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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小语

《红日》激发了我的当兵情结
□林兴亮

老 菱
□姚崎锋

说到菱角，一直以为那些浮在
水面上的藤蔓从来就没有开过花，
在一首《南湖菱花开》的歌曲里知
道了那灿若星辰的菱花，才知记忆
是会出错的，只是因为菱花太小
了，小如米粒，你若不细细观察，就
错过了它们的花期。

母亲就像那些微小的菱花中的
一朵，开在不远的村庄。

那里有我童年里的诸多记忆。儿
时，家里承包过村里的鱼塘，在鱼塘的
浅滩处，父亲扔下过菱角的种子，不经
意间却年年繁盛开了。父亲是只管种
养的，接下去的活都是母亲的。

菱角收获的季节，我常常跟着母
亲去摘菱角，母亲坐上自家扎的泡沫
板船，在郁郁葱葱的藤蔓堆里行进，顺
手捞起一根，便能从藤条上找到几只
可以采摘的菱角。如此往复，不多时
便能摘上一箩筐。

有一次，母亲掉进了水中，我吓得
哭了，幸好母亲是会游水的，她从密密
的藤蔓里顶出头来，笑着对我喊叫，声
音洪亮，看着她像一个戴草帽的女民
兵的样子，我才破涕为笑。

老家院子的空地上，搭了一个露天
的灶台，母亲在大太阳下煮菱角。旺旺
的柴火烧起来，母亲的脸上是不间断的

汗水，她要尽快把采摘来的菱角煮熟，
可以挑到附近的街市、人流处叫卖。

鲜嫩的菱角一经煮过，便成了褐
黑的色泽，母亲的手也经常是这样的
色泽，怎么洗也不褪。我已经忘记那
时的菱角是多少钱一斤，只是记得，很
多时候，母亲的担子上，一头是菱角，
一头是我。饿了，母亲便会掰开一只
菱角，挤出鲜香酥软的菱肉，塞进我嘴
里。小小的菱角里，有母亲的希望，有
一家人的生活。如果卖得好，母亲也
会换些肉改善伙食，菱角炒肉片的味
道真香，就着这个菜，我与妹妹总能吃
得津津有味，下得了满满一碗饭。

查了一下度娘，菱角有利尿、通
乳、止消渴、解酒毒的作用，主治疮毒、
赘疣，是减肥的辅助食品。民间单方
中还用它治疗癌症。想不到，小小的
菱角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功效，不得不
刮目相看。

老菱黑不溜秋，在我们土话里音
同“老人”。每每一喊出，便想到老人，
比如母亲。那时的母亲多么年轻，有
着一身的力气，里里外外是一把好
手。时光一晃，我们都已长大成人，农
村的水塘里，已经极少能见它的踪影，
而母亲也不再是当年风风火火的模
样，越发瘦小多病，成了真正的老人。

1959年面世的吴强的长篇小说《红
日》，以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
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以宏大的结
构和澎湃的气势，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
解放战争时期华东战场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我这辈子读的第一部小说是
《水浒》，第二部便是《红日》。记得读这
书的时间还是在 1966 年的冬天，那年
我后脚跟患了严重冻疮，下地走路疼痛
难忍，只好捧着《红日》躲在太阳底下读
书。没想到，这一读，我被书中塑造的
一系列血肉丰满的战斗英雄艺术形象
深深吸引了，时至今日，回想起来还好
笑，那时的我，心中居然萌发出想当战
斗英雄的强烈愿望。

1969 年我年满 18 岁了，冬季征兵
一开始，我就瞒着父母去报名，结果呢，
体检、政审都合格，眼看就有可能像《红
日》里的战斗英雄一样，到战场上冲锋
陷阵了，谁知，我母亲闻讯赶到当时的
公社人武部大哭大闹，说，这兵怎么都
要我家当的呀，我那个儿子还在当兵，
这个又要去。是的，那年我二哥还在部
队当兵，公社人武部考虑到这情况，把
我淘汰了，气得我与母亲大吵一架后大
哭了一场。

1970年我二哥退伍回家了，这年的
征兵体检我又合格了。这下子，我母亲无
话可说了，这年 12月我终于如愿穿上了
绿军装。

无巧不成书，我当兵的部队与《红
日》里的部队同一军种，都是陆军野战
军，而且，师部恰巧就在江苏涟水，更令
我兴奋不已的是，我被分配在红六连六
班，与我长期崇拜的《红日》中用步枪打

下敌机的六班副班长战斗英雄王茂生
同班名。

其实，当时我只想当兵，却对当兵的
艰苦程度一无所知，上世纪70年代初，世
界仍处在冷战时期，我们部队时刻准备打
仗的氛围相当浓厚。“平时多流汗，战时少
流血”、“宁可前进一步死，不可后退半步
生”的口号天天挂在嘴边，军事训练的高
强度，令常人难以想象。我为了把自己投
手榴弹的水平从35米提高到47米，右手
肿痛得吃饭拿不住筷子穿衣抬不起胳
膊。为了提高射击水平，练瞄准一趴就是
两三小时那是常有的事。

记得那还是刚分到连队的头个月，
我们团奉命长途奔袭演练。在连续行
走了 5天的最后一天，我们肩负 30多公
斤的装备已冒雨行走了一个晚上，天亮
后，我们正准备宿营，突然，师部命令我
们团务必在 3个小时内奔走 50华里，占
领某高地。团部命令我们红六连为全
团的尖兵连，跑在最前面。要知道，走
了一个晚上又没吃早饭，还背着沉重装
备小跑前进，我记得当时我的腿已没知
觉了，只知道机械地跟着往前跑。鼻子
出血了、脸发白了，我们班的老兵见状
来扶着我，想把我的枪拿过去背。说来
也奇怪，那时我真的想起了《红日》中奋
勇杀敌的解放军战士，我硬是不肯把枪
给战友背，结果，那次我晕倒了。

当兵的事已过去几十年了，几年
前，我到新华书店重新购买了中国青年
出版社 2009 年重印的《红日》，珍重地
藏入了我的书房，至今，我还会时不时
去翻翻她，《红日》无形中早已成为我人
生精神的一个支柱。

望海潮是个词牌名，去掉中间一字，就成了一种
海鲜。窃以为，望潮是海鲜中名字起得最有诗情画
意的。看到望潮，让人忍不住吟起一句古诗：“若知
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我们这里的海鲜菜中，名声在外的不少，什么家
烧黄鱼、清烧鲻鱼、鲍汁海葵、原汁墨鱼、红烧水潺、
油烹弹涂、苔菜小白虾、淡菜炖肉、酒煮青蟹、盐焗海
蛏等。这些海鲜美食中，我最爱清汤望潮，一提到望
潮，那脆嫩爽口的味觉，便会萦绕齿颊。

望潮又叫短蛸，但我们习惯称之为目鱼潮，也有
人把“望潮”写成“莽潮”，甚至有写成“蟒蛟”的，尤其
是后者，看了让人有点惊骇。

望潮平日里穴居海滩泥洞之中，潮涨时它便爬
出洞口而望，挥舞着腕儿，似在盼着潮水到来，故名

“望潮”。既是望潮，八月中秋潮水最大，故农历八月
中捕获的望潮也最为肥大。不过望潮盼着潮水来，
不是像伟人一样抒发些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而是
企盼着潮水将虾、蟹等美餐送上口来，有谚语云：“大
头望潮八只脚，十八后生追勿及。立在洞中望潮至，
送来蟹虾吃勿歇。”北风呼啸时，虾蟹少了，望潮无
奈，只得吃自身的八只脚保命，所以有俗话“九月九，
望潮吃脚手”——天寒地冻，望潮却冷清清地藏身在
深深的洞府中，捧着自己的脚丫子啃呀啃。哎哟，这
望潮，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

《临海水土异物志》也写到望潮，不过这本书里的
望潮是一种沙蟹：“招潮，甲壳纲，沙蟹科。雄蟹一螯
很大，涨潮前，举大螯上下运动，故名。又称‘望潮’。”

不是海边人，根本搞不清望潮与章鱼之间的区
别，还以为它们是一路货。在酒店请外地朋友吃
饭，点了一道清汤望潮，菜一上桌，外地朋友叫道：
哦，章鱼！做东的主人赶紧解释，望潮虽然跟章鱼
是亲戚，但身价可大不同，望潮要比章鱼贵五六倍，
甚至七八倍。

望潮跟章鱼长得差不多，但个头比章鱼小多了，
章鱼大的有几十斤，望潮通常只有大拇指大小。不
过，望潮跟章鱼一样，都是八腕的，即通常人们所说
的八爪，八爪柔韧可绕，足上各有一排吸盘。章鱼的
俗称就是八爪鱼。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那些巨型
章鱼疯狂舞动着八爪，让人看了心里瘆得慌。望潮
的软爪也十分有力。有一次与一批作家到渔村采
风，一位美女作家没见过望潮，见盆中养着望潮，用
手撩拨它，不想被望潮的软爪缠住，甩又甩不脱，吓
得大呼小叫，花容失色，大排档的小老板用中指伸入
望潮的肚下一戳——就像人被点了穴一样，望潮才
乖乖松开软爪。

望潮长得娇俏玲珑，八条细柔的触手，摇曳生
姿，似还带点狐媚的气息。从“肤色”看，章鱼是灰褐
色的，而望潮通体透明，浅灰中隐着棕白色，细腻得
如同玉石。关于望潮与章鱼的区别，《本草纲目》里
也说得很清楚：“章鱼，生南海。形如乌贼而大，八
足，身上有肉，闽粤人多采鲜者，姜醋食之，味如水
母。石距亦其类，身小而足长，入盐烧食极美。”这

“石距”实际指的就是望潮。在青岛的各大酒店，我
看到望潮被写成“八带”。

望潮的吃法有生炒、红烧、水煮等，松脆爽口。
不过，我觉得，越是鲜美的海鲜越适合用简单的烹饪
法，比如清蒸，比如水煮，将望潮、活虾放在沸水里打
几个滚，就可捞上蘸着酱油醋食之，味极鲜美。如果
用浓油赤酱爆炒，吃进的都是调料味，反而失去了海
鲜本真的味道。

有一次到温州出差，温州的朋友点了一道“盐水
望潮儿”。我起初以为是腌过的咸望潮，端上来一
看，就是清汤望潮，原来温州人有点故弄玄虚，所谓

“盐水”，其实就是用沸水生烫。
除清汤望潮外，尚有生炒、红烧等吃法，蒜苗炒

望潮，味道也不错。宁波象山石浦渔港有名的海鲜
“十六碗”，红烧望潮位列其中——将活望潮剖腹，加
料酒、酱油，用中小火焖烧而成。不过，再怎么好吃，
我认为都比不过清汤望潮。

象山墙头的红烧望潮是当地名菜，当地人在
望潮烧煮之前，习惯用小水辣蓼涂身掼跌。辣蓼
就是水辣蓼，在水边潮湿之地多见，田间旱地亦
有。望潮下锅前，被厨师裹进辛辣的枝叶里，在石
板上摔得个七荤八素，据说经此一摔，望潮的味道
更加鲜脆。红烧后的望潮，细长的肢体不像清汤
望潮里一样的舒展，而是整齐地向里收缩成一圈，
形似莲花宝座。

玉环人说自己的望潮是台州头牌，三门人不服
气。事实上，三门浬浦的望潮也是名头很响的，有三
门特产谣为证：“旗门青蟹健跳鱼，平岩泥螺蛇蟠蛏，
东郭青苔铁场蛎，亭旁豆面横渡芋，晏站虾虮鲜又
细，猫头黄鱼黄又肥，浬浦望潮笑眯眯，洞港海鲜好
风味。”看来，浬浦的望潮跟玉环的望潮有的一拼。

春尽秋残时节，总是会让敏感
的人伤怀，这时遇见一些将凋未
凋、欲落未落的花朵或叶片，内心
不免多有触动。只是各人关注的
角度不尽相同。

我注意到鲁迅《野草》有一篇
《腊叶》，讲到他庭前一株很小的枫
树，霜秋使叶子变红，引起了主人
的注意，他绕树细察，发现了一片
有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
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
望，于是摘了下来，夹在刚买来的
《雁门集》中。鲁迅为什么选取一
枚病叶呢？这立即使我明白了他
的心思，他骨子里是个医生，关注
点还在疾病上，他一生都在关注社
会的痼疾，人性中的病态。这和许
多人将病残尽量遮住，只将华丽的
一面展出是何其不同呢？

与《腊叶》不同的是张玉阶的
《残花》。诗里有句叹息道：“我是
主人花是客，纵留他住不多时。”我
们旅游的时候，经常可以有机会见
到极佳的风景，有时也会在有主名

花前驻足流连，然而终要匆匆离
去。因为，我们是客。

记得一次旅游，同团的一位中
年男子很有点意思，见爱拍照的人
会对我低声嘀咕，“啊呀，年轻姑娘
不要去花丛里拍嘛，花是易谢之物，
再说容易被别人采了去。”“你看，你
看，非要去窗门洞照，被圈在里面，困
在那里，有什么好。”我于是了解到，
原来讲究起来的人，顾忌不少。其
实，大家都为过客，又何妨呢？从宏
观的角度来看，“人世有代谢，往来成
古今。”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生又何异
于花开花谢呢？就说被困吧，我们谁
又不是经常陷于困惑之中呢？于是，
我对张玉阶有了不同的理解，“我是
主人花是客”中的“我”并非诗人自
己，而是大自然啊。花也好，叶也好

“我”也好，“你”也好，不都是“纵留
他住不多时”的客吗？

既然人世间没有永恒，就不必
总是期待，要紧的是去创造精彩，
珍惜自己的花季，为这个世界留下
美好的印象和记忆。

楼下新开了一家进口食品
超市，从大大的落地玻璃窗望
进去，商品琳琅满目，我经常去
那里给女儿购置一些零食。一
来二去，和老板也就熟了。

那天，我又去超市买东西，
老板正弓着身子往货架上摆放
刚到的商品。我挑选了几种不
同口味的饼干，准备付账。这
时，门被推开了，几个小孩嬉闹
着跑进来。他们像进了蟠桃园
的猴子，左拿右放，兴奋异常。
可能由于过于激动，在一阵你
推我搡之后，一整面货架上的
食品如多米诺骨牌般依次倒
下，并纷纷跌落在地上。孩子
们应该是吓坏了，笑声戛然而

止，空气瞬间凝固。我们都把
目光从杂乱不堪的地上挪移到
老板的脸上，孩子们好像也做
好了准备，等待一场暴风雨的
来临。

“没事”，温柔的声音稀释
了凝固的空气，“别害怕，我再
摆上就是。”

孩子们惊讶地看着他，看
着那个他们认为本该发怒的老
板，那个满脸胡茬的男人。老
板缓步来到货架前，弓下身子，
收拾起来。孩子们满脸愧疚地
站在那里，似乎并不敢相信眼
前的一切。几分钟之后，他们
回过神来，开始用稚嫩的小手
帮着老板整理柜台。我被这一

幕深深地感动着，不忍离开。
孩子们走后，我问他，为什

么不发火？甚至都没有一句埋
怨。他笑了，说：“有什么用
呢？无非让自己解解气，但不
还得收拾吗？弄不好还吓坏了
小孩子。得不偿失的！”

我顿时觉得，眼前的这个
粗犷的男人从骨子里散发出一
种力量，一种不抱怨的力量。

小时候，我喜欢在荫凉的
大树底下，看着一只只蚂蚁把
从远方觅得的食物抬进洞
去。有时，我也会恶作剧用树
枝拨弄或者趴在地上使劲吹
口气，瞬间把它们送回原点。
然而，我发现，每当遭遇这样

突如其来的“意外”，蚂蚁们总
会抖抖身上的尘土，继续重复
起刚才的动作。当我再次使
用这种“手段”，它们依然不紧
不慢，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地
重新来过。每次，都是我输。
现在我才明白，它们身上也存
在着这种力量，一种不抱怨的
力量。

我还亲眼见过这样的场景，
树枝上鸟儿刚刚垒成的窝，在一
夜的狂风暴雨之后，那温暖的巢
被吹得散落一地。我本以为它们
会另觅良枝，但是几天之后，一个
新的家又出现在了那里。

我还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
情，一篇费尽心思写好的稿子，

因为存储不当，再也无法打
开。虽愤怒抓狂，却无济于
事。去卫生间洗把脸，到阳台
转一转，之后打开电脑，重新写
过。竟然发现，文章比之以前
更加耐人琢磨。

你是否也有类似的遭遇，
辛辛苦苦付出的努力，最终却
被别人抢了功；好心成人之美，
却被人误解为另有企图；珍藏
多年的心爱之物，遗失在某个
不经意的瞬间……

当你真的学会了不抱怨，
内心便会繁衍出宽宥、释怀和
快乐。一个快乐满身的人，又
怎么会让世间的种种繁芜琐杂
困住手脚呢？

不抱怨的力量
□翟杰

思绪点滴

我是主人花是客
□陈大新

在技术创新的道路上勇攀高峰

电企传真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
情，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吕春
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29年来，她用自身的行动
以及不断提高的工作业绩，诠
释了作为一名电力员工的责
任和义务。

勇于创新攀高峰
吕春美在丽水公司是一名

出色的创新能手，在电能质量领
域勤奋钻研、不断探索、勇于创
新，多项科技成果获国网浙江省
电力公司一至三等奖，获多项实
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参与
两项行业标准编制，已编制发布
三项国网公司技术标准。2013
年1月，被聘为公司首席工程师
（五级）称号。

2011年，针对部分变电站
电容器投切频繁，故障率较高的
实际，吕春美和同事们开展科研
攻关，研究开发成功10千伏电
容器智能投切装置，实现电容器
智能过零投切，避免普通开关投
切电容器对系统、对电容器本

体、对投切开关产生较大的暂态
冲击电压和电流，降低电容器开
关故障率，该装置通过入网检测
后分别于2012年3月23日和6
月19日在110千伏岩泉变1#、
2#电容器间隔稳定投入运行。
这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电网公司
2013年职工技术创新优秀成果
二等奖，“10千伏无功补偿设备
智能投切装置”填补了国内外空
白，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一项，申
请发明、外观专利各一项。

吕春美非常注重实践，她认
为只有将理论应用于生产实际，
从实际应用中总结获取经验，才
能提高自身的技术素质，才能有
更高的理解境界。2013年，针
对配网大量无功补偿和调压设
备缺乏统一规范的信息平台支

撑，运行情况难以掌控，维护不
到位等问题，吕春美提出了电压
监测平台与配网调压设备信息
集成研究，研究配网无功和调压
设备统一通信规约与电压监测
平台集成，规范管理，提升农网
无功电压管理水平。

也是在2013年，在电力系
统已经工作了27年的她，带起
了徒弟。

传道授业细无声
她的徒弟是莲都区供电公

司运维检修部的叶伟宝。两人
结为师徒后，吕春美制定了一系
列的培训计划。通过理论指导，
使叶伟宝在电能质量的认识、故
障分析、解决措施、防范措施等
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对
于各种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

吕春美更是一个不落，要求叶伟
宝第一时间学习，为电能质量管
理拓展了技术手段。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叶伟宝
的专业理论知识有明显提高，撰
写的《电能质量问题综合解决浅
析》获省公司2013年度技术监
督优秀论文三等奖。

2013年 4月底，刚接手电
能质量技术管理工作的叶伟宝
碰到了小水电线路上的一个难
题。他发现枯水时，线路末端电
压偏低；丰水时，线路末端偏
高。自己摸索了许久也找不到
答案的叶伟宝想到了师傅吕春
美。吕春美在详细了解相关情
况后，提出了线路参数计算、电
压控制、调压器安装位置等一对
一的计算分析。师徒两人通过

收集线路参数资料，模拟计算分
析，经济技术比较，决定采用新
技术——安装配电线路调压器
解决，有效解决了一系列难题，
提高了电压合格率，有效提升优
质服务水平。以此为模型，师徒
携手，编写了国网公司企业标准
《10千伏配电线路调压器选型
技术原则和检测技术规范》。

师徒两人携手，短短两年时
间，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3
年叶伟宝被评为莲都公司八级
技术通道人才，2013年 7月授
权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参与编制
了《国网丽水供电公司配电变压
器分接头管理办法》和《国网丽
水供电公司配电变压器三相负
荷管理办法》等；参与实施的群
创项目《电压监测平台与配网调
压设备信息集成》获软件著作
权；参与的追求卓越项目《多措
并举，提高山区电网供电电压质
量》获公司2013年度优秀奖，取
得公司新增评标专家称号。

洪瑜阳

为迎中秋、国庆，国网宁海供电公司安全巡查
小分队来到了宁海前童古镇、岔路镇，分别对前童
农家、紫竹园、乾溪山庄、大湾山寨进行用电安全
巡检。同时，向农家乐经营者和员工普及安全用
电、节约用电常识，并主动征求供电服务的意见和
建议，确保农家乐用电无忧，为宁海旅游经济发展
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 王露婧 胡云杰

——记丽水供电员工吕春美

宁海农家乐：
用电无忧迎“双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