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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叶集荣获中国“文学之乡”称
号，我心里甜蜜蜜的。因为我曾是叶集

《未名文艺》的副主编之一，在任5年倾
注了大量心血。因为参与《未名文艺》的
审稿、校对等工作，使我对家乡的历史
有了进一步了解。

叶集文化底蕴丰厚，素有“文藻之乡”
之称。清朝嘉庆年间，叶集区的洪集就出
现了“窦氏诗歌世家”，出身于书香门第的
窦国华一生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既是一
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又是一名体恤百姓的
好官，他把灵魂温度与人格品质统一了起
来，为后来的官员诗人提供了为官和为文
的楷模，其家族中有多人是受人尊敬的秀
才和诗人，他们写下的大量脍炙人口的诗
歌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在北

京发起成立未名社，未名社积极投身“五
四”新文化运动，以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
学为主，兼及文学创作，是现代文学史上
一个重要社团，鲁迅评价未名社“是一个
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它对推
动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学发展起着重要影
响。未名社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

等6人，其中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
丛芜4人皆为叶集籍作家，并且同在叶集
明强小学读书，在鲁迅、曹靖华离京后他
们成为未名社的实际骨干，因此后人称
这四人为“未名四杰”。著名作家鲁彦周
曾感叹道：“一个小集镇、一个小学校，同
时出现一批作家,这现象非常罕见,而它
就在叶集出现了。”

历史带给叶集人的是一份极具价
值和独特的文化——— 未名文化，为了弘
扬未名文化，现在叶集修了未名湖人民
公园、未名广场、未名路，先后创办了文
学期刊《未名文艺》和微刊《yj未名文
学》，前不久还成立了叶集未名文化研
究会，叶集将用科学的、艺术的审美价
值观挖掘、收集、整理未名文化，让未名
文化走向成功、走出影响。

穿过历史烟云，但见英雄威武。在
受邀协助家乡编写《红色故事》的日日
夜夜里，我无数次地被先烈们的事迹感
动着，他们那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的
身影仿佛就在眼前跃动，他们那宁死不
屈含笑赴刑场的场面令我泪眼模糊。

1921年春，叶集人韦素园与蒋光
慈、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等

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
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

育，寻求救国救

民的革命真理。韦素园等人列席了共产
国际第三次会议，亲耳聆听了列宁同志
的演讲。

1925年，中共党员、霍邱县白塔畈
(今属金寨县)人袁新民等在平岗尧岭
乡建立了农民协会。

1927年10月，中共霍邱县特别支
部在叶集明强小学成立，袁新民任特支
书记。

1929年11月24日，举行了有名的
尧冲暴动，这是“六霍起义”的组成部
分，打响了叶集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第一枪。

1929年5月袁新民在阜阳被捕，随
后入狱，1930年10月9日，袁新民等12
名被捕共产党人被押赴安庆北门外杀
害，在押往刑场途中，沿途群众看见袁
新民等人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
民党新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口
号，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赵赤坪，原名赵慈坪，又名赵善甫，

1902年12月生于叶集镇北街，他参加
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五千群众天安门
大集会，将鲁迅麾下“未名社”作为庇护
所在北京从事过地下工作，曾受霍邱县
党组织委派参加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
讲习所学习。

1947年10月，以叶集为中心的南

霍(邱)固(始)县民主政府成立，赵赤坪
被委任为叶集镇镇长。

赵赤坪一生追随党，执着地为党工作，
就像向日葵那样，党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
方向。参加革命后他7次入狱，6次脱险，最
终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革命战争期间，1100多名叶集儿女

献出生命，艰苦的革命斗争，造就了杨国
夫、陶勇、陈宜贵、桂绍忠、王奎先、张希
才、陈发洪、徐体山8位开国将军和一大
批中共高级干部。
红色，是叶集的底色，革命的火种

在这片热土上得以延续，如今，红色文
化不仅是叶集的一张靓丽名片，更成为
助推叶集经济转型发展、加快城市建设
的精神动力。

退休后，我曾去女儿家住了好几
年，认识了女儿所在单位的几位部队干
部，一天晚饭后在部队大院操场散步，
和一位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退休干部边
走边聊起天来。退休干部问：您老家住
在什么地方？我回答：安徽六安。一听六
安，他非常惊讶：你认识中国作协副主
席徐贵祥吗?我说：不认识，但我知道徐
副主席，他是六安市叶集区人。接着我
们两聊起徐贵祥副主席的《历史的天
空》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事。他说，
徐贵祥是当代著名军旅作家，他的小说
最大特点是塑造的人物有血有肉,个性
鲜活丰满，在这方面他是大旗独树。
聊天是轻松不经意的，但对我心灵的

震撼是深刻的。从那位军队退休干部的语
气神态中，我体会到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
对家乡知名度的提升所起的作用。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我将发
挥一粒微尘的作用，热爱家乡，报效桑
梓，让未名文化永远薪火相传，让红色
文化更加激情壮怀！

打开地图导航，在皖西丰乐河畔的
舒城县棠树乡，可以搜到一个盛产荷花
的村子，名曰三拐村，现为省级美丽乡
村重点示范村。

三拐村是我的故乡，我是喝着带泥
的塘水长大。所以，到老浑身都裹着泥
土气息。
在外时间长了，难免思念故乡，念

叨着那片记忆里的荷花。
今年初夏，回乡探亲。惊喜地发现

家门口多了无数粉红的荷花。车从舒六
公路疾驰，到了三拐村龙泉农业合作
社，待放慢车速时，我被眼前众多淑女
般的荷花醉倒。

不下车，是说不过去的。村里的水田
里满满地盛开着品种不一的荷花，叶绿
花红、迎风招展、铺天盖地，诗意盎然。
曾几何时，美丽的荷花仙子们在这

片贫瘠的田地上扎根安家。田地因了新
生命的加入，便灵动而肥沃起来。荷仙
子们一支支，一族族，雅致闲静地繁衍
生息。微风拂过，游客们在占地1200亩
的华东莲花城里欣赏着她们的妙曼舞
姿。可以喝荷花茶、品荷花宴，弹琴摄
影，忘却烦恼，心拥美好。

来过舒城三拐村的人们都知道，华
东莲花城是安徽省摄影家协会美好乡
村舒城创作基地，育有国内外各类珍品
观赏荷花、睡莲品种。每年荷花盛开的
季节，会引来许多摄影爱好者前往赏
荷、拍摄创作。任新华社陕北分社社长
的陶明先生，便是从当初贫穷的三拐村
走出去的。

他感恩故土，回报家乡，协同吴玉

华女士在地方政府关心下，建成华东莲
花城荷花基地、乡村文化摄影基地和莲
花产品体验中心。目前，供游客观光、
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等多种需求的荷花
宴农家乐、民宿等相应配套设施正逐渐
成型。三拐村助推“莲文化”，以荷为
媒，发展“生态+旅游”特色经济，也让
周边依靠民宿、餐饮、农副产品销售的
村民们增加了收入，尝到了甜头。陶明
先生不仅将浓厚的乡情放在心底，更付
诸行动中。

家乡的那片荷多么让人流连啊。
记得儿时，在三拐附中就读。学校

数百米外有口荷塘，见荷花们在风中摇
曳，心痒痒，中午放学约几个小伙伴偷
偷去荷塘踩藕吃。吃饱玩好光着屁股上
了岸，才发现所有的衣服都失踪了。我
们只得垂头丧气回到教室，讲台上一堆
衣服，老师拿着戒尺威严地等在一旁。
才吃完荷藕，又吃“竹片”，那场景和滋
味，至今在心底反刍。从此，我对荷塘
敬畏起来。

有人说：荷花出淤泥而不染。与荷
相望，我也有了新认知：荷花植根淤
泥，汲取营养，才能站出一片风景。是
淤泥茁壮了荷花，成就了美丽，赋予了
圣洁，何染之有？

离乡前，我悄悄去趟莲花城，与荷
仙子们告别。在田埂上坐坐，看蜻蜓在
荷叶间舞动，看泥鳅在荷塘里游弋。精
心拍几幅田园风光照，力争拍出她们的
神韵与风姿。我期待荷的美感和香气，
与自身的泥土气息相得益彰吧。

丰乐河畔荷飘香，有荷有景有情味。

生长在淮河岸边的人，大都熟悉
“四句推子”和“大把戏”的，作为沿淮
地方曲艺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淮河两岸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流行色”。

我是土生土长的“淮上人家”子
弟，孩童时期的耳濡目染，让我对“四
句推子”和“大把戏”留下了极为深刻
的印象，而对于一个不爱听“戏”的小
孩子来说，“大把戏”给我留下记忆更
为深刻。
说起“大把戏”，在我们中国也叫

“杂技”、“杂耍”，西方则称之为“马
戏”。现代人在电视上看的多了去了，
不足为奇；而在那个年代，能看上一
场“大把戏”，实属难得。记得有一天，
听三叔说，有“大把戏”明天从润河集
来俺们大队演出，并说有“上高山坐
大椅”、有“过刀山火海”、有“顶海碗
走钢丝”等，好玩着呢！听后的我，欢
呼雀跃，兴奋得一夜没睡着觉。

第二天，我早早地搬了一条大板
凳在搭好的戏台前抢了个好位置，听
着聚集在台前的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吹
着道听途说的“精彩”，我心中充满了
一睹为快的渴望。整个小村子沸腾
了，人们像过年一样，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愉快的神采。大人们忙着“派
钱”、“派粮”、给演员准备“伙食”，三叔是生产队
长，不停地吆喝着忙前忙后，严然是个“主持者”。

“大把戏”到来后，男女老少都用好奇的眼光打
量着他们，走前走后，总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
子。晌午饭刚过，十里八村来观看的人群越聚越多，
可谓人山人海。我骑在站大板凳上的三叔脖子上，
能够看到整个全景。戏台上的道具布置停当后，“大
把戏”开演。上来出场的是几个男女演员“捏腰”和

“翻筋斗”，接下来的是敲锣“耍猴”和“顶水缸”；在
一片叫好声中，“重头戏”出场了，看着那“过刀山火
海”的惊险，“上高山坐大椅”的玄乎，让我惊讶得瞪
大了眼睛。而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走钢丝”。

“下一个节目是顶海碗走钢丝”，随着报幕员
的话音刚落，一个脸上涂着胭脂、头扎红头绳的小
女孩蹦跳着走上了台，“大把戏”的主持介绍说：

“小演员只有11岁，但她人小志气大，请社员同志
们看她的表演。”紧接着，小女孩身轻如燕地落在

了 搭
设好的钢
丝的一端，然
后把8个海碗放
在自己头上，随即
锣声一响，“顶海碗走
钢丝”开始。

再看小女孩双臂平
展，颤悠悠地在钢丝上向前
移动，人们都睁大了眼睛，心
提到了嗓子眼，我更是大气都
不敢出，正当小女孩走到钢丝的
一半时，突然响起了她那带有

“侉腔”的清脆歌声：“毛主席的大
儿子名叫毛岸英吔，在朝鲜战场上
光荣牺牲，俺们要学习他英勇的精
神……”
她边走边唱，大家先是倾耳聆

听，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赞美
之声不绝于耳，三婶子说“这谁家的
闺女真过劲，顶碗走钢丝，还能唱
歌”，大伯接口说“她这是有幼功呢，长
大了肯定能干大事，当国家的人”……

总之，赞赏的人很多，这个节目很受欢迎，让整个
演出达到了高潮，无疑是个“压台大戏”，我在兴
奋中，也跟着哇哇叫喊着，至于最后是怎么散场
的，我确也记不清了。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到家乡，总是不由自

主地走上淮河大坝，在那曾经演过“大把戏”的
地方久久驻足沉思。抚今追昔，饱览着淮河两
岸的无限风光，品味着那远去的岁月，让人
感慨万千！是呀，正是“四句推子”、“大把
戏”这些独具乡土气息的民间曲艺打造
了灿烂的“淮河文化”，并伴随着我们的
成长，而深深地置根在永恒的记忆之
中，时刻涌动着无尽的淮河情思，无
论走到哪里，都成为淮河儿女永远
不能忘怀的根本。

这几天趁着伏天高温，在家
里盘伏，从柜子里又把一箱布鞋
搬了出来，一字排开，在太阳底
下暴晒。

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媳妇
陪嫁的嫁鞋。当年媳妇一共带
过来三十六双，谓之六六大顺。
我们穿掉了不少，现在还剩十
几双。这些嫁鞋都是灯芯绒面，
千层底，有几双鞋底还有漂亮
的图案。虽然放了二十多年，但
是鞋子依然崭新如初，漆黑的鞋
面，雪白的鞋底，那整齐细密的
针脚显示着当年做鞋人的精心。
过去，我们这里的女儿出嫁，

嫁妆丰厚，其中嫁鞋必不可少。嫁
鞋是女方给自己和未来的丈夫做
的布鞋，也有少量的嫁鞋是送给未
来的公婆或者小叔子、小姑子的。

嫁鞋一般都是用灯芯绒面料和
千层底做成。不要小看一双小小的
嫁鞋，做起来可不容易。首先要确定
嫁鞋做给谁穿，然后索要对方的鞋
码，根据鞋码和脚的胖瘦用纸剪好
鞋样，用浆裱布照着鞋样做鞋帮，鞋

帮做好了再蒙上灯芯绒布，鞋面就
做好了。做鞋底更耗工夫，把白粗布
一层一层铺好，达到一定的厚度，用
大针脚固定，照着鞋底样子剪好，用
麻线逐针纳好。再把鞋面和鞋底缝
合在一起，用切刀切去鞋底周围的
毛边，一双嫁鞋才算完工。
殷实厚道之家嫁女，嫁鞋几十

上百双的都有，一般情况下有十来
双就不错了。

嫁鞋有自己做的，有父母做的，
有闺蜜做的，有邻居做的。女儿到了
一定的年龄，找好了婆家，有算计的
人家往往就开始准备嫁妆，嫁鞋耗
时耗力，需要提前一两年准备。有的
女儿心灵手巧，针线活做得麻利讲
究，大部分嫁鞋都由自己亲手做。忙
不过来了，便请相宜的人帮忙。答应
帮人家做嫁鞋不是随口的事儿，鞋

子做得不讲究，会影响女方的名声。
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得漂漂亮亮的。
过去人们生活节奏慢，没有那么多
事儿。阴雨天里，左邻右舍相互串
门，人人手里拿一双鞋底，边聊天边
纳鞋底。遇上了不会的，还可以相互
交流帮忙。邻里和睦，做嫁鞋是情
谊，是相互帮忙的事儿。今年给张家
小妹妹做，明年给李家小姐姐做，后
年说不定就请人给自己做嫁鞋了。

给别人做嫁鞋是大显身手的好
机会。做鞋的人往往暗地里较着劲
儿，都想交鞋的时候，众多的嫁鞋放
在一起，自己做的嫁鞋是最亮眼的
那一双或者几双，这最能显示自己
的心灵手巧，非常争脸面值得骄傲。
因此，嫁鞋做得越来越漂亮，款式也
越来越多。嫁鞋的款式主要体现在
鞋口上，常见的鞋口款式有气眼的，

松紧带的，也有简单的大口鞋。为了
让自己做得嫁鞋超过别人，也有人
在鞋底上做文章，把麻线用颜料染
红，纳成各种好看的图案。还有的人
会偷偷在嫁鞋上做一个记号，看着
结婚的人穿着自己做的嫁鞋，就得
意地说：这嫁鞋是我做的呢！看着对
方那漂亮又合脚的嫁鞋，那感觉比
吃了蜜还甜。

如今，各种款式的鞋子摆满了鞋
架，我们很少再穿媳妇在家做姑娘时
千针万线做的嫁鞋，但是我们都把这
些嫁鞋当作宝贝珍藏着，成了我们家
的老物件，是媳妇当年用情的见证，
也留存着她的闺蜜、亲友的余香。也
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后辈偶尔
从旧柜子里翻出了这一箱嫁鞋，惊喜
地说：看呐，还有一箱老布鞋！

淮淮
河河
岸岸
边边
﹃﹃
大大
把把
戏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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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月空，山朦
胧、树朦胧，秋虫在呢哝……这首当年
耳熟能详的歌曲，意味深长，曲调优
美，朗朗上口，曾经风靡一时。

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在耳畔响起，眼
前立刻就会浮现那个清秋的晚上，秋雨
才停，秋风轻轻吹来，秋虫争先恐后地
奏响秋的乐章；正值青春年少的我，怀
抱吉他，静坐在窗前，满怀深情地弹唱
这首歌的情景。

而今识尽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
秋。喜欢秋天，因为秋天带给人们的是
凉爽、舒心、恬静和温馨，人们可以尽
情领略这个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的季节
所带来的别样风景。喜欢秋天，因为秋
天也属于秋虫的季节，能够欣赏到秋虫
那美妙、动听的奏鸣曲，给静怡、清爽
的秋夜增添无穷的魅力和情趣。喜欢秋
天,其实最早源于对秋虫的钟情，始于
对鲁迅先生笔下“百草园”的顶礼膜
拜。

儿时的日子虽然过得穷点，而暑假
生活却是天真烂漫、无拘无束、自由奔
放的，房前屋后，巷口胡同，郊外田园，
到处都是秋虫的欢乐世界。特别是一些
无人居住的老屋，邻居的院墙，残垣断
壁的老房，都是我们小伙伴捕捉秋虫的
战场。

夏虫喧闹，秋虫呢喃。鸣虫分为秋
虫和冬虫，这是人们几百年来从玩赏鸣
虫的实践中划分的。秋虫是指立秋以后
从自然界逮来的鸣虫，除了蛐蛐儿外还
有其他如蛉虫类等。冬虫指的是冬天人
工精养，怀揣聆听其鸣叫声的鸣虫。鸣
虫从昆虫学上讲可以分为两类，即蟋蟀
类：如蛐蛐、金钟、油葫芦、梆子头以及
南方各种蛉虫类，大约1000多种，螽斯
类：包括蝈蝈、扎嘴和纺织娘一类。蝈
蝈是螽斯类鸣叫昆虫的主要代表。我国
疆土辽阔，以上两类鸣虫全国各地都有
栖息。

人们将蟋蟀、金钟、油葫芦、蝈蝈称
为“四大鸣虫”。每到夏末秋初，蟋蟀开
始在草丛瓦砾中吟唱。夜间和凌晨尤
然，盈盈悦耳，是捕捉的好时机，一待
太阳高升，便销声匿迹，不易发现行
踪。因此每当夜深人静我便悄悄起身出

门，伴随着草木沾满露珠细心寻觅，
“蛐蛐蛐蛐”蟋蟀的叫声，此刻起此彼
伏，响成一片。心虽狂跳，但要克制。需
猫下身子，仔细辨听，小心靠近，然后
锁定范围。清除围障，所有这些都可能
惊动它而停声。这时可耐心静待，密切
观察，因为好的蟋蟀，反应敏捷，遇到
威胁会即刻蹦跳藏匿。每遇此情，需果
断出手将其逮住，否则几无捉到可能；
若仍在原处，必然再复鸣叫，于是可见
其踪迹，将其逮住。

捉蟋蟀实在是个苦差事，经常会碰
到蜈蚣、蚂蟥、蟾蜍、壁虎一类的。好的
蟋蟀，一定是头大项宽，体态健硕，翅
翼发光。入罐之后要有适应期，如有老
罐，冷暖干湿相宜，适应的时间就比较
短，俗称“服罐”。揭开罐盖，但见毫须
四触，昂首蹬腿，一副随时迎敌的气
势，必是好品；若瞎蹦瞎跳，乱蹿一气，

那就如同鸡肋了。
白露过后是蟋蟀开战的好时节，两

强相遇，毫须一触，迎面便斗，一场下
来，必分胜负。它们之间的搏斗，不惧
对手的强大，有时从侧面或贴着罐底发
起攻击，但决不施阴谋诡计，全凭实
力，直至一方耗尽体能，无法再战，才
能见分晓。胜者以呜叫庆祝，败者则悄
无声息，沿罐爬行，一副“心悦诚服”、

“俯首称臣”的样子。每每参加巷子里
的蛐蛐比赛，斩获胜利，那个高兴地劲
儿真比吃了蜜还甜呢，无形之中给漫长
的暑假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天下蟋蟀数宁津。宁津虫以其体魄
魁伟，牙齿尖利，斗性凶猛而闻名于
世。传说风流皇帝宋徽宗酷爱玩蟋蟀，
被金兵俘虏后，押送金国，路过山东宁
津，突然随行的行李散了，从车上掉下
来一个小罐，里头蹦出一只高大威武的
蟋蟀。宋徽宗睹此爱虫，思念故国，不
禁黯然神伤，垂泪对蟋蟀说，你走吧，
八百年后，你会称雄华夏的。正好800
年后，在宁津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蟋蟀文
化节，宁津蟋蟀过关斩将，拔得头筹。
这个故事虽带有传奇色彩，但它恰好说
明中国虫文化底蕴的博大精深。

秋虫惹人喜爱，千万不要玩物丧志
哟！

她是一酒店的服务生。我不知道她真实的姓
名，在我的文字里，我就叫她丫丫吧。丫丫是我对
所有女孩子的爱称。她的家居于远离市区的霍邱
县花园镇的乡下。

那天中午，我拎着酒水去本市的一所大酒店
就餐。在通往包间的入口处被一群服务生问询将
要就餐的包间。我说了包间的名字，其中就有一个
女孩子走上前来接过我手里的酒水。

她说：＂ 阿姨，您跟我来吧！”跟在她后面，三
拐两绕地来到我订的包间。

这个女孩子皮肤偏黑，脸盘子圆乎乎的。因为年
轻的原因吧，眼晴特别亮。她没有像其它服务生那样
浓妆艳抹，连口红都没有搽。中长的头发在脑后挽成
个精致可爱的小丸子，整个人看上去清纯、朴素。因
这清纯、朴素，我便由心底对她产生了亲切感。
进到包间，放置好酒水，她先给我泡杯茶递过来。

接着，她就去开房间的灯和空调，再拉起房间里每个
窗子上厚重的窗帘，留下白色的纱布帘子。这样，原本
昏暗的房间便亮堂起来。她做这些轻车熟路。
因为家人都还没到，见我一个人坐着，她一边

忙手中的事，一边和我随意说话。话匣子一打开，
真正聊的话题倒是她了。

我问到她在那个店做服务生多久了，一个月的收入最多是多少。
她说在这个店做了已经半年。去年，也就是2021年之前都是在上海做

工，也是做酒店服务生。因为疫情，就没再去上海。她在这里做工，所有该得
的加起来也就在3500元，她说还好。言下之意，很满足。我问她每天忙不忙、
感觉累不累。她说忙倒是挺忙的，她是负责两个厅的上菜、打扫，若两个厅
同时有客，她就会比较忙。累的感觉还算好，因为休息休息就好了。嗯！倒底
是年轻的原因啊！

她还愉快地告诉我说在六安做事不用付许多房租，一年也就在3500
元。我很诧异，是什么条件的房子才值这么个价格。我说那房子肯定是一个
环境非常差的地方。

她说条件好着呢，就在距离酒店不远的村子里，一间大瓦房，住在里面
足够宽敞。大夏天的，不用开空调，电风扇不开都凉快。村子离淠河近，晚上
下班早还可以到河边走走，呼吸新鲜空气。她说到这，脸上表现出十分的惬
意与陶醉。

她还不无自毫地和我说她在村庄的旁边开了一块地，她在那地里种上
生菜、小青菜、黄瓜。四月份疫情突发，市内防疫封控期间，大家都在网上抢
菜，她不用，她只管吃自己种的蔬菜。许多人都被隔离在楼上，足不出户，她
能自在地在河边田埂上游走。那种幸福感，只有拥有过身心自由的人才能
体会到。
我说当前的疫情还是很严峻的，你有没有担心过会失业啊。她说不会

啊，不行就回家种地呗，饿不到人
的。
是啊！现在，有谁还能被饿着？
丫丫在和我说这些时，眉宇

间全是轻松和快乐，丝毫没有对
生活压力叹息的痕迹。

我知道，丫丫的快乐就是“简
单”这个词儿。

丰丰乐乐河河畔畔荷荷飘飘香香
胡先友

文文 化化 叶叶 集集
丁丁仕仕龙龙

一 箱 嫁 鞋
杨兆宏

一叶从大别山中来
在木炭火上，
八百度的高温锻造
一叶被淠河水冲泡
清香沿父老脸上的沟壑，
缓缓流淌

一叶浸透清明的雨
一叶饱吸谷雨的风
绿而香的这一片叶
繁华了整个六安的春
芬芳了古皋青石巷里，
清透的雨声

一叶被红色的土壤孕育
挺立的姿态，遥望百年风骨
一叶在粗糙的掌心翻舞
灿烂的笑容，讲述脱贫故事

一叶在血与火中蓬勃
一叶在苦与累里绽放
古法的老火穿透历史
温暖今天
青而壮的这一片叶
在枝头，在杯中，
在时代的怀抱里
沉淀最浓郁的，奋斗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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