的春天，那么朴实无华，
自然流畅，难怪乎千百年来，历代
文人墨客在此流连忘返，潜心研
学，吟诗赋词。

在这如人间仙境的世外桃源
中，诸多古人先贤留下光彩夺目的
灿烂文化和无数传奇故事，给古城
镇江的历史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

本报记者 竺捷

香江花城 40幢楼下有一个小
亭子，这个亭子没有牌子，更没有
名气，但是此间却是小区一支文艺
队伍的发源地。队伍的负责人叫
黄明秋，今年66岁。

故事要从他退休时说起，也就
是 2017年。作为市第六中学的副
校长，黄明秋在六中前后耕耘了四
十年，他是镇江市骨干教师、市语
文学科带头人，可谓育人无数。刚
退下来时，他颇有无所事事之感，
便想起了年少时学过的二胡，遂买
了一把胡琴，开始重温技艺。不过
他选的地方比较特殊，既不是家
里，也不是附近公园，而是选择了
小区，全因为他家 40 幢楼下就有
一个天造地设的亭子——这好像
是为其量身打造的练习地点。

这样的亭子在我市各类小区
随处可见，是一种标准的居民楼配
套设施。记者所住小区也有这样

的亭子，边上就是物业，这里原先
是健身区域，现在则成了退休者每
天雷打不动的聚会聊天场所，上午
是老头，下午是老太。也就是说，
小区亭子会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功
能转移。据记者观察，小区内的各
类音乐爱好者一般都在家里练习，
极少会选择在小区演奏，因为那毕
竟也算“大庭广众”，技术不好自取
其辱，技术太好则有卖弄之嫌。

对于黄明秋来说，这其中还有
一个隐含条件，即他的二胡技能并
非老年大学习得。如果是在老年
大学上课的话，通常会有一些志同
道合的琴友，大家自然也不会选择
在小区内亮相。原来，其二胡技能
是跟哥哥所学，他们兄弟姐妹八
人，哥哥比他大16岁，原先是部队
文工团的。黄明秋从小学三年级
开始拉二胡，一直拉到高考之后，
基本上有十年左右的光景，可谓童
子功在身。因此即便荒废了几十
年，再抓起来也不费太大事，用他
的话说：“应该不会比老年大学的
差。”

电影解说词中经常有一句话：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黄明秋在这个小亭子摆了好几年

造型，碰到的意外状况一只手都数
不过来：首先是吸引了一些中老年
听众，他们喜欢听现场版的二胡
曲，这从侧面印证了黄明秋的演奏
水平；其次不久就有意气相投者加
入阵营，玩乐器的、唱歌的纷至沓
来，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当然也有
附近居民投诉扰民，其实他们的活
动时间已经很注意了，都在下午四
点至五点，但还是被投诉；后来有
一次对方甚至打了 110，民警也很
通情达理，一看眼前这个阵势，表
示从内心里很支持这样的活动，但
是有人报警也要出警，希望大家演
奏演唱的声音低点，活动时间短
点。

现在来看，这支队伍的可贵性
在于是从小区自发萌芽、成长起来
的，且经过了社会大环境的洗礼，
它逐渐从松散型组织进化到团结
型组织，从最初的独乐乐过渡到众
乐乐。亭子里的欢乐温暖了香江
花城，不少居民从中受益：比如弹
中阮的老吴，自从加入团队后，就
像是变了个人，从原先的寡言少语
到现在的积极开朗，他的老太婆最
开心；还有一位离休的老军人，已
经中风失语，然而总喜欢来听演
唱，每次都会张嘴跟着一块练，有
时大家还会单独给他提供伴奏
……

去年 6月，香江花城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成立。黄明秋带领
的这支在亭子里孵化出的文艺团
队终于迎来了成长的转折点——
养老服务中心免费为他们提供排
练场所，每周可以活动三天。至此
就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了，但且慢，
好戏才刚刚开场。这支队伍中人
才济济，有江苏大学老教授、焦化
厂工程师，还有专业团体的演唱
者，大伙现在排练劲头十足。黄明
秋给大家定了一个小目标，准备在
接下来的红五月里，拿出几个像样
的节目，走出香江花城，走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