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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舍是个古村，地处雪浪山
偏东北的山脚下。最早晓得许
舍是10多年前，多次乘坐105路
公交车去太湖新城的万科魅力
城，知道这趟公交的终点还在前
方好多站的许舍，觉得那是个偏
远的地方。随着城市建设拓展
和市民居住南移，现今许舍所在
的雪浪成为无锡新经济、新业
态、新城市建设的重要区域。假
如以高浪西路长广溪桥为起点，
骑自行车沿山水东路一路向南3
公里，很快就到许舍。

许舍，原名“鹤溪”，紧挨长
广溪。长广溪是连接蠡湖和外
太湖的一条生态廊道，独特的地
理位置，令许舍青山绿水、草木
丰盛。那时，天空放晴时不少白
鹤会在溪边小憩，人与自然浑然
一体，“鹤溪”由此得名。北宋
时，一位名叫许德之的进士晚年
慕名来此居住并写下《许舍记》，
后 人 便 把“ 鹤 溪 ”改 名 为“ 许
舍”。在无锡邑志中，就有关于
许舍的记载。

许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水
乡。村里有四条长短不一、纵横
交错的溪河，其中一条两里多长，
由东到西穿村而过。历史上，许
舍曾是商业繁华之地。因其地处
山坳又离市区不很远，抗战爆发
后不少无锡城里人到许舍避难，
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繁荣。一时
间，数十家米店、肉铺、布店、杂货

店、药店、茧行、典当行星罗棋
布。然而，1940年冬日军闯进村
子，面对奋起反抗的村民，穷凶极
恶的鬼子烧杀淫掠，民房、粮食、
物资等纷纷葬身火海，制造了惨
烈的“许舍惨案”。时值隆冬，村
民们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共产
党领导的无锡县抗日政府积极组
织赈济，才帮助受难村民度过那
个艰难的严冬。

现今的许舍，周围道路四通
八达，东南大学无锡国际校区、信
义山水等项目加紧在建，不少工
地一派繁忙景象。目前村中住着
的大多是老年村民，还有周边工
地打工的租住者。村上，依旧是
大树蔽日，河水在阳光下泛着微
绿，鸡鸭鹅自在地在村中漫步。
多处房屋年久失修，有些已人去
房空。蜿蜒交错的溪河，虽码头
破损、小桥破旧，却仍像是那江
南水乡的女子，端庄的五官中让
人看到昔日的灵动。如今这样
的古村在城市周边已鲜见，若能
给它略施粉黛，肯定是一幅美丽
的江南水乡画。

漫步在许舍的溪河边、小巷
里，耐看的老屋会不时闯入你的
视野。石材码就的墙头齐整稳
固，暗黑的木板房诉说着沧桑岁
月，马头墙、飞檐翘角、窗檐纹饰
彰显着传统民居的精湛工艺。
早市上摆摊吆喝卖菜卖鱼的，门
前小凳上端着碗悠闲吃饭的，石

板小桥上戴着安全帽往来穿梭
的，连同树下种着的朱顶红、绣
球花，溪边栽着的蚕豆、生菜，让
古村散发出浓浓的人间烟火味。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桥头
那栋面街临水的二层小楼，看上
去有点摇摇欲坠。它的一楼开
着一家“许舍街上面店”，老墙上
镶嵌着的崭新石碑十分耀眼，是
无锡市人民政府2020年12月命
名的“无锡市历史建筑”。这栋
房屋建于民国，面店至今已传承
到家族第三代，手工制面，远近
闻名，生意兴隆。第三次造访才
如愿买到这家的潮面，回家下好
亲口一尝，感觉嚼劲十足，果然
名不虚传。店主人介绍，她家生
面前后要经过六道碾压，真是制
作功夫非同一般。这家面店很
有知名度，许多人专程开车前来
买面，可以说是许舍最好的无声
代言者。

城市建设飞速发展，许舍一
天天被拔地而起的高楼淹没。
与当地村民交流，口吻和眼神中
让人明显感受到那份不舍和遗
憾。几次来到许舍，都努力寻找
最佳角度，不断按动手机相机快
门，试图留下一幅幅许舍最美的
风景。

无论许舍未来结局如何，它
昔日的辉煌，它曾经的故事，它
美丽的样子，都不应被后人忘记
……

“古剑不磨留养气，异书多
读当加餐”，这是老领导张思卿检
察长多年前题赠给我的书法作
品。那是1996年10月底，张老来
宜兴检察院视察、检查工作，回京
后专门写了此条幅寄给了我。

收到张老的墨宝，我很高
兴，但对所题内容不甚明白。为
此，我专门请教了资深的中学语
文老师。老师告诉我，此联出自
晚清名将左宗棠。其中“异书”
一词，出自《后汉书·王充传》，意
思是珍贵或罕见的书籍。老师
告诉我，此联含义是读书要杂，
要博采众长，学以致用。由此，
我知道了此联的出处，但对其含
义的理解，则感觉不能仅仅理解
为读书的理念。我想，张老把此
联题赠给我，应该是有所指的
吧。于是，我结合检察职业特
点，思考探究，作出了自己的理
解。剑，乃古代之兵器，剑的意
象代表着侠义与豪情，也代表着
建功立业、为国杀敌的热血。而
现代之剑，则是法律之谓。检察
官等执法者，就是磨剑之人，执
剑之人。打铁必须自身硬，执法
者当自强。检察官必须具有高
尚的品德，具有公正执法的坚强
意志，才能依法履职。而唯有多
读书读好书，才是提升道德修养
的有效途经。我想这就是张老
赠我此联的真正含义。

近日整理书房，又一次翻看

到此条幅。相隔20多年再见此
联，格外亲切。我把它挂在墙
上，仔细端详欣赏。张老笔法老
道，用笔圆转自如，结体古拙质
朴，浑厚苍劲，字里行间透发出
一股英气。“古剑不磨留养气，异
书多读当加餐”。如今用退休之
人的心态阅读此联，我则有了新
的感悟：养老先养气。

历史上的古剑如湛卢、干
将、莫邪等，均为王者所有，象征
着权力。“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
秋”。古剑是不可随便用的，一
旦“磨”来一用，定是要行权解决
大问题。当然，磨剑也好，执剑
也好，对我们退休之人来讲，已
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我们已
经远离了权力。然而，现实并非
如此，有人还总是想着“磨磨剑”

“舞舞剑”，用点余权；还有人失
“剑”即失志，或者总觉得后人
“剑法”不如己，一如九斤老太那
样喋喋不休，牢骚满腹。如此气
不顺，何以安养晩年。

气是与人的精神密不可分，
养气，就是涵养和保护人的精气
神。读书可安心，读书能理气，

“腹有诗书气自华”。养气的有
效途径在读书，多读书，读好
书。退休前，忙于工作，该读的
书想读的书欠债很多，现在有时
间了，可以多读，加餐式地读，以
养足自身元气。这样才能跟上
时代发展而不落伍，才能继续发
光发热，老有所为。

异书多读，多读异书。我
想，无论是青年朋友还是老年朋
友，都应如此。

“麦子黄，粽子香，枝上喜鹊喳喳叫，毛脚
女婿上门了。”

田里的麦子要成熟了，端午节也就要到
了，已经做了女婿或者即将要成为女婿的人，
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准备起礼品，要上门拜见老
丈人和丈母娘咧。

“唐老师，今年过节买点啥好东西送送丈
母娘？”虽然拥有“女婿”这个名头，已经快要30
年了，但在这个节日来临之前，向当家的请示
汇报的程序，还是要装模作样走一走的。

“你吃昏头了吧，端午礼买啥还用问？”妻
嗔怪地给我送来一个“白眼果子”。

是的，端午节前买点粽子、咸鸭蛋和时令
水果送过去，就是很不错的选择。

可是，她哪里知道，当初我第一次送节礼，可
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往夸张一点说，这就像是
送礼留下了“后遗症”，一到时候，就要发作。

那一年三月，在黄石街小学的那间办公
室，我与风华正茂的唐老师坐在了面对面。或
许是她青春寂寞需要陪伴吧，也或许是我虽然
黝黑但还算有趣吧，总之，偶尔的四目相对之
后，我就深深地沦陷了。从此，在那双明亮的
眼睛里安了家。

“你得请人去提亲，准备送节礼。”端午节
要到了，唐老师说。

“看他敢，前脚进门打前脚，后脚进门打后
脚！”同事张老师受托专门去了一趟丈母娘家，
带回来的话，却叫我从头凉到了脚。

其实，这并不意外。当时的我，标准的一
条外来的光棍汉，房子、车子、票子等身外之
物，一概没有。作为爱面子的丈母娘一家，要
是能同意，那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穷女婿总得要面对丈母娘。”唐老师把那
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俗话改了一下，拿来
鼓励我。

于是，我开始筹备起节礼来。首先是需要
借钱，就让我从这最软弱的一环开始吧，认识
没多久的朋友，都进入了我的视野。高老师是
老乡，必须要借我。范老师只是因为和高老师
是同事，同时也是外地人，就凭这两点，也得借
我钱。还有那个朱秋兴，你的名字里也有一个

“秋”，小兄弟我有难处，你不帮我谁帮我？
接着就是采买。粽子，嘉兴的；咸鸭蛋，高

邮的；老酒就买50多的泸州老窖吧，一百多一
条的红南京是不是也可以凑合着？

啥？还得要买两只鸡，必须是一公一母
的？哦，这也是规矩，那就只能照办了。

节礼采买齐了，就连彩礼钱也预备下了，
在日历上精心挑了个好日子，去送礼了。

送礼是个危险活，只能喊二哥一起来。当
然，也是因为父母和大哥都不在这里，二哥出
马，也是代表家长的意思。

那天，阳光明媚，一路上鸟语花香，我和二
哥一人一辆自行车，阳光就在轻快的车轮上熠
熠闪光。5公里的路程，一转眼就到了。

院子里居然只有丈母娘一人在那里剥蚕
豆。“阿姨，这些东西放在哪里？”我问。

“不要问我，我不管。”并没有预料之中的
打前脚后脚的棍棒。看来，丈母娘对我们的到
来，明显有些准备不足。

“就放在那里吧。”二哥指着大门口的那张春凳。
停好车，把车后座架上的东西拿下来，全部

放到凳子上，丈母娘还是没有要打脚的意思。
怎么办？当然是走了哇！二哥和我推起

车子打了个招呼，也不管丈母娘怎么说，立马
就逃跑了。

节礼送出了第一次，后面的就顺理成章
了，何况，女儿选那小子做女婿已经是木已成
舟，丈母娘岂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一转眼，
已经送了二十七八个端午节节礼了，毛脚女婿
都成了白头发的“老女婿”了。当然，以后每次
去，丈母娘都是喜笑颜开，不吃茶吃饭，是决不
许走的。实实在在应了那句“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的老话了。

麦子黄了，粽子香了，还想啥呢，快买节礼
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