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岛卫国 32年的王继才
是我的江苏老乡，他的故事让
我回忆起了我激情燃烧的岁
月生活情景。我骄傲、也光
荣，我也曾在海岛当兵 5 年。
我与海岛有感情。50年前，我
应征来到祖国渤海之中的大
钦岛。感谢海岛，不但培养了
我，也锻炼了我。

去年秋，作家协会组织
我们在长江三角洲采风。路
过江苏省常熟市境内沙家
浜。我兴奋地告诉同行作
家，我 50 年前就看过《沙家
浜》，演员都是我的战友。

一人反串演唱沙家浜阿
庆嫂、刁德一、胡传魁三人，

令人拍案叫绝。经老兵介
绍，他是大钦岛守备区宣传
干事孙长兴，英俊帅哥那年
他才二十多岁。

我的战友师兄孙长兴，
他既是导演又是主演，走上
舞台演刁德一反面人物，走
下台，是个活雷锋。他不但
为剧组筹集资金、器材，还要
到部队、民间物色文艺人才。
我的老乡陶双林在学校有文
艺才干，被他招收到了沙家
浜剧组担任一排长角色。战
友万述作精通乐器，也被招
收到乐队之中。

1964 年，沙家浜原籍叫
“芦荡火种”，后在文革年代

改成沙家浜，女主角阿庆嫂
有美女花旦洪雪飞担任，反
面人物刁德一由马连良的儿
子马长礼主演，那时候的文
化生活枯燥，电影主要有《地
道战》、《地雷战》和八台样板
戏，我总结，那个年代露天看
电影席地而坐，演出之前兄
弟连队还互相拉歌，我们在
大钦岛北村看电影《地道战》
时拉歌，如八连来一个：一、
二、三、快快快。七连来一
个，一、二、三、快快快，每个
连队有一人指挥整齐划一、
声音洪亮，响彻海岛夜空。

感谢海岛，让我的人生
丰富多彩。

感谢海岛
文/周球生

那年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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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的阳光温暖、干燥，
空气里飘浮着明亮的颗粒物，
没有风，周围一片寂静。我和
一头牛在阳光下无声无息地
对视着。

牛主人“小头先生”急急
忙忙过来了，他嘴里“爷、爷”
地唤着，一边激动地用手拍打
着自己的大腿，一边热切而期
待地盯着我。

“小头先生”不是先生，他
是个侏儒，智商相当于几岁的
孩子。他的个子又瘦又小，头
小而尖，细小的五官堆挤在他
细小的脸上，而脸上却密布着
深深的皱纹，下巴上留着稀疏
的几根胡子。因为村上小学

“周先生”也留着这样几根胡
子，所以大家就称他为“小头
先生”。

“小头先生”是个热心的
人，村里的人有点什么事情，
他见到了总会跑去帮忙，下雨
时谁家的被子、衣服忘记了
收，他会帮忙去收起来。村里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把他
当成免费劳力来使用。

以前“小头先生”的父亲
当生产队长，就让他放养队里
的牛，生产队解散后，他们家
里就不停地买牛让他放养。
阿花也不知是他放养的第几
头牛了，所以在我的印象当
中，他就是一直和牛在一起。
牛仿佛是他的生命，他精心侍
弄着他的牛，所以他养的每头
牛都油光水滑，膘肥体壮。所
以他和阿花感情最好，经常偷
偷摸摸地给它加餐，有好吃的
都不忘了和阿花分享。

由于“小头先生”和我亲
近，阿花也和我熟悉起来，和

“小头先生”一样，阿花也有一
个温顺的好脾气，我可以骑在
它的背上去带它去田里吃草，
也可以用柳树条编成花圈挂
在它的角上。

牛背上的晚霞有着露珠
的清凉，牛角尖的月光洒满青
草的清香。我一回头，岁月就
在牛身后开出了花。

初三的一天，我下午放学
回家，在村口就听到“小头先
生”愤怒的喊叫，便急忙跑了

过去。“小头先生”正对着他父
亲上蹿下跳地怒吼，我回头一
看，墙脚原先拴着阿花的柱子
上空了，阿花不见了。

看到我，“小头先生”跑过
来，声音嘶哑、含糊不清地说：

“花、花，没有，没有。”泪水在
他沟壑纵横的皱纹里流成了
一道道小溪流。

我顿时明白了，抛下书
包，骑上自行车，带着他便飞
奔起来。

我和小头先生骑到镇上
时，太阳刚刚下山，天边的晚
霞如血，红的触目惊心。我和
他在牛肉加工厂的院子里寻
找阿花，一头牛一头牛地找过
去，却始终看不到盛开着白花
的额头，找不到那双和“小头
先生”一样温和、明亮的眼睛。

从此，阿花丢了。“小头先
生”再也不肯养牛了。

“小头先生”一家也住在
商品房里，但是他不喜欢待在
里面，喜欢在外面逛荡。在动
迁之前，他熟悉乡下的每一条
田埂，知道哪一个坡上的草最
肥嫩，但在城市里，到处都是
一模一样的楼房、一模一样的
街道，他经常摸不清方向，所
以经常迷路。

今天我打麻将的时候手
气不好，阴沉的天气仿佛也跟
我过不去，云层里不时有雷声

炸响。我的手机响了。原来
是派出所民警打来的，告诉我

“小头先生”到人家家里偷东
西被带到派出所了。

一到派出所门口，便听到
里面“小头先生”的哭喊声，他
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画框不放
手。旁边一个中年男子正对
警察说：“这可是省国画院著
名画家的画，要好几万，不知
道怎么让他看上了？”

看到我来了，中年人便对
我说：“我在隔壁麻将馆打麻
将，听到响雷，便赶回家收衣
服。回到家发现院子的门开
着，晾衣架上的衣服也不见
了，便急忙跑到屋里，结果看
见这个怪人在我家里，正抱着
我这幅画在发痴。我去抢他
怀里的画，他却死活不松手，
还向我凶神恶煞般地咆哮，我
只好报警了。”

“小头先生”眼泪汪汪地
看着我，抱着画框不放手。我
从兜里掏出一个棒棒糖，他松
开手，接过棒棒糖，像孩子似
的，委屈地对我说：“花、花”。

我从他松开的手里取出
画框。只见画框里画着一头
牛，眼神温和、柔软地盯着我，
牛的额头上盛开着一朵白色
的小花。

小头先生
文/汤云祥

排 队
文/沙剑波

闪小说

我病了。
想到医院我就揪心，要

挂号要排队。我只请了 1 小
时的假，超过时间厂里要扣
满勤奖，还要扣工资！妻子
说，早点睡吧，有病还是要看
的。

偌大的医院门诊部，一
大早就有了好几条长龙。我
排了进去，后面不断有人接
龙。我忽然发现年轻人只在
旁边的一排柜子上捣鼓，一
会就离开了，再看排队的人，
都是一色的中老年人，我问
前面的一位，那柜子是干什
么的？那人说，是自助挂号
机，现在有微信还可以提前
网上挂号呢。

这时，“游龙”已慢慢前

移，耳边却突然听到一串的
谢谢声，我掉转头，发现有一
拄着拐棍、面黄肌瘦的中年
女人站到了我的身后，再看
她身后人的目光，我不得不
侧身退到一边让女人排到我
的前面，拄拐女人点着头道
着谢，发出有节奏的“笃笃”
声一路向前。

每一秒的嘀嗒声，似乎
都是我的滴血声。

到后面排队去！这声音
从前面的窗口飘来。

排不排队关你屁事，我
是老人。有一健壮的老人很
凶。

老人就不排队？这里谁
不是？有人回敬。

老人见没人让他插队，

便骂骂咧咧走了。这一吵闹
足足又浪费了好几分钟，那
流走的可都是我的钞票啊。
这时，我看见有一弱不禁风，
走路颤颤巍巍的老人，我灵
机一动，走向老人并搀扶着
他，学着拄拐人，一边道谢一
边向窗口移去，当我掏出钱
也为自己挂上号时，得意的
心一直砰砰直跳，偷偷用余
光瞄下长龙，我突然发现齐
刷刷射来的眼光已将我当成
了一个贼。

当我醒来时，只觉浑身
出了一身虚汗，妻子摸了下
我的头。说，你好像不烧了。

我说，那太好了。那我
就不用去排队了。

悠悠岁月

母亲的枣汤总是浓浓的、甜甜
的，晶莹剔透的古铜色散发出诱人的
光芒，品一口，沁人心脾。

我原以为母亲煮枣汤有什么独门
秘诀，谁料她只用了红枣、水和冰糖，便
煮了满满一锅。大个的红枣在锅里翻
滚几下后不再调皮，开始拼命吸收水
分，原本干瘪的身子变得圆润起来，在
水里悠哉地漂浮。随着水的沸腾，红枣
很快沉到锅底。待到枣汤呈琥珀色
时，终于大功告成。

母亲盛了一小碗枣汤给我，捧在
手里，暖手又暖心。抿一小口，如往
常一样，恰到好处。我问母亲为什么
用如此简单的方法和原料就能做出
如此美味的枣汤？母亲淡然一笑：

“用心”。
母亲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周末在家里没事，她也总
喜欢往办公室跑，仿佛有忙
不完的业务。她有时开玩笑
似地说她小时候没有用功读
书，现在将希望寄托在我身
上了。每次听到这话，我感
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又重了一
些，要加倍努力的学习。

每天早上母亲总是将
我的水杯洗净，装满热水。
这几日我不慎感冒，临走前
母亲更是再三叮嘱我要多喝
水。晚上回家后她掂了掂沉
重的水杯，眉头一皱，但也没
多说什么。这一天我进入学
校后，有些口渴就轻轻旋开
杯子，谁料一股诱人的红枣
味儿扑鼻而来，我赶紧将盖
子旋紧，一边疑惑着母亲的
不寻常行为，一边忐忑地张
望四周，生怕被发现，在周围
人少的时候，我才敢快速拿
出水杯，飞快地喝一大口，又
若无其事地做其他事了。枣

汤的味道要比平常淡些，估摸着是母
亲防止味道太浓，故意冲淡了些，但也
出乎意料的很好喝，让饥饿的我有了
力量继续奋斗，让疲惫的我有了精神
继续振作。不知不觉中，水杯就空了。

回家后，母亲掂了掂与平时不同
份量的水杯，又看了看精神饱满的
我：“你今天很开心嘛！”我笑笑：“多
亏了您的‘心灵枣汤’啊！”母亲意味
深长地拍了一下我的脑袋：“你平日
其实也可以如此自信，凡是还是要用
心去品位。”

要么不做，要么就把每件事都用
心做好。认真，是对待每件事应有的
态度。谢谢母亲，我懂了！

我品着母亲用心制成的枣汤，意
犹未尽，回味无穷……

意犹未尽
文/周雨贤

小荷初绽

叶底小红肥，春禽语夕晖。
养成毛羽好，去向上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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