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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坦，大山里的一颗明珠
■白一帆

不久前，接到林川镇溪坦村党支部书

记王学涛的电话，告知我该村要修村志，

并嘱我为之写序言。作为曾经是溪坦村

一员的我分外欣喜。我为溪坦村的繁荣

昌盛、日新月异的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变化感到自豪！

说句实话，让我写序言，内心还是颇

有压力的，一是自己才疏学浅，二是对溪

坦村的情况了解还很不够，一时不知从何

下笔。

直至前些日子，郑育友先生送来两大

本村志的清样文稿，我随手翻阅，发现文

稿洋洋洒洒竟有十几万字之多，其内容之

丰硕，涉及区域、经济、政治、文体卫、人物

等诸多篇章，其史料之丰富翔实、细致、全

面，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让我茅塞顿开，获

益匪浅。

近几天，我抽空阅读着文稿的内容，

一篇篇、一段段、一句句。溪坦，这个闻名

遐迩的文明村，蜚声海外的工艺品生产专

业村，素有东方圣诞村美誉的山村，在我

的脑海里的印象不断丰富、充实、清晰、鲜

活了起来。

溪坦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据史料

记载，该村自宋初光禄大夫王益公迁入之

后，王氏宗族日益昌盛，繁衍为一大望族；

随后，何、陈、黄、张等姓氏先后迁入居住，

使该村的烟火不断兴盛。一千多年来，该

村曾几易其名。据悉，溪坦曾名为梅源

村，后因为其村的自然环境有一条大溪穿

村而过，溪边有一片平坦地，故得名溪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历史悠久、山清

水秀的山村溪坦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聪明

勤劳的溪坦人。先世祖王益，曾任两广节

度使、光禄大夫；王开祖，人称儒志先生，宋

皇祐五年进士；王汝嘉，天禧二年廷试中

殿元，官至吏部侍郎。此外，还有抗元英

雄王小观、当代抗战老兵王木呈、现代工

艺生产带头人王友生等，名人能人数不胜

数，灿若星辰。他们的奉献和业绩，将永

远载入溪坦乃至瑞安的史册，成为激励溪

坦后人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

溪坦人勤劳智慧，成为瑞安市改革

开放、创新创业的典范。溪坦地处瑞安

市西部山区，四周群山环抱，自然禀赋不

足，八山一水一分地，生存发展的空间狭

小。然而，聪明的溪坦人凭着过人的智

慧和才干，用自己的双手，在这狭小的天

地里，创造了海阔天空的不凡业绩，让人

刮目相看。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溪坦人

就在乡贤王友生的带领下，勇闯新路，依

靠当地的资源，办起了工艺画帘厂，制作

的竹丝画帘出口海外。此后几十年里，

该村的工艺品生产如雨后春笋蓬勃发

展，如今产品几经升级换代，名声远扬，

牢牢占领了国际市场。财富源源不断地

进入老百姓的腰包，使该村率先成为全

市小康示范村，成为瑞安市新农村建设

的典范和旗帜，成为大山里的一颗璀璨

的明珠。

如今的溪坦村，山还是那层层叠叠的

山，水还是那奔流不息的水，而村容村貌、

人的精神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走进溪坦，文明时尚、现代气息扑面而来，

家家住上新楼房，人人开着小汽车；光彩

夺目的工艺品展示，内容丰富的文化礼

堂，张灯结彩的商业街，处处都展现了溪

坦的文明、现代和繁荣，吸引着国内外客

人前来观光、旅游、洽谈生意。

我与溪坦村的情缘已长达半个世

纪。1974 年初春，年仅 18 岁的我高中

毕业不久便来到溪坦村，在王友生先生

创办的画帘厂当了学徒工，住在村民王

国荣老屋低矮的小阁楼上，度过了近一

年的难忘青春时光。房东王国荣一家待

我很好，山村人的善良、淳朴让我终生难

忘。我见证了溪坦村当年的贫困和落

后，感受了乡亲们的勤劳和善良。如今，

我又见证了溪坦的繁荣和巨变，溪坦永

远是我的第二故乡！

盛世修志，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现在，溪坦村两委组织有关人员搜集了大

量资料编撰村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

作。村志的问世，将成为该村历史和现实

发展的有力佐证，为教育激励溪坦的子孙

后代奋发向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市青年作者吴夏雨创作的中篇小说

《传火者》（刊登在《玉海》文学杂志 2023 年第

3、4期和2024年第1期）是一篇很有想象力的

科幻作品。它试图用一个别出心裁的科幻故

事来回答“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这个古老的

哲学话题。

故事是这样的：编号为馄饨 93 的智能机

器人在一个光与火的过程里诞生了，它被赋

予人类应有的智慧和能力，并按照创造者（造

化者）的指令来到人世间，他在人间社会里的

名字叫阿诚。从此，阿诚开启了自己的人生

之旅。

他先在被称为“无空”的虚拟世界里，见

识了新式的馄饨车及其结构，又学习了馄饨

制作技巧并经过售卖馄饨的历练，然后按照

造化者的指令来到五马街，开始他的职业生

涯，为人类服务。

在这个陌生而繁华的世界里，他接触到许

多让他眼花缭乱的新鲜事物，遇到许多像他一

样忙碌的智慧机器人。他们通过体内的信息

处理器彼此交换信息，并感知、收储这些信息，

以充实自己的知识库，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例如五马街的名称，是因为东晋书法家王羲之

任温州郡守时，出乘五马而得名等等。

后来，他骑着馄饨车来到邻近的一个城

市，在这里他遇见了自己的同类鼓词8和活字

1，又在名叫东源的小镇里听当地刻字阿婆讲

木活字印刷世家的故事，看活字 1 埋头工作，

开始对人生的认识和思考。他对鼓词 8 有一

种微妙的感情，而对活字1过分专心致志工作

感到不理解。

这时，他邂逅一个身穿休闲装的另一个

同类人，这个自称“熄火者”的机器人给他一

本名叫《监狱的诞生》的书，并告诉馄饨 93，他

是“造化”的叛逆者，他向往自由并追求自由，

现在已经逃离了“造化”的控制，成为自由的

机械生命体。他认为当今的世间是一个“造

化”制造的规则监狱，他的任务就是帮助同伴

逃出这个规则的监狱，脱离苦海，和他一样成

为生命自由体。

熄火者说：“传火者？多么伪善、可笑的

一个代号，人类不愿意自己去传承，却要我们

去拾起？”当然，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

信息包进行的。

馄饨 93 很快就发现，自己被熄火者的信

息入侵，开始对自己被赋予的使命产生了怀

疑，对处境有了一种孤独不安的感觉。后来，

当他意外地目睹机器人活字 1 的死亡的痛苦

过程后，更觉得命运被摆布的恐惧。于是，他

不想耽在人间了，他带着惶然不安的心情回

到虚拟的空间。然而，无空里的老汉告诉他，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

的使命，包括不会说话只能作意识交流的机

器人也一样，死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谁也无

法避免，这让他更感到茫然。

他在城市中四处游荡，直到遇到一个卖

馄饨的真人，听他讲述馄饨先辈的故事，才明

白人类之所以艰难地活着，只不过是为了下

一代更好的生活。为了下一代，可以牺牲自

己的一切。于是，他在思想上与熄火者展开

激烈的斗争。随后，他被召回研究所，按照造

化者的指示，作为一名卧底打入熄火者的内

部，并在鼓词 8 自愿牺牲的帮助下，成功地制

服了熄火者，为人类立了一大功。

最后，馄饨 93、鼓词 8 和活字 1 经过“疗

养”，清除病毒，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传承古老的

技艺，并且培养了新一代的“传火者”。

故事到此结束，作者试图诠释的话题有

了答案，那就是：薪火相传，这就是人活着的

目的，这就是小说的立意所在，虽然未脱传统

窠臼，但积极意义不可否定。

整篇小说构思新颖，情节曲折，写得也很

流畅，还穿插了许多地方历史文化元素，如五

马街的来历、馄饨担的民间谜语，瑞安的鼓

词，东源的木活字印刷以及温州方言等等，体

现了作者比较丰厚的知识面和文化修养，所

有这些，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来说，是十

分难能可贵的。

当然，小说的缺陷也是明显可见的。

首先，小说的立意超出作者的认识范

围。小说仍然无法回答“人为什么活着”这样

的问题，熄火者与传火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薪火传承和维护旧秩

序规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叛逆者就是错

的吗？这些都超越了作者的认知范围和人生

阅历，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

其次，小说后半部分的情节未充分展开

就草草收笔；“卧底”情节落入坊间小说的俗

套，缺乏新意；结局显得很牵强，简单化，没有

说服力，主题的积极意义因此受到极大的限

制。

以上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思考、探索和

提高。

总之，这篇令人耳目一新的小说，成绩是

主要的，特别是它的创新意识很值得提倡。

我年事已高，且多年未涉猎小说，但出于

对文学事业的偏爱和对文学新人出现的由衷

高兴，还是情不自禁地写了以上这些读后的

肤浅感想，希望对作者和编者有所启发与帮

助。

一篇用科幻故事诠释
古老哲学话题的小说

——《传火者》读后
■俞海

莘塍亭，一座饱经岁月沧桑、蕴含

深厚文化底蕴的建筑，始建于北宋时期，

巍然屹立于莘塍桥头东首，三间平屋骑

街而筑。亭前，塘河之水悠悠流淌，似在

低吟岁月的故事；北侧，关圣庙相依，更

添庄重与神秘之感。亭内设有茶亭，每

逢酷暑，莘塍的老人们不辞辛劳，起早贪

黑煮伏茶。茶香醇厚，远远飘散，引得远

方宾客纷至沓来。

莘塍亭地处莘塍街中心地段，行人

如织，热闹非凡，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

于耳。卖葫芦糖的、兑糖的、做糖人的

摊位前，总是围满一群孩子，他们眼巴

巴地望着艺人灵巧的双手将糖稀塑造

成各种栩栩如生的造型。还有卖香干

的、卖灯盏糕的、卖冰棍的，可谓五花八

门。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百年老店恒山

药店散发着古朴气息，打银铺里传出叮

叮当当的敲打声，灵兰医室仿佛仍能让

人感受到昔日郎中的仁心仁术，酱园里

飘出浓郁酱香，长虹照相馆顾客盈门。

各种商业活动丰富多彩，酒店宾客满

座，点心店香气四溢，食品店琳琅满目，

水产铺鱼虾鲜活，裁缝店剪刀飞舞，油

漆店色彩斑斓，共同构成了繁华的商业

街景。每逢涨潮，捕捉者满载而归，桥

头作为海鲜买卖场所，蝤蛑、章鱼、江

蟹、跳跳鱼、赤虾、贝壳之类，比比皆是，

招揽了众多客人。莘塍电影院每天放

映的戏目牌皆悬挂于莘塍亭内，吸引着

众人目光，为这热闹之地又增添了一份

文化魅力。

1950 年，莘塍亭原地改建，成为三

间两层别墅式的建筑。前有阳台，阳台

栏杆上“莘塍亭”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站

在阳台之上，可远眺莘塍桥。

莘塍桥建于北宋，康熙甲戌年（公

元1694年）重建，桥面狭仄，约两米，仅

三块石板，供人通行，后人为安全起见，

在桥的两侧围上铁栏杆。1963年，扩建

为莘塍大桥。1984 年再扩建，成三通

道。中间为行车道，两侧乃行人道。站

在桥上，俯首向塘河望去，客船、商船、渔

船、小篷船往来不绝。

拾级而上，亭楼上有莘塍画师陈楚

云所绘的《三打白骨精》《白蛇传》壁画，

精美绝伦，让人仿佛置身于神话故事

中。四周是砖砌的座椅，约高四十厘米，

围成U字形。南来北往的游客常来亭楼

上休憩，听幽默风趣的阿唐伯讲笑话。

下村阿凤老师伯的《三国演义》评书，娓

娓动听，吸引众多听众。偶遇假日，农民

诗人蔡植亦来此吟诗赋对。其《割稻》诗

曰：“野外夏日全穗熟，天边眉月作镰

刀。清晨割稻蛙声喊，喜报丰收燕舞

翱。”《晒谷》诗曰：“珍珠早谷已登场，日

晒风扬缴夏粮。农户皆夸年景好，尝新

培感饭添香。”这两首诗合农民口味，大

家赞不绝口。亭中的对联：“莘莘学子志

四方，塍塍小道通九州”，印证了莘塍人

志向远大、勇毅前行的精神。

1996 年，因街道整改，这座古老的

莘塍亭被拆除，令人深感遗憾，但它的历

史文化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莘塍亭虽已消逝，但它曾经的辉煌热闹，

它所承载的故事与情感，将永远留存在

人们心中。

路过322国道马屿江上段，看到路两旁卖

甘蔗的场景，看到有人在网上直播卖甘蔗，吆

喝着，然后通过快递一箱一箱、物流整车整车

地往外运送，不由地忆起当年篁社人卖甘蔗的

那些事。

农历十月廿三前后，老家甘蔗已基本搂

好、囥好，就指望年底年外卖个好价钱。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种甘蔗，主要是为了添补家用，

赚点买“配”（菜肴）钱，或是过年时，给家人，特

别是孩子们买件新衣，给点压岁钱，全家高高

兴兴过个年。那个时候，卖甘蔗，特别是年底

卖甘蔗，是篁社人一年中最大的、最后的期待。

卖甘蔗的辛苦与难，不亚于种甘蔗。那个

年代，路不好，也没有现代的运输工具，卖甘蔗

只能靠人力，肩担或肩背。老家篁社通往马屿

街的，是一条两三里长的田间羊肠小路，晴天

还好，雨天泥泞难走。甘蔗通常是要竖起来担

的，大人一般担四把甘蔗。背的话，一般背两

把，小孩背一把。一路上没有一个停靠的地

方，这边肩膀累了，只能把扁担换到另一肩上；

或者人站在原地，让“甘蔗臀”垫在地上，歇歇

脚。辛辛苦苦或担或背甘蔗到镇上，若能卖

掉，买一些“配”或其他东西回家，卖不掉，还得

重新把甘蔗担（或背）回家。

除马屿街外，村里人最远还能把甘蔗卖到

瑞安城底。

去城底卖甘蔗更为艰难。运甘蔗的不是

机动车，而是人拉的板车。公路是石子路，老

家距县城大约 25 公里，拉一趟需要四五个小

时。一车一般装四十来把甘蔗，拉板车技术好

一点的人，可以再多装几把。装车也很有讲

究，要一把一把放整齐，特别甘蔗装上去后，最

后捆绑最关键，一根绳要几个人一起“嗨哟、嗨

哟”才能拉紧，捆结实。路远，路又不好，若捆

不结实，车一拉，就会松动，一松动，甘蔗就可

能掉下来，有时甚至可能会翻车。

装甘蔗的板车，也不是谁都能拉的，要内

行，更需要体力、耐力。那时，村里有十几辆板

车，年富力强的村民自发组建了运输甘蔗的板

车队。其实也不是什么板车队，大多是父子

兵，我邻居中就有几个人专门拉板车的。他们

靠体力，赚辛苦钱。邻居林维忠阿太回忆，那

时，最好的甘蔗两块左右一把，一车大概可卖

到八十块钱。拉一趟，主家给五块钱工钱，外

加一两角钱饭钱。

下午甘蔗装车，次日凌晨出发，村里几辆

板车结伴而行，要赶在上午八九点送到城底南

门海河潭。寒冬腊月，寒风凛冽，一路徒步，可

想而知那一路的艰辛。

最难的还不是20多公里的路，而是过飞云

江。过江要走飞云江车渡。飞云江车渡那时有

“天下第一难渡”之称，司机最怕等渡，有时要等

一两天。还有抢渡，渡船到码头了，汽车、拖拉

机、板车等迫不及待，一拥而上，那个乱，那个惊

险，没有经历那个场面的人是不能想象的。汽

车靠制动还好，板车只能靠人力控制，上车渡前

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潮涨还好，潮落时，下坡

路更长。板车冲下来时，前面拉车的人，使劲地

往后仰，双脚使劲用力撑着，一步一顿，后面跟

车人拉着绳子往后仰，使劲地拽，减速、减速。

板车还要与汽车抢道，减速的同时，又得要快。

板车过车渡，不仅需要体力，还更需要技

术。渡到北岸时，拉板车的要爆发所有的力量

往上冲，前面拉车的人尽量往前倾斜，几乎要

与陡坡齐平，双脚使劲要往后用力，后面的人

使劲往上推。满载甘蔗的板车过车渡是要“担

一肚子身价的”，得担心板车冲出轮渡甲板。

林维忠阿太回忆：有几次，板车下车渡时，人与

车一起冲到了江里，幸好是江边，人救上来了，

可甘蔗全都冲到了江里。一年的指望全落空，

真是欲哭无泪啊。

记得十三四岁时，跟父亲去瑞安城底卖过

一次甘蔗。长这么大，城底还未去过，哭着要

去。也是腊月，也是寒风凛冽，也是打路走，足

足走了四五个小时，也经历了胆战心惊过车

渡。第一次到城底，第一次吃到好吃的馒头，

第一次见到大街上来来往往“嘎咕、嘎咕”的黄

包车。人傻在那里，原来这就是城底啊。至于

卖完甘蔗后，是打路走回家还是爬“猎车”（货

车）回家，现在已记不得了。

十年前的四人台湾自助游，搭子们

各有千秋各司其职。我们是绕岛行，除

了城际车，大部分景点之间都需要包

车。一人负责总线路，联系各个景点车

子；一人管钱，负责台币兑换和各种支

出；一人负责拍照和每晚整理照片；一人

负责每晚的攻略记录，四人各显神通，搭

配得天衣无缝。

好的搭子除了分工时各司其职，性

情要相投，价值观更要一致。道听途说

过一些自助游的，由于消费观念或者审

美观念分歧，途中各执一词，互不迁就，

最后意兴阑珊，悻悻而回。钱钟书在《围

城》中借赵辛楣之口说结婚前要旅游一

次，如果回来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

翻脸的，可以持续原来的婚约。旅游确

实是三观最好的验金石。

世上本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人亦如此。搭子们完全情投意合，无疑

是痴人说梦，这就需要搭子们有较高的

融合度和包容度。素来对羊肉敬而远之

的我，就是因为2017年的大西北自驾游

而改变。搭子说，旅游要随乡入俗，包括

饮食。到兰州的那晚，已经夜里十点多

了，她们还要去觅食，而且要品尝当地特

色羊杂汤。本有抵触的我，屈服于她们

灌输的羊杂汤有助强身缓解旅途疲劳的

理由，先强迫自己吃几口，没想到竟没有

羊膻味，也不油腻，很快一碗见底。那十

来天，每餐必点一盘白切羊肉，成了我们

的共识。而我对旅馆要求比较高，一定

要卫生舒适，而一位搭子认为反正睡个

觉，不必高档的。但我坚持的理由是，俗

话说穷家不穷路，而住宿太差，意味着不

够卫生，入睡会感觉浑身不自在，势必影

响睡觉质量和第二天的旅游质量。或许

觉得我言之有理，或许是懂得迁就，后来

选择的旅馆都是当地好评较高的。正因

为互相理解，互相包容，这些搭子成了以

后最坚定的游伴。

有趣的灵魂总为旅途催生笑声。某

次去一个茶园旅游，那天茶园附近的乡

村酒店被喜宴承包，午饭没着落。搭子

突然灵机一动，喜宴不一定都坐满的，若

空出一桌，到时可以卖给我们，也是一举

两得。果不其然，而且我们还独占一桌，

大快朵颐，他们来敬酒，我们也装模作样

回应，吃出了空前绝后里程碑式的气

氛。这个点子每每成为我们聚会的高频

话题，或许只有一群有趣的搭子才想得

出，若有一人反对，也许就功败垂成。

快乐的旅途，不是人人都能谈笑风

生。有的搭子或许没有一技之长，但她

自己会制造笑点，也为我们旅游倍增无

穷快乐。某次出游，原打算去海南，但因

为各种冲突，在群里讨论多次后改为天

津。一位搭子本身就是随和型的，去哪

里你一呼她就一应，所以不大关注群里

消息，我们也没特地提醒她。到了天津，

她才纳闷了，海南是这样的吗？随即爆

笑，经久不息。

当然，无懈可击的旅游，离不开劳苦

功高的掌门人。有了旅游计划，掌门人先

在搭子群招兵买马，然后做攻略，有序安

排一切事宜。今年暑假筹备的南疆之行，

两位搭子做了五天攻略，主要是研究线路

景点，联系司机，谈判价格，了解航空价

格。最后由于独库公路开放时间不确定

性，改成腾冲大理普者黑休闲游，但因是

躺平式的休闲游，一个旅馆可能要住上几

天，于是预订住宿成了重中之重。掌门人

为此花了三天时间，先让熟人推荐，再看

点评，还要联系老板，最后才敲定。

十多年来一趟趟的自助游，千淘万

漉，吹尽狂沙，得几位固若金汤的搭子

们，足矣。当然，都是女性搭子，比较适

合小资的休闲旅游。如果是蜀道难那类

探险旅行，理想的男搭子会独当一面举

重若轻。几年前，援川期间的国庆假期，

我和几位男同事自驾游玩川西。在翁达

用餐时，得知色达因疫情而关闭，计划不

如变化，我顿时六神无主，但男搭子不慌

不忙，他们脑海中似乎就有一张活生生

的地图，思考几分钟，当机立断，去炉霍

县或者道孚过一宿，然后走 318 游玩墨

石公园和康定。一路上，车子出了两次

较大事故，最后化险为夷，男搭子功不可

没。前段时间，去七都看朋友画展时，邂

逅了知名旅游博主分享会。她连续三年

开着房车走遍全国，视频和文案都是天

花板级别的。这完美的背后离不开她的

男搭子，就是她的男朋友，为她解决了行

路过程的所有后顾之忧。

篁社人卖甘蔗往事
■林良爽

莘塍亭

■

徐玉清

我的旅游搭子
■张秀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