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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八放歌”———《崇贤文化丛书———爱的承载》 华东

崇贤，崇尚贤德之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流转千年的大运河水，滋养了崇贤女子特

有的气质：大气开阔中透露温婉精致，水韵灵动中不乏坚强自立，

既有“走出去”看世界的满怀豪情，又有“请进来”打天下的家园情

怀。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成长的崇贤女子，以“贤德”为立身之本、处

世之道，并以其特有的才气，诠释着“贤德”的丰富内涵。

崇贤女子，有的是土生土长的崇贤人，有的是因爱情在此生根

成家的，有的是因工作在此流连辗转的。她们因各种机缘在此停

留驻足。无论是北大、复旦的学子，还是女记者、女教师，她们都与

崇贤有着一份不解之缘，受崇贤水汽氤氲，受运河文化熏陶，并因

着对文学的极大热情，集成千万灵气于《爱的承载》。

这本书里反映了崇贤女子用自己的双眼和心灵感悟的崇贤，

感悟的生活，感悟的大千世界，感悟的人世间宝贵的真情。这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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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与崇贤有关的大小事，《方言，是故乡的线》里描写的在异乡里听

到熟悉家乡话时涌起的情感，《沾桥情缘》里发生在乾隆下江南时

登踏过的沾驾桥边的故事。这里反映了江南水乡的农村生活风

貌，如《卖桃》里作者儿时在农村卖桃经历，《苦夏》里的炎炎夏日的

“双抢”生活，虽然辛苦却不乏纯粹的快乐。这里讲述生活中的细

微感悟，如《小惊喜》里作者唤起每一个人生活中的小惊喜，哪怕是

在厨房里煮饭，哪怕是饭后散步，都应该去珍惜。这里记录世界上

的不同风景，从描写地中海之滨的《圣地游记八题》到十九岁小姑

娘背包独行大不列颠岛的《雾都冬日》，崇贤女子用文字带着我们

行遍了许多地方，看过了许多美景。这里还承载着人间真情，《爷

爷的枇杷满满的爱》里流露的爷孙之情，《和女儿一起成长》里的母

女之情，《我与婆婆》里的婆媳之情，《在崇贤教书的日子》里传达的

师生之情……

———这是女人心中的情，也是女人心中的歌，我且称它为“三

八放歌”。

二十余万字的《崇贤文化丛书———爱的承载》，是一本崇贤女

作者散文集。它虽称不上一本巨著，却是女作者们对崇贤一份深

厚感情的沉淀。她们都对崇贤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贡献了力量。书

中的一篇篇文章好比母亲的脐带，为崇贤源源不断提供营养，传承

着崇贤文化，滋养着崇贤文化。

诚然，在传承崇贤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做得还不够，但耕耘崇贤

文化、繁荣崇贤文化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并把它写进了崇贤今

后发展的六条主线中。《爱的承载》是反映崇贤人文特色的《崇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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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丛书》中的一本。它的出版既是记录和反映不同时代、不同年

龄、不同行业的崇贤女子的精神面貌，崇贤人的精神风貌，又为崇

贤百姓提供了家门口的文化食粮，也为社会上更多的人认识、关注

和感悟崇贤文化提供途径。

期盼勤劳聪慧的崇贤女子，用你们的心灵描绘出更加灿烂美

好的新崇贤，使崇贤的女性文学，成为崇贤的一道亮丽风景。对这

些为崇贤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崇贤女子们道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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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夏 沈芳娣

在中医学里，进入夏季后由于气温升高，出现胃口下降、不思

饮食、身体乏力等症状，谓之“苦夏”。

可是，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夏天的酷热难熬又算得了什么

呢？比之于炼狱般的“双抢”，那点苦真的可以忽略不计。

“双抢”什么意思？现在的小孩可能都不知道了，即使他（她）

来自农村。很简单，“双抢”就是抢收、抢种的意思。现在想来，这

个“抢”字用得真是恰如其分。可是如果能在一天内，哪怕一个星

期一鼓作气，不吃不喝能够抢完，那么，我还不至于叫它“苦夏”。

没有，它要让你在７月中旬至８月中旬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每天

像牛一样（其实哪有牛那么舒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了，日

落也还不得息。

我的老家在仓前，记得我参加工作后，单位常组织去兴修水利

什么的。他们看我出工又出力，常夸我：“山里姑娘到底结棍（厉

害）！”我心说：“我们那里哪有山呵？哦，对了，山是有几座，不过都

是点缀。大多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呀，全国第一座‘四无’粮仓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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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仓前。”

分田到户时，我们那儿按人头分田，每人一亩两分，我家五口

人，共计六亩。再加上租了四亩，刚好十亩整。十亩早稻，要收上

来；十亩晚稻，要种下去。这个抢收抢种呀，每年保管你蜕一层皮。

我十三岁时被正式拉上“战场”，结束在家“晒谷老太婆”的日

子。在家晒谷、洗衣、做饭，搞后勤，我谓之“晒谷老太婆”。这一任

务一般都由奶奶辈的人来完成。我奶奶跟着叔叔家过，所以这差

事一直归我。我早就对这活气闷煞了，你道为何？俗话说“杂活不

显功，累死老长工”，晚上看着“雄赳赳、气昂昂”回来的姐姐，像“老

山前线打仗回来的英雄”（妈妈语）。我呢，明显是个小字辈，靠边

站！好了，现在我也成了“整劳力”了，“晒谷老太婆”的生活被“候

补委员”———弟弟正式接任。

记得第一天，是割早稻，我还穿着一件平时上学穿的半新的花

衣服。很快，花衣服湿透了，草帽罩在头上，像闷着个锅盖。去你

的吧！我随手就把它飞在三四米开外的田塍上。炎炎烈日下，我

的脸上开始发红，继而发烫，后来“双抢”一过，晒得像“包公”一样。

爸说：“戴上草帽，省得到时晒得乌泥赤黑！”我潇洒地说：“不要紧，

黑才好，健康嘛！”爸后来就称我为“健康牌皮肤”（二十载后的今

天，女儿参加校体训队，我跟她说：“要晒黑了，戴个帽子吧！”她的

回答竟跟我当年如出一辙）。下午，看到“晒谷老太婆”弟弟来送

“补给”，不禁喜不自胜。你问“补给”是什么？嗨，无非是茶水，还

有番薯一类的东西。那时，实在没得吃，就煮几个番薯。谁知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番薯现在居然成了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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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田有一亩多，割到晚上十点多才收工。一轮皎洁的月亮

挂在天上，蛙鸣虫吟声中，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哼起了“走

在乡间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一派田园牧歌情调。

但是很快我就明白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道理。接下来的

日子，爸爸只有打稻时在，有时正打稻呢，还被人叫去帮忙。帮什

么呢？开手扶拖拉机耙田呗。我家有辆专用于耙田的拖拉机。每

到夏天，爸爸肯定花上两三天的时间，“叮叮咚咚”地修理维护一

下，“双抢”它要出大力的。妈妈呢，也只有一些零碎的时间花在自

家田里，一半时间都是打工———帮人家割稻、种田，赚钱。

现在想来，十亩田对于爸妈来说，也许算不上什么，从集体到

单干，在爸妈的字典里，已没有“苦”这个字，他们一心要做的是，如

何使这个家奔上小康之路。那时的爸本来就瘦，一到“双抢”，更是

眼窝深陷，瘦得皮包骨。方圆一带，爸的忠厚诚信有口皆碑。人家

的拖拉机耙田耙两遍，爸至少耙三遍，直至泥块变细碎，插秧时就

不硌你的手了；而且，收费公道。所以，邻近村里都来叫爸去帮忙。

有时，晚上十二点多还有人来叫爸去耙田，熬个通宵也经常有。真

的，有时想想，待父母再怎么好，也都不为过。

一个星期下来，好多稻田都已收割，只留下短短的稻蒲头，乌

蚊子开始成批地飞来。收割和插秧，一般都是穿插进行。特别是

在插秧时，太阳还没下山，乌蚊子就来轰炸了。我是属于惹蚊子的

人，头发里、脸上、脖子里，早已被咬得一块块了。再加上忍不住要

去抓，整个人弄得像个泥猴一般。因为晚上凉快，也利于新插秧苗

生长，所以我们种田往往要到很晚才回去。在我们那里，通宵插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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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家也有。

稻子收割好，稻草做成把，拖到田边地头晒着，田里放进水，拖

拉机就来耙田了。接下去一件事情，现在好多人肯定会感觉恶心，

但那时的我们好像根本无所谓。什么呀？扔猪窠、羊窠（猪羊棚里

的垃圾）！这些垃圾，事先从猪棚、羊棚里用土筐担出来，堆在田

头，等耙好田，就把这些东西用手四散抛撒在田里。这里都有什么

呢？无非就是猪粪、羊粪一类的东西，夹杂着垫在猪羊棚里的腐烂

稻草，有机肥呀，水稻的滋补品！

撒好猪羊窠，爸再用铁耙把田平整一下，就可以插秧了。那秧

从何来呢？到秧板上拔呗！拔秧的事情一般都交给爸妈。比如早

上四点多，我们还在梦乡里时，他们就出去了。到六点钟，妈回来

烧好早饭，叫醒我们时，秧已经插半天了。余下的，爸一人拔秧，我

和姐插秧。因为爸老是被叫去耙田，往往拔的秧不够我们插的，我

们就去拔。我们那里拔秧都是“双管齐下”，就是双手齐拔。嗖！

嗖！嗖！跟双枪手一个道理。所以到崇贤工作后，一次农忙季节，

在同事家小露了一手，同事们惊叹不已。其实，这在我们那儿根本

不算什么。

撒过猪羊窠的田里真的是很肥。当你正一门心思插秧时，不经

意地，会感到腿上有点痒。你一瞧，哈，肥肥大大的一条蚂蟥（水蛭）

正吸附在你腿上呢！下面一条淡淡的血痕，让你吓得尖叫，在田里

蹦跳！可那没有用；咬紧牙齿，狠狠地去拽它呢？也没用。教你个办

法，呶，只要“啪”一下打下去，它就晕头转向，一骨碌掉下来了。

这还不算什么，最难弄的应该数“饭雀”（水蛭的一种）。“饭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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