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我捧起这张合影，一缕春风
便扑面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 1963
年1月。

身后那座早已被替换为高楼大厦
的工人电影院，那是城市的春天；而前
面一排排青年，那是时代的春天。

你看，合影第二排中穿大襟褂子的
那位大姐，是当时铜陵有色机关党总支
书记刘如玲。虽说她大咱们几岁，依然
满面春风。她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同年
轻人拉呱，常常是“没大没小”的。她右
边坐着的是机关团总支书记林树阁，跟

咱们更是亲如兄弟。他是北方人，为人
亲和直率，做事身先士卒。开晚会、演节
目，他布置舞台、搬运道具啥都干。开会
聊天，说起话来句句入理。心里有疙瘩
找到他保你含笑而归。这就是春天。

再看看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
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尽管一个个身穿
土里八几的老棉袄，却锁不住内心的
热情和获奖时的喜悦，掩不住青春的
风采！

先进团支部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
果。当时的基建团支部由基建处团小

组和工程队两个团小组组成。工程队
的团员们奋战在施工第一线，在班组里
干起活来不怕吃苦，跟师傅学手艺十分
刻苦，不少人上岗半年后就能独立操
作。青年突击队员冲锋在前，队旗闪耀
着青春的光芒。工程队当时的生产任
务除了有色厂矿的维修之外，也就是一
些不起眼的零星工程，然而就在这些平
凡的工作中，团员和青年们认真做好每
一道工序，提出小项目要当大工程做，
每一件都能做到保质保量，按时完工。
在当时，青年工人能成为一名共青团
员，是莫大的荣光，也是继续吃苦在先
和技术革新的强大动力。

基建处设计科夫妻团员黄秉谷、龚
雪祺以设计室为家，经常加班加点，主
动做些别人的下手活，不图名不图利受
人尊敬。虽说他俩早已调离铜陵，但每
每想到与他们同室绘图的情景，就像是
在昨天。照片中和我接触较多的还有
工程队的宫恒祥，一个身材魁梧做事细
心的人。他在工程队办公室工作，搁现
在话说，叫队长助理吧。在团里，他担
任支部书记，思想工作、支部活动他一
呼百应，最有号召力。当年五四青年节
过后，团支部换届，赵德丰和我担任支
部委员，实际上，支部的工作宫恒祥做
得最多，他最能干也最辛苦。

在那个大公无私的年代，年轻的一
代人在老一辈优良传统的影响下，总想

着国家困难，习惯了粗茶淡饭，在劳动
中增强才干，在艰苦中酿造乐观，为刚
刚复苏的矿山，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
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书写出时代的
春天。

尽管工作繁重，物质匮乏，但年轻
人的精神生活仍然丰富多彩。当时没
有电视，连收音机也是个稀罕物。职
工的文体活动主要形式是自娱自乐。
大家参与，互相学习，乐在其中。演员
与观众的身份亦时有置换。这张照片
位置的对面，就是有色公司工人俱乐
部。每到晚上，图书阅览室里座无虚
席，科普讲座厅里挤满听众。篮球队、
乒乓球队、合唱团、民乐队、书画小组
等等，参者踊跃，观者开心。那是文化
生活的春天。

照片中那个憨厚的岳德友，是我的
大学同学，基建处计划统计科的技术
员。平日里一声不吭，干工作一丝不
苟，是个干实事的人。我八十五岁那
年，还去他家看过他，我的第一感觉是：
我们都老了。

是的，我们都老了，照片中的人都
老了。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年轻人勤奋
耕耘，为的就是要让后人在成熟的秋天
获得丰收。这是一代人对春天的承诺，
我们兑现了。

挽留青春吗？青春早已远去；回眸
春天时，我们依然热血沸腾。

□叶葆菁

回眸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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汆肉，乃一道看似简单却又是充满地
方特色的美食。它承载着人们对家的思念
和对亲情的回忆。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
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在品尝的过程中
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美好。

我的职业是厨师，曾经在许多地方都
有过从厨经历，所经历的地方也都有汆肉，
但与家乡的做法却又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地方是将瘦肉切成薄片，用淀粉
和调料腌制后，放入沸水中快速汆熟，配以
蔬菜等辅料，形成一道色香味俱佳的汤
菜。这样的汆肉汤，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在
寒冷的冬天作为火锅为人们带来温暖。

有的地方却是将新鲜的里脊肉切成肉
丝，加入酱油等调味料上浆滑油后，下入沸
水中汆熟，再加入青菜榨菜之类，形成一道
嫩滑溜溜、味道鲜美的汆肉汤。

我的家乡却是将猪瘦肉既不切片也不
切丝，而是另一番做法。脑海里便也常常浮
现出母亲汆肉时的场景来。

小时候家里条件也不好，偶尔买一次
肉也很少用来红烧，那样太费肉了。只见
母亲把本就不多的肉分成几份，肥肉切片
烧生腐，瘦肉一部分切丝配上菜园里的青
椒啊、土豆啊、豆角啊之类炒肉丝，还有一
小部分瘦肉用来汆汤那是必不可少的。

母亲先是将预留的瘦肉切成小块，然
后只见她手起刀落上下翻飞，倏忽之间便
将瘦肉剁碎。多年以后我发觉我的汆肉吃
不出母亲做的味道来时，问母亲才知其实
汆肉的关键之一就在这剁肉上。母亲说汆
肉的肉不能剁得太碎，因此不能用绞肉机
绞的肉末来汆肉，那样汆出来的肉没有一
丝丝嚼劲，剁出来的肉要有颗粒感才好。
肉剁了，再放一些葱姜蒜末，盐、酱油等调
味料抓拌均匀，最为关键点来了——加入
山粉。

不谦虚地说，我也算是走过南闯过北
的人，但除了老家有山粉，其他地方还真没
见过山粉这个东西。什么玉米淀粉、红薯
淀粉那都不一样。山粉应该就是老家汆肉
的灵魂所在了。

只见母亲抓起一大把山粉放入调好
味的肉末里，再一阵抓捏后使山粉与肉末
完全融合在一起，便捏成一小块一小块地
下入沸水中汆熟。如果恰逢现在这个季
节，菜园里的西红柿急红了脸，母亲会摘
来改刀下锅煸炒一番后加水烧开再汆入
捏好的汆肉，这样的汆肉汤鲜嫩酸爽，丝
滑爽口。当然丝瓜也是不错的搭档，青菜
海带菇子以及毛豆蚕豆之类也是不错的
选择。

汆肉在我的老家已不仅仅是一道菜
了，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表
达。通过制作和享用汆肉，我们能够感受
到家乡的味道和亲情的温暖。这些看似
普通的菜肴背后都有着不平凡的故事和
深厚的文化内涵。它们不仅仅是满足味
蕾的享受，更是一种对家的思念和对亲情
的回忆。

想起汆肉，就不由得想起母亲。汆肉
是一道充满家庭温馨和亲情记忆的菜肴。
当我再一次与母亲一起制作和享用汆肉时，

我们不仅能够享受到美
食的乐趣，还能感受到家
的 温 暖 和 亲 情 的 珍
贵。此刻它不仅仅是一
种食物，更是一种情感的
寄托，它能让我在忙碌的
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
和对家人的感念。

□周尧萌

汆 肉

长江江豚，圆
圆的脑袋，萌萌的
嘴巴像是在微笑，
被人们冠以“微笑
天使”头衔，同时，
它也是反映长江

生态环境的“晴雨表”。近年来，国
家加大对长江江豚抢救性保护力
度，在铜陵市郊区和悦洲上的铜陵
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迁地保护
基地里，就有着这样的一群“江豚守
护者”，科研人员告别喧嚣的城市，
扎根于江心洲，潜心研究、精心呵护
着“微笑天使”。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迁地保护基地，是世界上首座利用
半自然条件对白鳍豚、江豚等进行
异地养护的场所。其主要任务是保
护长江中下游现存的国家一、二级
水生珍稀动物。在和悦洲与铁板洲
之间的夹江里，人工围养着12头长
江江豚，这里最大的一头江豚有20
多岁了，牙齿都掉了，最幼小的江豚
宝宝是去年4月才出生，如今有时粘
着江豚妈妈。从2001年最初的4头
到如今增加到12头，江豚种群数量
的增加离不开它们朝夕相处的“守
护者”。

保护区科研人员逐渐地意识到
对长江江豚抢救性保护的重要意
义。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长江水域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水生生物资源呈
现急剧衰退趋势，江豚的栖息环境受
到严重破坏，有江豚因找不到食物而
饿死。科研人员认为：“如不及时加
以保护，我们有可能真的永久性失去

‘微笑的天使’。”
保护区迁地保护基地也不是一

帆风顺的，先后经历了1998年、2016
年和2020年三次大洪水的洗礼。其
中，2020年夏天的洪水最为惊心动
魄，这也让人终生难忘。2020年7月

12日晚，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和悦洲江堤发生漫破，汹涌的洪水咆
哮着涌入夹江，将夹江两边堤埂冲破
两个几米长的缺口，迁地保护基地内
水位迅速地淹没了江豚喂食台。危
急时刻，科研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搭
建简易的防逃网。防逃网建好后，工
作人员手执手电筒分头察看江豚状
况。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洪水，以
及防汛人员的一再催促，保护区科
研人员最终被迫无奈地选择撤离出
江心洲。当时，他们准备在靠近和
悦洲一侧堆子埂，正在堆子埂时，水
流就很快漫过子埂，根本来不及，接
着强大的水流带着泥沙冲入夹江
中，轰隆隆巨响，这时候镇、村干部
正组织村民有序撤离，他们正在组
织江豚抢险工作，在铁板洲一侧安
装江豚防逃网，组织办公用品及重
要物资转移工作。同时，将情况及
时报告省、市相关部门。当省林业
局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派人下来
指导工作。当时，水位还不大，洪水
还没有进入办公区，保护区道路还
未淹，大约晚上六七点钟左右，他们
到前闸口也即永平渡口迎接省林业
局领导，不料此时水位猛涨，水位已
经到达大腿根部。本来想回保护区
会议室商讨对策，现在人员只好全
部撤离。

虽然人撤了出来，但他们心始终
惦记在江心洲上。那一夜，显得非常
漫长和煎熬，保护区科研人员大都一
宿未眠、坐立难安。他们明白，江心
洲上到处都是树杈和破网，万一江豚
受惊冲破防逃网进入居民家中，轻则
划破皮肤受伤，严重的还会出现搁浅
危及生命。当时。由于天色较晚，饲
养员张八斤和巡护员留住在洲上，住
在宿舍楼二楼，相对安全的地方。第
二天一大早，科研人员义无反顾地驾
舟折返江心洲，即便洪水淹没了所有

一切，他们毅然选择跳入水中，涉水
步行寻找江豚。当见到有几头江豚
安静、乖巧地待在夹江中时，他们再
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再也不离开
了，希望一辈子守护在江豚旁，看着
它们平平安安生活着！”但是否所有
江豚都在，也是未知数。只有通过喂
食才能更好地发现。由于洪水猛涨，
将喂食台淹没了，只好到前闸口人行
桥上投喂，一开始投喂，江豚根本不
来吃食，只是在原喂食台周边游动，
不敢到前闸口，他们只好拿出看家本
领，用竹竿击打水面。稍微有点效
果，有几头豚往前闸口游过来了。但
是游几圈后又游走了，这样经过多次
试验，饲养员将饵料鱼抛远一点，有
几头豚将鱼含在嘴里游几圈后才咽
下。反复试验后，江豚逐渐到前闸口
来吃食了，结果统计江豚数量，正好
11头，一头不多、一头不少。说明江
豚危险期已度过，江豚平安度汛，有
惊无险。但最紧要的是进行堵口复
堤，因为江水从和悦洲堤埂冲进来
的，从铁板洲堤埂冲出去的，这样两
边堤埂都要修复加固。现在两边堤
埂是用网拦住了，防止江豚游走。但
时间长，对江豚也是有危险的。保护
区管理局积极向上申报项目，得到省
林业局批准后，经过招投标，选择施
工单位。经过四个多月的日夜奋战，
到2020年底，堵口复堤工程基本完
工。这样江豚又重新回到投喂台，经
过半个多月的适应性训练后，江豚在
喂食台正常摄食，江豚又恢复它安稳
平静的生活。

“水清了，岸绿了，鱼多了，长江
野生江豚也回来了！”随着长江大保
护深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
保护法》的出台和“十年禁渔”的实
施，长江生态向好发展，这让铜陵淡
水豚保护区管理局科研人员们看在
眼里、乐在其中……

□张西斌

微笑天使

芦花夕照芦花夕照 汤汤 青青 摄摄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只有玩古董
的人才有资格称为玩家。其实这是一
种误解，或者说是一种老的说法。

玩是不分门类的，有谁规定只有
玩古董的人才可以成为“玩家”，没
有！也不可能有！

玩家，实际就是收藏，您手里不藏
着几样东西，拿什么把玩，所以收藏的
过程就是玩的过程。或者说玩的过
程，也就是收藏的过程，现在人们都把

“玩家”也叫“藏家”。
古董，现在已经约定俗成统称古

玩。古玩就是古代遗存下来的文化遗
存物质，被视为人类文明和历史缩影，
历朝历代，藏玩之风依然不衰，甚而更
热，其中自有其无穷魅力和独到乐趣。
笔者认为，玩家手里的古玩应活起来，
为什么？因为古代留下的珍玩不能光
摆在那儿不见天日，束之高阁，藏之密
室，不与人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而新时代，广大藏家应该积极响
应国家的号召，让中华文化活起来，让
文物活起来，把藏着的玩意儿拿出来，
让人欣赏，把玩，这样才能把死物变成

“活物”，这样收藏才有意义。
古玩历来被人们称为“雅玩”，所

谓“雅玩”道理有三：一是古玩是古代
流传下的珍品，这就决定了它的价
值。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玩得起的，
主要得有钱；二是玩古玩得懂眼，即有
一定的欣赏力，也就是行里说的眼
力。由于古玩是历史留下来的物件，
一件古玩它所含的文化底蕴相当丰
厚，没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欣赏不
了古玩魅力，因此玩古玩得有文化；三
是古玩的价值很高，但它没有定价，一
件“上三代”的古玉或一件宋代官窑瓷
器，你说它价值多少钱？十万是它，百
万也是它。但是你怎么能辨别出它的
价值呢？而且越长久价值越高，你如
果是个真正的玩家，手里藏着一件宋
代官窑瓷器，你舍得卖它吗？世上真
正的大玩家并不以赚钱为目的。生不
带来，死不带去，玩到最后，把手里的
宝贝无偿地捐给国家、这叫什么？叫
超然于物的境界。

中国的文化底蕴厚重，古玩的种
类非常多，按一般意义来说，主要有：
书画、古陶、瓷器、青铜器、玉器、古铜
镜、古钱币等等。有这种“雅玩”的人

不在少数。
说了“雅玩”，咱

们再说“俗玩”，所谓
“俗玩”，就是“雅玩”
以外的玩意儿。有些
被古玩行称为杂项。

之所以说它“俗”，
并不见得是玩意
儿俗，而是因为它
是大众化的玩意
儿，一般老百姓都
能玩得起。当然

“俗玩”也并非不
值钱，世上万物均
以稀为贵，凡是数
量少的，绝无仅有
的东西都有很高
的收藏价值

这些年来，小
人书即连环画的
收 藏 却 成 了 热
门。一套上世纪
50年代出版的连
环画《三国演义》，
玩家都炒到了几
万元。玩小人书，
按说都属于“俗
玩”，但“俗玩”的
玩意儿照常有很
高的收藏价值。

“俗玩”都有哪些呢？那可太多
了。“花鸟鱼虫”早年间号被称为“四大
玩”。这就不用说，现在凡是人们日常
用品和使用的旧货，吃的，穿的，用的
都可以成为玩家们的收藏对象。这些
年，钟表、自行车、烟标、火花（火柴
盒）、算盘、钢笔、锁、唱片、邮票、书报、
老票证、梳子、筷子、扇子、酒瓶、油灯、
鞋、古典家具……都是收藏热门，有些
人专门出过书，办过展览，还有人办起
了这些类别的收藏博物馆。

笔者是一名普通的国企退休职工，
年轻时就喜欢上收藏古钱币，旧陶瓷等，
退休十几年了，依旧在古玩市场上“玩”
得不亦乐乎。

玩是一种文化熏陶，从玩物本身来
说很难区分“雅”和“俗”。我所说的“俗
玩”唯一能站住脚的理由，就是“俗玩”是
大众化的收藏品，换句话说就是一般老
百姓都能玩得起的玩意儿。就玩意儿
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应该
说没有“雅俗”之分的。

玩，本身就是陶冶人的性情过程，
可以说许多名人都是玩出来的。事实
上，古今中外凡是有作为的大人物，没
有不喜欢玩，只不过玩的东西和玩的
方式不同罢了。

不论“雅玩”还是“俗玩”，玩家玩
的是一种境界。任何玩意儿（收藏
品），甭管价值如何，都是有形的，都是
物质的，也都是身外之物，而境界是无
形的，是精神的，也是属于自己的。

雅
玩
与
俗
玩

□
程
亚
军

这才是潇洒
这才是纵情挥霍
千片万片
皆是银片金片
皆是自由自在的秋色
皆是醉酒狂歌的一个个李白

所谓删繁就简
所谓脱胎换骨
所谓笑傲风霜雨雪
有扬弃才见洋气
有独立才见风骨

不尽长江
无边落木
立冬了
银杏树下
我似乎明白了如此气质才使得银杏
得以活过千年
……
我踏上了一条金色小路

遥望故乡

遥望生我养我的水乡
我总止不住风中热泪摇晃
尽管头顶芦花飘飞
脸面
因热泪的滋润洗礼
蓦然重返少年
出水芙蓉般焕发容光

不是所有的眼睛都能发现
河蚌中的珍珠
但我深知
在我遥望……凝视……怀想
泪花闪闪时
我的骨骼——我还坚挺的脊梁
嘎嘎作响
悄悄蘖变
斑驳的肉体内
一株闪耀污泥永葆洁白的藕
茁壮成长

是的，热泪就是人间寻找
万年的仙丹
不经意间让人返老还童
让灵魂轮回
心灵涅槃一只只飞舞的凤凰

有鸟巢的树

删繁就简的西风
瞅见了那树
摇曳鸟巢
干干净净的美……美得
发飘

人间的诗意不是每个人都有感觉
反正那天那一刻
我惊鸿一瞥
被那棵有鸟巢的树定住
呆萌……笑

那是一个清爽的女子
向我招摇一顶贝雷帽？
那是一个快活的母亲
向世界托举着一个暖暖的襁褓？
那就是一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树哦
上天赐给它一窝会唱会跳会飞的鸟

每一棵抱紧鸟巢的树都可以风中舞蹈
都足以自豪
这是蓬勃向上的动力
每一株开花或不开花的树木
都可以结下如此美妙的硕果

大自然藏有多少禅意？
树肯定知道
那些枯枝败叶可以轮回？
可以重生，可以重上枝头
鸟巢
树上鸣叫的鸟巢
该不是我们仰望的天堂——
小小的天堂吧？

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
有鸟巢的树多美……

□吴 笛

银杏树下（外二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