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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耕心》

内容概要

《乡野耕心(精)》是作者丁松盛对其早年工作、生活的回忆和记录，内容完整，表述规范，语言流畅
，所附图片清晰，可读性强。由情趣杂谈、海涂的记忆、赤脚医生的记忆和生产队的记忆四部分组成
，虽为小事，但感情真挚，记录了那个年代的酸甜苦辣。
乡野，乡土，故乡。马鞍镇这片沃土，大部分区域由滩涂围垦而成。今年已经71岁的丁松盛，生于斯
、长于斯。他虽然只有农村小学毕业的学历，却有着“不寻常”的丰富经历：当过生产队记账员、耕
读小学教师、赤脚医生，还办过企业、做供销“跑过三江六码头”。在担任了多年大鱼山村党支部副
书记 、支部书记、党委书记后，他退休了，动笔他的乡村往事。
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乡野耕心》，是他人生的第一部散文集，他说，“我不是要当作家而写书
，我只是想把家乡的风俗风物、风土人情记录下来，把过去生活的艰辛、创业的艰苦、时代的变迁记
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念想的传统文化，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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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耕心》

作者简介

丁松盛，男，1945年11月出生，1986年9月入党，曾任绍兴县马鞍镇大鱼山村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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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耕心》

章节试读

1、《乡野耕心》的笔记-后记

        通过近三年的回忆，重温了生活中的五味，回忆的过程中有过辛酸的泪水，也有着甜蜜的微笑。
过去的生活如“连续剧”一般回放，拨动了我的情感。在这垂暮之年里，我努力挖掘着那些已经埋入
历史的故事。不过以我小学的学历，实在是才疏学浅，生活在一个偏僻的海湾小村，实在是孤陋寡闻
，勉强写出了生活旅途中的几个镜头，成为一个个片段。这些时过境迁的陈年旧事，能够得以以文字
抒怀，能够得到旧梦重温，感谢钱清华先生点醒我的一句话：“嘴簿(嘴巴)话话要忘记，你把它写出
来。”这一句话使我晚年走上写作的道路，把曾经的生活故事整理成文。感谢《柯桥日报》(原《绍兴
县报》)祝志高先生及报社编辑给予的大力支持，对这些故事短文予以肯定，以专栏形式陆续予以发表
。在写作过程中，也曾得到王伟娟老师、任侃民先生的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短文成集，得到绍兴著名摄影家杨乃燕先生大力支持，并提供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绍兴农村生活照
片，作为集中插页，照片见证了当年农村的生活。萧山区益农镇群英村周明祥同志也帮助搜集了一些
老照片，为本集使用，使故事增彩添色。淡淡的梦境得以重温，过去的生活情感更浓郁，使人涌起了
一缕难以忘怀的乡愁。在此，我向祝志高先生、杨乃燕老先生等各位友人表示衷心感谢！
    草文曾自撰其名为“草野闲文”，经友人傅庆春指点更现名“乡野耕心”，增添了表里内涵，在此
表示感谢。
    山高水长，文短情深。岁月悠悠，人生苦短。在本集出版后如还有时间，我将努力把另一些片段继
续写出，和朋友老师共享。
    2016年2月28日

2、《乡野耕心》的笔记-第66页

        人之一生能留下点什么？播放一遍人生旅途，把它记录下来，其中的丑与美、善与恶、对人性阴
、阳两面的认识，这也应说是一种生活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积累也有益于后人。有人给子女留下了亿
万财富，有人给子女留下了还不完的债务，有人留下了赞誉的口碑，有人留下了千古骂名。是谁说“
不能流芳百世，宁可遗臭万年”？我认为这句话没意思，人世间还是平凡的人多。
然后，错与对，好与坏，是由后人评说，历史人物、国家领导、各界才俊到平民百姓，都会有后人在
说，无非是说的时间长短、层次范围不同罢了。有句话叫“盖棺论定”，而就历史长河而言，“盖棺
”也难“论定”，近来有人以各种方式为当年的战犯、汉奸、卖国贼粉饰，企图翻历史铁案，也有许
多冤死的人重新得以平反。这些都不是我能妄言之处。
留下点什么？在那个年代，故乡农村老百姓的生活，那些即将被遗忘，或者是已经被扔掉的陈年旧事
，我想把它拾起来，掸去上面的灰尘，从纸上展现出来以补缺失，这是我想留下的。

3、《乡野耕心》的笔记-第7页

            近日，在上海一家饭店吃饭时，服务员热情推荐了荠菜春卷。一只春卷吃完，吃不出荠菜清香
，也回味不出荠菜的鲜味和稍带毛糙的感觉。掰开一只春卷仔细研究，发现是青菜叶末为主，哪里有
荠菜影子？
    说起荠菜，在正月落台(绍兴话，农历正月结束)，和煦的阳光里，姑娘小孩(绍兴话，小女孩的意思)
手拎一只竹篮，拿一把剪刀或小茅刀，结伴去野外地头寻叼(采)荠菜，嘴里哼唱着：“荠菜马兰头，
姐姐嫁亨(到)前门头，妹妹嫁亨后门头。前门舂(敲)破我勿修，后门舂破我来修。”这是乡下流行的
小曲，采割荠菜时这样哼唱，但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懵懵懂懂。春风微拂的野外，叼荠菜马
兰头时的情景，却是一幅未曾忘怀的踏春图。
    荠菜野生在地边，在园内杂地、坡边路边都能生长。荠菜是一年生草本植物，靠种子繁殖。它塌地
而生，有的贴着地面匍匐着，紧贴着地面的叶子受阳光作用，部分会呈现褐黄色。但如果它钻到比它
高大的植物丛里生长出来，会长得碧绿纤嫩，用剪刀或小茅刀去叼它手势要轻，因为这种阴棚下的荠
菜太娇嫩，容易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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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野耕心》

    荠菜的吃法简单：拣去黄叶，再把杂质洗净，然后炒着吃。如能加上鲜冬芥菜，打一块豆腐烧成羹
，那真是难得的美味。荠菜炒臭年糕，臭年糕会变成香的。(条件好的人家年糕做得多，到二月里年糕
已经有臭气了，所以有了“臭年糕”这一说。)
    荠菜还是一味有多种功能的中草药，主要功能是凉血止血，清热利尿，健脾和胃。荠菜花还是用于
医治妇女崩漏的药，对于肠炎、肾病的治疗也有一定辅助功能。
    荠菜上市后马兰头也上来了。马兰头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生命力很强，在庭院杂地边任何空地
上都能生长。在地下十几厘米，长满着繁殖力极强的根茎，马兰头的繁殖就靠地下的根茎。每当春天
来临，它的嫩芽似箭，直立破土而出，一丛丛绿云似锦，铺饰着一块块野外杂地。山坎路边、河边坡
地、田塍路旁都可以找得到它。那时多数是女人、姑娘小孩(绍兴话，小女孩的意思)拿着一只方底篮
、一把剪刀，一手掇着马兰头嫩头，一手的剪刀喀嚓喀嚓剪下丢进篮里。采茶是两只手摘取，这是一
只手用剪刀斜着剪下来，所以我们叫叼马兰头。
    马兰头的吃法以前很讲究：洗清后在沸水里“煤一头”(滚一下)，捞出冲透凉水，然后像搓衣裳一
样用力搓捏成团，挤干有白泡沫的水，再切成末拌上盐，如有条件浇上几滴麻油，用筷搅拌香气四溢
，堪称美味。而实际上这种吃法并不科学：被搓捏出的马兰头汁水里，有着对人体很有益的药用物质
。
    经常吃马兰头，能增强人体免疫力。马兰头有抗癌作用，还有清热解毒、健脾利湿的功效。它分为
白茎和红茎两种，药用以红茎的为好。
    现在，饭店里一年四季都有清炒马兰头的冷盘菜，可能已经是大棚温室中的产物了，吃起来口味平
淡，少清苦味，还缺少马兰头特有的清香。今年春寒雪飞。春雪如蛇融水去，河边垂柳已露尖。我想
，在春光明媚之时，真正野生的马兰头还是有不少的。去一次乡下叼一次马兰头，尝尝它的原生味，
也是一种悠闲的乐趣。
    2016年1月23日

4、《乡野耕心》的笔记-第59页

        她回上海的一个多月里，我和她是三天一信，往返传递着两地的思念。她诉说了家里给她的压力
，这是预料中的困难。至今我感激她对情感的坚持以及有远见的自信和执着，终于她带着胜利的喜悦
回来了。她，人瘦了很多，但是她的眼睛似乎更加有神，更加水灵。后来我知道她进行了不吃饭的抗
争，虽然没有像有些言情小说描写的为爱奋争的情节，然而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虽无海誓山盟，却
是无盟的永远。

5、《乡野耕心》的笔记-第1页

        经常唠叨一些陈年旧事，女儿、外孙说：“耳朵眼里听得起茧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年老之人
接触的东西不多，新东西见识少了，喜欢翻翻旧账。翻出很多舍不得的东西，不禁让我想起了那过去
的山，过去的水，过去的海湾，过去的海边小村庄，还有那几只背破了的木板做的保健箱⋯⋯
然后这些陈年旧事，年轻人不懂也不想听，他们专注的是电脑手机，喜欢的是那些空空如也、虚拟荒
诞的游戏。幸好也有“识货”者，认为这就是生活，这些故事有着浓郁的乡味，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历
史。友人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把所讲的那些过去的事情整理一番。他的要求是原汁原味，把这
些已经罕为人知的事情，用文字写出来，不使这些经历被湮没。
改不了年轻时候“不怕”的性格，凭着读过小学的“文学功底”，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应承了下来，要
把这大半个世纪的一些农村生活经历，亲身体验过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呈现出来。如果能够写出来
，倒不失为一种乐趣。脑子里暗暗作了决定，反正闲暇在家，不如开笔一试。

6、《乡野耕心》的笔记-前言

            岁月无情难留住，往事如刻缠有痕。年龄不大，经历不少，说一句过眼云烟，念一句色即是空
，仿佛什么都是轻飘飘的，无足轻重。然而，人是有情感的高等动物，人之将老却有着难以忘怀的过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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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会和朋友谈起过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生活中的吃穿住行，经历过的跌宕坎坷，品尝过的酸
甜苦辣。尽管这些已经远去，然而，说起昨天的事情会忘记，过去几十年前的旧事却“梗灵清”(绍兴
话，更清楚的意思)，这就是我的老之将至。
    经常唠叨一些陈年旧事，女儿、外孙说：“耳朵眼里听得起茧了。”究其原因，大概是年老之人接
触的东西不多，新东西见识少了，喜欢翻翻旧账。翻出很多舍不得的东西，不禁让我想起了那过去的
山，过去的水，过去的海湾，过去的海边小村庄，还有那几只背破了的木板做的保健箱⋯⋯
    然而这些陈年旧事，年轻人不懂也不想听，他们专注的是电脑手机，喜欢的是那些空空如也、虚拟
荒诞的游戏。幸好也有“识货”者，认为这就是生活，这些故事有着浓郁的乡味，包含着特定的文化
历史。友人向我提出了一个建议，让我把所讲的那些过去的事情整理一番。他的要求是原汁原味，把
这些已经罕为人知的事情，用文字写出来，不使这些经历被湮没。
    改不了年轻时候“不怕”的性格，凭着读过小学的“文学功底”，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应承了下来，
要把这大半个世纪的一些农村生活经历，亲身体验过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呈现出来。如果能够写出
来，倒不失为一种乐趣。脑子里暗暗作了决定，反正闲暇在家，不如开笔一试。
    可惜的是腹中墨水不多，又无写文章的半点经历，从标点符号，到文学修辞、风格文采，可谓是一
窍不通。不过我做过“赤脚医生”，当过“草头郎中”(民间对土医生的称呼)，我决定再做一次“草
头郎中”。
    我在《柯桥日报》(原《绍兴县报》)上连续开辟了三个题材的专栏，发表了100余篇短文，记述这些
陈年旧事。很多曾经的同事朋友，特别是我的“赤脚医生”同事们，用共鸣的情感支持了我；曾经的
生产队社员，赞扬了我的记性，并纠正了一些情节中的错误之处。
    当年在村里，我家是最贫穷的人家之一。按照父亲的意思，读书只要认得自己名字就好，以后学门
手艺即可以吃饭，所以我读到小学毕业已经是“硬撑”了。人在贫穷中，只望吃穿住，再没有其他奢
求。
    改革开放以来，祖国面貌日新月异，开创了繁荣昌盛的太平盛世，百姓生活中的吃、穿、住有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平时一日三餐，超过以前的过年过节。然而，年少的一代认为这平淡无奇，还有那些
已经忘掉了根本的“大老板”，更可怜的是浸泡在吃喝玩乐中的某些富二代、富三代。他们不曾经历
过贫穷生活，没吃过苦的人不知福，富了贪心不知足。今天的富裕生活来之不易。《朱子家训》曰：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仍是教育后入之根本，也是我决定出版
这本集子的目的。 
    我生平不会阿谀，口无遮拦，一日看到《韩非子》中有句：“虑事广肆，则日草野而倨侮。”“草
野”者，指民间百姓，草民也。“虑事广肆”者，指民间百姓见到想到的事情较广，而且想到就敢说
，即绍兴人土语“乱话三千”之义。我是爱“乱话三千”之人，而不敢“倨侮”，是草野而不是高雅
，所说之事，皆乡间俚语日常所遇，登不了大雅之堂，纯属“下里巴人”矣。 
    乡野之地有着乡野之人，乡野之人有恋乡之心，心之所在是不舍之情，情之深处默默耕耘，耕耘不
息即修吾心，修身养性即从平凡之事，思之有成需闲心静居，故此文定名为《乡野耕心》。 
    家乡用芥菜做成的霉干菜，日子长了乌黑发亮，是绍兴人尤其农家必备之物。年代久的称为陈年干
菜。老年人说：干菜是“长下饭”(绍兴土话称下饭菜)，还可以做药。家中富有、久食膏粱厚腻者胃
纳不佳，饮陈年干菜汤可祛胃中厚腻而开胃；夏日炎炎，肝火上扰有了“痧气”，喝干菜汤可以祛除
痧气。希望我这几篇闲文是一剂草头药方，效同于霉干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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