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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庆明

那夜我游凤凰古城，
在一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中茫然若失。心有不甘，
回来后从书架上翻出《沈
从文文集》，找出《凤凰》一
篇，想重拾那个南华山翠、
沱水依依、临岸吊脚楼错
落有致的美丽边寨。

读到了这样一个故
事：旅长刘俊卿，平素和
毕业于女子学校的夫人
感情极好，却因为无意中
看到夫人闺蜜的一封通
信中有“你嫁了人就把我
忘了”的话语，疑心写信
者为男性，就命令马弁把
夫人接到防地杀了。马
弁不得不遵命，要下手时
夫人发现不对，马弁实情
相告，夫人哀求马弁带她
见旅长说个明白，马弁不
敢，说那样他就得死。夫
人无奈，只好“让马弁把
枪按在心子上一枪打死了”。事后旅长
淌了两滴眼泪，让马弁买一副五百块钱
的棺木，把夫人埋了，事情完结。

然而，沈从文将此形容为“动人的
悲剧”和“动人的诗”。也许，在沈从文
看来，旅长的那两滴眼泪，可为“动人”
佐证，但在我看来，这是那个时代女性
毫无地位的佐证。

阅读《沈从文文集》的感觉就像乘
坐过山车。读《边城》，惊为天人，想世
间哪有这等优美的文字，《边城》被公认
为中国白话小说的金字塔尖，一艘小小
的渡船，满载了现实与浪漫、美好与温
暖；可再读《凤凰》，却又对沈从文先生
的三观摇头叹气，叹先生是世间最凡俗
不过的糊涂男，遂将文集弃之一边；过
几天，随手捡起再翻，却是《秋（动中有
静）》，只一眼，便又欲罢不能，从文先生
不但用优美的文笔将辰河边小口岸吕
家坪的秋色写得活色生香，更是将吕家
坪人丰年的自足、生活的愉悦，以及对
外部未知世界的好奇、对即将到来的

“新生活”的恐惧与渴望，拿捏得恰到好
处，真是多一分便多，少一分便是少。

也许，这就是月亮的背面。比如巴
尔扎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不堪”的人，
却不妨碍他写出传世巨著《人间喜
剧》。生活中的沈从文，同样不能将作
品和人品相提并论。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
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
过一个正当好年纪的人。”在上海中国
公学当老师的沈从文，爱上了自己的学
生张兆和。他写给张兆和情书里的这
段话，不可谓用情不深。只是我总觉得
这话里话外，透着浓浓的直男味。只爱
一个人本是应该的，在这里却被渲染成
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相比较而言，徐志
摩对林徽因的爱，有些许卑微，低到“愿
做康河柔波里的一条水草”。卞之琳是
徐志摩的高徒，他苦恋张兆和的妹妹张
充和多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
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
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歌
只是她的小爱好，她真正热爱的是建
筑。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招
女生，林徽因只好改学美术，却在两年
后成了建筑设计的助教。后来也和追
随他学习建筑的梁思成结为伉俪，成为
建筑界的“神雕侠侣”。张充和更是一
位颇具主张的独立女性，她不喜欢卞之
琳的“不爽快”，觉得他的诗“矫情”“缺
乏深度”，后来张充和嫁给了汉学家傅
汉思，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传薪昆曲。

原本张兆和也可以像充和或者林
徽因一样，只可惜在她向当时身为上海
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求助时，胡适非但
没有阻止自己聘用的老师违规追求女
学生，反而做起了说客。这无疑给了张
兆和巨大的压力。

嫁给了沈从文的张兆和不再是别人
眼中的风景。白月光变成了朱砂痣。婚
后的龃龉将双方撕扯得伤痕累累。

游览凤凰古城的时候，在沈从文墓
地前，一位朋友问我：晚年的沈从文和
兆和之间，还有没有感情？未待我否
定，朋友兀自回答：我想还是有的。不
然沈从文怎会留下遗言：三姐，我对不
起你！兆和在整理沈从文写给她的书
信时，又怎会潸然泪下。

“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张充和对姐夫的16字评价，
当属客观。

■ 邱小平

对于游客来说，漠河的浪漫，兴起于火遍大
江南北的那首歌《漠河舞厅》，北极的诗意，大多
来自他们慕名而来的北极光，黑龙江省漠河市北
极镇，的确是最能氤氲出诗意与浪漫的所在，迟
子建在这里写出了《北极村童话》，今年的5月8
日，星空摄影师在这里拍到了极光。

极光象征缥渺、美妙、魔幻和神奇，被极光照
耀的人，是上天钦定的幸福的人，这是人们一直膜
拜的古老传说。在北极镇的洛古河村，我见证了
北极光下的爱情，一句承诺一世相托，一颗真心一
生相守,即使天寒地冻，它能让生活甜蜜如春，即
使偏居一隅，它也让每一个日子都变得有意义。

“霜花夫妻”的日常

北极镇年平均气温零下5.5摄氏度，最低温
零下53摄氏度，这里只有两个季节——冬季和
大约在冬季。

来到北极镇洛古河村的时候，这里没有草长
莺飞，没有姹紫嫣红，没有夏天一丝一毫的痕迹，
江边堆积的是大块大块的冰雪，就像小孩刚刚拆
下的积木，横七竖八地躺在黑龙江畔。

上午10点，洛古河夫妻警务室民警史先强
和妻子沈欣坐上解放军的运兵车，去12公里外
的流星柈子场巡边，穿梭在大兴安岭，白的桦林，
白的冰雪，令人心旷神怡。

“强哥，过不去了，恐怕得下去开道。”驾驶
员说。

“没事，我下去看看。”说着，史先强下了车，
运兵车的侧前方，一个平坦的湖面满是冰雪，巡
边路上，是一个“大冰包”，冰包的下面，融化的冰
水冲刷着路基，缓缓地流到山下，眼前的景象，活
像一个巨型的“冰雪飞碟”压住了大半边路基，阻
挡住前进的道路。

运兵车右后轮卡在冰包上，怎么也上不去，
史先强让车退了回去，他拿出斧头奋力地砸着冰
块，纷飞的冰屑如同大雪飘舞，突然“啪”的一声，
斧头把断掉，斧头随着冰屑飞了出去。

“哈哈哈”，沈欣大声地笑了，她是个“心大”
而快乐的“95后”，笑起来世界仿佛都会融化掉。

史先强也朝着沈欣露出了一个笑脸，接着用
斧头把继续敲冰块，但是敲不动。

“你太笨了，找块石头也比那个斧头把好
使。”沈欣说。

史先强再次咧开嘴笑了：“也是哦，不愧是读

过大学的，比我这个大头兵聪明。”史先强找来一
块石头，三下两下，就把突出的那块冰包给砸下
来了，运兵车得以继续前进。

半个多小时走走停停，军警联合巡边的队伍
到达流星柈子场，眼前突然呈现的景象令人惊
恐：湍急的江水动怒似的把巨大的冰块推搡到岸
边，叠压嶙峋，绵延不绝，冰块上融化滴溅的水
声，仿佛在诉说着被迫上岸的愤怒与不屈。

史先强牵着沈欣的手，在冰峰林立的江边，
寻找下脚的地方，时不时推沈欣一把。这个场
景，我不由得想起第一次见到他们俩时的情景。

那是他们刚来洛古河的第一个冬天，界江刚
刚冻上，冰层还不太结实，虽艳阳高照，但空旷的
黑龙江上没有一点遮挡，一阵北风呼啸而来，像
哨子一般发出凄厉的尖叫，史先强像今天一样，
紧紧攥住沈欣的手，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行走，
稍微有一点滑的地方，史先强就扶住沈欣，生怕
她摔倒。

一开始，呼吸的热气还有丝丝缕缕透过面罩
在空气中袅袅上升，后来直接变成了霜花，霜花
越来越厚，变成了一个白色的小球，不到10分
钟，两人帽子上、衣领上、面罩上全是白色的霜
花，我用相机记录下这个瞬间，后来他们被媒体
称呼为“霜花夫妻”。

巡江不到20分钟，两人眼睫毛上都是大朵
大朵的霜花，史先强说：“欣欣，咱们歇会儿，你跺
跺脚，暖和暖和，手套冻透了，你脱下来，手放在
我大衣里边暖和暖和，下次再这么冷你别出来
了，我一个人巡江好了……”

那一刻，我不仅看到了最美的霜花，也看到
了爱情最美的样子。

小村生活平静如水，春日迟迟，满山绿遍，夏
夜清凉，明月大江，秋天多彩，五彩斑斓，特别是
长达8个月的冬季，皑皑白雪，仙境美景，犹如童
话世界，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史先强和沈欣
觉得能生活在这个小村，也是一种幸福。

当了3年的洛古河村民之后，史先强和沈欣
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警务就是家务，工作就是生
活”这12个大字的意义，更加明白了当好“洛古
河人”的分量。

从一幅照片说起

巡完边之后，跟着史先强夫妻在洛古河村里
走访，走进温明霞家时，史先强问了句：“嫂子，你
问问王鑫的证明收到没有？”

“收到了，早收到了，这事儿啊，还真多亏了

你。”温明霞满是笑脸。
温明霞的小女儿王鑫今年大学毕业，参加了

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笔试、面试都通过了，一路
走到了政审环节，招录单位要王鑫及家人的“无犯
罪记录证明”，洛古河村到镇上没有公共交通工
具，如果到北极边境派出所去办，租车的话来回得
三四百元，温明霞顿时想到了史先强。

史先强说，嫂子，你这事儿包在我身上，绝对耽
误不了。他给所里内勤去了个电话，证实了情况，
派出所开出了证明，直接寄到相关单位，本来让她
忧心忡忡的一件事，史先强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这个就是王鑫，她是这几个孩子当中最小
的，正上小学二年级。”温明霞拿出一张照片，只
见青山绿水中，一个穿军装的人推着一辆警用自
行车，站在他旁边的，是一个老师模样的女子，他
们周围还有6名小学生，一行人走在村道上有说
有笑，仿佛有说不完的开心事。

这个穿军装的人叫贾晨翔，2003年8月，我
们作为同一批入警的大学生，到当时的武警黑龙
江边防总队后勤基地领军装，他就坐在我旁边。
王鑫怎么和贾晨翔在一起呢？

温明霞说，当时孩子放暑假，我们忙着采山，
没人看孩子，之前，就有孩子掉到江里去的事情，
小贾和妻子来到洛古河夫妻警务室后，就办了个

“暑期课堂”，他和爱人王晓莲给孩子们补课，早
上来接，下午送回，这样大家也放心。

再次见到贾晨翔是2013年冬天，他到洛古
河警务室3年多了，看到警务室门口他们俩的照
片，贾晨翔主动介绍起来：“她是山东人，我们是
在哈尔滨上大学时认识的。”贾晨翔指着墙上王
晓莲的照片说。

原来，贾晨翔最初分配到大兴安岭地区呼玛
县欧浦边防派出所，王晓莲毕业后到哈尔滨市一
家律师事务所当上律师，两人相隔1300多公里
的距离，因为爱情的召唤，2005年，王晓莲辞掉
工作，来到大兴安岭与贾晨翔喜结连理。2010
年，两人成为“洛古河夫妻警务室”第一任主人。

吃水自己挑，睡炕自己烧，用贾晨翔的话说，
自己来了个从城市到农村的“逆袭”。王晓莲随
军跟贾晨翔来到大兴安岭地区，先后换了4个地
方，最后来到洛古河，工作换没了，房子也没了。

从驻村的第一天起，贾晨翔夫妻俩就把改善
全村的治安环境作为工作重点，重建治保会，设
立“十户联防”小组，组建调解矛盾纠纷委员会，
开展义务巡逻、邻里守望活动，村里连续多年没
有案件没有越界事件。

那天在村民李兰庆家的农家乐走访，我看到

墙上挂着一张微微泛黄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洛
古河夫妻警务室，门前，一群人一字排开，中央位
置站的是贾晨翔和王晓莲，贾晨翔手里捧着一本
大红色荣誉证书。

2020年，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荣归荣调政
策，贾晨翔调回王晓莲老家山东边检总站工作，
在哈尔滨中转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他，在黑龙江
边境坚守18年值不值？

贾晨翔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说：“青春需要
磨砺，18年的边关磨砺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名字里的秘密

2012年，贾晨翔和王晓莲的爱情结晶出生
了，因为是在中国最北的边关怀上的，在妈妈肚
子里的时候，“北北”的小名就取好了。

北北的大名叫贾云旗，这又有什么含义呢？
2011年9月，坐在黑龙江边的贾晨翔看到警

务室前的红旗，被蓝天白云衬托着，飘扬在134号
界碑上空。那里向南，他面前的，是整个中国，他
满怀激动，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云旗”。

2020年10月，史先强和沈欣的小儿子在洛
古河村出生，孩子的姥姥姥爷请教了当地文化
人，取了好多好听的名字：宇轩，子墨，梓涵，然
而，每念出一个，史先强和沈欣都直摇头。

最后沈欣说：“就叫史一皓吧，小名叫洛洛。”
史先强说：“我2007年就在漠河当边防兵，

守卫着黑龙江，2019年部队改制，我变成了移民
管理警察，还是守护黑龙江，2020年，我和欣欣
来到洛古河，戍守黑龙江的源头，我们用青春守
护这条江，孩子出生在这条江边，洛古河，就是我
们的边关乡愁，孩子小名叫洛洛，不光铭记着我
们的青春和他的童年，这也是纪念，是传承。”

今年，3岁的洛洛已经快1米高了，每天早上
起来，他都喜欢拉着妈妈的手，看着爸爸在祖国
的最北方升起那面五星红旗。

中国最北端的五星红旗，深深地刻进了贾云
旗的名字里，黑龙江源头的这个小村，也深深地
烙进了洛洛的名字里，这两个孕育于洛古河的孩
子，用自己的名字来记录父母坚守的荣耀。

戍边的家庭，在最北边境线上生活，是没有
浪漫可言的，警嫂们用青春年华书写了一首首动
人的诗篇，谱写了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乐章。

这两对夫妻跨越13年的戍边故事，都在反
复彰显、验证着同一个道理，那就是“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两家戍边人，扎根边疆，就是对
祖国最深沉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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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于我，于法桐，于老师，也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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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北端的五星红旗，深深地刻进了贾云旗的名字里，黑龙江源头的这个小村，也深深地

烙进了洛洛的名字里，这两个孕育于洛古河的孩子，用自己的名字来记录父母坚守的荣耀。

月
亮
也
有
背
面

《边城》被公认为中国白话
小说的金字塔尖，一艘小小的渡
船，满载了现实与浪漫、美好与
温暖；可再读《凤凰》，却又对沈
从文先生的三观摇头叹气……

极光下的爱情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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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榭

■ 胡德强

最近一次与母校五莲一中相见已隔七
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五棵法桐，挺拔依
旧，似故人。

除了法桐，母校的旧时模样荡然无存，只
能去记忆的河流里打捞。打捞起的旧模样，
被岁月的风撕裂成一张张碎片，并伴着年代
的远去渐渐褪去了颜色。

比如平整的操场，宽敞的教室，绿绿的杨
柳。比如鸣蝉在柳叶间长吟，蜜蜂在花蕊中
跳芭蕾，麻雀在屋顶上散步。最有趣味的是
一条曲折蜿蜒、穿校而过的小河。在这里，可
以朗读，可以散步，可以下河摸鹅卵石下的小
鱼。夏日雨后的傍晚，还可以到杨柳树下捉
节流龟。倘若这些还不满足，还可以走过河
上的石桥，去南岸芍药园赏花。芍药高约半
米，茎叶呈绿色、深绿色。茎秆顶上一枚硕大
的花朵，颜色有红、白、粉、紫、绿。如盘如盏
的单瓣，层层叠叠的重瓣，迎风飘舞，婀娜含
情，美不胜收。

彼时的法桐，有着校园里最高的海拔，这
无限的趣味一定躲不过它们的眼睛。但又远
远不止这些。

法桐北望，一眼就能看到英语角。河的

北岸第一排教室的西山墙下，几张桌子、一面
粗糙的黑板、一支粉笔，那里就是老师们竞相
角力的舞台。条件虽艰苦了些，一旦站在桌
前，老师就不再中规中矩，仿佛成了演说家，
个个精神抖擞，激情四射。

记得个子不高的岳守国老师，最受学生
欢迎。演讲到高潮处，他总是不停地挥舞着
右臂，身子前倾，好像自己就是1917年领导
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开讲的人何止他一
个，直至今天，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每一位老师
的名字，那时的他（她）们正值青春年华。老
师讲得精彩，学生听得入迷，一粒英语的种子
不经意间播撒在学生的心田。

转望西北角，是学校食堂，近千名师生在
此就餐。那个年代，有农业、非农业户口之
别。农村户口的学生在那吃饭，首先要转
粮。家长拿着孩子的录取通知书，把自家的
粮食推到公社粮所进行兑换。然后，学生拿
着粮所开具的证明，方可到学校换取等量的
饭票。秋天开学季，粮所排队转粮的家长队
伍，成为一时的风景。

学校食堂的饭食着实不敢恭维，但去晚
了很可能会没得吃。不等下课铃声敲响，学
生们早已坐不住，一只手不自觉地摸向桌洞
里的饭盒子，叮叮咣咣的声响，不绝如缕。此

时，老师授课已毕，假装没听见的样子。接
着，食堂窗口前的学生便挤成了团。

那时，还没有塑料大棚，蔬菜都是应季
菜，菜品必然单调。冬春季主打菜是白菜萝
卜，夏秋季花样多一些，不外乎是西红柿鸡蛋
汤、土豆熬扁豆、炒茄子……最昂贵的当数五
毛钱一碗的肉汤。不知道是酱油不值钱，还
是做饭的师傅使重了，肉汤总是酱紫色的，上
面飘浮着几块肥肥的肉片，瘦肉片却难得一
见。一碗肉汤，泡上馒头，就是那个岁月里的
奢侈品。

法桐东边那一大片空闲地，被划分成了
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园。菜园里种着黄瓜、西
红柿、茄子、扁豆、辣椒、土豆……对于十六七
岁的高中学生来说，晚饭那一两个馒头或者
两三张煎饼，是无法支撑到天亮的。饿极了
的学生，顾不上光彩不光彩，菜园里就经常出
现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那个年代，种菜
不打农药，刚摘下的黄瓜、西红柿不用洗，往
衣服上蹭两下就可以吃。蹲在菜园里“饕餮”
一顿后，摸一摸肚皮，“偷菜”之人心知肚饱地
偷偷溜回了宿舍，心里甭提有多美了。

虽至深夜，法桐却难以入睡，身下灯光闪
亮的办公室里人影幢幢，他们或是批作业，或
是备课，或是刻蜡版，或是油印。这些老师大

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学毕业
后为支援五莲山区教育而来。他们身上有着
一种特殊而共通的东西——知性、优雅，一切
美好的词语用在他们身上都不过分。高大俊
朗、徒手画圆的几何老师徐尔为，身板笔挺、
裤线分明的语文老师汪新明，写一手漂亮隶
书毛笔字的历史老师姜天德，板书似向右刮
一阵斜风的地理老师于继忠，身材娇小、和蔼
可亲的代数老师辛漪雯，温文尔雅、潇洒倜傥
的政治老师厉保纯……正是这样一群满腹经
纶、风采各异、思想独立的老师，为五莲一中形
成甘为人梯、厚德博学的教育气象，直至成为
闻名遐迩的“状元学校”，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一张张记忆的碎片，织就了一幅校园时
光的锦缎。锦缎上面，是师生一道用汗水和
勤奋绣出的一个又一个无悔的青春华章。

法桐胸前悬挂的户籍牌上，清楚记录着
它们的出生日期——1954年。我在时，法桐
恰好是而立之年。离去经年，法桐也到了古
稀的年纪。法桐始终寂寂无闻，岁月不曾改
变过它。而今，五棵法桐已站立成母校的一
个永恒的地标，只为等候昔日的学子前来“打
捞记忆”。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于
我，于法桐，于老师，也于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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