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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好些年前，自诩能写文章，同事不信，于是打赌，看能不能在《慈溪日报》发表。
其实心中没底，偷偷地寄了两篇过去，心想，这样概率大一点。
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我的文章发表了，而且还是两篇。
我比同事还要惊讶，原来我的文章还真能发表。
    此后几年，我陆陆续续地记录了一些身边发生的小事，偶尔也投递几篇，由此认识了许多师友，还
让我混进了市作家协会。
几年下来，不知不觉竟让我积累了几十万的文字，但不敢拿出去见人，我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博客里，
没几个人会看到。
    想起了自己的文学梦，最初接触到的文学，大多是父辈讲的一些故事和传说。
当我把这些故事转述给小伙伴听的时候，他们崇拜地看着我，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转述故事很好地培养了我的语感。
上了小学，我的写作优势体现出来了，老师说我的作文思路清晰，语句流畅。
课堂上，每每老师朗读我的作文时，我总有种晕眩的幸福感，我喜欢看同学们齐刷刷地把目光会聚在
我身上。
虚荣可以是种动力。
    中学时代，语文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后这么写道：相信不久后的将来，定有佳作问世。
我不知道，这不久后的将来到底会多久，而他的话语却在我的心底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学生时代，有那么几年，豪情万丈，以为自己真能走上这条文学的道路。
    别人以为，能写文章一定读过许多书，其实，我少读书，更少藏书。
房子装修时，友人建议书房大些，书柜多些。
我没听他们的，手上也就那么几十本书，而且这些书大多还是文友送的。
    终于感到难为情了，我收了人家那么多书，而我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送。
赠书是件高雅的事情，唯一能够礼尚往来的只有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我纠结了很久，终于鼓起了勇气，这便有了文集——《边走边想》。
    既然像模像样地成书了，总该有篇序言，本想麻烦一下身边的朋友，稍一转念，还是自己写算了。
他人作序，大凡都是一些溢美之言，我固然喜欢听好话，却也知道自己的分量，况且我脸皮子薄，打
打闹闹倒也罢了，倘若隆隆重重地写成文字，怕是接受不了。
    好在自序亦无不可。
    书名“边走边想”，是因为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在漫长的
岁月中，留住了一些回忆。
    是为序，为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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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名“边走边想”，是因为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在漫长
的岁月中，留住了一些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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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做一个宽阔的写作者——《慈溪文丛》总序自序第一辑 浅浅足迹鸣鹤沈师桥白洋湖畔寂寞上林湖锦堂
故居藏云溪随想一座山庄的秘密栲栳寻梦夜逛鸣鹤长城昭君墓梨风起处金华双龙洞葫芦岛品酒新昌琐
记秋之湿地苍茫观海卫慈城第二辑 恬淡生活想起了甬江难忘宁大想起了小人书我与篮球耳机老人的心
杨梅随想又见马兰童心好一个“送”字蒋老师钓跌倒不哭麻雀炊烟停电的日子白玉兰瓜农买菜自己人
秋天的田野温情五月我的门板乒乓第三辑 细言碎语灯火从瞎子点灯说起一棵老樟树康熙与容妃家住四
楼信旧物恋情锁不再遥远桥城桥事灯火万家钓趣无限从柳树说起四季_负担抢包两枚铁钉北京烤鸭80
岁的爱情蚯蚓笋鱼和水公平与体罚停车是一种素质一屋子的幸福报上名来长者文章内外第四辑文人书
话感觉余秋雨大雨磅礴见苗莉儒雅银舫豪情遐女率真墨兄挥兄千乘楼主励双杰秋雨随想家乡的味道 —
—读《慈溪余秋雨研究》思想的远行 ——读方柏令《独自远行》岁月留痕——读胡遐女士《又见梨花
开》寓言人生——读一挥《一挥寓言故事集》一部涤荡人心的小说——读吴珍艳小说《温暖》别样的
调侃——读易中天文集《高高的树上》吐纳古今，气贯长虹——读朱菁的《华芝春秋》一场文气浓郁
的争夺——读励双杰小说《阳谋》和谐是一种诗性追求——读朱菁的《履痕》在囚禁中飞翔——读张
巧慧散文《与一只鸟生活在屋檐下》我的阅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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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谜底的揭开反而平添了几许心酸。
为什么叶种德堂会被胡庆余堂所并?是经营不善吗?是守业者的安逸吗?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了。
小镇的衰落在药铺的合并中已隐约可见了。
    而老街对孩子的吸引远不只是遥远的传说，老街的魅力在于各种点心铺和糕点铺。
烧饼油条，三步一店，特色糕点，五步一铺。
大饼油条我们还能奢侈地享受。
那是浙东地区经典的早点，一毛钱一副。
但就这一毛钱的早点费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有的，更多的时候早餐便是开水泡饭。
米是自家种的，饭是昨晚剩下的，至于小菜，也都是自家腌制的榨菜。
吃上大饼与油条成了孩子的一种奢望。
点心店却整天开着，点心师傅下午也劳作。
油黑的柴油桶做的炉子，炉子的中间堆着一堆烧得正旺的煤球。
大饼师傅熟练地扯下一团和好的面粉，碾扁，刷上水，撒上芝麻，粘贴在火光灼射的火炉肚子里。
不一会儿，酥黄的大饼就出炉了。
老街的香味就这样整日不断。
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黄昏时刻，肚子也特别会饿，加上那诱人的大饼味，很少有人能抵挡住。
口袋里虽然没钱，但是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在下午的课间，总有同学在吃烧饼，而且吃的人群逐日增加。
有时他们的口袋里还能掏出更为诱人的麦芽糖彼此分着吃，今天吃你的，明天吃我的。
我不懂，他们哪来的零钱?    起先，他们都守口如瓶，但秘密在孩子的口中根本守不住。
我们的午饭是在学校里吃的，学校食堂唯一的作用是蒸饭，米和菜是自己带来的。
秘密就在这里。
从家里带多少米，大人是不管的，于是早上来学校的时候带上一饭盒沉沉的大米，不知谁先知道了一
个交换原则，米可以换烧饼，米也可以换麦芽糖。
这一交换原则一下子在我们中间传开了。
交换是否等价我们不管了，只记得那些日子我们过得特别滋润。
秘密终于也被家长知道了，大饼与油条又成了我们的奢望。
路过点心店时，大饼师傅偶尔会问：“今天带米了吗?”我们都无言以对，在到处弥漫的烧饼香味中落
荒而逃。
    至于糕点铺里的三北豆酥糖、连环糕，那更是诱人了。
每逢节假日，豆酥糖是馈赠老人的佳品。
记忆中那是母亲去外婆家时才购买的。
十几小包扎成一大包。
我在高高的柜台前踮起脚，眼看着伙计把豆酥糖一包包扎好，再在最外层贴上一张红纸，交给母亲。
这时，我多么希望母亲会多买一包解我的馋嘴，可细心的母亲却总是没能发现我的心思。
年长之后，我才悟到母亲的为难。
母亲真的没能察觉我的心思吗?不会。
但母亲要操持一个家庭真的也不容易。
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能让我意识到母亲已经察觉了我的心思。
我比较听话，母亲不说我也不提，但我的听话恰恰让母亲增添了一丝内疚。
好在外婆总舍不得吃，最终那些糕点还是入了我的肚子。
街上糕点终年飘香，我常在猜测，那么多的糕点最后都人了谁的口中?那时还全然不知道鸣鹤这条老街
繁华的商贸。
    沿老街深入到了运河桥，那里才是真正的小镇中心。
高耸的运河桥栏上总是坐满了闲聊的人群，桥在乡村的功能在我看来更在于为村民提供了一个休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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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的场所，它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闲聊中变得亲切了。
他们的话题经常是杨梅的收成、年糕的生意等。
杨梅与年糕是小镇的特产，在集体经济时代，这些特产也就成了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每当冬至前后，忙完了农事，人们就开始了年糕的制作。
他们把新收的稻米浸在水中，发胀后磨成粉，再把米粉装在布袋中加上重物把水分榨干，这便可以蒸
年糕团了。
低矮的房子里热气腾腾。
做年糕是个体力活。
蒸好的年糕团是不能直接搓成年糕的，因为韧性不够。
年糕团必须在石臼中历经捶打，捶打的过程要两人密切地配合，一人翻动年糕团，一人舞动大木槌，
你翻，我捶，在高高的吆喝声中年糕团变得非常柔韧了。
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的人们却只穿一件单衣，雾气蒸腾间早已汗流浃背了。
这个季节最快乐的还是孩子。
放晚学的时候，顺便从邻居家的年糕坊里讨得一小团年糕，回家后裹上榨菜便玩去了。
玩得兴起常常忘了晚饭时间，但已不觉得饿了。
年糕特别耐饥，一小块就行。
    老街的尽头，有个叫盐仓山的地方，据说那里曾经是盐的仓库，但盐为什么要放在这个小镇呢?老人
们说，这里曾经是海。
证据呢?证据就是小镇东西两侧的东埠头和西埠头，那是大海的埠头。
那大海呢?大海早已退却到了几十里以外。
    盐仓山我没去过，我甚至弄不清盐仓山到底是盐仓如山还是山因盐仓而得名，但盐业却已经随着大
海的退却而消失了。
那些富足的盐商也一定随着现代盐业的兴起而改行了，或许安逸地过剩下的日子去了，也或许继续在
外打拼。
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小镇，而小镇却无法作出任何选择。
我无法想象盐业的衰落给小镇带来的创伤，我只能这样猜测：也许国药的兴起正是缘于盐业的没落。
    盐业的衰落与国药的兴起其实是一种必然的更替，兴衰总有起伏，只是都过于遥远了。
这一切已无法在我的脑海里真实起来。
我所能理解的是一座富足与悠闲的小镇在清香四溢的点心摊上，在热气蒸腾的年糕店里真的没落了，
优雅地没落了。
    小巷的深处有扇残败的大门，门环锈迹斑斑，前朝的故事已经开始和门环一起腐烂了。
小镇失落已久。
佛家常说轮回，小镇也终将兴起，或许几年，或许更久。
P5-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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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作于我，只是一种自娱自乐。
最初的想法是，能间或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赚几块稿费，妻一开心，便给我多添一盘下酒
好菜。
后来觉得很奇怪，许多认识我的人都以为我是语文老师。
作家协会的胡遐秘书长在一次QQ聊天中笑我，你这个语文老师打字的速度真慢。
我笑着回答：“不好意思，我不是语文老师。
”她惊讶。
此后，她在替我引荐时，总不忘加上一句：“这是一位物理老师。
”我的心里便有了小小的得意。
其实，我知道，写作与专业无关。
    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从没想过能出文集。
我能坚持写下去已经是个奇迹了。
这得感谢身边的许多师友。
先是我素未谋面的《慈溪日报》的纪莽原编辑。
那是我第一次投稿，没想到居然被采用了。
此后，我几乎每星期都投寄一篇过去，大多能被采用，这样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始终没见过纪莽原编辑，哪怕是通个电话。
但她的那个“七彩贝”栏目却为我开启了一扇文学之窗。
    再是陆建立先生。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校长打电话给我，说有人找我。
我不知道他是谁，之前我们没见过面，也没有听说过他，我不知道他找我有什么事。
他却省略了初次见面时的所有步骤，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客套地问候。
他拿出了一份表格，让我填写。
这是一份申请加入镇作家协会的表格，没等我细想，他就指导着我填写了，似乎在完成一件早就商量
好了的事情。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镇作协。
    在之后的日子里，建立兄不断地引荐我认识更多的文友。
我幸运地结识了童银舫先生，我的文章开始出现在他编辑的《浙东》刊物上；认识了《慈溪日报》的
俞强先生，他也一如既往地刊发我寄给他的文章。
在这期间，我加入了市作家协会，陈墨先生、胡遐女士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他们的热情与真诚让我由衷地感动。
回想这几年走过的道路，自己一直觉得很是幸运。
一挥兄见面喊我“小老弟”，墨兄说我是他的“好朋友”，双杰兄喊我“伟恒同学”，单听这样的称
呼就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
    几年前，建立兄对我说，让我整理一下自己的文字，争取出一本文集。
我一笑而过。
细细阅读了自己的文章，很少有自己满意的。
2009年，童银舫先生告诉我让我整理三万字左右的文字想出一套《上林文丛》时，我就惶恐不已。
我在后记中这么写道：庆幸的是前面有几位大家替我挡着，我也终于鼓起勇气选了十来篇短文，起名
“边走边想”。
    这次值慈溪文联计划出版一套《慈溪文丛》之际，我把我这些年写过的文章整理出来并报了上去。
其实，我心里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不料却人选了。
我这些青涩的文字有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对于文友的馈赠，我也终于有了回赠的礼物，只是，太亏了他们。
如若他们有兴致，饭后茶余翻阅一下我的文章，觉得其中有几篇还真有点意思，那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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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自己散文集的出版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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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边走边想/慈溪文丛》编著者沈伟恒。
    我浅浅的足迹，始终走不出自己的故乡，走不远自己的童年，我的笔端常不由自主地流泻着这里的
山水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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