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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先生爱酒，圈内皆知。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台静农代表作》，其

中散文部分，收入台静农先生作品十九篇，
除去八篇序、后记、读后等篇什，就有《我与
老舍与酒》《谈酒》《伤逝》等名篇，都写到与
友人喝酒之事，其它几篇也偶涉酒事。由此
可见一斑。

1936年8月，台静农先生到青岛山东大
学任教，秋末冬初首晤老舍先生，后成为莫
逆之交。不久，他从校园搬出，租住青岛黄
县路19号，因为这里，步行几分钟就可到达
老舍的住所，他们之间串门、聊天、喝酒，不
再稀罕了。

在这里，台静农先生写就小说《登场人
物》，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方法论》。一天，老
舍到来，送他一本新书《老牛破车》，台先生
似乎不大领情，对老舍说，我喜欢《骆驼祥
子》。那时《骆驼祥子》还没有出单行本，刚
在《宇宙风》连载完毕，老舍无法满足他的
愿望。

唯一可以弥补的，就是约上三二好友，
到平度路的小酒馆，喝上一杯。

1946年10月，台先生赴台湾大学文学
院任教。离开原乡，海峡相隔，难免“水土不
服”，台先生曾说，“没想到来到台北，竟有
置身异域之感”，故土和友人，如影随行，唯

酒相伴，排解惆怅。晚年，友人要把台先生
学术论文辑印成册，他婉谢了。与此同时，
友人要把他在大陆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出
版，他欣然应允，并亲撰后记，入集的十二
篇小说，在北平创作的十篇，其中九篇是以
故乡叶集为题材的，他在后记说：“这次读
过后，使我有隔世感的乡土情分，又凄然的
起伏在我的心中。”再读自己带着故乡泥土
芬芳，溢满浓郁生活气息的旧文，在台先生
看来，重读往日的旧作，是回望故乡的替代
品，故乡浮现在眼前，徜徉在熟悉的暖怀。

台静农先生还是大书法家、金石专家，
友人向他求字，在所难免。在叶集“台静农
纪念馆”，台先生的后人介绍，每当这时，他
往往挥毫，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
华发”相赠，每一个获赠的人，在欣赏台先
生书法艺术的同时，透过苏轼作品的摘句，

一定会读出台先生，意在笔先，力透纸背，
孤忍煎熬的伤情况味。

台静农先生有言：“痛饮酒，谈离骚，可
为名士。”即使到了晚年，他写给叶集同乡
好友李霁野的信里，说自己仍是“犹好嗜
酒”。从台先生身上，我隐约发现“叶集的麻
雀，也能喝半斤”是有渊源的。

台先生何时爱上酒的，我无从考证，但
在青岛与友人的酒谊，是他到台湾以后，记
忆里最为深刻，也经常令他回想的一段。

那时，台静农先生和老舍、王统照、吴伯
箫、叶石荪、邓仲纯等友人，见面的时候，喝
酒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说这几个同道人，亦
是酒友，毫不为过，他们经常是“薄暮入席，
夜深而散”。

他们喝过各种各样的酒，台先生对比了
“名酒”和“杂酒”，他最喜欢青岛当地的“苦

老酒”。在《谈酒》中说：“普通的酒味不外辣
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而亦不失其应有的
甜与辣味；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
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这独特的

“焦苦味”，像风一样，陪伴他一起远渡台
湾，弥漫周围，宛如“剪不断，理还乱”的纽
带，割舍不去，每每冥冥中，闻到了“焦苦
味”，故乡就在心中荡漾起来。

对台先生来说，排遣孤独、郁闷、思乡，酒
是最好的解药，“为发一发闷气，多灌些老酒
也好”，“我仅能藉此怀想昔年在青岛作客时
的光景”，每遇大陆过去的人，他总会提到青
岛和“苦老酒”。多年以后，一友人从青岛给他
带去两瓶，他立时打开，故乡的味道扑面而
来，台先生老泪闪烁，情不自禁，像对友人，又
像自言自语，“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
儿。”故土的味道最浓，令人动情陶醉，也最难
以忘却。

“焦苦味”，融进
台先生的血液，每一
次的起伏、涌动，都
会触及台先生最为
柔软的神经，与他一
起，吞咽离愁别绪，
咀嚼绵绵不绝的苦
苦乡愁！

以酒消解怀乡愁
谢 明

2024年7月1日晚，六安梦工
场创排的情景舞剧《寻梦·新生》
在六安红剧场上演。其实，走进、
创作一部作品，对于编剧而言，就
是一场和优秀灵魂深度对话的过
程。因缘情景舞剧《寻梦·新生》的
创作，我得以和一个优秀的“灵
魂”对话，并深度走进六安梦工场
创始人钱楚楚执着于“人生的第
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 跳舞”，
倾心于“为热爱舞蹈的孩子种下
希望的种子”这一艰难而又励志
暖心的人生历程。

论及情景舞剧《寻梦·新生》
的创作初衷，大抵是一种来自同
频人的心灵共振。笔者自认识钱
楚楚以来，就数次被其对舞蹈的
热爱和追求所打动。无论是放弃
稳定工作考入北京舞蹈学院编导
专业进修，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创
办“梦工场”舞蹈学校，对舞蹈事
业的热爱和痴迷，是推动其人生
不断前行和精进的源动力。用她
自己的话来说，“舞蹈一次又一次
引领我走出生活的泥沼”。因此，
在梦工场舞蹈学校创立十周年之
际，创作这样一部情景舞剧，即是
对她本人醉心于舞蹈人生的回
顾，也是一次关于理想和热爱可
以推动人生“走得多远”的艺术探究。

从体裁来说，舞剧是舞蹈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通过凝练化
的戏剧情节、舞蹈动作来抒发情感，体现舞蹈艺术的本体特点和
优长。因此，在剧本创作过程中，笔者尽力摒弃柴米油盐生活常态
的描写，凝练和寻找推动钱楚楚舞蹈人生的重要时间和事件结
点，从而展开叙事。如在第一篇章“初遇·寻梦”的故事中，通过“少
年宫初遇舞蹈”“坚持创立明星班”等篇章的叙事，讲述了童年钱
楚楚初识舞蹈、醉心舞蹈、追逐舞蹈、享受舞蹈的故事。在第二篇
章“坚守·初心”和第三篇章“新生·前行”的故事中，则重点讲述了
梦工场的学生默默在钱楚楚的引导下，通过基本功训练、参加舞
蹈赛事、研学游、公益活动、艺术鉴赏课等特色活动、课程中找寻
对舞蹈的热爱，提升自我认知、培育心中舞蹈“种子”的故事。从

“寻梦”到“新生”，一个青年优秀舞者对舞蹈的追求矢志不渝，对
舞蹈的认识日臻完善，最终实现了精神领域的“自足”到“足他”的
跨越，这应该是舞蹈回馈给每一个真心的“求爱者”最好的礼物。

此外，在剧作前半段《寻梦》的创作过程中，笔者将较重笔墨
用于“艺校”学习生活的摹写。也许追求梦想的道路总有那么一段
路需要独行，对于12岁即独自一人离家去艺校封闭学习舞蹈的钱
楚楚来说，这条独行的路一走就是五年，个中滋味，实难究宣。但
恰恰是这独行的五年，锻造了钱楚楚精神上的独立和自主，并支
撑着她渡过日后创业路上的一个个难关。而在《新生》的故事，则
是“给更多孩子种下关于舞蹈梦想的种子”这句话的阐发和诠释。
对于钱楚楚来说，因着这句初衷，在十年舞蹈教学的路上，她做了
很多旁人不理解的事，在做好舞蹈教学同时，她坚持研发、创立舞
蹈艺术鉴赏课、即兴表演课，开展舞蹈主题研学游，先后带领400
多名梦工场孩子及家长、老师开展“梦工场525舞蹈日公益助学活
动”“为光爱学校孤儿筹集175件新棉衣”等多场大型公益助学活
动……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努力对抗功利的
舞蹈教育，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灵魂的舞者。”

情景舞剧的结尾，随着《如愿》音乐的响起，成年的钱楚楚
和童年的钱楚楚在舞台上隔空舞蹈、隔空相拥，原来只有在心
底才能对话的空间，被艺术化地展现在独有的舞蹈空间内。二
十载寻梦的时光，那个坚持梦想从未放弃的独行女孩，个中坚
守与心酸、执着与努力、彷徨与挣扎，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应
与宽慰……而观众也在全景式的观看体验中，一起进入到具
有魔力的舞台叙述中，从钱楚楚的故事中追寻到自身的影子：
谁不曾有过梦想，谁不曾为热爱的事情努力过呢？尤其是在经
历了俗世洪流的席卷后，那少
年时的梦想和热爱愈发明亮
和珍贵。

我想，和优秀灵魂对话的
意义，也大致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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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高考在即，全家人不敢掉以轻心。
傍晚，王晓背着一大包书回到家，对

父母亲说：“这几天，老师让我们回家静
一静作最后冲刺。”“儿子你歇好，其他你
就不要操心，我和你爸给你当好后勤部
长。”妈妈说着和爸爸进行了分工，爸负
责外买，妈负责内务，确保儿子吃好喝好
睡好心情好。总之，需要什么，保障什么。
第二天一早，叫儿子起床吃早饭，儿

子精神状态不佳，哈欠连天，揉着眼睛
说：“门口池塘蛙声一片太吵，昨晚没睡
好。”

妈妈说：“儿子，你只管学习休息，这
事交给我和你爸解决。”

王晓家所住小区里有一个人工湖，水
中有鱼有藕有青蛙。当年王晓爸妈特意
把房子买在池塘边，所谓景观房。

对于王晓来说，环境再好也不如休息
好，养精蓄锐很重要。父母关心的就是儿
子能否吃喝睡好，精神状态怎样。现在听
说蛙声影响了儿子休息，急了，必须立即
想办法解决。

据媒体宣传，高考中考期间，一律禁
噪，确保为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迎考环
境。王晓妈妈拨打了禁噪举报电话，接电

话的工作人员问：“你好，请问有什
么需要帮助？”“我向你们反映小区
池塘里青蛙叫声大，扰民，你们管不
管？”“不好意思，你反映的事情不
是禁噪工作内容。”

明明是噪音，还说不属于，王晓
妈妈纳闷。转身想到找物业公司，我
们都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这事物
业要管。她匆匆赶到小区物业服务

中心反映情况，物服中心主管态度也很
好，说：“至今还没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
这事也不是我们合同约定服务内容。再
说如果我们驱赶小区池塘青蛙，其他业
主肯定会有意见，晚上我们可以过去看
看。”

王晓妈妈黑着脸，又打电话找业主委
员会张主任。张主任说：“池塘里有青蛙，
说明我们小区生态环境好，大家都没有
意见，我们不好管啊……”

最后想到找媒体督促解决，媒体也婉
拒。没办法，为了儿子，王晓妈妈通过抖
音呼吁这个事，两天后，池塘边倒是引来
一些打卡拍视频的人。实在没招了，王晓
父母晚上拿着长竹竿，守在塘边，只要听
到蛙鸣，就用鱼竿敲打水面，青蛙受惊
吓，立即不唱了。见竹竿禁声效果好，夫
妻俩每晚每人一小时，轮流值守。

王晓高考结束，池塘蛙声一片。

蛙 声
汪振路

母亲精心保存着三种糖罐子：一个装满白糖，一个装满红
糖，还有一个则装着冰糖。这些糖罐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之前用
来装罐头，但母亲将它们清洗得干干净净，用抹布擦拭亮堂，然
后晾干备用。

对于母亲的糖罐子，我总有一种莫名的兴趣，常常凝视着它
们出神。母亲习惯将这些糖罐子置于碗柜的最顶层。当家中无人
时，我们便会站在椅子上，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取下来，轻轻地旋
开瓶盖。即刻，一股甜蜜的香气便从罐中逸出，弥漫在我的耳朵、
鼻子和嘴巴周围。

趁妈妈不在家，我用勺子轻轻地挖取一些糖，倒入饭碗中，
再加入一些温水，慢慢搅拌。小口品尝，那甜蜜的滋味让我回味
无穷，接着再细品一口。这样半碗糖水，我要分成十次喝完，每喝
完一口都会无比满足地打一个嗝。对于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来
说，糖代表了最甜蜜的童年记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零食
选择寥寥无几，糖类便成了极受欢迎的零食。

下雨的日子里，母亲总是忙着熬制麦芽糖稀。家中那口旧缸
里，存放着发芽的麦子，母亲不知查看了多少次。她将这些麦子
取出，仔细清洗干净，然后捣碎。同时，糯米被蒸至熟透，准备就
绪。接着，母亲将捣碎的麦芽倒入熟糯米中，充分搅拌，以确保两
者彻底混合均匀。这样的混合让糯米和麦芽得以充分发酵。大约
六个小时之后，母亲会用纱布将这些混合物中的水分挤出，为了
确保最终成品的纯净，挤出的液体最好再进行一次过滤。

接着，母亲把挤出来的水分倒入锅中，大火烧开撇去浮沫，
再继续熬二十分钟左右，变稠鼓泡时，就要不停搅拌，防止粘锅。
熬到变成香油色、提起铲子，有大片结晶，就可以起锅了，母亲把
熬好的麦芽糖装在一个大瓷盆里。

母亲擅长利用麦芽糖制作各种精致的糖果。例如花生糖和
炒米糖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切糖和黑切糖，这两种糖果质量
上乘，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奢侈品，平时几乎难得一尝。然而，每
当我去姥姥家做客时，总能享受到这些美味。姥姥家家境较为宽
裕，因为姥爷在县林业局工作，每月有固定的收入，所以他们家
的生活相对富裕，吃穿用度都显得格外优渥。

自从我妈做了糖细果子，我整天惦记着，我晚上做了一个
梦，梦见我的房子变成了糖房子，我再也不用愁没有糖吃了。我
想象着所有的树都是糖，所有的花都是糖，所有的草都是糖，所
有的童年都泡在糖罐子里。

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渴望母亲糖罐子的孩子已经长大，各
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如今，母亲的血糖高了，那些曾经轻而
易举能够品尝到的甜蜜，已经变得遥不可
及。我的血糖也高了，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
样肆无忌惮地偷吃糖了，但我们心中那份
对甜蜜的怀念和相互间的关爱，却是永远
不会消融的。

在这炎炎夏日，奔赴东北寻
觅一份清凉，实乃绝妙之选。

儿时，聆听王刚演播的《夜幕
下的哈尔滨》，那时起，东北的几
座城市于我心中便充满了神秘的
色彩。哈尔滨、佳木斯向来也是谍
战片的绝佳取景之地。

十年前，曾与好友携手共赴
哈尔滨。那中央大街上的方石
路，坚实而古朴，听闻是花岗岩小石条，
整齐深埋约六十公分，路面恰似排列有
序的一块块小方面包，岁月的包浆使其
表面铮亮无比。街边的建筑洋溢着浓郁
的异域风情，巍峨的索菲亚教堂静静矗
立，太阳岛风光旖旎如画，冰雪大世界
里的冰雕晶莹剔透宛如梦幻。还有那老
酸奶、哈啤以及大列巴，皆在记忆深处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马迭尔酒店的老雪
糕，更是春夏秋冬里年轻人手中的挚
爱。
再次来到中央大街马迭尔酒店的雪

糕小卖部，东道主率先表露心意，多年未
碰雪糕，望见这百年老店的马迭尔雪糕，
终是按捺不住尝上一根。还有那凑堆起
哄的友人说道，百年品质，零反式脂肪。
经不住友人的劝诱和好友的鼓动，一晚
竟吃了两根马迭尔雪糕。热情衡量的尺
度原来并非温度，那零下的雪糕在肠胃
中亦能燃起热情的火焰，只是叫嗓子变
得沙哑。刚过父亲节的小老头们，也在此
刻尽情地疯狂了一回。夏日的夜晚，中央
大街人流如川，热闹非凡。顺着中央大街
漫步至松花江畔，防洪纪念塔高耸入云，
彩色灯光随江水摇曳生姿，岸边台阶上，
坐满了纳凉的人群。我询问朋友，为何哈
尔滨人皆钟情于在外闲逛，他们回答，在
家憋屈了整整一个冬季，自然要尽情感
受大自然的韵味。

第二日清晨，穿过中央大街，来到红
专早市，路两旁小吃和买菜的摊位绵延
数百米，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却未觉
是噪音扰耳。坐下来，喝一碗热气腾腾的
羊杂汤，点上几个牛羊肉烧麦，静静观望
着熙熙攘攘的早市人流，动与静、忙与
闲，在此刻已没了清晰的界限。仿若回到
了木心笔下的《从前慢》，卖豆浆的小摊
升腾着缕缕氤氲热气。

佳木斯，东极之城，紫气东来，细雨
绵绵，空气清新宜人。朋友安排在四丰山
水库旁边的宾馆歇脚小住，沿湖栈道蜿
蜒曲折，远处青山含翠，近处绿水环绕人
家。佳木斯更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
江三江汇聚之所，一望无际的黑土地，曾
经的北大荒已然华丽转身为北大仓。中
国人的粮仓，稳稳地端好了中国人的饭
碗。这里凌晨二三点，就日出东方了，夜
生活连上了早锻炼。吃饱喝足之余，精神
生活也要丰富起来，这里还是中国广场
舞的发祥地。乌苏里船歌在耳畔轻轻飘
荡。
三年疫情，束缚了人们的脚步，宛如

参禅闭关之人。如今，人们仿佛顿悟出关，
掀起了全新一轮的文旅热潮。无论是来自
南方的细粮，还是北方的粗糠，终究抵挡
不住那热烈的宣传，身未动，心已远，人
人跃跃欲试。再次踏上东北这片广袤无
垠的土地，这里的风景，依然如往昔般明
艳动人，人气亦是火爆至极。只可惜，当
年一同前来东北打卡的那些人，未能再度
全部相聚。如今再度相逢，小烧烤、大哈啤
纷纷登场。十年前离开东北那日小雨淅
淅，再次离开东北亦是细雨拂面，旧雨仍
存，新雨如约，哈啤斟满，酒花飘香，雪泥
鸿爪。漫步于东北的街头巷尾，感受着那
独特的风土人情，淳朴热情的民风，时间
仿佛陡然间慢了下来，令人沉醉其间，无
法自拔。每一个街角，每一处景致，都在轻
声诉说着这座城
市的故事与魅
力，着实令人流
连忘返、心醉神
迷。慢生活让我
们细细品味人间
烟火气，抚慰着
每一颗凡人心。

南湖红船

从1927年7月嘉兴南湖驶来
最普通的红船，装满中国最伟大而耀眼

的红色
像旭日东升，映红了碧波
连蕴藏的秘密也被映红了
红船掀起的浪花，有红色的泪，红色的

芬芳
更多的是红色精神
每一朵浪花都是一粒火种
种在有志之士的心田
种在大江南北，渐渐地燃遍神州大地
照亮了漫漫黑夜

从此，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
党诞生了
从此，中华民族的幸福开始启航———
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整整103年了
南湖红船，一浪推着一浪前进

浪涛举起了烟波，也举起了
镰刀、铁锤和崇高的信仰

党 旗

用殷殷鲜血，印染颜色
用朝阳的光芒，编织经纬
照耀长空、大地和人间
金色的镰刀和铁锤，闪烁在时间深处
演绎人类伟大的真理

火红的旗帜，神圣的旗帜
每一寸土地因你的飘扬而日益美丽
每一个心灵因你的舒展而温暖明亮
历经百年风雨
多少种生物从幼小走向成熟走向消亡

多少个敌人一个个从猖狂走向覆灭
而永远不朽的
是在世界上空飘扬的鲜艳旗帜
你绚丽、清新、鲜亮的色彩
所到之处，总能读到
光明，胜利，幸福，开拓
总能听见来自共产党人的红色呼吸

红色草地

万里长征中，草地的红里
不只是脚踏大地的长度和深度
更是丈量长征精神的高度和亮度

当一支打着绑腿，穿着草鞋的队伍
把野菜、树皮、草根

和胃肠一起煮沸成激情时
沼泽和泥潭也灿烂为
一种鲜艳的红色，一支悲壮的歌
唱响这支歌的汉子
个个都是红色的音符，红色的火种
这红色，感召黎明的曙光

汗水浸透着雨水，雨水浸透着血水
像春天的种子，播撒到哪里
红色花朵就开在哪里
红色果实就丰硕在哪里

红色的草地，始终以真理的光辉
孕育伟大的胸怀，红色的光芒
用这种光芒缝合着中国革命
在最危险的一段进程中的血色伤口

中国红 (组诗)
杨定祥

母亲的糖罐子
蒋 莉

再访东北
汪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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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散
文文 诗诗 歌歌

诗诗 歌歌

风是绿色的
影子是绿色的
荷的耳朵是绿色的
一只鸟
踩在花蕾上
屏住呼吸
偷听风与荷的
悄悄话

孔孔祥祥秋秋//摄摄影影 流流冰冰//诗诗歌歌

不下十次，近两年被问到左边脸上新长
出来的一块斑
都在建议我是不是需要把它消除
刚刷牙时我对着镜子细数我的抬头纹
似有五六条
地心引力也让眼皮有下坠的迹象
这一切都是岁月留下的记录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应该还会长更多的

皱纹、眼纹
甚至变得满面沧桑
没有了年轻人的任何印字，但是我想说
我真的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它们
不管是太阳晒出来的斑斑点点
还是新生的痣还有皱纹越来越多的手指
我都一一很喜欢它们
我喜欢跟它们共存，我也喜欢它们伴我

老去
也可以新增更多的小伙伴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
如果我是一棵树，我怎么会舍得去抹除

任何一段年轮呢
那是我一点一点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看着

它们生长出来的
嫩芽固然很美，百年的老树也给我深入

骨髓的安全感
所以，我爱自己，包括善良、热情、开

朗、坚韧、主动
也包括脆弱、社恐、胆小、懒散、逃避

和所有岁月的痕迹

梦 想

突然间
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从某一天开始
我可以不用每天朝九晚五的忙碌
而是，干半个月，歇半个月
休息的半个月，我会寻一座小山
找两间被别人废弃的房子，最质朴的那

种
再整几块地，随便种点什么
蔬菜，花生，玉米，红薯，土豆……
然后养两个狗狗，一群鸡鸭鹅
不下雨的时候，我就专心种地
种地的时候，我希望不被人来打扰
累了，就晒晒太阳
困了，就躺地里眯会儿
下雨天，就窝在屋子里
看看书睡睡觉或者找附近的乡亲聊聊天

打打牌
就想过这样的日子，简单且朴素
亲近土地，回到原始
想想都甜蜜温暖

珍 惜（外一首）
周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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