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沿着铜陵市长江西路
西行，到了三公里，转身顺
着有色大道北上，绕过圆水
池，再北上，便到了我要去
的这座大楼了。

此刻，我就站在楼的对
面。我凝视着它，它凝视着
我。在久久的对视中，我的
眼睛湿润了。多少往事涌

上心头。
忘不了1963那一年，那个春光倾

泻的早晨，干事雷厉风行、待人和蔼可
亲的老处长陈智祥，带领我们就是沿着
这条当初还是去县里的简易道路，走过
一棵松（今市立医院位置），绕过放鸭塘
（有色建安旧址处），来到南山与北山之
间的山冲前，我们沿冲北上，步步登高，
站到了最高处。老处长兴奋地说，铜官
山有色金属公司办公楼就定在这儿吧，
大家看怎么样？张德槽工程师从技术
角度作了补充说明，大家一致赞成。处
长说，那我就上报啦！

忘不了，张工程师领着我们在那个
简陋的设计室里，为设计大楼苦战的情
景。所谓设计室，就是用毛竹做屋架，
毛竹做檩条，上面铺了芦席油毡当屋面
的大棚。大棚四周用竹笆子一围，两边
糊上泥巴，再用石灰膏抹一下，那就是
墙了。地面是用三合土填的，上面抹了
一层水泥砂浆，重一点的东西掉下去就

是一个坑。设计室的一边是铁路，一边
是公路，旁边还有一条臭水沟。一到夏
天蚊叮虫咬，水沟里发出阵阵恶臭。到
了冬天，四处漏风，下雪时雪花顺着门
窗缝隙飘进室内。但自接到任务后，憧
憬着大楼的未来，从盛夏直到金秋，大
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张德槽老师对我这个毕业不到一
年的新手十分信任和放手。他要我们
先搞个设计方案。于是，我就在老技术
员张诗钧的指导下，根据公司当时的
机构设置，考虑到各处室的办公要求，
搞了个5320平方米的方案（至今我还
保留着这张手工绘制的方案图）。这
在当时算是铜陵市最大的民用建筑
了。我们的方案是主楼在南，东西两
个侧楼向北延伸呈ㄩ型，但地质报告
出来后说这样设计不行，主楼位置的
地质条件比较差，不适合建主楼。于
是只得把主楼往后移动，成Π型。在
这个过程中，我向老同志们，同时也从
实践中学到许多实用的知识和技术。
懂得什么叫因地制宜。

方案确定之后，张工又安排我负责
结构设计，最大的难处是四楼大空间结
构设计问题。老师和同志们的信任给
了我信心和力量，我翻阅了许多资料，
把三种此类设计的理论合并到一起，形
成自己的设计程序和计算公式，提出了
解决方案并完成了初步设计。这个方

案出来后很多人都在怀疑，这么大的跨
度，就这么点高的梁，是不是安全呢。
这时候还是张工支持了我，他相信我的
设计是安全的，并在我的设计图纸上签
了字。实践证明经过近60年的使用，
这套计算方法是可靠的。在这个过程
中，我体会到，要适应工程设计的需要，
学习一刻也不能停止。

也忘不了，公司千方百计筹措资
金，要置下这么大的一个家产，也是铁
了心的。接着，有色建安公司派出精兵
强将参战，确保工程优质。这个阶段，
我少不了常去工地。在那里，师傅们教
会我许多操作工艺，同时告诉我，什么
样的设计是最受施工人员欢迎的。在
这个工地大课堂里，师傅们都是我的老
师。用现在的规范评估、用当年规范设
计的这座大楼，安全度是不符合要求
的。它之所以现如今依然巍然屹立，应
当感谢建筑工人精湛的技艺和一丝不
苟的工匠精神。

大楼竣工那天，没有满墙悬挂大红
条幅，没有鞭炮和花篮。然而有色人的
脸上个个露出了笑容。为新中国献出
第一根铜锭和数万吨铜料的铜陵有色
人，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第一
次建的办公楼在杨家山，后改为市委大
楼）。当公司领导把书有“铜陵有色金
属公司”的标牌挂在大楼门厅柱子上的
时候，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虽

然没有特地举行隆重的启用仪式，可历
史定将记住这个难忘的时刻。这座铜
陵有色金属公司自己设计、投资、施工
和使用的办公大楼，或许若干年后会成
为铜陵历史建筑。

有色公司在山上平房时，挂的是
“铜官山有色金属公司”标牌，1965年1
月，经冶金部批准，更名为“铜陵有色金
属公司”，这是一块新做的标牌，正好与
新楼匹配。

我们的设计室被安排在西侧楼第
三层，宽敞明亮，坐在其中，有一种鸟
枪换炮的感觉。下班后，我时常久立
在楼前，欣赏它的庄重与朴实，感谢它
给了我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打心里
感谢项目组严谨而又热情的张德槽老
师、张诗钧师兄，还有水电设计人孙
金、臧文钦，参加制图的姚金男，描图
员杜素齐、徐宜等对我的指导和配
合。在梦里，我经常回到那个早已被
拆除了的基建处大棚，也不止一次站
在这座楼前。

站在这座楼前，我真诚感谢铜陵有
色。因为我从学校毕业就来到铜陵有
色，在铜陵有色的大熔炉里锤炼，在这
个大家庭里工作、学习、生活，让我学到
了很多，使我很快地成长起来。铜陵有
色就是我的根。18年后，虽然我离开了
铜陵有色，可我的心仍然挂记着铜陵有
色，而且常来常往。

□叶葆菁

站在这座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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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许新江先
生告诉我，铜陵市柳
园小学校园的两棵
铁树开花了，有时间
前去看看。

盛夏的一天下
午，我如约来到柳园
小学看看这一奇景。
许先生热心地将我引
到正在开着花儿的铁
树旁，只见两棵铁树
与其他花卉簇拥在校
门口大屏前，在夏日
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是
那么郁郁葱葱，一雌
一雄两朵淡黄色的
花儿分别在两棵铁
树树顶上绽放。

铁树，又名苏
铁，别名：辟火蕉、凤
尾蕉、凤尾松、凤尾草，每年在7月开花，
并分雌雄，但不同株。

关于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
很久以前，有一只凤凰，它不仅有美丽的
羽毛，而且还有一副非常好的歌喉。见
到辛勤劳作的老百姓，它就会唱着动听
的歌儿，展示优雅的舞姿，深受老百姓的
喜爱。有一位财主听说了这事，就派人
把凤凰捉回来关进笼里，用尽方法想让
凤凰为他表演，可是凤凰就是不肯。那
位财主见状火了，一把火把凤凰活活烧
死。第二年春天，在遗留的灰烬中居然
长出了一棵小树，叶片如同凤凰的尾巴
深绿色的，而且非常坚硬。老百姓认为
这一定是那只凤凰变得，非常钦佩它那
宁死不屈的精神，于是给它起名为“铁
树”。看到这个传说，我想起上世纪八十
年代末看到的一篇报道：我国南方某地，
一场大火将一棵铁树烧毁，但第二年春
天这棵铁树又奇迹般地长出了新芽。通
过这个传说和报道，我们看到铁树那贫
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意志。

许先生一边领着我观看一边介绍
起这两棵铁树。这两棵铁树来柳园小
学的年头比自己要长的多，可以说是学
校的老“员工”了，它们见证了柳园小学
一路走来的艰辛。随着许先生手指看
去，柳园小学的校园里有着各式各样的
盆景、植物，校园道路两旁绿树成荫。
它们在阳光下各展风姿神韵，两棵铁
树，用自己娇娆的身姿迎来送往每一位
师生。整个校园显现出一派整洁美丽，
充满了生机活力。教学楼进门的墙上
挂满了市、省乃至国家级的各类奖牌，
柳园小学从一所不起眼的乡村小学成
为如今全市刮目相看的优质小学，不正
是“铁树”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柳园小学
师生们身上的体现吗。

俗话说，千年的铁树开花了，说明
铁树开花是比较奇缺的，而我却有幸三
次看到了铁树开花。每一次看到后都
有不一样的感受，尤其是这一次经许先
生的介绍后，对铁树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和更崇高敬畏。盛夏，面对炎炎赤
日，它是那样从容悠闲；桂子飘香时节，
它淡定名利，不存非分之想；隆冬，众多
草木已凋零，它却屹立在寒风中，斗霜
傲雪；百花齐放时，它却脚踏实地，承载
着梦想。它朴实中见矫健，憨厚中露刚
柔，无华中显真诚。它那种不向严寒酷
暑低头，不向淫威暴虐屈服的精神不正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吗？

铁树，它不愧对自己名字中的这一
个“铁”字。它是钢铁，坚铁，玄铁！在新
征程的路上，我们要在“铁”的感应下，以
百折不回的铁汉精神奋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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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过横坞岭，进入浙江地面。蓦
地，我有些不安起来。

杭州临安区与铜陵铜官区缔结为
“文学友好城区”，我们一行9人应临安
区作协之邀，参加首次作家训练营活
动。出发前两天，七夕夜，读庄季裕
《鸡肋编》，看到一则记载：“浙人七夕，
虽小家亦市鹅鸭食物，聚饮门首，谓之

‘吃巧’。”我很“应景”地将它分享到
“临安—铜陵作家群”里，还道“宋时浙
人好吃如是。”这好比应了东道主的邀
请，还将人家调侃一番。训练营安排
在龙岗镇相见村，在这极富感性意味
的“相见村”里相见，我不知道转角遇
见的是什么。

车到相见村，已是薄暮时分。之
字形山道再往上走三四公里，才到“相
见茶舍”，也是民宿，我们入住的地
方。甫一进屋，4人间的上下铺如同
回到学生宿舍，临安人住的却是8个
人的大通铺，那一刻，我有了被礼贤的
感觉。

临安作家来得稍晚，餐厅相见，那
气氛让咕嘟作响的千岛湖鱼头火锅黯
然失色。相见如故的熟络在我心底潜
滋暗长着。

菜香与暮色将人们拉到桌边，宾
主交叉而坐，交谈声蜂起。浙人吃宴，
是不怎么劝喝酒的。桌上的饮料和啤
酒，我视若无睹。茶舍自制的杨梅酒，
迷人的琥珀色也没能击溃我的故作矜
持 。 直 到 茶 舍 主 人 拿 出“ 五 粮
液”——一种本地人用五种粮食酿造
的白酒，我欣欣然，伸手捋袖，酒瓶
开，杯斟满。我抱着歉意，主动敬地
主酒，多少有些赔不是的意思。既是
赔不是，只有白酒才够意思。真诚与
执着是两贴灵丹妙药。我以致敬的
方式，希望主人们也对等地意思意
思。这一招反客为主，使得喝白酒的
阵营不断扩大。桃花在每个人的脸
上茁壮生长，吴侬软语平地拔高了几
度。除了三位女士朱颜不改，就连

“实在不能饮酒”的临安区作协副秘
书长汤向龙也频频举杯，将啤酒喝出
了白酒的气势。在觥筹往来交错，满
桌谈笑风生之中，我之前的那一点不
安早丢到爪哇国去了。

说浙江人不能喝酒，那是一杆子
打翻了一船人。明末浙江人张岱言：

“余家自太仆公称豪饮。”张岱为文向
以准确传神著称，一词“豪饮”，包含着
多少飞羽流觞鲸吞龙饮的痛快淋漓。
但是，这份痛快淋漓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传承，“余父余叔不能饮一蠡壳。食
糟茄，面即发赪。”这种原因的形成，张
岱居然归结为“后竟失传。”“豪饮”失
传，张岱的家宴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一簋进，兄弟争啖之立尽。饱即自
去，终席未尝举杯。有客在，不待客

辞，亦即自去。”
自家人“饱即自
去”也还罢了，有
客在，竟然“不待
客 辞 ，亦 即 自
去。”可见浙人不
劝酒古来有之。

当时，有“酒徒”张东谷，曾对张岱的父
亲说:“尔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
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会吃不
会吃。”这“二语颇韵，有晋人风味”的
话，算是道出我等“酒徒”的困惑。

张岱家宴，酒只是不吃，故“家常
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
左。”一家之风，或可管窥一域之俗。
这大概是浙人“庖厨之精”的由来。且
不说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叫花童鸡、
东坡肉之类名馔珍馐，单就相见茶舍
的早餐，就令人侧目而视。一个方形
的木盘，六只小碗碟，一碟咸菜，一碟
腐乳，一碟半只咸鸭蛋；一碗粥，一碗
煮鸡蛋，一碗水灵灵的葡萄。旁边一
副竹筷，一把瓷勺。另有一个长方形
瓷碟，排着玉米、馒头、鸡蛋煎饼。食
物精致，食具雅洁，令人食指大动，却
不忍下箸。

在我等看来，菜是用来下酒的。
宁负美酒，不负佳肴，不仅有些可惜，
而且愤愤不平。好在汤向龙老师待客
有道，每每桌边坐定，便问我来点白
酒？因此，“相见”的这些天，我一直欣
欣然着。

我一直以为，欣欣然最佳境界是
微醺。以微醺之眼看周遭，无不微醺。

去的当天夜里11点，趁着酒兴，
我们去看山色。村里人歇息得早，路
灯将纯净与暝寂还给了夜晚。在手
机的鼠目寸光里，我们摸黑上了相见
茶舍的露台。一灯如豆，两个人影在
圆桌旁静坐。茶舍女主人和店员见
我们愣了一愣，我们见她们也愣了一
愣。我很是诧异，露台上焉得更有此
人! 店员为我们换了蜡烛，女主人
说，在这里看看夜景很好的唻。“相
见”的夜晚，如一位不可描摹的高冷
佳丽，不动声色，却将我们微醺的脚
步灌得趔趔趄趄。

夜色既览，又岂能辜负相见的良
辰美景？凌晨四五点钟，我们这群出
门洗肺的人，在下相见，在上相见，在
盘迂的山道、在曲廻的幽径，与云雾、
山岚、古道、山核桃、青枣还有那不带
杂质的山泉声相见，一路东张西望，如
盗宝得手的窃贼，暗自欢喜。如果这
些耳目之娱是微醺之状的话，那么，指
尖唇间烙下的偷剥偷食山核桃印记，
甚至情不自禁地啸叫，不免有几分醉
态了。

似乎是一种缘定，“相见”的日子，
我们时刻欣欣然陶陶然。不唯酒醉人
景醉人，人亦醉人。

临安区作协陈利生主席温文尔
雅，款款言之，波澜不惊。所说趣闻
轶事历史掌故，结句必定出人意表。
别人大笑，他也跟着乐，如对饮醇醪，
千杯不醉；诗人禾子，本名很温馨叫
季淼慧，听他论诗说文，似饮65度董
酒，一线入喉，如炙如割，品之方觉其
香；导师王寒点评文字，如开琼浆玉
液之坛，甘怡芬芳，耳明目聪……

来之前，我做了功课。记得宋人
张嵲有言：“临安相见各惊叹”。临安
相见，我真的惊叹：吃酒的没有吃酒
的，都一直微醺着。

□沈成武

“相见”吃酒

蚌生长在池塘
底部的泥巴里，如
果想要将它们弄上
来，就得会游泳，还
得有一点水性。

在 我 们 那 个
水 边 小 镇 ，男 孩
女孩没有几个不

会游泳的。那个时候，我们老家的
人 称 蚌 叫“ 滜（gao, 念 第 四 声）
子”，也有叫“河歪子”，它形同大
号的“蛤蛎”。

每到夏天，有的时候大人小孩
们会将自家的木制洗澡盆顶在头上
来到水边，将澡盆浮在水面上，一只
手划着水，一只手推着澡盆，游到相
对较浅的水域，然后踩着水，用脚在
水底划找着泥地，蚌们就深深地扎
在泥地里，露出半个身子。只要摸
过几次蚌的大人或孩子都有经验，
此时脚底的敏感性很强，一旦脚底
板划着一个尖尖但不够锋利的硬
物，大凡就能够分辨出脚下踩着的
是蚌。再仔细用脚趾确认一下，一
旦认定是蚌后，身体在水里一翻，便
到了水底，双手并用，很快就能将一
只大蚌从泥里拔出来，然后从水中
冒出头来，将蚌清洗一下丢进澡盆
里，继续着用脚在泥地里蹚找。蚌
也挺有趣的，有时候，好几个聚在一
起，一个猛子扎下去，双手都抓不
完，需要连续数次才能将周边的蚌
全部“俘获”。

蚌通常喜欢在肥泥里扎堆，可能
这里的养分多吧，所以有经验的人会
往水下有肥泥的地方摸蚌，往往收获
满满。在这一块生长的蚌，个头还挺
大，有时候一个蚌就有脸盆的盆底那
么大，足有一两斤重，得到这样的蚌，

或许还有另外的惊喜，回家破开蚌壳
时，常常里面有几粒闪亮的珍珠。这
样的野生珍珠，如果品相好，可以做
珍珠戒指或项链，也可以卖上一个好
的价钱。

上个时间八十年代初中期，但凡
是水乡都时兴养珍珠发家致富，我们
家乡的多数池塘被人承包了养珍
珠。养珍珠的蚌同池塘里的蚌有些
区别，池塘里的蚌褐黑色，肚子又大
又鼓，且有一道道的波纹，其肉是美
味佳肴。而养珍珠的蚌，俗称为“河
蚌”，青灰色，扁扁的，亦有不很明显
的波纹，形状苗条一些，这种蚌的肉
很腥，吃的人不多。养珍珠的河蚌是
用绳线吊挂在水中的，一季蚌需要养
三年左右时间，珍珠蚌取上来后，会
有一些落在水里，如果有谁摸到，卖
给养蚌人会有一个较好的价钱，但有
的人会带回家在蚌里采集珍珠，珍珠
的价值当然更高。

摸蚌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
的人会摸到一只老鳖，这才是最开
心的事情。有时候，在水中摸蚌时，
我们的某一个小伙伴，会忽然惊呼
起来“我脚下有只老鳖”。于是，大
家都向他游过去，果然，他踩紧脚下
的老鳖后，憋上一口气慢慢潜下水
去，再露出水面时手中便有一只足
有二三斤重甚至更大的老鳖了。这
玩意在水里通常不咬人，但一旦离
开了水面，它就会将脖子伸得长长

的发起进攻，所以，我们都有经验，
将老鳖从水里丢到澡盆里时速度要
快，进了澡盆后还得用蚌将它压住
防止逃跑，得迅速游到岸边将老鳖
用水草裹住或找一个草绳扎紧，这
样他便很难逃脱了。

在摸完蚌返回时，我们通常会沿
着临水的成排柳树岸边摸索，柳树生
长到水中的根须很发达茂密，这里面
藏着鲫鱼、痴布噜鱼、黑鱼等，两只手
在根须里细细的摸索，冷不丁就会有
一条受惊的黑鱼跃出来，巧不巧的，
有时会自投罗网地跃到澡盆里。鲫
鱼和痴布噜鱼只要感受到手在水里
散发的微热，就会主动贴到手心来自
投罗网。运气好时，会抓到十多条大
小不等的鱼儿呢，回家后，又可以做
一盆鲜美的红烧鱼了。

蚌有着独特的鲜美，破开蚌壳，
取出蚌肉清洗后切片，它可以配青椒
做一盆“青椒炒蚌肉”，倘若再配一点
腊肉，味道就更加鲜香了。还可以与
五花肉一同红烧。通常，在许多人
家，都将蚌用砂锅加点腊肉清炖，炖
好后的蚌，汤色呈乳白色，香气扑鼻，
入口时汤鲜肉嫩，夏天清炖蚌汤，既
味美又解暑。

河蚌的营养价值很高。中医说
河蚌肉对人体有良好的保健功效，具
有滋阴平肝、明目防眼疾等作用。我
许多次想在城市的菜市场里买蚌，但
都寻觅不见其踪迹。

□杨勤华

摸 蚌

山乡秋色山乡秋色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风，告诉我秋
天来了——

如果你侧耳细
听，风的声音，确实
少了狂热与躁动，
多了纤细与温婉。

多么好，浅浅
的秋，淡淡的风，淡
淡的云，淡淡的花
香，淡淡的心情，独
对秋意微澜，清波
流韵。

晨起，空气微
凉。打开窗户，鸟
声似乎带着某种
甜味，扑面而来。
昨晚它们定是双
栖双居在楼下那
棵高大的石榴树

上的。它们比我还心急么，好像日夜
守候在半红不青的石榴上，如那半遮
面的琵琶女，大珠小珠续续弹，弹一
支动听的浅秋晨曲，和着几滴鸟鸣，
数根蝉音，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中，拉
开新的帷幕。

成熟的业已成熟。收割的，正在
收割。在肃杀中轮回，在轮回中新生，
或许这就是秋的逻辑，赐予生的希冀
吧。我的母亲总是一早一晚，提回一
篮一篮的瓜果李枣，或者芝麻、花生、
大豆……时光不远，晒秋不远。

尚未成熟的抓紧时间。趁午时三
刻，还有夏天的味道，玫瑰还在开放，
美人蕉还美着，海棠的红不瘦，指甲花
是淡了点，但葡萄结的差不多了……
只是葡萄架下偷听那个古老的神话，
随七夕节的浪漫又一次鲜活起来，给
这浅的秋平添了几分浓的艳红。或许
借此东风就能，碰亮几颗电石火花，成
全几桩美好姻缘，圆满两地相思相恋，

接住一面镜子滑落......
接住的，还有一池荷叶、半塘荷

花，从镜子反面。以它面对秋的来临，
那种从容、淡定与豁达的处事风格。

没有人不知道，夏天，是荷的夏
天，亦是荷的春天，更是荷一生灿烂无
比的花季。可这一切将随着夏的消逝
而黯然失色，然而荷没有沮丧、哀伤，
从来都是报之以歌，以花落后莲蓬里
的莲子，以亭亭玉立足下的鲜藕，以清
脆悦耳的残荷听雨，感怀并激发了多
少文人骚客的诗情画意啊！

是的，是的。夜晚，或许你正借着灯
光把浅秋的这份美好诉诸笔墨池砚呢。

要么写一首诗，寄远。装满秋天
的思念，那来自心底的荡漾，像窗外
蟋蟀弹琴的唧唧声，抑或明月洒向窗
棂的沙沙声……伴着你的秋夜辗转，
难眠。

要么画一幅画，赠友。是画银杏，
还是画枫树？但它们此时的叶子还在
缱绻着夏啊，那就画一棵秋天的花椒
树吧，像海子那样拥有幸福的一日，然
后激情澎湃地说“我爱你，秋天；我爱
你，花椒树。”一切都温柔得刚刚好，兴
致而隽永。

当然，如果你想画一只秋老虎，也
未尝不可。不过，最好有棵蔷薇立在
左右。这样，不仅画面层次鲜明，而且
寓意深刻。

大数据时代的今天，手指轻弹，多
少信息飞云端。可我还是那么喜欢向
里尔克学习，做他《秋天》里的诗句“会
在无眠的期待中读书，写长长的信”。
虽然现在我不知道寄给谁了，友人失
联，地址不详。忽然一只鸽子飞落窗
台对我说，寄给冬天，真是个好主意。
那我尽量写得厚实些，明亮些，温暖
些，冬天收到后，一定会赞美我有一颗
梨花似雪的心……

□
乔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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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