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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初冬，心音夜起，与一轮圆月对
视。

清辉，是绕向天庭的思念，像梦里的
呼唤，如风中悬停的寂静，似细碎心海的
涟漪，微澜无垠，光辉柔软。我心踟蹰，
犹如走失的日子里，自己的目光和内心，
努力地贴近月亮，就像一颗小星星，渴望
靠近另一颗恒星。

初冬月，也有弦月，那悬挂在光秃秃
枝桠上的月色暗影，让我想象暗香浮动
的腊梅，清爽，香幽。那影，那香，流苏般
溢开，流淌声里，野草微枯，凋零的梦，朦
胧地抵达了月亮河弯。我看见，山间淙
淙流水，森林撒上霜露，村庄的尽头是河
流，河流绕过了城市，汹涌地流向大海。

有人说，初冬月，就像一个小妹妹，
洁净美丽，有着清辉荡漾的纯真灵性。
也有人说，初冬月像宽厚贤淑的姐姐，直
面愁怨，拥有苦情，在嫣然一笑间，如一
团清光给人安慰，让人身心舒缓，在温婉

的抚慰里，感受到灵魂的高雅与圣光。
我对初冬月最初记忆，缘于那首童

谣：“好大月亮好卖狗，卖个铜钱打烧酒，
走一步，喝一口，请问杨奶奶可要小花
狗？”那时，我们大抵在初冬唱着童谣，想
像月亮怎么就像狗了，还能卖得铜钱，打
到烧酒喝，那杨奶奶真是个活菩萨，像月
宫嫦娥，可是她可比嫦娥老多了呀！

初冬月，是品月最好时光。我想，冬
月冷酷冰凉，秋月烦躁浮华，夏月暴躁得
让人内心憋屈，春月虽好，过于浪漫。然
而，只有初冬月，挟持温和冷光，照亮心
灵，带来惬意的暖意，有着宁静美好的亲
切感，犹如轻霜扶心，在清虚的夜空里月
光流泻。那韵致里，有律动，让人领悟到
了人性的波光与情感相依的生命气象。
初冬月，轻泻低徊，化为优美的《梁祝》，如
梦的《天鹅湖》，爽朗的《莫斯科郊外的晚
上》，还有《半个月亮爬上来》、《月亮偷偷
羞红了脸》、《月亮走 我也走》。那些歌

声，像液体一般卷起心思，让睿智光鲜亮
丽，让灵魂安宁美好，让生命在沉寂无言
里酣然入梦，让时光高悬不语，娟然如洗.

朱自清的月下荷塘，花容静若美女，
情怀天籁飞香。叶圣陶曾叹息，住在大
都市弄堂里的人，对月亮漠不关心，有点
让人伤感。郭沫若把月亮比作狗，那是
他把天狗吃月的传说，引入他的诗歌
里。巴金眼里的月亮，深情浓厚，有着清
风景致的趣味，而这种趣味，他说连他这
个文学大师，也不能用文字描写出来。
季羡林也说，他曾到过世界上三十多个
国家，相比之下，外面再广阔的的大月
亮，比不上他那心爱的故乡小月亮——
事实上，他耄耋之年，住在北京朗润园
里，那儿风景优美，他最恋的就是“月是
故乡明”的生命情结。

宋朝理学家邵雍写的《清夜吟》：“月
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
得少人知。”那诗里的月，有着天心风来

的水面意趣，伴有清凉明净的心灵意味，
只有微细心情的人才能体会到，一般人
是难心知晓的。读过林清玄的散文《星
月菩提》，让我仿佛看见了光明与雾里的
清气、萤火、精灵、光明、温暖、清凉……
事实上，抬头望月，那月亮总是跟着我们
走，照着、也看着我们。林清玄所说的

“心中之月”，正如王阳明的《蔽月山房》
所云：“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
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
阔”，那心知的月，远远比眼看的要广大
无边，那是目光里的小月亮，其实是比山
大的大月亮。也就是说，只有心中有数，
才能放开眼界，不至于深陷其中。

夜空寂寥，远山如黛，满月悬挂，空
灵如仙境的月夜，深藏着人们内心无数
的美好情感，比如亲情、爱情、友情。记
得有位诗人说，看初冬月亮，连痛楚也会
变得美丽。这话说得真好呀，它是初冬
的美好，也是月亮的美好。

□ 鲍安顺

初 冬 品 月
吴头楚尾、襟江带湖、交通便捷的

枞川大地，历来商贾云集，昔日各地来
此谋生者较多。明清时期，鼓书、莲花
落、胡琴书、评书等各种形式的曲艺相
继传入，昔日与桐城歌、太湖曲子戏并
称为安庆八大地方戏曲之一的枞阳大
鼓书尤为流行。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听大鼓书主
要在春节期间和夏夜。

正月初一早上，往往家人刚刚放
完“开门炮”，就迎来了新年
第一班唱大鼓书的艺人。艺
人常常两人，大多一男一女，
笑容可掬地如一阵风似的过
来了，二人面向门内，一个主
唱，一个帮腔，主唱者右立，帮
腔者左站，主唱者擂鼓，帮腔
者鸣锣，在一阵“咚咚锵、咚咚
锵”的锣鼓声之后，用浓郁的
枞阳方言唱道：“他家又到你
家来,府上的门儿朝阳开，他
家不乏千年宝,你家也有万年
财”。“一字写来一横长，朱洪
武出生在凤阳，马氏娘娘成婚
配，后来发达做人王……六字
三点一横长，把三关是杨六
郎，冲锋杀敌是焦赞，巡更放
哨是孟良”……

新年第一天刚刚开门就
听到喜庆的锣鼓声和祝福
声，犹如开门见喜，家人满心欢喜，往
往会赏给他们几个五分的硬币。

“拜年”是家乡枞阳人正月里的主
要“外事活动”，每每遇到哪家有拜年
的客人时，唱大鼓书的艺人常常根据
具体情况临时变更唱词，俗称“进门卦
排”。“新姑爷”尤其要面子,往往出手
很大方,便鼓其如簧之舌，什么“郎才
女貌好姻缘”、“多子多孙有后尘”，“男
的好比杨宗宝，女的犹如穆桂英，八两
对半斤……”对“新姑爷”极尽吹捧之
能事，直到给足了赏钱后方可离去。

新年新岁，暖阳高照，村子里一拔
拔唱大鼓书的艺人我方唱罢你登场，我
们这些孩子们欢呼雀跃地忙着迎来送
往，送走这一拔，又迎来了另一拔，有时
甚至跟着唱大鼓书的艺人走村过岗。有
时几班“唱大鼓书的”同聚一个村子，不
大的一个村落里到处锣鼓喧天，歌声悠
扬，橙黄色的阳光没遮栏地照在人们身
上，地面上到处被炸开了的鞭炮纸覆盖
成一抹红，还有朱红色的门对、朱红色的
门联映红了游玩者的笑脸，锣鼓声在空
旷的乡野间回荡，那热闹、喜庆、火红的
场面最终将年味引向高潮。

枞阳大鼓书说唱结合，艺人左手

拿着“鼓条”，右手拿着“夹板”，唱了一
段时间之后，鼓板声嘎然而止。只见
说书人用鼓条的前端抵着鼓面，迅速
收起了夹板，用富有磁性的嗓音来了
一段精彩的解说之后，又开始唱上了。

夜深人静之时，一方两开间的客
厅里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将房子堵得水
泄不通。“寒鸡半夜起”，不知不觉间，一
阵“喔喔喔”的公鸡鸣叫声传来了，人们
仍然毫无归意。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

的凑热闹，大人们仍在凝神倾听，
孩子们早已东倒西歪了一大片，
有的甚至打起了鼾声，偶有个别

“尿床”的娃娃竟然睡在主家人的
方桌底下尿湿了地面，直至雄鸡
报晓两遍之后，那“咚咚咔”的鼓
板声仍在响彻夜空……

夏夜纳凉也是儿时听鼓书
的好时机。在那防暑降温设施
极其落后的年月里，每到夏日，
晚饭后家家户户去村后小山坡
上去纳凉就成为当时我们村人
最重要的夜生活。

每每男女老幼围坐在一起
轻摇蒲扇、说三国评水浒聊得正
欢时，村里的几个“艺人”不觉间
竟然在人群中支起了鼓架，说起
了“鼓书”：上打雪花能盖顶，下
打古树能盘根，杀得人头往下
滚，杀得人头如快刀切菜根……

月色如昼，远处青山隐隐，近处树
影斑驳，那漫游在山坡上树丛中的萤
火虫宛若都市节日里缀满公园树枝上
的“饰灯”一样在依稀闪烁，此时，孩子
们也停止了“火焰虫，超低飞……”的
欢唱，纷纷过来凑热闹。那“咚咔咚
咔”的鼓板声在静夜中久久回荡，不久
便吸引着四方乡邻们前来围观，霎时
间，山坡上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后来，我们渐渐地远离了家乡，直
至最终进了城,和父老乡亲们聚在一
起听鼓书的生活也就彻底结束了！每
逢春节和夏夜，那“咚咔咚咔”的鼓板
声仍时常响彻在我的睡梦中，成为我
挥之不去的乡愁。

二0一六年区划调整后，铜陵市
人民政府为发掘古桐城文化，将枞阳
大鼓书申请列入铜陵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愿大鼓
书的“咚咔
咚咔”的鼓
板 声 继 续
在 枞 川 土
地 上 响 彻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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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隶属于安庆市枞阳县的周潭
镇，是铜陵市郊区行政区划中的新成
员。周潭镇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为
古桐城东乡，自古崇文尚武，被称为"
武术之乡"。有关周潭的来历，县志
谱牒有详细记述。

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
置枞阳县，属庐江郡。东汉（25-220
年），枞阳并入舒，隶庐江郡。隋开皇
十八年（598年），改枞阳县为同安县，
属熙州。唐至德二年（757年），改同
安县为桐城县，辖33里，里为行政单
位，里名无考。宋嘉定元年（1208
年），桐城县始设4乡9镇，4乡为东
乡、南乡、西乡、北乡，乡下设镇。乡
域范围广袤，东乡地域范围即今白荡
湖以东地区。南宋末年，宜兴柯山周
氏四兄弟为避乱迁居，按照各自誓言
找到安家兴业之地。兄长孔嘉长子
文一公仕龙，来到桐城东乡杨都湖
上，鹞石山下定居，是为文字辈鹞石
周氏始祖。其时，居住地为荒野，无
村无名；杨都湖即今枫沙湖，鹞石山
名沿用至今。

仕龙公娶妻邹氏，生子恭先、恭
明，是为鹞石周庆字辈二世祖庆一
公、庆二公。经过两代人历时20多年
披星戴月奋力拓荒，周围十来里荒野
渐成良田沃土，数间土墙茅屋渐成深
宅大院，男耕女织，勤俭友善，书声琅
琅，耕读传家，仕龙公称此居住地为
周团，寓有团结一心、黄土变成金之
意。邻里乡民羡慕周团家规家教，过
往行人也口耳相传，周团美名从此越
传越远，成为桐城东乡大姓望族周氏
聚居地。

仕龙公去世后，其子遵嘱分家。
长子恭先居老屋，这里是父辈定居发
家之地，地处通湖大涧以东，习称涧
东。次子恭明析居涧西，娶妻陈氏，
生养四个儿子，人丁兴旺，家业蒸蒸
日上；他自幼聪颖好学，又从父习武，
后考取功名，任过武职小官，夫妇去
世后，葬于凤凰周凤凰山泼珠崖侧风
水宝地。明洪武六年（1373年），桐城
东、南、西、北4乡改名清净、大宥、日
就、桐积4乡。民间仍习称清净乡为
东乡。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夏
雨连旬，桐城全境遭受数百年未遇的
罕见水灾，周团后山暴发特大山洪，

俗称起蛟，将涧西紧靠大涧处冲刷成
一个巨大深潭，俗称蛟池，也叫蛟
塘。潭面水鸟，时常被突然拖入水
中，传闻是被蛟龙吞食，村民不敢放
养鹅鸭，耕牛不敢进池游憩，神秘感
与日俱增，周氏尊长纷纷就近选择墓
地，贵客来访也啧啧称奇，周潭之名
遂不胫而走，周团之名便渐渐被周家
潭取代。明末清初科学家、思想家、
文学家方以智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
年）亲笔撰写的《鹞石周氏续修序》中
记述：“先曾祖明善先生视周甥游周
潭，览其山水。”明善先生就是方以智
的曾祖父、明敕封文林郎江西道监察
御史、理学家方学渐，生于明嘉靖十
九年（1540年），卒于万历四十三年
(1615年)，曾在有生之年到周潭看望
周姓外甥，可见在明万历三十六年
（1608年）之后周潭之名即已取代周
团。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桐
城县辖5乡、29镇、168保，清净乡辖
8镇、37保，周家潭镇名列8镇之中，
周家潭保也见诸37保之列。周家潭
镇首次成为桐城县行政区划中的行
政单位。

民国3年（1914年），推行地方自
治，桐城县设4乡、13镇、147保。清
净乡辖3镇：汤家沟、周家潭、项镇铺，
周家潭镇成为桐城东乡三大乡镇之
一。清净乡自明清以来，除用于官方
文书外，民间仍一直称东乡，清净乡
至此已名存实亡。乡下设镇的乡镇
建制，从此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1949年 2月 18日，中共皖西第
二地委决定：析桐城县东乡全部、南
乡大部、北乡一部和庐江县、无为县
少数地域成立桐庐县，下辖7区、2
镇、33乡，周潭为乡。1949年10月1
日新中国成立，废除民国时期保甲
制，实行区、乡、村建制，陈湖区下辖
周潭乡。1951年 2月24日，桐庐县
更名湖东县。1955年7月1日，更名
枞阳县。陈湖区、周潭乡建制未变。
1958年10月25日，成立陈瑶湖人民
公社，周潭为大队。1963年元月，恢
复区建制，周潭为公社。1984年，改
周潭公社为周潭乡。1993年撤区建
镇，设立县辖周潭镇。2018年10月，
安徽省政府批准周潭镇划归铜陵市
郊区管辖。

□ 周大钧

周 潭 往 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霜降过后，
农家时令菜蔬中，萝卜就当仁不让地
挑起了大梁，唱上了主角。

新鲜生萝卜，长在地里，偶尔拔出
一棵，生吃，脆生生的，微辣中夹着微
甜。尤其是经过几场厚霜的洗礼，生
萝卜越发的甘甜。俗语说“吃萝卜，剥
一截吃一截。”这里讲的准是生萝卜。
新鲜萝卜烧小米虾，是我小时候最爱
吃的一道美味。那时，河沟里有的是
小米虾。只要你不懒，拿虾趟（一种专
抓小鱼小虾的工具）到村前屋后的沟
沟汊汊里去捞，一捞一个准，不消多长
时间，绝对能捞它个小半桶米虾。回
来后，将小米虾跟新鲜萝卜一同煮了，
那个鲜，简直无与伦比。当然，抓不到
小米虾，也可以割斤肥肉，猪肉炖萝
卜，油而不腻，汤用来泡饭吃，那就是
儿时不可多得的“大餐”了。还有，清
炒萝卜丝，再配些大蒜段，清丝丝的，
也是不错的一道菜肴。

新鲜萝卜吃不完，一般家庭就用
来腌制。像萝卜条萝卜干萝卜姑子什
么的，都是干法腌制。将新鲜萝卜洗
净切条切块切半个圆形的，那就全凭
你自己的喜好和意欲了。晒到迟不头
干（“迟不头”：土话，大概是晒个六七
分干）时，收回家准备腌制。腌制
时，先用手将萝卜条用劲揉，揉至稍
许出水时，再添加适量的盐巴，撒上
五香粉，再揉。注意，此时只能轻轻
地揉了，只要把盐五香粉和萝卜条
揉均匀就可以了。把准备好的萝卜
条放进养水坛或者玻璃瓶里，一层
一层压紧实。大概半个月后就转味
了。所谓转味，其实就是腌好了，能
吃了。当然，用养水坛腌萝卜条最
好。因为，腌制过程中需要经常换
水。奶奶管这就叫养水。小时候，
家里经常把腌制好的萝卜姑子作为
碟子料，用来招待贵客。我们几个
小伢子也是巴不得家里天天来客
人，这样，就可以得到奶奶赏给的萝
卜姑子吃了。

还有一种盐水萝卜。就是把萝
卜放进水缸里，配以适量的盐，加上
清水，放置一定时日。在萝卜自己
接收盐巴浸润的同时，需要用一根
木杵隔三岔五地去捣，以帮助萝卜
更好地吸收盐分。这种方法泡制的
萝卜，我们谓之水萝卜或烂萝卜。
腌好的水萝卜，切成大条块佐以红
辣椒糊煸炒，是下饭的小菜。水萝
卜具有清热降火的作用，放饭锅头
蒸着吃，家里条件好一点就再放小
半勺猪油，吃起来就会更加顺滑，也
是一道不错的美味。至于那种认为
出了蛆的烂萝卜最好，其实应该是
一种错误认识。

还有干萝卜丝，也是冬天家里偶
尔吃的一道好菜。奶奶将洗干净的
新鲜萝卜切成细丝，放在太阳下晒干
收储。吃时，抓一把干萝卜丝用温水
泡发待用。等到萝卜丝完全苏醒涨
满后，控尽水分，装在蓝边瓷碗里，上
面用切得薄薄的腊肉覆盖好，放进锅
里大火蒸。由于火的作用，把腊肉中
的油脂蒸出来，然后被萝卜丝所吸
收，从而导致腊肉不油腻，萝卜丝爽
滑润口，非常地好吃。当然，这道菜，
家里不来人，平时是很难吃到的。

如今人至老年，我更喜欢萝卜
炖白菜，简单，营养，养生。经过岁
月的打磨，我终于读懂：萝卜白菜岁
月长！不过，记忆中的冬日“小清
欢”，始终难忘，始终挥之不去。

□ 阮胜明

冬日萝卜小清欢

照理说，退休后无事一身轻。然
而，我退休后似乎比别人要忙一些。

退休前，我在企业从事宣传工作，
整天与文字打交道。退休后，我仍然没
有放弃这曾经是工作的爱好，学会了在
网上发稿子，经常在全国各大论坛、网
站发表一些“豆腐块”式的小评论。值
得欣慰的，我撰写的评论一直在安徽
新闻网采用率比较高，参加过多次省
网宣办组织召开的评论员会议，有多
篇评论被摘选省网宣办编撰的评论集
里，还被南京文明网聘请为特约评论
员。我的评论多次在人民网观点评论
和新华网评论中发表，其中“别让垃圾
分类成麻烦事”一文被《人民日报》评
论版采用，另有多篇稿件还被《经济日
报》等国家级媒体转载。在人民网举
办的十周年征文中，我撰写的一文“情
愫在指尖里流淌”获得了一等奖。人
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文明
网、东方网、宣讲家网等国家级网站都

为我建立评论集。十多年过去了，我
一直坚持每天写点小文章，不写觉得
有件事未做。

退休后，我被社区党委聘为居民村
党支部书记，每个月要参加一次社区党
委组织召开的“党日主题活动”。我定
期和不定期的组织召开支部委员会和
党员大会，研究布置支部工作，组织党
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党员生病住院
了，我同支委一道把社区党组织的温暖
送到他们家中。或许自己看的多了，想
的也多，经常动动笔，社区党委还安排
我给党员们讲党课，我撰写的“党员如
何做到退休不褪色”党课教材得到了社
区党委负责人的肯定。

每当社区安排巡逻，我除了自己参
加，还组织本支部党员参加。市十二中
滨江学区分校在居民区里，社区成立志
愿者服务队，我与另一名党员刘勤担任
负责人，每天在学生放学前安排志愿者
参与护校。有居民问，你们拿多少钱，

我只能回答说，我们只是尽义务。特别
是在防控疫情那段时间，我始终蹲点在
社区的卡点上，直至疫情结束。我所居
民的社区铜官区金山社区，是没有围墙
的社区，四通八达。不知自己曾经写过
新闻之原因，总爱管闲事。看见社区广
场有灯杆倒在了地上，我通过微信传给
社区微信群里，领导看到了立刻安排人
员修复。居民村里，有大树因下雨天，
风力过大被吹倒，横担在路面上，挡住
了行人走路，我用手机拍下照片，通过
微信传給领导看，很快安排人员处理。
有居民知道后，对我表示点赞。居民村
有一段路破损了，行人走路不方便，我
用视频的方式告知社区，几天后路面修
复了。居民看到我，点头称是。村里有
路灯不亮了，我又告知社区，灯很快又
亮了。

为网站写作，丰富了我的退休生
活；为社区服务，充实了我的退休生
活。这就是我一个退休人的幸福事。

□ 沈宏胜

退休人的幸福事

西 湖
你是杭州的灯盏
照亮了无数的想象
你是天堂里的眼睛
望着我一往情深

苟且偷生的南宋小朝廷
没做几天美梦
天堂里也容不得
脊梁弯曲的人！

那些缺钙的灵魂
早就没了踪影
只有残存的记忆
还在苏堤上徘徊
偶尔在你的眼里
现出原形

西湖之夜
三潭印月显然是一幅旧画
虽然历史褪去了太多的脂粉
笙歌浑然不觉在水榭里老去
白娘子还是那么美貌年轻？

绣一朵芙蓉在心上
绣两只鸳鸯在梦里
再绣三三二二只星星
眨着西湖之夜不老的传奇

游船似一只蜗牛
从此岸到彼岸
花了一辈子的光阴
只是偶尔从没有关紧的门窗
漏出的笑声
还是把弱不禁风的西湖砸痛……

灯 影
是谁不小心
将夜的这只酒杯碰碎
久酿的醇浆
漫溢在杭州性感的唇边

比丝绸软
比荷花香
比晚风缠绵

轻轻地踩着苏堤
——一段诗人的脊骨
瘦是瘦了点
却越来越有硬度

在西湖里洗手
走了一天的路
手上有汗渍、污垢
于是我弯下腰
想在西湖里洗洗手

这毕竟是天堂之水
虽然洗出西施
这样擦亮历史眼球的美人
却洗不掉
秦桧这类人间奸臣的罪恶

眼前的水
还是这样的清凌凌
我这双邋遢的手
真不知
能否在天堂之水里洗净

□ 周宗雄

西湖掠影 （ 组 诗 ）

夕 照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