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陵有色人的方向

在铜陵市郊，有一座名叫冬瓜山的
丘岗，顾名思义，像煞冬瓜，形似、神似，
憨厚、敦实。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已探明冬
瓜山属于特大型铜矿床，赋存深度上千
米。1998年，冬瓜山开发在国务院正式
立项，2004年10月建成投产，七条深井
为当时亚洲铜矿坑采竖井之最。日采
选铜矿石 13000 吨，采、选技术工艺先
进，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实至名归
地被誉为亚洲第一矿。

别看冬瓜山其貌不扬，可它的内
涵十分丰富。在掘地三尺以后，矿脉
纵横交错，矿藏遍地开花。一个个巷
道打过去了，一眼眼深井追过去了，
虽然地底下没有阳光，缺少雨露，空
气也不怎么顺畅，但无以数计的铜金
属却闪耀着万丈光芒，足以令人眼前

发亮。
一 寸 一 寸 地

掘 ，一 层 一 层 地
刨。洞外有春秋，洞
内无寒暑。就这么

讨要生活，集聚财富，以铜的信念、铜的坚
韧、铜的精神，谋求幸福，拓展生路。

日采一万三千吨啊！于是，冬瓜山
就成了铜陵人的骄傲，铜脉的方向就成
了铜陵有色人的方向！

竖井·巷道

一口竖井，何止千丈！
冬瓜山铜矿真的是将地下的工程

做绝了。
索性乔装成一个矿工，去井下看个

究竟，或者是把它当作一次采风，或者
是把它当作一种猎奇，或者是了却一桩
多年来的夙愿。

乘罐笼从海拔52米处下井，嗖嗖嗖
地不用两分钟就到了负730米的中段巷
道。这里没了高度，只有深度，其实深度
就是高度呀；这里没了街道，只有巷道，
其实巷道就是街道呀。竖井就这么一
口，上上下下都得从这里集散；而巷道却
四通八达，往往来来都得从这里涉足。

不要说竖井的简陋，这是多少矿工
一镢一镢捣挖出来的啊！不要说巷道
的质朴，这是多少苦力一寸一寸拓展而
成的啊。

一口竖井，连接了地下宝藏；百条
巷道，揽住了八方财富。

冬瓜山铜矿处处出彩

先前采矿，用的大多是铁锹、铁铲、
铁锤，体力消耗大，开采效率低。而今
天我们看到的全部用的是挖掘机、装载
机、运输机。矿工们循着铜矿的脉络，
一挖一个准，一挖一大堆，不要说掘地
三尺，就是翻它个底朝天也不在话下！

那是日产矿石一万三千吨呀！
矿工们作业的地方，我们不得靠

近，只能远远地观望。灯光在闪烁，马
达在轰鸣，铲满一车嘟嘟地运到“小火
轮”上后，回过来又装上一车……

矿脉四处辐射，巷道四通八达。现
代化的矿井不再是小脚女人般的扭扭
捏捏，它的体魄大了，它的胸襟宽了。

排气管、通气孔都能恰到好处地安
装，井下奋斗与井上作业并无二致。

冬瓜山铜矿处处出彩！

铜陵，一个有历史含量的铜都

铜陵。
濒临长江的一个城市，没有去追波

逐浪，倒与青铜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的山坡上流泻着铜，这里的沟

壑中散布着铜，这里的地底下埋藏着
铜。城市因铜得名，以铜而兴，采冶铜
的历史源远流长，肇始于商周，兴盛于
汉唐，贯穿于古今，走过了3500多个春
秋，一跃而成为全国八大有色金属工业
基地魁首。

新中国成立后，在采冶铜的过程
中，铜陵人实现了三个“一”的重大突
破：创建了第一个铜工业基地，炼出了
第一炉铜水，打造了第一块铜锭。

作 为 中 国 的 古 铜 都 ，铜 历 史 典
籍有记，铜文化坊间有传：西周的铜
炼渣依然留存，汉代的古铜井依然
完好，唐宋期间的青铜文物依然熠
熠生辉。

难怪王安石、苏东坡会来此游历，
留下动人的诗迹。而李太白见到宏大
的冶铜场面，则慨然高吟一诗：炉火照
天地，红星乱紫烟。赧朗明月夜，歌曲
动寒川。

（杨菊三，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浙
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作家协会原主席。）

□杨菊三

致敬，冬瓜山铜矿（散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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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夏天，是被街头
巷尾的榴花点燃。那簇
簇艳红，如陈年朱砂，红
得恣意，红得张扬，在斑
驳灰墙上泼洒出一片炽
热云霞。

浅夏时光，正是石榴
花开的时候。火红的石
榴花，挂在石榴树的枝
头，闪烁于葱蓊的翠绿之
中。一朵朵红萼流光溢
彩，像极了一团团燃烧着
的火苗。那一份鲜艳夺
目，那一份生机勃发，叫
人精神振奋。榴花红得
恣意奔放，正是“微雨过，
小荷翻。榴花开欲燃。”

看着那满树朴素而
热烈，火红而不张扬的花
朵，一丝微暖的夏意已在
心头荡漾。榴花是色彩
的大派对，丰盛的色彩挤

在一处，点缀在白色的村舍之间，美得汪
洋恣肆。一树榴花，静立幽深庭院里，其
姿轻盈，其态俏丽，朦胧中深含一份蕴藉，
轻风中，独占一种风韵。

榴花，没有玫瑰的娇艳，牡丹的华贵，
茉莉的芳香，但它的热情似火更为贴近初
夏的自然。榴花的影子投到粉墙上，悠然
绘出一幅清玄幽寂的图，似古画，宣纸泛
黄，枝影阑珊，留白写意，自生风雅。榴
花，清新而不柔媚，蕴含着生命的热情与
活力。

漫步老街，凝眸朵朵榴花，内心一片
波光旖旎。花瓣被镀上金边，微风拂过，
花枝轻颤，恍惚间，竟分不清是花在燃烧，
还是阳光在燃烧。偶尔有花瓣飘落，坠在
青石板上，为寂静的小巷增添几分诗意，
引得行人驻足，忍不住弯腰拾起，细细端
详这夏日的馈赠。

立夏时节，石榴花浅红变成朵朵小金
钟，红绿相间且粗重厚实，而花头的部分却轻
盈如绸，脉络细润光滑，娇媚的红花衬着叶片
俏小的绿树，形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老家屋后有一棵粗大的石榴树。每
到石榴花开季节，人们就围拢在石榴树
下坐着聊天，结网，纺石绵。那时，人们
喜欢在清晨或者傍晚，带着各自的新鲜
事，相聚于榴树下。他们悠闲琐碎的谈
话声，让人恍若隔世。这种亲切是简单
的也是幸福的，让人体味到现世安稳，岁
月静好。

有几位皤然老翁在榴树下下棋，生活
的各种滋味在他们的对弈中显得是那样
平静，如一颗棋子跳来跳去。平和、干净
的空气，悠闲的时光绵软如绸，给人说不
出的欢喜。

徜徉江南古镇，凝望老房子上的雕
刻，喜欢雕刻上停滞着的、忘却时间的遗
世之美。老房子上，缠枝、连缀的石榴也
是常见的，石榴或镶于门楣，或嵌于窗
棂，或踞于藻井，是那种直观的简单。感
叹于古人生活的精致和艺术，将石榴花
开的火红和榴开百子的幸福都融进了市
井生活中。

石榴花是富贵的象征，历来被视为吉
祥物。唐朝时有结婚送石榴的礼仪，送
礼者祝福新婚夫妇早生贵子，将来多子
多孙。石榴是亲友间馈赠佳品。有朋友
寄赠水晶石榴，籽粒饱满，晶亮闪光，汁
水丰沛。

“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
云。”生活在长街短巷、阡陌闾巷的人们，
拥有榴花的热烈谦和，以真实的笑容、热
烈奔放的情操，给恬淡的日子平添几份情
愫。榴花红艳，在这清浅初夏，为我们酝
酿成熟而丰盈的梦。

榴花开欲燃，燃尽了岁月的沧桑，燃
亮寻常日子的温暖与诗意。每一朵花，都
是时光写给人间的情书，藏着不期而遇的
美好，以及长长久久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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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欲静而风不止，子
欲养而亲不待。父亲离
世至今，已近十二载，然
而每当回想起父亲，他
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
依旧如此清晰，仿佛就
在眼前,特别是他那精
湛的厨艺……

父亲年轻时，响应国
家号召，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远离市区
的矿山工作。在矿山所在的小镇，饭
店寥寥无几。那些年，父亲的厨艺便
已在当地远近闻名。每当谁家办红
白喜事，都会邀请父亲前去掌勺。即
便是十几桌的酒席，也都是父亲一人
有条不紊地独立完成。

记得有一次，父亲的同事王叔叔
来我家，请父亲帮忙为他的大儿子操
办几桌酒席。王叔叔家有五个孩子，
爱人体弱多病且没有工作，家里生
活比较困难。他的大儿子三十三岁
了还没成家，这次终于说成一门亲
事，但办酒席的钱还是东拼西凑
的。言下之意，希望父亲能帮忙省
则省。父亲明白王叔叔的意思，爽
快地答应了。

王叔叔走后，父亲拿出纸和笔，
开始精心地拟起菜单来。我看着父
亲一边计算着食材，一边自言自语
道：“红烧肉里加点干子，可以少用点
肉；红烧鱼块加点老豆腐，味道也不
错……”父亲琢磨了两个多小时，终
于拟好了菜单。这时的父亲，终于松
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王叔叔儿子的喜宴办得既体面
又不浪费，王叔叔非常满意，特意提
了两瓶酒来感谢父亲。父亲连忙推
辞道：“大家都是同事，孩子的终身大
事解决了，我们都开心。”

父亲的厨艺，于我而言，宛如魔
术一般。他总能在简陋的厨房里，用
那些普通的食材，变出一道道色香味
俱全的佳肴。那些菜肴，不仅满足了
我们的味蕾，更赢得了邻里乡亲的交
口称赞。而父亲制作的葱油饼，更是
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时候，我们家的厨房十分简

陋，四周用芦苇固定，上面盖着一块
油毛毡。厨房里只有一个煤球炉和
一张长条桌子。就在那张摇摇晃晃
的桌子上，父亲开始揉面、擀面。然
后，在圆形的面皮上均匀地抹上油，
再撒上切碎的香葱和细盐。接着，他
会把面皮卷起来，反复地卷、擀，直到
面皮变得层次分明。最后，再撒上一
把黑芝麻，把饼放进铁锅里煎制。不
一会儿，那香气四溢的葱油饼便出锅
了。那饼层次分明，金黄酥脆，咬一
口满嘴留香。

我们兄妹几个总是迫不及待地
围坐在桌子旁，眼巴巴地看着父亲将
葱油饼切成一块块，然后迅速地瓜分
干净。父亲看着我们贪吃的样子，总
是乐呵呵的，眼里满是慈爱。

除了葱油饼，父亲还擅长制作许
多其他的佳肴。他做的红烧肉肥而
不腻、入口即化；他炖的鱼汤鲜美无
比、营养丰富；他炒的时蔬清脆可口、
色香味俱佳……每一道菜都凝聚着
父亲的心血和爱意。

每当父亲做饭时，我都会站在
一旁，静静地看着他熟练地操作锅
碗瓢盆，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拜
与敬仰。

除了厨艺，父亲还有许多令人敬
佩的优点。他虽然只有初小文化，但
毛笔字却写得很好。每年快过春节
的时候，父亲总会抽出时间写十几副
对联，送给我们上下两栋的邻居。

那时候的我们，特别乐意去送对
联。因为每次送完对联回来的时候，
口袋里都装满了花生糖、炒米糖、瓜
子之类的零食。那时候的我们，心里
美滋滋的，兴奋不已。

父亲算盘打得好，是单位的考
勤员。父亲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
丝不苟，每天都是最早上班、最晚下
班。他说：“领导信任你，你就要以

身作则，不能徇私情，要对得起这份
信任。”

后来，因工作需要，父亲被调到
矿山劳保科工作。劳保工作需要经
常出差去僻远的山村看望退休工人，
有时父亲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回
来的时候，脚上沾满泥土，头发和胡
子也长了很多……尽管如此，父亲却
从未有过一句怨言。

岁月无情，时光荏苒。渐渐变老
的父亲，性格还是那样善良、隐忍，不
愿意麻烦别人。记得有一次，父亲胃
疼，在家忍了好几天，实在扛不住了，
才到医院检查。医生说，父亲的胃溃
疡差点穿孔。所幸当时哥哥及时把
父亲接到上海医院做了手术，才化险
为夷。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
事、什么病痛，都忍着，不愿意麻烦身
边的人。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位善
良的老人。后来，父亲因心肌梗塞突
然离世。我们兄妹几个都懵了，感觉
天都塌了下来，悲痛欲绝。

现在，每每想起父亲在世时
的点点滴滴，我都忍不住泪流满
面。父亲在世时，肯定也有过不
舒服，但他却从来都不告诉我们。
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不愿意麻
烦和拖累我们？可他的离去，带给
我们的伤痛和愧疚，这一辈子也
难以抹去。

父爱如山，深沉而伟大。父亲
用他的一生，为我们遮风挡雨，为我
们撑起了一片天。他的厨艺，不仅
满足了我们的味蕾，更让我们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和爱。虽然父亲已经
离我们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
厨艺、他的一切，都将永远铭刻在我
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
的回忆。

□扶 摇

父亲的厨艺

赴和县去浮沙圩湿地公园看长
江，好客的主人将我们引入城中小公
园内，走走停停间，迎面遇见一尊手执
文稿、宽袖长髯、面容清癯、傲然而立
的古代文人像——他莫不是这座以和
为名的小城、从古代而来的迎客人？

这是刘禹锡的立像，近处有陋室
公园勒石碑示。与其说是公共园地，
不如说是通往历史深处的时光隧道。
前有“陋室”，共三幢九间，正室三间，
两厢各有三间，呈品字形布局，粉墙黛
瓦、游廊环曲围合成树植葱茏的庭
院。这座后人为刘禹锡修建的“陋
室”，比当年大多了气派多了，不能再
以“陋”名之了。由飞檐斗拱的大门入
内，里间中堂悬有“政擢贤良”四字匾
书，为模拟当年刘禹锡居此的场景。
左厢为《陋室廉吏一梦得》的专题陈
列，述其生平往事，右为其作《陋室铭》
碑刻和书法。跟着解说员一圈逛下
来，费时不多，就如在熙熙攘攘的尘世
中匆匆拜访一故人。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文人，曾被
白居易称之为“诗豪”。据说，他因其
母梦中所得，又因其母高慕治水圣王
大禹，故以“锡”通“赐”而名之。这位
大禹所赐之子，21岁中进士后，即平步
青云，一路看尽长安花。可自唐贞元
末年，他因参加“革新”运动失败，步入
了辗转奔波的贬谪生涯。从湖南朗州
而广东连州而重庆夔州，他于长庆四
年（824年）夏，又走进了和州。据传，
他先被安排在城南的江边居住，安然
住下后，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房内：“面
对大海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当
地知县听闻不悦，又把他的住处换到
了城北的河边，且只有一间半房子，刘
禹锡毫不在意，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
门上：“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
在京。”知县气急，让他搬回城中，只给
了半间斗室。于是他就在那半间斗室
里，写了那篇享誉千古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
有说，当时他忙于政务，无暇用心安顿
一家居室。州府官员纷纷劝他，住进
前任刺史的府衙内。然而他一直没有
搬迁——贬谪生涯让他已习惯简朴隐
匿的生活了。

无论是史实还是传闻。面对苦与
难、悲与欢，刘禹锡显然是倔强的。当
年，刘禹锡从朗州调回京都，曾作《游
玄都观》诗一首：“紫陌红尘拂面来，无
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
是刘郎去后栽。”寓讽刺春风得意的官
僚们之意，由此得了个“诗语讥忿”的
罪名，被贬到更远的连州。十四年后，
他再度回到京城长安，又作了一首《再

游玄都观》：“百亩园
中半是苔，桃花净尽
菜花开。种桃道士归
何处，前度刘郎今又
来。”仍一副死不改悔
的犟模样。

其实，这种“犟”

既源于坚守精神的
卓然之姿，又源于世
事 豁 达 的 人 生 态
度。刘禹锡在离金
陵不远的和州担任
刺史两年，曾遭遇百
年一遇的旱灾。他
向唐敬宗上奏《谢上
表》，请求减免和州
百姓税赋。得到恩
准同时，他组织赈灾
抗旱、开仓放粮、救
济灾民，又带领民众
疏浚河道、清塘筑
坝，维修水利设施，
颇有政声。他于此写下了《金陵五
题》，序曰：“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
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跂而望
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逌尔
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
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

‘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
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
孤乐天之言耳”——“历阳”即和州古
名。这五首诗中，无论是潮打空城寂
寞回的石头城，还是旧时王谢堂前燕
的乌衣巷、万户千门成野草的台城
草，都以悲悯之情、讽喻之意，表达
了人世沧桑的洞达和对富贵荣华的
看淡。正因为心胸开阔和乐观自
若，刘禹锡才有了倔强和不屈。这
让他战胜了坎坷，战胜了磨难，以乐
观的态度，度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
活。享年71岁的他看尽千帆，归来依
然是少年。

而其好友柳宗元因“贞元革新”被
贬谪后，则形如“独钓寒江雪”的孤舟
蓑笠翁，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
茫茫大雪孤傲着，于飒飒江风中凄凉
着，只活了47岁，就离世而去了。

在和州，离浮沙圩湿地公园不远
处有一渡口名乌江。当年，西楚霸王
项羽从垓下突围奔至乌江，乌江亭长
已“舣船待”。他完全可以渡江脱险，
却在“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呼号、

“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长喟后自刎了。
在项羽自刎的乌江故地，刘禹锡曾作
诗《和州送钱侍御》：“乌江霸王恨未
消，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
知。莫叹乌江流水急，至今犹唱《大风
词》。”凭吊项羽，有着对“力拔山兮气
盖世”英雄气短的遗恨——其实，人生
有一陋室，一床、一凳、一桌，如有精神
烛照，就会有心地轩敞的明亮，就会有
随处逍遥的自牧。

今日，在和县公园内，观陋室碑
廊，有书法家祝枝山、王羲之、米芾、董
其昌、文天祥、姚孟起、于佑任、林散之
等作品和集子，陈列于折尺形的玻璃
墙橱里，将八十一个字的《陋室铭》书
之铭之，反复传诵。也许人生就是这
样，用狂草写一遍是一种况味，用楷书
写一遍又是一种况味。那么，用何种
书体笔意，才能真正写出梦得先生的
一生呢？

梦
得
和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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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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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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