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庸三顾绍兴

宋小植
二月，百香果干枯的藤已经被

扯掉了，要除掉旧的，重新种新苗。
种新苗之前，要先把掉在地里

的百香果捡起来。地里的百香果太
多，会增加土壤的酸性，对新长的苗
不好。

我跟着建通的媳妇妹金上山捡
百香果。她随身带了一个网兜和一
个竹筐。网兜里放烂了的百香果，集
中拿去土坡填埋。竹筐里放好的，可
以吃。

妹金掰了一个落在地上的很完
整的果子给我吃。籽不多，不太酸，
但也不甜。我眉头都皱起来了。

很奇怪，百香果一到夏天，就甜
了。但在二月里，我吃得眉头都皱起
来，但还是忍不住吃。妹金就在旁边
笑，挑了比较软比较黄的给我，没那
么酸。

妹金和建通两个人在农场呆了
将近10年，建通种果树，妹金管鸡
鸭。两个人都没怎么上学，建通小学
毕业，妹金才上小学一年级。看起
来，建通比较木讷，妹金比较会笑。
她说她会听一些普通话，但只会说
闽南话。

早上妹金戴上斗笠，准备穿上
雨靴到地里干活，就看到雨靴里卧
着一只小猫。那是别人送给农场的
一个月大的小猫。妹金的脸柔和下
来，笑眯眯地叫它小咪，把它从雨靴
里抱出来。

广阔天地里，小咪跟着她跑来
跑去。妹金一整天都笑眯眯的。

建通有时会在晚上喝酒，妹金
就喊我过去，炸了一小碟花生米。他
们家屋子里的电视上，放着我听不
懂的芗剧。好在有中文字幕，我和建
通一边喝酒一边“看”电视。

妹金问我早上吃什么，我说稀
饭配炒蛋。她就从一个大玻璃罐里
挖了一勺白色的豆腐乳出来，说是
她自己做的，我可以带回配稀饭。

后来我还吃了她做的腌黄瓜。
都很好吃。

她是闲不住的人，把院子都打
扫得干干净净的。有时候回老家，会

带一堆吃的东西回地瓜村。她为人
好又勤快，大家都喜欢她。

过了两个月我再到地瓜村，忽
然不见妹金的笑脸。我问她怎么啦？
她说她要回去带孙子了。

“难道不能用你的工资请一个
保姆吗？”我问。

妹金说在农村，当奶奶的不去
带孙子会被人笑的。

门口的竹帘子厚厚地垂下来，
帘子上画着一只红色的大凤凰。大
凤凰的背面，是建通苦涩的脸。

“一毛钱”的凉茶

马海霞
张叔的儿子小张，在镇上开了一家

五金店，今年张叔退休后，去帮儿子看
店。昨天我路过小张的五金店，看店门
上贴着一张大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

“凉茶一毛钱一杯”。
我想，现在生意难做啊，五金店都

开始卖凉茶了，而且还这么“卷”，一毛
钱一杯凉茶，还不够耽误工夫的。

进店里买东西，张叔忙起身招呼我
先坐坐凉快凉快。

天气很热，我骑电动车出行了20
分钟，感觉人都要晒“化”了。五金店有
空调，张叔递给我一杯凉茶，半盏茶的
时间，我便从燥热模式恢复到了清凉模
式。

张叔说，他本来想在门上写“店内
供应免费凉茶”，但要是这样写，很多人
不好意思进来喝，还不如象征性收点
钱。

我俩正说着，一位卖菜的老者走了
进来，张叔递给他一杯凉茶。老者喝完
后，张叔对他说，可以免费续杯，茶水不
值钱，一毛钱管够。老者又喝了一杯，临
走递给张叔一元钱。张叔说，没零钱，找
不开，这次不要钱了。

老者刚走，又进来一位外卖小哥，
衣服后背都湿透了，看来他顶着高温跑
了不少路。小哥连喝了三杯凉茶，张叔
让他扫码支付一毛钱就行。

张叔感慨道：“我卖凉茶只是个由
头，其实是为了让热天赶路的人进店凉
快凉快。记得有一年，天气特别热，我推
着几袋粮食去集上卖，冒着大太阳赶了
十里路，快到城里时，人已经热虚脱了，
头晕、四肢无力，一步也不想走。想在附
近找家店进去凉快一下，但周遭都是小
饭店，不吃饭又不好意思进。正在犹豫
时，一家包子铺的老板跑过来问，可以
帮他抬个东西吗？我立马答应了。进入
店内，老板说，先凉快凉快再抬，他给我
倒了两碗绿豆汤，还切了西瓜，我坐在
包子铺的电风扇下又吃又喝，身体舒服
了许多。那天，老板让我和他抬了一个
橱子。其实橱子不算沉，他和他媳妇也
抬得动。他的好意，我懂。”

隐在烟火人间的微小善意，不仅温
暖了自己，还可以在自己的生命旅途中
一次次情景再现，温暖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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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玉强
金庸老家海宁的袁花与历史文

化名城绍兴离得很近，两地其实就
是隔了一条钱塘江。2013年7月，大
桥（嘉绍大桥）建成通车，往来更方
便了。说起绍兴这个地方，金庸与它
还是有些情缘牵绊的。绍兴是金庸
两位恩师（小学老师陈未冬，中学老
师俞芳）的故乡，也是他十分崇敬的
太老师级的鲁迅（俞芳是其小友）的
故乡。

金庸年轻时是否到过绍兴，现
已无从查考。但改革开放后，金庸到
绍兴是有记载的，报上讲了，到过两
次。第一次是在1994年4月5日的
清明节。这一天，金庸备好了祭品，
准备到老家查家桥父亲的坟上去祭
扫，却得知父亲的坟墓早在当年修
海塘时被毁，找不到确切的墓址。金
庸听罢，默默无言地离开老家，带着
夫人转身去了绍兴。

当天下午，一来到神往已久的
绍兴，金庸的心情很快就“多云转
晴”了。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了鲁迅纪
念馆、鲁迅祖居、百草园、鲁迅故居、
三味书屋。他边走边看，不停地询问
时任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的裘士
雄，“鲁迅家里有多少人？”“他祖父、
父亲分别当过什么官？”“鲁迅的家
庭为何败落？”参观结束后，裘馆长
拿出纸笔，请金庸给鲁迅纪念馆题
词，只见金庸略一思索，挥笔写下

“初瞻大师故居，想像文豪当年”这
十二个大字。

随后，金庸一行又来到位于兰
渚山下的兰亭，先后参观了鹅池、乐
池、右军祠，还在曲水流觞处品尝了
绍兴黄酒。在即将结束参观时，兰亭
的工作人员提出要金庸为兰亭题写
几个字，金庸听罢，一脸正色予以回
绝：“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
呢？”但工作人员仍旧坚持着，最后
金庸拿起笔，在铺开的纸上写下了

“人云班门弄斧，至兰亭而弄墨，岂
不更妄乎。”书毕，连说“见笑，见
笑”。

当天，游兴十足的金庸还去了
沈园，当他在园中见到一株红白两
花相间的桃树时，便脱口而出：惊鸿
照影——这是陆游《钗头凤》里的词
句。第二天，金庸带着夫人去了普
陀。

金庸第二次到绍兴（新昌）已经
是在六年后的2000年9月13日。那
天是中秋节后的第一天。当时以张
纪中为总制片人、黄健中导演的《笑
傲江湖》电视剧剧组刚从无锡转场
到新昌取景拍摄，金庸专程前来剧
组探班。在“江南第一大佛”的大雄
宝殿拍摄现场，金庸还抽看了几个
录像的片段，大赞演员的表演到位。

当天金庸下榻白云山庄。在座
谈会上，金庸动情地说：“新昌山水
很美，人文传统很好。我以前没见过

石头山雕出来的大佛。而且到了这
里以后, 才知道东晋王羲之等很多
名人都来过这里。只是遗憾年事已
高，爬不得李白到过的天姥山了。”
第二天离开新昌前，金庸还品尝了
大佛龙井茶，提笔写下了“大佛龙
井”四个大字。

人们通常都这样说，金庸到过
绍兴两次，其实金庸还有一次途经
绍兴的上虞，并留下了一段佳话。话
说到这里，还要回到金庸第一次即
1994年 4月那次来绍兴时说起。4
月5日金庸到绍兴，次日去普陀小
住，9日到宁波参观天一阁，10日回
杭州的途中，在上虞宾馆用午餐。当
时上虞的有关领导也赶来作陪。席
间，金庸先生文思泉涌，诗兴勃发，
他拿起四尺三开的题词本，当即挥
毫写下了一首《上虞赋》：“上虞名
郡，溯自大舜。后妃淑德，娥皇女英。
汉有大儒，王充论衡。晋则谢安，东
山大隐。曹娥至孝，英台情深。史推
实斋，文称丏尊。迄至今世，马竺谢
晋。文物大邦，千古扬名。”当晚。金
庸一行回到杭州。

金庸在上虞仅停留了几个小
时，但他即兴创作、八句六十四字脱
口而出、落笔成章的佳话，被人们津
津乐道。脍灸人口的《上虞赋》，从此
成了上虞的一张城市名片。

(注：本文撰写时参考了戴珏的
《金庸绍兴三次行》)

笑眯眯的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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