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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岁月是一条流淌的河，记忆就如一艘
逆行的小舟。但是，记忆越靠近人生的起航
处，承载得就会越多、越重……今年 81 岁
的铜陵学院退休教师叶葆菁，在铜陵工作
了 36 年，将人生最美好的 18 年青春年华
奉献给铜陵有色公司。他说，有色是他的
根，他曾在铜陵有色这个大家庭里工作、学
习和生活，这里有他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7 月下旬，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组宣部
领导听说叶葆菁将自己多年珍藏的一些文
献资料捐献给了市档案馆，就立即与叶老
联系，想征集和复制一些与铜陵有色有关
的史料。在征得同意后，笔者日前在叶葆菁
位于铜陵学院旁的“匆匆书屋”拜访了他。
叶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边展示他收藏
的与铜陵有色公司有关的老物件，一边跟
笔者述说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鼓舞人心的表彰会

1964 年 3 月 28 日，铜官山有色金属
公司召开先进集体、先进生产（工作）者庆
功大会。会议在工人俱乐部大礼堂中召开。
叶葆菁当时作为公司五好青年参加了会
议，并保存了整个会议的议程序册。

从会议程序册上可以看到，几点钟集
合哪个人带队、带到哪，哪个人放鞭炮，哪
个打锣鼓、少先队怎么集合、先表彰哪个后
表彰哪个……安排得非常细，做到十分精
准。叶老说，现在开表彰会，会议议程一般
首先是领导讲话，然后宣读表彰决定，接着
发奖牌（证书），最后是会后领奖金。当时
的表彰会可不是这么开的，当会上要表彰
哪个先进时，不像现在只念姓名或简单念
下其事迹，而是锣鼓一敲，要么朗诵，要么
唱歌，要么三句半，要么跳舞，这样来表扬
受表彰者，气氛热烈，形象生动，令人难忘。

那天庆功会上，当会议执行主席宣布
大会开始，他先来四句诗，然后幕间配乐朗
诵。朗诵者一起合诵：“迎春花开红又红，
那一位上台摆头功？”老庙矿何忠兴紧接
喊上：“我给 522摆头功！”老庙矿何忠兴
首先上台与 522HP 压风机机组成员握手，
然后又有几个人上台为压风机机组摆功，
台下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是公司
宣传队的“三句半”、老庙矿实习队合唱，
分别为机压风机机组颂功，最后幕间朗诵
“压风机了不起，出矿打眼全亏你；12 年
安全无事故，运转战线树红旗。”“运转战
线创奇迹，生产战线也有志气；炼铜战士来
庆功，铜水映红了大红旗。”接着，冶炼厂
开始摆功了……类此下去，先进集体和先
进人物一个个有序地进行摆功，高潮一个
接着一个……

当庆功会开了一半时，大礼堂的灯突
然熄灭了。会场执行主席灵机一动，大声地
说：“哎呀！我们的庆功会开得好啊！这么
热烈，大家这么高的热情，都将保险丝给震
爆了！大家不要着急，等一会就好……”电
工更换保险丝后，庆功会继续进行……什
么“三句半”、朗诵，还有相声，一个接一
个，最后一个受表彰的是被毛主席亲切接
见的打眼工叶尚初。文工团开始朗诵：“打
眼标兵叶尚初，赤胆忠心为革命；冶金部党
委发号召，人人学习叶尚初”……

虽然时光已过去了 60 多年，但往事
历历在目，庆功大会会场上热闹的场景还
在叶老脑海中浮现，他说庆功会是那么鼓
舞人心！

火热的业余文化生活

1962 年的 7 月，24 岁的叶葆菁从西
安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本可分配到北京工
作，但是他要求回安徽老家参加建设，就这
样被分配到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铜陵有
色金属集团公司的前身）。叶葆菁说，他初
到铜官山时，生活条件和办公条件都十分
艰苦，但是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却非常火

热，十分丰富。
叶老现保存了一张 1964 年 11 月份的

《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工人俱乐部活动月
报》，当时工会正好要更换 11 月份旧月报、
张贴 12月份新月报时，他向工会人员将旧
月报要过来。别看这只是一张小小的月报，
但上面承载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笔者粗看
了一下，文艺方面有：周末文艺晚会，内容是
音乐、舞蹈、曲艺，由单位职工业余文工团联
合演出；戏剧专场晚会，内容是参加铜陵市
1964 年度职工业余文艺会演获奖节目《矿
斧》、《两把瓦刀》、《打铜锣》 等，由老庙
矿、建设公司、井巷工程处三个单位的业余
文工团演出。体育方面有：铜陵市职工乙级
篮球联赛、乒乓球友谊赛、业余象棋队活动
安排，羽毛球、康乐球、围棋、扑克、气枪等各
种游艺活动开放要求。思想教育方面有：叶
尚初进京观礼报告会、退休老工人桂万成忆
苦思甜报告会、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座、南
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
五好集体和五好职工先进事迹展等。业余兴
趣方面有：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业余美术
爱好者座谈会、职工业余美术训练班开课时
间等……

《工人俱乐部活动月报》下方，还有一
些新书介绍内容，真是包罗万象、活动内容
丰富多彩。叶老说，那时业余文化活动大都
是让职工自己参与，而不是简单地让职工当
观众，所以职工主动参加的比较多。

多彩的诗意人生

叶葆菁保存有四期当年铜官山有色金
属公司业余文学创作中心组编辑的文学刊物
《铜花》，时间是 1963 年 12月至 1964年 6
月，有一期上面发表了一首叶老当年赞美铜
官山矿卷扬班爱护设备而创作的诗歌 《雨
布》。60年代，由于工作忙、任务重，叶葆菁
没有过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他是单位里
的宣传委员，工作之余要出黑板报，还要教单
位员工唱歌，由于工作突出，铜官山有色金属
公司工会还授予他“优秀教歌员”证书。

叶老说，当年他大学刚毕业，文化水平
相对较好，有许多文学青年拿自己创作的作
品让他看。他也热心地帮助他们修改，把他
们带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其中有些青工
后来已成为铜陵市、乃至国内有影响的著名
作家。叶老自谦地说，因为他的专业是搞建
筑，没有很好的研究文学，他自己的文学水
平还是原地踏步，在文学上只能算是混得好
玩。叶老业余喜爱搞文学创作，曾在许多报
刊上发表过许多诗歌、散文、科普文学作品，
其中诗歌就发表过 200 多首。他曾任铜陵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卸任后被聘为铜陵市作
家协会名誉主席。2017 年底，铜陵市文联举
办了“叶葆菁诗歌朗诵会”。

叶葆菁的人生不仅充满诗意，而且他在
自己的专业上建树斐然。他初到铜官山有色
金属公司时，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选矿厂球
磨机基础设计。他在铜陵有色工作的 18 年
中，参加大大小小的工程设计不计其数，其
中包括铜陵有色集团公司现在在用的办公
大楼、工人医院综合楼（现市立医院）和动
力厂的上引法车间、铜山矿石灰乳化车间
等。铜陵有色公司办公大楼现被铜陵市列为
文物保护单位。叶老是中国建筑学会会员、
安徽省建设工程投标评标专家和铜陵市城
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是双师型的专业教
师，先后从事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建筑施
工、城市规划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工作，取
得了骄人的业绩，主持或参与设计工业与民
用建筑项目 50余个，参与审查的项目逾千。
叶老教书育人 20多年，桃李成蹊，为铜陵学
院土建专业的创建和培养近千名土建专业
中高级人才作出了贡献，曾被评为安徽省优
秀教师，被选为铜陵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2012 年，他所在的铜陵学院为他举办了
“叶葆菁从业五十周年座谈会”，铜陵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及建筑界专家 50多
人出席。2017 年，他将 200 多册建筑专业工
具书捐献给他曾工作的铜陵学院，把书留给
他的学生，继续发挥他的余热。

激情燃烧的岁月
———访铜陵学院退休教师叶葆菁

□方咸达 钱庆华

□王昶发

其一寿命

内避领土食纷争，
天择敌寡破土时。
二三五七十七年，
质数佑我生不息。

其二羽化

夏夜初上一时辰，
最是脱壳风浪尖。
有心无心皆闭关，
自然羽化飞冲天。

其三美食

谁言孩儿地下淘？
而今若虫身价高。
哪怕煎炸成美食，
不枉蛋白王一遭。
未等高飞放声唱，
将功补过是正道。

蝉儿三咏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就听说
河北省石家庄市附近有个千年山顶古
寨———抱犊寨风景独特诱人，值得到此一
游。但因种种原因，两次路过石家庄都未能
成行。今年 4 月 25 日，我终于梦想成真，
高兴地站在抱犊寨的寨墙边高呼：“抱犊
寨，我终于来了！”

抱犊寨是国家级 4A 级旅游风景区，
距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原鹿泉市）西
约五六公里路程，是一处集历史人文和自
然风光为一体的名山古寨。抱犊寨古称抱
犊山，又名萆山。公元前 204 年，西汉名将
韩信率领大军在萆山设伏，背水一战，大破
赵国军队，从此，抱犊寨成了历代兵家必争
之地。后经历代大兴土木建设，在方圆不足
六平方公里的山顶悬崖峭壁修筑寨墙、城
堡、钟楼。为纪念韩信大破赵军的伟绩，人
们又在寨墙的南天门附近修筑了韩信祠和
韩信点将台。

远观抱犊寨，山高也不过五六百米。近
观则峭壁如削，壁立千仞，攀爬到山顶最少
也要三四个小时，如今有了索道横空，缆车
来往，直达寨顶。啊，原来山顶平旷坦夷，草
木繁茂，寨城逶迤，天门高耸，池水清莹，宫
墙掩映，“天下奇寨”“抱犊福地”“全国最
大山顶森林”的美称果不虚传！

我们在寨内游玩时看到有“北岳佐命”
的石刻，据导游介绍，这是明代著名道士张三
丰曾游历抱犊寨时留下的圣迹，因此，在我国
道教的典籍中，抱犊寨被列为“北岳佐命”。

改革开放以后，石家庄市政府加快对抱
犊寨的投资与开发，恢复修建了全国最大的
山顶地下石雕五百罗汉堂、道教圣地金阙
宫、华厦千龙壁，牛郎织女家，还修建了韩信
文化苑和洞底浮雕万佛洞。

难忘啊，抱犊寨！古人有“天下第一奇
观”的赞誉，而我至今还有“兵家战场、世外
桃源、人间福地、天堂幻觉”的美感。

天下奇观———抱犊寨
□殷修武

当我还陶醉在夏花的绚烂馨香之
中，秋就这样轻悄悄地、蹑手蹑脚地翩然
而至，披着轻轻浅浅的秋色，和着轻轻柔
柔的秋声，“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秋风吹雨过南楼，一夜新凉是
立秋”，听风儿沙沙，你如梦里飞花、
落叶枯蝶乘风而来；听冷雨潇潇，你如
烟似雾，飘飘洒洒地轻盈入梦。古代分
立秋为三候：“初侯凉风至”，我们这
时虽还处于三伏秋老虎的淫威中，但
“烦暑郁未退，凉飙潜已起”，立秋后，
不管白天如何酷热，早晚已有习习凉
风，也就凉快多了！秋风秋雨渐渐凉，
“天暑正三伏，雨来俄九秋”，秋雨淅
沥响，秋风初报凉，“雨暗初疑暮，云
开已变秋”。

“萧疏桐叶上，月白露初团”，你
衔着晨露的第一颗晶莹而来，扑闪着
如星星般水汪汪的善睐明眸，五彩斑
斓的秋衣上缀满闪亮的珍珠。“二侯
白露降”，昼夜温差，使空气中的水蒸

气在清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
莹的露珠，“夜漏向深秋始觉，一天星
湿露华明”。

“虫鸣风雨夕，萤点薜萝墙”，你
轻吟浅唱着妙响天籁而来，迈着青莲
细碎的步子，踩着平平仄仄的拍子，哼
着低回婉转的调子。“三侯寒蝉鸣”，
“夜来一雨将秋至，今晚蝉声始报
秋”，在一叶知秋中，蝉儿也在叫着
“知了，知了”，好像在告诉人们炎夏
即将过去。“绿树鸣蝉又早秋”，这时
的树还是绿的，但蝉已不如酷暑中那
么聒噪，“蝉噪乘凉江雨轻”，“池水
渐凉蝉唱稀”，倒像是在轻唱着柳永
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
骤雨初歇”。是啊，听蝉心中愁，离人

心上秋，“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
落清秋节”，自古不知有多少悲秋伤
离的诗词，白居易也曾悲叹：“一与故
人别，再见新蝉鸣”，“故人千万里，新
蝉三两声”。“断蝉抱柳咽残月”，“唯
有蝉声催白头”。秋虫呢哝中，除了秋
蝉，蟋蟀和蝈蝈等也加入了这场告别
演出的合唱，争先恐后地报秋鸣，“立
秋欲试鸣虫候，砚北先听蝈蝈声”，
“秋近梧桐已摇落，阴生蟋蟀最先知。
已产蟋蟀呼秋至，渐觉灯檠与夜宜”。
这让白居易也忍不住弹着琵琶长恨，
和着这如泣如诉的虫鸣，低酌浅唱：
“暗虫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
犹恐愁人暂得睡，声声移近卧床前。”
秋气吾所爱，秋声吾爱听。你和着秋声

起舞弄清影，不知天上人间；你用轻浅
的芳墨描画着淡淡的秋色，送来丝丝
的清凉，如花至半开，酒至微醺的轻酌
浅醉，不冷不热，刚刚好，“夏欲尽头
秋欲初，小凉未苦爽肌肤”，“暑赦如
闻降德音，一凉欢喜万人心”。“但喜
烦暑退，不惜光阴催”，虽也有半醒中
年惜流芳的感伤，但还是微笑着对自
己说：“岁华过半休惆怅，且对西风贺
立秋”，“今日自须欣喜，明朝池上秋
风。听雨如听古乐，得书似得良朋”，
“是夕凉飙起，闲境入幽情。夜茶一两
杓，秋吟三数声”，在这夜凉如水的秋
夜，风儿轻柔地撩起季节的衣襟，秋意
水般空灵地在半空流淌，洗涤内心的
繁芜，我坐在浅秋的光韵里，做着秋
梦，静听缠绵的弦音，一本书，一杯茶，
书香幽幽，茶香袅袅，风儿沙沙，雨声
潇潇，虫声寂寂，诵诗侧听浅秋轻吟，
妙响涤尘，天籁洗心，岁月静好，清宁
安然！

且对西风贺立秋
□宋 莺

秋
色

余
弦

摄

每年一到小暑季节，我都情不自
禁地想到近四十年前老家农村的
“双抢”来。

什么是“双抢”，即夏季农忙季
节水稻的抢收和抢种。说到双抢，城
里孩子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就是农
村九零后孩子对其印象和感受也是
逐渐模糊和淡化了。但八零前时代
的绝大多数农村人是知道，并会刻
骨铭心的。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
金黄，进入收割季节，紧随其中的晚
稻抢种也刻不容缓，否则，一旦季节
进入立秋，前后播插的秧苗及成长
便明显的“判若两人”。这就是季节
的魔力，农种之人大多是知其规律
的。

正因为如此，抢收和抢种便需
同时交错进行，与时间赛跑，便是争
产创收的前提保证。而每逢此季，高
温又是每日的主题，让人在苦累中
频增许多煎熬。与现在现代化、机械
化作业不同，三十多年前的农村，所
有农活均要靠人工一点一滴去完
成，不仅速度慢，劳作的人们整日里
泡在炎热的空旷里，根本就不是挥
汗如雨那么简单的。

但繁重的劳作还不是最主要

的，高温季节时的消暑以及那时生
活的简朴又给我们增添许多的烦恼
和惆怅。双抢的二十多天，一年中最
热的时候，一天苦累近十四个小时
的人们，还要再受高温酷暑的折磨。
及至日落歇息，而酷热仍旧难当，大
汗淋漓之时，还必须手不停歇地用
手中蒲扇摇动些许清风。劳累一天
好不容易要上床休息了，又因闷热
久久难眠。但疲倦仍有强大的魔力，
让手不停歇的蒲扇一次次在不自觉
的无意识中脱去，只留下床上那些
比身子还长的汗水印记。

那时节对我来说，每时每刻均
感觉身处炼狱之中。因为，自幼身体
单薄生病的我，每日里须与父母兄
弟一起到田间地头，吃的苦自然也
比他们要多些，尤其是全身无处不
在的酸痛，及暴晒脱皮后劳作时的
刺痛。但我必须这样去做，不能偷
懒，因为那时家中只有我一个人读
书，而我读书需要的费用是他们平
日里辛勤劳作挣来的，我要有感恩
之心。也正因为如此，我在劳累之
后，还必须见缝插针地加倍学习，目
的只有一个：考上大学。有了目标，
就有了动力，以至于炎热多蚊的夏

季，我均能克服种种困难，甚至采取双
脚置于水桶中降温驱蚊的办法来抓紧
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家人鼓励与
自我努力下，我终如愿以偿，跳出“农
门”，逐渐告别了“双抢”。

但“双抢”的艰辛在我思想上的
烙印是深的，时隔多年，挥之不去，并
影响到我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大学毕
业后，我工作分配到边远矿山工作，那
走出农门又入山沟的理想落差，让我
一时精神不振。随后的岗位三班制跟
班实习及矿山生活的单调，更让人五
心烦躁。得知我的心情，老家中的父母
给我来信了，让我抽空回去帮家里
“双抢”。一听到“双抢”，我顿生恐
惧，但还是请了几天假回到老家。见我
真的回来了，父母却没有高兴喜悦的
样子，也没让我真的下田干活，但我很
快便明白了二老的良苦用心。回到单
位，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感觉什么
苦累和无聊，都不能与“双抢”中经受
的苦辣相比。于是，工作生活中我更积
极向上了，不到五年我便走上车间领
导岗位。

接着便是后来的成家立业，其间
的工作生活中掺杂的烦恼也不断袭
来。但每逢此时，我就想起“双抢”时
的酸苦，又顿觉清爽欣慰了许多，并从
中频增出许多的勇气和信心来。是啊，
我要感谢“双抢”，是它的艰辛在时时
鞭策着我，让我在今后的人生征程中始
终能不忘初心，克服困难，继续前行。

时常想起“双抢”苦
□盛叶彬

一碗普通的手擀面，味道二十
余年没有变，却能留得住老客户，又
吸引来新顾客，靠的是什么？还真不
好说。

记得刚来矿山上班时，有一家
东北老两口开的面摊馆，老爷子是
驻矿某东北施工单位的老员工，老
伴因为常年陪伴他，就开了这家面
摊馆，没想到生意却格外的好。可能
是东北人擅长面食制作，所以擀出
的面条细长筋道有嚼劲，尤其是那
面汤确实让面条的味道变得鲜美独
特让人欲罢不能。

其实，面汤看上去很简单，就放
在一口广口的瓦盆里，如酱油一般
的颜色，有点像卤汁，里面还放有很
小的土豆丁。下面条时，先将大锅里
的水烧开，然后，将预先擀好的面条
下到锅里，盖上锅盖两三分钟，面条
就熟了，揭开锅盖，再加点凉水，让
面条在滚水里翻滚一会，用筷子捞
起来盛到碗里，再用汤勺在瓦盆里
舀点面汤，撒点香葱，就是一碗热气
腾腾、香喷喷的手擀面了。

整个工序并不复杂，想来东北
人家家都会制作。不过，面条的味道
总会有高低之分，能让人吃得回味
无穷，始终想吃这一口的就很不容
易。那对老夫妇我是认得的，我曾经
请教过怎么制作？老爷子个头不高，

人很直爽，在驻矿单位的工地上照
看材料。我那时候在矿公安科工作，
晚上值班巡查经常遇到他，所以便
熟悉了，有两次还在一起喝过酒，一
来二去便混得挺熟。老爷子告诉我
手擀面制作的要点，主要有两条：一
是面要揉得好，这样才有筋道；二是
汤料要配得好，这样面条才有味。他
说，如果我真想学，可以教给我。

后来，老爷子同老伴回东北老
家去了。老爷子老两口走后，面摊馆
也就关了门。吃惯了老爷子面条的
人们很有些失望，大家都有些惋惜。
可是，没过多久，那家面摊馆又开业
了，是另一家驻矿单位的一位家属
开的，并且对外声称是“原先的东
北手擀面味道”。吃惯了老爷子家
面条的人们将信将疑地来此品尝，
果然，味道还是原来的味道。于是生
意又红火了。

卖“东北手擀面”的是位五十
来岁的妇女，她似乎全盘继承了老
爷子家面条的精髓，做的面条很地
道，也像过去一样的简单：一碗面条
加点面汤，桌子上放上一瓶醋和一
碗辣椒熬的红油，其它的作料或小
菜一律都没有，但是，人们却乐意来
这里吃，一碗面条下肚，会满头大
汗，口舌生香，回味无穷。

那时候，我的女儿很小，我们一

家经常来吃面条，女儿对她家的面条
情有独钟，所以，卖面条的妇女也认识
了女儿，女儿从上小学、到上中学和大
学，都要找机会来吃她家的面条。岁月
将卖面条的妇女变成了老奶奶，由此，
我们便自然叫起了“老奶奶面条”，老
奶奶和面条便融为了一体。许多年过
去了，矿里的面摊馆、饺子馆、包子铺、
早点店换了一茬又一茬，老奶奶家的
面摊馆却像一颗扎根很深的树，历经
风雨和时代变迁依然保持着生机，面
条的味道始终没变，就连摊馆的风格
都没变，还是简简单单的三四张老旧
的四方桌子、几条长板凳，外加上两个
小矮圆桌和几把木板钉成的简易小凳
子，土里土气的，桌子上的油腻似乎永
远都擦不干净，甚至夏天到了，连空调
都没有，而来这里吃面条的人却愿意
在这简陋的面摊馆里，抹着汗大快朵
颐地享受着手擀面独特的味道。

仔细算来，老奶奶家的面摊馆已
经开了有二十三四年了，矿里的人们
很少没有吃过她家面条的，许多人常
年就以此为早餐。简单，味美，价廉，实
惠，不变———似乎已经成了老奶奶家
面条的金字招牌。

也有几次，我想问老奶奶是如何
学会东北老爷子手擀面技艺的，话到
嘴边都咽了回去，毕竟那是人家的秘
密，又何必去打听呢。

古人说“大道从简”，用在这里当
然不合适，不过，许多事情无论是大道
还是小道，简单的最终还是被证明是
最好的或是最有效的，老奶奶家的手
擀面想来也是如此。

不变的味道
□阿 杨

□翠湖闲人

太阳向大地抛掷一个个火球
一条狗伏在树荫下
不停地伸着舌头
小猫慵懒地打着呵欠
人们都逃难了
每一片树叶在艰难地摇动

盼着金风来送爽
可是满地落叶不扫的时候
西风就要吹来了
雪花就要飘来了
时光，结束了一个轮回
所有的事物，都刻上了一圈年轮

现在刚好划了一个半圆
何必急切呢？
炽热的盛夏，一年里的巅峰
生命正在山顶上
到溪谷去漂流吧
到草原去驰马吧
到江海去激浪吧

不能枉费每一个季节
正如我们不能空度每一天
逃出空调房的凉爽的桎梏
从冰红茶的小资里走出来
到蓝天下来，到阳光下来
让身心透澈
让汗珠满面

告别与怀念

告别，我们总想告别
告别现在的一切，过去的一切
相信成长，相信未来
当无数个未来
变成现实，我们不再急切地告别
终于想停下来
回首过往的小路
在年深日久的岁月里
捡拾怀念

在盛夏的日子
（外一首）

铜官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