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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毕业以后，黄毛蔚去日本开始求学之旅，在
2023年4月取得硕士学位后，他选择继续留在大阪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今年是他到大阪后第一次回家过年。

黄毛蔚说：“前年中秋节，我和同学一起去神户港赏
月。当天的月亮圆得出奇，从海平面缓缓升起，恰有乌云
半遮月。我吃着五仁月饼，心里默念着‘海上生明月，天涯
共此时’，隔着手机屏幕，父母长辈们还是照常围坐一起，
表弟表妹们笑嘻嘻地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而我只能摇
摇头回答还不知道。”

“月是故乡明”，虽然是同一片天空同一个月亮，但对黄
毛蔚而言，只有故乡的月亮最明亮。今年准备回家过年，
为了这次久违的团圆，黄毛蔚早早就给家里人挑选了新年
礼物。父母得知黄毛蔚要回家过年的消息也很激动，2月3
日下午，父母早早就到了禄口机场，守在航站楼前，探着身
子往里面寻找黄毛蔚的身影。“上学时，每次放假回家，父
母也是守在门口，等着我说‘爸、妈，我回来了’。”这一次，
他们等了四年。 本报讯 2月6日，“‘暖冬研学 锡澄

联动’，跟着S1游江阴”研学行拉开帷
幕。长安街道惠南二社区利用寒假，组
织社区老干部、老党员、未成年人沿着S1
线一路行一路看，通过研学之旅，品味锡
澄两地文化。

“快看，S1进站了，外型好拉风。”早
上9点半，30个孩子早早来到无锡地铁
S1线堰桥站。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
序上车，踏上开往江阴的地铁。此番，
惠南二社区通过“漫步踏寻，品·江阴风
情”“浸润心灵，溯·悠悠文脉”“指尖生
花，探·非遗剪纸”研学“三部曲”，将沉
浸式体验与研学游相结合，让孩子们

“寓学于游”。
第一站徐霞客故居，大家追慕前贤，

感受游圣以笔代心，记录对祖国山河的
永恒热爱和勇敢精神。在江阴外滩站，
孩子们好奇地近距离观察远望二号船。
在非遗剪纸活动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展
示一张普通的红纸如何在手指翻飞间变
成栩栩如生的图案，大家迫不及待要亲
自体验一番，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各异
的“剪纸佳作”相继呈现。

惠南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社区
在新的一年将继续多方联手，共建社区
文化素养教育新生态。

（黄振/文 还月亮/摄）

时隔四年回到家乡

最想走的是老家的路

在日本的时候，每每想家，黄毛蔚就会翻出手机打开百
度地图的街景模式，跟着全景视角一点点在老家的街道上

“云散步”，看看小时候的上学路，看看曾经读过书的学校大
门是不是又翻新了，看看家门口那家手抓饼的铺子是不是还
开着。但是，地图更新的速度跟不上现实的变化，“没法看到
实时街景，没法感受街道上徐徐晚风、声声鸟鸣是最大的遗
憾。”黄毛蔚说。

这次归乡，黄毛蔚列了打卡计划表，其中最想做的事情
之一就是在老家附近好好走一走。“我住在丁蜀镇这座不大
的小城里，出国前总觉得小镇拥挤，商铺有点古老又泛着土
气，但时隔四年，家后那条普普通通的马路变成了双向三车
道的柏油路，路两旁如今已是茂密的绿化带。原来不起眼的
青龙山原紫砂矿区，如今建起了青龙山公园，和外婆一起绕
着湖边绿道散步，心里感慨万千。”记者问到未来规划时，黄
毛蔚淡淡一笑：“我是电子工学专业，想着早日学成归来，为
祖国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晚报记者 陈怡迪/文 受访者供图）

前几年，独在异国他乡的黄毛蔚是如何过春节的？“去
年我们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去了学校，在超市里买了
菜、肉和饺子皮，用研究室里的电磁炉做饭，教日本同学切
菜、和馅、包饺子。日本同学只吃过煎饺，我们做了羊肉馅
和白菜猪肉馅的水饺，他们吃完连连称赞。虽不能回家过
年，但看春晚是不能少的保留节目，一边吃一边给日本同
学翻译春晚小品。”吃着饺子，看着春晚，一个年就这么过
去了。

黄毛蔚很想念妈妈做的红烧黄鳝。这些年，黄毛蔚在
大阪大大小小中餐馆问了又问、找了又找，想吃的鳝鱼实
在是难觅。“在日本虽然经常能吃到海鱼，但很少能吃到河
鲜。”今年得知黄毛蔚回家的消息，父亲早早就去菜场买来
了鳝鱼，吃着爸妈做的红烧黄鳝，看着父母喜悦的脸上不
知何时布满了皱纹，耳鬓的白发比手机屏幕里看起来更加
清晰、更加刺眼，“他们老去的速度快得有些让我猝不及
防。以前每年寒暑假总是在门口等待自己归家的外公也已
不在人世，当初没能见上外公最后一面。”黄毛蔚眼眸微颤
地说道。听着熟悉的乡音，尝着熟悉的味道，才觉得陪伴
对父母而言是多么宝贵。

春节将至，人们不约而同地背上行囊，不远千里，从一座城奔向另
一座城，只为了赶上除夕夜的那顿团圆饭。2月3日下午，拖着满满行
李的黄毛蔚来到了日本大阪关西机场，这是他时隔四年第一次踏上春
节返乡的旅途。经过4个多小时，他回到期盼已久的家乡宜兴。

本报讯 春节前夕，谈伟光老报纸、
陶瓷收藏展在宜兴太平天国王府开
幕。由谈伟光编纂的《报海陶花——老
报纸里的宜兴陶瓷新闻》图册，为这个
展览添注脚。

宜兴盛产陶瓷，并以陶都美誉驰名
中外。谈伟光集藏的泛黄的旧报纸，撷取
一朵朵报海陶花，汇集成束，饶有趣味。
《人民日报》在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
分别在报眼位置“我们伟大的祖国”栏目
下，刊登了宜兴特产陶器和制陶业的两篇
报道。上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刊登
的宜兴新闻有“宜兴丁蜀镇：扩大陶器生
产能力”“大量生产日用陶瓷”“宜兴陶瓷
下乡”“陶都生产日用陶品”“宜兴制成陶
瓷端面密封泵”。之后，人民日报陆续刊
登宜兴陶业发展的报道。

《新华日报》在1958年 8月 4日登
载的一则关于宜兴鼎蜀耐火器材厂试
验成功一种无窑烧耐火砖法的报道，同
时加发了《千方百计制造耐火材料》的

评论员文章。《访陶都话陶器》以大量的
篇幅介绍“陶器世界、陶土和陶器、工艺
奥秘、陶器生产近况”。1959年宜兴陶
瓷工业局以产品介绍的形式，在新华日
报刊登广告，开启为“日用陶瓷、紫砂工
艺、建筑陶瓷、卫生陶瓷、耐火电瓷”做
广告的先河。

在展出的旧报纸和油印资料中，
还有一份油印的蜡纸刻印版《编志简
报》，由宜兴县丁蜀镇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主办，手工刻印，字迹工整。其中

“掌故传说”专栏有一篇“储南强慧眼
识珍品 裴石民神手配壶盖”的文章尤
为珍贵。

为配合这次老报纸展，谈伟光展出
自己收藏的部分体现宜兴陶瓷特色的小
型陶瓷老器物，共计102件。每一件展
品，都有一个故事，或海外拍卖得来、或
朋友真情转赠；还有近代作者创作时的
体会，都是难得的一手素材。

（范新荣 何小兵）

春节到宜兴“王府”看旧报纸
泛黄的新闻纸见证陶都文明嬗变

“爸、妈，我回来了”，这句话他们等了四年

妈妈的红烧黄鳝是忘不了的乡味

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在老家到处走走

社区特色研学项目社区特色研学项目
““添彩添彩””缤纷假日缤纷假日

黄毛蔚在机场和外婆、父母拍的团圆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