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圆的红日，近西山了
它还在燃烧
一点儿也不剌眼睛
还有半圆
小半圆
红霞满天，是
铺展于天边的一幅美丽的画卷

早晨东升的时候
多少高山与险峰
攀满看日出的人
当你从晨霭中跃出
激动了多少兴奋的眼眸
喷薄的时候
人们的心底皆唱响
东－方－红

现在，落日了呢
人们散步时的偶然一瞥，
也会惊艳
然而天快暗了，快回家吧
在客厅的沙发上
会翻阅刘白羽的《日出》
或姚鼐的《登泰山记》
这些文章像画家画的日出一样
写得真美

经过一整天的行走
你将阳光的种子
洒遍了平畴、大河、高原，一直到
西域雪山
将汩汩的雪水，用碧蓝色的光泽
流满大地
再蒸腾为云彩，为雨露
而你，此时
正走到了大地的边缘

谁为落日写过赞歌？
哦，李商隐写过夕阳无限好
可叹息只是近黄昏
感伤了古今多少人
现在还有人摇头晃脑地歌吟
我们赞赏开始，而轻视结束
我们重视运动，而忽略宁静
不好好安享黄昏，
而期盼明朝的新晨
前行，却收不拢一个段落，
一个圆形

在天光晴好的时候，到黄昏
我喜欢向西，看夕阳，看晚霞
它像一个字最后一笔的飞白收锋
像一首绝句起承转合最后一句的合
像一棵果树悬挂着
透着嫣红欲坠的一粒果子
像一幕精彩大剧最后的谢幕
这样美的事物，怎么可以忽略呢？
怎么可以潦草呢？
日出，日落，一个完美的组合
怎么分高下，怎样做分割？
这就算是我啊
为夕阳写的一首歌

捉蜻蜓
一只蜻蜓落在秋的篱笆墙上
悄悄地瞅见
悄悄地弯腰走近
悄悄地
伸出微微捏合的两个指头⋯⋯
站在身后的少年时的伙伴
一个白发老头儿
悄悄地看着这一切
当我失手的瞬间，他“噢”了一声
大笑起来

一刹那间，我们将岁月
推得很远

□吕达余

夕阳颂歌（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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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家里还留着父亲早年工作时用
的饭盒，虽然早就用不上了，但一直
没有舍得丢弃。

这是一种长方形的铝制饭盒，不
大，用手掀开就是一层，非常朴实普
通，不像现在那些保温的能装菜装
汤盛饭的多功能的不锈钢饭盒，或
者能自动煮饭蒸菜又能当饭碗的小
电饭煲。现在市面上很难找到它的
踪迹了。因为年代的久远，饭盒的
色泽变成铅灰色了，表面有许多凹
凸不平的地方，甚至有时打开都一
下难以合上，但是每次捧起它凝视
时都心潮起伏不舍得放下。

父亲是黄山人，那时叫徽州屯
溪。徽州自古有谚语道：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
是早年徽州人生活艰难的真实写
照，由于地处深山，地贫人多，生存
困难，所以孩子很小就要被送到山
外闯荡谋生。爸爸早年考上师范，
但因家庭困难无钱继续就读，16 岁
的他就带着只有13岁的弟弟出来工
作，来到铜陵，在当时的铜官山铜矿
井下开矿。这个饭盒是他刚工作时
最简单的行头之一。由于工作量
大，年青力壮，粮票根本不够吃。“饭
不够，菜来代”，在吃完米饭后，他就

花 5 分钱打上满满一饭盒的清炒包
菜，虽然没有多少油水，但是当饭吃
也是一种饱腹抵挡饥饿保证体力的
最好方式，熬过那些艰苦的工作岁
月。

印象中我家住在笔架山公园旁
山洼里一间大草房时，父亲调到铜
陵有色机械总厂工作，每天都起早
赶单位班车上班。那时厂里没有食

堂，父亲就在家里用竹筒做的量米
筒量上一小筒米倒进饭盒，从咸菜
坛里夹上一点咸菜放在小瓶里，将
饭盒和菜瓶放在工具包里去上班。
小时候我去过父亲的车间，那是专
门制作木工模具的车间，靠近机厂
的围墙边，高大的人字梁的大厂房，
里面的模具和机器一字排开，父亲
和工友们就在机器前制作翻砂模
具，模具有的大如货车的翻斗，小的
如电脑桌面大小，制作时既需要技

术，也要有体力。要到中午吃饭的
时间，父亲就将饭盒的米淘洗一下，
放进利用工厂生产剩余的热气制作
的蒸饭箱。等饭熟的时候，父亲就
将饭盒端出来，就着家里带来的咸
菜，这就是他的午饭。我们家那时
早晚都是吃稀饭的，这就是父亲一
天中最好的一餐饭，但是对于做这
种体力消耗很大的木模工作来说，

这是多么粗陋的一顿午餐啊。多少
年如一日，父亲不知制作了木工模
具，用到多少生产工艺中，也转辗了
几个单位，但这个饭盒一直带在身
边，度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父亲那时上下班坐的班车不是
现在的大巴，还是那种敞篷的卡车，
从后面扒上去时，还要站在车厢里
的人拉上一把才能翻进车厢。一车
人站在车厢里挤得满满登登，密不
透风，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日

晒雨淋。卡车从现在的义安路开到
金山路上，路况很差，都是上坡下
坡，路很窄，崎岖不平，站在车上摇
摇晃晃，觉得路特别远。晚上等爸
爸下班回家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我和弟弟就在路边的土坡上等爸
爸，要到天擦黑的时候才能看到爸
爸从很远的地方出现，我们就欢呼
雀跃奔上前，父亲抱一个拉一个回
家。有时父亲会蹲下身打开他那个
宝贝饭盒，里面有工友们送给他的
熟土豆或山芋，他不舍得吃就带给
我们。那时的我们，将这个饭盒当
成一个魔盒，能变成好吃的百宝箱，
没有比爸爸饭盒里更好吃的东西
了。等我上中学时，父亲就将这个
饭 盒 送 给 我 ，让 我 在 学 校 打 饭 打
菜。每到放学铃响时，我就飞奔到
食堂，打好饭菜，然后坐在操场边的
草地上吃饭，特别享受特别安心。

现在父亲将这个饭盒放在食品
橱里，我回家的时候有时就拿出来
看看。捧着父亲的饭盒，看着岁月
沉 淀 的 痕 迹 ，仍 能 感 受 到 一 种 温
度。后来我也用过很多饭盒饭碗，
无论多时尚、功能多齐全，都没有保
留下来，现在，家里就留着这个传家
宝。

□程拥军

父亲的饭盒

夕阳无限好 李海波 摄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铜陵地区有一
支特别的抗日武装，叫作猎户队。顾名
思义，这支队伍的成员是由铜陵山区猎
户组成。猎户队队员们个个爱国爱乡、
团结果敢、枪法精准，弘扬猎手们协同围
猎豺狼虎豹的优良传统，奋力猎杀罪恶
滔天、禽兽不如的日本侵略军。这是铜
陵之外的唯一，更是铜陵人民的光荣。

猎户队的成立、发展与壮大，是在中
共中央“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而斗争”的伟大号召和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的鼓舞下，在中共铜陵县委和新
四军三支队老五团的直接领导与培育
下，铜陵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日的历史
见证。铜陵人民永远忘不了日本侵略者
的罪恶滔天的种种暴行。1938年5月4
日，日寇飞机开始轰炸铜陵县城；月底，
连续轰炸大通、和悦洲。6月11日，日机
再次对县城狂轰滥炸，并出动炮艇，对县
城进行炮击。8月7日，日寇水陆空并
进，大通、和悦洲沦陷，羊山矶上平安塔
被击毁。11月26日，县城、顺安等沿江
城镇失守。日寇铁蹄所至，烧杀淫掳，施
放毒气，无恶不作，罄竹难书。在此危急
关头，1938年12月初，新四军三支队在
谭震林副司令员的率领下，开赴铜陵、繁
昌前线抗日，所属老五团进驻凤凰山、三
条冲一带。中共铜（陵）南（陵）繁（昌）中
心县委成立，由军部派出的张伟烈任书
记。随即，凤凰山、钟鸣、金榔等地人民
群众在三支队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
的组织发动下，相继成立农民抗敌协会、
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和儿童团
等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在青抗会主任
周坚铠同志的领导下，率先成立金榔乡
猎户队，将山区分散的猎户自觉地组织
起来，站岗放哨，送信带路，侦查敌情，配
合新四军猎杀日寇。金榔乡的成功经
验，很快在全县得到推广，钟鸣、金凤和
陶凤等山区青壮年绝大多数踊跃参加猎
户队，并逐步形成一区一大队，一乡一中
队，一保一分队。日寇侵占的洲圩区青
壮年也因地制宜，秘密建立起递步哨，一
保一哨长，成为耳聪目明的新四军地下
交通员，与猎户队互通声气。猎户队的
组织形式和抗日活动，受到新四军高层
领导的关注与鼓励。1939年5月，铜陵
青抗会接到新四军军部的邀请，到泾县

云岭参加国际青年节联欢会，以周坚铠
同志为团长的10余人参观团，在军部进
行了长达5天的参观访问，受到了深刻
的革命教育。联欢会开幕式上，叶挺军
长亲临盛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体
抗日青年深入贯彻中共中央的《为抗战
两周年和对时局的宣言》，即“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
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主张，为战胜
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
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彻底胜利而奋斗！
参观团回铜后，及时召开了汇报大会和
各界人士座谈会，铜陵地区广大群众的
抗日斗争热情更加高涨，革命青年争先
恐后地参加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全县
猎户队队员最后发展8412人。

猎户队成立伊始，实行劳武结合，平
时参加生产劳动，战时义无反顾奔赴抗
日战争第一线。1939年11月8日至28
日，日寇出动1000多铁蹄对铜陵地区实
行“扫荡”。我新四军各路健儿奋起反
击，重创敌寇。铜陵有名的河湾反“扫
荡”战斗，我新四军不到一个团的兵力，
击退了日酋三浦次郎少将率领的一个师
团的进攻。我猎户队风起云涌，举起猎
枪，利用了如指掌的地形地貌，主动出
击，狙击牵制，骚扰诱敌，配合新四军主
力部队作战。周坚铠同志就率领一支猎
户队，粉碎日寇一个联队的猖狂进攻，击
毙其联队长，缴获其指挥刀。随即，日寇
疯狂报复，大举向钟鸣一带山区进攻，黄
栗坑钱村猎户队钱世祥队长率领队员
13名，在蟹形山设伏，被日寇包围，经过
英勇战斗，毙敌多人，钱队长连同队员钱
世全、钱世治等5人壮烈牺牲。这次反

“扫荡”战斗，历时20多天，猎户队牺牲
40多人。为庆祝反“扫荡”的胜利，追悼
牺牲烈士，表彰英雄人物，青抗会主任、
猎户队领导人周坚铠隆重主持召开庆功
和追悼大会，新四军军部派人参加，国民
党铜陵县县长王集成也送来一副挽联：

“在建国必成，在抗战必胜；为生者致敬，
为死者致哀。”

“皖南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猎户
队和递步哨便取消名称，建立起全县民
兵组织，更加英勇，积极投身歼灭日伪顽
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全面
彻底胜利！

□周大钧

铜陵记忆——抗日猎户队

今年新冠疫情期间，电视里常
有老夫妻二人同时患病、同时住院，
相互鼓励，共战疫情的镜头让我敬
仰。在敬仰之余，不禁想起了曾经
遇见的相似情景。

那是2017年 12月份，我因病住
了一个月的医院，认识了两位老年
患者。他们是一对夫妻，男的姓高，
女的姓王，病区里他俩年龄最大，大
家都亲切地叫他们老高头和王老
太。

88 岁的老高头是 1950 年随建
设大军从江苏农村来铜官山矿务
局工作，而比老高头小两岁的王老
太是1952年从本省某市招工而来，
属于文化人，刚来时被分到矿务局
电话总机，后转行当了一名护士。
1954 年夏天，老高头因伤治疗看上
了这位小护士。一来二往一年多两
人开始谈婚论嫁，却受到小护士家
人的反对。一是老高头来自农村，
二是老高头身矮小，真是要财没财，
要貌没貌。小护士对家人说，只要
人好就行。在小护士的坚持下，两
人毅然决然地走到了一起。老高头
告诉我，婚后的几十年里两人有过
红脸有过争吵，但两人在红脸中找
到了快乐，在争吵中找到了幸福。

2012 年底，老高头因身体不适
做检查，查出心脏有问题需要住院
治疗，听此结果老高头说回家不治
了。心想儿女不在身边，住院全靠
老伴照顾，毕竟老伴年事也高，而且
还有高血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自
己对不起老伴。老伴却不答应了，
说我俩不是说好的要携手到老嘛。
在老伴的“高压”下，老高头住院了。

住院期间，老伴忙上忙下的，洗
洗换换，一刻不停。每日三餐高老
头喜欢吃的饭菜准时出现在病床，
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有时老高头心
疼的阻挡老伴，可老伴嘴里说着不

干了，手脚还是不停。
天有不测风云。高老头身体刚

刚恢复，老伴王老太却突发脑溢血，
经医院全力抢救，虽然捡回了一条
命却瘫痪在床。谈到老伴生病，老
高头说这都怪他，如果老伴不是忙
前忙后地照顾自己也不会这样的。
言语中充满了自责。

病区的医护人员告诉我，自打
老伴住院以来，老高头是全方位的
伺候着。虽然有护工帮助照看，但
他还是不放心，除老伴翻身需要人
帮忙外，其他的事情都是自己去打
理。每次换下来的衣服，老高头总
是认真的搓洗干净，其他病床的陪
护人员想帮忙洗时，他也总是微笑
的说谢谢。平常每隔三小时给老伴
翻一次身是雷打不动，到了夏天间
隔的时间更短，翻过身后还要给老
伴擦洗。冬天，只要天气晴朗老高
头都会用轮椅推着老伴享受阳光的
照耀。老伴卧床多年身上却没有一
点破损和褥疮，这多亏了老高头的
精心伺候。病区医生向我讲了一个
这样故事：2016 年一个冬天，当她
值夜班。夜里 2 点多钟，王老太因
大便失禁而拉在床上，老高头不顾
天气寒冷，只穿着短衣短裤给老伴
擦洗。由于老高头在接热水时惊动
了她，她起身看到老高头如此穿戴，
了解情况后一边叫老高头把衣服穿
好，一边帮助擦洗。同时问对老高
头为什么不叫护士和医生来帮忙？
天这么冷，万一冻生病了谁来伺候

老伴？老高头微微的笑道，这半夜
三更的大家都在休息不好意思打
扰。

为了让老伴营养跟上，老高头
总是想方设法给老伴改善伙食。王
老太喜欢吃鱼，他就将鱼刺仔细地
挑出来或买无刺的鱼。后来老伴吃
饭基本上靠鼻伺，他学会了用打汁
机将饭菜打成糊，从鼻伺管一点一
点的喂进去。老伴虽然说不了话，
但还是有意识的，只要一看见老高
头来了，老伴的嘴唇总会微微的颤
动着，好像在说你来啦。这时老高
头马上走到病床边贴着老伴的脸
颊，附在耳边说些悄悄话，讲点奇闻
乐事。

今年5月份，我去医院看病顺便
去看看老高头。走进病房，只见老
高头一个人坐在老伴原来住的病床
边，见我进来他微笑着和我打招
呼。看到此景我有种预感，但还是
问了一句老伴呢？还在微笑中的老
高头收住了笑容直视前方，过了一
会嘴唇颤抖的说道，走了。后来了
解到，我出院一年多后，王老太离开
了相守多年的老高头驾鹤西去。

一幅画浮现在我的眼前：冬日，
一轮红日即将西下，老高头推着老
伴来到窗边，指着临江的一片住宅
说：看，我们的家就在那里，等你的
病好了我们就回家。这样的画我住
院时曾多次见到过，但当时却没有
什么特别的感触，而今天却感到这
幅画是那样的美丽！

□陆光华

和你相伴到永远

每个地域都会以自有特色产品展
现属地特点和风物。能够被冠以“特
产”之名的，有的是历来已久的习俗根
植于人们认识中，有的是历史上的重要
地位名声远扬。当然，最大的特点还在
于依赖本地水土蕴育所体现出优势，离
开乡土便寂寂无名。

铜陵生姜，在本地特产当中最具普
遍性与代表性。

土地植物，当然离不开一方水土特
色。从营养上说，生姜的养生与药用价
值早已被人们所熟知与公认。铜陵由
于地域潮湿造成人体湿气重，生姜作为
药食同源佳品被人们喜爱与普遍食
用。再由于铜陵矿产丰富，使得这里生
姜更加有着别处难得的人体所需微量
元素，也因此更加被追捧。

从外形上说，铜陵姜微黄白嫩，不
是纯白的那种。形如佛指，排姜类型。
姜指饱满，肥而不愚，纤秀而非瘦怜。
每年有外地姜混迹于本地姜市，不论摊
位摆得何等地道，那姜的模样或粗壮敦
实或细长干巴，一看便不如本地的俊
俏。即便肥腻相当，从色泽也能被老道
的本地人辨识。

从气息上说，老人们会教你一招：
掰一块姜指，闻闻。本地姜象青葱年少
时散发着体香，清澈，干净，明朗。微微
辣，带有丝丝甜味的清香，还有刚出土
的清新气。那土壤也是松散的砂质，轻
轻敲打便“簌簌”落下。那种刺鼻的老
辣味，里面经络交错，姜丝拉扯不清的，
绝对不是正宗的本土姜。

从口感上说，铜陵姜汁多无渣，
肉质脆嫩，满口生津。姜丝绝对不会
嵌牙，横咬竖咬，断面纹理清晰。吃
相斯文，不会有剔牙之虞。在铜陵这
个时节，不论是家庭餐桌还是酒店饭
馆，生姜都是餐前茶点，当作开口开
胃小食品。不多，调料碟大小的碟
子，或是小号的盘子放上一盘，客套
也是礼仪。

一旦出名的东西，就会被精明的
商家看好并谋取利益。本地不同区域
种植的姜，口味也会存在差别，因此价
格也不同。姜农的姜多是被老主顾定
制，批量定制到加工点或销售点。还有
的种植户并不卖原姜，而是腌制或是自
制成冰姜成品自产自销，以达到利润最
大化。这里每年还有整车的外地姜进
入本地，但无论形态或是味道与本地姜
无法比。这种姜大多只能用作烧菜时
佐料，根本不能新鲜腌制，真是应了一

方土壤生产一方作物。但也有一些不
良商贩贪图便宜，用此姜料加工成姜成
品充数本地姜。打开网店网页搜
索“铜陵生姜”，品种繁多，但品质相距
甚远。

据地方志记载：“早在春秋时就有
种植。在北宋年代，铜陵已成全国著名
的生姜产区，并被列入朝廷贡品。”可见
姜在咱地自古有之并闻名。能成为百
姓餐桌上食品，才是真正意义上“土特
产”。

制作姜品，在我们这里属于日常制
作，每年桂花飘香时节，也是生姜上市
季节。家家户户腌姜成为了仪式，尤其
是对于老年人，没有腌制生姜就象是没
从这个季节走过一样。所以在我们这
里，桂花盛开季节多出一重姜香。

生姜制作过程中，刮姜是第一道工
序。记忆中小时候最怕刮姜，枝枝岔岔
特别多，皮裹在姜体上不使劲蜕不下
来。现在的生姜会长，细皮嫩肉、粉面
佛指的漂亮，只要象征性的剔一下就可
以了。

生姜腌制对天气要求很高，必须在
太阳下面晾晒，且晒得适当，太干会老，
太湿会象长霉似的起白蒙。因此，如果
老天不帮忙，所腌制的生姜品质从口
感、气色、品相上都会差很多。

图省事也行。如今的商品经济只
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个时节，不难
看见菜市三五女人围坐一圈，嘴不停
歇、手不停歇飞快动着，一块块生姜经
过她们一转动，象脱了衣服的裸体婴儿
挨在一起。讲究的，一排整体姜不断一
枝一丫的连在一处，象选美时的大长腿
齐刷刷地玉立着。更有图省事的，到熟
识的农家私人作坊，姜品满意，工艺放
心，买来送给至亲好友。特产的东西最
能体现出情谊，由于本地姜口感好，香
嫩，名气响，所以也是外地客人来此时
必带的佳品。

在电商越来越便捷的今天，人们对
“特产”的饮食欲望不再似从前强烈，它
在人们概念里更有一种情感的成份。
它是父母心底的牵挂，它是游子想念的
亲情味道，它是外地人停留在唇齿间印
象，它更是存储在内心深处不知何时就
能泛起的记忆。即便在这成规模的专
业加工和电商盛行时代，人们仍然会用
传统方式沿袭传统技艺自制“特产”，或
许更多的是满足心理的和情感的需求，
并在这种需求中承续着一代又一代人
心灵慰藉。

□陈玲

姜 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