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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得从我外公说起。外公姓马，兄弟
五个，排行老二，早先在西街开豆腐店，做街
上人的生意。外公五十多岁就死了，留了三
间土墙草屋。我小时候住在祖母那儿，偶尔
回家，对外公及豆腐店印象不深。

外公病危时嘱咐我母亲和舅舅，自建
的草屋及家具估价三百元，叫姐弟俩商量
着分分。那时舅舅在农具厂工作，有两间
房子在北街，舅舅不要房子，房子就给了
我母亲。母亲一直纠结，要找舅舅谈谈，
对我外公留下的家产如何分割？舅舅总是
说，等以后条件好了再说吧。

街南边阚家兄弟仨分家，分了好多天
分不下来，请了居委会吴主任分头做工作
也不行。吴主任说，在平分家产的过程
中，兄弟之间需要学会沟通和尊重。兄弟
间应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同
时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和感受。只有通过
平等、理性的沟通，才能找到公平合理的
解决方案。家产的分割往往是一场充满复
杂情感和矛盾的争执，观念的碰撞往往会
让原本和睦的兄弟之间产生裂痕。吴主任
说得唾沫横飞也没能阻止一场“战争”，兄
弟仨打得头破血流。舅舅力气大，去劝
架，我跟在舅舅后面也去了阚家。

母亲托人捎信叫乡下的三叔和五叔上
街。在母亲的家族中，三叔和五叔最有权
威。母亲买了菜，备了酒，把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三叔和五叔。我母亲说，本余 （我
舅舅） 不开价，我心里不舒服，父母留下
的家产不管多少，不好一个人独享，今天
请三叔和五叔来，就是跟本余说，他开价
更好，不开价就立个契约。母亲明白，亲
情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和替代的。

舅舅陪三叔和五叔喝酒，喝得很开
心。三叔问，本余，你说这事咋办？我舅
舅说，三叔和五叔都在这里，姐也问了好
几回，我当着你们的面说，这不是事，姐

比我困难，我什么都不要，给姐。
五叔对我舅舅说，本余，这不是你要

不要的事，家产人人有份，你考虑考虑。
天已经黑了许久，月亮缓缓地爬了出

来，平日里的草屋在月光下像一幅水墨
画，幽静而清闲。我舅舅低头不语。五叔
说，本余，时间也不早了，要不你回去商
量商量，我们下次再来？

这时我母亲面带微笑说，也不要再麻
烦二位长辈跑来跑去的了，三叔，你是代
销点的会计，文化水平高，你执笔立个契
约吧。

年前，我回老家祭祖，母亲从抽屉里翻

出这份契约递给我说，这是你三外公写的，
我还像个宝似地藏着。母亲又说，那天你舅
舅来吃晚饭，我把契约拿给他看，你舅舅笑
得不得了，说这个还留着有什么用？契约大
意是：草屋，八仙桌、棚架床、钱柜、碗橱、高
凳等归我母亲，母亲补给我舅舅二百元。订
立日期为公元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名
字下方都按了红手印。我但观其略，顺手拍
了张照片存进相册。

三间草屋早已拆掉，然此刻我又想起
了草屋，还有草屋前那一块空地，我们每
天放学后在场地上跳格格、抱铁圈、弹玻
璃球，那是我们儿时的乐园，儿时天真无
邪的经历，如今梦幻般沉睡在记忆深处。

我很少写家里的事，翻来覆去写更是
一种退步。母亲的契约对我来说是遥远的
故事，那时尚小，不谙世事。可这么多年
来，我似乎一直按照别人设定的方式生
活，拘泥于方寸之地，观天于池井之中，
看不到“我”之外的宽广天地，都是因为
物质的匮乏，也正是那样的日子使我懂得
没有伞的孩子就得拼命奔跑。

母亲接过那张契约，愣了愣，然后一
句话也没说，果决地把契约撕碎，仿佛撕
碎了一个落后而贫穷的时代！

母亲的契约
 王海波

附近的一块空地被开发成了露天菜市
场，说是菜市场，实际上就是一块灰白色的
水泥地。

来这里卖菜的大多是老人家，他们上了
年纪，在自家的菜园地里种了些蔬菜，拿来
挣点零花钱，一篮子青菜也不过十元钱。这
里没有大棚，没有固定摊位编号，大概是谁
来得早这个摊位就归谁，而且空地够大，也
没有摆满的时候。

我喜欢逛这样的菜市场，没有炫目的生
鲜灯，新鲜不新鲜，肉眼可见；不用担心空气
不流动，不用担心秤不准。

在这个露天菜场，你想买的都有，各种
时令果蔬一应俱全，虽然是露天，却也被摆
放得整齐划一，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绿的
青菜、紫的红薯、黄的南瓜、红的西红柿；长
长的丝瓜，黄白相间的韭黄，中通外直的藕
和青青的辣椒上面还沾了水，像是刚洗澡出
来，出水芙蓉的莲子；白白胖胖的白萝卜，露
出圆鼓鼓的肚皮，憨态可掬；大白菜被老人
家用红绳子齐腰处给系着，包裹得结实，看
不见脸，胖嘟嘟的很可爱；卖鱼的，将鱼儿放
在红色塑料盆，装上氧气泵，“嗡嗡”地向水

里吹气，不停地催促着鱼儿使劲游，鱼儿也
努力地游动着，像是在证明自己不仅新鲜而
且健康。

浑身散发着鱼腥味的卖鱼大叔，一边吆
喝自己的鱼新鲜，还一边踢踢红盆里的鱼，
像是提醒鱼儿：“关键时候别掉链子，要打起
精神迎接顾客！”

“新鲜的黑猪肉啊，黑猪肉，不黑不要
钱。”有人过去跟卖肉的打趣：“是黑的吗？”

“当然！不黑不要钱！”“我说的是猪不是你？”
“我说的也是猪。”他们的对话，逗乐了一群

正围着买肉的人。
旁边，一对夫妇正支起一口大铁锅炸

油条，锅里金黄色的菜籽油不断地翻滚
着，系着花围裙的男人拿着长筷子将油条
顺着油进行翻转。不一会儿，男人用长筷
子夹住油条，在空中抖落几下，右手再拿
起铁抄网，一把将油条兜住。香气扑鼻的
油条立刻吸引了买菜的人。在一旁摊葱油
饼的也不甘示弱，只见他翻转腾挪几下，
面粉团在大铁炉子上就变成一张圆圆的大
饼，撒上葱花、洋葱，再拿起小瓶的辣椒

粉调味，一股股香辣气立刻在空气中弥漫
开来，同样食客不少。

大家买着，还关心着：“你家的饼真好
吃，应该扩大经营哈！”

“谢谢，摊饼不是主要的，还有别的工
作，这也就挣点小钱，补贴家用，大家吃着开
心就好！”

“哦，你给来五张饼，好吃，我给你宣
传！”

“我也是在网上‘刷’到才过来的……”
“这里白天是菜场，晚上是舞场。一到晚

上，还是这群大爷大妈来跳广场舞。”有人调
侃着。

“这里的菜新鲜又实惠，大爷大妈实在，
零头都给我抹去了！”大家说着大爷大妈的
好。

这里没有高大上，都是些普通的菜、
普通的人，做的也都是普通的事。可是，
正是这些看似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人和
事，让我感觉温暖，有着我喜欢的简单和
真实。我喜欢这样的烟火气，喜欢看着大
爷大妈在这里卖菜，看他们祥和，感觉大
家都祥和着。

露天的烟火气
 谢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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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来得及/现在就爱自己/我不变
的善良仍是底气/从此和自己的快乐形影不
离”

今天健身跑步正好一周年，对我来
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365 天的
不懈努力和坚持，365 个星月浪漫的守候
和期冀，我终于将跑步刻入自己骨髓里，
成为一种深沉而倔强的偏爱和执着。

一年前的今天，从零开始，我第一次
面对跑步两公里的考核，手足无措。不知
道脱掉厚重的毛衣，不会做热身和拉伸运
动，不了解跑步的知识和窍门。裁判吹哨

“开跑”，我马上迈开双腿开跑。跑不了几
百米就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一路上
停了好几次，走走跑跑终于在13分多钟的
时间完成了艰难的两公里。“你怎么跑步成
绩这样差？”我是骨子里从不服输的人，从
第二天开始，我铆足了劲继续跑 2 公里，
然后3公里。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第一次
晨跑。第一个五公里送给自己浪漫的生日
礼物；又过了近两个月，我攻克了 7 公
里。记得那是个被风吹过的夏日，天空突
然下起了大雨，我就一边接受着大雨的洗
礼，一边洒脱地跑步，一路狂奔到平天湖
畔。虽然累到怀疑人生，但跑完之后身体
内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非常舒坦。生活
明朗、人生可爱、人间值得、万物可期！
去年10月底，夜跑第一次挑战10公里。我
喜欢夜跑，有月亮、星星一路相伴，闻着
沁人心脾的花香，一路只能听到自己的呼

吸和心跳，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和自己对
话，可以独立思考问题。第一次成功拿下
10公里后，浑身发烫汗流不止，整个人像
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连头发都在滴水。
那是身体和灵魂沸腾的快乐！我从一个运
动“小白”蜕变成一名运动“健将”了！

把跑步当成一种执着和热爱，然后组
建了我们的跑团，我和美丽的同伴们一路
夜跑，几个人围着平天湖湿地公园跑步，
可以一边聊天一边跑步，然后我就开始加
速度，她们也会紧紧跟着，来一拨不见不
散的美丽冲刺。冬天到了，我们开始改为
晨跑或下午跑。冬日晨跑见证朝阳叫醒沉
睡的花朵，目睹月光倾泻在夜空的宁静，
看冬日最后一片落叶飞，聆听田野里的鸟
鸣响起。下午跑我喜欢回到我的母校十一
中，在熟悉的校园：在美丽的操场塑胶跑
道上，和自己的小师弟小师妹一起跑步，
时不时可以和小年轻们来一个小比拼小冲
刺。我似乎活成了从前青春无敌、英姿飒
爽的自己。

下雪天跑步是个难题，外面路滑，只
好到健身房去找跑步机。但在机械的跑步
机上永远找不到跑步的感觉，我还是喜欢
在一望无际的马路上、操场上和湖边跑
步，寻找自由浪漫和洒脱不羁。

让我们一起跑起来吧，愿我们都有热
辣滚烫的人生，开朗乐观、坚韧不拔，活
出自己的英姿和精彩。

跑出人生精彩
 吴晓燕

春天又回来了！我的人生脚步已踏入第62
个春天里。回顾大半生，有四次大的人生转折
和提升，都与读书有关。读书如春风化雨，润
万物而无声，育人生之多彩！

第一次是1978 年5 月转到刘街中学读初二
时。此前初一初二在姚街五·七中学，因为是半
工半读，半天劳动、半天上课，读书时间少，
老师水平不高，几乎没读到什么书。刚转到乡
中学时，梅街村、双溪村、姚街村、三个村学
生合成一个班，感觉其他两个村的学生基础要
好些，自己跟不上班。记得物理、数学老师上
课，我稍不留神，下面的讲课内容就听不懂
了。为了听懂老师的讲课，不得不竖起耳朵，
争取不漏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眼睛紧盯老师
的一举一动，不放过老师写的每一个字、每一
个公式。欣喜的是，乡中学老师的水平比村中
学老师高得多，真是庆幸。经过两个月的苦
学，期末考试按成绩分成了三个班，我以较好
的成绩分到初三（1）班，这个班是尖子班，仅
40人。身在尖子班，压力很大。记得化学老师
是个女的，丈夫在部队担任连指导员，她探亲
假结束回到学校，已开学一个月了。为了赶进
度，课上得快，我听不懂，好像在云里雾里，
作业本交上去，老师批改的作业题几乎是打红
叉，都是错的。怎么办？靠自己，晚上把化学
课本打开，从第一页第一行第一个字开始，一
个字、一句话弄懂，直到一行字弄懂了，再从
第二行开始，直到一页都搞懂了，再学第二
页，就像春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啃。办
法虽笨，效果很好。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
于把老师讲过的全部内容弄懂弄通了，这时做
作业就容易多了，化学这门课的短板及时补上。

再举一个例子，1978年暑假和1979年中考
前，天热蚊子多，晚上学习受到严重干扰。那
个年代因家里人口多，又是生产队里的超支
户，白米饭都是稀罕物，当家饭是山芋、南
瓜、菜糊、菜粥，很穷，母亲每年只能给每个
人做一双布鞋，穿不到半年大脚趾头就露出来
了。在我印象中，小时候以打赤脚为主，依稀
记得 18 岁之前从未穿过袜子。蚊子也挺聪明，
专找腿脚裸露的部位轮番攻击，让人防不胜
防。怎么办？办法总是有的，我就用木桶装半
桶水，把双脚放在水中，这样蚊子就无从下
手，我也就可以专心读书了。

在乡中学一年又两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
1979年，我考上了太平五·七大学师范班，是村
子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考上中专的学生，在
全县一万多初三毕业生中排在前300名，从农村
穷学生变成了吃皇粮的人，改变了命运。

第二次是从1982年分配到殷汇小学当教师
起。当时小学老师社会地位还比不上供销社售
货员，我就想调到中学当老师。怎么办？唯有
读书提高学历一条路，先考自修大学(大专)，
后又考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班(函授)。由
于努力好学，1986年由殷汇小学调到铜山初级
中学，1987年调殷汇完全中学任教，1991年改
行到刘街乡政府当团干部，半年后提为团委副
书记，一年后选为副乡长，1996年元月当选乡
长。

第三次是调到池州城里工作后。在乡镇工
作10年间，由于没有从政经验，加上工作忙，
读书少，经验不足，1998 年调江口任乡党委
副书记。心里产生自卑，记得四五年间都没
去过舅舅姑姑等亲戚家，因为觉得没面子。
2001 年 8 月，调任贵池教体局教育工会主席。
因长期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40 岁终于
调到城里工作，心情就像陈焕生进城一样愉
快。在适应了新的工作和生活后，渐渐地又
爱上了读书，在东街等书摊上买了上百本廉
价书，业余时间都在读书学习，经过几年的
学习，慢慢地克服了自卑心理，自信心又回
来了，精神状态好，工作热情有干劲，深得
领导同事认可。2009 年被任命为贵池区教体
局副局长，身兼两职，2010 年又被提拔到市
教体局任教育系统工会主任。这三次全身心
投入到读书之中，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第四次是2022年6月1日退休后开始。刚退
下来，由长期忙碌到突然无所事事，心里空
空，几乎天天就是开车到周边乡下爬山涉水，
随机随意、漫无目的，似乎没有了人生目标和
方向。有一次，妹妹邀我与她一道参加一家企
业举办的活动，受培训老师的感染，我又爱上
了读书。我网购了老师推荐的相关企业管理和
企业家传记的书籍，一年多时间读了 10 余本，
收获挺大。相信这些知识会让我协助妹妹完善
企业管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为实现她的百
年老店目标发挥一点作用。我的体会是：读书
最重要的是要有目标有选择地精读，也要有兴
趣地泛读。

我这个人并不太聪明，但大半生来始终牢
记父亲的教导，一是从不打麻将赌博；二是助
人为乐，但救急不救穷；三是谨记“穷不丢
书，富不丢猪”的古训。养成了读书学习、认
真工作的习惯，尤其是上述所说四个阶段特别
爱读书，自觉主动地学习，都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可以说，读书能改变命运，读书能增加才
干，读书能使人走向成功，读书也使自己有能
力帮助他人。最后还是用我父亲的一句话“不
用扬鞭自奋蹄”自勉，我将做到：生命不息，
读书不止！

我想提醒那些喜欢玩手机游戏的少年、青
年，只要你们把玩游戏的那种兴趣和劲头转到
读书学习上，你们个个都会成才！不管是大才
小才，都是社会有用之才。

春天，正是读书好时节！

春天好读书
 姚惟耕

“要想富，先修路。”现代人的智慧总能
在历史深处找到它的源头。

当汽车驶离东至县城，没一会儿，便像
一只傻不愣登的穿山甲消失在厚实的山体
里，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扑面而来。这里少
有满载货物疾驰而过的大货车，也碰不到尘
土飞扬的工地，有的是一重一重的山峦，像
不断打开的绿色册页。山上悠闲地飘着白
云，白云下不时闪过叽叽喳喳的飞鸟，田地
里的作物已经收割，一丛丛的稻茬不知所以
地昂首向天，一切显得安静而平和，如同一
个上了年岁的老人坐在门前打盹。是的，这
里便是传说中千年前的道学家葛洪隐居、炼
丹的地方——葛公，群山环绕的葛公，桃花
源一般的葛公！

王家新在《在山的那边》里写道：“在山
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
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七弯八拐，也不
知行驶了多长时间，汽车在一块石碑前戛然
而止。石碑上书写着“徽州古道西线”的字
样，今天的行程便从这里开始。

这段古徽道跨越的是与牯牛降相连的
山脉蜈蚣岭，海拔不过二百来米。在古徽州，

无疑，蜈蚣岭不算高大，但它所处的位置像
一道屏障恰好锁住了徽州通向外界的去路，
于是，便有了这条逶迤七华里长的徽道。路
面全是用麻石条铺就，或平铺在路面，或一
块叠着一块，麻石条非常规整，两米长，宽度
不等，随着山势呈“之”字形蜿蜒而上。路的
一侧或为山涧，细流在乱石间欢快地穿行；
或为陡峭的山体，杂树丛生。

在临近山顶处有一座破败的亭子，说是
亭子，实际上屋顶早已坍塌，只剩下四面墙
体，清一色的青石块垒筑，一侧墙体的中央

镶嵌着一块“可停亭”的石碑，字迹清晰，好
像很随意地告诉人们可以在这里歇息一下，
也可以马不停蹄，继续向上，造亭者的诙谐
和智慧由此可见。

走在这条几辈辈人走过的青石板路
上，一种震撼油然而生。这不是羊肠小道，
这是当年的高速公路！那会儿，一道道山脉
就像一道道绳索捆住了生活在其中的徽州
人，但没有束缚住他们对山外世界的向往，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可以想象，在没有这条
古徽道之前，这里定是榛莽丛生，野生动物

出入，不时攻击南来北往的行人，阻碍了人
们前行的脚步。而在外拼搏的那一拨有志
之士，事业有成，有的成为其所在领域的
翘楚，有的成为富甲一方的巨贾，便萌生了
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于是，一条条徽道在
古老的徽州大地应运而生。

环视四周，这座山上并不产与脚下的青
石板同质的石头，这些麻石条应该是从很远
的地方运来，经过打磨，再一块一块地铺到
路面上，在没有机械化的四百年前，只能靠
人工一点一点搬运，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感慨：人类对理想生活
的追求是如此执着，又是如此艰难。

这是众多古徽道中的一段，当一条弯弯
曲曲的山道接通了山里山外的时候，那被群
山环绕的村庄突然间就有了呼吸，而长久困
在山里的人也好像在朦朦胧胧中被人叫醒，
睁开了眼睛，经济、文化的融合，让聪明的徽
州人插上了致富的翅膀，于是，便有了不朽
的徽商，不朽的徽文化。

保存得这样完好的古徽道早已失去了
实用功能。现在，它只是作为一种符号，点亮
我们后人对历史的认知，对未来的思考。

阅读古徽道
 徐累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