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吾籍古文都，应聘过大江，来到古
铜都，雅称铜都人，三十八年来，美好
记忆数不尽，印象尤甚者：箩筐精神，
光彩照人。

（一）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吾来江南第

一个春节，即一九八六年正月初三，应
邀赴时任铜陵有色总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刘玉恩家做客。刘总特别高兴，
他亲自下厨房，烧了一盘桐城人喜欢
尝的花椒鸡，美意含情。

席间，刘总首先站起端着一杯美
酒，言道：这第一杯，为您这位“过江之
客”接风洗尘，祝阖家幸福！当我回敬
后，他紧接着又端起满满的一杯，深情
之言：我代表铜陵有色总公司十万职
工，欢迎您光临我公司任教，为有色培
育人才，表示敬意！

酒过三巡，刘总酒意甚浓，滔滔不
绝，介绍铜都简史，他提及“箩筐精
神”，这是我平生头次听到的这个有分
量的新鲜词语。

何谓“箩筐精神”？刘总作了诠
释：铜陵有色人在艰苦创业进程初期，
凭着浑身汗水，用铁锤钢钎开山凿石，
用竹扛箩筐抬石装矿。我们铜陵有色
就是靠“箩筐精神”起家立业的。

刘总越说越兴奋，他激动地说：
“一九五三年五月一日，是我们公司特
大喜日！新中国第一炉铜水在铜都流
出来了！新中国第一批合格一曲铜绽
在铜都浇铸了！箩筐精神，唱响了新
中国铜工业基地序幕曲……”

最后，宾主共同干杯，同赞“箩筐
精神”。

（二）
山青水绿，鸟语花香。一个星期

天上午，由现任职联泰传媒公司当年
铜陵有色高中优秀学子程拥军同志开
车陪同参观古铜都圣地金牛洞。

金牛洞古代采矿遗址，位于铜陵
顺安镇凤凰村，国家 2A 级风景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处早先为一座小山，山腰有一
古洞。民间传说天上神牛私下凡间，
因迷恋凤凰山风景，而不愿返，天帝屡
屡唤之，神牛钻入此山中，化为金铜。
金牛洞由此得名。

根据有关考察资料，金牛洞遗址
的年代始于春秋。当时的采矿活动最
初是露天开采，再延着矿脉凿开深
掘。从清理出的竖井、平井、斜井都
是木撑结构。我们参观者可以看到
的木档木支撑，看到从矿井中发掘出
来的铜凿、铁斧、铁锄、竹箩筐等原始
工具……由此可知古代矿工如何艰难
艰苦开采铜矿的。

铜陵有色人将古人采矿立业的艰
苦奋斗精神，以箩筐为象征，概为“箩
筐精神”，世代传承，弘扬光大，创造辉
煌，可喜！可敬！

（三）
“箩筐精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发挥其优势，则可开辟新天地。
1996 年，铜陵有色放眼深远，把铜

业移植于铜矿资源匮乏的江苏省张
家港地区，成为该市唯一一家国有铜
企，充分利用该地区交通便利、毗邻
港口、周边市场稳定的地缘优势，从
而在铜业竞争激烈的华东市场占据
一席之地。作为铜陵有色省外企业，
资源、设备等无法第一时间送达，从
而 人 才 输 送 成 为 了 当 时 的 第 一 要
务。正是这群“创业先驱”带来了冶
炼技术，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更是将
铜陵有色“箩筐精神”的火苗在这片
热土上点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壮大，现如今张家港
联合铜业公司已从当初荒芜江滩上
的小作坊发展成了一座现代化绿色
冶炼工厂。在高速发展中寻求绿色
转型，在技术革新中实现自我突破。
近年来，随着 PC 机组、电解车间的不
断技改升级，该公司年产阴极铜产能
达到近30万吨。

事实证明：具有“箩筐精神”，就能
战胜与排除困难，迎来新发展新胜利。

（四）
“箩筐精神”，与时俱进，乃是推动

技术革命之强大动力。
铜陵有色人，坚守“箩筐精神”，将

“箩筐精神”融入时代精神，成为强大
的动力，促进与推动技术革命，创出了
惊世成就。

凭着“箩筐精神”，在建国初期，
在荒山野岭建起了新中国第一座铜
矿山、第一座冶炼厂、第一个铜矿业
基地……凭着“箩筐精神”，迈步新时
代，高速度进行冶炼全过程技术革
命。昔日有色生产车间“火海夺铜”的
场景，只能在历史展览馆再现；今日创
新技术革命，显示了自动化、智慧化，
世界先进水平的冶炼，绿色冶炼，时代
一流冶炼。

凭着“箩筐精神”，迈步新时代！
铜陵有色，已成为安徽国企“领头雁”、
中国有色企业排头兵、跻身挺进世界
企业500强，金光闪耀的“铜冠”享誉全
球。铜陵有色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
创新型试点企业、全国实施卓越绩效
模式先进企业、国家首批循环经济试
点企业、全国质量奖、中国工业大奖表
彰奖。

“箩筐精神”大放光彩，铜陵有色
人同心同德，在新征程高歌猛进！

（张家港铜业公司 选送）

□何振亚

箩筐精神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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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光好时光 盛利者盛利者 摄摄

灰白色的云，疏疏落落，像一块深
浅不一的遮阳布，铺盖在呈坎古镇的
上空。遮挡不住的太阳，从灰白色云
层的缝隙中，穿透出刺眼的光芒，那半
晴半阴的天和独特的地形地貌位置，
仿佛《易经》八卦里的阳（呈）和阴
（坎），形象地神话了这座千年古镇。
我思绪随它所牵引，产生了捷足先登，
身临其境的欲望。

俗话说：亮一亮，落一丈。没过一个
时辰，天空下起了温柔的小雨滴，在白花
花的太阳下，我们冒着小雨，登上观景
台。放眼远处，青山巍峨，马头墙掩映绿
丛中。那青的山、白的墙，在细雨中，相映
成趣，似一幅世外桃源的画卷。收回视
线，眼下是迷人的永兴湖，托举着绽放的
青莲，倒映在水中的白墙、石拱桥、竹排上
游客，随风摇曳，弄皱了湖面。那一静一
动的景致，无疑就是朱熹笔下：“半亩方塘
一鉴开，天光云景共徘徊”的形象写照。

往村里走，有道门坎，当地人叫它是
平安坎。门坎两边有一对像狮子般的模
样，但它并非狮子，而是一对神兽。它日
夜守护着村庄，当地人称它守护神。据
悉，过坎时用手摸摸它全身，就会保佑你
一生无坎。我从不迷信，但看到来往的
过客都在触摸。这并不奇怪，谁不想一
生无坎平安呢？我被感染了，伸手摸了
摸，不为别的，呵呵，只为今生无坎。

刚进村庄，雨就下大了，我们冒着
雨，踏着青石板路，在湿漉漉的巷子里闲
逛。那清一色的徽派建筑，历经沧桑，青
黑色的墙面，木制的门，如果不是墙上那
些砖雕，石雕图案不同，在这三街九十九
条巷子里，让你很难分辨出方向。凝视
着这剪不断的雨丝，古镇如面纱轻遮的
女子，若隐若现，让人不由得想起戴望舒
《雨巷》中打着油纸伞的丁香姑娘……

有人说：下雨天，留客天。这场大
雨，恰逢游览村落时到来，本想一点点渗
透了解古镇的历史，老天却让我们如愿
以偿。或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意吧。
人随天意，客随主便，我们先后长时间地
在古朴典雅的善居堂、罗东舒祠、燕翼堂
等名胜观光。雨虽打乱了节奏，但它让
我们收获满满。在这里了解到厚重的人
文历史，领略了高超的建筑技艺。

在屋内，赏唐宋元明清的古典建筑；
听雨打黛瓦的声音；看串串雨珠，顺着屋
檐滑落在屋内天井的弧形，真是大饱眼
福，别有一番情趣。尤其那雨滴声，似七
绝中的韵律，像跳动的音符，仿佛就是配
乐朗诵唐诗宋词意境里的画廊。

走出古宅，眼前是另外一番景致，让你
欣赏到与古建风格截然不同的自然河流。
那河水清澈透明，轻轻浅唱，像玉带伴着一
缕青烟，带着朦胧，带着神秘，从村前静静
流过。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小桥连接
两岸。桥上，行人寻找着自己的欢乐。桥
下，流水朝着向往奔腾不息。小桥、流水、
人家……融为一体，使本来就很婉约的古
镇，又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景致。

坐在回程车上，雷雨相伴，沿途景观树
向我们挥手道别。悠远古朴、静雅清灵、脱
俗逸致的古镇，渐渐地离开了我的视线。

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回味着古镇朦胧之美、
婉约之美和古典之美，
就像影视镜头里的画
面，在脑海轮番上映，勾
起我一次次地回望。

□汪厚明

雨中览呈坎

谢氏宗祠坐落在铜陵市郊区陈
瑶湖镇水圩村的南边。水圩是陈瑶
湖畔谢氏聚族而居的村落，最早可追
溯到明朝初叶,开始的地名叫“水
围”，那时陈瑶湖的水四周围着水
圩。凭借着方圆几十里的一处通江
咽喉，水圩村边码头密集，商旅和商
船如过江鲫，水圩人赚得盆满钵满，
建起了遍布全村的徽派民居。

谢氏宗祠建筑面积1250平方米，
已有300整年历史，粉墙黛瓦，歇山
顶，马头墙，为典型的“三间穿堂”式
徽派建筑。在解放后一次文物普查
中，省文物专家称谢氏宗祠为“规模
宏大，年代久远，保存完好”的“皖江
北岸第一祠”。宗祠的正门向内缩
进，显得更加宽敞、威仪，同时又显得
很谦恭，大门配置有两块石质门当和
两个木质户对，从正门进去可见前
厅、正厅、后厅，厅堂地面是用细沙石
掺和羊角藤水、糯米浆汁捶制而成，
至今结实度光洁度不亚于水泥地
坪。正厅八根粗大的圆柱均系有着

“活化石”之称的银杏树（白果）原木，
正厅的梁是榉树原木。宗祠的花托
子、花衬子、石柱础上雕刻着山水花
卉、鸟兽虫鱼和二十四孝、指日东升、
加官晋爵、状元及第、魁星点斗等内
涵丰富的人文典故的精美图案，堪称
一绝。展示出水圩人对于山水自然
的热爱和对于礼教传统的崇敬。

前厅和正厅
悬挂着许多横
匾，如“大方伯”

“怀远将军”“峡
江声影”等，其中

“大方伯”系明英
宗 天 顺 元 年

（1457年）赐给谢佑的，谢佑是励志的
典型，其父早卒，家贫，“每袖书于牛
背上读”，结果成了明朝桐城第一个
中进士者，官至山西右布政使，他“所
至莅官慎勤，心存仁厚，凡所设施务
使民沾实惠，前后志操始终一致”，是
清廉的楷模，因而受到明英宗和明景
帝两任皇帝的褒奖。宗祠的宝树堂
里还陈列了现当代“一门双馆员”的
全国知名报人上海文史馆馆员谢蔚
明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安徽文史馆
馆员谢采筏的事迹。

宗祠三厅之间有两口天井，既有
“四水归明堂”的聚财之愿望，也有通
天接地的人神共通之寓意，在室内借
助风雨雷电、流动的空气、折射的阳
光和高远的天空，水圩人展示出一种
天人合一的追求。看宗祠的老奶奶
说，古人很聪明，在天井阴沟里放养
乌龟，借助乌龟的爬动保持阴沟的畅
通，既简单，又生态。宗祠的后厅是
供奉着祖宗牌位的享堂，旁边是观音
堂。谢氏宗祠的后厅与正厅之间的
两侧还有一种其他宗祠所没有的构
造——右侧钟楼，左侧鼓楼，除了报
时，主要用于祭祀——每逢可以唤醒
家族共同记忆、强化家族凝聚力的祭
祖大典，香案从后厅排到正门，在缭
绕的香烟中，钟鼓齐鸣且乐手登楼演
奏韶乐，族长率领族丁地动山摇地訇
然跑拜。

而桐东抗日则为谢氏宗祠增添
了一抹鲜艳壮丽的色彩——80年前，
水圩周边鱼龙混杂，既有日寇进剿，
又有顽匪和国民党顽军盘踞骚扰，但
水圩人讲究正义与勇猛。当年“大战
九华山花和尚”的东乡“三十六名教”
中就有两人是水圩人，其中谢依俊面

对仇家派两名高手上门寻衅时，机智
勇敢地单手托起一只100多斤的石磨
当茶盘献茶吓退了对方。对于新四
军的到来，水圩人排除干扰，不仅慷
慨地提供给养，而且把最神圣的宗
祠腾了出来，新四军第三支队挺进
团和“三三制”政权的桐东区抗日民
主政府都是在这座宗祠内成立的。
也可以说，这座宗祠是现今的铜陵
市范围内规模最大且有根据地的抗
日斗争——桐东抗日的心脏。从这
里走出了两位开国中将林维先、黄
火星和三位开国少将谢忠良、杨汉
林、阙中一。桐怀潜中心县委书记
林立的勤务员周建华则在解放战争
中成长为全国战斗英雄。前些年，
当地党委政府在宗祠西侧院里建起
了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革命文
物陈列馆，陈列馆的大门上挂有一副
木刻楹联：“抗日壮名祠曾聚群心朝
北斗，振乡荣宝树更催大志起东山”
此联既突出了谢氏宗祠在抗战中的
重要贡献，又点明了水圩人力图振兴
的荣耀与大志，对仗工整，精准、凝
炼、大气，乃出自当代楹联大家陈自
如先生之手。

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到本
世纪初，宗祠毁坏严重，有的建筑坍
塌，有的厅堂柱毁椽断、砖残瓦碎而
导致漏雨穿风，院内院外杂草丛生。
因为桐东抗日和宗祠关乎每家每户，
水圩人筹资300余万元按文物的要求
对谢氏宗祠进行了修缮。此后，谢氏
宗祠作为桐东区抗日民主政府旧址
纳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分别被确定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
安徽省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安徽
省首批革命文物。

□周巨龙

水圩谢氏宗祠

这些年，总觉着
自己不老不小，一个
五六十岁年龄的人，
又在机关工作，整天
扛着个头发花白的脑
袋在人前晃来晃去。
说是个老爷爷吧，不
够份儿，说不老吧，明

显老了，实在尴尬。所以，每次
理发都要焗油。

我年龄大了，要求不高，觉
得头发理短整齐就行，很是看
好小区那些专为中老年人开的
理发店，或者公园、街角设点理
发，每次十元，不用排队，省钱
又省事，方便得很。但那里不
焗油，无奈还得到人声嘈杂、车
流如潮的街上的美容美发店
去。可去了剪发带焗油要花五
六十块钱，让我觉得麻烦，浪费
时间，价格还贵了点儿。这让
我不由得想起从前。

小时候在矿区生活，没上学
前，理发都是母亲带着到矿上一
个姓王的师傅家去，花一毛钱理的。

王师傅是上海人，拖儿带女的还
有一个老母亲，一家六七口人住在家
属院平房里。他在矿上理发室上班，
工资低，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就在自
家屋里墙上挂一面大镜子，地上摆放
一把木制理发椅，抽空利用下班时间
给人理发挣点钱。

矿上的理发室分早晚两班，从早
晨八点开门一直到晚上九点关门。他
上早班，下午在家给人理发，上晚班，
就早晨开门干到下午去上班，两头不
耽搁。再说理发人多，也不影响矿上
理发室的生意，加上那时也不讲究经
济效益，没人管。他理的又好，很多人
专门找他理发，使得他家人来人往的
生意还不错。

我上学后，母亲在副业队上班没
时间，就由父亲带我到矿上的理发室
去理发，那儿宽敞明亮。一字排开有
六七个跟在电影中看到的上海美发店
里一模一样的白色理发椅，墙上一面
面巨大的镜子明晃晃的照人。理发用
的也都是嗡嗡作响、不夹头发的电动
推子。理发员除了两个男的，一个是
前面说的王师傅，一个是位姓何的师
傅。俩人当班长，其余全是阿姨，她们

留着短发，穿着跟医院大夫一
样的白大褂，左胸前的口袋里
插着一把小梳子，从头到脚一
团和气，让人看着利落、舒服。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去。
我天生不爱理发，理发室偏又
人多，去了要排队等很长时
间。等待中还不许喧哗，没人
说话，让人觉得无聊、烦闷难
耐。我每次理发，都是哼哼唧
唧极不情愿的被母亲赶出家
门，由父亲带着强迫去的。

理发室那些阿姨都是单位
职工家属，不认识也脸熟，待人
和蔼，理发时手轻，多少给我些
安慰。她们经常边理发边说我
乖，是个好孩子。还说我头发
长得好，讲究卫生，理起来顺
手。时间长了，阿姨们夸的我
渐渐对理发不再那么抵触。母
亲见头发长了，让我去理发，父
亲给一张理发票，我就自个儿
去了。

说起理发票，现在的年轻
人可能没听说过，那是当时国营企业
给职工的福利，每月发一张，拿着去
理发不要钱。父亲整天下井，嫌头发
脏了难洗，就剃个光头，两三个月理
一次发，省下理发票给我用。以至于
我在矿上上学生活十多年，理发从未
花过钱。

长大参加工作离开矿上，一到单
位我就乐了，那里也有一个跟我们矿
一样的理发室。我也享受上了父亲一
样的待遇，每月领到一张理发票，拿着
去理发不用花钱。又后来，我们每个
小单位也有了一个小理发室，理发更
方便了。

不知从哪年开始，社会上出现一
些心灵手巧的小媳妇、大姑娘们开的
美容美发店，从南至北，如雨后春笋般
一个个冒出来，遍地都是。装修温馨
舒适、服务周到，取名叫什么发屋、发
廊、发型设计室五花八门新颖的店名，
以其理出时尚漂亮的发型，引人纷沓
而至，导致单位理发室甚至国营理发
店门庭冷落，淡出市场，很快消失无影
无踪。

转眼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想
起这些，不由感慨，那些个年月在矿区
生活的简单和方便。

□
胡

旭

小
时
候
理
发

久居城市，如果不是应邀到库区
采风，我断然不会想起那些隐没于水
畔的村庄。

走在曾经走过的路上，那些老旧
的青石板、土坯房、泥土路，还有残损
的屋檐仍在。小径蜿蜒曲折，行道树
统一了步调与身高，仿佛列队的士兵，
一路指引你通向现代文明的造物景
观。而近旁水流潺潺、叮咚有声，引流
潜经密林深谷，汇聚成深潭暗河，无声
滋养着四野，直到稻穗在金灿灿的落
日余晖下静静变黄。

此时，整体搬迁后的村落空寂无
声，霞光中，几分凄清落寞，仿佛古稀
老人独对夕阳、思绪万千……

回想彼时，乡村，依山而建。山
民，临水而居。流水，遇沟而过，绕山
低流。那些流淌在山间的时光，烂漫
到无声，山间岁月只惊人的一瞥，便将
日暮晨昏点亮。

曾今，我想在这片澄净的天空下，
结庐为舍，观流云舒卷，避喧嚣繁世，
如同父辈一般，过人世间最轻简的生
活，直到静静终老在这片青山碧水间。

如今，行走在空茫村道上，人烟散
尽的村庄少了生气。四野草蔓疯长，
空剩寂寥萦绕在心。回想昔日鸡犬相
闻、炊烟四起的农家景象，如今早已淹
没在过往烟云中。曾经走过的路、看
过的云，都已悄然隐匿、不知所踪。然
而，少年时的旧居还在，以及门框上歪
歪斜斜的身高线，依然标记着童年成
长的模样。

伸出手，推开故居颓朽的门，旧年
影像在瞬间扑面而来，仿佛一切近在
咫尺，又如此寂寞遥远。所有成长的
记忆，无论快乐悲伤，都沉落在心灵底
片上，凝固为石，风干成昔日内心的影
像，任凭记忆温暖擦拭，直到透射出别
样的光和亮。

多少年来，人们似乎从未留意
过这些逐渐消失的村庄，即时乡村
生活日新月异，即便这个村庄隐匿
了，那个村庄依然还在。只不过，村
东村西间的距离缩短了，而关于童
年乡村的浅白记忆，已然与这方山
水融为一体，早已分辨不出消失的
是哪一个村庄。

面对故乡，我永远是个沉湎在记

忆里的孩童。然而，从乡村到城市，又
有谁对成长的记忆不留痕迹呢？

当我回到故乡，重新寻访一些被
时间洗过的痕迹，那些一同追逐嬉戏
的孩童，仿佛还没洗净手掌上的泥巴，
不经意间已为人夫、为人妇。而慈爱
的老人，已在不确定的时间走向泥土，
长眠在村边小河旁，高高低低垒的土
丘，仿佛一道道生命的站台。而数年
前，那里曾是孩子们游泳后晾晒衣服
的地方……

若是在夜里，那河岸有人连夜赶
渡，手上握着灯笼或者手电筒，只消隔
着宽阔的河面摇晃一下灯罩，便可听到
沿岸传来“汪”的一声犬吠。不多时，河
那边悠然点亮一盏豆油灯，一个佝偻的
背影摸索着来到河边。哗啦啦……，哗
啦啦……一阵清脆的渡船锁链声从水
面跌宕开来。

至今，那清越的划桨声，依然在小
小的渡船上颤悠着，随同湍湍流水，荡
入悠远的记忆深处……

无声的水，渐渐淹没了村庄。那
些曾经走过的村落、房舍和小路，逐渐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同时，消失的
还有田畴和炊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山村生活。现如今，眼前取而代之
的是一湾绿水，如绸似带、浩浩荡荡，
拂过驻足者踏访游览观光的视野。抬
首，目力所及之处，唯见水面裸露的屋
顶和树冠的尖顶，几只灰头土脸的水
鸟栖落其上，偶尔拍落几声幽鸣，亦随
远道而来的山风遁入空茫。

世事沧桑，山村的每一缕风、每一
轮新月，都将定格成生命中永不消弭
的风景。时光飞升如炊烟消散，当岁
月载着山村渐渐远去时，昨日所有的
梦都将恍若隔世，曾经努力寻访的痕
迹，如今已然无迹可寻。

我知道，我的村庄亦将被流水带
走，最后消逝在令人过目难忘的观景
台前……

人，许多时候是怀旧的。一棵
树、一束花、一株草，便是一段美好的
回忆，便有无数念想在心中搁浅，繁
华过后，化为烟尘消逝。风过的日
子，我把乡村的美好记忆装点成风
铃，悬挂在城市窗前，守望落日余晖
下，远乡的静美。

□费 城

幻想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