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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生活七彩

■往事如烟

沈东海

上梁，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
言，特别是住在城里的孩子，知之
甚少。有好奇心者难免要猜测一
下，问：“是上梁山，还是小偷跳到
梁上？”其实全不是。

上梁是一种乡土风俗，农村
人盖房必不可少。等房子基本落
成，挂着红绸布的大梁被徐徐吊
上屋顶，胆大的屋主就要爬到顶
楼，燃两挂小鞭炮，分撒喜糖、喜
果。而两只手掌大、白白胖胖、盖
着红印的上梁馒头，是必不可少
的。

看这场好戏的，除了四面八
方赶来的亲友，便是村里的老人、
妇女、孩童。一面熙熙攘攘，你推
我挤；一面眼疾手快，身手敏捷，
像这儿正闹着饥荒，又赶上土财
主分粮。大家不为别的，无非是
为了多抢些喜糖、喜果，农村人爱
热闹，也图个吉利。当然，好面
子、讲身份的男人，不会干这个，
只远远地站着，点燃一根烟，只等
这场“好戏”演完，踩着一地被踩
烂的吃食，踏入房内，上楼去。他
们自以为是这方面的行家，要进
去瞅瞅这房子盖得怎样。若是房
子结构好，气派，比自己当年盖的
那小楼漂亮，免不得又要站在屋
顶，徐徐地燃一根烟，向屋外的风
景远望，开始在心里盘算着是否
也要盖一栋楼。寻思着要盖房的
人家，免不得家里都有一个男
娃。农村人生了女儿的，一般能
将就，就将就，因盖房这事费钱不
说，还能把人累个半死。俗话说
得好，装修一次，等于生一场大
病，更别提盖房加装修。这里顺
便一提，现在盖的房子，大多钢筋
混凝土浇筑，全屋已找不到一根
大梁。无处悬挂的红绸布，便只
能意思意思，在几根支在顶楼包
混凝土模板的木头上，挂那便完
事了。

接着，屋主人便要请四方来
的亲友吃饭。这样的一天，宁波
人叫上梁日，而喝的酒，叫上梁
酒。只是这风俗，受了宅基地审
批的限制，就算在农村，也已不多
见。

关于此，若问我记忆最深的，
还是有的。那天，在村里的小学
上体育课，忽听操场外楼顶的几
个男人在大喊：“小顽，上梁馒头

要哇？阿松叔叔给你们扔几个。”
大家一看那新盖的、还未完工的
房子，全明白了，浑身像打了鸡
血，全围到了靠近那房子的围墙
处。而今想来，当时为啥这么激
动，一是好玩，那时的孩子最喜欢
抢东西吃，这可能源于动物的天
性与本能；还有便是那时的孩子
也确实没啥吃的，几个白面豆沙
或芝麻白糖馒头，算是很不错的
吃食。

话音刚落，几米开外的楼顶
上，下起了馒头雨，又像手榴弹一
般，全扔了过来。我们就像棒球
赛里的接球手，馒头还未落地，便
被黑压压一片人中反应最快、跳
得最高的那个抢走了。当然，馒
头也有扔到无人区，而落得满身
土灰的。就算这样的馒头，孩子
见了，也不放过，抢来直接揣进口
袋，或塞入怀中。到后来，条件好
了，大家也讲卫生了，这样的馒头
便少有人吃，扔了可惜，渐渐思路
转变，开始在馒头外套塑料袋。

而当时的我，说来惭愧，身材
不高，跑得不快，力气也不大，和
别人比样样平平，没一样占优，与
人抢东西，缺点就全暴露了。那
时的我，用一个词总结，便是“没
用”。就在我心灰意冷之时，忽听
楼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定睛
一看，没想到是我爸。原来那是我
亲戚的房子，我爸也在那上面帮
忙。他一面指挥我去人少的地方，
一面给我扔馒头，一个两个……扔
得不准，接得也真够臭，我开始越
跑越快，跳得也越来越高，终于在
三五人群中，一跃而起，像冲抢篮
板球般，把那个馒头抢了下来。
这或许从侧面证明，我读初中时，
为何这么能抢篮板，保不准是从
那时无意学会的。

记得还有一次，同样上梁，当
时主人还扔了钱，且全是一元的
硬币。自那以后，在我们村，以及
周边，但凡家里有点钱，盖了房子
上梁的，都喜欢扔硬币。而今想
来，扔出的钱，像撒下的谷子，人
们像小鸡在啄米。当然这又是一
个很不好的比喻。正因有了如我
的想法，成年人便好面子，变得相
当无趣。

城里也有类似上梁的仪式，
如进屋酒，文绉绉地请亲朋好友
吃喝，光剩下了吃，与农村的上梁
仪式感相比没多大意思。

闲话上梁

俞亚仙

因为电影《八佰》记住了上海四
行仓库，被当时英勇的战斗场景和
抗战精神所震撼，今年清明节，我没
有回家祭祀亲人，选择了去四行仓
库瞻仰英雄。

“四月的清风见证思念，弹痕犹
在，英魂不朽，今日吾辈永念先辈深
恩，这盛世如你们所愿。”“在这里我
感受到了鲜活而残酷的历史，而不
是书本上的文字，也认识到我们现
在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参观过四
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后，我感触良多。

“弹孔墙”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
馆西立面的外墙，墙上的 8个炮弹
孔、420多个枪弹孔，全部按照原来
面貌及实际位置还原。馆内包括序
厅、血鏖淞沪、坚守四行、孤军抗争、
不朽丰碑及尾厅等六个部分的展
览，运用实物、雕塑、现代科技等手
段再现当年战斗场景，通过图文展
板、巨幅绘画等形式展示上海人民
投身全民族抗战、共御外侮的历史
事实，以及中外各界对“八百壮士”
英雄事迹的颂扬和缅怀。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
后，时任第 88师 262旅 524团团附
谢晋元带领 420余人，据守四行仓
库。为了迷惑敌人，同时壮大四行
守军声势，四行守军统一口径，对外
称四行仓库内有八百人，外界故敬
之为“八百壮士”。面对数十倍于己
的日本军队，“八百壮士”孤军奋战
四昼夜，从10月26日战至30日，毙
敌200余人，直至接到撤退命令后，
才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这场战
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
焰，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战
的决心与勇气。“八百壮士”在中国抗
战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当时伦敦
的《新闻记事报》发表社论称：“华军
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实为任何国
家历史上最英勇的一页，上海华军的
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会
议之诸代表。”

进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二楼，一封巨型家书首先映入眼
帘。它是谢晋元将军在奔赴淞沪战
场前给妻子写下的家信，更是一封
遗书。“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 400
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部都要战死在

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
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拼死战斗
到底。”谢晋元次子谢继民在《我的
父亲谢晋元将军》一书中回忆，谢晋
元让每一位留守的战士都给家人留
下一封家信。馆内也复原了“八百壮
士”同写遗书的场景，一名战士坐在
桌前，认真地写着家信，旁边战士在
口述，其他人有的围观，有的坐在一
旁等候。这些战士大多年岁不大，小
的十六七岁，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
很多人匆匆赶赴战场，还没来得及给
家人留封信，可现在要写信了，却发
现这第一封家信就是自己的遗书。

在二楼展区，一堵“八百壮士”
英名墙上，镌刻了 300多名壮士的
姓名、职务和军衔。根据历史记载，
坚守四行的“八百壮士”实际人数
420余人，但长时期来，除谢晋元、
杨瑞符等将领的姓名外，大多数壮
士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工作人员
通过搜索、比对各种书籍，并赴上海
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
以及到曾输出过 200余名“八百壮
士”的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实地考
察，整理出目前的这份名单，通过这

种方式让观众记住每一位坚守在四
行仓库的英勇官兵。

原以为参观四行仓库是上了年
纪的人居多，没想到，展厅中除了学
校组织的青年学子外，很大部分是家
长领着孩子，当我听到身旁的年轻爸
爸对孩子说“你要永远记住 9月 18日
是咱国家的蒙难日”时，我瞬间泪目，
80后、90后、00后是非常爱国的一代，
他们总是坚定地站在祖国这一边，用
他们的方式阐释历史，传承着中华民
族的优秀文化。

当我心情沉重地走出展览馆时，
看到广场前是民众自发敬献的花束
与各式饮料点心，表达着对英烈的缅
怀与崇敬。

出了四行仓库，我沿着苏州河前
行，一路上樱花盛开，行人三五成群
拍照留念，沿途风景如画，老建筑与
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金茂大厦、上
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等浦
东“四件套”遥相呼应，战争与和平，
十里洋场与如今的繁华都市，在最美
人间四月天，难以与88年前如此惨烈
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所幸，我们没有
忘记为抗战献身的先烈们。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观展记
茉莉花

随着年龄的增长，开私家车
外出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于是在
三年前办理了老年人免费公交
卡。今年 2月下旬我乘坐 228路
公交车去奉化银泰城，办完事之
后去站点等车时发现自己的公交
卡不见了，找来找去找不到。想
想肯定是自己弄丢的，大概率是
掉在公交车上了。

过了几天，我在家门口又等
228路公交车，由于没带硬币，我
想尝试扫码付车费，一扫却不
行。车站附近也没有商店可以换
硬币。这时我看了看公交车内，
坐有八九名乘客，就掏出10元纸
币请有零钱的乘客帮忙兑换一
下。这时一位 60岁左右的女士
说：“我看看。”然后，她拿出 1元
硬币说：“我替你付了吧，我也碰
到过这种事情。”我连声道谢，早
上一出门就遇见了一位好人。

这时，司机说：“你要坐公交
车就把手机软件开通好，这样就
方便多了。”这时，我说：“我有公
交卡的，前几天坐车时可能丢在
车牌 1677号的公交车上了。”那
位司机忙说：“这辆车就是 1677
号，你叫什么名字？”我报上姓名
后，他说：“公交卡上是否挂着一
根长长的带子？我看照片上像你
本人。我在座位边上打扫卫生时
捡到的，放在方桥公交总站的失
物招领处。”我忙说：“谢谢师傅，
我知道了。”又碰到了一位好人。

在奉化银泰城下车后，我想
着先去换好零钱以便坐回程公交
时使用。走到晨光电器收银台，
我找到一位小伙子，麻烦他给我
换点零钱。他很有礼貌地说：“零
钱没有，你有手机支付宝吗？我
可以帮你设置。”我忙拿出手机点
开了支付宝，不一会儿工夫，设置
成功。而且他还不厌其烦地教我
如何使用，我学会后感激地对那
位小伙子说：“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再次遇见了好人。

我在公交站等车回家时，感
觉这次踏实了，可以用手机扫码
付款了。等到 228路，我上车顺
利扫码后，心想还是直接坐到方
桥总站拿回公交卡吧。到站乘客
下完后，我对司机说明我到总站
的目的，司机很热心地说：“你回
来坐的这辆也正好是1677号车，
这也太巧了。”下车后我不知往哪
边走，只听司机大声朝一个方向
大喊道：“张先生，公交卡的失主来
拿卡了！”只见对面走来了另一位
师傅，他们两人同时陪着我到了失
物招领处的窗户边，那边放着的不
正是我丢失的那张公交卡嘛。

我拿到这失而复得的公交
卡，心里真的感动极了。感动于
司机的热情，感动于奉化的好
人。一天之内，接连得到多位陌
生人的热心帮助，让人心里暖洋
洋的。正是这些素不相识的奉化
好人，把奉化变成了一个更加温
暖美好的家园。奉化好人，谢谢
你们！

奉化好人多

吴大明

老屋是 1990年 9月造的，当时
屋面用的是砖房加小瓦，窗户是木
头玻璃窗，它系着三代人割舍不断
的情愫。

由于近十年老屋一直空置着，
渗漏严重，木窗有的关合不严，用铁
丝勉强固定，有的窗棂腐朽，手指轻
触便簌簌落屑，有的玻璃没有了或
只剩半块了。每逢雨季，雨水常常
淋到屋内，沿着楼梯、楼板从三楼漏
到一楼，内外雨幕交织，风起时分，

细碎的尘埃在空中蹁跹起舞，老屋
在风雨中瑟缩。更严重的是南面阳
台的梁裸露着锈红了的钢筋，在潮
湿的空气里持续氧化，如同未愈合
的伤口。这破败光景恰似迟暮老
者，在岁月长河里艰难喘息，每道裂
纹都在诉说着沧桑。每次我回老
家，老邻居们反复叮咛我“老屋要修
哉”。

为了修缮老屋，我请了几拨泥
水、卷材、铝合金窗三个工种的师傅
现场踏勘后，上述三个问题心中有
了答案，便制定修缮方案。本次修

缮原则：解决渗漏，加固阳台，控制
费用。具体实施方案为：更换屋面
砖瓦为木板加琉璃瓦，砌墙加固阳
台，所用材料自己购买，人工费用一
次性包干。更换铝合金窗材料和人
工费用一次性包干。

有了具体实施方案，定好维修
的师傅，商谈好价格，签订好协议，
估计好材料的数量。接下去是购买
材料，跑建材店，联系供货商，一番
讨价还价之后，材料都送到。约定
材料可退可补，少了不少麻烦。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终于到

了修缮阶段。先是现浇基础、砌筑粉
刷墙体，再是更换屋面琉璃瓦，最后更
换铝合金窗，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着。一个多月的时间，老屋修缮完
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修缮房屋
是一件忙事、累事，但看到老屋变新
房，痛并快乐着。

当琉璃瓦折射出第一缕晨曦，铝
合金窗框柱流动的云影，我忽然明白
修缮的不仅是砖瓦窗户，更是对记忆
的郑重托举。老屋新生，恰似时光长
河里泊着一艘船，既载得动旧日星辉，
也经得起明日风雨。

老屋新生记

严明夫

红叶李是极其平常的
无论是公园还是住宅小区
抑或是街道马路边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它是千百种绿化树中的一员
它不像玉兰洁白如雪
也不像桃花粉红似霞
更不像枫树热烈如火
它就这样默默无闻地站过了春秋
站过了冬夏
但是只要你留意观察
红叶李一年四季都有它的美丽

当春天来临，很多树还在休眠中
红叶李已经缀满了白色的小花
花朵虽小，只要数量庞大
嫩红的叶配上白色的花

是春天里一道靓丽的景
蜜蜂嗡嗡、花香阵阵
给大地带来了春的消息

深秋时节，当很多树木纷纷落叶
只剩光秃秃的枝丫
红叶李还是那么富有生机，舒枝展叶
树叶色泽更深，枝条修长笔直
它可以独木成林
它可以一排排一簇簇成型
远远看去犹如一堵墙一道屏障
它能挡寒风隔噪音阻沙尘
是理想的绿化树种
没有施肥、没有治虫，甚至没有修剪
它就这么顽强地生长着
还能年年结出丰硕的果实

花开花落，春去夏来

枝条上，由春天时的紫红小米粒，变成了小
珠子

而后又变成大珠子
红艳艳沉甸甸，累累硕果
非常引人注目

直到有一天变成了乒乓球般大小
枝条已承受不住果子的重力
纷纷弯折下来，有的甚至折断
于是，一群鸟儿活跃了
叽叽喳喳地来争抢美味
路人也被这诱人的果子惊艳了
纷纷爬树摘取这鲜果

我说应该感谢红叶李树的无私奉献
献出诱人的果子给我们
做人也要这样无私奉献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为红叶李而歌

云海 韩晓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