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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慢慢流过岁月 

人来人往，有些爱永不更改 

在你我忘了珍惜的时候 

最美好的已远走1 

 

  

                                                        
1 此系歌曲“梦开始的地方”之歌词片段，童安格、苏来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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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自序 

这个第二版增添了一篇“读武侠小说的日子”及五

篇附录，都是迄今“失收”的回忆类文字。其中“读武

侠小说的日子”及附录一（“闲话绰号”）、二（“一生中

的几次危险经历”）、五（“关于旧日时光的微博”）讲述

的多为中小学之事，添加于此名正言顺；附录三（“异乡

的雪”）、四（“室友”）讲述的是初到美国之事，则超出

了第一版诸文的时间范围。但考虑到“往昔追忆系列”

的后续诸书要么是书信日记类，要么已作了“数字世界”

和“疫年”那样的限定，只有“旧日时光”最具涵盖性

——相对于我持续增长的年纪而言更是如此，故亦决定

添加于此。 

 

2023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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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自序 

本书是我制作的第五本电子书，收录的文字撰于十

几二十年前，是我最久远的回忆。 

 

在制作本书前的最后校读时，我再次庆幸自己早年

写下了这些文字。因为遗忘就像熵增，是难以挑战的宏

观规律，记述得越晚，能忆起的东西就会越少，模糊和

误忆则会越多。 

 

在我主页的“往昔追忆”栏目中，在收录“童年”

一文时，我曾写道： 

 

关于童年的许多记忆都已模糊了——正因为如

此，也更让人留恋。那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在别人

眼里也许很乏味，对我自己却备感亲切，算是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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帚自珍吧。有时甚至想：如果有一天“往昔追忆”

这个栏目不存在了，而我只能保留其中一篇文

章的话，那就保留这篇“童年”吧，因为那是我

生命中最遥远、最美丽，也最让我留恋的记忆。

这篇文章前前后后写了许久，如今回想起来，写

作的那些日子本身就已成为一段美好记忆。人

生真的是太匆忙，能够静静地回忆过去已是奢

华。 

 

这也是我重读收录于本书的另几篇文字时的感受——毕

竟，自那以来，岁月的年轮又转过了二十圈，那另几篇

文字背后的记忆也早已变得遥远、美丽，及让我留恋。 

 

之所以制作这本电子书，除只对作者本人有意义的

所谓“敝帚自珍”外，我觉得，这些文字多少也有一点

记录时代的意义——只不过是从一个普通人的经历和视

角所作的记录，是一种微观的历史。另外，对喜爱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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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读者来说，若对文字的作者有任何好奇的话，本书

也算是一份资料——虽然，更多的读者也许是如钱锺书

先生所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

蛋的母鸡呢？” 

 

也曾想过将这些文字正式出书。对我这代人来说，

总有一种实体书才是真正的书的“狭隘思想”——或曰

“实体书情结”。但心底里也知道，回忆或自传性的文字

要想有出版价值，要么是作者本身出名，要么是所经历

的事件或时代出名，两者缺一无妨，皆缺则无望。 

 

而我偏偏两者皆缺。 

 

因此多年来，将这些文字正式出书的念头对熟识的

编辑开不了口——既不愿让他们为难，也不想被他们拒

绝；倒是在不熟识的编辑前来约稿而又无稿可供时，常

以之为“搪塞”，并每每成功——顺利得令人沮丧。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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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当我开始在主页上销售自己制作的电子

书，且发现这种被家里那位戏称为“地摊经济”的销售

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冷场时，才终于走出迷局，找到了让

这些文字成书的契机，即自己制作电子书——也权当是

加速扭转“实体书情结”吧。 

 

熟悉我文字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本书的文字跟我

的近作相比，风格上略有差异。这是那十几二十年时光

在写作领域的投影。不过，当我重读收录于本书的这几

篇文字时，发现自己对昔日的某些心境——比如“中学

时代”一文里的下述文字——依然有强烈的共鸣： 

 

我喜爱的那些学科伴我度过了朦胧憧憬的小学

和中学的时光，伴我度过了在北国冰天雪地里

摔爬滚打的军训生涯，也伴我度过了大学校园

里的那些个日日夜夜。随着岁月的流逝，外在的

世界一天天地变化着；随着小学中学的毕业，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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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玩伴一个个地离去，随之带走了许多快乐

和记忆。我怀念过去，伤感时光的流逝，但我的

内心世界始终宁静如昔。因为我所深爱的那些

学科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秩序和美丽，

那种美丽是尘世间的任何喧嚣和变化都无法掩

去的。在孤单寂寞的时候，我有时会问自己：如

果我注定要孤独地度过一生，那会怎样？这时

候我总会想到那些学科，纵然别的什么都没有

了，起码我还可以有一个内在的世界，起码我还

可以欣赏和思考自然界最动人心魄的美。静静

的人生、淡淡的思绪未尝就不是一种体验和境

界。虽然我从来没有超脱到去选择永久地体验

那样一种寂寞的境界，但不可否认，我对自然科

学的兴趣爱好使我的内心能用更大的平静来看

待外界的波澜。对自然科学展现出的表象世界

背后的壮丽秩序的欣赏，让我看到了世上的美

是多层次的，世上值得追求的东西、人生可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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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的道路并不限于那些表面上很风光，实则充

满了世俗的东西。 

 

这些年，我无数次地惋惜过光阴的流逝，伤感过童年玩

伴的失联及多位长辈的故去。但当我读到这些依然有共

鸣的文字时，不无欣慰地意识到，在经历了那样的时过

境迁乃至沧海桑田之后，终究仍有些东西不曾改变。当

一个人的青春渐渐远去时，看到自己的心境里仍映照着

旧日的影子，多少有些安慰吧——仿佛旧日时光又回来

了。 

 

制作这本电子书时，我翻出一本老相册，选了几幅

老相片添到书里。这是除格式外，本书超乎主页版本的

另一个小细节。 

 

2021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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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别笑爱做梦的孩子 

为快乐保留一个位置 

别笑爱做梦的孩子 

害怕忘记自己从前的样子2 

 

读别人的故事，常常惊讶于作者对久远细节的描述，

真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清晰的记忆。这或许也不算什么

奢望，许多悠远的往事其实都忠实记录在大脑里，可是

尘积已久的记忆就像压在大石头下面的藏宝箱，知道它

在那里，却怎么也拿不到。常常在做梦时恍恍忽忽想起

了什么，醒来后想翻开石头看个究竟。可是时间老人压

上去的石头，又有谁能翻得开？ 

 

                                                        
2 此系歌曲“爱做梦的孩子”之歌词片段，郑淑妃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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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妆照”·出生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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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忆起来，我所能记起的最遥远的场景是一辆

翻倒在盘山公路旁的汽车（没办法，一点也不浪漫）。那

时我和妈妈一起坐长途汽车去临海（浙江中部的一座小

山城），那翻倒的汽车影响了交通。我不记得那时我多大，

总之还没大到知道什么叫害怕。临海是什么样子的，我

已完全不记得了，但我的名字始终铭记着那座小山城。

我在杭州出生的那一年，父母的工作地点分别在南昌和

临海，于是就有了我的名字：昌海。 

 

我出生后最初有几年是在嵊县（浙江中部的另一座

小城，现在叫做嵊州市），跟外婆及三舅舅、三舅母一起

度过的。我在真正懂事之前，一直是极端调皮捣蛋的家

伙，外婆为了带我，一定添了不少皱纹。不过据说我虽

顽皮，却也十分讨人喜欢，外婆又特别喜欢孩子，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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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边给她带来了许多开心的时间，笑一笑，那些皱纹

想必就又舒展开了。妈妈接我离开嵊县时，三舅母哭得

很伤心。我那会儿睡觉时常常用手抠帐子，时间久了，

帐子上被我抠出几个小洞。我走以后，外婆每次看到那

些小洞就忍不住流泪。 

 

我这一走隔了好多年才重新回到嵊县，外婆还住在

原来的地方。知道我们回来，她早早就在门口张望。我

离开嵊县时还很小，并不记得多少人和事，但我一见到

外婆就认出来了。吃完饭，父母陪外婆说话，我和表弟

（三舅舅的孩子）就到屋外玩耍。我们在屋外遇到邻居

家的一位老人，表弟和他打了个招呼后说：“这就是昌海

啊！”老人吃了一惊，把目光投向我，问：“啊？是昌海

啊？”我使劲点点头，忽然觉得眼睛有点潮湿，我知道

面前的老人一定想起了我的许多往事，可我却什么也想

不起来了，时间无情地割裂了我的记忆，离开的时候我

还太小，什么都还不记得。我不知道去掉了顽皮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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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还能让老人看到昔日在他身边蹦蹦跳跳的孩子的影

子。我没有出声，我怕已不会说嵊县话的我，一出声就

会让老人心里的记忆像水波中的月影一样支离破碎。我

默默望着他，真希望目光能把我心中的感激和留恋告诉

他，真希望他能听到我心里的声音：“是啊，爷爷，是我，

是您疼爱过的昌海又回来了……” 

 

去临海的路上险象环生的交通状况，使妈妈下决心

要离开这座偏僻的城市。在我出生几年之后，她终于带

我来到了金华。对外人来说，金华最出名的大概要算金

华火腿了。许多年后，我在纽约的第一任室友——一位

台湾学生——问起我杭州以南有哪些城市时，我说有福

州和厦门（为了给国军弟兄们留一点面子，我略过了南

昌）。他说福州厦门太靠南了，往北一点还有什么城市？

我说有几座小城市想来你不会知道的。他说你说来听听，

于是我就说金华，没想到他一听就叫道：“金华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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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当我提到绍兴时，他就大叫：“绍兴酒！”，

看来台湾同胞还是胸怀大陆的）。 

 

妈妈是做丝绸研究的，到金华后就在金华丝厂工作。

我最早有记忆的童年就是在丝厂厂区度过的。直到今天，

我还能依稀记起当年厂区的格局：进了厂门是一条笔直

的水泥路，路的尽头是锅炉房，办公室和宿舍大都在路

的左侧。有几幢宿舍是长长的平房，中间是黑乎乎的走

廊，堆着些各家各户的杂物，走廊两侧各有十几个房间。

妈妈和我住的就是那样一座平房内的一个房间。斗转星

移、时过境迁，那些简陋的平房如今一定早已不存了，

但在我的记忆里，它们依然是我的家，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偶尔还会悄悄在睡梦里回去看一看。 

 

顽皮是顽皮者的身份证。很自然的，我把我的顽皮

带到了金华，厂区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我和其它小孩玩

耍的足迹。那时我们最爱玩的除常见的打弹子、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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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知了、打乒乓（我那时刚开始学乒乓，被人“欺负”

得惨不忍睹）等等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游

戏和玩具。其中一种很令我着迷的玩艺儿是把一根铁丝

的一端弯成钩状，用它推着一个铁圈在地上跑。我从小

就对带轮子的东西情有独钟，恨不能自己长出两个轮子

来捉迷藏跑得快。看到这么有趣的玩艺儿自然不甘人后，

赶紧缠着妈妈请人替我做了一付。这推铁圈还颇有些技

术性，一开始那铁圈就如阿凡提的毛驴一般，让它左来

它往右，让它走来它躺下。学会后有一段时间，我成天

就推着个铁圈到处乱转，成为厂区一景。我对带轮子东

西的沉溺在许多年后学骑自行车时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但奇怪的是，到美国后我却对学开车意兴阑珊，或许是

童年时对轮子的感情透支了，或许是因为坐在车里看不

见轮子。 

 

几年如一日的辛勤玩耍极大地拓展了我的医学知识：

红药水、紫药水、碘酒、消炎粉等当时常用的药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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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那会儿“身体力行”地认得的。不过顽皮的我也有

很听话的一面：妈妈怕我被坏人拐走（这种事在厂区以

外发生过），就告诫我不要一个人离开厂区，这话我一直

牢牢记着，无论别的孩子怎么劝说引诱，我都不为所动。

在上小学之前，我从未独自离开过厂区。 

 

家是我的另一个活动场所。我的小床上平时总是堆

满了形形色色的玩具，当然小狗小猫洋娃娃之类我是不

玩的。我喜欢汽车、火车、坦克、积木，以及平时玩耍

时拣来的乱七八糟的小玩艺。那些玩具被我拆了又装，

装了又拆，床上混乱得像个手工作坊。妈妈认为小孩玩

玩具有益于智力开发，又一直很宠我，不仅给我买了许

多玩具，有时还让邻居家的孩子到家里和我一起玩。出

差的时候，妈妈不放心把我托付给别人，总是带着我一

起走，那时的我出远门也一定要带上玩具，妈妈就常常

拉着我的手，背着一辆很显眼的玩具大汽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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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能记得的所有情形下，妈妈对我的照看都称得

上无微不至。当时人们的经济条件还很差，大家出门一

般就用一把普通的锁把房门反锁上，那样的锁安装最简

便，价钱也最便宜。有小孩的人上班时常把小孩锁在屋

里玩。妈妈是当时左邻右舍间唯一在门上安装弹簧锁的

人，她怕万一发生火灾或其它危险情况时，反锁在屋里

的我无法逃生。直到今天，我已经这么大了，妈妈和我

上街买东西时还下意识地想把重的东西拎在自己手里

（当然这时她的孩子不再“听话”了）。 

 

我在金华的那几年，父亲（我在书面文字中习惯于

用“妈妈”和“父亲”这组不太对称的称谓，算是应了

“慈母严父”这句老话吧）已经从南昌调到了上饶（江

西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市）工作，城市虽然小了，但离妈

妈和我近了些。父亲每周来金华探亲一次——来的时候，

总会在晚上给我讲一段《西游记》的故事。父亲是讲故

事的好手，很平常的故事被他讲出来也会变得精采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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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趣横生，更不用说《西游记》那样原本就很引人入胜

的故事了。父亲讲故事的时候，我总是坐在一张小凳子

上，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仿佛眨一眨眼睛就会让什么小

妖怪从我眼皮底下溜走似的。妈妈则在一旁做些家务。

父亲总是把故事里的猪八戒和妖怪的话语模仿得特别有

趣，不仅让我笑得前俯后仰，有时连妈妈都被逗笑了。

我和妈妈直到今天都记得，有一次父亲模仿妖怪的语调

说：“小的们，把猪八戒用板刷刷一刷，煮了吃！”笑得

我们直不起腰来，也不知这“用板刷刷一刷”是妖怪的

意思，还是父亲替妖怪出的损招。父亲对《西游记》的

故事虽然十分熟悉，但为了讲故事，每次在火车上仍会

像备课一样，把晚上要讲的部分重新看上一遍。他还常

常买一些《西游记》的连环画给我，那些连环画是我小

时候最喜欢的书，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许多人物的图

像。后来《西游记》讲完了，他就给我讲《封神演义》。 

 

父亲是工程师，从事铁路电信设计，常年在铁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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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作，也常给我讲铁路上的故事。潜移默化之下，我

迷上了火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立志长大要当一名火

车司机。每次父亲来，我总要让他带我到铁路道口去看

火车。那个道口在几里路以外，四周是开阔的农田。我

总是一边等火车，一边要父亲给我讲那些永远听不厌的

铁路上的故事。父亲在讲故事之余，也给我讲一些诸如

铁路信号灯的含义之类的小知识。当蒸汽机车的烟柱冉

冉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时，我就会高兴地叫起来。列

车带着隆隆的节奏驶过道口，疾风吹拂着父亲和我的脸，

不知车上的乘客可曾在笑话车窗外那兴奋得手舞足蹈的

看火车的孩子？我恋恋不舍地目送火车在另一侧的地平

线上渐渐消失，眼前又只留下那两条亮闪闪的铁轨，带

着我童年的想象和憧憬，伸向遥远而神秘的远方。 

 

父母的呵护陪伴我走过了无忧无虑的岁月，让年幼

的孩子感受到了人世间那份平凡而又伟大的爱。长大之

后，在人只影单的漫长漂泊岁月里，无论走到哪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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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故乡多远，那份爱就像黑暗中疲惫旅人眼里的桔色

灯火，充满了温馨，充满了宁静，让孤单的我在这个世

界上永远能够看到光亮，看到美丽。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渐渐地，我到了该上学的年

龄了。说到上学，当时金华（亦或不限于金华）有个规

定：上半年出生的孩子可以六岁上学，下半年出生的孩

子则七岁才可上学，我不幸以十几天之差没能赶进上半

年。这十几天之差后来还造成了连锁反应，着实耽误了

我不少时间。早知晚十几天这么麻烦，当初勤快一点，

少睡些“懒觉”，早十几天来到人间岂不是好？ 

 

我当时上的学校是附近一家工厂——金华水泥制品

厂——的子弟小学。当时的孩子一般都就近上学，那所

学校是离金华丝厂最近的小学。从小小的厂区走到厂区

外相对开阔的天地，学校生活在我眼里充满了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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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深喜欢上了学校的所有课程，每个学期拿到新课本

都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小学的一

些课文，比如“大海大海你等着”、“神笔马良”、“燕子

飞回来了”，等等。随着识字的增加，父母给我买来了一

些课外读物，当时我最爱看的有《动脑筋爷爷》、《天文

知识》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些课本和课外读物让

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的视野越出了狭小的生长环境，让他

看见了“外面的世界”，让他知道了云层背后隐藏着灿烂

的星空，让他从此喜爱上了气象万千、缤纷夺目的大自

然。我曾经保存了大部分的小学课本和课外读物，可惜

后来多次搬家，那些书本终于还是没能躲过岁月的洗礼。 

 

我在金华大约上了三个学期的课，父母觉得金华毕

竟还是太闭塞，学校的教学质量和视野也都不如省城杭

州。由于当时他们依然是两地分居，早晚是要调动工作

以求家庭团圆的，于是决定一步到位，全家分头调往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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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军未动，小孩先行”，我首先离开金华到杭州念

书。那时我奶奶住在杭州清泰门外，我到杭州后就和奶

奶在一起，并就近在杭州清泰门小学入学。 

 

杭州和金华的小学在教学侧重点上有些差异，初来

乍到的我有一段时间不怎么适应杭州的学习。屋漏偏逢

连夜雨，我在金华时担任学校的中队长，衣袖上别着两

条杠的中队长徽记，到杭州后还一本正经地戴着上学。

当时班上还没有中队长，我这来路不明的中队长很快引

起了班上小队长的警觉。有一次分组做练习，我和小队

长分在一组，结果我表现不佳，于是那小队长——一个

小女孩——就嘟哝着说：“练习都不会做，还中队长呢！”，

说完瞟了我的徽记一眼。女孩子眼尖，一瞥之下当场看

出本中队长的“破绽”来。原来金华和杭州的少先队徽

记制作方式不同，金华的徽记是布做的，红杠是缝在白

布上的，而杭州的徽记是纸做的，外面包着塑料外壳。

那小女孩一看就说：“哼，你这两条杠是自己缝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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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时也发现两边的徽记不同，顿觉窘迫，心里却想：

“我哪里会缝东西了？你那纸做的画起来才容易呢！” 

 

但不服气归不服气，从第二天起，我就不再佩戴徽

记，少先队从此“痛失”了一名中队长。 

 

搞清状况之后，我很快就适应了杭州的学习，并一

如既往地喜爱所有的课程。在课堂之外，学校还替同学

们订了一些杂志，像《儿童时代》、《少年爱科学》等等

都是当时非常受大家喜爱的杂志。清泰门小学还有一个

小书库，不过那书库没有直接的外借服务，学生看书是

由班主任拿几十本书到课堂上，让学生选。那时选书的

情形有点像拍卖：老师拿起一本书问大家谁要看这本书，

想看的同学就举手，通常每本书都有很多同学想看，老

师就从举手的同学中选一位。过一段时间，大家把书交

回，由老师重新分配。那些书从小说、童话到天文、地

理都有，内容相当丰富。那时候书店里的书远没有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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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而且多数同学家里也买不起多少书，从课堂上

借书是大家最主要的图书来源。 

 

当过学生的人，大都不会对写检讨感到陌生。有借

口云：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再好的学生也难免有

写检讨的一天。比较要命的是，写完检讨照例还要家长

签名。当时我和奶奶住，奶奶就是家长。奶奶在民国时

候当过教师，平时我有生字问她，她常常会戴上老花镜，

从五斗橱里拿出一本《康熙字典》来给我讲解。有一次

我把检讨书交给奶奶，她问明缘由后就签了字，签完字

意犹未尽，又在我的检讨书上写道：“除检讨外还当罚字

五百”。看见我这检讨书，老师也不禁笑了，说：“你看，

你奶奶让你罚字五百，怎么办？”其实老师一向很喜欢

我，但我尽管调皮捣蛋，却一向怕老师，闻言不敢吱声。

这字有没有罚我记不清了，不过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奶奶现在已九十多岁了，每天还拿放大镜看报纸。我每

次回杭州，除父母外第一个看望的就是她，她每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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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格外高兴。 

 

有一句老话叫做“知足常乐”，当时各方面的条件用

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殊不足道，但正因为如此，我会为点

点滴滴的小事而欢欣雀跃、兴高采烈。我记得很清楚，

每个大年初一早晨醒来，我都会很兴奋地翻开枕头去找

压岁钱。那时奶奶给的压岁钱常常是一毛钱，用一张小

红纸包着，我却像捡了大宝藏似的。年三十晚上睡下去，

想到第二天有压岁钱，心里就美美的。常听人说“苦中

作乐”，似乎是一种了不起的风范，其实苦和乐本就是相

对的，渴了的人喝白开水如饮琼浆，饿了的人吃白馒头

如飨山珍。老人们常说我们这一代的孩子是糖水里泡大

的，今天的孩子们也许会笑，因为我们那水要是算糖水，

那他们整个就是用糖做的了。 

 

尽管很喜欢学习，但要说金华丝厂的顽皮鬼到了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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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就只知道学习，那可就太低估党和人民培养一个乖孩

子的难度了。当时我主要的玩伴是两个堂弟——二伯伯

和小伯伯（二伯伯和小伯伯都比父亲小，照说该称叔叔，

但不知是否是杭州的习俗，我们一向称伯伯）的孩子，

分别比我小两岁和四岁。 

 

说起玩耍，不能不说说当时的居住环境。那时我们

住的地方在杭州的城乡结合部，周围有不少农田。奶奶

和一户邻居合住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中间用高高的篱

笆分隔着。邻居也是一位老奶奶，和女儿住在一起。那

邻居和奶奶的关系比较紧张，平日里除口角外极少往来，

不过那老奶奶一家都非常喜欢我，我到杭州后无形中缓

和了两家的关系。奶奶这部分的院子在靠近屋子的地方

有一个较大的天井，往外成狭长形延伸到院子门口。那

院子除了大门外，两户人家各自的部分还均有一扇较小

的门，我们院子的那扇门已经十分破败了，上面大大小

小的裂缝比比皆是，大的宽达数寸，小的也有一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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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那门在院子内，并不起安全作用，虽然破了奶奶也

没去修它。我们的院子里有一口井，院子外面则是一个

很大的池塘。 

 

明眼的孩子一看就知道，这样的环境显然是打水仗

的理想场所，以破门为分界，一边有池塘，一边有水井，

各有无穷无尽的补给，那破门既不妨碍我们用水流交战，

又能给双方提供一定的掩护。那时打水仗的双方一方是

我们三兄弟，另一方是附近的若干“狐朋狗党”。双方用

的“兵器”是小塑料眼药水瓶，吸了水用力一挤水就会

射出。为了能常常打水仗，我们平时没少在池塘边寻寻

觅觅，收集眼药水瓶。 

 

除了打水仗这种“暴力”游戏外，我和堂弟也玩文

静的游戏，比如搭积木、打扑克等。而最文静的当属讲

故事。我们讲的都是自己编的故事，内容从侦探、打仗

到科幻、鬼怪，无奇不有，而且事先从不准备。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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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飞色舞，听的人聚精会神。很多个繁星璀璨的夏夜，

我们就各拿一张小凳子，坐在池塘边一边乘凉，一边不

停地讲啊讲，直到夜色渐深，奶奶来催我们睡觉为止。 

 

除堂弟外，当时和奶奶一起住的还有小伯伯。以前

妈妈和我从金华回杭州探亲时，通常都是小伯伯到火车

站来接我们。火车驶进杭州站时，我总是隔着车窗在月

台上寻找小伯伯的熟悉身影。小伯伯很喜欢电子技术，

同时也是建筑和木工的高手，房间里总是堆放着形形色

色的电子器件和工具。在电视机还很稀罕的当时，小伯

伯就自己动手装配了一台九吋的黑白电视机，使我们周

末可以看一集动画片（当时只有周六晚上才有半小时的

动画片）。小伯伯订阅的《科学画报》是我很喜欢的杂志，

他自己也常常给我们讲述知识，教导我们一些为人处事

的道理。小时候的我可不是省油的灯，记得有一次小伯

伯批评我们吃饭时常把饭粒掉到桌上，我当即很殷勤地

替小伯伯盛饭，却故意把饭堆得高高的，稍一动就会掉



22 
 

饭粒。小伯伯那顿饭吃得很辛苦。不过调皮归调皮，我

对小伯伯是很敬重的，如今回想起来，在敬重之外更要

加上许多感激。小伯伯对我们的很多兴趣都给予了支持。

多数男孩子都喜欢在沙堆上垒城堡、挖洞穴，爬上爬下

地构筑自己的梦幻世界，我们自然也是如此。只是沙堆

并不是时常能遇到的，小伯伯见我们喜欢玩，就替我们

挑来了一些沙子，堆放在屋旁的空地上，让我和堂弟平

时也可以玩。 

 

与今天蜇居高楼的孩子们相比，我在杭州郊区度过

的日子充满了野趣。房前屋后鸡犬相闻，田间水畔鸟雀

飞舞。除了狗惹不起外，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是我

玩耍的对象。家里的几只老母鸡被我抱来抱去如玩波斯

猫自不待言，外面池塘里游弋的鸭子，水草从中盘旋的

蜻蜓，枝头树杈鸣叫的知了，乃至石缝土穴中的蛐蛐，

都是我们的“关怀”对象。江南水乡小池塘星罗棋布，

去小池塘边捕鱼也是我们的一大乐趣。我们捕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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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简单，拿一个小竹篮，装上些米饭，然后把篮子放在

水中，片刻后猛然往上一拎，来不及逃走的鱼儿便成了

我们的俘虏。用这种方法捕获的都是小鱼，长一般不超

过三厘米，这一来是因为那些小池塘里的本就大都是鱼

苗，二来也是因为我们用的篮子太小，稍大点的鱼上贼

船易下贼船也易。后来有农户承包了我们门口的大池塘，

在其中放养鱼儿。面对新形势，我们也鸟枪换炮，果断

地把小竹篮换成了钓鱼杆——当然那鱼杆是自己做的，

鱼钩是用一枚大头针弯成的。这样简陋的鱼杆本来是没

什么指望的，可鱼塘里的鱼实在太多了，连鱼饵都用不

着，空钩子就能钓上三五寸长的鱼来。我们把捕到的鱼

拿回家，放在一个大水缸里养着，每天放学回家就趴在

水缸边看。 

 

杭州是一座美丽如画的城市，一年四季有看不完的

风景。来杭州的游客大都喜欢春秋两季，我却对冬夏印

象更深，夏天有长长的白天，长长的暑假，晚上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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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白天可以捉昆虫，晚饭后还可以吃西瓜。那时没

有冰箱，小伯伯就常常在下午把西瓜浸入凉凉的井水里。

傍晚时分，大家围坐在天井里，边吃西瓜边聊天，凉气

沁人、清爽解暑。夏天的另一样好处，是起床不像冬天

那样痛苦。小时候的我很怕冷，天最冷的时候连手指都

伸不直，字也写不好（虽然我的字本来就写得不好）。不

过冬天自有冬天的好处，那就是雪，人多的时候可以打

雪仗、堆雪人，人少的时候静静地站在屋檐下，看着雪

花把熟悉的庭院染成银白。“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苙翁，独钓寒江雪”——也许是动极思静吧，顽

皮如我，却时常为静寂所感。记得有一次我们去苏堤观

景，我独自走到堤畔面向西里湖（西湖在苏堤以西从北

到南有三片水域，分别称为岳湖、西里湖和南湖）坐下。

当时四下无风，湖面水波不起，湖畔花枝轻垂，远处绿

柳青山倒映水中。刹那间只觉尘嚣尽去。寂静就是天籁，

那一刻的无边宁静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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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一共念了六年，因为我五年级时，恰逢全国

小学统一改成六年制。追根溯源，这也是下半年出生惹

的“祸”——早一年上学就赶上五年制的末班车了。不

过人生的得失很难单纯以年月来衡量，小学六年在我记

忆中充满了求知的喜悦，上学开开心心地听课，回家快

快乐乐地玩耍，学期末盼放假，假期末盼开学，一年四

季都在美好的憧憬中度过。年轻是无与伦比的幸福，那

时候心中满是美丽的梦幻。不像现在年岁大了，许多东

西错过了就再没有了，那时候未来就在前面，每个梦都

在前面，每个梦都仿佛触手可及，就像天花板上悬挂着

的满天星。 

 

回忆中的童年，就像是滤光镜下的渔舟唱晚图，朦

朦胧胧看不清细节，但却有一种无可言状的美，美得让

人沉醉、让人眷恋。这种感觉粗想起来似乎很奇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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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上小学时，中国刚从文革中伤痕累累地走出来，从

城市到乡村、从山川到海滩，满目疮痍，实在并无多少

美丽可言。可是时间有时很宽容，它把沧桑痛楚从记忆

里渐渐洗去，却细心地为人们保留下一些美好的镜头，

让世事变幻、劳累奔波中的芸芸众生能在自己的往昔中

找到一份纯洁和安宁。 

 

岁月的年轮一圈一圈不知疲倦地转着，浮生若梦、

往事如烟。我忽然发现，原来我最快乐的时候是无忧无

虑的童年。那时没有富裕的生活，却觉得世界很完美；

那时没有繁华的都市，却觉得生活绚丽多彩；那时的我

懂的很少，却也因此而深信人世间充满了良善。 

 

几年前的一天，我回国探亲，那时奶奶已经住进了

楼房，我陪奶奶到原先住过的地方去散步。那里的池塘

和田野都变成了楼群，那口井也已被填掉了。我站在楼

群间，忽然觉得一阵迷茫，我不认得路了。“奶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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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还认得原来的院子吗？”于是奶奶就带着我走到

一幢楼房前说：“就在这里。”她甚至还记得那口井的大

致位置。接着她又指着周围的地方叙说以前各个邻居所

住的位置。童年的景物渐渐在奶奶的叙述中回到了它们

原先的地方。在冬日的阳光里，我仿佛又看见我和堂弟

绕着池塘玩耍的身影；仿佛又看见了昔日我们玩过的沙

堆、搭过的积木；仿佛又看见小伯伯从井里拎出一个甜

甜的西瓜来；仿佛又听见了小伙伴们打水仗的喊杀

声…… 

 

夕阳渐渐拉长了我和奶奶的影子。楼群间的风吹得

人有些凉了，我拉着奶奶的手说：“奶奶，我们回去吧。” 

 

2001 年 6 月 30 日 

  



 

 

卢昌海电子书·之五 

 

 

 

◼◼◼ 作者的其他电子书 ◼◼◼ 

 

1. 《创世七日谈》 

2. 《他山集》 

3. 《微言录》 

4. 《微言录》（二集） 

 

 

 

 

 

 

 

 

 

 

 

 

◻◻◻ 更多电子书可查阅 ◻◻◻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 

 

https://www.changhai.org/articles/introduction/ebooks.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