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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花猫
!

小桥流水

不知何时起" 楼下多了一只花
猫# 准确地说是一只流浪猫"白底黑
花"干干净净"挺可爱的#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注
意起这只花猫来的" 最先觉得小花
猫的出现是在几个月前# 当时"楼下
小区里整治卫生" 因邻居家的柴间
里突然蹿出一只花猫" 瞬间跳上一
辆停放在院内的轿车顶上" 朝着一
大帮人$喵%喵&地尖叫"似乎人们打
搅 了 它 的 美 梦 而 引 发 些 许 的 不 开
心"便朝着人大发脾气#

打这天起" 我似乎每天都能看
到花猫的身影" 它几乎每天都在院
子里闲逛# 时间一久"花猫的胆子也
越来越大" 不像有的流浪猫胆小如
鼠"见到人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花猫不但不怕生人" 而且见有人来
它反而会主动地去亲近人"接近人"

甚至会围着人前后转悠"$咪%咪&地
叫着"那意思无非讨人欢喜"叫人给
它食物# 如果你不理它"它会$变本
加厉&"用它那长长的尾巴或者身子
$碰 &你的裤腿 "分明是在与 你 套 近
乎"感觉你就像是它的主人"它就像
似你喂养多时的宠猫# 其实你与它

八竿子占不到边# 但是"就这样一只
流浪猫用它 $巧妙 &的生存技 巧 "让
小区里的人收留了它"接纳了它# 渐
渐地我发现好多人时不时会从家里
拿些食物来喂它#

花 猫 的 日 子 过 得 悠 闲 自 在 "白
天基本上都在睡懒觉" 与众多猫不
同的是它爱 睡 在 车 顶 上 和 围 墙 上 "

或者趴着 "或者仰卧 "四脚朝 天 "一
副懒洋洋的相# 你若赶它" 它都不
走"最多用眼睛看你下"翻个身又眯
起眼睡"好像知道你不会伤害它"所
以就显得十分的放松自如# 如果你
真的赶它"它会突然跃起"然后伸伸
懒腰"飞速离你而去# 其实小区里从
来没有谁特意去伤害过它" 久而久
之"花猫也就摸熟了人的脾性"一般
见人不轻易逃跑#

不过我觉得花猫也有它烦恼的
时候# 小区里一住户家有条小狗"每
天主人都会按时带小狗出来遛弯"狗
与猫像天生的一对敌人" 针尖对麦
芒!!!势不两立" 一见面就你争我
斗"互不相让# 小狗会变着法子追咬
花猫"花猫也不甘示弱"竖立起全身
毛发"摆开角斗的架势"嘴里不停地

发出$呼%呼&的吼叫声"并露出锋利
的牙齿和爪子"随时迎接战斗# 小狗
见到花猫这架势往往会避其锋芒"暂
不与相争" 退到远远的地方大声狂
吠# 不过小狗要想追到花猫也非易
事"小狗只能在地上奔跑# 而花猫不
仅在地上身轻如燕" 并且还会爬树%

上墙"所以小狗只能在花猫的屁股后
喘着粗气来回狂奔"眼巴巴地望着花
猫的身影一个劲地狂吠"难以奈何到
花猫的皮毛# 这种$战争&天天在院子
里上演"我当真佩服小狗和花猫敢于
斗争的顽强精神#

如今每每听到院子里有小狗叫"

肯定是小狗在追猫"因为那已成为狗
猫$游戏&之必修课# 我通过仔细观
察" 花猫能认清敌我力量的悬殊"一
般不会主动挑起争端" 一旦发生争
端"往往会进行自卫反击# 但是"花猫
总是以和谐为重"除非其熟睡"如果
是醒着"小狗放风时花猫会躲得远远
的"这可能就像人们常说的!!!敬而
远之"懒得跟你烦# 呵呵"这可能是我
的猜测"也可能自然界中有些动物天
生就是这样生性好斗" 像小狗一样"

与猫斗!!!其乐无穷'

我爱沙龙
!

云林客

我们是龙的传人# 中华神龙能够
飞天入海"降灾除妖# 龙"在我们心目
中"在我们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传说中的龙"像兽像鱼又像蛇# 蛇"还
称为小龙# 有些形似的东西"取名也含
龙字"比如以前的水车就称龙骨水车#

有些活动"称为接龙"那些成语接龙也
是一节一节相连的"一环一环相扣的"

都与龙相连"如人流物流称车水马龙#

如书画创作称龙飞凤舞# 这几年"淳安
板龙%凳龙%灯龙%草龙也在民间飞舞
起来了#

关于沙龙"就像人名%地名一样"

我从来就没考究过" 到底与龙有什么
关系# 读大学时" 学生会组织一些活
动"常常称为沙龙# 有些就是讲座"有
些则是文艺活动" 大家可以提问%交
流#这多少有点像接龙游戏#臆想这大
概也与龙有关"只是像沙一样"不是那
么紧密严格罢了# 虽然没什么社会经
验"我也不那么心中害怕# 想听就听"

想玩就玩# 熟不熟"都敢说上几句"对
不对"也会反驳一下# 沙龙嘛"就是一

次聚会" 交流才会愉悦" 沟通才能成
龙# 但是"也不能太严肃"太拘泥"否则
就失去了沙的本性"失去了自由个性"

像干打垒"岂不死龙一条"哪来生龙活
虎气象#

我爱沙龙" 是因为爱它这样一种
形式%这样一种氛围# 工作以后"活动
就是活动"会议就是会议"从组织到程
序"从通知到纪律"挺简单的事情"搞
得有些复杂"挺轻松的事情"搞得有些
严肃# 快乐缺失了"效率不见了"一切
交给了身外的规章制度" 一切交给了
所谓的权威#

沙龙离我远去"变得有些陌生#冷
不防"县作协朋友告诉我"他们将举行
一次文学沙龙" 让我给讲一次淳安历
史文化讲座# 对于讲座"我心生恐惧#

因为"长期以来"所谓讲座"已然成为
专家的专利# 他讲他的"我听我的"没
有互动"更不可挑战# 我很乐意与淳安
的乡土作家们交往交流" 但断然不敢
把自己放在专家的位置# 自己对淳安
历史文化毕竟接触不久"了解不深"研

究不透"仅仅涉及表面之皮毛而已# 所
以" 就从自己对沙龙的理解上讨价还
价# 既然是沙龙"就不用怎么正儿八经
了吧"宽泛谈谈就行了# 抛砖引玉# 他
们说可以" 所以我就在沙龙上胡扯了
一番#

沙龙过了"收获了思想"加深了友
谊# 对沙龙有点挥之不去# 回来后"特
意上网查查什么叫沙龙" 为什么叫沙
龙#哇'自己的想象%理解虽然搭上界"

搭了边"却也相差很远# 沙龙"其实是
意大利语的音译"原意是大客厅"是画
廊" 是陈列艺术品房间# 后来进入法
国" 引申为贵妇人在客厅接待名流或
学者的聚会"是谈论艺术%玩纸牌和聊
天的场合# 沙龙" 原来与文化艺术有
关"很高雅# 但沙龙真的不死板"以自
由谈论为主"以交流交际为主"以志同
道合为主# 沙龙两字"以沙的自由"龙
的关联"来表现这样的聚会和交流"倒
也形象#难怪我的臆想八九不离十#我
爱沙龙"更爱译者"虽然不知道这位聪
明的译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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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杏家岭 寻访古牌坊
!

土铳

上梧杏家岭有座古牌坊"我小时候就见过#

据说这座古牌坊在文保部门还没有记载# 为了

证明眼见为实"为了一份责任"我决心再到实地

寻访一下# 毕竟几十年过去了"岁月流逝"物换

星移"景物也许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个星期六"本想开车前往"后来考虑到淳

杨线正在改建"路肯定不好走"一时犹豫不决#

直到下午一点半钟"才决定骑行前往#

一个多月没有骑车了" 检查一下发现轮胎

的气压不够" 于是先骑到明珠美丽达店去冲冲

气# 由于急着赶路" 到了南山发现太阳镜忘拿

了"骑行没有太阳镜是不行的"有了太阳镜可以

在骑行过程中挡风沙"防飞虫"遮阳光"于是又

返回# 这一折腾花了近
!"

分钟"时针已指向下

午
!

点"得抓紧时间"争取在晚上八点以前赶回

家#

午后的太阳似火"毒辣辣地烤着大地"从旅

游码头到上江埠大桥走的是骑行绿道# 过了上

江埠大桥后"眼前是尘土飞扬"黄色的%铺天盖

地# 铲车%运输车来回奔驰"机声隆隆"这是淳杨

线改建工地"建设者们顶烈日%冒酷暑%战高温"

洒汗水"他们的吃苦精神感动了我"并且也增添

了我骑行的力量#

下午
#

(

$"

到达上梧杏家岭" 一看公路里程

碑正好显示还有
$%

公里# 杏家岭这是一个自然

小村落"户数%人口不多"大部分是移民后靠上来

的# 现在这个村成了安阳乡的工业园区"有好几

家工厂都落户在这里# 我找遍了整个村落"却未

发现古牌坊"难道倒塌了) 拆毁啦)

古牌坊你到底在哪里) 带着疑问"我开始走

访农户"见一老农"我递上香烟问($请问这里原

先一座牌坊在哪里) &$噢"牌楼) 有"就在前面十

几米处"你看地址都建了新房了# &$那牌坊呢) &

$牌楼拆了' &$拆到哪儿了) &$排岭"一个什么岛

上# &$什么时候拆的&) $

%#

年吧&#

牌坊的下落找到了" 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时间不早了"还要赶回县城"于是我不再多问了#

今天既找到了古牌坊的下落"又看到了热火

朝天的建设工地"可谓满载而归"真是一身汗水

没有白流"即便手臂大腿晒红了"也是值得的'

是
与
非

摄

炬杆（骨）
在我零碎的儿时记忆之中"有这样的物件"是夜间出

行的必备物品# 当时"因没有手电"晚上外出"若没月亮"只
能捡一根带上"用火柴极易点着"冬天往火盆里一塞"$扑
扑&一吹也就着"到达目的地"用脚一踩火就灭了# 此物"遂
安当地的方言叫$炬杆&或是$炬骨&"因地而异"发言有所
不同# 在老淳安的发音中更多的是音同$麻吉管&#

每年秋季"葵花收回来后"村民们就把葵花杆捆起来
扔到小溪里"用石头压住"大半个月以后捞出来"此时外边
青皮已经浪去"用手指轻轻一剥"中间如海绵般圆柱形的
芯便一根根翻出# 去皮去芯的葵花杆洗净后"晒干就是炬
杆*骨+了# 从方言的发音来看"说$杆&是比较好理解的# 而
汾口那边说$骨&"其实也不费解"而且更具韵味"从制作工
艺来看"最后剩下的是$骨&质的精华"便是褪去繁华而独
留风骨之意"多少带些历史的沧桑之感#

那时邻村只要放电影 "就会有一群好赶热闹的人约
在一起去邻村看# 尤其是在过年前"农闲之时"村民们有
的是时间"所以记忆特别深# 而年底也刚好是农历月底"

天上没有月亮
&

晚上出村必定要带上炬杆*骨+"以便回来
走路有个照明# 炬杆不是很经烧 "一根长点的能点上一
里路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 同 去 的 人 都 会 带 上 一 根 "当 一
根烧完"另一根立马接上"真如一场照明接力# 社会在进
步"被赵本山大爷说成是家电的手电筒渐渐地在农村开
始普及 "炬杆也就完成了 它 的 历 史 使 命 "退 出 了 历 史 的
舞台"只存在于人的记忆之中# 有了手电筒之后"去邻村
看电影也就不再结伴而行了 # 社会也就如此 "当你能单
打独斗的时候"集体的意识也就淡下去了#

如今的农村"路灯也不算什么稀罕事物"手电筒照样
被淘汰# 而在我的脑海经常浮现出一些儿时的画面"漆黑
的夜晚"点点火光正在赶夜路"顽皮的小孩拿着燃烧的炬
杆在黑夜里画出了美轮美奂的图案"这图案如流星般即刻
消失在黑夜之中"留给黑夜瞬间的美感#

盛夏
!

周家海

中午时分
蝉蜩的鸣叫像锯齿
噬咬着人们的听觉神经
风一动不动地
趴在寂静的树梢
窥视着头顶的烈日

阳光的雪片
像白花花的棉絮
铺天盖地地
在天地之间铺展与绵延
在堆积着岁月的同时
也堆积着成长的烦恼与深沉
的凝思

一名打着赤脚的少年
静静悄悄
不留痕迹地走过了一截
被人们唤作童年的美好时光
犹记当时
他一只手攥紧了一根
竹梢粘有一小坨黏稠蛛丝的
纤细竹竿
另一只手则攥紧了一只灰蝉
和那怎么也攥不紧的%&&

洒漏了一路的吱吱斯斯的灰
白的蝉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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