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枞阳名村先让，位于义津古镇菜子
湖中先让岛上。高甸吴氏一支自明代
迁居此地，吴姓人家一直传承着先祖泰
伯奔吴、季札封邑礼让遗风，其村名更
是因吴家的“礼让”而来，虽经岁月的洗
涤，至今仍儒风蔚然。

一普通小村竟有如此厚重文化的
地名？引得笔者的好奇心，追根求源才
知其缘于这两种说法：一是依原地名

“先巉 ”而来，二是由“先进”“礼让”
两村合并各取一字而来。无论是由

“先巉 ”改名，还是两村合并更名，都
与此地曾发生过一礼让故事有关，说该
村明代先贤吴廷枚曾礼让祖坟山，事迹
被载入吴家族谱，为纪念和传扬吴氏先
祖延陵至德家风，故先改“先让里”，再
更名“先让村”。

金秋时节，我有幸参加赴枞阳县先
让村的采风活动。当我们驱车赶到先
让村时，只见炙热的秋阳下，一大片山
芋地青藤满地，地边芝麻已收割打捆守

望着秋野，青绿的
黄豆杆上毛豆正结
荚灌浆，一群村民
引领我们穿过山地
参观吴廷枚墓。其
墓掩映在疯长的黄
荆丛中，墓前耸立

着大石碑，墓碑由波浪形麻石碑顶、两
边方形碑柱夹着青石板墓刻合成，碑顶
上刻着粗糙鱼龙纹。据吴社教在墓前
介绍：墓与碑系吴廷枚孙子所建，碑上
的字是明代国子监司业胡宗绪所刻。
碑字刻得不咋地，但标明了墓主身份：
明处士隽民（吴廷枚，字隽民）吴公暨
淑配孙太君之墓，系吴廷枚夫妻合墓；
碑上标的建墓时间：康熙四十五年岁
次丙戌仲冬吉旦，即1706年，距今已
三百多年！

“‘汉寝唐陵何处是，再过些些也不
妨。不妨让他们十丈！’这是吴廷枚在
与堂伯因祖坟山产生纠纷时说的，因其
主动让了十丈，其堂伯一感动也让出十
丈，因此形成二十丈闲地交吴氏宗祠管
理，其收益供祠堂与私塾开销。”吴社教
边说边指向墓地东边，“据上几辈说，这
二十丈闲地就在那条路东边。”因吴廷
枚的话得到村民一致认同，其礼让之风
便因此在先让村传开并绵延至今。

据村民介绍：吴氏祠堂之所以常以
“至德”“三让”“延陵”为堂号，就是要传
承“泰伯奔吴，三让天下”“春秋季札，三
让王位”这种礼让之风。这也是孔子推
崇泰伯、季札与司马迁将《泰伯世家》列
为《史记》开篇的原因。枞阳吴氏三大
家系元末明初从徽州避战乱而来，当初

这三兄弟分别落户麻溪（今钱桥镇境
内）、高甸（今雨坛镇境内）、豸岭（今金
社镇境内），因此形成麻溪吴、高甸吴、
豸岭吴三个支系，成为桐城名门望族，
出了许多名人。其中教育家、桐城派后
期散文家吴汝伦，曾任京师大学堂（今
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并主持开办桐
城学堂（今桐城中学前身）；清末桐城派
女散文家、书法家吴芝瑛（曾与好友将
遭清廷斩首示众的秋瑾遗体设法偷出
掩埋），皆是高甸吴氏杰出代表。

先让村与桐城嬉子湖镇隔（菜子）
湖相望，自古以来就浸润在老桐城崇文
尚学之风中。这支高甸吴氏迁居于此
后，一直过着亦渔亦耕的生活：盖房、开
荒、捕鱼，繁衍后代，教书育人，让这里
形成粉墙黛瓦、枕水人家，更是书香盈
村，墨迹飘河，孕育出一代代吴门才俊，
让其事迹登上《桐城县志》《桐城耆旧
传》与《高甸吴氏宗谱》，被后人称颂。
给我们讲解吴廷枚事迹的吴社教，便是
其中一杰出代表，他是枞阳中学英语名
师，教书育人之余，竟以古典诗词形式
翻译莎士比亚戏剧，让人惊叹！其子在
他培养教育下考上了清华大学，更让人
惊喜。这说明先让吴氏的家规家学犹
如春风化雨，不仅孕育了满门才俊，更
涵养出了世代家风。正如先让村支书

所说：“我们这民风纯朴，你先让，我礼
让，都坚持礼让乡风，让我这书记当得
可舒服了！”村支书的大实话，让我们看
到先让村民最重要的传承，不是财富与
官职，而是这种厚重文化的传承。普通
小村孕育出的世代家风，让先让人如今
仍从其古韵中源源不断汲取养分，并正
在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先让村民自古就是靠山吃山，靠湖
吃湖。农忙时劳作田地，农闲时下湖捕
鱼，亦耕亦渔的生活让他们一直过得很
自在。可在国家实行长江水系禁捕后，
村民们再也不能下湖捕鱼了，怎么办？
村中的年轻人纷纷外出讨生活去了；可
年老体弱的村民仍要在先让生活。迫
于实际，村“两委”班子只得因地制宜选
择合适项目，帮助禁捕上岸的村民实现
本地就业，让他们不离乡也照样能生活
得好。经多方调研，他们最终选择近期
种植莓茶、远期发展乡村旅游。

村支书说，过去我们号召大家做人
要“先让、礼让”，现在要求大家做事要
务实“当仁不让”。通往先让岛的道路
正在修，等路修好了，可依托湖滨湿地
建设“菜子湖生态公园”，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到时大家开农家乐、民宿，种时
鲜水果，都好赚钱哦！一席话引得大家
对未来更是充满憧憬……

□吴 华

延陵风骨礼让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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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 忆忆 周文静周文静 摄摄

“唯有南风旧
相识，偷开门户又
翻书。”无意中翻
出这本1979年出
版的周振甫先生
的名著《诗词例
话》。虽然纸页已
经发黄，却瞬间让
我的回忆返青。

此书的主人
是我一位现在遨
游商海的好友。
我已记不清到底
是哪一年借的，但
至 少 有 二 十 年
吧。那时我俩都
是小镇上热血澎
湃的文学青年，对

着广袤的田野做着绿色的文学梦。
某日在他几个竹制的小书架上搜到
此书，我就不禁面露出嗷嗷待哺的馋
样，朋友知道我有一股囊萤映雪的傻
劲，就慷慨得像袁枚借书给黄生一
样，让我先解“无米之炊”之苦。谁知
此书就此落户，伴我二十多年。

至于我久借不还的“罪”因，说良
心话，真不是吝啬一本书钱，而是此
书真契合我喜读古典诗词的脾胃。
在那个不知网购为何物的时代，我也
曾向多家实体书店跑断腿，奈何总是
觅不到它的身影。后来得知，此书二
十年间“供”了一百万册，可见真正的
好书确是供不应求，让我一再地丧失
了“求”的机会。只能无数次在“鸟吟
檐间树，花落窗下书”之际，像“窃书
不算偷”一样自我催眠，等我一购到
此书就立马奉还、立马奉还……如此
就“催眠”了二十年，把自己“催眠”成
了一个“老赖”。

在这期间，此书不知被我咀嚼过
多少遍。倒不是“书非借不能读也”，
而是这类好书那时也无处可借。只
能好书不厌百回读，晨昏忧乐每相
亲。原本雪白的书页被我越看越旧，
以致某些书页已经脱落。随后俸去
书来，我的书柜也越来越多。这本书
也慢慢被挤到边缘角落，淡出我的视
野。而那时的朋友已逐渐在商海越
游越远，生意越来越火，文学也慢慢
淡出他的心灵和视野。

今天无意中翻到此书，我再不能
“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了。毕
竟这是以我二十年前的诚信和友谊
做担保的，虽然我辜负了他的美意。
马上网上轻松下单，科技真给书虫们
大开方便快捷之门。然而尴尬也随
之而来，固然是书老纸黄，无法“完璧
归赵”；更是“物归”不了“原主”，我那
位朋友早已“今”非“昔”比，家里摆满
了琳琅满目的古董架，却没有一个书
架，更别说有一本文学的藏书了。偶
尔品茗聊天，他总是谈“股”论“金”，
而不是谈古论今，重与细论文了。我
心知肚明，他早已忘了曾经还是一名
文学粉丝，更遑论还记得我这个“债
务人”。

从这个角度说，这书还与不还
其实已没啥区别和意义。二十年的
时光足以改变很多命运的轨迹，所
谓“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是堪
惊”。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
还！坐在他的古董架下，一边喝着
功夫茶并致上迟到的歉意，一边把
书插入彼此心灵的古董架，重温那
段美好的青春，还原一段激情如诗
的岁月。共同见证着这泛黄的纸页
上留下岁月的足迹，更留下永不泛
黄的，友谊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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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妈妈不大会打电话，有事情
时，她会让父亲先将手机拨通，然后接
过手机同我说话。如果我给妈妈打电
话，也是爸爸接听后转给妈妈。妈妈
不是那种絮絮叨叨的老人，几句话讲
清楚后，就会说“小伢子，挂了啊。”然
后就让父亲挂断电话。

在妈妈看来，我无论多大了，都
是她的儿子“小伢子”，哪怕她的孙
女我的女儿为她添了重孙女，妈妈
依然这么叫我。其实，我很喜欢妈
妈这么叫我，在父母面前，我就觉得
自己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儿子，有堵
心事情的时候，我冲他们发一发牢
骚；有开心事情的时候，我在他们面
前显摆一下；倘若他们有什么不满
意的事情冲我不高兴时，我不耐烦
时也会回“呛”几句，这个时候，妈妈
并不真的生气，就会说：“小伢子，我
和你爸不指望你，还指望哪个？”通
常，妈妈这么一说，我就很惭愧，还
会道个歉。

妈妈平时话不多，但总是喜欢听
我说话，我们住的房子距离父母的住
处较近，我隔三差五就会来父母这里，
父亲要么去楼下同几个老人打麻将
了，要么在家看报纸看电视。父亲不
在家时，妈妈总是会坐在靠窗的椅子
上做针线活，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和身
上，暖洋洋的，光线又好，满头银发的
妈妈就戴着老花眼镜，一针一线地缝

补着物件。其实，这
年月什么都能买得
到，谁还需要缝补
呢？妈妈这是打发自
己的时光。她将一些
旧衣服洗干净再裁剪
好，缝成一只只坐垫
或靠垫，将旧毛衣拆

洗后织成毛袜或护膝。妈妈的左胳膊
曾在二十多年前因脑血栓后遗症不是
很灵便，前些年又摔了一次，左胳膊运
动是挺困难的，但是妈妈就是在这种
状况下制成了许多的坐垫、靠垫和袜
子等。我有时候劝妈妈不用那么辛
苦，父亲说：“你就让你妈忙她的。”妈
妈抬起头，老花眼镜里的目光充满平
和，她道：“这样多好。”说着，抬起左手
让我看，那是一张干瘦没有光泽的手，
能看到一根根青筋，手指关节还有一
点变形，我的心里有一种酸楚的感
觉。这个时候，妈妈会摘下老花镜，对
我说：“给我按一按。”我就会顺从地从
抽屉里取出按摩器，给妈妈从头到胳
膊再到后背都按摩一番，还会抓住妈
妈的手和臂膀给胳膊和每一个手指
都做拉直和弯曲的运动。妈妈闭着
眼，很享受的样子，我们母子有一搭
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我会将一些有
趣的事情说给妈妈听，也会说一点
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妈妈很少发
表意见，有时候我故意逗妈妈，问：

“你看这事情怎么办？”妈妈会睁开
眼睛看着我，道：“你都这么大人
了。”后面的话不说等于说了，于是，
我们母子俩便都笑了。

妈妈做得一手好菜，前些年，妻子
常年在女儿那，每到周末晚上，妈妈就
让父亲拨通我的手机，她接过来对我
道“小伢子，明天过来吃中饭。”妈妈担
心我吃不好，总是双休日给我加餐，提
前让父亲买回我喜欢的排骨或筒子骨
炖好汤等着我，还会做几个非常可口
的菜。饭后，又会将排骨汤和其它菜
分别用盆子装好，再用保鲜膜在盆子
外面包上一层让我带回去，父亲在一
旁笑着对妈妈道：“小伢子不苦的。”妈
妈扭头冲着父亲道“外面的菜再好，能

有家里菜好呀？”爸爸就摆手道：“好好
好，你说得对！”此时的妈妈非常开心，
又叮嘱我“回家后就要将菜放进冰箱
里，平时少在外面吃饭”。妈妈怕我嫌
烦，只说这两句。对于左胳膊不灵便
的妈妈来说，做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
事情，我每次要给妈妈打下手，妈妈总
是将我推出厨房，道：“不用你忙，跟你
爸说话去。”过年的时候，满满一大桌
饭菜，妈妈也不让我们动手，只是让我
和父亲按照她的吩咐分别买菜。那一
年除夕的晚上，我端着红酒要给父母
敬酒，父亲指着妈妈道：“你妈功劳大，
先敬她！”这应该是父亲的心里话，平
时父亲在家基本上只负责买菜和浇
花，其它事情都是妈妈做，妈妈却无怨
无悔，我有时候开玩笑说：“阿妈！是
你把我爸惯坏了。”妈妈则道：“你爸从
小就这样，要惯也是你奶奶先惯出来
的。”父亲听了妈妈的话，躺在靠椅上
眯着眼满脸的幸福。

我按照父亲的吩咐站起来双手
给妈妈敬酒，“祝阿妈健康长寿，开心
如意！”妈妈的脸上显得很平淡，端起
杯子喝了一大口饮料，道：“妈也祝你
以后更好！”可我没有想到，这是我同
母亲在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第
二年的除夕吃年夜饭时，我跪在妈
妈的遗像前嚎啕大哭，一幕幕往事
涌上心头，让我情不自禁，此时此
刻，我能感觉到妈妈就站在我的面
前，可我又分明看不见她真实的身
影，我泪眼朦胧地凝视着妈妈的遗
像，妈妈在微笑地看着我，我知道妈
妈纵然走了，仍然会牵挂着我们，就
像我们思念她一样。

转眼之间，妈妈已经离开我们三
周年了，我好想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好想，好想……

□杨勤华

想给妈妈打电话

抵达高铁站台已是晚上八点多
钟，我们打的赶赴酒店，参加某场全国
文学大赛颁奖盛典。坐在的士上，雨
雾相迎，秋风护送，路灯与霓虹交相辉
映。沿途的大红蝴蝶结，与烟云媲美，
映染城市，显得非常喜庆，仿佛给这座
历史名城披上了红色外衣。那
喜庆的氛围，炽热、隆重，让我
一下子感觉到它的温存。

这座城市叫方城，是我们
要到达的目的地。望着烟雨迷
蒙的苍穹，那夜色的板块，就像
粉一样碎了下来，纷纷扬扬地
洒我一头一脸，我只能在暗淡
的雨夜与它对话。说实话，来
方城领奖只是由头，实质是冲
着博望坡这个名胜而来。博望
坡就位于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
博望镇。我的思绪就不停歇地
在历史的时空纵横驰骋。这
不，一不小心就触碰到《三国演
义》那段精彩的历史故事里，并
立刻被其裹挟其中。

小时候就听过，看三国出
孔明，神机妙算的故事，今回想
仍觉得新鲜。刘备惨败后，为
防曹操追剿，在博望坡三顾茅
庐，请出诸葛亮，拜其为军师。
诸葛亮不辱使命，为算计曹操
率兵征讨刘备作战前准备。就
在那个秋天，曹操所部果然进了诸葛
亮所设伏的圈套，诸葛亮将计就计，把
曹操所部的夏候敦引至博望坡境内，
然后点起一把火，四周芦苇燃起熊熊
火焰，一时间，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杀
声震起。曹军自相践踏，烧得溃不成
军，死者不计其数。由此，刘备赢得了
前所未有的第一次全胜。

诸葛亮初出茅庐，因博望坡这把
火击败曹操大军，名扬天下。曹军锐气
重挫后，刘备的残存势力得以保存，并
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从此，诸葛亮深
得刘备信任，把军权交给诸葛亮调
遣。因他足智多谋，懂军事，会打仗，
帮刘备夺取了江山，使刘备当上了三

国时期蜀国汉开国
皇帝。刘备曾这样
称赞诸葛亮：孤之有
孔明，犹鱼之有水
也。诸葛亮也被刘
备封为武乡候，东晋
政权因其军事才能

追封他为武汉王。
诸葛亮27岁登上政治舞台，因一

生为国尽忠效力，立下汗马功劳，当上
了蜀汉丞相。他主政时，安抚百姓，遵
守礼制，约束官员，慎用权利，对人开诚
布公，胸怀坦荡，深得民心。他一生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被人们称之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
的杰出代表……

思绪在心头浓烈，任回忆
在秋夜翻腾。仰望窗外那亘古
不变的历史天空，千百年来，在
它的朗照下，刀光剑影，鼓角争
鸣，仿佛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
的面容。历史改写不了兴亡、盛
衰、成功、失败的事实；岁月带不
走那一串串熟悉的人和事。湮
灭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
城。历史的长河中，真是有太多
的生死杀伐、离愁别恨，又岂是
人间意绪能平得了的？

风在吼，雨在下。那风雨
声，就像一根长线，把我牵连到
博望侯张骞。张骞是中国汉代
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和探险
家，以博望坡地名而封侯。公
元 138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
命，把我国丝绸运往西域，又
从西域把陶器、大豆、大蒜和
西葫芦等带回来，打通了汉

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开辟了丝
绸之路。公元140年，汉武帝欲联合
大月氏共击匈奴，又派张骞出任使
者。张骞途经匈奴被俘，拘役数
年。但他人在曹营心在汉，趁匈奴
内乱逃回汉朝，向汉武帝报告详
情。他一生两次冒死出使西域，可
见他的爱国情怀。

张骞开辟了中国与西域诸多国家
沟通往来之路，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
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
史学家司马迁称赞张骞出使西域为

“凿空”，意思是开通大道。张骞开通
西域大门后，中原与西域关系密切、往
来不断，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他的智慧，对改革开放、新的“一带一
路”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回眸，
一张张，一件件，无不体现博望侯张骞
对人类所做的历史贡献。

时钟，好像加快了速度。雨夜，好
短好短。在我意犹未尽时，天就不知
不觉地亮起来了。

□
汪
厚
明

夜
宿
方
城

吃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口腹之乐和男女之乐是人生两

大天性需要，古人云：“食、色，性也。”
男女之乐往往出现在文字里，口头上
不好意思多说；口腹之乐则常常为人
津津乐道，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美其
名曰：民以食为天。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无论为民
为官，无论是主是客，坐在一起，首先
想到的是吃，中国的传统节日，说来
道去，其中重要内容和乐趣，就是聚集
起来的亲朋好友，觥筹交错，张家吃到
李家，李家吃到王家，这种倾心于口腹
的享受与诱惑，几乎无人抵抗得了，也
无人愿意抵抗。年轻人相聚，喜欢AA
制的方式，但他们一旦成家立业，走上
社会，似乎 AA 制方式不好使，平摊方
式吃饭往往被看作不合时宜，足见中
国人情社会力量的强大。

有一次我回老家，几个混得不错
的发小请我吃饭，雇了一条船开到花
亭湖上，两岸青山，葱茏茂盛，一湖碧
水，清澈明媚。发小用鱼杆钓了两条
青鱼，在船上生火烧水，一条红烧，香
喷喷的，一条用湖水清煮，汤白白的、
浓浓的，喝着我带给他们的“铜陵八
宝春”。湖水是流动的，但水面平静，
没有浪花，船在湖里慢悠悠行走，我
们边吃边聊，吃鱼便见两岸青山，喝
汤就看蓝天白云，聊的是小时候上树
摸鸟、光屁股下河洗澡之类的童年往
事，一顿饭从中午吃到太阳下山，上
岸后晃悠悠回到母亲家，真惬意。十
几年过去了，那顿饭就像摄影一样深
深地印在我的心底。

吃应是讲究时令的，因为食材有
生长规律、有季节的。可现在我困
惑，什么时候都能吃到各种蔬菜，各
种食物，但味道却令我不敢恭维，是
对还是错？比如：河豚是我生活小城
的一道美食，苏东坡说：“萎蒿满地芦
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河豚有毒，
过去吃的人很少，有“拼命吃河豚”一
说，但河豚上市时节，确实味鲜，还是

招来不少人去吃。现在河豚是人工
养殖的，任何季节都可以吃上，味道
远没有从前河豚好吃。给我回味无
穷的是上世纪 90 年代初，铜陵县城
江边一个不起眼酒馆吃河豚的情形，
老板拿着一条野生的河豚在我们面
前杀死去血，烧好后，厨师端上桌，当
着我们面吃一口，过了约一刻钟后，
请我们吃。那味道真美，那程序真
繁，那感觉真妙。

中国人爱吃，菜系繁多，喜欢在
做菜上花工夫，以至于把吃这样一件
天天必须做的事情变成了文化，有人
叫美食文化，有人称酒文化。什么事
情一旦成了文化，往往就会变得复
杂，点菜、入座、吃相、敬酒、递烟，乃
至闲聊，每一项要做到恰到好处，做
到有分寸，绝非一日之功，而是一个
人教养的重要体现。吃得好，煮酒论
英雄；吃不好，可能就是鸿门宴了。
吃是正常的生理需求，不知从何时
起，饭与局连在了一起，叫饭局，如是
有人利用请吃，设计圈套，引诱、欺
诈、蒙骗，有不少人在吃的问题上栽
了跟头。

也许是到了一定年龄，对吃看得
越来越淡，感到吃的最高境界应当是
节制。一是吃的时候要节制，不要什
么东西好吃，就只顾自己吃，应推荐
给别人吃；什么东西好吃，也不能天
天吃，过量吃，“杂食者，美食也，广食
者，营养也”。二是点菜要节制，以不
浪费为准则，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大
方客气，满桌子鱼肉点得一塌糊涂，
结果大部分变成了泔水；大方客气不
是满桌的山珍海味，而是对细节打磨
的品味、气质和日常的行为。

在吃的问题上，对那些富有者，
我认为可以精致点，却不能浪费。你
可以点一瓶上等的红酒喝得一点不
剩，但不能要了满桌子的菜，每个盘
子只吃两三口。奢华永远不是价格，
而是价值，这应是富有者应有的教养
和品味。否则你就不是真正的富有
者，而是暴发户。

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粮食，那
将 是 我 们 这 个 刚 刚 富 起 来 的 民 族
之大幸。

□陈邦元

闲来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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