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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棵千年银杏树，是长寿的镇街之宝。秋风拂过，银杏掉

在地上，“剥剥”地响。老人和孩子便将那果子拾掇起来，剥出

果肉，它们可以制作出长寿人“情席”十大碗中冰糖炖白果。

阴历与阳历，总是如两个孩子在追追闹闹，为了不将季节

错位，农历每隔几年闰一次月，于是十来年中，会有一次中秋与

国庆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有时会相差几日。人们在这喜气

的日子里，总要安排很多喜事，如婚娶，孩子出生三朝满月；或某

店铺开张、升级，抑或是超市几周年庆典活动等等。长寿街张灯

结彩，歌舞升平，乐队、鼓队，花灯，狮舞龙腾，好不热闹。

如今的中秋节，给人以感观的吸引；昔日里的中秋节，给人

以味觉上的快感。我小时候住在离长寿街不远的保联村，那时

农村人太苦了，各生产队总有一条年老不能耕地了的牛，人们

会精心把它饲养壮一点，在中秋节的前一天宰杀出来，好精肉

分成若干份，按人丁计算分到各家各户。牛的头骨及脊椎架

子，所有的内脏淘洗干净，放在特大号铁锅里炖，第二天早上将

锅里已经与牛骨头分离的肉捞出来，又将那内脏也捞上来，砌

碎，就成了人们喜爱的牛杂，于是在中秋节的上午，人们都拿着

钵碗和炉罐，排队等候保管员分原汁原味的牛杂汤。牛肉用辣

椒爆炒，莴笋与牛杂汤一起炖得烂熟，鲜美无比。

一百零一岁的彪老子与九十九岁的妻子霭干娘他们

原来住在乡下。中秋前后是乡下最充盈的季节，天气少了

那份燥热，蔚蓝的天高远空阔。到长寿后，近二十年来，每

年的中秋节，他们几乎都与几个老人，在那株千年银杏下赏

月。身边点燃着自制驱蚊的艾条，彪老子拉得一手好二胡，

悠扬的琴声袅袅升起，似去迎接东天边的那轮皓月。就着

茶几上的几样果子，烟茶，清酒，他们快乐地过节。他乱世

时跟着守寡的母亲生活在山里，新中国成立后迁到塅里生

活，2000年初，随儿子们住进了长寿街。

那时，中秋是乡人过得最愉快轻松的节日。生产队上

粮仓里有了新收获的谷子，老百姓心里就不慌。中秋节里，

包上一包麻子饼，一包挂面，一只拳头大小的小鸡，作为礼

物，去走亲访友。联产到户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拿

实物送节了，改换拿现金打红包，后来，干脆现金也不拿了，

亲戚之间，团团圆圆吃餐把中秋饭。

过去的中秋晚上，每个屋场，都按汨罗江流域的习俗“烧

塔”。传说元朝后期，元人时时提防汉人造反，朝廷要求老百姓

每五户为单位，共用一把菜刀，不能有其他利器出现，由一鞑靼

管制，人们晚上不能外出，每户晚上不准关门闭户，以便元兵出

进自由……有反抗精神的湘东人决定组织一次杀鞑靼子的行

动，就以明月高挂的中秋夜戌时为准，每个屋场，用瓦片堆砌的

“塔”被烧得红彤彤的时候，暴动开始。烧塔，谐音为：“杀鞑靼”，

此习俗一

直沿袭至

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

中 秋 夜 里

赏 月 当 然 必 不 可

少。一家人团团圆圆欢聚，每家的小方桌摆放在屋前的地

坪里，有拼盘摆放：中秋月饼，还有由麻片、米泡糖、薯片，大

豆芝麻炒米泡合成的果子。水果有梨子，枣子，红瓢柑……

中秋节并不要如过年一样花很多的钱备很多吃的，只是斋

果子多。人们说说笑笑，唱唱民歌，吹吹洞箫或笛子，拉扯

一下二胡，度过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中秋夜。

每年的中秋节，玩得最开心的是孩子们，他们胸前挂着红

线编织的网袋里装着刻有着正楷“秋”字的月饼，孩子们口袋

里盛的是熟花生、芝麻豆子炒米泡。还有米泡糖、芝麻糖等，

这糖是纯天然的大米熬煎出来的“小糖”或白糖。夜晚，他们

天真好奇地望着月亮里的杪椤树、蟾宫里的嫦娥大姐姐，还有

桂花树，仿佛还听到吴刚伐桂花树的声音，还有玉兔“唧唧”的

叫声。跟大人坐不了一刻钟，就静不下来了，到月光下去捉迷

藏。去门前大塘边采摘莲蓬，或嗅着还在开着的荷花的清香。

彪老子回忆，他们刚来街上的那几年，长寿街各斋铺里，

在中秋节前几天都要热闹闹忙碌几天，做中秋饼的木槌子在

夸张地响着，满街充满着一种五谷杂粮的好闻的味道。在中

秋节的前几天里，做饼师傅是最忙的时候。人们都用麦子来

兑换中秋饼，准备送节。街上的各铺店比往常要丰富多彩多

了。各种馅子的麻子饼和酥饼摆在显眼的位置。还每每见到

中老年人在街边摆上矮矮的小方桌：几样别致的食品：有传统

的松软的酥饼、盐皮干，豆子芝麻炒米泡合成碾碎的粉、枣泥，

炖泡的梨子等小吃，茶壶里有烟茶，酒壶里有乡里打的谷酒或

浸得很酽的药酒。中秋的月又圆又大，与人挨得那么近……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吃文化嬗变了。人们唯恐“三

高”，常常在运动中体现快乐，以家户为单位赏月的形式，在不知

不觉中被大集体，大阵营的队伍所取代。中秋的月夜，太极拳协

会成员在如水的月光下舞拳，“秋韵合唱团”在金河广场，搭台唱

歌跳舞。很多商家作为赞助商，在拓展各行各业的商机。赏月

的意义被扩大化了，人们的幸福和快乐指数值也升级了。

唯有彪老子夫妻俩，以及那几个德高望重的九十多岁以

上的高寿老人们，执着地认定，千年银杏树下，才是他们最理

想的乐园，才是赏月的最好所在。中秋夜，四街八巷荡漾着桂

香，鹤发童颜的他们沐浴在如水的月色中，不时抬眼仰望挂在

千年银杏树梢上的明月，路过的人们便生出岁月静好的感慨。

秋天，秋风，秋月，我倚在楼头，于怀乡之中打捞几十年

前的往事，不禁忆起与小伙伴们那一次难忘的“摸秋”。

在乡下，每逢晴好的中秋节之夜，我们这些小屁孩总少

不了参与“摸秋”。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中秋之夜，谁家菜

园里的蔬菜瓜果，我们小孩子都可以摸回去，不会被视为偷

窃。这规矩从古时起一直流传下来，对孩子们来说，无疑是

一种很大的乐趣。

小时候，在中秋节来临几天前的几个晚上就会激动得

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巴望圆圆的中秋月早点升起。

记得那年的中秋月，特大，特圆，像上堂屋里摆放的磨

盘，挂在西边山峦高高的枫树梢头。我和姐吃过娘亲手做

的汤圆和从镇上买来的石榴、山梨之后，背了一个小布袋，

屁颠屁颠地加入了由十几号山里娃组成的摸秋“游击队”。

领头的是姐姐，她一挥手，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像一道欢快

的小溪流，流淌在银色的月辉之下。

不一会儿，我们分成了许多支流，流进花生地，流进南

瓜棚，流进辣椒园。只剩下我和姐了，我们在洒满月光的田

间小路上疾走。凡有瓜果的地方都被他们先下手为强占领

了，我急得鼻子差点当烟囱，气咻咻地对姐说：“都是你安排

得好，让人家抢在前头，我俩去哪？”

姐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过了半晌，我忽然想起村外一两里路的地方有片小树

林，那树林子里夹有桃树、梨树，桃子早已采过了，唯有梨树

挂满了梨。前几天学校搞勤工俭学，拾野茶子，打那儿经

过，梨子熟透了，黄橙橙的，在秋风中摇摇欲坠，煞是诱人，

我本想爬上去，又怕老师批评，只好吞着口水离开了。

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和盘托出，姐听了，点了点头，脸上

绽开了笑意。

走进林子，山风猎猎卷过来，随后就有林鸟飞翔的声音，

还有栗子松果炸裂的声音，要是在白天就好啦，我可以一粒

粒地捡了塞进口袋，而夜里光线不够亮，真可惜。我和姐踏

在秋风扫落的阔叶上，脚底下发出“沙沙”的声响，那声音既

动听又让人恐怖，我的心砰砰直跳，手心都沁出汗来了，我紧

紧地握住姐的手：“姐，我怕！”“别怕，有我在呢！”姐挺直了腰

杆，声音高了八度，壮我的胆，她俨然成了我的保护神。

风不知何时停了，林子静悄悄的，那片梨树依稀可见。

我像冲出包围圈的勇士跑过去，抱住一棵梨树树干直喘

气。高高挂在头顶上的梨子，激发了我的“战斗力”，我卷起

袖子，准备爬上去，先尝尝梨子的滋味。

“不行，树高，晚间上去危险，让我上！”姐吼了一声。

我只好让开。姐有能耐，只见她双手握住树干，两脚一

盘，像猴子那般轻捷，一会儿就爬到了树梢上，她边摘边往下

丢，我干脆脱下小白褂往上接，很快接满了一衣兜。姐下来

后把我装进布袋的梨全倒了出来，重新分配，她拣了大的饱

满的装进自己袋子里，剩下一些小的或被虫咬了的分给我。

我气坏了，嘴巴嘟起三寸长，抗议道：“你，你，太自私

了，我不干！”丢下袋子撒腿往回跑。姐咯咯地笑，笑出一脸

灿烂：“弟，别走！等下你就不会生气了。你看，月上中天

了，我们好趁月光回家，妈妈等着呢！”

我满肚子不高兴，闷葫芦似地跟在姐屁股后面回到

家。月已上西楼，银辉把整个村庄照得如白昼，妈妈窗前的

灯光是小山村为数不多亮着的。奇怪，姐却未曾进屋，去哪

儿了？我出去一看，只见她背着袋子走进斜对门烈属黄奶

奶的家。我领悟到了什么……

中秋夜摸秋
◎万 明

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咏中秋的名作，是

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我第一次接触它，在高一那年的中秋

夜。那天晚上，我们二十多个没有回家的学生汇合在田径

场，班主任张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从家里给我们拿来

一大袋月饼、水果、瓜子，他提议在场的每一个人出一个节

目，自己率先朗诵了苏东坡的这首水调歌头，并绘声绘色地

给我们讲解了这首词的种种妙处，说其中的“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更是千古流传的佳句。他说，这首词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

九年中秋之夜所作。当时，他正任密州太守，他的弟弟苏辙

则在济南，兄弟俩已经阔别七年。此时苏东坡政治上很不

得志，心情非常郁闷，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颓废。他以浪

漫主义的手法，通过想像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的奇幻美妙，

借自然界的现象来抒发离愁别恨，寄托自己对于生活的美

好祝愿，是历朝历代中秋诗词中的翘楚之作。

张老师的话音刚落，我们班的文娱委员便声情并茂地

演唱了邓丽君版的《明月几时有》。她美妙的歌声赢得了一

阵阵掌声。轮到我时，我朗诵了李白的《月下独酌》：“花间

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

饮，影徒随我身……”虽然这首诗写的不是中秋月，但还是

符合张老师给我们规定的节目范围：与月亮有关的。背到

后面的几句，由于紧张，我有点结结巴巴，但张老师还是表

扬了我，说我记性不错，说他也很喜欢这首诗。

接着，班长朗诵了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

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班长是我们班年龄最大

的，二十岁了，他是当兵退役以后来上的高中。他说张九龄

的《望月怀远》，望月引起怀人，浓浓的思念和淡淡的忧愁触

手可及，写出了离家在外之人在中秋之夜的共同心境。他在

部队的两年，中秋之夜，他的老班长总会给他们讲到这首诗。

那天晚上，学习委员表演的也是诗歌朗诵——徐志摩的

《两个月亮》：“……她不忘故宫的琉璃，三海间有她的清丽。

她跳出云头，跳上树，又躲进新绿的藤萝……”学习委员和文

娱委员是发小，我和她们住一个宿舍，从小学一年级起一直

在一个班，学习委员朗诵时，文娱委员为她伴起了舞。皎洁

的月色下，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文娱委员舞姿翩翩，仙气飘

飘。我当时想，她们成绩比我好，见多识广，多才多艺，学习

上还特别发奋，我唯有努力，才能够缩小和她们的距离。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

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

那天晚上的压轴节目是张老师给我们讲解刘禹锡的《八月

十五夜玩月》，他说，这首诗描述了诗人月夜漫游太空、神往

月宫的幻想之旅。同时，诗人又不忘人间百姓疾苦。这首

诗幻境与现实巧妙结合，出神入化。张老师最后希望我们

在高中阶段的学习勤奋刻苦，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中秋夜。

中秋节又来了，嫦娥倚着桂花树，抱着雪白的玉兔，望着

月色下金色的田野，看着举杯相庆的人们，定是深深地羡慕。

中秋节又来了，团圆是数千年不变的希冀。这一天，我们

吃着月饼，赏着圆月，任浓浓的诗意在心间荡漾，在大地流淌。

中秋诗意浓
◎昭 晖

老一辈的人说南湖有四十

八汊。螺丝港就是其中的一道湖

汊。螺丝港的“丝”应该是“蛳”，

有人说是因港里的螺蛳多而得

名，也有人认为这条湖汊的形状

像个螺蛳，因此称为螺蛳港。只是“蛳”字笔画多很难写，就简化

成了“丝”，就像南湖东边的“螺蛳岛”，也是简写成了“螺丝岛”。

上世纪五十年代，螺丝港一带几乎没有什么人烟，港的

东边就是金鹗山，每逢洞庭湖的涨水季节，螺丝港的湖水就

环绕在金鹗山的西北面。后来南湖与洞庭湖之间建了调控

水位的电闸，南湖水位受到控制，南湖渔场便在螺丝港修了

一道堤，方便人们前往金鹗山。那时城里的学生娃就是从

螺丝港上金鹗山摘毛栗、游玩。1958年“大跃进”，城关地

区大办工业，螺丝港建了一家钢铁厂，后因原材料、销路、技

术有问题，钢铁厂下了马。1963年岳阳县月田机械厂迁来

螺丝港，在钢铁厂基础上办起了铸锅社，后改为金星铸造

厂，主要生产鼎锅、平锅、瓮缸，也生产过农民耕田的犁铧。

铸造厂鼎盛时达到三百人。1970年，巴陵戏剧团演员全都

下放企业劳动，团长李筱凤和名角朱岳福被下到铸造厂做

铁锅。据说当时有些年轻人瞧不起这两位唱戏的“黑鬼”，

总是想挑衅几下。一天，年过半百的朱岳福用两个指头轻

轻夹起一根十多米长的钢筋，举过头顶又轻轻放下，令旁观

的青工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们再不敢造次了。

1974年秋，螺丝港的铸锅厂在岳阳历史上办了一起值得

记载一笔的大事。这一年铸造厂抽调了五十多名职工，用三十

多架自制约手工卷烟木盒，组建了一个手工卷烟车间。开始日

产卷烟六十条，产品供不应求。1975年改手工卷烟为机制卷

烟，日产“岳阳楼”“君山”“花灯”等品牌卷烟五十到七十箱。

1975年12月上面恢复岳阳市（县级市）建制后，铸造厂卷烟车

间对外改称岳阳市卷烟厂，并在五里牌征地六十多亩，准备动

工扩建新厂，但由于当时项目争取的力度不够而下马转产，在

螺丝港存在了四年的卷烟厂于1978年6月正式关门……

继铸造厂之后，岳阳市瓷厂、岳阳市机电公司等市属工

业、物资企业也先后落户螺丝港，使昔日偏处荒郊野外的螺

丝港逐步有了生气。毗邻螺丝港的金鹗山也开始筹建电视

转播台和公园。特别是原建在城内梅溪桥的岳阳拖拉机修

配厂也开始利用原钢铁厂的一

部分用地加上新征土地，逐步

迁建于螺丝港东的金鹗山下，

最初更名岳阳冷冻机厂。在德

胜南路开通之前，螺丝港是人

们前往冷冻机厂的必经之路，这儿人气越来越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与螺丝港的接触逐渐增

多，主要是瓷厂的吸引力。岳州窑青瓷是唐代六大名瓷之

一，瓷厂在保留日用瓷生产的同时着手发展工艺美术瓷，同

时也有意恢复岳州青瓷，并引进了老画家葛觉民和周国防、

邓忠廉等一批工艺美术师，也试制了一批产品，“大头鞋踏

遍岳阳城”跑新闻的我也就因此经常去螺丝港采访。

我还真的与螺丝港有缘，后来在这里一住就是六年。那

是1986年初，我由市城建局办公室调南区区委宣传部任新闻

专干。当时区委区政府机关大楼刚建不久，我只知道建在螺

丝港，但从未去过一次，只是在电话中与宣传部的童开国部长

通过电话。上班的第一天我把年丰巷与螺丝港交接处的税务

局当成了区委区政府大楼，一上楼才发现找错了门，当时的区

机关大楼在螺丝港的东头，要走过一大片荒地才能到达。

不久，我搬进了螺丝港的机关宿舍，后来因一楼光线太

暗，领导把我安排到螺丝港南头的南区国土局新楼住了一

段时间，机关新楼建成后又搬了回来。那时的螺丝港已陆

续建了不少房屋，南区法院、检察院、文体局都在螺丝港先

后建了办公楼和宿舍，螺丝港的港只剩下一条狭窄的“龙须

沟”，其大片水面都退到了瓷厂的背后，但仍是南湖渔场的

养殖水面。我借住区国土局家属楼二楼时，丰水季节水涨

到了楼下。1988年夏天，时任《岳阳晚报》总编的梅实还和

他的几位钓友来到我家，坐在地坪里钓了一次鱼。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被调去新闻单位当专职记者，也就

离开了螺丝港。不久，螺丝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

区区委区政府大楼拆除后成了青年路立交桥的甬道。铸造

厂整体拆掉了，市机电公司也腾了地，成为立交桥的桥基和

公共绿地。市瓷厂除了留下职工宿舍，整个厂区成了房地

产开发商的“金饽饽”，眨眼变成了“雅典新城”。而铸造厂

也剩下唯一的一株雪松伫立在美轮美奂的立交桥的绿地，

成为螺丝港沧桑岁月的见证者。

三伏天燥热

蝉鸣把日子叫得热浪滚滚

老屋的巷子那么宁静

风拉成一根线

隐藏于隐忍的事物暗角

我把一只脚

伸进猫狗经常出入的墙洞

一股沁凉从裤脚钻入

经过大腿、小腹直达心口

五脏六腑遍布说不出的熨帖

烟火墙高得难以想象

青砖和木柱里面

吐出被烟火熏黑的岁月

冰裂花、寒梅、翠松针

各种各样的雕花开在格栅窗上

木质的内心吐出哑语的音色

沧桑磨去她脸上一半的妩媚

但老屋气质犹存

巷道像人的血脉一样

在老屋身体里串行

老屋里的人

都是老屋流动的血液

只要人在

历史的活态像蝴蝶的翅膀

月亮光光
我总是在月圆之夜打开窗户

让心里的老朋友一个个进来

月亮光光

坐在我的床边

我们默默地对视

用无声交谈

在谈到故乡的时候

月光把我的床单

浸湿了一大片

一轮明镜就挂在窗外

照着我童年骑过的竹马

一片宽阔的稻田

煤油灯撕破黑暗

点亮低矮的茅屋

和我目前居住的城市

月亮，跌跌撞撞行走在

不断冲向天空的高楼

白炽的路灯下

再也找不到月光撒下的愁怅

农 舍
一片桃花

两片桃花

三片桃花

从桃树的虬枝飞落

满地落红

不是无情之物

大片禾苗

体态现出身孕

大片绿色

抬头望着高远的天空

老樟树的荫棚

递来丝丝凉意

一群鸭子睡在暗影里

一动不动

风静如处子

池塘脸色墨青

孩童的铁环滚走阵阵雷声

一塘青铜明镜暗藏碧瓦青墙

一条田埂扭了又扭

苦瓜花牵成细线

它的小喇叭护送我回家

那年，外孙女上初一了，女儿给她报

了三个培训班，分别是作文、数学和英

语，相对别的孩子来说，这说多也不多，

听说有的孩子报了五六个培训班，周末

除了白天上，晚上也没有休息的。外孙

女的三个班占用了她周末的一天半时

间，还能休息半天，在我看来，不算过分。

有一个周末，外孙女悄悄地对我

说：“外公，我最爱周杰伦，我喜欢唱

歌，我想报音乐班，我还喜欢羽毛球，

你和我妈妈说说吧。”我将外孙女的话如实转告给女儿了，

女儿说，她闺蜜的孩子前年报了英语班，学了一段以后突

然不想学英语了，虽然孩子不是很排斥，但也不是特别有

兴趣，有一天孩子自作主张转到了书法班，其父母也听之

任之，结果今年中考英语才考了九十多分，她以总分五分

之差被重点中学拒之门外，您说您外孙女是不是可以松懈

到报兴趣班了。女儿这么笑着一问，我无言以答，万一外

孙女会考考不到理想的高中怎么办？我只好对外孙女说：

你要去报音乐班和羽毛球班恐怕行不通，但外公可以给你

买个最好的迷你音响，你每天可以听听，星期天下午，外公

可以陪你打打羽毛球。

外孙女在我这儿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鼓足勇气大

着胆子和她妈妈求情去了。结果那天晚饭后，女儿给外孙

女上了一堂思想课，崽崽呀，我已经没有很逼你了，不论你

是否愿意，你都必须去学，我是你的监管人，我不会害你。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我让你输在起跑线上，就是我的

失职，你长大后，会理解我的，古人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

人上人”至今没有过时。

外孙女听了她妈妈的话，没有吭声，只是点点头，去做

作业了。

外孙女上培训班的几年里，她的作文课老师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一个周日的下午，天气晴好，我们爷孙俩在附近

公园的一个坪里打羽毛球，这时走过来一位老太太，约莫六十

多岁，穿一件改良布旗袍，很斯文的样子，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们打球，一会，外孙女发现了她，跑过去亲切地抓住老太太的

手，对我说：外公，这是培训学校的孙老师。原来孙老师就住

在女儿家不远的一个小区。那天打完球回家的路上，我和孙

老师聊起外孙女的作文学习情况，孙老师的话让我有点讶

异。孙老师说，外孙女很有悟性，作文写作进步神速，这一点，

我们都感觉到了，她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成为范文。按照惯性

思路，我以为孙老师会说，要坚持学下去，巩固胜利成果。谁

知，孙老师说，外孙女学完这一年，作文课可以停了，让孩子多

一点自主学习的时间，效果会更好，也有益于孩子的身心。我

不由得对孙老师刮目相看，想起去一些培训学校咨询时，导购

老师巴不得你一口气选上六门才好。孙老师见我惊讶的神

情，有些难为情地说，她去培训学校上课，也是情非得已，她老

公得了重病，将家里的积蓄掏空了，而后续治疗还需要很多钱

……孙老师说，她并不主张让孩子像一架机器一样学习。

一转眼，小外孙女也上初中了，她运气好，赶上了好政

策好时光，不用上那么多课外班了。她的英语不太好，女

儿准备开学后给她报个英语班，现在也改变主意了。女儿

英语非常好，她准备自己腾出点时间来，用心教。我说，这

是对的，你们做父母的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要抽点

时间来陪伴孩子，不能当甩手掌柜。小外孙女说学校开设

了许多兴趣班，她都喜欢，都想参加，比如游泳、排球、音

乐、厨艺、园艺等等，我对她说，建议她报两个班，报多了，

顾不过来。她想了一会说，准备报游泳班和音乐班。已经

读大学了的大外孙女在一边嘀咕道：我那个时候几乎所有

的课外时间就是在做作业和上培训班。妹妹真幸福。

岁月静好 长寿中秋
◎方绪南

螺丝港的变迁
◎刘衍清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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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张谷英老屋记（外二首）

◎毛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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