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

才艺星空12 专副刊部 责任编辑/冯思佳 吴明晖
电话：0596-2599851
E-mail:mnrbjyb@163.com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古往今来，中秋
节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祈盼。
在这一天，各家各户的亲朋好友都会相聚一起，吃
团圆饭、赏月、吃月饼、玩博饼游戏等。而今年的
中秋节却与往年截然不同。

疫情下的中秋节格外的安静，连月光都格外
的幽远。

晚饭后，我们散步来到了海岸边。仰首赏望
明月，今年的月亮似乎比以往的更大，更圆些。月
亮四周乳白色的光亮像一层薄雾罩住了海岸，月
光下，海面波光粼粼。这里虽说是内海，但也颇有
三潭印月的美感，我仿佛踏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
境界！回首四望，周围冷冷清清，原来人山人海的
黄金海岸，今儿是如此的安静，全无一点儿节日里
应有的气氛。

望着清幽的月光，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次
福建的疫情。

莆田、厦门、泉州、漳州，德尔塔病毒几天之内
迅速在省内蔓延开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
秋佳节，我们与家人团聚，在家里舒服地看着电视
节目，吃着月饼，而无数的医护人员却奔赴一线，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斗争，在
我们与病毒之间筑起了一道牢不可破的“万里长
城”！我想，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
负重前行罢了！他们可能欠孩子一个拥抱，欠父
母一顿团圆饭，但他们绝不会欠祖国一个岗位，欠
人民一份健康。

我突然想起了我们集体做核酸检测的那个晚
上，那一套套密不透风的白色防护服下，一双双明
如皓月的眼睛。他们坚定的眼神，无怨无悔的付
出，令我感动！

我不禁感慨：有时候，我们和他们离得很远，
可能不记得对方的名字；有时候，我们又离得很
近，可以共赏一轮明月，可以为了共同的事业和目
标携手勇敢前进。

而那些令我们敬重的医护人员，他们虽不像
太阳那般耀眼夺目，但却像月亮一样幽远又亲切，
静静地将盛满爱的光亮洒满神州大地。

“艰难斑驳了岁月，风霜刻深了皱纹，有人看
见了你的沧桑，更多人看到你年轻的心。”我感谢
你们——最美逆行者！愿往后的每一个中秋，你
们也能和家人长长久久、共赏婵娟！

（指导老师 蓝秀娇）

补锅老翁姓翁，于经年累月的补锅生涯
中，熏染了乌黑的脸庞。额头处的抬头纹明
显呈现一个“三”字，精瘦的身板，大夏天里经
常光着上身，下身仅穿着小截短裤，总会咧开
嘴露出黄中带黑的一口门牙，笑眯眯地面对
拿锅来补的村民。

其实说起来，补锅应该是老翁的第二职
业，这是他在闲暇之余才会额外揽的活。第
一职业当然是农民，而且还是个种作的好把
式，农家的活计，可谓水田犁、耙、播三大活一
条龙。只是由于芦水镇松柏村中许多乡亲在
当年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并不舍得扔掉已经
长时间使用而穿底的锅，补锅的营生才应运
而生，说到底还是“穷”字当头。

农村里的锅五花八门 ，有平时烧水用
的带着柄及弯形弧度长嘴的茶锅；有放在
烘炉上使用煮稀饭专用的砂铝锅；有架在
蜂窝煤灶上面炒菜用的小号铁锅；而长年
累月独占大灶膛之上，端坐稳如泰山的农
村大鼎，可谓傲视群雄，独领风骚，在这些
个大大小小的锅中，稳坐梁山泊第一把交
椅，分毫不差。

说来话长，在这么有烟火气的土地里，
轻易不会动用到大鼎。除非过年过节的杀鸡
宰鸭慢炖，做腌肠蒸熟，做甜粿及菜头粿敬祖
或者清明时节做芦水特色的尖米裸上坟专
用，七月初七做模子印花梆子甜粿庆祝节日
等等之外，大凡用到大鼎的契机，最有可能仅
剩下六月冬和十月冬稻谷收成时，煮供十几
个人吃饭用的大鼎咸菜饭。俗话说：“医生怕
治嗽，师傅怕做灶。”不仅因为灶膛结构复杂，

也在某种意义上显露出大灶在农村人心目当
中的神圣地位。而大鼎好坏与否，也可能关
系到一户农家的兴衰。因而不管出于什么样
的考量，大家都舍不得多年来使用的大鼎，当
然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各种锅。

六月冬过后的一个黄昏，夕阳正从西边
的山峰上缓缓地坠下，余晖铺满碧水潭下一
泓青绿，粗鳞鱼们便纷纷张开略显弧度的嘴
悬在水面一张一翕，像给宁静的水面开一些
大小不一的口子，天气闷热的时候就会更多
些。补锅老翁开始生炉搭灶，大号烘炉高高
架起在村道旁的大队部门口。用芒箕茅草引
火完毕，上膛位置放上乌黑乌黑的大块木炭，
用蒲葵扇在下膛阔嘴处猛扇。一股青烟霎时
间缭绕在村道上。火炭引上火以后，老翁迅
速拿把长柄铁勺架在木炭火上，放些形状不
规则的锡粒，不一会儿功夫炭火已经把长柄
铁勺烤红了，勺里的锡粒慢慢地化为类似水
银般乌金的形态。

村里老孙头刚好扛着家里一大鼎走过
来，“老翁，来帮些活计啊，是祖传的，破了个
洞，得补一补啊！”“放下，我瞧瞧。”老翁从里
间小屋子拿来两条破旧的毛巾，分别按住大
鼎的上下两端，用力一扛便起来，对着外面光
亮的阳光，把头钻到鼎下，默不作声地折腾了
一番。然后才缓缓地挪下大鼎架在木制的大
架上，慢条斯理地说：“破了个洞，还可以补，
太大了，就补不了了！”边唠边用红色的粉笔
标识出漏洞的位置。从小木箱里拿出粗纹铁
磨棒对准漏洞处的正面使劲地打磨一番。老
翁弯腰弓背，手背上顿时青筋暴起，额头处汗

水慢慢沁出来，时而因咬牙而鼓起的双颊又
恢复原状。接着再翻过来打磨鼎背，顿时原
来漆黑一片的鼎背一小圈溜光的熟铁露出原
色来，与其他地方的乌黑一片明显格格不
入。老翁再仔细端详一番，左手轻轻托起巴
掌大的几层小布，上面撒一些黄土，右手提起
烘炉里的长柄铁勺，倾倒入布上一小滴水银
状的熔锡，从鼎背处把这滴熔锡对准漏洞处
按压上去，熔锡便乖巧地把漏洞浸满。老翁
眼疾手快，放下长柄铁勺后，右手再从大鼎的
正面用锃亮的铁片刮去多余的熔锡。就这样
保持姿势有两分钟之久，待熔锡又重新凝固，
补大鼎的活计算是大功告成了。老翁扬起手
背抹去额头上的汗水，爽朗地笑着对老孙头
说：“这口大鼎，又可以传给下一辈用了！哈
哈哈！”老孙头从裤子夹层里掏出一小叠纸币
来，边一张一张摊开边问：“多少银？”“拿三块
钱来结了。”“老党，这样够了吗？可要拿够
哦！”“够了，够本了！”裂开了嘴的老翁又朝着
夕阳笑了笑。

至于张家李家的砂铝锅坏了，就得换整
片铝底，不能用锡来补的。换铝底片重点是
在于锉的功夫和打的功夫，需要将铝片折反
过来搭在换掉的半截沿上，用铁锤及锉刀慢
慢地敲打，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叮叮当当”
的敲打声时断时续地传遍村头村尾。

当时的情景应该不会再现了，现在还会
有人因为锅或鼎坏了而拿去修补吗？马上就
卖到废品收购站，再换新的了。但是再怎么
样也不应该忘记这些有温度的旧事。这些大
概也只能讲古给下一辈们听了吧？

云霄县城的东北边，有一个美丽的江滨公园，
而我家就住在公园附近，这让我想想都开心。

咱们云霄人就习惯把江滨路临漳江一面的整
个长条地带称为江滨公园。这里，不仅自然风光
清新秀丽，而且公共设施配备也比较齐全，它可是
人们散心和锻炼的一个好去处。

每天清晨，或是到了傍晚，我就跟着爷爷奶奶
一起出去做做操，散散步。当然，有时候也会和爸
爸妈妈一起去，顺便督促爸爸减减肥。

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我起得多早，江滨公园都
已经很热闹了。有年轻人沿着江滨漫道晨跑的，
有老爷爷老奶奶做健身操的，也有打太极的，还有
散步聊天的……他们的脸上未必都有笑容，但他
们一定是惬意的。

到了中午，放学回家路过江滨公园，我看到江
面是银光闪闪的，偶尔还有几只觅食的白鹭从水
上掠过……哦，对啦！这里还有皮划艇，它们的速
度总是很快，有单人的，有双人，还有三人的，它们
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每当皮划艇划过江面，
后边总会留下一道渐宽的波纹，像孔雀开屏似
的，漂亮极了。

如果是夏天，从傍晚开始，这里就更热闹了。
这里不仅有照明的灯光，还有色彩斑斓的霓虹
灯。来这里的，有“快走”锻炼的，也有跳广场舞
的。跳舞的往往还不止一队，他们一般不会挨得
很近，放着各自的音乐，随着音乐的旋律翩翩起
舞，有时候还会引来许多人围观呢！

我很爱我的家乡，更爱家乡的母亲河漳江，以
及漳江边上美丽的江滨公园！

（指导老师 蔡泗明）

老家的大门前种了
一棵枣树，妈妈说是我
出生前一年外公还能走
动时种的，它和我差不
多大，但它长得可快了，
因为外婆经常会把煮好
的汤水舀到盆里，等晾
凉了再去浇灌它。

长大的枣树有着尖
尖 的 树 叶 和 圆 圆 的 果
实，枣树上长满了沉甸
甸的枣子，这圆圆的枣
子和尖尖的树叶配在一
起真是美极了。

我每次回外婆家都
会 用 棍 子 去 打 它 的 树
叶，就像我们在做游戏
一样，可妈妈却告诉我
不能去打它——它会感
觉难受的。我很喜欢这
棵枣树，暑假火辣辣的
太阳“烤”着我的时候，
它能让我乘凉；寒假在
家里无聊的时候，它能
跟 我 做 伴 。 更 重 要 的
是，这棵枣树是外公种
的，枣树已经长大结果
了，可是外公的身体不
舒服只能躺在床上，也
没办法看到这棵他亲手
种下的枣树和结满全树
的果实。我多么希望外
公 的 身 体 能 快 点 好 起
来，能看到这棵美丽的
枣树！

（指导老师 张艺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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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必胜》
金峰实小 二年（2）班 陈思涵（指导老师 林晓璐）

《爸爸们的友谊之夏日路边摊》

漳州实小 一年（2）班 徐语沫（指导老师 杨 琳）

一盘棋，一红方，一黑方，一行行，一列列，一格
格。在棋盘上，楚河汉界，分隔两地，红黑两方，变化
万千，时而惊涛骇浪，时而风平浪静。一局象棋，经过
两方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一盘棋就被一方完美收官。

我从小开始接触象棋，因为我的爷爷、爸爸都是
下棋高手。在耳濡目染下，我也主动要学棋。

在不知不觉中，我就学会了棋盘规则，比如象可
以跳“田”字，却不可以过河；炮只有搭上炮架才可以
吃棋子；兵在过河前只能直走……除此之外，我还学
将军法、阵法。

在学象棋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有趣之处。当我询
问父亲时，父亲只是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这叫遗传。
最大的趣处是一局象棋有成千上万种变化，并不单
一，要学会随机应变。”

学完象棋的基本功后，我就有点沾沾自喜、骄傲
自满了。为了尽快提升我棋艺第三的地位，于是我向
父亲发起挑战。

七月，天空瓦蓝，没有云彩，太阳炙烤着大地，空气
中弥漫着灼人的气浪。但我的心里，并不烦躁，只有必
胜的心态，骄傲让我觉得今天一定会赢。对战开始了！

我作为红方，当然是先发制人。爸爸好像对我的攻击没
有做出明确的反应，只是将中卒守住。不一会儿，我就
感到不对劲了，爸爸的无敌阵容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搭
成。真是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夏天，艳阳高照，
没有一丝风，虽然家里开着空调，但我还是流下了紧
张的汗水。后来，我再怎样防守也无济于事，结果是
我败了。

到了晚上，我到露台透气，望着夜晚的大地，感觉
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黑漆。

“失败乃成功之母”，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为了让我棋艺进一步提升，我开始努力：我认真学
习别人的方法；谦虚向长辈请教；看电视里的象棋
对决汲取经验。时间好像静止了，我似乎来到一个
独立的空间，只有我、象棋、各种套路，不知不觉中，
套路已经记了十多页了。别人在外面玩游戏，我在
家里学象棋。好几次，小伙伴们到我家找我出去
玩，我都拒绝了。

我又一次向父亲发起挑战，并让爷爷当裁判，这局
象棋下得相当激烈，但在最后，我用“闷宫”将他击败，我
赢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嘴
笑得像庙里的木鱼——合不拢嘴，还比着剪刀手，心里
仿佛在品尝色香味俱全的爆米花。我的心里已是一片
春天：万物复苏，花红柳绿，空气中充满着花草的清香。

象棋，你告诉我要随机应变，你告诉我要戒骄戒
躁，你告诉我要勤于思考。

（指导老师 李娴彬）

在学下象棋的路上
芗城实小 六年（4）班 陈易禛

市实验幼儿园 小班 肖林航

（指导老师 魏晓梅）

《宅家也是奉献》
漳州实小 四年（9）班 陈霈晅（指导老师 朱阁凤）

《黏土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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