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FENGHUA DAILY
老人天地

■奉人纪事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责编：王曙丹 版式：郑依蕾 校对：俞佳梨 电话：88585607 邮箱：1197255029@qq.com

■往事如烟

■生活七彩

■心香一瓣

纪红深

暮春，因与外孙女相约，我随
老伴再度返杭州陪伴她。正是春
转夏的“五一”假期后，空气中浮
动着樟树花和茶叶清香。

住在杭州的时候，每逢周末，
我都会从位于运河畔的浙窑公园
出发，沿着运河西岸游步道缓步
前进，途经运河天地码头，随之转
入并穿越沿运河的高家花园幽径
古道。占地 1200多平方米的高
家花园，建于民国初年，为中国近
代民族纺织工业家高懿臣所建中
式花园别墅（园林）。2013年3月
5日，高家花园随所属文物保护
单位母项“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
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此地幽静、古木参天、遗迹遍
布，还有几处供游人游玩的运河
亲水平台。这是一条千年运河水
道的小众秘境，亦是我徒步私藏
路线。

穿越千年时空，唤醒世人迷
梦。我悄悄地进入静静横跨在运
河之上的拱宸桥，它就像一位饱
经风霜的老者，默默地诉说着往
昔的故事。

每当踏入拱宸桥，俯瞰脚下
缓缓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有
一种别样的感觉，听着流水声，
闭上眼睛，仿佛置身于南宋临安

的码头，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湿润的
气息，好像在穿越时空隧道，回到
了那个舟楫往来、商贾云集的繁华
年代。

此时，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桥面
上，与波光粼粼的运河水交相辉映，
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美丽画卷。
无论是漫步桥上，还是远眺桥景，这
份宁静中蕴含着深远的美，让人心
境澄明，思绪悠远。这座横跨在运
河上的古老石拱桥，静默地见证了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更承载着无数
旅人虔诚的祈愿与远行的梦想。

拱宸桥桥身长约98米，高约16
米，桥面中段略窄为 5.9米宽，两端
桥堍处有 12.2米宽，是杭州古桥中
最高最长的石拱桥，也是大运河南
端的标志性建筑。用青石板铺就的
桥身，三孔薄墩联拱驼峰桥的设计
展现出江南水乡的独特韵味，它不
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还蕴含
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桥上的石雕、
碑刻等艺术品展示了古代工匠的智
慧和匠心，历经风霜雨雪，依然坚固
如初。

驻足于拱宸桥，顺着桥东广场
走进了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
（2014年 6月 22日，中国大运河在
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像穿越在
时空隧道里，回到了那段繁华的大
运河时代。馆内展览丰富，每一件

展品都承载着历史的痕迹，更是文
化的传承。在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
六个遗产点当中，名气最大的非拱
宸桥莫属。看介绍“拱宸”这个名字
有一语双关的妙意。“拱”字本义为
两手在胸前相合，有恭敬、环绕之
意；“宸”字指北辰所在，是帝王的代
称，所谓“拱宸”意指百姓对皇帝的
拥戴。

就连拱墅区的地名，也得名于
拱宸桥和湖墅。据《钱塘县志》记
载，当时的举人祝华封为缓解两岸
居民船渡之苦，自行募集资金建造
了拱宸桥（亦有说法为商人夏木江
倡导修建）。

拱宸桥历经多次修缮与加固，
见证了杭州风雨沧桑，它是杭州水
路的北大门，据传当年康熙、乾隆皇
帝就是通过这座桥进入杭州的。拱
宸桥如一部摊开的千年古籍，每一
块青石板都是待读的篇章，游人的
足迹丈量着它的历史厚度，印证着

“一座拱宸桥，半部杭州史”的千古
绝叹。

在中国的版图上，大运河犹如
一条大动脉，纵贯南北，促成南北文
化交融，催生商贸文化、漕运民俗、
饮食技艺等独特地域文化，至今影
响沿岸民众生活方式。拱宸桥周边
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址。沿着
小河直街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途经
酱园码头、惠安桥、和睦桥等文化景

观，以及丝绸作坊遗址。
时至今日，拱宸桥俨然是大运

河南端的一个城市客厅。现代人可
以在拱宸桥和桥西古街休闲、娱乐、
消费。这也是拱宸桥带给这座城市
的另一种光芒。傍晚，选择从拱宸
桥码头，登上“香积梵音”号游船，船
行缓慢，岸边行人悠然自得地散步，
而船上的人们则静静凝视着四周的
风景。坐在船上一路前行，听着船
底潺潺的水流声，仿佛心中的尘埃
也被缓缓冲刷，这段旅程带来一种
宁静与祥和。随着船头的缓缓推
进，水浪被轻轻分开，河岸边，杨柳
轻舞，树木葱郁，两岸的房屋与树木
仿佛都在为游人让路，感到轻松与
惬意，让人沉醉其中。

船儿穿梭于拱宸桥、登云桥、大
关桥和卖鱼桥桥洞，各式各样的古
桥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沉淀着漕
运的故事，倒映着水上往来的身
姿。每个桥洞都藏着一段段历史壁
画，让我目不暇接。桥洞下方的石
栏，让行人得以近距离欣赏京杭大
运河的静谧与深邃，我不时拿出手
机拍摄，为这趟旅程增添了几分出
乎意料的收获。

游船一路前行，直至武林门码
头。这是一座写满故事的老城门，
经由一个个故事串联，成了如今杭
州城的故事地标。

我从运河走过

林崇成

鳝鱼因体色黄，故又称黄鳝，是
淡水鱼类之一。我的老家桐照村民
的家常小菜以海鲜为主，所谓“下饭
呒搞，三碗鱼鲓。”除了河鳗、鲫鱼
外，基本不食淡水鱼，认为淡水鱼味
道不及海鲜美味，偶尔在村周边的
水塘田畈里捉到黄鳝、泥鳅多用来
喂鸡鸭。渔村的这种饮食习惯直到
上世纪60年代年末才有所改变。

1968年教育部门贯彻“归队任
教”政策，不少在县内各地教书的桐
照籍教师回到了家乡任教。那时我
正在桐照中心小学初中部担任班主
任兼语文教师。大家很快便熟悉了，
言谈之中，有位来自平原地区的老教
师告诉我黄鳝营养价值高，他会做鳝
丝羮，桐照的水塘田畈里多的就是黄
鳝，让我有空去钓几条来尝尝。我有
点为难，一是不知道怎么钓黄鳝，二
是让村民知道了会说我是“馋痨痞”，
连鸡鸭吃的黄鳝都要吃，有点难为
情。他有点急不可耐，连忙对我面授
机宜，详细讲解如何用铁丝做黄鳝钓
钩，用蚯蚓做饵料等知识。

周末，我从家里的杂物箱中剪
了段约50厘米长的铅丝，一端在磨
刀石上磨成尖锐状，再用老虎钳把
它弯成鱼钩状，另一端绕成小圆圈
伸进食指便是把手，随即在阊门角
落的泥地里挖了几条蚯蚓作为饵
料，便信心满满地立刻去实践了。

田埂又宽又低，上面还留有不
少牛蹄印，我不知道黄鳝洞穴，只发
现其中一个牛蹄印中有个小洞且有
水，就漫无目的地将挂了蚯蚓的钩
子伸进去，突然水涨上来，并有东西
咬住了我的钩子，我急忙用力一拉，
竟有一条凶猛的大黄鳝伸出头来吞

了钩上的蚯蚓，而后迅速退回洞
去！我看傻了眼，因铅丝太软钩子
变成直线条了，一无所获的我只得
悻悻回家。

我找到村中熟悉的永康籍铁匠
师傅，讲述了我的钓鳝遭遇，并请他
给我做个考究的钓钩。他笑了笑就
用铁丝给我打制了一把钓钩，说了
句“保证再大的黄鳝也不会脱钩
了！”第二天我兴冲冲返回到那个牛
蹄印洞旁，上了饵料的钓钩刚伸进
洞又被咬住了，我猛一拉钓钩终于
将一条约一斤重的大黄鳝捉进了克
篓，接着又钓了三四条大黄鳝，高高
兴兴回家一称，最大的一条一斤二
两重，其余几条也有一斤左右。邻
居们都来围观，没有赞扬的话，只有
难听的话，说“半天空夫抲些无人要
吃的东西来是空劳碌”，家里人也不
待见，妻子说“你明天送到学校去，
让这些馋痨痞的老师们去吃吧。”

星期一晚上，我约了几位会做
黄鳝的老教师到学校食堂加工我钓
来的大黄鳝。他们首先将黄鳝倒在
加有冷水的铁镬中，放上几根稻草，
然后合上镬盖，镬下猛火旺烧。不
一会儿传来镬内黄鳝蹿动挣扎之
声，煮了一会儿后，揭开镬盖，只见
稻草上黏满了黄鳝黏液。捞起熟黄
鳝浸入水中冷却，取出后用菜刀剖
去内脏，左手按住黄鳝头部，右手用
刀剔除黄鳝脊椎骨，将黄鳝肉切成
鳝丝，十几分钟后做成鳝丝糊辣，至
此大功告成。随后，大家打开事先
买来的啤酒，举杯大快朵颐。

在学校吃过鳝丝糊辣后，大家
都将此等美味绘声绘色地讲给家里
人听。渐渐地，捉黄鳝成了一些村
民的业余爱好，吃黄鳝这事也慢慢
地被村民所接受。

钓鳝杂记

俞亚仙

陈红久是我老年大学陶笛班
的任课教师。陈老师是中学高级
教师，有着几十年丰富的教育经
验，曾获浙江省优秀教研员，宁波
市优秀学科带头人等荣誉。陈老
师有思想、有活力、有方法，不仅
能够调动全体学员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而且在转化教学成果，
引导中老年学员展示学习成果方
面成效显著。

治学严谨，教学有方的好老师

陈老师治学严谨责任心强，
会根据老年大学陶笛班新生老生
混编的实际情况，采用复式教育
的方法，自编教材，编写了《12孔
陶笛入门教程》《陶笛基础课程》
1-3册，供大家学习。并根据学
员的实际情况，采用三步教学法，
遇到难点的地方，划出重点，一个
手指一个手指示范，有学员形象
地说：“这哪里是在教大人，简直
像教幼儿园孩子一样细致！”

三年多时间，大家不仅掌握
了持续奏、圆滑奏，还学会了顿
音、叠音、波音、颤音等演奏技巧，

大家掌握了 40多首世界名曲与练
习曲，学会了合奏与重奏。陈老师
还组建了班级微信群，提前把示范
作品发在群里，供学员学习。通过
微信交作业的方式，及时给予点评
指导。这种贴心周到的教学方式，
方便了学员的同时，苦了老师自己，
可她却毫无怨言，乐此不疲。

为迎接首届陶笛班课程结业演
出，陈老师提前准备、精心策划，学
员们提前两个月集训，经过师生的
共同努力，演奏会赢得了观众的阵
阵掌声和美丽的鲜花，得到校领导
与出席嘉宾的高度赞扬。

亦师亦友，老年学员的贴心人

陈老师对学员尊称为某某老师、
某某姐，师生之间亲密无间。但陈老
师教学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润物无
声。陈老师上课时会把抽象难学的
乐理知识化作平实形象的语言，风趣
幽默，使之易懂易学易记，课堂上时
常笑声阵阵，其乐融融。陈老师虽自
编教材，但又不囿于教材，会根据学
员的学习进度，随时作出调整，难易
交替。课后作业的布置既提出练习
的方法，又提出标准与要求，她叮嘱
学员，陶笛虽然易学、上手快，但要学

好是个技术活，要勤学苦练，要“笛不
离手”，同时又要学会巧练，每天练之
前要“三问”。对学习中遇到瓶颈畏
难想退学的学员，陈老师会及时给予
鼓励，对进步较快的学员，提出更高
的要求。

有一年，陶笛班进了几名新学
员，为了兼顾新老学员的教学进度，
陈老师采用“以老带新”的方法，指
定基础比较扎实的老学员与新学员
结对帮教。去年四月，学员们在学
校演出活动中表现出色，陈老师自
掏腰包，送给大家小礼物，作为鼓
励。有两位学员因年龄或身体原
因，结业后不再报名，陈老师为这两
位学员买了礼物，并送上鲜花。陈
老师为了教会学员们吹陶笛，可谓
是既专业又细心，既耐心又贴心。
有这样的好老师，是学员们喜欢学、
坚持学的最大动力。

工匠精神，打造省级云上精品课程

2021年下半年，陶笛班开课不
久就面临线下教学要停课的困境，
为了不使学员中断学习，陈老师就
在家里尝试用手机录制网课，没想
到学员反响挺好，于是按原定的教
学计划，录制了十三节课，发表在学

校微信公众号的网上课堂板块。
2022年7月，陈老师接到学校通

知，该课程入选省老年大学的精品课
程，但因手机录制，清晰度不够，需要
以高清模式重新录制，没有对内容作
调整要求。但陈老师选择了“自讨苦
吃”，把原网课内容推倒重来。录制
课程，占用了陈老师的整个暑假时
间，先是准备提纲，然后寻找曲目、曲
谱与伴奏，寻找作品及作者的背景资
料，写出了几万字的教案、曲谱，打印
后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

陈老师事先对所录课程作了充
分的准备，烂熟于心，现场录制行云
流水、一气呵成。过程虽然辛苦，但
课程质量与内容被省老年大学认
可，入驻云上老年大学课程库。能
够帮助更多人了解陶笛演奏的方法
要领，掌握必要的演奏技艺，丰富音
乐的情感体验，激发陶笛学习兴趣，
提高演奏水平，陈老师感到很欣慰，
所有汗水与付出都化作了动人的音
符。

师者匠心，止于至善；师者如
光，微以致远。陈红久老师始终践
行着自己的教育理想，用她的辛勤
付出，让学员们在老年大学这个舞
台上发光发亮。

笛韵悠扬润桑榆

吴大明

在女儿生命最初的画卷上，我
们以书香为墨。从小我们就培养她
的阅读兴趣，通过看图识字，讲简短
的故事，听童话故事录音带，给她订
阅《幼儿故事画报》《拼拼读读》等，
与她一起阅读，耐心地倾听她看到
的听到的故事，并表扬她说得好。
每次外出旅游都带着她，让她在大
自然中学习。

四岁那年的仲夏夜，老屋天井
里浮动着金银花的暗香。女儿看着
天空，用初雪般清亮的童音编织着
童话——天黑了，一颗小星星出来
找妈妈，找不到妈妈，她哭了。月亮
说，别哭，别哭，我做你的妈妈！我
们屏息聆听，为她编出美丽的童话
故事而高兴，并大大地表扬了她。

读小学时，双休日、寒暑假女儿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就图书馆和书
店，去了就是一个上午，甚至一整
天，并带回借阅的三四本书，还要买
几本喜欢的书。一有空，她就钻进
书房捧起书津津有味地看着，总要
数次轻叩房门，她才肯捧着书出来，
吃完饭又去看她的书了。除了偶尔
看看电视，她把所有闲暇时光都献
给了阅读。双休日的早上，女儿要

睡懒觉，我就读给她听。她虽闭着
眼睛，但当我读完一篇文章时，她竟
能八九不离十地复述出来。三个实
木书柜如同沉默的智者，整齐列队
守护着泛黄的《草房子》《优美童话
卷》《哈利·波特》《幽默三国》，还有
被翻卷了边的《文化苦旅》《沧海明
月》等书籍。当阳光穿过纱帘，尘埃
在书脊上游弋成金色的溪流，仿佛
千年的智慧都在此静静呼吸。三个
实木书柜承载着千余册藏书，现在
这些书静静地陈列在书柜中，这是
女儿爱阅读的见证，也见证着女儿
的成长。

女儿爱看书，也爱写作。大概
是书看得多，女儿的作文常常作为
范文在班上展示。小学二年级在学
校的看图写话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初一时，在市级现场作文竞赛中获
得特等奖；高一时，荣获第八届全国
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铜奖……她的
作文也登上过省级杂志。

女儿爱看书、爱写作，高一下学
期时，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科，最
终考上了心仪的复旦大学。那些在
台灯下与文字共舞的夜晚，此刻都
化作梧桐叶隙漏下的细碎阳光。爱
阅读的女儿，终于找到了属于她的
星辰大海。

女儿的阅读成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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