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知朋友小姜正在学茶艺，我不解
地问她：“学茶艺有什么用？”

小姜说：“我这是在努力拓展自己
的生活疆域！人们都说，你无法赚到你
认知范围之外的钱，其实你也无法享
受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乐趣。这世上
的事，并非一定要有用才做。学茶艺
看似没什么用，但我从中领略到以前
从未体验过的乐趣。从茶叶、茶具的
选择，到烹茶过程的艺术操作，再到品
味香茗的曼妙享受，都那么妙趣横
生。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了放慢
生活节奏，沉淀自己的内心，用诗意的
方式来修心。我通过茶艺来悟道，在
茶叶的浮沉、茶香的弥漫中感悟生活
之美，体验人生之趣，心灵也得到了舒
展、放松和净化……”

小姜的一番话，对我来说新鲜有
趣。仔细品味，确实很有共鸣。我想到

我们来这个世界的目的，大家经常提到
生命的意义，我们也常常思考活着应该
有的状态。时间有限，人生有涯，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难道不是为了做更多的
事、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见更多
的人吗？如果囿于太过狭小的圈子，终
生都困在有限的风景里，岂不是白白辜
负了人生的精彩吗？

这样说来，我们终生都要致力于拓
展自己的生活疆域。拓展生活疆域，其
实没有多么宏大的内涵，并非是“心有
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翻版。我所说
的拓展生活疆域，不是为了成就更大
的事业，或者攀登更高的人生巅峰，而
是单纯让生活的版图更加辽阔、广袤、
精彩和丰盈。人生在世，多多涉猎，凡
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都应该积极
体验。拓展生活疆域，让我们的生活中
有花开有云飞，有丛林有秘境，有高山

有险峰，有湖泊有岛屿，有寻常小景有
世外桃源。

很多美好的事物，你未曾涉猎的时
候觉得陌生。当你深入其中之后就会发
现，里面是个别有洞天的世界。拓展生
活疆域，等于为自己开了一扇又一扇的
窗。窗外世界的精彩，亲历才能领略。

记得网络刚刚进入我的生活那年，
我加入了一个叫“走马天下”的驴友
群。当时我的生活极为单调，就是三点
一线的上班族生活。我以为冲破桎梏，
才能给一潭死水的生活注入活力，也给
自己的人生注入新鲜元素。于是，我积
极参与群里的活动。群里经常组织外
出游玩，有时骑车在近郊邻县走走，有
时乘车奔向远方。我跟着驴友们，时不
时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觉得畅快
放松。一次次出游，我们的旅行经验越
来越丰富，去年还有不少人去了一趟西

藏。大家都说，西藏之行是一次身心的
洗礼。有了这样的经历，真的可以说是
不枉此生了。

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走过了不计其
数的地方。我们的生活疆域，就这样被
拓展开来。算一算我们走过的地方，大
家都有一种天下任我行的自豪感。有
人很不屑，觉得我们东跑西颠并未给生
活带来多大的益处。“天空中没有留下
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我们走过的那
些地方，都留在了心里，成为了人生精
彩风景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如此博大包容，如此精彩
纷呈，而且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
我们去靠近，为何不积极拓展你的生活
疆域呢？拓展生活疆域，你就可以在自
己亲手打下的江山里打马徐行，或者自
由驰骋。开阔的疆域，多彩的风景，诗
性生活，快意人生！

□王国梁

拓展你的生活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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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是一座城市的足
迹 ，也 是 一 座 城 市 的 记
忆。铜陵工人文化宫，曾
经的铜陵市文化建筑，现
在早已成为斑驳的历史名
词，但是我却记忆犹新，历
历在目。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当时的铜陵工人文化
宫还未建成。铜陵由于是一座矿山
城市，市民们居家或在铜官山铜矿
附近的解放东村，或在较远的铜陵
县城。矿区工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比较单一。工人文化宫的原址只是
个三角式的公园，市民们大多数喜
欢带着家人和孩子们在公园里遛
弯，之后才建起了两层楼高的工人
文化宫。

铜陵这座城市很小，1956 年才
建的市，原来市中心还是石子铺的
路，路面不宽。工人文化宫与对面

的照相馆“遥相呼应”。铜陵的工人
文化宫建成后，市民们大多数都到
市工人文化宫里读书，看展览，参加
体育活动，最多的是打乒乓球。也
许是乒乓球这项运动比较普及，喜
欢的人多，活动起来也方便开展，所
以玩的人很多。

作为铜陵市文化类标志性建筑，
有不少市民喜欢在“工人文化宫”门
前合影留念。1973年我初中毕业后，
我们班当时就在文化宫门前合了
影。这张黑白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
并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我们的孩
子看到这张照片说，那时候真穷，多
数女同学穿的还是布底鞋，身上穿的
兰衣布褂，少数穿的带有格子式的衣
褂，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

记得1975年，全国第三届运动会
结束后，安徽省中国象棋运动员蒋志
良代表安徽队在全省巡回表演比赛，
来到铜陵后，就在铜陵市工人文化宫

与铜陵市象棋爱好者对弈。谁也没
有想到蒋志良与铜陵市选手韦福寿
的对弈，结果竟中盘输给了铜陵选手
韦福寿，当时在工人文化宫观看这盘
挂盘棋比赛的人很多。蒋志良输掉
这盘棋后心情闷闷不乐。因为他是
全国第三届运动会中国象棋比赛的
亚军，在铜陵竟然输了一盘，觉得不
是个滋味。我清楚记得比赛结束后，
蒋志良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在当时
的铜陵市体委食堂就餐的。

1979 年 5月，我参加了安徽省第
四届运动会，我与队友代表铜陵市队
合力获得了男子4人技巧比赛的第4
名以及团体比赛第 4名，回到了铜陵
后，原铜陵电视台新闻部主任郭麟为
我们拍了男子 4 人叠罗汉造型的照
片，并摆放在铜陵市工人文化宫门前
的宣传橱窗里展示了一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市工人文
化宫里能看到电影，工人文化宫里还
有遛旱冰的。如今的商贸大厦（雨润
广场）已经取代了工人文化宫，但工
人文化宫还是留给了人们美好的回
忆，那是曾经丰富了市民们业余文化
生活的“缩影”。

□沈宏胜

铜陵工人文化宫的记忆

在安徽省铜陵
市郊区大通古镇，
靠镇西北约二华里
有一条沟，这条沟
叫灯笼沟。多少年
来，这里的老百姓
流传着有关灯笼沟
来历的传说故事。

相 传 乾 隆 年
间，乾隆皇帝下江
南路过铜陵古镇大
通时，给住在这个
镇上姓佘的财主封
了个天官。这件事
传到铜陵县府，慌
得县知急忙备轿来
大通朝拜佘天官。
这样，每月的初一、
十五朝拜佘天官就
这么沿袭下来了。

时间长了，佘
天官对县知的朝拜

感到有些厌烦，但又为了不扫县知的
雅兴，就让管家人在大门头上，挂着
他的一只长靴，县知来朝拜，只要朝
着门靴拜三拜就行了。县知拜门靴，
深感耻辱，但佘天官名大气粗，谁都
惹不起，县知也只好忍声吞气，甘心
受辱。

几年之后，铜陵县府换了一个
年轻有为的县知，传说姓徐。徐县
知接任的第二天恰好是逢初一。于
是，徐县知备好轿子，带着差人，前
呼后拥，来到大通。他来到佘府门
口，要管家人通报一声，说新任徐县
知特来朝拜佘天官大人。谁知，管
家人指着大门头上的长靴对徐县知
说：“大人早已吩咐，朝拜大人有一
条规矩，就是朝门靴拜一拜就行
了。”徐县知一听，顿时怒火万丈。心
想，你佘天官也太欺负人了，我大小
也是七品父母官。于是，徐县知命差
人抬轿回府。途中，徐县知想了一个
整治佘府的妙计。

几天后，大通古镇来了一个风水
先生。风水先生来到佘府门口，连声
说：“好风水，好地方，将来这家要出
皇帝。不过……”风水先生的话没有
说完，正被出府游玩的佘天官听见，
忙问：“先生，你说什么？”风水先生瞟
了他一眼，接着说：“这里的风水真
好，背后的长龙山脉，犹如一条腾飞
的巨龙。不过，却被这条玉带河给捆
住了。”佘天官急忙问：“此话怎讲？”
风水先生说：“这条玉带河使你只能
当天官，不能当皇帝。要想当皇帝，
非得把这条玉带河挖断。”

听罢此言，佘天官把这位风水先
生接回家热情招待了一番，然后让管
家人带着风水先生，喊来几百名劳
工，开始挖玉带河。

为了抢时间，每当夜晚，玉带河
上几百盏灯笼齐明，就像一条火龙，
把古镇大通的天地照得通亮。

经过七天七夜的苦战，终于把这
条玉带河挖断了。传说佘府玉带河
是一条真正的龙脉，当玉带河被挖断
时，龙的血流了三天三夜。佘天官一
看大吃一惊地说：“不好，佘家龙脉挖
断了，快把那个不要命的风水先生捉
来见我。”可是，风水先生早已溜之大
吉了。

佘天官派人四处査找，终于找
到了这个风水先生，原来他就是铜
陵县知府的徐县知。佘天官斥问徐
县知：“你破坏我家风水，知道会治
什么罪吗？”徐县知慷慨激词道：“知
道。宁可抽筋剥皮一世，不愿朝拜
靴受辱。”

虽说徐县知遭到了杀身之祸，但他
那坚强不屈、不甘
受辱的品格，却赢
得了大通后人的赞
叹。为了纪念这位
徐县知，当地群众
把这条沟称之为灯
笼沟流传至今。

□
詹
敬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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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比较讲究吃。北方的面食，
南方的米饭，还有散落在民间的各种
小吃，一道道美食，共同拼凑起一桌
桌饕餮盛宴，让人大快朵颐。

如果说，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也
品尝了不少美食，而这些令人垂涎的
美食业已深深烙在我的味蕾之上成
为永久回味。那么，在我，一洋锅子
（一种盛菜的粗糙钵子）瓠子面汤，是
任何美食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天
下第一美食”。因为，就是这样一洋
锅子瓠子面汤，让我想起了我的祖
母，我的童年……

孩 童 时 期 ，我 就 是 一 个 野 孩
子。父母因为要上生产队挣工分，
根本无暇管教我。我是奶奶带大
的，也是在奶奶的棍棒教育下成人
成才的。我天生聪慧，10岁就上了
初中。可我对念书并不是那样上
心，有时人在课堂上，可心却和我
那班小伙伴捆到一块去了。放学
铃一响，我就飞也似地跑回村子，
找 到 那 班 小 伙 伴 ，书 包 一 撂 ，玩

“打战”，玩“跳房子”。往往是玩
到天黑都不知道回家吃饭。而这
个时候，村子里就会定时响起奶
奶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从村东
头一直响到村西头。有时我玩得
正兴，听到也当着没听到，只顾着
继续玩。每每最后被奶奶找到，我
就会被奶奶一手拎着我的小耳朵、
一手用笤把丝不住抽打着。我跟猪
嚎着似地，乖乖跟着奶奶回家，然
后在抽泣中把奶奶给我留的晚饭狼
吞虎咽般吃下。

那年放暑假，我几乎整天不着
家。奶奶喊回家吃饭，我不听，我
躲。饿了，我会跑到邻家瓜地抱个
西瓜、摸条菜瓜、摘条黄瓜。邻居的
骂声传到奶奶的耳朵里，她又拿起
笤把丝子，踮着小脚满村子寻我。
寻着了，自然少不了一顿死打，我全
身的竹丝印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痊
愈。当然，更多的时候，她是寻不着

我的。那是农历六月六，我犯了一个
大错，下午和几个小伙伴玩跳房子
时，我在迈田（踢完所有房子后，就
有机会背对房子，用用来踢房子的
瓦撇子迈田，瓦撇子落在哪，哪就
是胜者的领土，后面的人再踢房子
时需跳着过去）时，瓦撇子砸在了
一个小伙伴的头上，小伙伴的头
上顿时鲜血直流。奶奶闻讯后，
一边拿着仨鸡蛋去人家赔不是，一
边拿着笤把丝子追着我满村子跑，
我怕打，拼了命地跑，结果我跑到
邻居家的猪圈里躲了起来。我迷
迷糊糊中在猪圈里睡到半夜，醒来
后饿极了，我便偷偷跑回家，发现
灶屋门虚掩着，我摸进灶屋打开橱
柜企图找点吃的。可橱柜里什么
都没有，我便去揭锅盖。锅里竟然
放着一洋锅子瓠子面汤，我知道这
是奶奶特意给我留的。我端起洋
锅，三下五除二就把尚有点热的瓠
子面汤倒进了我可怜的瘪瘪的肚
子里，临了还用嘴巴将沾在洋锅
子上的汤汁一点不留地舔干净。
后来，我心满意足地腆着肚子，美
美地在灶屋里睡去了。第二天天
亮，奶奶起早为家人做早饭，发现
我在锅洞口睡着，便把我抱回家中
的竹床让我继续睡……

后来，我在追忆奶奶的文字里
多次提到瓠子面汤。瓠子面汤我
并没有少吃，吃过了就忘了，大概
是因为裹腹不得不吃，而吃后很快
被消化掉，所以自然忘得就快。然
而 ，那 晚 的 瓠 子
面汤，我却终身难
忘。在我，这不仅
是天下第一美食，
更 是 奶 奶 的 爱 。
奶奶走后，我一次
次企图找回那夜
瓠子面汤的味道，
可不知缘何，始终
未能如愿……

□阮胜明

瓠子面汤
秋野秋野 黄长春黄长春 摄摄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
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
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
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宋
代词人、武将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是
我最爱读的诗词之一，这首词笔力之沉
厚，脉络条理清晰，精致之深婉，皆不同
凡响。岳飞的“精忠报国”之心激励着
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报国志。因此，千
百年来，岳飞成了中华民族学习的榜
样，崇拜的大英雄。

2013 年 7 月 4 日，69 集电视连续剧
《精忠岳飞》在安徽电视台开播后，我对

岳飞的才学、武功、人格魅力更加赞
赏。今年7月，我又把全剧的录像重新
翻看一遍，闭上眼睛，岳飞的伟大形象
不时出现在脑海里，引起颇多感慨。一
是叹，叹岳飞生不逢时，宋朝国运不佳，
特别是岳飞遇到南宋王朝心胸狭隘、
自私胆小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又遇上
天下第一大奸臣秦桧，时也运也；二是
惜，惜岳飞文武双全，足智多谋，一手
好字，一身的武艺，真乃旷世奇才；三
是敬，敬岳飞不慕虚名，不贪财色，心
胸坦荡，光明磊落。以他的人格魅力
征服了许多人，就连宿敌金兀术对他
也是敬佩有加；四是恨，恨宋高宗赵构
听信奸臣秦桧及其帮凶以“莫须有”的
罪名将岳飞送上断头台，这是大宋王
朝的耻辱；五是欣慰，欣慰的是岳飞虽
然倒下去了，但他那“精忠报国”的精神
和人格却在后人的心目中高高耸立。
秦桧的阴谋得逞了，可秦桧万万没有想

到，他死后却跪在岳飞的面前，连他的
后人都抬不起头来。看来，人心所向，
忠臣和奸臣是难以混淆的。

我曾多次谒拜杭州西湖岸旁的岳
王庙，也曾在河南省开封市朱仙镇的岳
王庙里游览过，看到很多游客为岳飞敬
香，并致拜礼。同时也看到跪在地上的
秦桧和夫人王氏，以及秦桧的帮凶张
俊、万俟卨的铸铁像上有许多痰迹，我
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是游客的不文明行
为，但很快又释然了。我想，地狱中的
秦桧和他的帮凶们，如若知道千年之后
的炎黄子孙仍在唾弃他们，该有何想？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
臣。”人们实在是非常憎恨那些被钉在
历史耻辱柱上的贪官佞臣，他们成了历
史罪人，而惋惜那无辜的白铁。

我国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好人终会
有好报”。岳飞不幸戎马一生，壮志未
酬 ，一腔热血没有洒在战场上，却以

“莫须有”的罪名遭奸佞小人的毒手。
岳飞有幸，遇害后不久就被昭雪了，并
追封为鄂王，被后人景仰。这真是天
日昭昭，人民自有公道心。“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宋朝的历
史，因有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
而厚重了许多。

□殷修武

青山有幸埋忠骨
——看电视连续剧《精忠岳飞》有感

高温天气，农田的灌溉，关乎稼穑
生计。此时，在我的脑海深处，又浮现
出老家的那一台水车。感谢它，一年
一年滋润了干旱的庄稼，帮助一家人
度过了艰苦的乡下岁月。

在乡间，一台水车，好比一部小
型抽水机。当时节进入小
满，稻禾生长，麦苗灌浆，决
不能缺水。水，是农业命脉，
一丝一毫马虎不得。早年，
家乡灌溉不发达，于是水车
派上了用场。

我家的那一台水车，长约
三米，色泽金黄，十分漂亮。它
分为车头、车身、车尾三部分。
车身作槽，安有滚轴、龙骨（木
链条），均匀地连缀着数十片小
叶板。车头两侧，安有车手把，
附加一对车手。灌溉时，将车
手套在车手把上，拉动滚轴，滚
轴带动龙骨，叶板开始不停地
将水汲上来。

汲水之源，大多为野塘，东
一口，西一口，长着芦苇、菖蒲、
浮萍等野生植物。平日里，这
些塘清清寂寂，成了野鸟的栖
息地，可一到农忙时节，就热闹
无比。在老家，人们将用水车
灌溉，叫“车水”，被干旱逼急
了，干脆直呼“抢水”。

一喊抢水，说明塘水不多
了，供不应求，得赶紧行动。
家里劳力不够时，半夜里，我
常常被父亲叫去抢水。一百
来斤的水车，被父亲扛着飞奔。“星
光照旷野，百步见人”，我挟着车手，
抓着支架，紧随后面，一路飞跑。

村里有一大块高田、坡地，遇上久
不下雨，旱情极其严重，地皮经常龟
裂。有一年深夜抢水，老远，就听见

“吱呀吱呀”的车水声，而且不止一两
台，而是十几台。抢水的人不少，密
集的车水声，叫得人心慌。“快，快下
塘，将水车支好！”到了塘边，父亲小
声吩咐，事实上，别人都看见了，抽得
更猛了。

“扑嗵”一声，我跳下塘，将支架支
好，父亲卸下水车，拦腰递了过来。我
一把接住车尾，将它安在架上，一身泥
水地爬上岸，抓起车手，套在车手把上，
与父亲同时摇将起来。水车如龙，不一
会儿，白亮亮的水被汲起，流向稻田。

时间不长，汗出如浆，又粘又潮。
蚊虫不断发起攻击，围着人团团转，更

可怕的是，竟有一种绿头蝇，冷不丁叮
人一口，疼痛难忍。“全身动起来，就不
怕咬了！”父亲见我难受，给出主意，果
然见效。

半个时辰过后，稻田灌溉好了。
父亲将水车调转方向，对准麦地。可

令人再次心慌的是，抽上来的
水，全是黄汤汤。眼看抽下去，
水干见底，只剩下一塘泥浆。父
亲发了狠心，劲用得更大了，带
着我这一边直转。顿时，吱呀声
更密更响了，家家都在抢，人人
都在拼。

渐渐地，我的胳膊酸得不
行，仿佛里面流淌的不是血，是
野山楂汁。手也出茧了，磨破
了，沾了汗水，火辣辣得疼。父
亲见我咬牙皱眉，知道我小小年
纪吃苦受罪，双眼汪了一滩亮
光，我知道，那是泪水。父亲怜
爱我，但不会落泪。

野塘终于见底了。天也快
亮了。幸好，稻田麦田灌好了。
东天鱼肚白，灿烂一天霞。父亲
和我累瘫在塘埂上，一边大口大
口喘气，一边感激地望着“功
臣”，感觉轻松了不少。

抽干的池塘，底部有不少的
野鱼，它们因为缺水，正鼓腮张
嘴，也在大口大口喘气。待缓过
神来，人们纷纷扑下塘捉鱼。一
时间，霞光染红了池塘，人们裹
在水草淤泥里，欢呼着、抢抓着、
舞蹈着，于意外的收获里，享受

着一场集体的狂欢。
许多年后，此情此景，使我想起宋

代诗人梅尧臣的《水车》一诗，“既如车
轮转，又若川虹饮。能移霖雨功，自致
禾苗稔”，稔，即庄稼成熟，这正是劳动
的意义所在！原来，水车自古有之，车
水的艰辛古今亦同。

一直到现在，我对水仍抱着十二
分的敬畏，不敢随意浪费一滴水。
特别是对于雨水，我有一种天生的
渴望，最爱在雨中漫步，一次次走向
庄稼地，聆听禾苗汲着甘霖“滋滋”
拔节的声音，感觉这是世界上最美
的天籁。

如今，家乡兴修了水库，足以灌溉
万顷良田，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了。那架水车，虽然早已被光阴束
之高阁，陈列在乡村博物馆，它却永远
在每个夏日于我心海转个不停，吱吱
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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