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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水乡，河多、桥多、巷多。
周家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巷，坐落于璜

泾镇王秀村29村民小组。
走进周家巷，迎面而来的是个“口袋公园”，

面积约两亩大小，一块石头上刻有“周家巷”三
个大字。这里有健身器材、休憩桌椅，四周遍植
树木，香樟、桂花、榉木、紫竹、枣树、黄杨、罗汉
松……俱枝繁叶茂。山茶、杜鹃等花卉，遍地开
放。

周家巷前坐落着一条木栈桥走廊，直通前
面的观鱼塘，当地人称之为“青鱼潭”。这里地
势低，排水不畅，一到下雨便会积水，老百姓出
行很不方便。于是，新建改建农房时，在木栈桥
下铺设了一条疏浚管道，由此老百姓再无洪涝
之虞。

周家巷，老周的家乡。老周，名叫周建平，
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家，他孝待家族长辈，热
心社会公益。在周家巷人的眼中，老周是他们
的骄傲，也是他们教育子女成才的榜样。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周围农民
开始在原宅基上翻建新房，到处是插着红旗的
小工地。老周是个明白人，利用这次家家户户
的翻建，一并改善村庄面貌。老祖宗留下的巷
道格局，成为周家巷翻建住宅的坐标。

在周家巷的建设中，公共部位、公共空间
的打造，老周舍得出资花钱。老周说，他是巷
上第一个新建房屋的，在建造时与周氏大家族
的成员们一起商量，统一建造风格，各家各户
不砌围墙，“口袋公园”、巷道路旁的植树以及
亭台、长廊的建造都由他掏钱资助。回馈家
乡，老周不遗余力。

漫步周家巷，只见宅前一条黑色道路，南北
走向，道路的外侧是一排桂树；屋后，一条碧波
荡漾的河流，各家各户的石驳岸上，还留存了几
座石砌的水桥。

这里的人家，房屋的外观、高度基本统一，
朝西南走向，有三层楼的，也有两层半的。与其
他新建农房不同的是，各家各户之间没有围墙

阻拦，看上去视野非常开阔，可从第一家一直望
到最后一家。

周家巷，一条原生态的自然巷带，11户人家
呈一条直线带状分布。这11户人家何以能够
一致地聚拢，还得走进周家巷亭间长廊，去揭开
其中的奥妙。

提起修缮家谱，老周说道，现在的人很忙
碌，生活节奏也快。人家之间，老少之间，几乎
隔绝。小的不知道老的，老的不认识小的，也就
是说，你从哪里来？想往何处去？一路上有何
人陪伴？都是一脸迷茫。

不用说这些哲学上的问题，就是日常生活
的处世，还得要知道亲戚长辈、家族家风，这样
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长，走得远。于是，他有
了修缮家谱的念头。经过多年的打听、拜访、查
阅，老周终于画出了周家巷祖上老宅的分布格
局，并整理出《岁月如歌》周家巷周氏家族的族
谱。

如今，《岁月如歌》就悬挂于亭间的长廊
上。人们常在这里走走、看看、聊聊，回溯过往，
共叙家常。

周氏是个大家族，绵延不绝，遍布神州。据
老周考证，周家巷的周氏一族是从汝南分支出
来的。岁月沧桑，老周虽只能挖掘整理出上几
辈家族人的信息，但终究是完成了传承绵延家
风的夙愿。

《岁月如歌》内容丰富，承上启下，以周家
巷周氏家族为重点记载，有前言、宗谱记载、周
巷家谱、周氏家训、世纪寿星、高寿老人、学业
生涯、择业生涯等内容，由上几辈的5户人家
绵延出如今的11户，看到了周氏今人的分布
概况。

美丽村庄的建设，绵延家风的润泽，周家
巷，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巷道，在绿黄变奏的娄东
田野上熠熠生辉。老少和睦，家族兴旺，4户人
家还挂上了“美丽庭院”的牌子。如今在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路上，老周觉得还有很多事可做、
要做，这是老周的初衷，也是周家巷人的心愿。

读至“山寺馈茶知谷雨”，忽而舌底生津起来，掐
指一算，“雨生百谷”之季快到了。

我的家乡盛产茶叶，记得年少时，每逢周末，父
亲总会骑着单车带我去苏州郊区的洞庭东山。开
春，矮墩墩的茶树抽出了嫩绿的新芽，站在茶园坡地
放眼望去，就像一块块绿毯铺在土地上，一垄垄翠绿
随风摇曳，空气中盈溢着一阵阵清香。“春山谷雨前，
并手摘芳烟。绿嫩难盈笼，清和易晚天。”与诗中描
述场景相仿，村妇们挎着竹篮，三三两两来到茶园，
清晨趁着露水，在轻雾如烟的茶丛中，采摘翠绿鲜嫩
的春茶，回去晾干露水后，烧柴火在锅中杀青，然后
在竹匾里搓揉、晾摊，最后放入炭火烘焙干燥，名茶
碧螺春就问世了。

碧螺春原是本土一种野生茶，产于碧螺峰石壁
缝隙。开春，当地村民常采此茶，即便裹在怀里，也
挡不住浓烈异香飘逸散开，当地人用吴语戏称为“吓
煞人香”。后来，康熙帝驻跸东山，喝过此茶，龙心大
悦，嫌“吓煞人香”这个名字太过粗俗，看茶叶蜷曲如
螺，如美人发髻，又采于春天，遂赐名“碧螺春”，于
是，好茶有了好名，声名鹊起。

正宗的洞庭碧螺，市面上不多。记得上中学那
年，有人送了一礼盒洞庭碧螺，打开盒子，端的是“铜
丝条，螺旋形，白毫显露，银绿隐翠”。我捏一小撮，
开水冲下去，芽叶徐徐舒展，似白云翻滚，茶水银澄
碧绿，清香袭鼻，啜一口，凉甜鲜爽，舌底生津，饮后

回甜无穷。可惜，好景不长，母亲是个“外行”，打开
罐头，瞧着茶叶毛绒绒的，以为发了霉，全部倒入垃
圾桶。父亲得知后，气得直跺脚，“有绒毛的茶才是
顶级的茶，你这一倒，大几千没了，真阔绰！”不管怎
样，有生之年，也算一亲此茶芳泽。

家乡人素有孵茶馆的习惯，我祖父年轻时跑江
湖经商，是资深茶客，天蒙蒙亮就出门，打个“三轮的
车”去茶楼占个好座。老茶客们吃早茶，先是一杯热
茶下肚，然后消消停停吃早点，倘若恰逢生意场上的
熟人，那就续上茶水，边喝边聊，茶水喝光，顺道也把
生意谈了下来。我的父亲和叔伯们更是整日茶杯不
离手。耳濡目染之下，我十岁就开始喝茶，学祖父的
样子，从茶叶罐头里取一撮新茶撒入玻璃杯，蜷曲的
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上浮下游，直至水呈青绿
色。看杯中嫩芽沉浮，忍不住啜了一口，较之可乐、
果汁的甜腻，这茶别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一杯下
肚，余香绕喉。打那以后，我开启了“宁可食无肉，不
可饮无茶”的“泡”茶生涯。

其实，我对茶叶的品种不是很挑剔，像西湖龙
井、太平猴魁、庐山云雾、六安瓜片……各茶有各茶
的好，倒是品茗高手乾隆一句“雨前价贵雨后贱”深
合我意。《茶疏》云：“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
其时适中。”传统观念，皆以明前茶为贵，故众人多追
捧明前茶，趁早尝香。可明前茶皆是嫩芽苞茶，且价
格甚贵，开水里一泡，根根如银针竖立，惜乎，汤汁太

薄，两三泡下来就寡淡了，经不起三番五次冲泡，因
此，真正的茶客很少买明前茶。谷雨前的茶就不同
了，俗话说：“茶叶两头尖，谷雨值千金。”谷雨前采摘
的茶叶发育充分，叶肥汁满，汤浓味醇，泡开后，茶叶
鲜活如枝头再生。而谷雨后的茶，涩味偏重，香气降
低，如过了冬的大白菜，身价暴跌，名贵的碧螺也成
了寻常的炒青。

像我这种工薪阶层，哪里消费得起昂贵稀有、寸
茶寸金的洞庭碧螺春。几年前去了一趟鄂西南硒都
恩施，游恩施大峡谷时，无意邂逅了种植在海拔千米
高山上的恩施玉露茶，山里人邀我喝了一碗，汤色清
亮，入口清爽，嫩香且耐泡，一斤中上等的茶才两三
百。每年开春，我都会订上几斤雨前茶尝尝鲜。泡
茶叶不能一咕噜倒下开水，易烫黄新叶，须先用常温
水泡至杯身三分之一处，然后倒三分之一开水，余下
的三分之一，慢慢用开水续。这样，茶叶的精华便缓
缓释放出来，能保持茶水常青不改色。

起先，我在老宅的瓦屋纸窗下喝茶，坐在庭院当
中，看碗里几撮嫩芽在水中绽放，芽肥叶硕，色泽鲜
翠，如重生，又似复苏，仿佛一年的春色都浸泡其
中。茶水清新，我的心情也跟着清新起来。老宅拆
迁后，我又跑到苏州园林、山坞寺庙里喝茶，一边看
书一边啜，一边码字一边品。茶，越泡越淡，手稿，却
越叠越厚。谷雨时节，沏一壶细如雀舌的春茶，顿觉
缕缕清香溢出，尘世浮躁、功名利禄皆烟消云散。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精美的电脑绣花取代了
费时费力的手工刺绣，从此绣娘成为闲人；随着城镇化
步伐的加快，漂亮的高楼别墅取代了低矮破旧的乡间
茅屋，草作师傅没了用武之地；随着百姓生活的日益改
善，曾经走街串巷的补碗匠、生铁补镬子等挑担吆喝声
早已成了绝响……新事物如潮涌现，旧事物逐渐隐
退。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昔日拜师学艺的往事，只觉
恍若隔世。

1962年7月12日，那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当
时，我只有14岁，刚读完小学六年级，手里的小学毕业
证还没焐热呢，就被母亲领到娘舅家。她让我拜娘舅
为师，学习雕花手艺。从此，我必须每天清早骑半个多
小时自行车到东门街的太仓木业社上班。遇到雨天，
乡间小路泥泞难走，我就必须提前出门，绕道上公路才
能保证不迟到。俗话说：“学三年，帮三年，洗洗涮涮又
三年。”拜师学艺的日子是清苦且漫长的，虽说师傅是
我亲娘舅，但因我年纪小，还不是木业社正式工，故而
学徒期间是吃自家饭（自带口粮）的，没有工资可拿。
至多到年底，母亲去探望好公时，娘舅才会从衣兜里摸
出二三十元递给母亲，作为我的劳动报酬。手握这二
三十元钱，我母亲已是大喜过望了。

初跟娘舅进厂的那几天，先是跟在娘舅身边观摩
他是怎样雕花板的，收工时帮师傅清个场搞个卫生，其
余就是帮娘舅做做下手，传递个凿子、锯子等雕花工
具。工作看似轻巧简单，实则不然。传递工具必须熟
悉各类工具的名称、功用及摆放位置，否则就会面对众
多工具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开头几天因为生疏，递错
工具是难免的事。每次出错，师傅都会责备一句：“做事
要放点魂灵身上！”师傅的话几十年不忘，虽严厉，却是忠
言。从此，我对师傅工具柜里的各类工具名称及摆放位
置都一一默记于心，做到随要随到，伸手便来。现在回想
起来，雕花作的工具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刻刀。刻
刀有大有小，如平头刀、月牙形刀等；二、凿子。如圆凿、
平凿、斜凿等；三、钢丝锯。钢丝锯齿一般都是由雕花师
傅本人用凿子很小心地在钢丝上从三个方向凿出来的，
每个齿只能凿一次，不能重复凿，否则钢丝容易凿断；
四、手拉锥。雕花板镂空时锥洞必用。

在熟悉各类雕花工具的同时，我又趁着上下班进
出厂的机会熟悉了全厂环境。太仓木业社规模并不
大，开始只是一家小厂，厂里职工也就二三十名。后来
随着业务增多，竹器社、铁业社先后合并进来，工厂逐
渐发展壮大。1974年，太仓木业社改名为太仓工艺美
术家具厂，新厂开设了解板车间、配料车间、机修车间、
雕花车间和油漆车间，职工分工也渐趋专业化，厂里木
工、漆工、机修工、锻工和雕花工等各工种一应俱全，一
进厂门，隆隆的解板机声响就扑面而来。大块的原木
送进解板车间，被架上解板机解成板材，再送进配料车
间，根据需要分解成不同规格的配料。所有配料完成
各道工序后，最终在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里拼装组合
成橱、柜、台、桌、椅、床等各类家具。接下来的工作就
归漆工了。当年，各类家具的产量均按上级下拨指标
完成，一般都是批量生产，再按上级计划发送到大江南
北。

言归正传。配料车间把配好的雕花板材送进雕花
车间，师傅先在上面画好各式图样，之后就手把手教我
如何使用工具雕花板。一块雕花板要经过雕、镂、刻、
凿和打磨等多道工序才能成为一件精美的作品。雕花
板根据不同的雕刻手法大致可分为浮雕和透雕。所谓
浮雕即用刻刀雕刻，小心雕去多余部分，留下的图案凹
凸有致，栩栩如生。透雕就是在应该镂空的地方先用
手拉锥锥出一个小洞，再把钢丝锯条穿过该洞，小心翼
翼地沿着画好的线条锯掉多余的部分。面对每一块新
刻成的雕花板，我都爱不释手、倍感亲切——这都是师
傅手把手精心教导的结果，也是我潜心学习的成绩，每
块雕花板都是师傅呕心沥血后的结晶啊！记得当年师
傅曾精心雕刻过大床上的一块雕花板，它竟花费了十
几个工时。其实每一块雕花板都不容易，即使是雕刻
最简单的鸡心图案也要用上一两个工时呢！

当年，太仓工艺美术家具厂在厂门附近临街开设
了一间门市部，大约有两开间门面大小，里面陈列了厂
里生产的各类家具样品，有大床、梳妆台、五斗橱、大衣
橱、箱橱、八仙桌、椅子、杌凳、春凳……其中不少家具
是仿红木、仿明清的佳品。这间门市部既是推销厂里
产品的零售店，也是展示厂里各位师傅佳作的展览
馆。门市部内，崭新精美的仿古家具引来了看客们的
啧啧赞叹，更能吸引看客眼球的是装饰在这众多仿古
家具上的雕花作，堪称锦上添花！每当我路过门市部，
看到店里那些装饰在家具上的雕花作品时，我都暗自
佩服雕花师傅们的精湛手艺，也为自己能从事雕花行
当而感到骄傲！

雕花板是一件辛苦而又危险的工作。因为整天接
触刀、凿、锯等工具，加之刚入行时力气小，在雕花板上
雕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稍不留神就会割伤
手。但我出身农家，从小就不怕吃苦受累，即使受伤也
从不言退。母亲看到我的伤痕后心疼不已，但仍然叮
嘱我要坚持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她经常语重心长地
对我说：“好好学手艺，荒年饿不煞手艺人啊！”为此，我
经常主动要求加夜班以增加学习、琢磨雕刻手艺的机
会。直至1969年春季应征入伍，我才放下手中刻刀。
复员后，我又回到太仓木业社工作，我的工作改为厂车
驾驶员，雕花板成了我下班回家后的副业。我的雕花
技艺日趋成熟，开始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赏，让我雕花
的客户从不间断。直到1986年，我才放下刻刀彻底和
雕花板告别。世事变迁，当年的雕花师傅除了退休在
家或已过世外，大多改行。

几十年前，太仓木刻雕花曾风靡大江南北，受到城
乡百姓的青睐，依托橱、柜、台、床、桌、椅等家具为载
体，各类精美的雕花作品开始进入太仓城乡经济比较
宽裕的人家家中。随着时代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们的
审美观念不断更新，一贯讲究精雕细刻的手工雕花已
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代之以线条简洁明快又不失大方
美观的装饰新风尚。曾经盛极一时的石刻、砖刻、木刻
等雕花作品，除了游览太仓张溥故居等明清建筑时偶
有所见外，市面上已不多见。但雕花作作为一度被人
们追捧的行当，仍然活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不少手艺
高超的雕花师傅曾被人们崇敬和夸赞的声音仍在老一
辈人的口中时时响起：

“勿要看伊勿像样，倒是个雕花匠！”

今年是太仓市撤县建市三十周年。回
想三十年来，太仓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人感
慨万千。我自1958年在国家的分配下来到
太仓工作，至今已有60多年了，娄东大地翻
天覆地的变化都在我的记忆之中。

回顾三十年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太仓撤
县建市这个特大喜事。当时，我在江苏省太
仓师范工作，得此消息，学校组织学生搞庆
祝活动，学生们兴奋极了，当晚久久不能入
眠。我更清楚地记得市领导们对这事特别
重视，第二年市里准备召开撤县建市一周年
庆祝活动。当时我接到任务：邀请太仓师范
学生合唱团为庆祝大会献歌。我又激动又
着急，下班回家就与老伴商量，决定两人合
作创作一首歌作为献礼。我老伴范文予是
市二中的语文教师，俩人连夜动笔，由老伴
写歌词，我谱曲，连着几天，写了又改，改了
再写，终于完成初稿，试唱后觉得还行，歌名
为《腾飞吧 太仓》。紧接着，组织学生合唱
团突击排练。队员们认真学唱，很快排练成
功，并在庆祝大会上登台演唱。“春风又绿江
南岸，弇山儿女齐欢唱，改革开放展新颜，腾
飞吧太仓……”高亢嘹亮、欢快流畅的歌声
回荡在当时的太仓影剧院上空，博得全场观
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这次演出受到了
当时在场领导的赞扬和鼓励，对学生来说是
极大的鼓舞。学生们纷纷表示，会好好学
习，提高师德和教学技能，师范毕业后一定
为太仓的教育事业多作贡献。事实上，目前
他们均成为太仓各学校的骨干，在太仓教育
事业的大发展中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深深地怀念着
这些孩子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再一次高唱
《腾飞吧 太仓》，让太仓飞得更高，飞得更
远！

远逝的雕花作
□施和生/口述 朱根源/记录整理

再唱《腾飞吧 太仓》
□杜顺成

周家巷的绵长家风
□宋祖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