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4日，为深化践行为

民服务宗旨，积极落实宣传

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佛山

市中心支行、佛山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中国人民银行南

海支行、佛山市公安局南海

分局经侦支队、佛山市反假

货币联席会议办公室、佛山

市钱币学会共同举办，佛山

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办，

“人民币知识宣传进社区”宣

传活动在南海区桂城街道越

秀悦汇天地 B区露天广场隆

重举行。

本次宣传活动，通过设立

大屏幕播放宣传视频、宣传展

台、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折

页和宣传小礼品、残损劵兑换、

真假货币比对及现场答疑等多

种方式向社区群众宣传新版5
元人民币、普及人民币图样、人

民币防伪反假、不宜流通人民

币等知识。

在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

耐心解答社区群众的询问，详

细讲解识别假币的技巧、人民

币图样正确使用方式及残损币

的兑换标准，现场向群众讲解

人民币是法定货币拒收现金是

违法行为，现场提供残缺污损

人民币兑换服务。同时，提醒

群众要注意防范假币骗局，自

觉养成爱护人民币的观念。

此次宣传活动，使社区群

众掌握人民币知识和防伪技

能，树立正确合理使用人民币

图样的意识，提高了货币反假

意识和识别假币的能力，进一

步营造爱护人民币、依法使用

人民币的良好氛围。中国人民

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将以此次

活动为引领，在佛山全辖区深

入推动“人民币知识宣传进社

区”常态化宣传工作，把人民币

知识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去，将“深化践行为民服务宗

旨，积极落实宣传工作”落到

实处。

（招卓臻）

中国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开展
“人民币知识宣传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

■各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工作人员积极向群众答疑解惑。

推广

沧桑外婆“家”
◎林友侨

每一个来推门的黄昏

都知道祠堂不住人

只住先人的故事，以及

后人的信仰。

斜照是一只更长的手

不停擦亮你的姓氏，归来的

风声生成了我的乳名时

你是否听见门外那一条江

已叫了多少年，月光犹未老

我肯定不是最后归来的人

异姓又有什么关系，或姓高

或姓招，诗是我们共同的血脉

每一个来敲门的词，都知道

诗篇是最后的祠堂。

哪一个游子不曾是少年

就像你。我看到了自己的内心

也是宗祠，灵魂是我们共同的

先人。

溶洲招氏五世祠
（外一首）
◎高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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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没有“预设”的怀

旧之旅，但心灵遭受的撞击却如

海浪拍岸，日夜不息，久久难以

平静。

那天下午约莫5时，我离开

滨海小镇湖东时，炎炎夏日渐渐

柔和下来，近海有些腥咸的海风

唤醒了我的记忆。我突然想起，

外公外婆生活过的村庄就在这

附近，小时候我没少跟母亲前来

做客。今遭难得路过此地，何不

去一探究竟，凭吊一下远逝的岁

月？

我打开手机导航，找到一个

叫“曲清”的村子，轿车从大路掉

头拐进了乡村小道。不消十分

钟，我已将车子开到村中一块空

旷的山岗地。那里正有一个中

年石匠在打磨起厝的石板。

停好车，我向他打听外公外

婆的“家”。外公外婆的名字我

并不知道，但我记得外婆是接生

婆，母舅叫“阿得”。石匠马上知

道我要找的是谁，说他们家搬走

几十年了，住过的房子没有维护

已经破败，倒是我母舅的前妻还

活着，就住在旧厝附近。

石匠带我走到高处，望远指

向旧村的中间，说你外婆“家”就

在那里，你走过去，再问问人

家。我谢过热心的石匠，下坡走

进旧村。旧村的巷子弯弯曲曲，

狭长狭长的，没走多久，我就分

不清东西南北，更不知道石匠说

的位置在哪里。我边走边看，努

力寻找儿时的记忆，终是半点也

无。这时，有一个身材高挑的老

妇人从前边巷子走过，我闪念一

想，不会这么巧，她就是我的前

舅母吧。

我向巷头一个拄着拐杖的

残疾人问路，他果然说刚才走过

的那个女人就是“阿得”的前

妻。我惊得张大了嘴。今天该

是缘分如此，冥冥之中注定我要

走这一遭，见到这个印象深刻却

面容模糊的人。

按照他的指引，我走向另一

条巷子。到了尽头，在三条巷交

汇的地方，一块大石头像一个小

山丘，突兀地卧睡在那里，卧石

唤醒了我的记忆。我兴奋起来，

看到这块大石，外婆的“家”不远

了。

我走近一户人家，问站在门

口的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婶子。

她得知我是“阿得”的外甥，是来

寻找外婆“家”的，很是高兴，滔

滔不绝地和我说起外婆的好，说

她的子女，都是我外婆接生的。

正说着，刚才远远见过的那个高

挑的老妇返回，闪进了一扇门。

老婶子兴奋地说，那就是你前舅

母。她引我走过去敲门，说有亲

戚来找。只听门内的人问：哪里

来的亲戚啊，我哪还有亲戚？

老婶子说，阿得的外甥，从

小坞村来的，记不记得？

门内人说，不记得了，我没

有亲戚了。

老婶子把门推得哐当哐当

地响。门终于打开半边，从简陋

低矮的木门里，钻出一个女人

来。我知道她的大儿子（我的表

兄弟）和我年纪差不多，那么她

应该有70多岁了。但她被太阳

晒得黑黝黝红通通的，精神状态

蛮好，显出健康样。老婶子说她

常下河涌捞鱼，自力更生，养活

自己。政府给五保老人的补助

她从不去领。这句话，让我伸向

口袋摸钱给她的手停了下来。

我这位舅母，年轻时在村里

可是不凡人，据说曾进戏班演过

皇后，嫁给舅舅没几年也不知什

么原因，生了两个儿子后竟然离

家独居，任外公外婆还有舅舅怎

么去哄也不归家。我从几岁起

就随母亲去曲清做客，每次外

婆、母亲或表弟都会远远地指向

墙角的一个女人，说她已经“疯

了”。我心中好奇，却不敢走近

去看她，谁敢走近一个“疯子”？

如此过了很多年，舅舅不得不考

虑再娶，就去找她谈了一次，问

她回不回家，如果不回，就要另

娶人了。她坚决摇了摇头。

我们站着聊了好一会，在

老婶子不断的唠叨中，前舅母脸

上终于有了笑容，一点也不见

“疯”。我抓住机会，说给她们俩

照个相，也好发给亲人看看。她

听了有些羞涩，说没什么好看

的，但反对的语气不是很坚决。

在老婶子的怂恿下，我成功帮她

们拍了几张照。透过镜头，我得

以定格这个前舅母的面容，心里

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此决

绝地抛家弃子，选择孤独一生？！

带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

前舅母，我在老婶子的引领下，

拐了一个弯，来到外婆住过的

“家”。这个曾经有过欢声笑语、

留给我许多美好回忆的“家”，如

今破败得不堪入目：大门、厅门、

房门全部洞开，只剩下门框，内

外墙壁泥土斑驳，屋顶长满枯

草，屋内阴湿昏暗，与外面的阳

光灿烂形成鲜明对比。倒是大

厅中间还摆着一张褪了色的八

仙桌，上面供着香案，老婶子说

逢年过节还有族亲来这里祭拜

祖先。

我抚摸着褪了色的八仙桌，

感慨岁月如梭，数十年间，一切

已换了容颜。

我前前后后拍了几张照片，

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朋友圈里写

下了此时的所思所想：

外婆是童年最美好的回

忆！因为“爷爷奶奶”往往是一

家住的，“外公外婆”自然成了去

做客的“第一亲戚”！

我小时候去得最多，最乐意

去，也感觉最亲的是靠海的外婆

家。三四十年后，这个见证过温

馨、热闹的“家”人去屋塌，满目

疮痍，写满沧桑。外婆走了，外

公走了，舅舅走了，只有村中那

块大石头和三两村妇，在诉说既

往，叹息曾经。村童，看到我这

个陌生的不速之客，一脸疑惑和

茫然……

岁月，还在不紧不慢地流

失；

然后，悠然飞逝，消失无踪！

我在叹息中离开了外婆的

“家”，脑海里破碎一片！

叙事文交代的是经历，讲的是

故事，都是为作者想说的在服务。

林友侨老师的《沧桑外婆

“家”》于感情自然流露之中，匠心

独运，看似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实

则寓意深远内涵丰富。

在有限的篇幅里交代了前

舅母深思熟虑的抛夫弃子离家独

居，和作者的临时起意去寻找曾

经美好快乐的小时候。仅仅是两

个人也是两代人（作者和前舅母）

对同一时代（代表人物是外婆和

舅舅）截然不同的看法与处事态

度，足以说明外婆与舅舅对前舅

母来说的不尽如人意，和对作者

的关爱与呵护，人性的复杂（善

恶）、时代的烙印（重男轻女）。

前舅母对婚姻生活该会有

多么的不满，甚至是恐惧，才使得

她几十年如一日，离群索居，对夫

家和亲生的儿子都毫无感情可

言。前舅母的“疯”，是对同类的

失望，这是时代与大环境共同作

用的结果。

外婆一家后来的去向并不

是本篇的重点。本篇的重点是前

舅母的现状与作者满怀憧憬（对

外婆家的记忆还停留在小时候）

而来，最后失望而归的对比，一个

场景就实现了遥远的过去，那个

时代与眼下这个时代的无缝对

接，有承接，有对比，画面感强。

文中邻居对外婆的好的描

述一笔带过，作者对前舅母的过

去的记忆，一如对前舅母这个人

的印象：虽面目模糊却印象深

刻。详略得当，大特写与长镜头

的切换十分自如，对外婆家的依

恋、追忆，对前舅母的同情、怜惜、

尊重，甚至对外婆一家人当年对

前舅母的“听之任之”的不作为不

够关护的流于指摘……种种情绪

的交汇，于不经意间风轻云淡地

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品味出，足见

作者驾驭文字的功夫！

文在纸上，意在纸外。文章

深刻的地方在于，当年写满作者

愉快记忆的外婆的“家”，今天已

被弃之如敝履：外婆一家早就搬

离，想必有外婆一家认为比这里

更美好更愉快的去处。而前舅母

一直固守在这里，据文中所述，这

里给前舅母的记忆并不美好，甚

至是文中呼之欲出的屈辱，她却

一直在坚守，一个人。“哪里来的

亲戚啊，我哪还有亲戚？”“不记得

了，我没有亲戚了。”前舅母说着

这话的时候，作者有意安排了一

个场景，她在门内，作者在门外。

作者与前舅母之间从记忆里直到

现在，都隔着一层门，所以前舅母

的面目从来都只是模糊。

前舅母之所以独自固守在

一个让自己只感知过来自同类屈

辱与不尊重的地方，是因为，她无

处可去。在戏里曾经贵为皇后的

前舅母，在现实里却不被尊重，甚

至因为不合时宜的言行被认定为

“疯”而弃之不顾。

“家”对不同的人来说，因为

感受不同，定义也会有不同。外

婆放弃的曾经的“家”在作者的心

目中是美好的、愉快的。在前舅

母的认知里却是排斥与厌恶。有

的人向往“家”，因为家是避风的

港湾，是温暖的，有家人的关心与

呵护，比如作者。有的人努力打

造新“家”，是因为有更高的要求

与追逐，比如外婆一家搬离老

家。而有的人，固守在算是称之

为家的地方，只是因为除了这里

之外，无处可去。

像前舅母一样的人，穷其一

生都被关在一扇叫世俗的门里，

无计走出。而冲破世俗的不是别

人，只能是自己对知识的获取，对

周围人事物认知的更新。显然，

这样的人决不会是前舅母！

作者行文云淡风轻，读来却

令人泪目。

深刻最是不经意
——读林友侨老师的《沧桑外婆“家”》

◎闲忙

心阔十万八千丈

已取一弯东平水作谱

弹奏祠堂边摇曳的花草

你听，屋脊的鳌鱼

摇云天的头摆水乡的尾

且看光绪十年的招氏先人

兽头的门拔深扣斑驳的木门

以此千祥瑞气塑乡魂

更与一脉源流寻文脉

振乡音，传礼乐，办节庆

记住乡愁就是记住先贤的根

迎祥，堂燕有情仍归心

集福，楠梁无语犹养天

——那窃听风声的镬耳墙

高耸入云醉了多少晚阳

五世祠堂在等，一个女诗人

红袖扬门第，黄卷照华章

哪一个游子
不曾是少年

天上的水

淅沥

千年

浸润了旷古的诗词

飘逸在

历史的桃园

这水

温顺

徜徉在李清照的梦乡

沧桑岁月的印记

憔悴了

伊人的容颜

这水

澎湃

煮熏曹公的青梅

激荡壮士地图里的剑

染红了

半边的天

这水

清香

溢出月亮的金樽

相逢在长亭淡淡的知交

踏响了

徐志摩的康桥

这水

重浊

遮瑕大道的天平

搅皱黄河的心思

弯曲了庶民的线

夭折了

天骄的大雕

此水只应天上有

不知谁人撷来

一滴

醉了人间

天上的水
◎林永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