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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檐下

这是 1978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

晚，来自上海的“工农兵19”客轮缓缓

驶入舟山定海港。定海客运码头昏黄

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模糊不清的脸。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这些来自中原

农村的新战士懵懵懂懂地登上了一

辆军用卡车。卡车沿着夜色笼罩下的

崎岖不平的海岛公路盘绕前行，一路

颠簸后抵达大山深处一排低矮的平

房前。

我被分到了新兵连12班。班长是

福建人，我们都称他陈班长，而老兵

们却在背地里叫他“地瓜”。很快，我

们这些来自北方的、没见过世面的农

村兵便领教了“地瓜”班长的厉害。陈

班长满口“鸟语”，“黄王”不辨，“右

后”难分，还能把“比赛”说成“比

睡”，常常让我们听得一头雾水。偏偏

我们班有两名新兵，一个叫黄傲华，

一个叫王耀华，每当点名时，两个人

都会同时应答，常常让性格急躁的陈

班长暴跳如雷。队列训练时，我们也

常常会把“向右转”听成“向后转”，这

更让陈班长气急败坏。

那时全国各地正在热映故事片

《黑三角》，《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首

电影主题曲也被李谷一唱响大江南

北。我们的训练场旁边有座水库，渔

家姑娘常常在此浣洗衣物。洗完衣

物，姑娘们便会坐在那边唱起那首优

美动听的电影主题曲：“边疆的泉水

清又纯，边疆的歌儿暖人心。清清泉

水流不尽，声声赞歌唱亲人。唱亲人

解放军，军民鱼水情谊深……”歌声

实在太动听了，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吸

引过去了。本来就被陈班长难懂的口

令声弄得五迷三道的我们，此时走起

队列来更是混乱，洋相迭出……

连长文波，来自基地水线连，年

轻而英俊，虽然仅仅年长我们几岁，

却沉稳老练，让我们敬畏有加。为排

除干扰，连长命陈班长等人前去生产

大队交涉，谁知陈班长一去，闹了个

大笑话。

那个星期天，陈班长和其他几名

班长一起，找到驻地大队支书王杲，

表明来意。孰料陈班长甫一开口便惹

得大队支书勃然大怒！原来闽南话中

王杲的发音很像“黄狗”，支书王杲说

陈班长侮辱了他的人格，破坏了军民

关系，吵闹着要去连里理论。随行的

几个班长七劝八劝，无奈越描越黑，

后来还得连长亲自出马。但从此以

后，渔家姑娘依旧在水库边洗衣，只

是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美妙悦耳的

歌声了。

在队列训练方面，我似乎没有得

到过什么表扬，主要是我站在队列里

不是肚子挺在前面，就是屁股撅到后

头，影响了全班队列的整齐划一，也

确实让陈班长伤透了脑筋。

但有一次，我却意外地受到了连

长的表扬。

“练胆”是我们每个新兵的必修

课，每天晚上需抽调两名新兵参训。

其训练内容为：班长在任意指定的某

个地方悄悄放上一件物品，里面藏着

一张由连长亲笔签名的字条，要求在

黑漆漆的夜色里按时找回这些物件。

这天晚上，轮到我和同班战友周大兴

参训。陈班长特别提醒我们，东西就

放在山上一个有着显著标志的地方。

那年冬天，舟山天气特别冷，已

纷纷扬扬地下了几场的大雪。我们在

残雪尚未消融的山坡上艰难攀爬，在

密密的竹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探寻。

正当我们心无旁骛地仔细搜寻时，走

在前面的周大兴却突然“唉哟”一声

扑倒在地。原来是周大兴被积雪掩盖

下的锋利无比的毛竹桩刺破了脚，疼

得他伏在雪地里不住地呻吟。我搀扶

着周大兴坐在一块山石上，给他作了

简单的包扎后，便独自一人摸索着继

续前进。远方的山头上不时闪现出忽

明忽暗的灯光。陈班长说过，舟山群

岛地处东海前哨，敌情复杂。当年蒋

介石溃逃舟山时曾留下许多特务，他

们常常在晚间出来接头。那忽明忽灭

的灯火难道真如电影《黑三角》里所

描述的那样，是猫头鹰之类的狗特务

接头联络的暗号？想到这里，我不禁

腿颤颤而汗涔涔了。我怀揣一颗“咚

咚”乱跳的心，仔细地搜寻着，乍一抬

头，却见一个偌大的花圈竟赫然立于

我的面前，花圈上黑色的“奠”字在积

雪的映照下显得有些狰狞！我瞬间感

到脑袋发胀，血往上涌……我战战兢

兢移动着双腿，后来借着手电筒微弱

的光亮，我发现在新坟旁边那棵马尾

松上，竟然悬挂着一只印有“为人民

服务”字样的军用挎包！我两手哆嗦

着摘下挎包，犹如拿着一颗咝咝冒烟

的手榴弹！我把手伸进去，里面果然

塞着一张由连长亲笔签名的字条！此

时，完成任务的喜悦战胜了方才的恐

惧，我一边骂骂咧咧地抱怨着挨千刀

的“地瓜”班长，一边连滚带爬地逃离

了那个“有着显著标志”的地方。我找

到周大兴，弓身把他背在背上，沿着那

条布满积雪和荆棘的山间小路，艰难

地朝山下一步步挪去……第二天，连

长当着全连官兵的面，表扬了我和周

大兴轻伤不下火线、圆满完成任务的

顽强作风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备受煎熬、然而却让人终身受益

的新兵连生活行将结束，文波连长郑

重宣布：从此以后，你们就是一名真

正的解放军战士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在我离开连队

不久，文波连长却因一场灾难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同时遇难的还有我的新

兵连同班战友周大兴。几十年来，我

时常回忆起紧张严酷而充满激情的

新兵连生活，早已远去的老连长和大

兴战友也常常勾起我无尽的怀念。还

有，曾经严苛要求过我们、并使我们

在浴火中重生的陈班长，你在他乡还

好吗？

新兵连
□郭法章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

《千金方》里写道，春天饮食应以

“省酸增甘，以养脾气”为宜。

作为江南的水乡地，一过立

春节气，餐桌上就见春色烂漫了。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们所期盼已

久的蕨菜、马兰头、荠菜、山葱、水

芹等野菜也开始欢天喜地的“蹭”

岀来，活色生香，鲜嫩美味，着实

让我们着迷。那些略显清苦的野

菜，带给我的是一种充满凉意的

芬芳，是一种只可意会又不可言

传的体验。如今随着人们生活质

量的逐渐提高、食品安全意识的

增强，天然、原生态、绿色无公害

的野菜，分外抢眼也就在情理之

中了。

江南的田野里，小溪旁，山路

边，绝对是野菜们的乐园。要问哪

里的野菜最多最鲜嫩，九龙湖旁、

太白山麓、东钱湖畔、九峰山上、

四明山腹地、双峰白溪，春晓盐碱

田……到处都是野菜的集中地。

用着最新鲜的野菜，讲究一下春

日的养生，无论是山里的农家乐

还是在城里的大众餐馆，都舍不

得放弃这道美味的时鲜货。有说

口味新鲜的，有说养生重要的，都

是以“青翠”的色彩来应春景，在

品赏美食的同时, 补补冬日里失

去的微量元素，何乐而不为呢？

山药菜、山蒜等一些野菜在

煮食前，务必要在清水中浸泡两

小时以上进行解毒处理；树上的

野菜品种不多，如刺嫩菜、榆树钱

等，这类野菜宜蒸吃或做酱吃。若

是炒着吃，既粘又涩，难以下咽；

像马齿苋这样的野菜，用打入鸡

蛋的淀粉沾裹，炸成椒盐马齿苋，

风味会更独特；东风菜适合与荤

菜搭配，像东风菜炒肉丝，虾仁炸

东风菜，都是不错的选择。春季

里，马兰头的吃法是很多的 ,可以

用来制作凉拌菜，亦可从用做馅

包饺子，还可晒成干，与其他食物

一起烧成美味可口的菜肴：如果

用以明目，可以与胡萝卜一起炒

着吃；若目赤肤痛，可以用豆腐干

各半，制成凉拌菜；同时还可以与

蘑菇竹笋一起炒，还具有补肝肾，

益精气，清热除渴，明目之功效。

更适宜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视力

减退者长期食用。

值得一品的是争先绽放在枝

条上的香椿芽，是应了腊肉、鸡

蛋、豆腐等之邀的。香椿煎鸡蛋、

香椿炒腊肉、香椿拌豆腐，哪一样

不让人春心荡漾，食欲大开？民间

有“家有一树椿，春菜不担忧”的

说法，就连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

鱼谈起饮食之道时也把香椿芽推

到了极点“菜能香人齿颊者，香椿

头是也。”

可是，没等我们闻够香椿芽

煎鸡蛋那扑鼻的芳香时，身边的

田野里、小溪旁、山路边的马兰

头、蕨菜、山葱、荠菜、水芹等许许

多多野菜经过晰淅沥沥的春雨浇

淋，迅速地舒展开僵硬的嫩叶子，

经春风轻拂，纷纷地从田野里、水

里、枝条上“钻”吐出来，并顺理成

章地加入到我们的餐桌队伍。

也正因为这些野菜充满着野

性与妩媚，故在烂漫明媚的春天

里抢尽了“家菜”的风头，成为人

们餐桌上的最爱。就连唐代大诗

人白居易也情不自禁地吟道“遇

物尽欢欣，爱春非独我”也。

春日野菜
带泥香

□谢良宏

海边人家

履之留痕

沈家门滨港路夜排档经升级改

造、焕然一新。“心心念念、千呼万

唤，你终于来啦！”“白的虾虫孱、红的

对虾、圆的文蛤、尖的海螺，嘿嘿。”

“来一口焦扑扑的双面煎；相聚，来

一盆咸滋滋的烧杂鱼……”网络里

的声音更像是疫情稳定后人们对春

天的热切期待。

夜排档已然成了春天的信使，

不让它火都不行。

沈家门夜排档名闻遐迩许多年

了，当然不是因为“疫情后春天的信

使”，而是因为它有文化、有历史、有

舟山人的情结。

夜排档的海鲜招牌，并不是舟山

独有，鲁、粤、闽等沿海省份都有海

鲜，但舟山海鲜自有其独一无二的品

性。这品性不单指鲜活度，也不仅是

披坚执锐、威风凛凛的虾兵蟹将，更

在于和舟山海洋文化、舟山人海洋情

结水乳交融着的。如果非要把舟山海

鲜和外省海鲜作比较，不妨用这么个

典故———昔苏东坡问：“我词何如柳

七？”幕僚答：“柳郞中词，只合十七

八女郞，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

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

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

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渔场，沈

家门渔港则跻身世界三大渔港。由

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变幻莫测的气

候条件，舟山群岛直到秦汉时期仍

人迹罕至；因云雾缭绕、虚无缥缈，

倒成了许多方士采药炼丹的福地，

葛洪的《抱朴子》中就有“古仙者之

药，以登名山为上，而以海中大岛屿

若会稽之东翁洲之类者次之”的记

载。因此，历史上舟山人只能“靠海

吃海”，“盛夏时节风高浪急险恶，寒

冬腊月手掌拉网艰辛”不但是舟山

人的生存环境，也形成了舟山人的

生存记忆。

渔民兄弟每次出海，犹如豪赌，

赌的不仅是倾家荡产，也可能是身

家性命。在捕捞条件落后时期，鱼汛

季节天天上演着人和自然的搏斗；

风平浪静了，折磨渔民的则是思念

和寂寞之苦。曾经，在燠热的海风

中，入港渔船桅杆上挂起风灯，沿港

石板路边，儿童妇女趁天光无几，摆

好桌椅碗碟饭菜，犒劳艰辛的男人；

男人们手抱酒瓶，脚趿拖鞋，用粗哑

的嗓门呼唤着同伴、和左邻右舍打

着招呼，这个时候的身体才是放松

的，这个时候的相聚是最幸福的。那

些光棍汉们，多半坐在船帮子上，臆

想着有媳妇的美好情景。入港的渔

民就像走上地面的矿工，血液里渗

透着恐惧不安感；短暂的歇渔期，渔

民兄弟暂时忘却了摇晃不定的甲

板，享受着鱼满舱带来的满足感，豪

饮美酒，品尝着风、腌、炸、蒸等各色

烹饪的美味海鲜。夜排档的胚胎期

就是这样来的。

没有哪一种地理环境像海洋一

样的开放。大风大浪闯生活的渔民

兄弟性格勇毅豪爽，心胸像大海般

开阔。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舟山人

笑迎天下客，商业也繁荣了起来。近

现代，沈家门就有“小上海”的称号，

新街，泰来街，西大、东大、中大街，

各种商铺鳞次栉比，各色商品琳琅

满目。时光荏苒，上世纪八十年代，

香港文化流行于神州大地，沈家门

小商品市场坊间号称“小香港”。那

时香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夜排档的

场景，这刚好戳中了舟山人的传统

情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沈

家门夜排档开始了市场化经营。三

三两两支楞摆弄开来的桌椅碗碟，

开始在沈家门轮渡站边集中起来，

形成规模。但设施相当简陋，几百根

固定着的钢筋白铁水管上覆盖了粗

糙篷布，下面摆上桌椅杯盏，拉上电

线，亮起白炽灯，就算是夜排档市场

了。那些没有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

被组织了起来，集中经营，自负盈

亏。最开始不到十家，后来摊位逐年

增加。那时，外地游客关注度也不

高，夜排档经营非常困难，一个摊位

往往几经易手，有的破产，有的转

行。但海洋文化毕竟是吸引竞争年

代人们心理需求的；经过时间的考

验，勇毅豪爽、心胸开阔、开放包容

的文化气息越来越受到全国各地游

客的喜爱和向往。那些意志顽强的

经营者成功地熬过了艰难困苦的初

创期，凭着自身的努力，借着舟山高

速发展的机遇，创造了辉煌。沈家门

夜排档终于成为舟山群岛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四年前，由于滨港路改造，夜排

档搬迁到普陀东港东海岸。那时夜

排档的篷布是德国瑞德尔帐篷，白

铁水管被超轻钢替代，用橙色铝板

饰面，整体建筑抗风能力达到14级，

屋顶内外装饰有卡通式鱼类，辅以

现代灯光照明。管理上引入了标准

化管理系统，主体构想借鉴了新加坡的

克拉克码头，风格简洁大方，最大限度

表达了海洋文化特有的开阔、通透性。

在夜排档的几个节点中，新建了具有海

洋文化特色的雕塑广场，以沙滩、海水、

鱼为基调，成为夜排档演艺和迎客场

所；新建了大型膜结构穹幕一座，配制

内透式彩色灯光，既是游客品茶休闲的

场所，又是烘托浓郁渔港气氛的标志建

筑。可以这么说，沈家门海鲜夜排档凭

借独特的区域位置、丰富的渔业资源、

优越的旅游环境、浓厚的海洋文化，通

过完善硬件设施、标准化管理体系，已

经成为普陀旅游的一张“金名片”。

重新回到滨港路的夜排档，无论硬

件还是软件，当然是“更上一层楼”了。

这次还有一个新玩意，就是夜排档新打

造了高品质的“阳光餐饮街区”，不是明

码标价那么小儿科，消费者可以直接看

到厨房内的“阳光菜单”。

有一年张艺谋导演到舟山拍风景

片，一位经营夜排档几十年的中年妇女

接待了张导演，并和张导演攀谈了好

久，一起合了影，这张照片她一直挂在

店面醒目处，每每客人就餐，她都要为

此“炫耀”一番。她还接待过不少名人，

她说这一直激励着她朝着自己的“梦

想”努力着，她说这就是“中国梦”。

夜排档东面一水之隔的普陀山有

个潮音洞，半浸海中，洞内怪石交错，犬

齿森然，日夜为海浪所击拍，堪为自然

之奇观；夜半酒酣耳热之际，走出沈家

门夜排档，阵阵潮音扑面而来，自然和

人文水乳相融，堪称人间奇景。

沈家门夜排档海鲜不仅“豪放”，也

“婉约”。

沈家门夜排档又火了
□裘吉民

摄影 通讯员 邹训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