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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庙前的街道上依旧是静谧的，

偶尔有几只鸟儿飞过，发出婉转的鸣叫
声。然而，菜市场却早已热闹起来。在这
里，老百姓的生活不仅是生动的，也是美
好的。

庙前菜市场位于镇小学对面，每天清
晨四五点左右，商贩们开始摆摊，纷纷把
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海鲜等各类食品
整齐摆在柜台上或放在地上，等待顾客的
到来。这里不仅有本地的特产，还有一些
外地的名产。各种各样的食品琳琅满目，
让人垂涎欲滴。

庙前菜市场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
场所，它不仅是一个买卖货物的地方，更
是社交和交流的平台。商贩们和顾客们不
仅是买卖的关系，也是彼此之间的朋友和
知己，他们在这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也
会互相帮助和支持。

不到六点，菜市场里的人流逐渐增
多，各式各样的人群在这里聚集，让整个
菜市场热闹非凡。商贩从容不迫地一边吆
喝着自己的商品，一边与客人讨价还价。
还有些互相交谈着，分享着自己的经历和
生活乐趣。即使是购买量很少的顾客，商
贩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这是他们日复一
日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们与顾客
交流、互动的机会。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
着热情与微笑。这里的每一个场景都在默
默地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菜市场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
方，不仅是庙前的大千世界，也是社会的
缩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走进这里，
你会发现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多彩多姿，我
们似乎会在这里找到一种生命的真谛。

我遇到一位退休老人，他每天早上都
会来这里买菜，然后兴致勃勃地回家做
饭，开始他漫长的一天，觉得很幸福。还有
一个小贩跟我分享了他的经历，他工作了
十多年才在庙前开了自己的店。他说他喜
欢这里的环境，因为这里的人都很淳朴和
善良。

在这里，老百姓们的生活都是简单而
美好的。他们喜欢在菜市场里遇见不同的
人和事，也喜欢在这里寻觅自己心仪的蔬
菜。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菜市场是能让

人体会生活真谛的地方。有一个简单而美
好的、充满人情味的菜市场，可以从中细
品人生百味。

当阳光逐渐变得刺眼，人群的涌动也
越来越汹涌，到了早上七点左右，菜市场
的生意也逐渐热闹起来，商贩们会在这个
时候竭尽全力，希望能卖出更多的货物。
而在顾客们眼中，他们是最可爱的、最友
善的生活英雄。

菜市场是庙前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
一个平凡而温暖的地方，也是一个诗意和
热情并存的地方。在这里，看到蔬菜的丰
盈和人们的热情，便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力
量，推动着我们前行。它让我们感受到生
命中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东西，了解生活的
真谛。

当然，菜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也促进
了庙前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它不仅
提供就业机会，也促进了产业链的拉长。
在菜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产品的销售
和交易，这些产品的来源和销售渠道也在
不断发展和创新，从而带动了整个小镇的
繁荣和发展。

此外，菜市场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传
承场所。在这里，不仅有本地蔬菜，也有外
地特色的美食和食材。小镇人们通过菜市
场了解到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也加深了
文化的交流。因此，对于城市的文化建设
和传承，菜市场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庙前菜市场，没有华丽的言辞和巧妙
的修饰，只有朴实的生活和真挚的情感。
在这里，我们可以寻找到生活的快乐和幸
福，找到真正美好的人生。在这个快乐而
美好的地方，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属
和幸福，也能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的美
好。

菜市场不仅是一个经济场所，更是一
个社会化服务的综合体。它承载着人们对
于生活的期望和热爱，也代表了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在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相信菜市场也会不断
创新和发展，成为城市文化和经济的重要
支柱，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
暖。

庙前菜市场
 罗其富

源溪的傩戏，知道的人不少，但其原
生态美景，却一直是藏在深山人未识，直
到近年才有摄影人和登山爱好者涉猎。

源溪村坐落在贵池区梅街镇境内，地
处白洋河源头大峡谷，除当地人外，这里
一度是无人涉足的处女地。我曾跟随一帮
登山爱好者上去过，沿途原生态风貌纯朴
自然，方圆20多公里南北走向的大峡谷，
溪水清澈甘甜，峡谷两岸山峦耸立，峭壁
悬崖，林木苍郁，瀑布飞溅。沿着被灌木和
草丛淹没不见天日的崎岖小径而上，一路
全是茂林修竹，各种树木遮天蔽日。这儿
看不到拥挤的人群，听不到嘈杂的市声，
只有风声鸟声林涛声和大小瀑布的轰鸣
声。这些天籁之声衬托出周围环境的幽谧
与安宁，真是难得的一处世外桃源！一股
山泉从海拔1000多米处沿着九曲十八弯
的峡谷奔泻而下，形成大大小小瀑布，有
的似银盆溢水，若珍珠吐翠，恬静优美；有
的叠水翻涌，水雾腾飞，巨大的水流声回
荡山谷，让人倍感清爽、酣畅，让人尽享山
野的动态美和音韵美。

在大约海拔400多米的地方，一块三
四亩面积的大岩壁深深地吸引了我，远看
呈肉红色，近看是红、黄、青、紫、白五种色
彩。仙寓山有个七彩玉谷，这里却是五彩
峡谷，让我倍感大自然的神奇。

峡谷流泉抵达山下由窄渐宽穿村而
过，水倚田园，风光旖旎。青山碧水的清
纯、田园风光的恬然，高矮错落的民房，高
高低低的古树，层层叠叠的梯田，曲曲折
折的线条，弯弯绕绕的村道，构成的一幅
幅如诗如画的生态美景，让我不时驻足欣

赏、流连忘返。
源溪村自然风光绝佳，历史人文厚

重。除“村头水口林”“千年银杏王”“龙洞”
“黄崖绝壁”“源溪水库”“老山风光”“仙姑
洞”“柯村古桥”等八景外，还有诞生于三
百年前的两位历史文化名人。一位是出生
于康熙十年的曹曰玮，他从 12 岁起拜师
习武，十年如一日，终于习成以枪为拳神
勇异常的武功——形意拳。兼习骑射，博
览经史大义。康熙三十二年举顺天武乡试
第一，即解元，康熙三十三年中武会试第

36名。他的武会试文学考卷写得完美，今
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成为极为珍贵的武学
资料。武廷试弓马、对策，无与伦比，康熙
亲拔一甲一名，赐武进士及第第一名，点
了头名状元，授二等侍卫，成为康熙的贴
身侍卫。康熙三十六年，准噶尔部首领噶
尔丹作乱，曹曰玮随康熙御驾亲征，立下
汗马功劳。康熙四十四年奉圣上特旨，迁
宁夏固原西部靖远卫副将。康熙四十五年
春，擢任陕西兴安、汉羌等处挂印总兵官，
并代理左都督，为正一品武官。上任后适
遇连天暴雨，汉江水位暴涨，两岸泛滥成
灾。他带领军民抗洪抢险，一连数日浸泡
雨水中，感染寒疾医治无效，病逝时年仅
36岁。其灵柩运回家乡贵池齐山安葬时，
康熙遣江南布政使司参政卢腾龙前来贵
池，宣读皇上为曹曰玮致祭的祭文。一位
是曹曰玮的兄长、进士曹曰瑛。曹曰瑛生
于康熙元年，康熙三十三年以博学鸿词荐
为翰林院待诏，内廷纂修，擅长书画，其书
珠圆玉润，馆体正宗。卒于康熙六十一年，
享年61岁，葬于京城大兴柳河园祖墓。

探访源溪
 方再能

故乡的路是平坦、坚实的，它承载着
一方百姓的希望，连接着蓝天下更远更广
袤的天地。

故乡的路从最初的泥土路到砂砾铺
就的路，那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我的幼
年求学之路都是在颠簸中踉跄而行，绵
绵阴雨让路面泥泞不堪，泥水顺着大腿
溅到身上，那是万国地图在我的身上的
集中展示，是让人辛酸的勾勒。雨停后，
叠加的脚印起伏着，像远处的大山浓缩
了比例尺寸，每一步，都让我的脚踝备受
摧残。冬日，解冻的路面坑洼里折射出无
数寒光，裂痕，像一张张劳苦的脸，皱褶
纵横。

犹记少时，在凌晨时分，被老父叫起，
去卖柴。故乡是平原，燃料匮乏，那是父辈
们从山里历经万苦千辛砍伐而来的柴火，
肩挑背驼备受艰辛啊！

寒星点点，睡意朦胧，一条锚钎插入
柴中。跟在父亲身后，屋檐下的路被黑暗
吞噬。拮据的生活手电筒是奢侈品，我们
不能拥有。深一脚浅一脚，我稚嫩的双肩
担起生活的重负。那刀背一样的路，让我
饱受苦辛。天虽寒，然而重负之下，少年的
我却汗流浃背。

忘不了邻人突生疾病，雨夜路滑，
众人汗水和着雨水把病人抬到了乡卫生
院；忘不了我的孩子在母腹中急切待
产，全家人找来了机帆船，距离河岸的
几百米路，那是怎样的七手八脚，怎样
的焦急煎熬。

时事变迁，故乡终于开辟了另一条出
行路。初时，砾石铺陈，顽石的棱角极张狂
地消磨着我们足下布鞋，自行车的轮胎常
常无力哀叹，穿胎漏气让人进退两难。

可是，时代与经济的局限，村民们只
好接受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不错的出行
条件了。

终于等来了水泥罐车轰隆隆地开进

故乡的乡道，我看到乡民们欢欣鼓舞，他
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就像当初告别煤油
灯在雪亮的灯光下彻夜无眠那样的兴奋。
旋转的铁罐子里不断吐出让人久盼的兴
奋，摊平、磨压，平展展的路面在向前延
伸。

汽车的鸣笛声也多了起来，那是告别
昔日坎坷的庄严宣告。马达的隆隆之声，
奏响向幸福出发的激昂乐章。

故乡的河上架起了桥，昔日的渡船被
收藏进时光的博物馆，熊熊烈焰和缕缕炊
烟早已消失殆尽。沟壑天堑不再，我看到
我的堂弟在桥下垂钓，一个甩竿，就把一
条活跳跳的水里白条扯上了岸。我说，今

晚来你家喝酒。
堂弟粲然一笑：照！
如今故乡的路三纵二横，旧时的圩埂

上也浇筑了水泥。每个村民组之间也有水
泥路，像棋盘一般纵横相通。

每回归来，若有闲暇，必定在家乡的
路上走走，或黄昏，或晨曦。

夕色如火，在天际燃烧，幢幢小楼披
上晚霞，熠熠生辉，新农村别样风貌就定
格在我的眸中。我想，我若是个画家，必定
痴迷在此情此景之中，必定不吝丹青。村
路之上觅儿时玩伴，寻父辈同龄人，执手
寒暄，语言里透着关爱与共勉；朝霞初上，
田间禾尖露珠滚动，灵动之处，我若是诗
人，必定诗意汹涌。再踅入阡陌田畴，看小
草茵茵，听蛙虫喃喃低语，任露珠沐浴。小
河水澈，碧波荡漾。早起的水鸟立在柔枝
之上，聚精会神，作势欲扑，它在捕捉战
机，捕获着生命的所需。

凡此种种，在故乡，在浓郁的乡土气
息中随处可见。

故乡的路围绕着村庄，造福着乡民。
难忘故乡的路，我仿佛在梦里，在都市宽
广的马路上都看到了它的影子。

故乡的路
 章伟良

时值冬月，周末暖阳，我于午后空闲到平天湖游玩。
冬日的平天湖，没有李白笔下艳红的蓼花开，也无

朱熹笔下的紫萸黄菊堪插头，然佳景无时，冬日的平天
湖一样暖眼暖心。

登高望去，平天湖湖面广阔，中有小山嵌入。湖水如
鸭蛋壳般澄明透亮。一座座青螺样的小山，或卧或立在
湖水中，有的仿佛将湖水拥入怀中，而总有一些调皮的
湖水在小山的不经意间，跳脱漫溢而去，再把小山衔在
口里。

游玩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大一会，太阳就渐渐
西斜，然高天依然湛蓝，几片天鹅羽毛样的白云，在天空
写意般地徜徉。远山相接的天际，氤氲着胭红色，那颜色
既娇艳又水嫩，像不施粉黛的少女在寒风中行走的脸
颊，令人动心，又惹人怜爱。

烟霜弥四泽，水汽隐三光。此时微风一漾，湖面似贵
妃容仪，百媚横生，曼妙多姿。近岸，有青螺样的山影，明
暗交错；湖心，湖水若貂蝉拜月，清明清亮；湖心往西，湖
面被绯红与沁黄混合的颜色洇润着，若粉黛乱子草一样
轻柔。小舟如叶傍着斜晖，轻轻破浪，划出犁头样的水
弧。

一枚枚凋零的残荷和芦苇，依然守在时光里，她们
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显得苍茫而又温实，古朴而充满
诗意。你望着残荷那柔弱的身躯，你望着那看似坚毅，其
实薄脆的芦苇和那斜倚一边的苇叶，就感到仿佛触摸到
了久藏胸口的朱砂痣，暖眼的同时，也非常地暖心。

月亮早早地就起山了，如同一面白玉盘，又若初出
闺中、不施粉黛的西施，款款地立在望华楼左右。

渐渐地，月儿行至竹林间，似慵懒般暂歇，把水一样
的清光洒漏在眇眇的地面；不一会，月儿漫步于乌桕树
梢。乌桕艳红色外衣已被秋风吹落，露出一簇簇褪去外
壳的桕籽。白白的桕籽，在月光的映衬下，如同一树白梅
樱雪，朵朵光鲜，束束靓丽。

月光映照，远山起伏错落，色深如黛；近水参差斑
驳，幽暗靛蓝。望华楼像神仙居住的仙阙，灯火通明，倒
影映在湖中，闪烁，缥缈。远处湖岸上的路灯，像镶嵌在
皇冠上的宝石，让人心驰神往。

水鸟不鸣，悄然而飞，黑影如电，唯有脚蹼划过水
面，若古琴铮铮越过指间。

余光中说，总有那么一座城，锦盒一般珍藏着你半
生的脚印和指纹，珍藏着你一颗颗一粒粒记忆。

池州就是这么一座城，平天湖就是人们一粒最精致
最婉约最唯美的记忆。所以，不管是远离了这座城，还是
依然奋斗在这座城，平天湖无时不在的佳景，都会牵扯
着你的情丝，像你胸口珍藏的朱砂痣，暖你的眼，暖你的
心。

暖心平天湖
 方月红

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一生要感恩的
人很多。

必须感恩赋予我们生命的父母。都说天下没有不是
的父母，其实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子女。父母对子女的爱，
更多的是无私，果真有什么要求，大多也是为了子女好
——尽管这个“好”有时经不起推敲。父母为子女付出一
切的情形比比皆是，子女不把父母放在心上的例子从不
乏见。有些人天生残疾，父母能够始终如一地照顾几十
年；父母年老体衰后被子女嫌弃的却时有耳闻，大多父
母听之任之，逆来顺受。早年物资匮乏，父母想尽一切办
法养育子女，宁愿自己饿着也不亏待子女；近年物质丰
富，父母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子女身上投入，生怕子女“跟
不上”“吃了亏”，生命的每个细节都彰显着父母的恩。

兄弟姐妹、同学、亲友、战友、同事等，都是上苍赐予
的缘分。能够同流一腔血、同吃一口奶、同在一个屋檐
下，该是多大的幸运？有的兄弟姐妹中年长的照顾年幼
的，年幼的何尝不在感激年长的？相互扶助，相得益彰。
有了兄弟姐妹，幼年是伙伴，成年是帮手，从身体到心理
都更健康。打虎亲兄弟，关键时刻往往还是兄弟姐妹更
踏实、可靠。兄弟姐妹的恩情与生俱来，想想都觉得美
好，除了珍惜焉有其他？还有我们一起走过人生岁月的
同学、战友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大家彼此帮助，
学习进步，难道不应善待他们，感恩铭记？

老师也是我们人生路上的恩人。人人都知道父母不
可或缺，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在我们上学后，老师
的影响至关重要。名师出高徒，师徒如父子，说的都是老
师的重要性。碰到一个好老师，得到及时引导，人的一生
都不一样。幸运的是，笔者小学、中学能碰到好老师，大
学依然碰到好老师，这些老师让我一步步走得更稳、看
得更远。步入社会后，萍水相逢的人同样可以成为良师
益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嘛。老师的恩情无论如何
感激都不过分。如果说父母给了我生命，那老师就给了
我灵魂。

夫妻缘分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情感。父母的确
亲，兄弟姐妹实在好，但真正陪伴一生的是毫无血缘关
系的配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唯独配偶例外。朝
夕相处，无时无刻不是真容、真情，在这个世界上相互了
解最深的，夫妻理应排在第一。不少夫妻一起生活时间
长了，连容貌都越来越像，言语、动作更是如出一辙。一
日夫妻百日恩，而同他人相比，夫妻相处时间最长，一日
顶一百日，这份恩情之深、之广，只能用大海、天空来形
容。若说父母、兄弟姐妹的恩情存在报答的可能，那夫妻
之恩此生只有亏欠的份，所以时时刻刻都要铭记在心，
通过一言一行来回应、致敬。

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才知道成长原来是这样的：
父母表面看是子女的老师，其实子女更是父母的老师。
人们习惯于盯着带孩子如何不易，忽视了带孩子无所不
在的乐趣，世界上任何奇特的玩具都无法同有生命的孩
子相提并论。父母说是抚育子女成长，何尝不是通过孩
子磨砺耐心、催生良知、完善品格？都知道子女要报父母
的恩，其实父母也应报答子女有意无意中的恩德。

恩德无处不在。一呼一吸之间，我们都在享用大自
然的恩赐。人生要常怀感恩之心，多一份感恩，世间就会
多一份美好……

常怀感恩之心
 刘世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