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是悄悄地享受属于自己的静谧
光阴的好，波澜不惊，随意安宁，无关
痛痒。日子像一把被解开的锁链，哐
哐啷啷，落下一地的琐琐碎碎。深深
地吸一口新鲜空气，以一颗恬淡之心，
轻轻推开那一扇木质的门，听它发出
吱吱嘎嘎的声音，像一声厚实的问候，
直达内心。任门外的光和暖漫进来，
哪怕还夹杂着丝丝细微的风寒，以及
几声过滤不掉的世外的声浪，它们都
如一种自成的乐音，在清宁的心底产
生柔和的节奏，轻快缭绕！

日子翻得有多快，一年十二章，厚
薄相差无几，痕迹舒缓有致。日子是
既成的抛物线，总有一个顶端，是你人
生标红的地方，也总有一处低谷，是给
你沉思的时间。大多时候，还是从容
淡漠地向前才好，没有熊熊燃烧的火
焰，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冰霜，唯有几杯
清茶，几分咸淡，几声轻唤，几首清唱，
几许感叹，几段微浪，它们轻轻掠过寂
寥的岁月，像吹过庭院的一阵清风的
悠扬。一生，多么漫长，一生，如此短
暂！

有时候也会以从容之态，迎接一
些躲避不开的或大或小的动静，像丰

富生命内质的插曲，任它撩拨心底的
痛痒，惹来泪水的飞扬。这是活着的
律动，没有它的参与，就无法理解生
活的多重滋味，品味过程的复杂内
涵。比如一次远行，一段邂逅，一场
意外，一种牵念，一堆珍藏，一句诺
言，一腔感怀，一丝缺憾，它们不期而
至，搅动寂寞的光阴，飞沙流石般，给
你真切的快感、痛感、伤感、喜感、乐
感，像春风悠扬，清泉荡漾，也像暴风
骤雨，刀光剑影。我们总能在最深刻
的体验中，读懂自己内心深处的或悲
或喜的疼痛感，并且把这种彻骨的疼
痛感拧成细细的灯线，以此点亮通透
心底的温暖的灯盏，任它焰焰发光，
永不黯淡！

谁不是这样呢？ 生命中的一静
一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静是主
流，动是串场。无论世事如何多变
幻，我们但愿永保心灵的安宁，在一
种自约、自律与自足、自乐中走向更
加开阔的未来心灵栖息之地。

所以，请允许我继续享受属于自
己的静谧时光，天蓝蓝海蓝蓝，一朵
花，如洁白的云朵，兀自开在清清的
小河边！

那天晚上，在超市买了两瓶黄豆
酱，勾起母亲做黄豆酱的往事。

儿时，每年母亲都要为做一坛子黄
豆酱而忙忙碌碌。她将一口祖传有龙
凰花的白瓷坛子搬出来，把里里外外反
复刷洗干净，然后，用清水冲洗一次又
一次后再放在太阳下晒干待用。把已
经选好的那粒粒饱满、无残无病、黄澄
澄的黄豆浸泡一昼夜后清洗干净倒入
锅内用火慢煮，直到八成熟才捞起晾
干。此时，她没闲着，还要把旧竹匾子
擦洗干净，铺层洗干净的白粗棉布，然
后将已凉了的黄豆倒在布上均匀地摊
薄，再放在太阳下暴晒。

几天后，脱了水的黄豆表皮已起皱

发霉，当长出5毫米左右淡白色绒毛时，
装入早已准备好的坛子里，同时按一定
比例，放入调料：盐、生姜、花椒、花生、
八角等等。操作时她特别精心地扎着
洗干净的白布围腰，把手反复用肥皂、
清水搓洗干净，每舀一勺子盐都要耐心
地掂量掂量，放多了咸，放少了味道欠
佳，甚至容易变质。其它佐料也要按比
例，适量投放，多了冲淡黄豆自身的香
味，少了欠佳味……把所用的佐料放好
后，再放在院子内适宜地方暴晒。若遇
雨天及夜晚要及时盖好坛子口，以防露
水、生雨水淋入坛子内，使黄豆酱变质，
甚至前功尽弃。自从暴晒之后的每天，
坛子里的黄豆会一天一个样。母亲特
别关注这坛子，随时随地观察它，常用
筷子或竹棒轻轻地搅拌搅拌，干了就加
适量的冷开水，使黄豆酱始终保持稠
状。约两个多月的功夫，坛子里的黄豆
由原先的橙黄色渐渐地变为酱紫色，并
散发出诱人的芳馨气味，这时黄豆酱就
基本做好了。

黄豆酱一度是我家的主菜。上个
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普遍匮乏，即使有
钱也买不到黄豆酱等食物。那时我们
一家六口人全靠种田维持生活，在生产
队还是超支户，其生活的艰苦可想而

知。平时菜里放的佐料最常用的是黄
豆酱，有时母亲从坛子里舀出一小碗黄
豆酱，放一小勺子香油，在饭锅里蒸了
之后端上饭桌，作主菜食用，也下饭得
很。

母亲还经常用黄豆酱拌面条、炒饭
给我们吃，吃时香味扑鼻，味道极佳。还
常用黄豆酱拌小红萝卜作家常小菜。

小红萝卜是当地民间俗话，其实
它是扬州花萝卜。小红萝卜比桂圆大
不了多少，圆溜溜的身形，洗干净后，
更显得红润光鲜之美态。母亲不用刀
切，用刀背轻轻拍扁，因刀背与砧板的
撞击之缘故，红皮白瓤绽裂成花瓣，每
瓣上下依然红颜，两侧开口，轻红雪白

如美女白银的贝齿。然后撒点盐，颠簸
入味，再舀适量的黄豆酱，最后滴上少
许麻油拌和均匀，盛放在盆里。用筷轻
轻夹起一枚，嚼在嘴里，淡淡的，酸甜生
脆，加之黄豆酱的美味，清香爽口，用
来吃饭真是美味佳肴。若用佐酒，真
是恩物。

后来我在县城上初中时，每次回
家，母亲都会在我的包里放进一瓶黄豆
酱。这瓶黄豆酱伴随着那段岁月，至今
难以忘记。这一瓶瓶黄豆酱也受到同
学们的青睐，一般情况下最多三天就底
朝天，有的人用菜把瓶内的醬涮得像水
冲洗似的干净，甚至还责怪我小气鬼，
舍不得多带些来。

转眼几十年倏然而去，当今在超
市见到黄豆酱时，立即使我想起了母
亲用黄豆酱拌面条、拌米饭，制作小红
萝卜家常小菜等美食，又让我勾起父
母点点滴滴的往事，深感父母之恩情。

从超市回来，立即打开黄豆酱，一
眼看上去，没有了记忆的色泽。尝一
口，也不是过去母亲做的那味道，不由
得几分失望。其实，那味道又哪里能买
得到呢？那是家乡的味道，那是母亲亲
手烹饪的味道啊！只能作为我一生一
世记忆犹新的味道啰！

尘世写真

想起了那年开学时
查君书

因S339道路项目建设需要，位
于项目区范围内坟冢需全部迁移，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东起平铺镇接
壤、西至湾店村 S457 道路（具体范
围详见征收范围红线图）。

二、补偿标准：依据《芜湖市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芜湖市集体土地上
房屋、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
知》（芜政秘[2020]93 号）文件规定
按坟冢类别补偿。

三、登记时限：本公告发布之日
至2月26日止。

四、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请上
述范围内坟主亲属到项目指挥部（湾
店村村部）办理迁坟登记及迁移相关
手续，逾期未迁的根据有关规定按无
主坟处理。

联系单位：峨山镇 S339 建设项
目指挥部

联系人：徐必云 徐文雨
联系电话：13855337169

18130302729
特此公告。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人民政府

2023年2月20日

迁 坟 公告

发稿：芜湖日报·繁昌专刊编辑部
电子邮箱：fcxnews@163.com
电话：0553—7871051 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副刊4 专刊

春风拂过（外一首）

区瑞芳

诗路花语

心香一瓣

母亲的黄豆酱
农艺人

往事悠悠

人生随想

守住静谧光阴
杨龙美

盼 春
陈 裕

在冬季里呆久了，内心盼望着春
天早些光顾。冬末的寒冷还有些料
峭，萧瑟的场景还需持续，我的心里
厌倦如此的况味，或许春天也这样迫
不及待了。

我家地处东北的辽河平原，四季
还是比较分明的。一年里，春夏秋冬
各占其位，谁也不争不抢，一团和
气。即使某个时段，它们稍微有点过
界，耍着赖皮，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各
司其职，该有的模样，它们或早或晚
总会出现。

季节的脚步有条不紊，日历缓慢
地揭开时光的面纱。从立春开始节
气之门渐次打开，门里门外，光景纷
繁。这个时候，冬末还在残喘，余威
尚在，但已明显有些装腔作势的空
虚。大地上，北风冷冽的狂势，烟消
云散，留下一地苍白，一身疲倦。四
季的循环，头尾相接，前脚跟着后脚，
握手与挥手，就在季节里轮番上演。
于是，对春天的期盼胜过冬天的逗

留，在跨过新年的门楣后，来得急切，
真有些望眼欲穿。

走在大街上，道边的树一棵棵撞
进视线里，貌似亲近的邻居，一脸和
蔼。脱去枝繁叶茂的沉重，干枯的样
子也许会是它如释负重的轻松。四
季对树的打扮，一个季节一个样，每
个季节都在树的身上留下时间的纪
念，有外表的装衬，有内心的感知。
树一年又一年地站立着，累积岁月的
恩典，在恰当的时候释放。

冬春交接时，从沉睡中苏醒的树
慢慢活跃起来，它的表皮你掐一下，
表层下绿已活泛，生命力量在涌动，

等待召唤。它一面在不动声色地寄
语春天，翘首期盼，另一面，对冬天好
言规劝早日离开。

走在田野上，我想去找找春天的
前奏，但我不得不收敛满怀期待的
心。田野上还是一如既往般的沉闷，
保持对冬天的恭敬，百依百顺。秋收
后，凌乱的痕迹还在田野上回味彼时
的繁忙。一条条车辙的痕迹被冬天
放空理想，张着嘴无力吐出一个字，
只能靠假想回味从前，而从前又一次
轮回向它招手，等候即将到来的春
天。稻茬麻木地呆了一个冬天，冷目
肃神，装着一副冷峻的外表，但难以

掩饰腿脚发软。是的，踩在脚下，我发
觉田地上的土不再坚硬，再踩一踩，硬
中带软，冬天时的刚猛，如今理屈词
穷，时间一到，春风乃是无法阻挡的
来，虽轻柔，但能化解一切戾气，所到
之处，万物皆温顺起来。

从城外回来，我看到小城里车流
如织，门店热闹，各种叫卖的声响不
息，人群蜂拥，一派繁华。此时，我真
有些错觉，仿若春天已到，人间春景
朗朗。其实，不管大自然的季节如何
轮转，人间街市永远都是春天的模
样。

一念春风，春风好像在面颊上轻
抚。一念春光，抬头处，阳光潋潋。一
念春景，脑海里便绿树花海。在如今
冬尾时刻，盼春的心情让我有些意识
恍惚，我被冬天围拢许久，一颗归属于
春天的心，欣欣然跃跃欲动。不过，我
再急切也是无用，春天的脚步还得循
序渐进，即使它来得稍晚，我的心中早
已满是春天的风情了。

·441·恋 缪俊文艺
副刊

遗失声明
●陈昊遗失K340313651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沈予安遗失T340806077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去外婆家的路

灯下漫笔

邱俊霖

小时候，由于父母都前往外地
打工，于是，我便借宿在外婆家。

外婆家在当地乡镇的一个小村
子里，这个村子与县城的距离大约
十几公里，看似不长，但在当时，却
显得很遥远。那时，从县城到外婆
家里的路，是一条不足十米宽的乡
间小道，而且还没有铺水泥，是一条
纯粹的泥路。

有些路面，因泥土被踏久了，颇
显坚硬，也不平直，除了凹凸不平
外，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土坑。而
有些地方，坑实在太大，人们便用沙
子和小石块进行回填，尽管如此，走
起来时仍须小心翼翼，颇为费力。

在当时，乡里的圩市是人们平
日里最常去到的热闹场所，圩市上
能够买到的大都是些土特产，小卖
部里也只有一些日常用品和简单的
零食，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裕。
对于孩子来说，县城是富有吸引力
的，因为县城是个大世界，那里有很
多稀奇古怪的好物和各式各样的零
食，所以进城也成为了一件很隆重
的事情。

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十
几公里的乡间小路，加上路况不佳，
想进一趟县城并不容易。当时乡里
有一辆进县城的班车，上午跑一趟，
下午跑一趟，如果想坐上班车，最重
要的便是守好点，如果误了时间，便
赶不上车了。

而车子在泥土裹挟着沙石的路
面上行驶，也让人们的乘车体验十

分不佳，整个车厢的人都跟随着班
车行路的节奏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地摇晃着。此外，在那条坑坑洼洼
的小路上，会车也是个大难题，一旦
对向有车驶过来，两车相会，往往其
中一辆必须倒车让行，双方才能正
常通过。好在当时的车很少，会车
次数并不多。

而从我记事开始，最早一次乘
坐班车的体验便很差。那是一个下
雨 的 午 后 ，外 婆 带 着 我 从 城 里 回
村。土路湿滑，填坑的沙石也被雨
水冲刷开了，班车的车轮一不小心
陷进了一个大土坑中，全车的男乘
客被迫下车，帮着推车，但是车轮还
是怎么转也转不动。后来女乘客也
加入到了推车阵容中，奈何车轮陷
得太深，实在转不出来。

于是，外婆只好连绑带抱地将
我搂在身前，用油纸袋挡着雨水，跟
着乘客大部队步行回家，行到离家
三公里外的小池塘旁时，见到了着
急的外公和舅舅，原来，他们见我和
外婆过了点还没回家，心里担心，便
顺着泥路出来找我们。当我们到家
时，雨已停了，消散的乌云间，甚至

有几颗闪耀着的星星。据说那辆陷
在土坑里的班车，直到第二天才被
拖拉机拉了起来。

其实，步行进城在当时并不是
一件稀奇事，村子里有些庄稼人，
便习惯天未亮时担着满箩筐的蔬
菜，步行进城摆摊叫卖，不过回来
时，也大都是挤班车，毕竟来回二
十 多 公 里 的 山 路 ，颠 簸 弯 曲 担 子
重，实在累人。

后来，我的外公买了一辆老式
自行车，于是，交通工具对他进城的
制约也就相对小了不少，天气好的
时候，他也用单车载上我，进县城溜
一圈。不过每回进城，总得赶在天
黑之前回家，因为乡下路黑，单车没
有车灯，在这样坑坑洼洼的马路上
夜行是很危险的事情。

到了我上学的年龄，父母回到
老家，在县城租房做小买卖，我也跟
着父母去了县城，每逢放假时，母亲
便会带着我去外婆家，由于路不好
走，这么一小段的路程就像是“长
途”，因此，每回回外婆家，总是要小
住几日。

几年之后，我家购置了一辆摩

托车，每回要去外婆家，父亲便骑着
摩托车载着我和母亲，这样，去外婆
家终于能够不受时间的限制了，速
度也快了不少，不过坑坑洼洼的路
面还是让我们骑车的时候必须小心
翼翼。好在随后不久，那条小道便
进行了水泥化改造，新建成的水泥
公路，让人们再也用不着谨小慎微
了，而班车的频次也增加了几班，人
们出行终于方便了。

高中时，去外婆家的马路被拓
宽了一倍，同时还开通了公交车，
一 小 时 便 有 一 趟 公 交 车 来 回 ，宽
敞 的 马 路 走 起 来 非 常 平 稳 顺 畅 ，
人 们 的 乘 车 体 验 也 变 得 十 分 舒
适 ，也 不 需 要 靠 倒 车 来 会 车 了 。
前 两 年 ，去 外 婆 家 的 这 条 马 路 进
行了“黑化”，铺上了沥青，变成了
宽 阔 干 净 的 柏 油 马 路 ，每 过 半 小
时 便 有 一 趟 公 交 车 ，交 通 变 得 更
加方便快捷。

如今，家乡的发展日新月异，人
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去往外婆家的
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家也
添置了一台家用小汽车，想念外婆
外公的时候，便开车去看望他们，时
间不过二十分钟，得闲时，还能接老
人家出城逛逛。

行驶在去外婆家的马路上，两
旁的树木令人赏心悦目，而清洁宽
阔的柏油马路和笔直的路灯也给人
以满满的幸福感，回想起二十多年
前往事，外婆也不禁感慨：“我们真
是赶上了好时代！”

柳树在河边挥舞着她的手臂
燕子掠过长空
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阵阵春风拂过
像母亲的手抚摸着我
一切那么美好
一声春雷响过
那贵如油的春雨也淅淅沥沥地落下来
漫山遍野笼罩在轻纱样的雨雾里
清新、水润，如画样的美丽

在这烟雨弥漫的清晨
我打着一把雨伞漫步在田间
空气中浸透着春的气息
微风托起雨纱
草地上点缀着美丽的花环……

泛青的岁月
孩提时的田间小道
绿荫小草
还有那一闪一闪的萤火虫
和小鱼小虾小泥鳅
总在我的心海里闪动漂游……

泛青的岁月，总让人有着太多的记忆
那瓦片飘过水面引起的阵阵涟漪
那骑着黄牛吹响的声声竹笛
还有那拔猪草时和小伙伴玩耍的镜头
总是不经意闯进我的心门

不知不觉，立春了，又是一年一度
的春季开学时。这个时间，我的思绪也
被带回到童年，仿佛自己又回到童年开
学时背着书包上学的日子里。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农村度过的，村
里的小伙伴们一年中最盼望的日子，除
了过年就是开学了。因为过年有好东
西吃，有新衣服穿。而开学则意味着可
以逃避家里放牛喂鸭等繁琐的家务劳
动，有新的小朋友一起学习、玩耍。

“老师，您就让我家大宝先上学校
吧，等一个月后我家里那头猪卖了，再
把钱给您拿来，行吗？我现有的钱只够
交二宝的。”一位农村妇女带着央求的
语气道。

“不行呀，我们学校也得马上上交
各种费用，催得紧！要不，我就不能发
书给她。课可先在学校上着，行吗？”老
师委婉地回绝道。

“不发书，小家伙怎么念书啊？”这
妇女带着哭腔道。

“真的不行，这样我们很难办呀！”
老师有些不忍，但又爱莫能助。

农家的孩子自然乖，旁边的小女孩
见状拿起扫帚默默地打扫起卫生来。

“老师，您就看在娃的份上，把书
发给她吧！我可不想娃像我这样，睁

眼瞎……”农妇说到最后，嘤嘤啜泣起
来。

老师含着泪花看看乖巧的小女孩，
又看看眼前这位真情流露的母亲，在花
名册上写下了小女孩的名字，并给发了
书。

我真切地看到妇女脸上笑意荡漾，
小女孩的明眸之中也闪耀着欣喜的光
芒。

母女俩走后，老师随即从自己的口
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子，拿出几张皱皱
巴巴的票子，为小女孩垫上。老师是一
位资深的民办教师。

这是1985年3月1日，那天我到村
小学当民办教师，亲眼目睹开学时的情
景。这位农家妇女是我的邻居大脚嫂
子，小女孩就是我带的第一届小学生之
一。后来小女孩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卫
校，成了一名乡村医生。那位资深的民
办教师通过选招考试转正了，成了村小
学校长。他直到退休，也没有离开这所
可爱的小学！

那天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小
女孩能最终领到崭新的、带有油墨味的
课本，那简直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老校
长的做法也影响了我，激励着我默默无
闻地耕耘在乡村小学这片沃土上。

因G236毛竹园（阮弄口）铜陵
界一级公路改造工程项目建设需
要，项目区域红线范围内所有坟墓
均需迁移，项目区域涉及潘冲村徐
黄村民组、渡江村王门地、苏垅、笔
架村笔桥组、高屋组、新河村郭土
庙山、八亩山、松树山、海戈山、鹊
江村胜圩、大洞山、杨湾村南斗门
等区块。自公告之日起，请各坟主
亲属及相关人员及时与荻港镇各
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登
记迁坟事宜。拟定于 2023 年 5 月
31日前迁移完毕，逾期未登记未迁

移的坟墓视作无主坟处理，责任自
负。

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嶙磊：0553-7338427

（潘冲村）
赵家伟：0553-7319744（渡江村）
万荻阳：13955388517（笔架村）
李晓龙：0553-7319808（新河村）
李 胜：0553-7365988（鹊江村）
孙严龙：0553-7311158（杨湾村）

芜湖市繁昌区荻港镇人民政府
2023年2月13日

迁 坟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