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是一座特殊的城市，因为他
先有矿山后有城市。作为一名铜陵
人，总会与铜陵有色存在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

就拿本人来说吧，上世纪 80 年
代，就到了离市区不远也不近的一所
矿山学校——铜陵有色狮矿小学教
书。10年后，又调到了东方红小学，
至今都没有离开。作为一名曾经的
有色人，（因为东方红小学以前一直归
铜陵有色教育处管辖，后来由于铜陵
有色部分矿山关破，教育资源剥离，
2004 年划归到了地方管辖。）不仅自
己一半的工作生涯是在铜陵有色度
过，而且家中一半以上的亲人不是在
铜陵有色工作，就是在铜陵有色退休，
可以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有着十分深
厚的感情。

要说我们家与铜陵有色的感情，
就得从我父母是如何来到铜陵时说
起，这还会牵涉出一些铜陵有色鲜为
人知的往事来。

我父亲是淮南人，母亲是和县
人。解放前，也就是日本人投降后，父
亲带着我奶奶与母亲一起来到了芜
湖，干起了码头工人。

当年的芜湖水陆交通发达，是著
名的商业中心，也是安徽省唯一的对
外贸易口岸，全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
一。由于码头上的活很累，一般芜湖
本地人吃不下这个苦，当时码头缺少
人手。由于我的爷爷在父亲9岁时就
得病去世了，父亲从小给地主放过牛，
当过长工，冬闲时下江南挑过圩，在淮
南大通煤矿挑过煤……他一直四处扛
活，吃苦惯了。所以他不仅自己干码
头，还回到老家，带来了一帮老乡当起
了码头工人。

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芜
湖也失去了对外贸易，热闹的芜湖码
头也沉寂了下来。父亲失业了，只能
靠偶尔给澡堂拉煤，或打点儿零工养
家糊口。可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奶
奶又去世了。东拼西凑地把奶奶下葬
后，家里变得一贫如洗，当时是 1950
年。父亲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区里的
领导找到了他，说铜官山要 200名码
头工人，希望父亲能找些人去支援铜
官山建设。

原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
占领铜陵后，对铜官山铜矿进行了掠
夺性开采。建碉堡，修铁路，还从日
本运来了大量的开矿设备。日本投
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矿山，但是
他们只忙着打内战，不仅没有恢复矿
山建设，而且在撤退前，还拆除了重
要的矿山设备，装船运往了台湾。当
这些载有矿山设备的船只行驶到上
海时，上海已经解放了，这批轮船又
调头驶回了铜陵。可是，当船只回到
铜陵时，只能在码头边排起了长队。
因为当时铜矿负责搬运的工人都是
由当地的渔民和种地的农民组成，他
们只会肩扛手抬，没有干过起重工的
活儿，无法把笨重的设备从船上弄下
来，所以才要从芜湖急调 200名码头
工人支援铜陵。

接到任务后，父亲就四处找人。
芜湖码头停工后，那一帮码头工人，有
的回老家种地去了，有的做起了小生
意，也有的在当地安家落户了……再
加上大家根本不知道铜官山在哪里，
只知道那里是个山旮旯，所以都不愿
意去。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动
十来人答应去铜官山。可是临上船
时，还有几位以种种借口没有来。最
后，加上我父亲，一共只来了7个人。

到了铜陵后，铜官山铜矿工会主
席亲自陪着他们，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一连好几天，就是不谈工作。我父亲
他们也着急，再三询问之下，工会主席

才说等他们大队人马来了才谈工作。
当听到哪有什么大队人马，只有他们7
人时，工会主席急傻了眼，只能一个劲
地说：“这如何是好……”

父亲他们一个劲地安慰工会主
席，并让工会主席带他们先去看看是
什么活儿，实在干不了再从芜湖调人
也不迟。工会主席没办法只好带他们
来到扫把沟江边。他们上船转了一
圈，心里有了底。于是告诉工会主席，
活不难，只要有辘轳、滑轮、葫芦之类
的工具，他们几个人就能干起来。他
们讲的工具工会主席连名字都没听
过，就带他们进了仓库，让他们自己去
找。没想到的是，仓库里有着多种型
号大小不一的葫芦和滑轮等。

于是工会主席派人把这些工具
拉到了码头边。父亲他们在船头搭
起了脚手架，组装起滑轮组，先慢慢
地把笨重的机器吊起来，然后再拉
上岸。机器上了岸，当地的工人就
有办法对付了。就这样一艘船一艘
船地搭架子，起重，拉拽，运输……
干了半个多月，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全
部的任务。

赶巧的是，父亲的一位朋友到芜
湖看望我父亲，发现母亲一个人带着
我大姐过活，觉得她们太可怜了，给了
我母亲20元钱，谎称是我父亲让他带
来的。我母亲想，父亲去铜官山一个
月不到就给家里送来了钱，说明铜官
山不错。于是没过几天，就收拾了东
西，带着我大姐来到了铜陵。母亲清
楚地记得，她们到达铜陵的那一天是
1951年的元旦。跟我父亲一起到铜陵
来的 7个人，只有我父亲一个人留了
下来。其他6人，因为家属不在身边，
先后都离开了铜陵。

以前，父亲多次讲过，刚到铜陵
时，只有解放东村与扫把沟住户比较
集中。那时铜陵只有铁路，却没有公
路。他上班时就从扫把沟坐小火车
到解放东村的铜矿，下班后再坐小火

车回到扫把沟。如果误了点，小火车
开走了，只能沿着铁道步行走回扫把
沟。不过走回扫把沟最好几个人结
伴行走，因为铜陵山多林密，有不少
野兽穿梭，甚至还有野狼、豹子之类
的猛兽出没。如果不得不一个人走
长路的，白天手里要拿一把大伞，遇
到什么野兽时猛然把伞撑开再收起，
就会吓跑野兽；晚上行走就要带一把
大电筒，遇到动静时，把电筒一开一
关，闪烁几下，野兽怕光就会跑的。
1983 年冬天下大雪，一只豹子跑进
了铜官山脚下的铜矿五区的锅炉房
里，清晨值班人员发现后，吓得急忙
关上锅炉房的大门。工人们上班后
纷纷拿起铁锹、棍棒、三角耙等武
器，一哄而上，打死了那只豹子。从
那以后，铜陵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大
型猛兽了。

母亲在世时，没事总喜欢戴着老
花镜看看书、读读报。母亲之所以能
够看书读报，得益于上了成人识字
班。因为解放初，绝大多数成年人都
是文盲不识字。为了解决这一困境，
铜官山铜矿办起了成人识字班，开始
对职工和家属进行扫盲，地点就是现
在的东方红小学。当初的东方红小学
白天是学生上课，晚上是成人在上扫
盲识字班。

听母亲说，她解放前读了两年洋
学堂，后因家中困难而停学，是东方红
小学的成人识字班让她学到了知识，
学会了看书读报，学会了写信。当初
她为了学习写信，特意买了一本《怎样
写信》的书，写信时就按照书里的格式
来套，并且一遍又一遍的修改……就
这样，母亲最终学会了写信。

时光流逝，转眼间父母已经离开
我们很多年了，本人也早已不是有色
人了，但是我对铜陵有色的感情却没
有减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
得在有色的那段经历弥足珍贵，特别
令人难忘……

□徐维林

但愿长做有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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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乡 情情 李海波李海波 摄摄

你虽没西子之美
但有闭月羞花之容
当，晨曦掀起你薄薄的面纱
你像一位美丽的少女
波光粼粼、含情脉脉
晨练的脚步声惊扰了你的睡梦
你轻浪微笑拍打着柳堤
与鸟声和鸣
旭日映在滚滚波浪上光亮
正像三月芳菲的桃花
顿感胸中春波也在涌动……

借着午酒的小憩
梦到你前世今生
风里浪里的故事……
王母待嫁，玉帝把你作为“铜镜”
赐予
阅尽千年水波绿，曾似鱼鸟照影来

你豁达之容犹如这城市一面镜子

顺着夕阳的滑落
迈着无力倾斜的脚步
又走入你慈母般博大胸怀
一天的劳累得到你的同情
鱼儿跃出水面 鸟儿与落日归林
寂静的湖水在周边璀璨的灯光中
艳艳生辉
是啊……历年的雨水甘露使你
心不换物，物不至
塑你千年润色秀美！

风儿使你获得能量
让你产生意识的灵动
使生命注入强大的生机
你的波动滋润着自己
也滋润着这个城市的人们！

□王继荣

美丽的天井湖

笔者退休已20多年，干些什么？说
说笑笑，读书看报；游山玩水，偶尔写篇
文章登登报。宋代诗人汪洙在《劝学》
中说：“学向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
今足用，谁笑腹空虚。”说实话，没退休
前，整天忙于工作，很少读书。即使读
些书，多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书。退休
后，我一改过去的读书法，读一些经典
名著或唐诗宋词。尤其爱把古今字典
词典当作“枕边书”来看，来品其中的

“甜香”味。现从我的读书笔记中摘录
几点感悟，以飨读者。

（一）大气。《现代汉语词典》里对
“大气”一词的解释有两种。一种作名
词用；意思是大的气度，大的气势。二
是作形容词用；指人的气度大、气势大，

如某人心胸开阔大气。
笔者从“大气”一词中悟出一点想

法，人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心有所
依、情中所寄。然而，人追求得越多，经
历得越多，沾染的禁忌、习惯、想法和固
执也越多。确定的东西越多，受到的限
制就越多，人生就越不快乐、不幸福。
这个时候就需要人们大气一点，下定
决心打破自己心灵的篱笆，重新获得
心灵的宽广，使自己自由自在。人千
万不能自己捆绑自己。该站就站，该
坐就坐，心热降火，寒冷取暖，困了就
睡，醒了就起，顺其自然，心静气和。大
气地做事，潇洒地处世，任世上红尘滚
滚，我自清风朗月。生活的艰辛让我们
品尝到人间的冷暖，大气则是一剂疗伤
健身的良药。

（二）底气。名词“底气”原意是
指 人 体 的 呼 吸 量（如 ：底 气 十 足）。
随着时代的变迁，“底气”一 是 指 一
个 人 的 气 力 或 劲 头；二 是 指 一 个 人

的信心和勇气（如工作没干好，说话
底气不足）。

笔者认为，底气也分真假虚实，真
正有底气的人不会乱发脾气，因为心
中笃定，是非成败心知肚明，怒火中烧
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底气不足又会
做假的人常会莫名心慌，虽然表面自
信，内心早已乱成一团，为了掩饰底气
不足的真相，不得不摆出义愤填膺的
假象。

“底气”源于实力（真才实学），而非
虚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常有人因
为徒有虚名而有着莫名的底气，一旦遇
到挫折或质疑，便将底气转化为脾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底气是一个人看不
见却能感觉到的根系，是一个人长期努
力实践学习锻炼的结果；是一个人不刻
意却在无意中散发出来的气场。底气
一旦充足，便如一粒种子在风雨中扎根
发芽成长，让人具有面对未知的智慧和
勇气。朋友，若想活得幸福，活得有底

气，没有秘诀和捷径，惟有一步一个脚
印，丰盈自身，提升实力。实力足了，底
气自然应运而生，实力不断提升，底气
也就越来越足。

（三）人生三点。今年5月18日是我
国著名章回小说家、著名作家、我省潜
山市人张恨水诞辰 129 周年。此间，我
又重读张恨水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金粉
世家》，小说第一回中写道：“北京人从
来是讲究老三点的，所谓吃一点、喝一
点、乐一点。”我想，岂止北京人，世上之
人不都讲究这三点吗。不管什么人除
干好本职工作外，有这三点，一生就够
了，还求什么呢！

笔者思考后认为，张恨水说的“老
三点”，最要紧的是“乐一点”。你若知
足“吃一点”“喝一点”自然就“乐一点”。

如今，我们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了，“吃一点”“喝一点”都是家常便饭，
偏是有些人不容易“乐一点”了，你说奇
怪不？对“吃一点”“喝一点”还不满足
的人，还想发大财、想出大名当大官、做
成功人士。人生想要的一多，那“乐一
点”当然就很难了。朋友，请记住成语

“知足常乐”吧，常乐才能长寿，活得才
能更有滋有味。

□殷修武

读书偶得

在我魂牵梦绕的
故乡铜陵市枞阳县义
津镇，有一条古老的
乡村街道，那就是杨
湾街。这是一个只有
一纵一横两条逼仄街
道的小集镇，当年是
杨湾乡政府所在地，
更是我小时候心中的
伊甸园。

杨湾街离我家
只有2里多路，每天
早晨，我居住的小村
庄，大约一半人要上
杨湾街，大多数村民
上街卖农产品、购买
所需的日用品，还有
小部分村民上街纯粹
是泡茶馆、喝点小酒，
小孩逛街凑热闹，有
的买点文具和课本、
小人书之类的。村民
们喜欢上街，主要是
因为杨湾街还有独特
的生活习俗，早上很
多人上街喝茶，不光
是喝茶，还喝酒。不
管是熟悉的人还是不
熟悉的人，大家聚拢

在一起，在小茶馆里，喝起小酒，也没
有什么菜肴，只有几块茶干、豆腐、生
腐、花生米就喝起来，有的人推杯换
盏，喝得面红耳赤，上午八、九点光景，
肩挑手拎着种子化肥或日用百货，三
三两两，结伴而归。

回忆起小时候的事，至今还历历
在目，难以忘怀。

记得小时候杨湾街还是土路，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上个街，像是
在田畈里干活回来，身上沾满了灰尘
和泥巴，母亲总是埋怨。后来不知道
什么时候修了水泥路，上街后干净多
了，再也见不到尘土飞扬。杨湾街本
来街道就窄，再加上街道两边摆满了
摊位，显得很拥挤，街上摆满了猪肉、
豆腐、生腐、千张、白菜等摊位，人挤
人，摩肩接踵，每个人都要侧身而过，
夸张地讲把耳朵都挤掉了。这还只是
平时，如果遇到节假日，特别是腊月年
边，那街上的人群多得令人望而生畏，
你看了头痛，根本挤不进去，经常发生
小孩丢失的事件。记得那时我二伯伯
家是开豆腐作坊的，每天早上挑着豆腐
担到杨湾街卖，我每次上街都远远地绕
道而行，生怕二伯伯看到了，拿豆腐不
要钱，如果拿了豆腐，回去母亲又要埋
怨。特别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有一个远
房亲戚在杨湾街上开了理发店，那时理
发店比较少见，大部分都是理发挑子
走村串户理发。因为我每次上学回
来，都要经过杨湾街，那远房亲戚看到
我，就叫我理发，我不好意思，只好理
一下，给他钱，也不要，后来听讲是我
父亲给钱了，我也就不管此事了。

杨湾是一个鱼肥田多、稻谷飘香
的江北小镇。杨湾挂面每家都做，满
大街都是挂面，每天白天拿出来晒，晚
上收回去，成为杨湾一道独特的风景，
好像还成为非遗产品。

杨湾街后面就是杨湾圩，是联通
菜子湖的，水质非常清澈，里面的鱼味
道非常鲜美。圩上架桥，直通杨湾街，
夏天圩内水涨得快，冬天快要干涸见
底了。为了圩里的水不漫破，在冬天

必须加固、加高圩
埂，为了保护圩下
面的千亩良田，以
及村庄房屋、财
产、人员的安全，
俗称叫挑圩堤，我
记得小时候还参

与过挑圩堤，那是人山人海，锣鼓喧
天、红旗招展，好不热闹，男女老少齐
上阵，场面非常壮观，还有啦啦队和宣
传队，有专门人烧大锅饭。后来不知
什么原因，工地上不管饭了，每个人得
自己家准备饭菜。但是大家的积极性
丝毫未减，这个时间持续很短，一般一
两个月。不知道是哪一年，我从外面
放学回家，走到杨湾圩，正处主汛期，
杨湾圩白茫茫一片，看不见路，杨湾桥
也被水淹了，只好做小腰盆（一种小的
扁舟）回家了，那个小腰盆只能坐两个
人，稍微风浪大一点，就容易侧翻，我
感觉挺害怕的。还有一年夏天，听讲
有人在杨湾圩游泳被淹死了，后来每
次到杨湾心里都胆颤心惊，过杨湾桥
时都是快速通过，不敢有半点停留。

年幼时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杨湾
供销社，当时杨湾供销社也是一个神
奇的地方，那时的物价真的非常便宜，
本地特产黑猪肉只卖0.73元一斤，买
任何商品都得凭票，什么粮票、布票、
豆腐票等等，那时我还小，只记得大人
每次到供销社，都能买到好多好东西，
如练习本子、钢笔、猪肉、红糖、布等，
真的感觉供销社是个聚宝盆，总能变
出各样当时稀罕的东西。当时村里有
人在杨湾街开了杂货店，我心里非常
佩服，觉得他非常了不起，有本事。

记得小时候大人还经常交公粮，
粮食也是拉到杨湾街，杨湾街当时是
乡政府所在地，以前是杨湾公社，后来
改为乡政府。当时杨湾街上有电影
院，我记得第一部电影《少林寺》就是
在杨湾街上电影院观看的。

杨湾中学当时是我心中的最高学
府，我人生几次的转折点考试都是在
杨湾中学举行的。

每次到了杨湾就像到家了一样，
反正每次离开家都从杨湾出发，每次
到家也是先到杨湾，总是形影不离。
但最难忘的还是出行交通问题，那时
由于交通不便，出行吃尽了苦头。记
得那时候我上初中离家30多里的浮
山中学，基本上住校，但星期六回家，
星期天返校，回家主要是带菜和米到
学校，来回完全靠步行，走了 30多
里，腰酸背痛，有时，为节省体力，看
到手扶拖拉机，冒着危险往上爬。每
次回家，到了杨湾街，快接近傍晚，街
上家家户户冒着炊烟，饭菜的香味扑
鼻而来，感觉肚子咕咕叫，想饱餐一
顿，加快了回家的脚步。后来到合肥
上学，我基本一个学期才回来一次，
每次回来到了杨湾街，感觉非常亲
切，舍不得离开，总想在杨湾街多逗
留一些时间。还好，我所住的村庄有
一位退伍军人，因为他当年在部队就
是汽车兵，就被分配在枞阳县城汽运
公司上班，负责开大客车，专门跑枞阳
县城与杨湾街道线路，我在外地上学、
工作，寒暑假都要坐他的车子。客车
又破又脏，一趟车子坐下来全身都是
灰，但是由于乘客多、班次少，所以他
的车子特别紧俏。为了坐上他的车
子，我爸爸、妈妈对他特别客气，过年
时，经常喊他吃饭，好酒、好菜招待，生
怕怠慢了。现在杨湾街的交通非常方
便，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毛毯铺到村
庄房前屋后，小轿车直接开到家门
口。公交车也通到村部门前的广场
上，特别顺畅，都是无人售票，给出行
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回想起来，杨湾街道给我带来
了许多的欢乐。由于区划调整的需
要，杨湾乡与牛集乡、义津镇合并
了，成立了新的义津镇。时代的变
迁使杨湾街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
之下，显得有些衰落，但在我的心目
中，我对她的热爱持续不减，因为她
是我的故乡。

□
张
西
斌

我
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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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
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