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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行板

拐角有烟火

邹娟娟

在人生的悠悠长河中，总有
一些地方，似璀璨明珠般镶嵌于
大地的广袤画卷中，散发着迷人
魅力。那便是我心心念念的村
庄，是生我养我、令我如痴如醉的
地方。

当第一缕晨曦刺破苍穹，轻
薄的雾气于田野间悠然飘荡。慵
懒的阳光轻柔洒落，为蜿蜒的小
径披上一层璀璨金纱。绿意葱茏
的田野里，庄稼仿若一道绿色的
绮丽风景线，散发出缕缕诱人芬
芳，又恰似大自然精心织就的巨
幅华美地毯，一路延展至人们视
野的尽头。古朴的老屋渐次隐
去，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小
楼，错落有致地矗立在这片绿意
中。

小楼旁，带烟囱的厨房里袅
袅升起的炊烟，是生活的气息在
袅袅升腾，蕴含着丝丝缕缕的乡
愁。在时光中渐渐老去的父辈，
要么在田间辛勤劳作，要么在门
前悠然闲聊，他们的脸上洋溢着
宁静与知足。那一片片农田，在
微风中翻滚着青翠欲滴的绿浪，
一路绵延向远方。村庄犹如一颗
璀璨明珠，被周围波光粼粼的河
水温情地拥入怀中。

小桥流水，垂柳依依。往昔
的浮桥已然消逝，横跨在潺潺水
流之上的是挺拔的水泥桥，仿佛
在静静聆听河水讲述着古老的传
奇。垂柳的枝条轻柔拂动，好似
在与流淌的溪水欢快嬉戏。阳光
穿透疏密有致的枝叶，斑驳陆离
地洒落在静谧的村庄，勾勒出一
幅如梦如幻的绝美画卷。

村庄前的田野，是生命的绚
丽舞台。绿油油的秧苗在阳光的
映照下摇曳生姿，散发着清新怡
人的气息，仿佛在向世界展示它
们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远处，已
收割的油菜与绿油油的稻田交相
辉映，共同编织成一幅绚丽缤纷
的田园画卷。

村庄的后面，那片繁茂的树
林是大自然慷慨赐予的宝藏。林
间鸟语啁啾、花香四溢，夹杂着阵
阵蝉鸣。清风徐徐拂面，带来阵
阵清新惬意。漫步其间，仿佛能
聆听到岁月的轻声低语，感受到
大自然的怀抱。

村口那棵老榆树，承载着岁
月的沧桑和古老的韵味。时光在
它身上刻下深深的印记，每一道

童年时光

吴建季候物语

童年时，暑假来了，池塘里的
莲子成熟了。早上，我约上几个
小伙伴结伴出门，走出家门好似
出笼的小鸟，尽情放开喉咙唱着
儿歌，嘻嘻哈哈放飞自我。

穿过田间的阡陌，来到池塘
边，我们跳进水边的采莲船，划
着窄窄的小舟去摘莲蓬。你能
感觉池水依稀从远方流来，澄澈
碧波娇羞如少女，给你带来无限
遐思。水草藤泛出阵阵沁人心
脾的幽香，引来鱼儿、水鸟、野
鸭。勾着身子在采莲船里久了，
我们就直起腰杆，优哉游哉地剥
着最脆嫩的莲蓬吃。莲子清香
鲜嫩，莲芯微苦，但苦中也带着
一丝甜。我们边尝莲子边哼歌，
悠扬的歌曲谱出无忧的岁月和
童年。

盛夏季节，知了在树枝上声
嘶力竭地欢叫着。八月下旬，田
里的玉米已长得如胳膊那么粗
了。虽然还没完全成熟，但此时
摘下来，无论是水煮还是烧烤都
很好吃。

中午时分，太阳仿佛一个大
火球炙烤着大地。大人们都在午
睡，我们到玉米地里摘玉米。在
小河边的大槐树下，同伴早已在
那里支好了烧烤架，架下是捡来
的枯树枝。我们把玉米棒放在架
子上，点燃柴火，火苗直往上蹿，
玉米苞皮发出“咝咝”的声响，一
会儿就闻到玉米那诱人的香味。
树枝烧完了，玉米也基本烤熟
了。我们顾不上烫手，一人拿一
个，左掸右拍，剥去乌黑的苞皮，
外焦里嫩，迫不及待地啃上一口，
满嘴甜糯可口。

儿时的暑假，随便走到哪
里，都有野果可循，都有野味可
食。随意尝一口，香甜的味道便
在舌尖上蹁跹起舞。这些舌尖
上的美味，就像我们早已逝去的
童年，纯真、平淡又甜蜜，令人回
味无穷。

随手拈来的细节

蒙胜国百味书斋

《血路归根》是继《守候晨光》之后
作家黄一鸣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该书共28万余字，是一部反映太平洋
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荷属东印度群岛
后，华侨华人奋起反抗日寇暴行的小
说。

书中，以符克任、李满峰、陈李
妹、黄志坚、陈月娥等为代表的华侨
华人在日本侵略荷属东印度群岛时
期，冒着生命危险阻挡日军掠夺石油
资源，解救日军强征的荷兰“慰安妇”
少女。他们在日军集中营里受尽各
种酷刑折磨，又利用自身优势和摄影
特长与日军周旋，保存战争罪证影像
资料，最后迎来日本战败投降的大结
局。

应该如何在小说中真实再现那
个时代？由于小说中的时间跨度
大、人物众多，因此细节的塑造和处
理，最考验作者的表现功力。《血路
归根》在人物和细节上的精心塑造，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者对那个时代
华侨华人生活的深刻认识。作为印
度尼西亚归侨，集纪实摄影家、影像
评论家、作家等身份于一身的黄一
鸣对此十分了解。作者动笔创作这
本小说前，曾花费两年多时间采访
了书中十几位人物的原型，深刻感
受到华侨华人在印度尼西亚和我国
粤北地区的真实生活。此外，他还
阅读了大量人物回忆录、太平洋战
争史、人物传记、印度尼西亚史，从
中汲取文学和史料养分，创作态度
严谨认真。

一般来说，作家创作前的准备
功课就是占有大量材料，化材料为
己所用，这样才能在创作时让小说
充满细节。笔者在阅读《血路归根》
时，能切实感觉到该书中的许多细
节都可以生成饱满的画面。例如，
黄炳南一家返乡前的喜悦、旅途中
的忧心忡忡、被匪徒打劫后的无奈
和伤痛；华侨总会集会时被日寇发
现，全部与会人员都锒铛入狱；亲人
的探监、恋人之间的无尽思念和牵
挂、集中营慰安妇受辱自戕的惨痛
……作者的细腻笔触让我们如临其
境，感同身受。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摄影
家，黄一鸣在书中塑造了两个人物
——黄志坚、翁源。深陷困境的他
们，巧妙利用摄影特长与日军周旋，

《血路归根》书影。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流金岁月

我的故乡

丁太如

拐角处，有一方烟火。
当我再次停驻在这条街道

的终点，朝右望，看到那位老人
正跟卡车司机打招呼。老人有
辆半开放式推车，车上有锅灶、
调料和食材。我常看到锅边的
热气和轻薄的烟火。大多数时
候，老人一直围着锅忙活。碰
到阴雨天，偶尔有行人停下，不
多寒暄，付款后接过装好的食
物便迅速离开。

这个空旷郊区的红绿灯
旁，单单立着老人的摊位，留着
如孤岛般的烟火气。我观察
过停留的客流量，不知道老人
独留此处的目的。后来，从友
人的闲聊中才得知，老人坚守
此处的原因令人唏嘘。他的
儿子小时候最喜欢这里，喜欢
吃各式各样的烙饼。但是，十
七岁的儿子某天早晨外出后，
再也没有回来。时光流逝，故
土变迁，老人独居此处，做着
儿子最喜欢的食物，只盼着能
引来久别的亲人。这拐角处
的烟火，原来缭绕着浓浓的世
间亲情！

在路上寻觅，其实拐角处
的烟火并不少。当万分疲惫、
饥肠辘辘时，嗅觉就变得无比
灵敏，随意一处的食物都能被
发现。有时，这段路七拐八
扭；有时，就是柳暗花明又一
村。

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写
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
斜”。热情的主人备了丰盛的
饭菜，邀请故人去家里做客。
两人对着谷场菜园开窗畅饮闲
聊，相约重聚的时间。乡野间
的烟火气久久弥漫，让人流连
忘返，身心置于敞圃之中，享钟
灵毓秀、清风习习，似天上鸟，
自在随心，惬意悠然。

被钢筋水泥包裹的繁华都
市，在灯红酒绿的夜幕下，熙攘
的街道烟火十足，晨起升，暗夜
落。菜场、早市、小吃摊、美食
铺、饭店、茶馆，飘逸出丰富的
味道。市井长街，烟火聚拢，抚
慰凡尘。

烟火是直白明了、热辣滚
烫的。早在古代，人们就以此
为讯号传递军情。无论多远的
地方，看到直冲云霄的白烟或
明亮持久的火把，都能找到那
片方向。有时，烟火被极致放
大，放出光彩，显出动人的景
致，正如佳节时的“火树拂云飞
赤凤，琪花满地落丹英”。

烟火有融合柴米油盐的平
凡气质，亦有穿越时空的绝代
风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烟火向星辰，温暖耀眼，令人憧
憬。它不是山间的隐士，让你
捉摸不透。只需稍稍慢下来，
便能领会诸多安然。若烟火在
意外的拐角处，那应是别样的
惊喜。

人间烟火气，看花落满
地。愿你我都能在随意一个拐
角处，感受平凡烟火的可亲和
温柔。

保存战争影像资料作为罪证。
当照片曝光过度、即将成为废
片时，黄志坚超常发挥自己的
特长，配置了冲洗照片的药水，
最后成功保留照片。这种精心
设计的小说情节对于黄一鸣而
言，可谓随手拈来的细节，让书
中塑造的人物更丰满、更有质
感。

此外，《血路归根》还通过细
致的细节描写，为读者呈现了一
幅 20世纪 40年代东印度群岛
的风俗画，让以符克任、李满峰、
陈李妹、黄志坚等为代表的华侨
华人形象有了更多立体感。

纹理皆为岁月的动人故事。附近
是一个现代化的垂钓园，吸引了
众多垂钓爱好者前来垂钓。垂钓
园的旁边是茂密的银杏及各种果
树，累累硕果仿若一颗颗璀璨明
珠。树下是一排排长椅，长椅上
有手持摇扇的老人，正在讲述从
前的故事。

在这美丽的村庄里，时间仿
佛变得慢慢悠悠。一切喧嚣与纷
扰都被远远抛在脑后，仅留下内
心的安宁与平和。这里的风景如
诗如画，让人留恋不舍，让人在这
宁静和谐的田园风光中找到心灵
的温馨归宿。

清香鲜嫩的莲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