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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堂弟和弟媳闹翻了，吵着
要离婚，我得去劝劝。

车到乡下的婶娘家，已是中午
时分。堂弟和弟媳都不在家。年过
七旬的婶娘在门口，手搭额前，老
眼昏花颤巍巍盯了我半天，才缓过
神来，惊喜地说，伢来，婶娘可想
你了。

欢喜进屋，放下礼品，环顾四
周，一桌四椅，见书案上立着叔伯
的遗像和香烛，我神情肃然。又想
起什么，和婶娘打过招呼，顾不上
喝茶，便直奔二楼。杂物间的墙角处那
对黝黑、老旧的柳筐依旧叠在一起。我
轻盈的脚步声还是惊醒了柳筐，它们似
乎震颤了一下，仿佛有着许许多多的话
要向我倾诉。

柳筐的底部有些变形，是泥土长时
间重压后产生的畸形，底部用两块圆木
板托着，加铁丝绑紧；边沿断裂处也用
铁丝捆扎过。只是，铁丝锈迹斑斑。四
根担绳是用黄麻编织的，本来结实耐
用，只是被岁月磨得极细，弱不禁风，
怕是再也不能承重了。

记得十几年前来帮叔伯搬家，堂
哥、堂弟几个人非要把土墙老屋里收拾
出来的两只破旧柳筐扔掉。叔伯眼睛一
瞪，喝道，你敢！然后宝贝一般拎在手
里，大步流星送到新楼房里，让我们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都什么年代了，不
种庄稼不种田，留这玩意儿还占地方。

婶娘说，这是我当年在娘家给老头
子的定亲信物呢。

还有这事？我一边搬着家什，一边
递香烟想问个讲究。怎奈叔伯就是笑而
不语。堂兄弟们知道柳筐是父母的心爱
之物，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丢弃的话了。
曾听母亲说过，婶娘的娘家在一个叫临
淮岗的地方。我也查过地图，临淮岗就
在淮河边上，那里以前常闹洪灾。在和

婶娘的交谈中，我慢慢了解到叔伯和婶
娘之间关于一对柳筐的爱情故事。

当年，十八岁的叔伯因家境贫寒，
只身外出要饭、给人帮工，谋求温饱。
流落到临淮岗时，正值国家首次倡导当
地人民自力更生，发奋治理淮河的历史
时期。叔伯被村里收留下来，也加入挑
土担方的行列，毕竟有活干就有口吃
的。人民群众对洪涝灾害深恶痛绝，都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治理淮河当作头
等大事来做。肩挑车拉，干劲冲天。

皮白肉嫩的叔伯做了几天，肩膀被
压出血丝，手掌磨出血泡，晚上住在生
产队队长家。擦澡时，上衣紧贴皮肉，
一盆水被洗得通红。队长有个女儿，也
就是我后来的婶娘，比叔伯小一岁。作
为同龄人的她，悄悄找来贴膏给叔伯敷
在肩膀上。见叔伯的两只上工箩筐太
大，明显与他的年龄不对称，会压垮年
轻的他。队长女儿心灵手巧，会用柳条
编织柳筐。不久，一对结实、小巧的柳
筐就送到叔伯的面前。

再上工时，叔伯感觉肩上的重量明
显减轻了许多，脚步也快了不少。叔伯
会在傍晚收工时，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送
给队长女儿，收获了她的芳心暗许。

治淮大军依旧激情高昂地奋战在工地
上，谁也没想到两颗年轻的心渐渐靠在一

起。尽管那时食宿单薄，条件艰苦，有着心
上人的叔伯，浑身平添使不完的劲。每天都
能提前完成担土方的任务，还能帮把体弱
人家。每次完工回来，都要细心洗掉箩筐上
粘结的泥土，叔伯知道，这是队长女儿送给
自己的信物呢。肩膀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
层，叔伯的身体锻炼得越发健壮。

后来，听说淮河的治理因资金匮
乏，便缓停下来。队长女儿和叔伯相爱
的事，也终于被察觉。原本是要嫁给公
社领导的儿子，却没料到与叔伯私下相
好。双方父母决定要强行拆散这对年轻
的恋人。治淮工程停了，没活可做，赶
走叔伯正是个好理由。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队长女儿
见叔伯要走，悄悄带着早已收拾好的两
只包裹，放进箩筐里。含泪和叔伯一起
对着家门口，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挑
起那对箩筐消失在雨夜里。叔伯外出糊
口，也为治淮出了一份力，还领回美丽
的婶娘，成了村里新闻。都是庄户人
家，懂得低调，不便大张旗鼓地祝贺。
东家送床被子、西家送来口粮，接济叔
伯和婶娘成了新家。乡下人作兴“宁拆
千座庙，不拆一桩婚”。祝贺的事都是
静悄悄地进行着，叔伯乐得脸上笑开了
花。后来，婶娘的父亲辗转托人带来一
些钱物，算是认可了这门亲事。

婶娘贤惠善良，操持家务，还
教会了叔伯柳编手艺。全生产队的
簸箕、谷箩等生活用具，都是出自
婶娘和叔伯之手。我小时候经常见
叔伯挑着两大担子箩筐，扁担一闪
一闪的，慢悠悠出去兜售。空闲时
还带出不少徒弟呢。

有时，叔伯用箩筐一头挑着堂
哥，一头载着堂弟，和婶娘上城逛
街，也许是想让城市的繁华抵消婶
娘的思乡之苦吧。叔伯常说，在有
生之年，一定要带婶娘回一趟娘

家，哪怕喊一声岳父，叫一声岳母，也
好。婶娘脸上甜蜜蜜的，眺望远方。

无奈，五年前，叔伯一病不起，临
终前握住婶娘的手，叹道：你跟我出来
几十年，受苦受累，还给我生儿育女；
如今我又要丢下你，先走了……

婶娘的天要塌了，哭得撕心裂肺。可
看着孩子们，只能强忍悲痛，硬撑下来。

我坐在对面椅子上，听婶娘慢慢地
唠叨着往事。婶娘眼里满是浑浊的泪
花。屈指算来，婶娘来到新家五十多
年，有些事早已成烟云，唯独记得一个
叫作临淮岗的地方，那是她的娘家。

淮河岸边如今变化很大，业已建成淮
河文化园、临淮岗景区等文旅建设系列项
目。我把从各种资料上看到的盛世美景，包
括照片、视频，用平板轻轻地展示给婶娘。

婶娘泪中有笑，不住点头。
我 再 一 次 审 视 着 当 初 婶 娘 编 织

的、成镇宅之宝的两只旧柳筐，陷入
沉思。等堂弟他
们回来，我要让
他们记得柳筐的
样子，更要记住
父母在困苦岁月
里 那 段 真 挚 甜
蜜、不离不弃的
爱情。

记得柳筐的样子
胡先友

一生的抵达
——— 写在淮河农耕文化民俗馆

走进淮河农耕文化民俗馆，便有一些记忆从岁月的缝隙间奔跑
出来，像蝴蝶扇动翅膀，炊烟一样袅袅，弥漫……

犁铧，翻出泥土的浪花；木耧，播下希望的种子；石碾石磨，见证
日子的轮回。

这些老物件，默不作声，蹲在时光深处，躬身在夕阳里，还在劳
作。它们不喜不悲，像一种呼唤，是怀念田野的泥土香，还是回忆淮河
流水的琴弦？

这些老物件，亲切而熟稔，朴实、勤劳、灰头土脸，多么像我相濡
以沫的乡亲。它们不说苦痛，不言艰辛，用粗糙的纹理教会我，如何用
勤劳喂养干瘪的日子……

我看到，手推独轮车的老夫身披余晖从田间归来，笑脸盈盈，与
归燕打着招呼；我看到，村妇轻轻抖下一天的疲惫，织布机上扯起月
光的纱线，一梭一梭，往来复去都是温暖……

在这里，从远古时期到近代，那些传统农具、水利灌溉设备、冬藏
粮储、食物加工等农耕用品，承载着淮河流域的民俗和农耕文化，见
证着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变迁。

追根溯源的钥匙在这里，心中有山水，就能找到根。背井离乡终
会回归，炊烟的方向就是家的方向。

农耕，我们一生的抵达。农耕社会所形成的敬天惜物、天人合一、
勤俭节约的精神，像淮河的流水一样奔腾不息，代代相传。

岁月渐行渐远，乡愁越来越浓……

经 纬 乡 愁
——— 写在霍邱柳编文化博物馆

夕阳的余晖，在淮河的流水上恣意挥洒，倾泻而下，细碎的金子
在水面泛起粼粼波光，随心所欲的美，仿佛一根根锦线，编织着霍邱
人千年不变的梦想。

芦苇和香蒲总是先于荷花抵达彼岸，婀娜摇曳的腰身触摸柔柔
的波浪，岁月终究会让花儿凋谢，绿苇变黄，而梦想的翅膀会始终追
逐着诗和远方。

淮河水静静流过，挺拔黛绿的芦苇、芦狄，迎风摇曳的杞柳，摆叶
晃锤的蒲草，列队在霍邱无边的秋色里等待收割，等待那束弧形的光。

镰刀嚓嚓，像一道道闪电划过，收敛起芦苇、蒲草与杞柳的锋芒。
它们在阳光下曝晒、碾压，或者烘烤，只为剔除内心的空虚，唤出隐藏
的柔韧……

霍邱人管柳编技艺叫做”拧”，那是霍邱女子与生俱来的本事，结
实而灵巧的手指在跳舞，世世代代在柳编里安身立命。

秋风里，草囤、柳筐、苇席、草坛……站成一幅丰收喜悦的模样；
蒲鞋、草帽、蓑衣、草帘……站成一道抵御风雪的栅栏。

霍邱柳编，寻觅一缕乡愁的经纬，“拧”出日月星辰，“拧”出春夏
秋冬。一片苇席，能铺满淮河两岸的田园；一只柳篮，能盛放霍邱的前
世今生……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霍邱柳编的金
字招牌，照亮百姓的小康生活，“编来新房、编来新娘、编来小康、编来
幸福”。柳编户与客商忙着下单、包装，期望有一个双赢的好价格，还
将拥有赞美，获得好名声……

霍邱人的生活比柳编更美。我始终就想不明白，这么美好的人
间，为什么要叫“尘世”呢？淮河岸边无忧无虑的时光，让我想起了童
年，眼眶湿润，再一次原谅了人间所有的痛和苦……

世界第一坝
——— 写在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大坝
未见你时，你是神话；见到你了，你是一堵墙。
你用伟岸的身躯，让巨龙止步；你用肩膀抵住两岸，振臂一呼，锁

住桀骜不驯的淮河。你像一条彩虹，长河卧波，奔腾的河水，两岸的沃
野，被你妆点得如诗如画。多少人仰慕你的景色，不远万里奔你而来，
争睹你这“世界第一坝”的奇观。

汹涌的洪水被你驯服，温顺地靠在你的肩上，随你降落，随你升
高。风在你眼前呼啸，雨在你头顶泼洒，雷声在耳际震响，闪电猛地
来耳光，而你纹丝不动，成就了气势磅礴的世界绝响！

你像一只巨手，把淮河的浪花抚摸，肆虐的河水，不羁的山洪，因
你而变得温顺贤达。老百姓感谢你的馈赠，心怀感恩，享受着水电带
来的光明和幸福。

你沉稳地矗立在淮河中，坚如磐石，让人觉察不到心底的波澜；
你一鸣惊人，让一生的波涛归宿成总长77 . 51公里的“世界第一坝”。
主坝上，城西湖船闸、临淮岗船闸、12孔深孔闸、49孔浅孔闸、14孔姜
塘湖进洪闸，如一线串珠，如天河倒挂，渲染成淮河上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

我耳贴大坝，悉心侧听，远如万鼓齐鸣，近如流水潺潺，弹奏着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交响乐章。

淮河寻根三题
杨万宁

散散 文文 诗诗

昨晚，我就那么地信手一甩，却让我一夜没有睡
好，直到此刻还在意犹未尽地“浮想联翩”……

上家只有6张牌了，见对家一直没有出过炸，我只
好倾其所有，把一个通天同花顺和盘托出。夺得出牌
权后，竟然不加思索地把三个“3”带上两个“K”甩
出去了，手里还有两个“J”，像一对鸡眼睛似的盯着
我发愣。我一看坏了，怎么把刚才准备压上家对子的
一对“k”给打出去了？我想拿回来，可又担心对方说
我耍赖。牌品如人品，诚信大如天。再者，我也担心
“露底”，所以就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听凭牌运的
安排了。

我的“三带两”刚出手就被下家“三K带两”给毙
命了。对家见我只有两张，就拼尽全力出手相救，拿
出了他的“看家武器”六个“10”炸了上家，再打出
一对“5”，意欲送我先走，以夺得头游，继续书写着
我们的“辉煌”。我的上家权衡再三，竟然斗胆打出
一对“J”进行拦截。面对同样大的一对“J”，我只
得在心里暗暗叫苦不迭，后悔刚才的轻率之举。上家
见我无奈放行，狂笑着抛出手中最后的四张“Q”，轻
松获得“头游”，开启了他们本圈的新征程。

本圈开牌伊始，我方牌运亨通，打得顺风顺水，连续
三局“双带”，打5、打8、打J，在对方拿到两个“大鬼”拒
贡的情况下，我舍身取义，丢“卒”保“帅”，再夺得一个头
游。就在“兵”临城下，即将攻“城”夺“地”，有望大获全胜
之际，不想在打“Q”时，竟因为我的“大意失荆州”而跌
入“万劫不复”的惨境。自此，牌风突变，他们长驱直入，
一路高歌猛进，直奔“城”下。在打“A”时，加上我们进贡
的一个“大鬼”和一个“A”，他们共有4个“鬼”，6张A，两
个同花顺，外加3个炸，把我们“炸”得天昏地暗，毫无还
手之力，顺利进“城”……

据考证，掼蛋是一种在华东地区广为流传的扑克
游戏。它综合了“跑得快”“八十分”“斗地主”
“红心5”等多种扑克牌局游戏。掼蛋的最大魅力、最
集中的特点在于变化，在于牌际组合间的变数。

常言道：“人生如牌局。”有的人抓到的是一手
烂牌，却凭着自己的智慧，运筹帷幄，处变不惊，优
化组合，胜不骄，败不馁，沉着应战，把牌打得风生
水起，柳暗花明，实现了人生的成功逆袭，开辟了另
一番新天地。而有的人，抓到的是一手好牌，却贪婪
狂妄、骄傲轻敌、墨守成规，不善于把手中的牌随机
应变地进行重组，更不会与对家精诚合作，抓住节
点，奉献自己，成就对家，实现根本性的合作共赢。

今年暑假，假以消夏避暑之名，借以饭前酒后闲
暇之故，常与邻里和友人掼蛋数圈，竟弄得我一个暑
假没有写几幅字，更没写一篇文
章，这正应了父亲曾经的谆谆告
诫：打鱼摸虾，失误庄稼。打牌
游戏，玩物丧志。今天写此小
文，聊以慰藉我那一度迷茫的灵
魂。

立此存照，常激常励，不懈
不怠！

几个姐姐当中我最喜欢二琴表
姐。

二琴表姐模样生得清秀，又有文
化，二十岁那年被税务部门招考录取
了，分在大市下面的一个乡镇税务所
当征税员。这个工作大家都不是太喜
欢，讨人嫌！舅娘说，二十岁大姑娘
整天人前人后要“睡钱(税)”，说有
多难堪就有多难堪。可二琴表姐却没
这么想，穿着那身税服张铺李店地
跑，蛮像“国家干部”那么回事儿。

一晃好多年，表亲兄弟姐妹陆续长大
成人，有的相距较远，自然走动就少了，
各忙各的，很少再有见到二琴表姐的机
会。

记得二琴表姐是1992年那年出嫁的，
我去喝了喜酒。听媒人介绍，说表姐夫也
是个穿税服的人。婚后，二琴表姐就随着
表姐夫调至毗邻县的某个地方工作。后
来，二琴表姐回娘家的次数就越来越稀
少。偶尔打个电话回来，就听舅娘唠叨：
二琴这个娃呀，也就百把里路程，有甚事
耽误不得呢？像国家干部似的，难道你是
局长？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叨嗦多了，
二琴表姐有时就在电话里应承，等忙完这
阵子，一定回来看娘。

舅娘就在这种巴望中过了春、过了
夏、过了秋，又过了冬……直到有一天，
舅娘病倒了，舅就打了二琴表姐的电话。

舅娘平躺在床上，眼睛暗淡无光，却
执着地瞅着房门外面。

天麻麻黑时，二琴表姐回来了，乘的
是最晚的一班客车。

舅抱怨：单位的车就不能送一趟？
二琴表姐说：眼下正加强税务作风建

设，我怎能带头公车私用呢……
舅很不高兴，嘀咕道，真当自己是根

葱呐……
二琴表姐没吱声，一头扑到舅娘的床

头边，两只眼睛血红血红的。舅娘心疼地
从被窝里抽出手来，拍了拍二琴表姐税服
上的灰尘说：我二琴要是个局长太太就好
了，不受这份罪……

二琴表姐回来后，舅娘的病就好了许
多。晚上，二琴表姐陪床，跟舅娘唠嗑到很
晚。第二天一早，二琴表姐就要回单位，舅
埋怨了她几句，舅娘却在旁边打圆场：让她
去吧，去吧，二琴忙着哩。

二琴表姐走后，舅娘奇迹般康复了。
舅娘逢人便说：过了春，二琴就接我去看
她的新房子哩。可是，过了秋也没见二琴
表姐回来，舅娘就有了满腹的心思，见到
左右邻居就难为情地解释，我二琴是忙
啊，做娘的不能怪她。

那天，镇上财政所的老王在集市上叫
住舅，问舅是不是有个丫头在某某县税务
局当局长。舅想都没想就说搞错了，我二
琴哪有那好命，你是抬举我哦。老王感到
奇怪，说：前天出差还见着她哩，她让我
给你老捎个话，说等忙完主题教育月和政
风建设月活动就回来接她娘过去看房子。

舅听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亏她还记
得娘。

舅娘却听不得这消息，甚局长啊，我
看局长使唤的差不多。不然，怎会那么辛
苦？

也许是想二琴了，也许又是生气二

琴，舅娘狠下心说，腿长自个身上，
她不回来接，我们自个去，看这丫头
究竟玩的什么过节？

舅娘当家，舅跟着，到了邻县，转
了半天才摸到地税务局的门。

舅对门卫说，我找刘二琴。门卫问他
俩是她什么人。舅不高兴，口气有些

“冲”：我是她老子，这是她娘。门卫打开
门，说，刘局长到结对村搞共建活动去
了，上午去的，估计快回来了，要不您二

老先去她办公室歇会，等等？
舅娘嘀咕，二琴真是局长？门卫回过

头来答，难道你们不知道？
门卫带着舅和舅娘径自走进了“局长

办公室”，桌上放着一个方便面的空盒，
旁边有个牌牌。舅探头看了看，果然印着
二琴的名字，很惊讶，却又很不解，这丫
头当了局长咋不告诉我？说说也让娘老子
跟着风光风光啊！

舅娘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这里摸
摸，那里捏捏，小声嘀咕些谁也听不明白
的话，然后，盯着进来倒水的小伙子的税
服说，老头子，我咋就越瞅越觉着这衣服
中看哩？精神，真的很精神吆……

覆覆篑篑由由心心匠匠，，多多奇奇势势逼逼真真。。

盆盆池池幽幽閒閒古古，，拳拳石石翠翠峰峰新新。。

云云淡淡炉炉烟烟合合，，松松滋滋树树影影邻邻。。

不不须须同同谢谢傅傅，，对对此此已已精精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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掼 蛋
黄守浩

家园三千里外
倦鸟乡音，真的累了
我想飞回村庄
将心归还土地
在土地上种满高粱，玉米
筑一笆竹篱小院
让紫藤和牵牛花开在梦乡

在我的小院
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主人
不需要戴上面具
可以肆意地宣泄
所有的东西都是敞敞亮亮的
可以如紫藤和牵牛花
沿着房屋的四角
毫无顾忌地从烛台攀爬上老屋
伸向天空
啄食阳光的米粒

其实，
这原本就是属于我生活的方式

一垄庄稼，结出五谷
从乡村漂泊城市
经历无数跋涉
一身泥土
还是最终的归宿

也许，这就是打工者
所要经历必修的功课
经历是书，即使装订成册
许多东西仍需修正
重新锚定生活一种状态
从一垄土地出发
重新构筑生命的归途
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珍惜每一分，每一秒
把每一个日子都当成修行
把这些年，弄脏了的
重新放进庄稼地里清洗
根在那里
归途就在那里
根，是你永远通向故乡的归途

打 开 时 光 的 记
忆，最难忘的还是故
乡的臭豆腐，由此可
见，注定我是上不了
台面的。

在儿时故乡小城
的街头巷尾，每天都
在 上 演着这样的场
景：一副担子，一 头
小灶油锅，一头木格
案板，油锅小沸，案板上有调料瓶、
竹签。摊主从木格里取出一块块臭
豆腐放入油锅。随着“吱吱”声响，臭
豆腐渐渐转成金黄色，奇特诱人、亦
臭亦香的气息弥漫开来。看着炸好
的臭豆腐一块块放在铁丝篦上滴着
油，孩子们的眼睛就亮了起来。盛进
盘子端上来，摆一小碗红酱，围着简
陋的小食桌，有汉子迫不及待地用
筷子夹住一块，一口咬下去，烫得嘴
里“吸溜哗啦”，一口散酒，一口臭豆
腐，脸上堆满了幸福……一串小小
臭豆腐，却能让人勾起一段回忆、一
个地方、一种思念、一种感受、一份
心情……

徽菜，中国八大名菜之一。它不
仅是徽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安徽

地区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且有很多
有名的徽菜小吃，臭豆腐就在其列，
其名俗气、外陋内秀、平中见奇、源
远流长，一经品味，常令人欲罢不
能。六安的臭豆腐在做法上也有些
与众不同。先用上好的黄豆制成水
豆腐，然后把白嫩的水豆腐压制成
白白的豆腐干子；再把豆腐干加入
到一种卤液中。此处的卤液是最有
讲究的，传说是取开年的第一场雪
融化为水，再用隔年留下的烂咸菜
汁做成，纯绿色、纯天然，没有添加
任何色素，年头越久臭味就越足越
正。把盛放的坛子封好口，再埋到地
底下，数天之后取出，白豆腐已成青
墨色的臭豆腐干了。掰开豆腐干，可
以看到从里面到外面，都是青墨色，

闻闻奇臭，炸熟后直接
刷上摊主备下的调味
酱，趁热食之，香脆可
口，颇有嚼头。

年 少 时 小 城 的 街
头，处处都是这样的摊
子，诱人的“臭”味诱惑
着人们的味蕾，开始三
三两两，待黄昏过后，
买臭豆腐的人 们就越

来越多。有位子的坐着，没位置的簇
拥在油锅周围，不离不弃……

随着生活条件的逐渐好转和城
市发展的与时俱进，很多人对臭豆
腐这样的传统小吃不屑一顾了，又
或者说是城市文明让这些临街的小
食摊慢慢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今
天豪华的酒店丰盛的餐桌上，也许
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小吃，但却早
已 没有了旧
日的感觉，地
道的纯正的
小吃滋味留
给了过去，臭
豆腐情结永
远地留在了
记忆深处。

二琴这个娃哟
查芳熠

臭豆腐情结
欧吉忠

归 途
周 勇

随随
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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