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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梅雨滂沱，黑漆漆的田野伸手不见五指。雨珠儿伴着呼

呼的东北风一阵紧一阵，到处是一片哗哗的水声：不只是雨点

打在禾苗上的沙沙声，还有大沟小沟中流水急急奔向河浜的嘈

杂声，连平时很安静的童家浜也激起了一阵阵涨水的拍浪声。

童家浜是大运河南边大桥港上一条普通的浅水浜，碰到

旱水年份，一个月不下雨就浜底朝天了；但一遇到暴雨，下上

个三四天，浜水又漫到家家户户的门槛下了。如今已到了黄

昏时分，河浜两岸的农家都已早早熄灯入睡了。浜北的那一

长列大瓦房，从瓦楞沟中奔腾而下的檐水，稀里哗啦的，如同

千万条扑下山腰的瀑布；浜南多数的草房虽没有浜北瓦片上

泻水的咆哮声，却也似断了线的珠儿往下掉，发出一阵接一

阵的“吧嗒”声。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尖叫：“死鬼，睡得这

样死啊！草棚漏了，快去拿个脚桶来！”不久，就听到一个男

人起床放置脚桶的声音。这些声音中又夹杂着一个婴儿的

啼哭声，吵醒了刚刚入睡的老爹，一阵猛烈的咳嗽，带来了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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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叹息：“发大水了，老天爷，求求你歇口气吧！”

在浜底头的牛棚内，这时却跳出一朵火苗，一支蜡烛立

在安静的系牛石上，风儿不住地从竹编门缝里钻进来，蜡烛

的火苗被吹得左右摇曳个不停。

这是一个筑在河浜岸边的牛棚，稻草编的屋顶，四周是

泥打墙，只是朝南墙上开了一个门。门很简陋，是用竹片编

的，如果关上门，牛棚内便一片黑暗。牛棚内关着一头已养

了十多年的老水牛，只有在农忙时，它才被牵出来，干着犁

垄、耕田等农活。而在农闲时节，老牛便被关在棚内，由社员

轮流喂它，一顿饱、一顿饥的，因此老牛很瘦。此时，那头老

牛安静地伏在散乱的稻草上，不住地反刍着吞下去不久的稻

草，“咯吱咯吱”地咀嚼着，回味着那清新的干草味儿。它的

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两个在烛光中摇曳的人影。

“梧凤，我俩快初中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说话的是个

男青年，一身学生装打扮，蓝裤子，白衬衫，只是夜凉雨冷，衬

衫上套了一件手织的毛衫领褂；学生头，头发梳成三七开，一

张国字脸，两道剑眉，目光柔柔地注视着站在对面的女学生。

“我不准备再考了，初中一毕业就在家帮干农活了。我

妈老是嘀咕着，说她到了我这个年纪，早已生下我了。她恨

不得我一毕业就嫁人，老是说，女人迟早要嫁，早嫁省下一个

口粮，这个死脑子！”被叫作“梧凤”的姑娘满脸愁绪地嘟哝

着。她的红上衣胳膊肘上缝着一块显眼的补丁，虽说这红衣

服已经洗得褪色发白了，但一看就知道她是个干净利落的姑

娘。紧裹着的红衬衣掩盖不住挺耸突出的一对乳房，青春的

活力在这个姑娘身上到处显现：脸蛋儿被男青年注视得红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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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头老牛安静地伏在散乱的稻草上，
不住地反刍着吞下去不久的稻草，“咯吱
咯吱”地咀嚼着，回味着那种清新的干草
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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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的，两条月眉下的眼睛尽管只注视着脚上那双也已经洗得

发白了的黄胶鞋，但忽闪忽闪的大眼睛仍然不住地亮了一下

又一下，她偷偷打量着眼前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儿。“童

豪，你的成绩比我好，你一定要去参加升学考试。去考高中

吧，你的理科成绩全班第一，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

“我是上不了大学的。我家的成分不好，我爸让我去考

师范，我想报考师范对家庭成分会放宽一些。”

“该死的成分，它可把你拖累了，至今连个共青团也入不

了！”梧凤十分同情地叹了口气。

“不讲这些不快活的事了，换个话题吧！你刚才说你妈像

你这个年纪已经生下你了，怎么可能呢？”

“她 14 岁结的婚，16 岁生下我。我妈可吃了不少苦了！”

梧凤幽幽地说。

“《婚姻法》不是规定到 18 周岁才可以登记吗？”

“她那是在解放前！”

忽然，“嘭”的一声，一阵狂风把牛棚门吹开了，蜡烛的火

苗跳了几下，被风吹灭了。牛棚里顿时一点亮光都没了。

“童豪，我怕 ——”梧凤轻轻地咕哝了一声，向前靠了一下。

“怕什么，有我哩！”童豪突然一把搂过梧凤，在她滚烫的

脸庞上大胆地亲了一口。

梧凤并不躲避，只是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见梧凤靠得更紧了，童豪在她发烫的脸上一阵狂吻，并

猛地把手伸进她的衣服，握住了她已经凸起来了的桃子似的

乳房，并且坚决地说了一句：“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等我挣钱

了，一定要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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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别 —— 别这样，书上说了，男女相亲要怀孕的！”梧

凤一下子从童豪的怀里挣脱出来。

童豪正在“大胆”的头上，在黑暗中又摸到了梧凤的身

子，这一回他把她搂得更紧，不安分的双手在梧凤的身上乱

摸，而梧凤仿佛像软瘫了似的，不再挣扎了，只是用双手紧紧

地搂住童豪的脖子。

“哎呀！这是怎么啦？我的球鞋里全是水！”梧凤突然喊

了起来。

“我也是 ——”童豪一下子停止了动作，摸出身上的火

柴，点燃了蜡烛。只见牛棚内全是水，给牛喂的稻草全浮起

来了，老牛也不再伏着，已站了起来，牛棚中的水已经没过了

老牛的蹄。

“不好了，河水倒灌了！”童豪惊喊了一声。他突然清醒

了过来，拉着梧凤的手，踏过了没脚背的水，冲出了牛棚。借

着河水的反光，他看到紧贴着牛棚的那个河坝已经被外河水

冲垮了，河水奔腾汹涌地冲进那条大水渠，向着那畈丰产方

试验田奔涌而去。

童豪早就知道这是十亩“早珍糯”试验田，听农技员说

过，“早珍糯”是一种珍贵的糯稻良种，在他们县是首批实验，

如果被大水淹了，那可就损失惨重了。童豪返回牛棚内，解

下牛绳，抱起那块系牛绳的石头，摸黑跑到了堤上，用足吃奶

的力气，把石头扔进了坝上的缺口处，石头“扑通”一声巨响，

不见了影子，溅起的水花湿透了两个惊呆了的学生的衣服。

童豪一看石头根本堵不了河坝的缺口，大喊一声“学习罗盛

教！”便“扑通”一声跃入了缺口中，一屁股坐在水中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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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用后背暂时地堵上了缺口，涌入大渠中的河水一下子浅

了许多。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通知阿兴队长组织人力来堵缺

口！”童豪朝着惊呆了的梧凤大吼了起来。郑梧凤一下子清

醒过来，连伞都顾不得撑，蹚着泥水冲进了密密麻麻的雨帘

之中。

不一会儿，“嘡！嘡！嘡！”的紧锣声响了起来，只听得阿

兴队长高亮的嗓门在扯响着：“大家快起来！河坝坍了，试验

田就要被淹了！”

十几道电筒光从河浜南北汇集到浜底头，十几个男社

员，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扛着锄头，挑着土簸箕、箩筐跌跌撞

撞地踩着水流泥浆奔了过来。电筒的光会聚在堵在缺口上

的童豪身上，只见他脸色煞白，冻得发抖。人们七手八脚地

把他从缺口处拉了上来。童豪从头发到双脚浑身湿透，两只

胶鞋早已被水流冲走了，成了一个不断打着哆嗦的泥水人。

阿兴队长忙着指挥大家挑土堵缺，一眼瞥见童豪在雨幕

中傻站着，他大喊道：“童豪，你快回家去换衣服，当心生病，

路过我家去找你嫂子，灶头上还有我喝剩的半瓶烧酒，赶快

把它喝了！”

刚刚赶过来的梧凤，顾不得难为情了，拉起童豪的双手：

“快去我家，我已经让我妈烧了姜汤了！”

人多动作快，不一会儿，缺口给堵上了，为了以防万一，

还多加了土，夯了个结实。

夜半时分，雨点渐渐变小，看着河坝安然无恙了，阿兴队

长说了声：“大家辛苦了，各自回家吧，还可以睡两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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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

人们拖着疲惫又湿漉漉的身子，踏着泥浆往家走，阿兴

大声地说：“今晚多亏了两个学生，要不这十亩‘早珍糯’种

子田准泡汤，我们就要白做半年了。天亮了我要去大队党支

部汇报一下，得表扬表扬这两个学生娃！”

“黑咕隆咚的大雨夜，这两个学生怎么会知道要坍坝

的？”不知谁在黑暗中咕哝了一句。

“这倒也是，一男一女的，总不会三更半夜跑出来看涨水

闹着玩吧？！”王子全一贯阴阳怪气地说话，这一回他又故意

把“一男一女”说得很响。

“噢 —— 我猜宝洪家那个小子兴许约了五毛家的丫头

在牛棚里谈恋爱哩，城里人时兴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广

播里说过的，叫‘浪漫’！”识了几个字的记工员正良又借题发

挥了一下。

“嗬，牛棚里有的是稻草，说不定两人滚在一起‘干好事’

哩！”王子全觉得自己猜出的话题有人呼应，便更加得意地往

“深处”发挥。

“哈哈哈 ……”有人一讲“野话”，走在路上的人群似乎

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家一边笑着一边“发挥”着各自丰富的想

象力。

“这不可能吧，他们两个，一个是富农成分，一个是贫农

成分，郑五毛脾气暴躁，让他知道了，说不定会把梧凤打个半

死的。”叙生叔生来胆小怕事，见阿兴队长走在他身旁，便对

阿兴轻声说。

阿兴见叙生说得有理，便扯起喉咙骂了起来：“放你娘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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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屁，谁再胡言乱语，惹出是非来，今夜的工分全扣光！”

阿兴这么一吼，大伙儿便顿时没了声音，闷声不响地一

个个迈进了各自的家门。

没过一会儿，有一只公鸡“喔喔喔”地打鸣了，其他的公

鸡便一长一短地附和着。

东方渐渐地呈现出鱼肚白，持续几天的暴雨也慢慢地止

住了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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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过了黄梅雨季，气温一下子蹿高了。童家浜两岸的林

子里可热闹极了。各种蝉儿在茂密的枝条与绿叶间开起了

“音乐会”：知了披了浅绿色的外套，鼓起胸间两片音膜，“知

了 —— 知了”地高喊着；黄褐色的麻叽叽只会发出“叽 ——”

的尖叫；而乌黑发亮的老蝉是知了群中最杰出的“高音歌唱

家”，那洪亮的“叽”声向林子的四周宣告着：“看我用坚硬的

吸管吮吸着美味鲜嫩的树汁，好不得意也！”而白头翁与黄鹂

也趁机在林间飞上滑下，叼起一只只唱得得意忘形的蝉儿，

品尝着美味可口的新鲜蝉肉。

童家浜虽说是农村，却与县城隔浜相望，运河第一中学

四周茂密的树木差不多与童家浜的林子连接，那些乌鸦、喜

鹊、白头翁等鸟群，可不分农村与城镇的界线，它们从这个林

子飞到那个林子。黄梅季节正是鸟儿忙着育雏的时候，树梢

上的鸟窝内常常传出雏鸟们抢食吃时“叽叽喳喳”的欢叫声。

不过，所有的风景都比不上运河一中校门口那株奇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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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桐树来得引人注目。说它“奇特”，因为这是一棵只有一张

树皮的大树，整个树干只有薄薄的一张树皮，像一件巨大的

摊开晒太阳的老皮袄。树皮最宽处足有两米，朝天的那部分

斑驳陆离、粗糙不堪，而树背那部分却是深绿色的光滑透亮

的树皮，大概是终年晒不到太阳的缘故，靠近树根那部分爬

满了绒毛般的苔藓。虽则树干只是一张硕大的树皮，但它的

枝叶却分外茂盛，一到春末夏初之时，源源不断的营养从薄

薄的树皮输向茂密的顶部，一张张碧绿的梧桐新叶便在枝头

摊开了，仿佛是一张张绿色的大手掌，向着空中伸展着，既像

是向着太阳乞讨，请求它多布施一点阳光，又像是朝天欢呼，

抢着享受老天爷降下的雨露。这样硕大茂盛的树叶顶盖，远

远望去犹如一顶巨大的绿伞笼罩着运河一中的校门。盛夏

时节，从赤日炎炎的无遮无盖的孔庙高桥走下北堍，无论大

人小孩，都要到校门口那顶硕大的“绿伞”下躲一下火辣辣的

阳光，只要一站到树荫下，便仿佛来到一个阴凉世界，不但见

不到半点儿阳光，而且时有习习凉风掠过身边，让人们感到

分外惬意。到了秋天，梧桐树上满树的深棕色籽瓢，东一簇

西一簇地护卫着密密麻麻的梧桐籽儿。这些梧桐籽儿爬在

一个个籽瓢的边沿上，随着深秋的到来，手掌大的叶儿黄了，

一片又一片地落下来了，这些深棕色的梧桐籽瓢就全部暴露

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管校门的董老头离开了传达室，进入

校长、老师们的办公室去分报、发资料，便常有调皮的男孩爬

上梧桐树的顶部去攀折、去敲打那些黄豆般大小的梧桐籽

儿。如果捡到一小碗，拿回家去炒一下，在这个饥荒年头也

是一种带有炒豆香味的零食。不过，一旦董老头回来，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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嗓门便吼得全校都听见：“危险 —— 不怕摔死呀，多吃梧桐

籽要中毒的！”于是，这些男孩便像猴儿一样“嗖嗖”地溜了下

来，飞快地捡起地上的一簇簇籽瓢树枝，一会儿便溜得不见

了踪影。

这么大这么厚重的树顶让那张薄薄的树皮无论如何也

承担不起，不过造物主自会有巧妙的安排：不知道从哪个朝

代起，这儿造了一座孔庙，里边供奉着大名鼎鼎的孔夫子，外

边则建起了一长堵围墙，梧桐树便顺势爬骑在围墙上，它的

最宽处恰巧凌空骑跨大门的两头，那上褐下绿的树皮正巧成

为今天的运河一中校门上的梁廊。不过，个子高一点的学生

走进校门，来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怕让树皮撞

破了额头，同学们常常戏称“这是向孔老夫子低头鞠躬”。当

然也有生性好动的小伙子跳跳蹦蹦穿过校门，于是“哎哟”一

声，轻则脑袋上撞起一个大包，重则碰得头破血流。

早年因为发生了学生被树撞破头的事故，有一位副校长

受到家长的责怪，他指示总务主任改造校门，把这棵一张皮

的老梧桐树锯了，换砌一个高大一点的新型校门。于是教历

史的项老师吵到了校长室，声嘶力竭地反对，说这棵树长得

十分奇特，是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桐乡县名由来的见证。

他甚至扬言，如果硬要锯掉这棵树，他就先吊死在这棵树上。

县文化馆的周馆长也坚决反对锯树，说这是一棵千年梧桐，

比县城要早存在数百年，传说曾有凤凰栖宿过。他找到了分

管文教的副县长，副县长下了命令说不准动，于是校领导害

怕了，毕竟学校的主要开支要向县政府去讨要，上峰的命令

是不可违背的，于是这株奇特的老梧桐树便被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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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今天再美的风景、再好听的故事也比不上全校师

生正在全神贯注收听的一则广播。运河一中校园中回响着

高音喇叭传来的播音声，那是稻丰村大队党支部的一封感谢

信，让全校一千多名初高中生竖起了耳朵：“…… 要不是贵

校初三甲班的童豪和郑梧凤两位同学在半夜十一点多发现

河坝决口，及时使全大队敲响抗洪的警锣，更有童豪同学跳

入决口，用身子挡住汹涌而入的洪水，那么县良种站委托我

大队试种的十亩优良稻种‘早珍糯’就将全被洪水吞没，将

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我们感谢贵校培育出如此品德

优秀的好学生，特请求贵校予以表扬 ……”广播一结束，初

三甲班教室内首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校党支部阮书记也

来到了教室的讲台前，毕业班的同学们个个睁大了眼睛，激

情昂扬，因为这是初中三年来阮书记第一次来到他们的教室

中。阮书记首先提议，请童豪、郑梧凤两位同学走上讲台。

嗬，无上光荣啊！全班又一次响起了掌声。

班主任金玉生是一个青年教师，他觉得童、郑两位同学

给班级带来了集体荣誉，更让自己脸上增了光，于是他让两

位同学汇报一下这一次勇救良种的经过。

童豪这一下可慌了，他语无伦次地说：“幸亏我体育好、

水性好，换了郑梧凤一定会感冒的 ……”同学们听了，发出

了善意的哄笑。

郑梧凤不善言辞，她两颊绯红，鼻尖上都渗出了汗珠，十

分局促不安地用双手绞着粉红色的衣角：“这都是童豪的功

劳，我 …… 我只是去报了个信而已。”

金玉生老师神采飞扬地作了小结：“同学们，童豪、郑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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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两位同学在倾盆大雨的漆黑夜晚，怀着对集体财产的关心

爱护，踏着泥泞的小路，去田间地头巡视，及时发现了洪水冲

破河坝的险情，并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抢险战线中去，为初三

甲班增添了荣誉 ……”

“更为运河中学争得了光荣，这是我校深入开展‘学雷

锋、见行动’活动的一次丰硕成果！”阮书记接过金玉生的话

头，用右手有力地一挥，“县广播站、报社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马上要过来采访！”

“哇 ——”全班同学一下子沸腾了。

校团委小林书记也来到了初三甲班，他一边向阮书记汇

报，也一边向全班同学报告：“团委决定评定郑梧凤同学为优

秀团员，批准童豪‘火线入团’，这是一份《入团志愿书》，请童

豪同学抓紧时间填一下！”

童豪的脸上顿时显现出俊朗朗的光彩，因为他从初二开

始写了三次入团申请书，都因为“家庭成分：富农”的缘故没

有了下文，这一回共青团员的徽章仿佛从天而降，他感到有

点飘飘然了。

全班师生用掌声欢送党支部阮书记和团委小林书记离

开教室，推开教室门，初三甲班被闻讯赶来的其他班级的同

学包围了，连窗外边也围满了探头探脑的同学。认识的人，

赶过来与童豪、郑梧凤握手、打招呼；不认识的人踮起了双

脚，从人群中搜寻：“谁是童豪？哪一个是郑梧凤？”

不过，也有一个人的脸拉得长长的，妒忌的目光对眼前

的场景不屑一顾。他叫王振波，与童豪一个村的，他是下中

农王子全的儿子。他一直暗恋着郑梧凤，可是梧凤一直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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