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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二○

一
五
年
新
年
伊
始
，H

appy
N
ew

Y
ear

問
候
聲
不
絕
於
耳
，
微
信
、
短
訊
、
郵

件
中
的
各
種
祝
福
紛
至
沓
來
。
除
夕
日
，
新

舊
歲
交
替
，
我
值
夜
班
，
忽
覺
應
該﹁
新
年

新
氣
象﹂
，
馬
上
清
理
起
辦
公
桌
上
堆
放
的

報
紙
書
刊
來
，
一
轉
眼
，H

appy
N
ew
Y
ear

變
成

了C
lean

N
ew
Y
ear

，
心
情
大
悅
。

辦
公
桌
散
亂
問
題
困
擾
許
多
人
，
我
每
日
坐
在
編

輯
部
看
稿
改
稿
，
感
覺
尤
甚
。
每
天
都
收
到
不
少
報

刊
雜
誌
等
資
料
，
發
現
好
內
容
可
又
沒
時
間
馬
上

看
，
只
好
留
到﹁
明
天﹂
，﹁
明
天﹂
多
了
，
桌
上

積
攢
的
書
報
雜
物
也
就
蔚
為
大
觀
了
。
新
年
前
，
曾

讀
到
一
篇
短
文
，
令
我
豁
然
開
朗
。
文
章
講
，
若
你

桌
上
的
報
刊
資
料
兩
周
內
不
讀
的
話
，
以
後
就
不
會

碰
了
，
應
該
全
部
扔
掉
。
也
許
是
受
到
該
篇
文
章
的

啟
發
，
我
除
夕
夜
才
下
定
決
心
，
過
一
個C

lean
N
ew
Y
ear

。

除
夕
夜
，
我
並
非
把
所
有
資
料
都
清
理
掉
了
，
而

是
將
有
用
的
請
上
書
架
。
我
的
辦
公
桌
雖
然
乾
淨

了
，
但﹁
辦
公
桌
現
象﹂
在
腦
海
中
卻
揮
之
不
去
。

北
京
的
家
中
，
小
女
的
書
桌﹁
亂
象﹂
十
分
嚴
重
，

枱
上
不
僅
堆
滿
了
教
科
書
、
中
英
文
辭
典
、
小
說
、
雜
誌
等
，

更
有
小
食
品
、
空
飲
料
瓶
、
膠
帶
、
眼
藥
水
、
餐
巾
紙
等
等
。

不
管
我
說
多
少
遍
，
小
女
仍
不
為
所
動
。
我
更
有
一
位
年
輕
女

同
事
，
桌
上
亂
象
遠
超
我
女
兒
的
不
知
有
多
少
倍
。
她
的
辦
公

桌
放
置
在
一
面
牆
的
盡
頭
，
造
成
雜
亂
的﹁
自
由
度﹂
更
大

些
，
桌
上
、
腳
下
、
牆
邊
，
總
之
身
邊
所
有
地
方
都
堆
滿
了
小

山
一
般
的
書
報
雜
誌
，
當
她
埋
身
寫
稿
時
，
只
能
看
到
她
的
半

個
身
子
，
連
電
腦
的
位
置
都
被
報
刊
擠
得
好
像
無
處
可
藏
。
我

真
佩
服
，
她
竟
能
在
這
樣
逼
仄
的
環
境
中
寫
出
一
篇
篇
採
訪
報

道
來
。

辦
公
桌
和
書
桌
亂
與
不
亂
，
並
沒
有
統
一
標
準
。
最
近
讀
到

另
一
篇
文
章
，
完
全
顛
覆
了
上
篇
文
章
的
觀
點
。
哈
佛
大
學
人

類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研
究
成
果
表
明
，
桌
子
凌
亂
的
人
更
加
具
有

創
造
力
，
桌
子
亂
者
要
比
整
齊
者
的
創
造
力
高
出
百
分
之
五

十
，
比
如
，
大
科
學
家
愛
因
斯
坦
的
書
桌
就
雜
亂
無
比
。
文
章

還
說
，
許
多
世
界
名
人
的
書
桌
都
是
亂
七
八
糟
的
，
據
說
馬
克

吐
溫
和
托
爾
斯
泰
等
大
家
的
書
桌
也
凌
亂
無
章
。

聽
朋
友
講
，
香
港
人
篤
信
風
水
，
連
辦
公
桌
的
擺
設
也
受
風

水
學
影
響
。
也
許
，
那
位
身
子
只
露
半
邊
的
女
同
事
的
辦
公
桌

是
被
風
水
大
師
睇
過
？
她
是
不
是
受
到
了
本
地
風
水
大
師
的
點

撥
？
既
然
有
哈
佛
大
學
的
研
究
成
果
證
實
，
她
會
不
會
成
為
新

聞
界
的
愛
因
斯
坦
呢
？

不
管
怎
樣
，
看
到
眼
前
清
清
爽
爽
的
辦
公
桌
，
我
陶
醉
於
我

的C
lean

N
ew
Y
ear

之
中
，
享
受

我
的H

appy
N
ew
Y
ear

時
光
。

Clean New Year

近
日
逛
書
局
，
買
了
兩
部
有
關
報
業
的
書
，
一
是
丁

潔
的
︽
︿
華
僑
日
報
﹀
與
香
港
華
人
社
會
︾
，
二
是
台

灣
連
玲
玲
主
編
的
︽
萬
象
小
報
：
近
代
中
國
城
市
的
文

化
、
社
會
與
政
治
︾
。
︽
華
僑
日
報
︾
一
書
錯
訛
甚

多
，
有
機
會
再
談
。
︽
萬
象
小
報
︾
乃
多
人
合
著
的

書
，
是﹁
真
正
的﹂
學
術
之
書
，
各
篇
引
證
資
料
俱
十
分

豐
富
，
論
證
嚴
謹
，
值
得
細
看
；
其
中
有
楊
佳
嫻
寫
的

︽
戰
後
初
期
上
海
的
特
殊
性
別
現
象
︱
︱
以﹁
方
型
週

刊﹂
為
觀
察
對
象
︵1945-47

︶
︾
，
讀
之
饒
有
趣
味
。

所
謂﹁
方
型
週
刊﹂
，﹁
是
因
應
國
民
黨
緊
縮
報
紙
登

記
下
，
小
報
文
人
想
出
來
的
因
應
之
道
，
改
以
週
刊
方
式

出
版
，
其
實
內
容
取
向
、
書
寫
風
格
、
編
排
，
與
小
報
並

無
二
致﹂
，
至
於
為
何
叫﹁
方
型﹂
和
紙
張
的
開
度
，
楊

佳
嫻
沒
點
明
。
但
據
云
有
九
十
餘
種
，
銷
路
暢
旺
，
形
成

戰
時
上
海
報
界
一
道
異
質
風
景
。

楊
佳
嫻
認
為
，
戰
後
的
特
殊
社
會
背
景
，﹁
方
型
週

刊﹂
特
別

重
於
三
種
性
別
現
象
的
討
論
：
對
原
有
家
庭

制
度
衝
擊
的﹁
抗
戰
夫
人﹂
、﹁
蒙
難
夫
人﹂
、
專
門
勾

搭
盟
軍
的﹁
吉
普
女
郎﹂
，
和
所
謂﹁
文
學
女
漢
奸﹂
。

談
起﹁
文
學
女
漢
奸﹂
，
讀
者
自
然
會
想
到
戰
時
聞
名
上

海
的
蘇
青
和
張
愛
玲
。
果
然
，
在
文
後
的
表
列
中
，
勾
出

這
兩
位
才
女
不
少
八
卦
新
聞
。
且
看
張
愛
玲
這
幾
段
：

一
、
︽
東
南
風
︾
第
二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胡
蘭
成
秀
才
造
反
，
張
愛
玲
甘
心
作
妾
。

二
、
︽
海
風
︾
第
二
十
二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
張
愛
玲
獲
姑
姑
介
紹
認
識
一
江
某
，
將
結
為
連
理
。

三
、
︽
海
晶
︾
第
九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

指
張
愛
玲
正
與
重
慶
飛
來
的
貴
公
子
相
戀
，
此
人
是
她
的

遠
房
親
戚
，
乃
某
要
人
獨
子
。

四
、
︽
星
光
︾
第
二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

謂
張
愛
玲
戰
後
銷
聲
匿
跡
，
現
寫
英
文
小
說
投
稿
美
國
刊

物
騙
美
金
。

五
、
︽
海
風
︾
第
三
十
六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八
月
三
日
：
謂
張
愛
玲

又
撰
英
文
稿
，
投
至
美
國
通
俗
小
說
雜
誌
︽
紅
書
︾
，
但
為
張
愛
玲
否

認
。六

、
︽
東
南
風
︾
第
二
十
期
，
一
九
四
六
年
九
月
四
日
：
指
張
在
敵

偽
時
期
，
戀
上
漢
奸
胡
蘭
成
，﹁
中
國
的
刊
物﹂
上
不
讓
她
有
地
位
，

所
以
改
向
香
港
英
文
報
刊
供
稿
。
近
來
似
有
一
位
出
版
界
的
老
闆
預
備

替
她
出
版
。

七
、
︽
滬
光
︾
革
新
號
第
十
三
期
，
一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

指
寫
作
致
富
有
林
語
堂
，
能
擄
美
國
讀
者
之
心
，﹁
張
愛
玲
女
士
頗
有

急
起
直
追
之
勢﹂
，
寄
戀
愛
小
說
赴
美
，
遭
到
退
稿
，
希
望
她
改
寫
一

些
風
土
人
情
作
品
云
。

小
報
作
風
是
有
聞
必
錄
、
捕
風
捉
影
；
小
報
文
人
為
了
稿
酬
，
往
往

是
不
理
事
實
，
甚
至
造
謠
生
非
。
張
愛
玲
將
和
江
某
結
連
理
和
貴
公
子

相
戀
，
應
非
事
實
；
要
成
為
林
語
堂
，
要
靠
英
文
謀
生
，
料
有
一
定
根

據
。
姑
勿
論
如
何
，
張
愛
玲
負
上﹁
附
奸﹂
之
名
，
在
戰
後
那
段
風
火

時
代
，
她
確
是
孤
獨
無
援
，
處
境
堪
憐
。
戰
時
煊
赫
，
戰
後
小
報
自
然

拿
她
寫
些
新
聞
，
以
開
銷
路
。

回
頭
一
說
這
部
︽
萬
象
小
報
︾
，
篇
篇
文
章
可
讀
，
如
孫
慧
敏
的

︽
筆
記
傳
統
與
現
代
媒
體
：
包
天
笑
在
︿
晶
報
﹀
的
撰
述
活
動
︾
、
汪

涓
的
︽
吳
趼
人
：
矛
盾
的
小
報
作
家
︾
等
，
尤
為
我
喜
讀
。

抗日勝利後張愛玲的新聞

當
年
︽
少
年
警
訊
︾
的
林
嘉
華
哥
哥
原
來
已
入
行

四
十
年
，
結
婚
也
卅
年
了
。
雖
然
在
幕
前
，
他
演
活
了

不
少
忠
奸
角
色
，
但
平
日
相
處
，
他
的
一
臉
正
氣
依
然

未
改
。
他
戲
路
之
廣
受
到
王
維
基
的
賞
識
，
數
年
前
特

意
到
多
倫
多
向
他
取
經
。

﹁
我
一
直
安
心
在
加
國
做
農
夫
，
為
培
養
兒
子
而
努

力
，
給
他
土
壤
和
天
空
，
悉
心
澆
水
灌
溉
，
希
望
他
成
為

正
直
的
大
樹
，
外
面
的
名
利
我
和
太
太
都
不
在
乎
。
怎
料

王
先
生
親
自
來
電
，
要
飛
來
見
面
，
他
快
人
快
語
坐
言
起

行
，
四
天
後
，
他
到
了
！﹂

王
先
生
沒
有
帶
上
任
何
合
約
，
只
有
一
顆
熾
熱
的
心
，

交
流
了
整
天
，
也
種
下
了
日
後
合
作
的
種
子
。
嘉
華
可
算

是H
K
T
V

的
頭
牌
之
一
，
可
是
導
演
王
晶
拋
下
了
這
樣
的

一
句
：﹁
該
台
的
男
主
角
統
統
是
伯
爺
公
。﹂
嘉
華
聞
言

未
怒
反
笑
：﹁
證
明
晶
哥
真
有
留
意
誰
是
主
角
，
但
，
宏

觀
全
世
界
凡
有
所
表
現
的
演
員
，
都
是
擁
有
人
生
閱
歷
的

人
，
況
且
世
衛
已
將
六
十
五
歲
以
下
定
為
成
年
人
，
六
十

六
至
七
十
九
是
中
年
人
，
八
十
以
上
才
是
老
年
人
，
他
只

是
讚
我
們
夠
年
輕
又
有
實
力
罷
。﹂

王
維
基
將
台
慶
也
定
在
與
無
綫
同
一
天
︱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
可
有
信
心
他
日
台
慶
會
鼎
盛
過T

V
B

嗎
？﹁
在
這
分

秒
必
爭
的
電
視
世
界
，
這
才
是
競
爭
氣
氛
，
也
是
一
種
宣
傳
，
以
後

是
否
留
得
住
觀
眾
就
要
有
好
的
製
作
了
。
據
調
查
，
去
年
亞
視
收
視

贏
了H

K
T
V

，
那
又
如
何
？
我
最
關
心
的
紀
念
日
只
有
我
和
太
太

Jum
bo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的
結
婚
紀
念
日
。﹂

卅
年
了
，
無
綫
是
紅
娘
，
一
位
服
裝
設
計
師
和
一
位
一
線
演
員
初

時
並
沒
有
擦
出
甚
麼
火
花
，
直
至Jum

bo

請
了
一
年
假
到
英
國
深

造
，
嘉
華
奇
怪
怎
麼
不
見
了
那
位
工
作
態
度
甚
佳
的
女
子
，
也
曾
開

口
追
問
過
她
的
行
蹤
。
至Jum

bo

回
來
了
，
大
家
發
覺
性
格
話
題
好

相
近
，
正
如
當
年
的
青
年
男
女
一
樣
，
由
大
夥
兒
聚
會
燒
烤
開
始
，

慢
慢
變
成
了
二
人
世
界
，
談
起
戀
愛
來
了
。

兩
人
都
是
愛
家
庭
的
，
有

結
婚
生
小
孩
的
目
標
，
嘉
華
更
創
出

了
新
穎
的
求
婚
方
式
，
先
把
一
大
束
鮮
花
藏
在
汽
車
行
李
廂
內
，
再

到
西
貢
海
灘
數
星
星
，
然
後
故
作
忘
了
些
甚
麼
，
請
女
友
打
開
行
李

廂
取
回
，
正
當Jum

bo

發
現
鮮
花
不
明
所
以
之
際
，
他
已
跪
下
來
求

婚
了
。
多
熟
悉
的
場
面
，
至
今
還
有
不
少
人
偷
橋
哩
。

林
氏
伉
儷
卅
年
來
的
恩
愛
秘
訣
，
就
是﹁
不
要
忍﹂
，
他
們
不
會

將
不
接
受
對
方
的
事
情
啞
忍
，
會
選
擇
提
出
討
論
，
當
然
要
用
平
和

的
語
調
。﹁
我
很
開
心
我
找
到
了
人
生
的SoulM

ate

，
他
是
我
的
一

隻
手
一
隻
腳
，
沒
有
了
很
不
方
便
。﹂
搞
鬼
的
嘉
華
哈
哈
大
笑
：

﹁
是
蘇
眉
不
是
龍
躉
嗎
？
老
婆
根
本
是
我
的
兩
隻
手
兩
隻
腳
，
我
不

能
沒
有
她
！﹂

好
一
對
蘇
眉
與
龍
躉
，
羨
煞
旁
人
。

嘉華哥哥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最
近
才
看
完
非
常
好
笑
的
法
國
喜
劇
︽
非
常
4
女

婿
︾
，
講
一
對
法
國
中
產
父
母
有
四
個
女
兒
，
頭
三

個
分
別
嫁
了
阿
拉
伯
人
、
猶
太
人
和
中
國
人
，
到
了

么
女
，
他
們
以
為
總
可
以
找
個﹁
正
常﹂
的
白
種
法

國
人
女
婿
，
怎
知
她
要
嫁
的
竟
是
個
黑
人
！
準
外
父
晴
天

霹
靂
之
餘
，
還
跟
非
洲
來
的
準
黑
人
親
家
不
停
鬥
氣
，
鬧

出
笑
話
連
篇
，
最
後
婚
禮
終
於
順
利
完
成
，
大
團
圓
結

局
。
戲
裡
觸
及
不
少
種
族
歧
視
的
話
題
，
蠻
火
爆
的
，
不

過
既
然
是
喜
劇
，
導
演
帶
過
就
算
了
。
這
戲
據
說
在
法
國

以
至
歐
洲
的
票
房
都
勁
爆
，
但
美
國
片
商
卻
不
敢
買
，
足

見
西
歐
觀
眾
對
種
族
矛
盾
的
話
題
，
比
老
美
看
得
開
。

我
是
日
前
飯
局
時
才
跟
朋
友
推
薦
這
電
影
的
，
想
不
到

一
天
之
後
，
巴
黎
就
發
生
恐
怖
分
子
光
天
化
日
以
宗
教
之

名
，
闖
入
︽
查
理
︾
︵C

harlie
H
ebdo

︶
雜
誌
社
，
槍
殺

多
名
記
者
、
編
輯
以
至
警
察
的
慘
劇
。
此
等
野
蠻
行
為
必

須
嚴
厲
譴
責
，
而
以
槍
子
去
對
付
筆
桿
子
，
為
求
滅
聲
洩

恨
，
更
是
文
明
社
會
所
不
容
。

現
實
世
界
的
巴
黎
，
看
來
並
不
是
︽
非
常
4
女
婿
︾

裡
，
彩
虹
般
的
多
色
人
種
和
多
元
文
化
，
可
以
輕
鬆
搞
笑
、
和
睦
一

家
的
美
麗
浪
漫
。
可
以
想
像
，
單
是
部
分
極
端
回
教
徒
和
主
流
社
會

之
間
的
衝
突
，
加
上
年
青
人
找
不
到
出
路
等
政
經
問
題
，
已
經
非
常

棘
手
，
更
別
說
其
他
少
數
族
裔
與
白
人
社
會
之
間
的
張
力
了
。
我
們

不
在
巴
黎
生
活
，
缺
乏
在
地
感
覺
，
很
難
明
白
在
理
念
上
和
生
活
上

的
具
體
摩
擦
和
敵
意
，
不
過
看
外
電
報
道
，
其
實
歐
洲
大
部
分
奉
公

守
法
的
回
教
徒
，
對
這
種
暴
行
也
是
譴
責
的
，
而
發
生
這
種
事
的
必

然
後
果
，
是
主
流
社
會
進
一
步
加
深
對
回
教
徒
的
偏
見
和
敵
意
，
一

般
善
良
的
回
教
徒
反
成
為
直
接
的
受
害
者
，
激
發
新
一
輪
惡
性
循

環
，
對
誰
都
沒
好
處
。

前
陣
子
去
新
加
坡
，
跟
一
個
印
裔
的
當
地
朋
友
談
天
，
問
她
新
加

坡
人
如
何
維
持
四
個
種
族
和
平
共
處
，
她
說
只
有
一
條
，
就
是﹁
一

同
長
大
，
有
共
同
經
驗﹂
。
她
深
信shared

experience

很
重
要
：

如
果
文
化
不
同
，
又
沒
共
同
經
驗
，
光
推
銷
和
睦
共
處
的
硬
道
理
是

沒
用
的
。
不
知
這
些
香
港
可
否
參
考
。

巴黎的另一面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每
次
外
遊
，
均
會
刻
意
安
排
遊
逛
當
地
的
博
物

館
、
美
術
館
、
大
劇
院
、
文
化
中
心
等
文
化
藝
術
機

構
，
適
逢
其
會
的
話
，
更
會
購
票
進
內
參
觀
展
覽
、

看
一
場
音
樂
演
奏
或
芭
蕾
舞
演
出
。
反
而
在
家
的
時

間
，
卻
忽
略
了
，
其
實
在
香
港
也
有
不
錯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
值
得
關
注
。

二○

一
四
年
最
後
一
個
月
，
在
香
港
歷
史
博
物
館
參
觀

了
︽
皇
村
瑰
寶
：
俄
羅
斯
宮
廷
文
物
展
︾
，
重
訪
俄
國
皇

村
；
二○

一
五
年
第
一
個
月
，
計
劃
參
觀
另
外
兩
個
展

覽
︱
︱
︽
聖
殿
、
經
卷
與
使
者
：
羅
馬
時
代
以
色
列
地
區

之
考
古
發
現
︾
和
︽
敦
煌
︱
說
不
完
的
故
事
︾
。
前
者
在

金
鐘
的
亞
洲
協
會
麥
禮
賢
夫
人
藝
術
館
，
後
者
安
排
在
沙

田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舉
行
。

︽
聖
殿
、
經
卷
與
使
者
：
羅
馬
時
代
以
色
列
地
區
之
考

古
發
現
︾
展
覽
，
以
一
塊
約
於
公
元
前
後
一
世
紀
期
間
寫

成
的
希
伯
來
文
石
碑
︽
加
百
列
啟
示
石
碑
︾
為
中
心
，
另

有
︽
死
海
古
卷
︾
：
︽
以
賽
亞
書
卷
︾
的
仿
製
本
和
一
些

罕
見
古
物
，
包
括
來
自
聖
殿
山
的
雕
刻
碎
片
、
罕
貴
的

︽
猶
太
古
史
︾
的
拉
丁
文
譯
本
，
以
及
十
九
世
紀
末
一
位

上
海
藝
術
家
憑
想
像
創
作
的
耶
路
撒
冷
地
圖
。

︽
加
百
列
啟
示
石
碑
︾
是
繼
︽
死
海
古
卷
︾
後
最
重
要

的
考
古
發
現
，
有﹁
石
碑
版
︽
死
海
古
卷
︾﹂
之
稱
。
石

碑
二
尺
高
，
共
八
十
七
行
希
伯
來
文
字
，
部
分
已
難
以
辨

認
，
是
公
元
前
一
世
紀
的
文
物
。
碑
文
內
容
正
確
解
釋
仍

眾
說
紛
紜
，
只
知
道
經
文
預
言
了
一
場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戰
爭
，
由
上

帝
率
領
乘

戰
車
的
天
使
拯
救
該
城
市
。
碑
文
的
主
角
是
加
百
列
，

是
希
伯
來
聖
經
中
第
一
個
有
名
字
的
天
使
，
碑
文
中
有
：﹁
我
乃
加

百
列﹂
的
自
稱
。

而
今
次
展
出
的
︽
以
賽
亞
書
卷
︾
是
最
古
老
和
最
完
整
的
︽
死
海

古
卷
︾
聖
經
，
發
現
時
相
對
完
整
。
它
比
原
先
的
︽
以
賽
亞
書
︾
文

稿
更
早
了
一○

○
○

年
，
也
是
最
古
老
希
伯
來
聖
經
手
卷
。

雖
然
沒
有
宗
教
信
仰
，
參
觀
這
個
饒
有
趣
味
的
展
覽
，
卻
令
人
有

眼
界
大
開
之
感
！

眼界大開的展覽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故鄉，始終讓我魂牽夢繞，但她卻漸行漸遠。
我記憶中充滿童年樂趣和濃郁水鄉特色的故鄉村
莊，先後幾度消逝。
我的故鄉在長江入海口的南岸，吳淞口西北方
向約十五公里處的一個小村子。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記事起，就記得我出生
的小村子只有5戶人家，家家都是小平房，其中1
戶還是草房，房屋呈東西向一字排開，窗戶和門
全是木板做的，那時還沒有玻璃門窗；每家的房
屋後都有一個小竹園，一條小河環繞着整個村
子，小河又與村東的河流相通，河邊長滿了各種
大樹，有的樹歪斜到水面上；村子的東面有一條
窄窄的小橋，橋面和橋墩用的全是毛竹；南面有
一條小路，通往村外；村的東南角有一口井，全
村人都用來打水吃。竹園、小河，都是我童年玩
耍的樂園，我和小夥伴們一起，常在竹林中、大
樹後、小河邊捉迷藏、捉知了、逮小鳥。
春天，我們在竹園裡爬樹，掏鳥窩，撿鳥蛋，
玩剛孵出的小鳥；還經常到河邊掐馬蘭頭，藍天
白雲下，彩蝶在野花叢中飛舞，一望無際的油菜
花，金燦燦的；隨處可見的小河裡，船夫撐着木
舟慢慢經過，好一派江南水鄉的田園風光。夏
天，跟着大人在村東和村南河裡摸蚌，看着類似
烏篷船的運貨小木船在身邊穿過，船夫長年在水
上漂，一家人吃住都在船上，很辛苦，我那時不
懂事，看着船家的小孩在船頭的甲板上玩，還很

羨慕呢；雨後，我喜歡到小溪裡捉魚，看着小鯽
魚嗆着水逆流而上，多數被我捉住，也有捉不住
的，眼看着逃入河中，有趣又發人深思。秋天，
我喜歡用蚯蚓當誘餌，坐在河邊釣蟹子；到傍
晚，我踏着皎潔的月光，走在稻田間的小路上，
總有蟹子爬出來，成為我的手中獵物；秋天也是
菱角成熟的季節，我跟着大人，坐着小木船，在
清澈的河水裡穿行，雙手不停地摘菱角。菱角剝
掉殼就可以吃，又嫩又甜；成熟的菱角呈褐色，
外殼很堅硬，可以儲存很長時間，屆時與紅薯、
毛芋頭一起煮着吃。我小時候家裡窮，與村裡的
多數小孩一樣，把菱角當做糖果糕點來吃，只有
家裡來了客人了，大人才可能煮點菱角，既招待
客人，也解我的饞。冬天，我和小夥伴們在場地
上打雪仗、堆雪人……直到1970年我大學畢業離
開故鄉，來到黃河邊津浦鐵路穿過的這座省會城
市，故鄉的美好記憶一直就這樣定格在我的腦海
中。
沒想到十年後，我對故鄉的這種記憶被割斷

了。1978年，由於寶山鋼鐵總廠項目建設的需
要，我家的小村子要拆遷安置，家人曾來信讓我
回家拆掉老平房建造新樓房，我因為工作忙、第
二個孩子剛出生、手頭又沒有錢，就放棄了。待
1981年我帶着3歲的女兒回故鄉時，記憶中的故
鄉消失了，生我養我的那個小村子連同周邊的幾
個小村子全沒了影蹤。小村子被合併了，代之而

起的是一個一排排整整齊齊新樓房的大村莊；原
來的小河都被填平了，村莊的西側開了一條南北
方向的大河，運貨的拖輪拖着一節節長長的拖
船，鳴着汽笛，為寶鋼送礦石、運鋼材。這河又
寬又深，河裡已經沒有童年時我常見的小木船，
孩童們也不能像我小時候那樣下河摸蚌和捕魚捉
蝦了，但河裡依然流淌着家鄉的水；雖然家家都
住上了樓房，但樓房比較矮小，也沒有外裝飾，
燒飯仍用老式的柴火灶，吃水仍靠木桶從井裡
吊，屋後仍有大糞缸，傳統的生活方式和農村風
貌並無大的改變。
但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老家村莊的又一次變

化，幾乎讓我迷了路：第一代樓房全都拆掉了，
家家都蓋了新樓房，第二代樓房比舊樓房要高
大，有外裝飾；村外和村裡路網全變了，原來的
鄉間小道不見了，泥巴小路都變成了平坦水泥
路，村子裡的路邊設置了垃圾箱，垃圾由保潔員
採集，比老村子乾淨多了；家家都有彩電，用上
了自來水，抽水馬桶替代了老式的木頭馬桶；有
村民開了小商店，買東西比以前方便了……呈現
出一種現代化新農村的新面貌。只是家家還有承
包的土地和自留地，我童年時代熟悉的莊稼、蔬
菜、一草一木和風土人情還都在。直到去年清明
節我回到村裡時，還看到地裡到處都是盛開的油
菜花，大片大片、金燦燦的，這景象，讓我感到
十分熟悉和親切，消逝的老村莊沒有沖淡我對故
鄉的美好印象，仍有一種回到童年的感覺。
然而，今年清明節我給母親掃墓再回到故鄉

時，老家的村子已被夷為平地。早前堂弟曾給我
打電話說，由於建設規劃的需要，我們村和周邊
幾個村都被劃進了經濟開發區，全部拆遷，建設

安置房，過渡期由政府補貼租金，由各家自找住
處，3年後在距老村約8公里處的滬太路西側建造
大型高層和小高層住宅區，既安置農民，也吸納
市民，為此還將配套建設醫院、學校、超市、商
業中心等教衛設施和服務設施，地鐵也將從上海
市中心通到小區，建成後將成為上海西北郊一個
現代化的新型衛星城鎮。我村裡的農民從此將徹
底告別土地，成為地地道道的城裡人。
我為故鄉踏着新型城鎮化的腳步不斷前進而感

到由衷的高興，也為生我養我的村莊幾度大變、
離我漸行漸遠、終於消失而感到惆悵。我雖是一
個離開故鄉的小村子到城市居住已經四十多年的
古稀老人，但故鄉卻始終是我心中的根。歲月的
流逝抹不掉我對家鄉的記憶與思念。
月是故鄉明，我對故鄉始終一往情深，但消逝
的村莊卻增添了我的鄉愁。假如再回故鄉，童年
的美好回憶還能尋覓到一點點影蹤嗎？故鄉的
月，恐怕只能在那遙遠的夢裡。

幾度消逝的村莊
百
家
廊

朱
文
興

一
元
復
始
，
萬
象
更
新
。
二○

一

五
年
剛
開
始
半
個
月
，
坊
間
陸
陸
續
續

發
表
了
不
同
的
二○

一
四
年
總
結
報

告
，
其
中
有
一
個
很
有
趣
報
告
來
自
非

官
方
網
站
，
分
析
了
外
國
互
聯
網
、
網

誌
、
最
流
行
二
十
五
萬
印
刷
及
電
子
媒
體
所

綜
合
的
數
據
，
得
出﹁
二○

一
四
年
最
流
行

字
、
最
流
行
名
字﹂
。
上
年
度
最
流
行
的
居

然
不
是
文
字
而
是
一
個﹁
紅
心﹂
符
號
，
這

是
第
一
次
一
個
符
號
成
為
年
度﹁
最
流
行

字﹂
。
該
網
站
的
創
辦
人
亦
對
文
字
代
表
性

隨

時
代
變
遷
而
感
到
驚
訝
。

自
從
面
書
、
網
上
論
壇
、
聊
天
應
用
程
式

大
行
其
道
，
網
上
溝
通
已
成
為
大
家
日
常
生

活
一
部
分
。
在
大
街
小
巷
、
車
上
、
甚
至
飯

桌
上
，
每
人
手
上
也
拿

電
話
，
不
停
與
世

界
不
同
角
落
的
朋
友
溝
通
，
查
閱
朋
友
的
狀

態
更
新
已
成
習
慣
。
網
絡
語
言
、
表
情
符
號
已
代
表

千
言
萬
語
。
網
絡
語
言
沒
有
特
別
由
誰
發
明
，
開
始

時
只
是
為
了
省
時
，
大
家
用
了
覺
得
頗
傳
神
，
其
他

人
也
用
，
漸
成
為
約
定
俗
成
。
出
個
題
考
考
大
家
：

﹁gtg
w
bfw
or.cu

b4
nite.X

D
!!!!!﹂

大
家
猜
一
猜

是
什
麼
意
思
？
這
全
是
英
文
簡
寫
及
廣
東
話
英
語
拼

音
，
俗
稱﹁
火
星
文﹂
，
全
文
就
是﹁
需
要
和
男
朋

友
離
開
了
，
今
晚
前
再
見
，
︵
大
笑
︶﹂
而
最
後
的

五
個
感
嘆
號
可
以
看
出
發
文
者
情
緒
激
動
哩
！
日
常

大
家
已
習
慣
網
絡
語
言
溝
通
，﹁
火
星
文﹂
見
怪
不

怪
。
年
輕
人
自
覺
沒
有
問
題
，
書
面
語
對
他
們
來
說

才
是﹁
火
星
文﹂
！
漸
漸
地
，﹁
火
星
文﹂
已
入
侵

學
生
寫
作
、
求
職
電
郵
、
與
客
戶
溝
通
的
信
件
之

中
，
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每
年
考
試
報
告
揭
露
，
學

生
中
英
文
寫
作
出
現
大
量
網
絡
語
言
，
情
況
嚴
重
，

慘
不
忍
睹
。
我
並
不
是
叫
大
家
完
全
拒
絕
新
詞
彙
、

新
文
體
，
而
是
要
拿
捏
得
宜
，
畢
竟
語
言
是
一
個
流

動
的
文
化
傳
承
系
統
，
正
如
牛
津
字
典
每
年
都
會
收

錄
一
些
流
行
新
詞
，
正
代
表
隨

網
絡
文
化
愈
來
愈

深
入
生
活
，
一
些
網
絡
語
言
也
逐
漸
被
語
言
學
界
所

認
可
。
語
言
發
展
代
表

一
個
世
代
的
興
衰
，
中
華

文
化
由
甲
骨
象
形
文
字
到
四
書
五
經
、
到
五
四
運
動

的
白
話
文
，
到
現
在
的
口
語
、
網
絡
語
言
。
隨

社

會
發
展
，
語
言
也
會
發
展
，
與
其
拒
絕
新
思
維
，
倒

不
如
一
起
與
時
並
進
，
嘗
試
學
習
一
下
這
一
代
的
新

語
言
，
免
得
成
為
年
輕
人
眼
中
的﹁
恐
龍﹂
哩
！

一顆紅心 思旋
天地
思旋

■責任編輯：趙 僖 2015年1月13日（星期二）

■ 此書乃多人合著，各篇引證資料
豐富，論證嚴謹，值得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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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水鄉風情十足的吳淞口已蛻變為先進昔日水鄉風情十足的吳淞口已蛻變為先進
的現代化外貿港口的現代化外貿港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