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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水彩画） 盛英澍 作

最近高三开学联考，作文题照例是
思辨性的材料作文，其提供的材料大意
是：乔乔用苹果系统上的时间软件做学
习时间记录；栗轩每次吃饭都会带上电
子秤，计算食物热量精确到克；艾乐参
加百日阅读自律营，看完一本书后急忙
标下这是其看过的第23本书，距离目标
还差 7本。看完这则材料，不由人不思
考，社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
开始把生活数字化，将生活进行量化。
诚然，人生不该虚度，人们的健康、学习
和生活都需要科学谋划，但我们又不无
担忧：这样一味地量化生活，人类是否
已经异化到跟机器没什么区别了。

试想，一个人吃饭时，如果把电子
秤放在饭碗的旁边，关注的焦点自然转
移到食物的各种营养成分，盯住的是关
乎身体健康的各项数据，他的眼里就忽
视了饭菜的色香味，是只见数据，不见
饭菜，想必吃饭也是味同嚼蜡，这吃饭
又有何乐趣可言？再说一个人的阅读，
一年读了多少本书，数量固然重要。若
只讲数量，贪多求功，这读书就值得怀
疑，也容易滑向囫囵吞枣，把一本本书
读成了夹生饭，其效果就大打折扣。

人生还是要有趣的好。大书法家王
羲之、王徽之父子都是有趣的人。“坦腹
东床”的故事，广为人知，说的是王羲
之。当时的高官郗鉴想在王氏家族里选

女婿，就派门徒王导来办这件事。这个
机会多难得啊。王家的一大票公子哥们
都正襟危坐，都希望自己被选中。可只
有东边的一位公子坦露个肚子，躺在床
上，对招女婿的事充耳不闻，这位“大
侠”就是王羲之。“就是这位了。”郗鉴把
女儿嫁给了他。记载的故事里没有交代
王羲之受赏识的缘由，猜想大约就是喜
爱他的率真和有趣吧。做父亲的由着性
子来，儿子王徽之的随性而为和他有一
比。“雪夜访戴”的故事说的是王徽之。
这王徽之住山阴县时，有一夜下大雪，
他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好大的雪呀！便
吩咐人拿酒来。兴之所至，吟咏左思的

《招隐诗》，忽然想起家住剡县的好友戴
安道，于是连夜坐船去拜访。船行一夜，
到了好友的家门口，却又立即打道回
府。身边人当然不解，问其原因，他说：

“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是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趣事。在他
看来，见没见到人并不重要，他看重的
是兴头、兴味，享受的是这份惦念朋友
的心情、心境。

我们生活的当代，物质极大丰富，
青山绿水滋养着人的心灵。在我们的四
周，秋浦河一路欢歌，平天湖清澈如镜，
杏花村山花烂漫，清溪河婀娜多姿，长
江水浩荡奔流，人们有理由活得有趣，
活出精彩，而不必被数字套牢。

做个有趣的人
 伍宏才

东至张溪的侉粑，做得特有劲道，
味道可口，是东至的经典名吃。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生财有道》
栏目曾经对张溪侉粑进行过报道。

相传，元末明初全国各地有不少人
移民张溪老街，并先后将各地的风味小
吃带到这里。江西的盖粑、徽州的油饼、
青阳的发糕……纷纷在老街落地生根，
侉粑就是其中之一。那时，他们有的摆
摊设点坐地经营，有的肩挑货笼走乡串
村。侉粑等特色小吃，把古镇的早点、夜
宵业装扮得五彩缤纷，浓浓的甜香味在
老街上空飘逸。

据老辈人说，张溪侉粑当属“老排
侉粑”和“汤氏侉粑”最为出名。

祖籍湖北的老裴（张溪人多喊他老
排）侉粑店，坐落在上街头的曹家闸处。
老排侉粑用老街的优质井水和精致白
面制作而成。裴师傅做侉粑有个习惯，
就是喜欢将手中的滚筒擀面杖，当打击
乐器，敲出敞亮而激越的乐曲。每天清
晨，只要不绝于耳的“踢踢踏踏”的旋律
一响起，人们就知道裴老爹在做侉粑
了。他不紧不慢地从头天发酵好的大面

团上切下一根长条，在案板上摔打一
番，用滚筒面杖擀扁，涂上猪油、蜂蜜，
撒上芝麻、葱花，切成块块粑胚，一个个
拉长，一块块贴在通红的炉膛里。待炉
内全部贴满后，盖上炉盖，接着就用一
个破芭蕉扇，向炉内“呼呼”地扇风鼓
气。手法灵活娴熟，一气呵成，似乎完成
在眨眼之间。当炉内溢出的侉粑香味，
开始在老街上空飘荡时，裴师傅就打开
炉盖，用粑钳边夹边烘，慢条斯理地取
出，井然有序地摆放。里嫩外酥的“老排
侉粑”，咸香裹酒味，色泽金灿灿，外形
胖乎乎。闻着口生津，看着垂涎涌。

20世纪50年代初，老街众多饮食、

小吃都由合作总店经营，裴师傅被分配
到张溪农具厂当红案炊事员。虽然张溪
人再也没有吃到过“老排侉粑”，但那

“踢踏”的旋律，那别具一格的招式，那
带着酒味的甜香，永留张溪人心中。

令人欣慰的是，20 世纪末开始，侉
粑的香味又开始飘荡在古镇的上空。在
汪坡路口，有家颍上籍汤姓父子做的

“汤氏侉粑”，填补了昔日“老排侉粑”的
空白。他们使用老面发酵，使用炭炉加
热。原生态食材，纯绿色烘烤，使“汤氏
侉粑”生意兴隆，久盛不衰。听说就连路
过张溪的长途旅客、短途行人，都寻着
香气而来，在侉粑摊前围成一圈，大包

小袋地将侉粑抢购一空，将“汤氏侉粑”
带向远方。张溪侉粑再次闻名遐迩。

我也特别喜欢吃张溪侉粑，只要路
过此地，都要买两个嚼嚼。这天，我再次
路过张溪，在那个熟悉的侉粑店前仔细
观察老板如何做侉粑的。只见他快速擀
面、切条，撒上芝麻和葱花，双手点水，
来回捻起侉粑将其贴在炉壁上，身体一
躬一躬，俯着脊背，肩膀忽上忽下，左右
摇摆，然后一分钟左右拿火钳利索地钳
出，这一系列动作如一气呵成，很有“范
儿”。从擀面到一锅金灿灿冒着热气的
侉粑出炉只需八分钟左右。

一位顾客问道：“大叔，你一天做这
么多，卖得出去啊？”老板笑道：“不愁
卖。慕名而来的顾客很多，我还通过抖
音平台进行销售，出外打工的家乡人都
是在平台购买我家的侉粑，说我家侉粑
有家乡的味道。”

张溪侉粑这么受人青睐，除了吃起
来口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外，还有一
种特别的味道，那就是乡愁的味道。但
愿张溪侉粑制作技艺能够世代流传，古
镇这张亮丽的小吃名片永不消失。

张溪侉粑
 胡孝清

有些谜，一直难解；有些事，一直神
奇。譬如自行车，就两个轱辘，若不打下
站脚，怎么也不能自立。但骑上去，一蹬
脚踏，便顺顺当当，奔驰远方。

二十多年前，我在乡下一所学校教
书，五六个小青年，清一色的自行车，凤
凰或永久。周末家访，出得门来，叮叮当
当，风光无限。

那年月，乡下小学校文化生活贫
乏，课余时间，年轻教师凑在一块，除了
之乎者也辩得面红耳赤，玩车便成了消
遣找乐度时光的事情。在当时，定车与
骑车捡物是大家公认的自行车两大高
难技术。所谓定车，就是把车速控死，带
住车刹，校正好前后轮的角度与支撑
点，不用车站脚，将车固定住，人能稳坐
车上，待上那么四五分钟。而骑车捡东
西，更是一门绝活。放学后，在学校的大
操场中间，地上摆放着奖品，一支钢笔
或直接就是钱币什么的。骑车人骑车瞄
准那钢笔或硬币，远远放车过去，就在
那一两秒之间，一个个大都放空而过，
稍不留意，还有人仰车翻，头疱血肿的。

要说这活儿，只有我稍胜一筹。每
次我都会骑车在操场上先转上一两圈，
预备、热身；然后，减速，倒挂，伸手，一
蹴而就。我甚至可以放车把一枚硬币从
低凹的土窝里抠出来。客观上我占了身
材不高的优势，腿脚方便。捡东西时，我
感觉首先是要把握好速度。如果像别人
那样，车速太快了肯定一晃而过，差之
毫厘，失之交臂；太慢了，没有惯性助
力，车子不稳又极易倒地。更重要的其
实还是心理因素，万事都得顺其自然，
欲速则不达。记得当年每每捡东西时，
我总是屏住气息，先平衡心态，再因势
利导，最终自然而然很少失手。

道理虽然很简单，但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抓住机遇，把握得好。人生，那些看
似小小的成功，其实总与一个人的速度
与心态有关。记得当年上大学填报志
愿，许多人匆匆忙忙抢着拿回志愿表，
上午填了工矿学校，下午又慌慌张张拿
回来改填粮油，等到我的志愿交上去，
他们都还没有最终定夺填写好。如此这
般，先不看准就去争抢，一辈子患得患
失，一辈子拿捏不准，一辈子都不容易
成功。最后，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抢来抢
去的果然大都撞了车，而我们一填一个
准，平稳顺利地上了师范。参加工作后，
不少同事老师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改

行，有的改到令人眼红的单位银行，有
的转到吃香喝辣的食品站。但谁曾料
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来那些
单位改制的改制，回家的回家，改行的
改行。只有我和大牛老师始终坚守乡村
小学，一直心安理得地在那里教书育
人。课余闲暇，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坚
持玩那种骑车定车的游戏。后来，大牛
老师居然从容练就神功，能够定车十分
钟左右不歪倒，方圆百里，再无人能比，
在一次省级大赛中还获了头奖。想当
年，当我和大牛老师一次次得手，当我
们把战利品骄傲地向上举起，再潇洒地
放进衣兜时，人群中总有不少喝彩声。

那时，学校女教师是我们最忠实的
观众，只要我们男教师玩车技，女教师
们必到场做啦啦队。人群中杂着两个女
孩，一个每次都站在最前，声音最响，总
为大牛加油；一个老是缩在最后，默默
赞许，眉目含情。后来，前者跟大牛结了
婚，后者成了我的爱人。如今，校友聚
会，凑到一起，偶尔提起这段往事，都说
我和大牛那是真牛，车技赢人。

车技赢人
 王光佐

用心体验山城声音的变幻，是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我在皖南山区的石台县城出生、长大、前行，一直倾听着山
城几十年来的变奏曲，感慨着历史的变迁。

20世纪 70年代末，我只有四五岁。“磨剪子咯”长调声
叫起，我和小伙伴们就闻声跟在磨剪子师傅后面，屁颠屁
颠地跑遍了整个县城。其实感兴趣的不是磨剪子，而是凑
着热闹，给那时文化生活贫乏的我们，找点乐趣。小时候，
最渴望听到的声音是“卖冰棍啦”，叫卖声喊起就像集合号
一样，小朋友齐刷刷地全都集中在卖冰棍师傅的周围。有
的家长好不容易慷慨地拿出几分钱，让自家孩子解馋，别
的小朋友只能眼巴巴地望着。“砰”的响声传来，“爆米花的
来了”，小伙伴们欢呼着又全都涌了过去。那时候山城的范
围不大，这些个声音就是儿时的乐曲，我们追寻着这些声
音慢慢长大。

后来上了小学和中学，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山城
最悦耳最动听的乐曲。我们陶醉在欢快的读书声中，体味
求知的乐趣。我每每被老师点名在全班领读，内心的滋味
比儿时品尝冰棍，不知爽了多少倍。放学时走在路上，门店
里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充斥着山城的每条街道。这些声
音虽然繁杂，但与先前相比，山城明显热闹了许多，充满着
生机。有的商家为了吸引顾客，还播放流行歌曲。《一剪梅》

《我是中国人》《春天的故事》等，是当年山城最响亮的乐
曲。

走上工作岗位后，山城的变化日新月异，新城区扩建
如火如荼。楼房四处林立，山城建设的工地上敲打声、电钻
声等组成的交响乐奏鸣着时代的乐章，印证着山城发展的
节奏。经过多年发展的山城，处处洋溢着美好的声音。人们
在山城惬意生活，倡导健康运动，做操跳舞，清晨和傍晚，
舞曲在山城的每个健身广场回荡……这些声音别有音律，
伴着光彩、热度和力度，在山城全方位漫开，汇聚成这座山
城和谐前行的合奏曲。

石台，这座山城在声音中发育、成长，一直变奏着各种
乐曲。或许山城的声音会略显纷繁，但我们要用心去聆听，
就一定会听到山城的主旋律，听到新时代的颂歌。

山城变奏曲
 桂永胜

我越来越不懂母亲。那天，一家人
吃着汤圆，说着祝福的话，母亲竟不合
时宜地，拉长了声音叹息：“我有个心
愿，这辈子是难实现喽。”我和家人面面
相觑，母亲还有个心愿？在我的记忆里，
母亲一生追求的两件事，不都实现了
吗？

母亲生于1955年。外公家是地主成
分，因怕同学们欺负，母亲10岁才入学，
还遇上一位“阶级立场鲜明”的老师，对
她多有奚落，终于熬到小学四年级，就
横竖不上了。后来母亲嫁给父亲，全因
为父亲家是贫农。父亲兄弟姊妹六个，
家庭经济困难，时常需要外公家接济。
为了给二叔腾出结婚的瓦房，我们全家
迁到生产队的牛栏。小时候，母亲常念
叨，她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长大了当一
名好老师，爱每一名学生，尤其要劝导
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好好读书，上学是
唯一的出路，有了好工作，才可以改变
家里的状况。希望弟弟长大了参军入
伍，“有国才有家”，好男儿就要去保家
卫国。我们姐弟倒也争气，到 2002年的

时候，我已被评为市里最年轻的骨干教
师；弟弟也拿到了新兵入伍通知书。

一桩心愿了却，母亲就开始酝酿下
一件大事。我和弟弟密切配合，铆足了
劲，五年工夫，加上父母亲省吃俭用的
积蓄，盖了一座宽敞的二层小楼。母亲
就常站在二楼的落地窗前，望着远方的
山峦，说：“你外婆去世前，还惦记着咱
们家的住处，希望她在天有灵，能看到
我们的新房子。”那时候，母亲已经50多
岁了。我想，母亲的心愿彻底实现了吧。

至于我们姐弟成家后，孙子孙女先

后来报到，日子越过越好，那都是锦上
添花。母亲究竟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呢？
我问母亲，母亲总是摇头，“说了也没
用。”

电视剧《信仰》播出时，母亲每晚都
要看，当看到国民党出身的陈玉婷暗中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沈阳清特行动中，
立下大功，恢复身份后，着一身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装，庄重地向大家行军礼
时，母亲竟然嘤嘤嗡嗡地哭了。“妈，怎
么了？就因为您也叫玉婷？”我问。母亲
的泪扑簌簌掉得更厉害，半晌，她哽咽

着说：“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入党啊。和
你爸订婚后，写过一次入党申请书，没
批。后来，也就不敢再提了。你想想，如
果不是共产党，全国像你爸这样的穷人
家，现在恐怕还要给地主家当长工呢。
还有你，哪有机会读书啊。说不定，早给
人家做童养媳了。哦，也不是，根本不会
有你。你看这几年，村里发生的事关群
众的大事小事，都安排党员先去做。每
次我虽然也想去，又怕别人说我瞎积
极。人哪，活在世上，得有用才算活着
啊。”母亲往后靠了靠，“我还想，要是哪
天能戴上党徽，这辈子就真没白活了。”
母亲的眼睛望着电视机屏幕，似乎看到
了无限的远方。

沉默一会儿，弟弟说：“您现在可以
再写啊！”

母亲看了看弟弟，又看了看我，说：
“我，我害怕不批啊。”

我握住母亲的手，用最坚定的声音
说：“妈，今年，我一定要帮您交上一份
最真诚的《入党申请书》。”

母亲的心愿
 木语

天工妙手削为屏，苔染丹青画不成。
峡有玲珑心一窍，春风吹作玉箫声。

玉箫峡
 金圣惜

湖畔无风露华稠，云潜镜底戏鱼游。
青纱漫帐藏栖鸟，芦雪飘飞掩宝舟。
晚唱渔歌消旧念，朝聆雁语解新忧。
流莺有意衔佳句，浩渺烟波一白鸥。

平天湖
 王蔚

往昔荒滩今已别，徽亭栋栋飞檐叠。
游道贯通行便捷。蜂伴蝶，花卉艳丽皆称绝。
湿地公园环境洁，拱桥座座形如月。空气新鲜
晨练热。四季节，休闲运动无言说。

渔家傲·平天湿地
 林兵

茶田叠翠岭涵香，古道千层锦羽藏。
筠竹凌空枝弄玉，花溪入涧水流芳。
坝横幽谷凝清月，雁渡寒潭掠暖阳。
云绕琼楼蓠菊艳，登高远眺画中乡。

凤凰台上忆吹箫

杏花村
 周庆祥

一
胭脂桥头岁月稠，李白也曾秋浦游。
南山嬉笑迎醉客，层林滴翠解我忧。
竹根盆里雕日月，空谷幽兰见古今。
暂借西山一颗枣，豪饮胭脂情悠悠。

二
花庙西山胭脂桥，酒仙最爱群峰娇。
山环水绕走一遭，好友乐聚看又瞧。
焦枣可就胭脂酒，微醺再上石门高。
抬头春山滴翠处，白云深深好梦乡。

胭脂桥
 王勇

莺啭晴空凝淑气，梅开笑靥显精神。
霞明柳色和谐景，雨润花香锦绣春。
虎啸清风归野径，兔迎旭日佑乡邻。
祥光普照金瓯固，国泰民安五福臻。

新春
 徐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