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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雪后初霁，顺手推开窗户，只见窗外
香樟树上挂满了明晃晃、亮晶晶的东西，
定睛一看，原来是久违了的冰挂。

在江南的小城生活了二十多年，虽然
年年都会下雪，但是要见到美丽的冰挂却
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跃入眼帘的冰挂一
下子激活了我的记忆，有关儿时冰挂的往
事潮水般涌现眼前。

小时候，我对雪有一种特别的喜爱，
每到下雪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兴奋地奔
跑在雪地上，任千万只美丽的小精灵轻轻
地飘落在发梢、眉婕、脸颊，最好玩的要算
堆雪人、打雪仗、玩冰挂了。

一场雪下来，随着气温的升高，屋顶
上厚厚的积雪就会消融成雪水，雪水沿着
房檐慢慢滴落，在夜间气温降低时就形成
了冰挂。一串串冰挂悬挂在乡村的房檐、
枝头，成了雪后又一道靓丽风景。

乡村的冰挂晶莹剔透，千姿百态，有
的像崖洞里的钟乳石，有的像飞流直下的
瀑布，有的又像青春少女的手臂，还有的
像春笋、刀剑，它们千奇百态，美不胜收，
吸引了我们的眼球，牵动着我们的神经。

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三个一群五个一
伙地聚在一起，村前村后到处乱跑，这里
看看、那里摸摸，发现了宝剑状的冰挂，就
敲下来学扮金庸笔下的武侠，和小伙伴们
在雪地里“华山论剑”。

有时，我们也做一些恶作剧，乘小伙
伴们不防备时，偷偷将一些冰挂塞进他们
的后脖子，把他们冰得嗷嗷直叫，那些搞
笑逗乐的场景，如今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
禁。

累了渴了，就干脆敲几根塞进嘴里，
像夏天吃冰棒一样有滋有味地嚼着，咬得

嘎吱嘎吱地作响。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
代，冰挂是冬天里天然的冷冻饮品，冰爽
的感觉不亚于现在的小朋友吃冰淇淋。

玩冰挂体会更深的还是来自父母的
温暖。每每父母看到我们冻得通红的小
手捧着冰挂到处乱跑时，他们就会一边追
赶一边心疼不已地将我们拉进屋内的火
炉旁，偎进他们的怀抱，幸福顿时溢遍全
身。

记得八岁那年，我因玩冰挂感冒了，
母亲天天背着我踩着近尺深的雪到村里
的医务室诊治，几天下来，我的感冒痊愈
了，母亲却因此患上风寒病倒了。为此，
我暗暗责怪自己太贪玩，连累了母亲。

儿时的乡村没有给我们富足的物质
生活，但千姿百态的冰挂却给我们的生活
增添了许多诗意，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的
温暖。我们这些在村里长大走向了远方
的孩子聊起冰挂往事，至今还留恋不已。

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无论我
走向何方，无论远方有多远，我永远都忘
不了家乡的那一串串冰挂……因为家乡
的冰挂一面闪烁着儿时的欢乐，另一面凝
结着父母浓浓的爱意。

很想在雪后抽一个日子去乡下体验
一下冰挂的故事，奈何事务缠身。况且，
也早已过了那种年少轻狂、对万事万物都
好奇的年龄，特意回乡下去体验这种感
觉，恐怕有人会说我到这个年龄了还不成
熟。

与其这样，还不如一个人沐着暖暖的
冬阳，遥望故乡，静静想像乡村的雪从树
枝上崩落的情景，聆听冰挂折断时发出的
清脆的声音，一遍遍地回味那凝结在冰挂
里的年少时光！

□周益民

敲冰饮雪玩冰挂

镇上有两家猪肉铺子开业，一家是张三
的，另一家是李四的。

李四和老婆商量：“得想办法把张三那
边的顾客争过来。”

老婆眼珠一转：“在门口贴张广告，买五
斤猪肉赠一块豆腐，买十斤赠两块，以此类
推！”李四冲老婆竖起大拇指：“用不上两天，
顾客都得往咱这跑！”

两天后，李四那里的顾客果然多了一
些，但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

李四老婆在柜台边直摇头：“看来力度
还是不够。”

李四疑惑地看着老婆：“那还咋办呢？”
老婆咬咬嘴唇：“再打个九五折！”
李四手抓挠腮帮子几下：“那可少赚不

少钱呢！”
老婆瞪一眼李四：“等着瞧好得了。”
广告打出去之后，李四那里的顾客明显

多了。
晚上看账本的时候，李四心里乐开了

花：“虽说又赠豆腐又打折，但这钱一点也没
少挣啊，老婆有绝招啊，说说看。”

老婆冲李四诡秘地一笑：“不告诉你。”
可是，半个月后，李四家的顾客开始少

了。
两口子着急，咋也想不明白：“难道张三

有啥绝招？”
老婆让李四偷着到张三铺子那瞧瞧，可

张三去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他家的猪

肉价从来就没变过，唯一的变化就是去他家
买肉的开始多了。”

老婆生气地踹李四一脚。
一年过去了，张三的肉铺，人气越来越

旺。李四的肉铺，越来越冷清。
李四老婆如坐针毡：“咱们快想个法子

吧！就算折本，也把顾客争过来！”
李四咬牙说：“好，七折销售吧！七折，

真的折本了，总可以吧？”
老婆猛抽一下李四的肩膀：“咱拼了，看

他张三还能雄气几天！”
于是，李四在自己家门口贴出张纸：“上

等猪肉，七折出售！”
去张三铺子的人明显少了，去李四那里

的人明显多了。李四眉开眼笑，做着发财的
美梦。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又恢复了老样
子。来李四这边买肉的多是一些新客户，老
客户都往张三那边跑了。有的甚至愿意排
长队，也不过来李四这边。

李四两口子十分纳闷：“这张三有如神
助，一样卖猪肉，愣是整不过他。”

两年后，李四的铺子撑不下去了，关门
歇业，张三却张罗着要办猪肉连锁超市。

李四两口子不甘心地问：“张三，都卖猪
肉，你咋就行，有啥绝招说说呗。”

张三笑了笑：“别往猪肉里打水，也别卖
速成猪，让大伙吃绿色猪肉……”

李四两口子脸刷地红了。

□张彦民

绝招（小小说）

一件54年前的老物件，触动了谁尘
封的记忆？一篇怀旧文章，又拔动了谁
青春的心弦？

2018年5月，铜陵有色集团公司机
关退休员工朱益华收到铜陵学院退休老
教授叶葆菁的信息，80岁的叶老居然保
存有54年前他参演的话剧《年青的一
代》节目单……岁月如流水一去不复返，
但是54年前的青春舞台却似就在昨日
开演……73岁的朱益华情难自禁，青春
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立即写下7千多
字的回忆文章，并在《铜陵有色报》上刊
载。文章发表后，一时间在曾经看过演
出或参与演出的退休老同志们中成为热
议的话题。

2019年新年的第三天上午，朱益
华、叶葆菁和记者相约在铜陵市人民医
院对面的公交车站汇合，一起乘车去拜
访当年负责话剧《年青的一代》具体事
务、时任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直属机关
团总支书记的林树阁，看他可保存有铜
陵有色公司早期的老物件、老照片。8点
50分，寒风凛冽，记者如约赶到公交站
台时，身着黑色带帽冬衣的朱益华早已
在车站等候。朱老从随身的包中拿出四
幕话剧《年青的一代》的节日单，节日单
正面顶上角印着“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
直属机关业余文工团演出”，下面日期是

“一九六四年三月”，铜官山有色金属公
司就是今天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的
前身。“演员表”中，“李荣生”由朱益华饰
演；而“职员表”中，林树阁负责的是“舞
台监督”。 朱老跟我介绍他当年参加话
剧《年青的一代》一些背景和撰写《参演

话剧〈年青的一代〉》文章的初衷。朱老
感慨地说，他不写出来再也没有人记得
那些往事了！9点刚过，相约一起去拜见
林树阁老人的叶葆菁和1964年参加《年
青的一代》剧演、饰演“周婕”的尹静娴也
先后赶到了。

在38路公交车上，尹阿姨跟记者介
绍了自己，她是江
苏镇江人，1962
年从当时的铜陵
卫校毕业后在铜
官山矿门诊部上
班，后在原铜陵有
色职工总院护理部退休，参与话剧《年青
的一代》演出时正好20岁。叶老在旁开
玩笑的说，她当时只是个小鬼。尹阿姨
立即反驳：“你不也和我同一年参加工作
的吗！”1962年的7月，24岁的叶葆菁从
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当年11月份被
分配到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记者曾在
去年8月份采访过叶老，对他的情况有
点了解，叶老当年他在除了工作上成绩
斐然外，业余也喜欢从事诗歌、小说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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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叶葆菁为何只收藏了《年青的一代》
节目单，而他这个当年多才多艺的文艺
青年却没参加话剧演出呢？叶老不无遗
憾地说，当时工作太忙，且参与演出的人
员已定，机关团委领导没有选中他，但是
正因为有他当年有心的收藏，才触动了
小朱他们今天尘封的记忆。

闲聊中，不知不觉中已到达目的
地。我们四人在金口岭附近的一处居民

小区下了车，朱益华跟记者打招呼，等会
不要叫他“朱老”了，在林树阁书记面前
不能称“老”。在一座小高层下面，林树
阁的老伴赵阿姨已在一层的楼门口迎
候，年龄大概有80岁了。我们乘电梯上
楼后，林树阁不在家中，赵阿姨带我们参
观了房间，有110多平方米，很是宽敞，

装修得也很好，她说以前家住在铜陵有
色公司办公大楼附近的小区，由于年龄
大了，爬不动楼梯，前几年儿女孝敬，为
两老买了这处有电梯的楼房。我们正说
着时，林树阁拎着瓜子、花生开门进来，原
来他是为我们准备零食去了。朱益华立即
迎了上来，紧握着林树阁的手：“老领导！”
林树阁连忙说：“我可不是你的领导。”朱益
华笑着说：“你当时是公司直属机关团总支
书记，是我们这些年青人接触到的最大的
领导，你永远是我的领导！”朱益华跟记者
说：“林书记当时很是严肃，抓演出工作时
很是认真，我们这些年青人很是敬畏他。”
林树阁听后也笑了起来，连忙招呼我们坐
在沙发上，喝茶、吃零食。

林树阁今年84岁，比朱益华大10
岁，他是1954年从蚌埠来铜官山铜矿从
事修路工作，最初只是个工人。当时铜
官山铜矿投产还不久，工人们劳动强度
大，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十分差，矿山
没有什么机械化设备，修路工作大都靠

肩挑手抬，住的是芦席、竹篱、牛毛毡搭
建的工棚，吃大食堂4毛钱一天。因为
太辛苦，同时来的30多人，大多数人都
走了。不久，矿山引进了不少设备，林树
阁进入机械化大队，开推土机，新中国自
行设计建设的第一个有色金属露天开采
也就是那时开始的。1963年底，铜官山

有色金属公司直属
机关党委决定组建
职工业余剧团，排演
话剧《年青的一代》，
时任公司直属机关团
总支书记林树阁和直

属机关工会主席谢七保负责组织实施。
尹静娴向林树阁打招呼，问他还认

不认识她饰演“周婕”的小尹了？林老连
忙说认得、认得，已有很多年没见面了，
曾在报纸上看过她荣获“全国孝亲敬老
之星”的先进事迹。尹静娴说那已经是
以前的事了，104岁的婆婆已去世了，她
现在也是好婆婆、好奶奶了。

朱益华向林树阁说明了来意，给他
看当年话剧《年青的一代》的节日单和他
在《铜陵有色报》上发表的怀旧文章，朱
老对他这位年青时候的“老领导”很是尊
重。叶葆菁笑着说，节日单是他保存的，
他保留了小朱和小尹的青春记忆 。尹
静娴立即说才不感谢他呢，要感谢朱益
华写的文章，让她想起许多细节来。话
剧《年青的一代》在当时曾风靡全国，教
育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为社会主义事业争做贡献，因此有色公
司直属机关团委选择排演这台话剧。当
年演员演出的服装都是自己准备的，各

自根据自己的角色需要准备衣服。排演
的20多天里基本不脱产，都是利用晚上
休息时间，白天还正常上班，没有一分钱
报酬。因为排演时间紧，又是铜官山有
色金属公司成立之后第一次大型文艺演
出 ，林树阁每天都在排练现场，家中老
人有病也顾不上，剧中要一个收音机道
具，林书记就把家里的收音机拿来当道
具……演出时，公司机关领导当后勤，装
台搬布景，什么活儿都干……

尹静娴问老团支书记林树阁可还记
得话剧演出后的当年5月份，他组织的
那次直属机关团员青年去凤凰山滴水崖
的郊游？就是那次旅游促成了一段姻
缘，今天特地来感谢林书记成全了她和
丈夫李亚华半个世纪的缘分。“2012年
老李生病时，我问他，你可还记得我们是
怎么心动的吗？他说就是机关团总支
1964年组织的团员青年活动。”尹阿姨
说着眼睛已经热泪盈眶了。她的丈夫李
亚华已去世三年了。“2014年春天，我和
老李去凤凰山还愿，特地去故地重游。
记得当年林书记组织我们爬山顶，山上
庙门口台阶下面有一个泉眼一样的洞
穴 ，但那次去却怎么也没找到……”

我被尹阿姨的情绪所感染，忽然想起
有位诗人写过的一首诗：“青春是人生旅
途中最美的风景，是一场花开的遇见
……”一件54年前的老物件，触动了一
群老人的记忆；一篇怀旧文章，拔动了一
群老人青春的心弦。对于这群曾经的

“年青一代”，青春其实并没有逝去，它只
是隐藏在他们的记忆深处。青春的记忆
是人生最芳菲的记忆……

□方咸达

芳菲的记忆

在漫长冰冷的冬日，谁不喜欢那一
抹温暖的冬阳。

冬天的早晨，太阳缓缓地升起，像一
位行动迟缓的老人。瓦上敷着的厚霜，一
点一点消融，屋顶变得潮湿了，像下了一
场细细的微雨。明媚的阳光，斜斜地射进
院子里，院子一下有了生机。

阳光就这样落下来了，像雪花，轻盈
无语，又似长了绒毛。我仰起脸庞，阳光
干净而透明，有点恍眼，穿过树叶与树之
间的缝隙，投下淡蓝的影。

冬天，闲下来的母亲，喜欢在阳光下
糊布壳子，一种做鞋子的原料。在一洁净
光滑的木板，把平时收集的边角布料，或

不穿的旧衣，一层糊子，一层布地贴，贴上
四五层后，拿到阳光底下曝晒，于是，我们
穿在脚上的布鞋，便贮藏了阳光的温暖。
冬天阳光下，母亲也晾晒腌制萝卜干，切
细拌上佐料，盛放在竹篾里，这样一年里，
我们就可以慢慢品尝和回味阳光的味道。

冬天，村里人喜欢在老屋前晒太阳，
扎堆似的聚在一起，说着陈年往事，这时
屋顶上都是阳光，阳光无遮拦，老人们稀
疏的白发，也在吸收阳光。

有阳光的冬天，真好。冬日暖阳像
个好脾气的老人，温和地抚摸一草一木，
又宛若记忆深处的爆米花，带有粗糙而又
拙朴的香味。这时，我喜欢慵懒地坐在窗

下阳光里，捧着一本线装书，阳光疏疏穿
入窗棂。我想古代的冬阳一定比现在更
洁净，像明眸皓齿的女子，多出自寻常百
姓家，因为不染富贵气。

深吸一口冬日阳光，一种特有的甜
丝丝的味道。这时空气犹如清澈的流水，
缓缓穿透身体，很滋润。我们人类，多像
一茬茬的庄稼，脚下吸足了水分，身子储
藏了丰厚的阳光，一代代枝繁叶茂。人世
虚实相生，因为冬日的阳光，心生暖意，天
地清旷，尘世间的烦恼，也随水成尘了，此
刻，心间似乎升起一朵莲花。

谁能想到，寻常一日，因一窗冬阳，让
人感受一份禅意和美丽。

□孙 荔

冬日暖阳

巍巍太行，莽莽苍苍。
在太行山深处的悬崖上，你会惊叹

于那样一种存在。陡峭的太行绝壁，几
十米，上百米高，在悬崖之上，竟然顽强
地生长着一种植物，那就是崖柏。它们
在峭壁上巍然屹立，仿佛是一个英雄，
有些无比悲壮的色彩。

你无从想象，当年，这颗种子是如
何落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上，而种子又是
如何深深地扎根在浅浅的浮土上，扎根
在悬崖缝隙里，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没
有土壤，甚至水源，甚至连栖身的地方都
小的可怜。可是，它们没有抱怨，强大的
生命力给予崖柏巨大的力量。活下去，
就是崖柏的全部信仰。

崖柏是孤独的，在旷野无边中，只
有它每日与峭壁为伴，没有水，没有土，
甚至享受一下阳光，都是奢侈的。可是，
崖柏紧紧地抱着峭壁。孤独也要精彩。
于是，它将自己的身躯依着山势扭曲着，
盘根错节，直到，成为一株傲立于天地间
的崖柏，成为让人赞叹不已的风景。

我曾见到这样一株崖柏，它的根非
常粗壮，纹理清晰。在断裂的地方，年

轮如发，清晰可见。人们抚摸着其断裂
的截面，说：“不知道它已经生长了几百
年。”是啊，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它的生
长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它似乎已经看
淡了风霜雨雪，看薄了是是非非，一切
都是一种宁静豁达，而淡泊自然的状
态。

人们说，崖柏色彩是那么沉静，时
间越久，油性越显，越有香味。你很难
想象，这样一种经受了自然磨砺的树木，
竟然可以散发出让人迷醉的清香。你细
细地闻那种香，芳醇浓郁，温润绵长，仿
佛那些岁月的粗糙，没有在它身上留下
抱怨和阴霾，反而让它越发岁月之美，自
身都散发着浓浓的香气。

山风肆虐，崖柏形成了极为扭曲的
造型。而这种扭曲，却形成了莫大的美
感。有一株崖柏的根茎，仿佛象燃烧的
熊熊火焰，它们簇拥着向上，向上，似乎
代表着崖柏的风骨。无论如何艰难，也
要不断攀升。而另一处的崖柏，则枝杈
很多，像极了开屏的凤凰，呈现出一种
舞者的美。有的崖柏竟然形成了漂亮
的“阴阳色”，红白相见间，仿佛是一幅

自然天成的画卷。而那奇特的纹理，似
乎写满了光阴的故事。还有的崖柏根
部，乍一看过去，像极了一只回头鸣叫
的小鸟，长长的尾巴活灵活现的。

崖柏是美的，美得让人惊心动魄，
美得让人慨叹不已。也许崖柏从一粒
种子时，就知道，自己没有良好的生存
环境，但是，生命一场，就要珍惜。它要
追求的从来不是完美，也不是永恒，而
是一种生命的力量。每日以悬崖相对，
每日努力生长，天长日久，它也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美，独特的香。这种美，是
任何一种植物无法比拟的，是崖柏独有
的震撼之美。

而人，不应该像一株崖柏吗？无论
出身如何，无论在哪里成长，我们都努
力向上，朝着天空，朝着阳光，朝着光
明，朝着希望，尽管卑微，却不低贱；尽
管平凡，却充满信仰；尽管面容丑陋，却
内心含香。这才是一种生命的风骨。

做人，应该乐观豁达，像一株昂然
的崖柏，任它寒风凛凛，任它悬崖绝壁，
一切的环境，只是让我们变得更美，更
加充满香气……

□王南海

崖柏的风骨

行走

在一条山路上漫步
我受到花树的簇拥
自然、无声、有形

有的牵牵我的衣襟
有的吻吻我的脸颊
有的招手
有的点头
有的吐香
有的干脆唱起
美妙动听的歌声

面对大自然的盛情
我却很拘谨
脚步轻轻抬起
又轻轻落下
生怕踩痛了
山的神经

下车

刚从车里出来
便遇见了
坡上村79的主人
中等的身材，黝黑的皮肤
弥勒佛般的笑容

不容我们诧异
银铃般的笑声
轻轻地飘来
又悄悄地隐去
只留下罗敷的倩影

落座、喝茶、寒暄
男女主人告诉我们
你们下车了
就成了坡上村79的村民

从此，你可以奢侈地享受这里的
甜甜的空气
慷慨的阳光
绿色的风……

坡上村79

坡上村79很大
一眼望不到边
坡上村79很小
只有两位村民

男的是村的主人刘毅
女的是刘毅的压寨夫人
他们却统领着一支庞大的队伍
——数不清的树木

十五口山塘
以及漫山遍野的花香
无数的泉流
跳动的鸟鸣

看腻了上海滩的风景
厌恶了大都市的噪音
于是，他们逃到了
浮山脚下
种植了这方宁静
做起了现代的陶渊明

站在
朴素而浓醇的土地上
我渴望我孱弱的诗句
冲破山岚的围困
成为坡上村79头顶上
一颗忽隐忽现的星辰

我想

我想成为坡上村79的
一位村民
披星戴月
围着坡上村79的田野
遍植我的庄稼
小小的梦

我想成为坡上村79的
一棵松树
挺胸提臀
摇曳在山顶
成为画家们描摹的
壮阔的风景

我想成为坡上村79的
一只蜜蜂
采坡上村79的花
酿坡上村79的蜜
甜坡上村79的心

我最想的
我的梦随着春天
破土而出
成为坡上村79的
一片草叶
一缕花香
一粒繁星……

□周宗雄

枞阳，坡上村79写意

铜官山

雪
落
犁
桥

汪

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