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 萍絮语 □董少广

2021年9月6日 星期一

副刊邮箱 tianxiawenhui@163.com

责编 胡茂勇 版式 晓曼 校对 马新春

职
工

韦
开
龙
（
中
国
书
协
会
员
）

社址：合肥市蜀山区淠河路 20 号 邮政编码：230031 全国各地邮局(所)发行 零售价：0.90 元 印刷：合肥报业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包河区河南路与兰州路交口

党政办：69115928 人力资源部：69115929 新闻中心：69115931 69115932 69115935 出版部：69115970 网络部：69115969 副刊部：69115966 69115967 经济通联部：69115927

如 歌岁月 □赵书奇

花 开花落 □江竺风

鲁迅的高情商鲁迅的高情商

七 彩时光 □查晶芳

一夜白露秋成诗一夜白露秋成诗

日子的咸淡日子的咸淡

况 味人生 □舒敬东

鲁迅不仅智商了得，连情商亦高出常人许多。只不过，当

太阳光芒万丈彩霞满天时，月亮的清辉就被掩盖了。

1924年7月7日，应西北大学傅铜校长邀请，鲁迅与同行

十余人，从北京西车站坐火车出发，西行西安进行暑期讲学。

14日下午，一路劳顿到达西安，刚安顿妥，鲁迅就迫不及待地

给老母亲写了信，“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寄母亲信。”出门在

外，写封信回去报平安，这没什么可讶异的；让我顿起微澜的，

是7月24日讲学的中途，鲁迅又给母亲写了一信，“上午寄母

亲信”。8月4日返程。2日，鲁迅再一次给母亲写了信，“下午

寄母亲信”。看到这，我已是静不下来了。出门不到一个月，

鲁迅就给母亲写了三封信。

返程的前一天上午，鲁迅还“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

行”。看到此处，便更觉鲁迅情商异于常人。

西安是文化古城，讲学的间隙，鲁迅便和二三同好游碑

林、逛街市，光顾古董店，遇到合意的，顺手就买了。在西安

的 20余天，鲁迅陆陆续续就买了不少玩意，什么“乐妓土寓

人二枚”“四喜镜一枚”“杂造像拓片四种十枚”“弩机一具，小

土枭一枚”“《卧龙寺观音象》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磁

猿首一枚”……

返程到潼关，又“买酱莴苣十斤”；路过洛阳，再“买汴稠

一匹、土寓人二枚”。

看鲁迅的这段暑期讲学日记，有时就像看小说，不到结

局，你竟不知此情节用意何在。比如看到鲁迅“买酱莴苣十

斤”，我就颇不解，心中不时要纳闷：“酱莴苣”是什么东西？

十斤，干嘛要买这么多？直至鲁迅回到北京之后数日，我才

恍然大悟。

8月 12日半夜，鲁迅到达北京住家。第二天，就去访了

李慎斋，“赠以长生果、枸杞子各一合，汴稠一匹，《颜勤礼碑》

一分。”至此，我才明白路过洛阳鲁迅为何要“买汴稠一匹”。

鲁迅两度在北京买屋，这位教育部的同事李慎斋曾为此跑前

跑后，日夜奔波，出力最巨。此次西安讲学回来，赠些当地物

产，既聊表了谢意，又真挚而熨贴。此举就像鲁迅文章，行云

流水，自然而然。

同一天，鲁迅又“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赠以零用泉

廿。赠重君蒲陶干一合”。这“三太太”，便是三弟周建人的

妻子，因眼疾住在医院里，“重君”，是三太太的哥哥重久。看

罢友人看弟妇，足见鲁迅待人情深意重。

8月15日，从西安回来的第三天。“晨访季市，还以泉十，

赠以鱼龙陶瓶一、四喜镜一、《颜勤礼碑》一分、酱莴苣二包。”

16日，“赠徐思贻以《颜勤礼碑》一分，徐吉轩、齐寿山各

二分。”

23日，“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及《呐喊》各五部寄长

安，分赠蔡江澄、段绍岩、王翰芳、昝健行、薛效宽。”

至此，鲁迅在西安所买之物品就大多有了着落。鲁迅，

写小说善用铺垫与伏笔；在日常生活中，鲁迅亦是用得得心

应手。

在西安时，还有一个细节让人铭记于心，至少是让考古

学家李济之感叹不已。西安之行，李济之亦在其中，而且还

是鲁迅的“同好”之一，经常一处游玩。得知李济之属猴之

后，鲁迅便“以猿首赠李济之”。李济之很是喜欢，回去之后，

便将它摆在书房桌上，朝夕相对。

李济之当年 28岁，比鲁迅小 15岁，完全是个小字辈，鲁

迅却并不因此而小视他，反而主动赠以“猿首”。虽说是秀才

人情，却也弥足珍贵！

而最出人意表的，应是 8月 3日返程的前一天，“午后收

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

捐易俗社亦五十。”鲁迅竟从200元中，拿出了50元捐给当地

的“易俗社”。前往西安之前，鲁迅还“从季市假泉廿”，也就

是说，鲁迅此次还是借钱出门的。这前后一联系，便不能不

让人心生感慨，鲁迅需要钱，却更懂得如何花钱。

时光如逝，岁月如流。一晃眼，我站上讲台已有数十

年。从青春年少到微霜凄凄，年年月月，迎来送往，曾有过焦

躁、烦恼，但更多的是欣喜与感动。

最难忘的是我的第一届学生，他们给了我最深的感动。

我带他们时还不满 20岁，既充满激情，又心急气躁，更是满

脑子的理想主义，一心想把工作做好，却不得其法。学生只

要犯一点点小错，我就在课堂上大发其火。每次见我发火，

老实点的孩子眨着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些调皮的男孩

子在下面“嗷、嗷”地怪叫起哄，气得我一发不可收拾……那

时，我真是个不称职的老师，根本不了解十几岁孩子的心理

特点，缺乏耐心与爱心，更不懂教育方法。因此，对那班学

生，我心存愧疚，他们肯定不喜欢甚至恨我的。

令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商议聚会想请的老师时，第一个想

到的就是“一定要请语文老师”。听他们班主任说起这些，我

真是既高兴又惭愧。聚会时，他们抢着和我说话，叫我“神仙

姐姐”。他们记得我的绿色连衣裙，记得我长发上的蝴蝶结，

记得许多我根本都不知道的对他们微不足道的好，却全然忘

了我曾经对他们严苛得不近人情……

感谢无情又有情的时间，在拿走了青春妍丽的同时，予

以我温润宽容，予以我循循善诱。走过最初的青涩，我终于

明白，教育的本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后来的一届届学生，我们相处甚欢。他们依恋我，争着

叫我“姐姐”，叫我“妈妈”，几天不见便纷纷嚷着说想我了。

每一个节日，甚至儿童节，他们都会给我真情的祝福和各种

可爱的小礼物。有一年“六一”的晚自习，两个男孩跑到讲台

上，一左一右站在两边，递上棒棒糖、咽喉片，故意粗着嗓门

说：“老师，儿童节快乐！祝您永远18岁，永远年轻漂亮！”他

俩搞怪的样子逗得全班哄堂大笑，我更是乐不可支……

备课、上课，改作业、批试卷，教师的工作虽然琐碎辛苦，

但和一颗颗年轻的心相伴，累并快乐着！

一年又一年，我欣慰地看着可爱的孩子们在人生的赛场

健步如飞，在知识的殿堂不懈求索。我很庆幸，我可以站在

他们心灵小径的一角，在他们疲累时递去一杯水，迷路时点

燃一盏灯，让他们充满力量，明确方向，越登越高……这是我

最大的骄傲。

三尺讲台，是我一生的舞台，这里没有璀璨的灯光、没有

如潮的掌声，有的是纯真稚嫩的面庞、渴求希冀的眼神。站

在这舞台，我坚信，我的青春不会凋零，我的热情不会衰减。

我要用真诚驱散学生心中迷茫的阴云，让他们心空的明月流

光皎洁；我要用热爱曳动他们思维的树叶，让他们的眼睛蒸

腾出温热的霞光，耳朵察觉到远古的微响……

即便将来我老了，站不动讲台了，我依然会常来校园，看青

春舞动，听书声琅琅，感受教育的春天，怀想那难忘的讲台春秋。

三尺讲台写春秋三尺讲台写春秋

含山这个小县城，这几年变化真大。原先连顽童

的虾竿也不光顾的天鹅岗大塘，现已是亭台柳榭、廊

桥临波。德胜河还是含城居民的中水河，昔日污水和

蚊蝇恣情任性，现今漫步河滩步道，栈桥连水，花香与

渔光俯拾皆是。驾车集镇乡间，绿道两旁洒满格桑

花，徽派民居粉墙黛瓦，生态农谷的池畔开着纤红的

合欢花，随处可见的景点，犹如小家碧玉洁白肌肤上

风掀而露的纹绣，含山含水亦含情。

“过街木楼石板路，青砖小瓦马头墙。”千年古镇

运漕，徽派民居傍水而立。据史料记载，明初，朱元璋

钦定运漕为“十二圩盐引岸”，运漕成为江北一带盐业

专卖中心。晚清时期，李鸿章迁镇江米市至芜湖，运

漕又成为国家级米市的江北集散地。自明至清，徽商

云集，娇妻美眷，繁衍生息。

运漕美女冰肌玉骨，含山帅哥玉树临风。已经投

建的徽商古镇影视基地、水墨文化写生基地，看中的

也许正是运漕的美景和美女资源。当下更成为时尚

产业，带动着服装、美容、健身、广场群艺等行业的飞

速发展。

含山不仅“物阜”，而且“文丰”。铜闸镇的凌家滩

遗址，把中国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年。史前的

凌家滩先民，种稻养猪而食，筑墙建房而居，掘壕执钺

而戍，凿井而饮，琢玉易物，已然一个有巢氏的繁庶帝

国。玉龙的出现，说明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龙凤文

化。管钻的玉芯直径只有 0.15毫米，在那个被后人称

为新石器的时代，是什么工具如此精细而坚锐！尤其

是那两尊淡绿玉质的玉人，头戴圆冠，帽饰方格纹，冠

后垂帘，两臂各套八个玉环，腰带上的斜纹竟然是挑

花工艺。玉人的出现，反映出当时凌家滩人先进的纺

织技术、服饰文化和审美情趣。

含山县陶厂镇还是马鞍山市首批三大书画名镇

之一，不但走出张以胜、包士武、谢正华等书画名家，

乡野百姓也都提笔能书、蘸墨能画。卜李村的陶庭友

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双腿留下残疾，走路只能架拐

杖。但是身残志坚的他，学会了家电修理，工作之余，

放下烙铁，执笔习字作画。他的一笔柳体小楷，清新

俊秀，赢得赶集的四邻八乡拍手称赞。

“风吹花影动，月照玉人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道路上，含山借玉人赋能，以情怀加推，内涵愈加

丰厚。那种“矿泉水般纯净、烤面包般香软”的体味

中，玉人文化，底蕴初成。

含山含水含玉人含山含水含玉人

“露凝而白，气始寒也。”天地间飞舞的白霜，将整

个世界都笼罩在一片苍茫的世界里，增添了几许缥缈

的神韵。

“白露”，仅仅两个普通的汉字，连缀在一起却有着

雪花的洁白，有着雨珠的清澈，但又比雪花多了几分透

亮，比雨珠多了几分灵异。它晶莹脱俗，孤绝傲世，独

有的清冷与皎洁，似翩然而至的仙女，挥一挥白色的衣

袖，作别夏的繁花似锦，再婀娜转身，徐徐铺展开一幅

幅秋的画卷，似是应了《诗经·蒹葭》中那梦幻般的意境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那

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失落，像极了秋天给人的感觉：

天高云淡，俊朗飘逸，却也带给人莫名的伤感。

到了白露，长空雁叫，真正的秋天来到了。古人将

白露划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

养羞。”意思是说白露时节，正是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南

飞避寒，其他鸟类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的时

节。大自然中的精灵们，似乎比人类更能敏锐地捕捉

到时令的变化，它们开始为度过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季

提早忙碌着。

白露过后，秋意渐浓，山色深深浅浅、浓浓淡淡交

织在一起，像极了某个画家一不留神打翻了油彩瓶子，

随意渲染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胜景。山色也不再如夏日

那般青绿、蓊郁，而变得苍绿、沉寂了起来。一些山头

与坡岭开始呈现斑斓的色彩，星星点点的红、橙、黄、

紫，点缀在那绿的山间，好似这个季节盛开的花朵，把

那些山头、坡岭装扮得格外妩媚动人。

这季节，田里的稻谷，正是一生中最美的

时候。地里的辣椒、茄子、南瓜都熟了，一地

一地满满的，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农民们

在土地上书写着绚烂的诗章。零零星星的棉

花开始吐絮，大多还是一地肥硕的棉桃，像乡

村顽皮孩子的脑袋，你蹭我一下，我蹭你一

下；高粱沉甸甸的，有点害羞地低下头，就像

乡里汉子喝醉酒后酡红的脸；玉米杆上肥肥

大大的玉米，有的已经泛黄，有的还青绿着，

玉米叶子也青绿着，挨挨挤挤地站成一大片，

让人想到北方的原野，曾藏有千军万马的青

纱帐……即将收割的稻穗，绿中泛黄，黄中透

绿，饱满充实，散发着成熟的清香。庄稼地里

承载的是村民们一年的希望和期盼。

仰起头，触摸到秋高气爽、辽阔明澈的感

觉。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置身于这片秋意

里，去静静享受一份心动和陶然……

大千世界，色呈七彩，人分九流，关于日子各有各的品味。

有人把日子比作脚下的路，崎岖而漫长；有人把日子比

作东流水，一去不复返；有人把日子比作天上的星星，有辉煌

也有黯淡；有人把日子比作结在园圃中的花苞，似开未开。

朱自清在《匆匆》一文中，则把日子描绘成一个小顽童。

在我看来，日子最小，又最大；最浅，又最深；最轻，又最

重。很多时候，日子就仿佛杯子里的清茶，虽平淡无奇，却韵

味无穷。人生是由酸甜苦辣构成的，柴米油盐是日子殷实丰

厚的资本，锅碗瓢盆是日子绵延更迭的载体，无论怎么活，你

自己觉得舒服，同时也没有碍着别人，便是最好。

日子就是这样奇怪，贫穷潦倒时，你觉得度日如年；春风

得意时，你觉得岁月如梭。人的能力有大小，日子不可能天

天都过得红红火火，没有谁的日子一直甜到腻，也

没有谁的日子一直苦到无边。山珍海味是日子，粗

茶淡饭也是日子；我行我素是日子，宠辱不惊也是

日子，对日子的态度反映了你对人生的态度。

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个体，，心不同心不同，，日子便不日子便不

同同。。富有的人固然可以活得很适意富有的人固然可以活得很适意，，口袋里没钱口袋里没钱、、心心

里也没钱的人里也没钱的人，，一样因为亲情一样因为亲情、、爱情爱情、、友情的照耀从友情的照耀从

寡淡中品出滋味寡淡中品出滋味，，把寻常的日子营造得风光旖旎把寻常的日子营造得风光旖旎、、云云

水禅心水禅心。。日子中最常见的苦恼得到鱼日子中最常见的苦恼得到鱼，，舍不得熊掌舍不得熊掌；；

得到熊掌得到熊掌，，又舍不得鱼又舍不得鱼。。咸淡相依咸淡相依，，甘苦共存甘苦共存；；你若你若

盛开盛开，，清风自来清风自来，，这才是人生和日子的常态这才是人生和日子的常态。。

时间和日子不一样时间和日子不一样，，时间只是一个数字概念时间只是一个数字概念，，

而日子是有了人的参与而日子是有了人的参与。。““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

日子日子，，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你要使你过的每你要使你过的每

一天一天，，都值得记忆都值得记忆””。。一切都是有限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包括时光和包括时光和

荣耀荣耀，，如果日子有痕如果日子有痕、、岁月有尘岁月有尘，，那就是我们丢失的那就是我们丢失的

东西东西。。

心 香一瓣 □刘灭资

老家人离不开竹子，竹林就在老屋的后面。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之用大矣哉。

稻 箩
舅舅 90多岁了，是个篾匠，不知做了多少稻

箩。他说：“一个稻箩两个工。”伐竹、破篾、编制，

全是手工活。破篾是关键，编篾见技术，编一只稻

箩，要胸有成竹。

庄户人家不能没有稻箩，两只成一担，出入相

守，收获满满。常言道，好话说了一稻箩。一稻

箩，沉甸甸，可不少。

稻箩能装。

能装物。

午季到了，麦子黄了；连枷响了，麦杆收了，麦

子堆成一座小山。用木锨装入，一稻箩一稻箩，站

好队，排成排。颗粒饱满，满箩是香。

秋来了，稻黄了。弯下腰，割稻。稻不娇，一

任摔打，脱粒、装箩。一担担，沉甸甸，都是喜悦，

都是温饱。

能装人。

正月，拜年路上。妈妈背着弟弟，抱着妹妹；

父亲，担着稻箩。一头是礼品，一头是我。扁担一

闪一闪，稻箩一晃一晃，悠哉游哉。

装就是“容”。

稻箩“肚”大，容物、容人。

筛 子
“团团圆圆，满脸是眼。够不够格，由它挑

选。”谜底是筛。

生小出野里，自幼在乡间，家家户户都有筛。

有米筛，米筛眼大；有罗筛，罗筛眼小，筛帮篾的，

筛网细钢丝。妈妈会用筛，双手握住米筛边沿，顺

时针，一抖一摇，就是一个大圆；单手握紧罗筛筛

帮，逆时针，一摇一抖，就是一个小圆。

要吃米，先用碓。从粮仓量出稻，倒入石臼，

用力捣。稻壳与米混在一起，用米筛子一筛，米是

米、糠是糠。米煮饭，入口香；糠煮烂，做猪粮。

要吃粑，磨先拉。麦粒进磨眼，面粉洒出来，

粗细不均匀，就用罗筛。罗筛筛的粉，细、均匀。

做成粑，口感好，有劲道。

一把筛子用多年。除了筛，还能晒。豆腐切

成块，发酵；一行行、一排排，晾晒，腌起来，藏起

来。一打开，香飘十里外。

长大后，方知晓，筛就是选，就是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

筛，大智慧存焉。

扫 把
扫把，也称扫帚。

“竹枝一束不须裁，常在家园笑脸开。君若有

情亲近我，江湖何患落尘埃。”山里人家离不开扫

把。“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奶奶每天起得很早，手

中不离扫把。很小的时候，我们也会早起，扫房

间、扫台阶、扫猪圈、扫牛栏。每年腊月二十四，家

里家外打扬尘。大人小孩，分工合理，屋舍整洁，

喜迎新年。

竹扫把体大，扫稻场、麦场、大路，少不了

它。小扫把体轻，扫台阶、屋角，方便。“人来就扫

地，客走方烧茶。”奶奶说，这家女人不贤惠；“花

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奶奶又说，花

径可以不扫，门外路、庭内地，全要整洁，才能看

出主人好客。

扁 担
“长在山上，落在肩上，干活躺下，休息靠墙。”

谜底是扁担。

老家在深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山连着

山，交通不便。柴米油盐，全靠肩挑背扛，离不开

扁担。

父亲当过挑夫，曾往六安挑盐。用得久了，竹

扁担的中间有着暗暗的红色。他后来当了基层干

部，对我们要求很严。他常说：“一根扁担，横竖都

是一，始终如一。扁担的落点在肩，重任在肩。扁

担，知道什么是责任；扁担，知道什么叫担当。”

我长大了，父亲常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是他最欣赏的一副对联。

后来，我远行，父亲送出很远。

他说：“你知道我喜欢扁担，好多

扁担都是竹子做成的。在他乡、

在单位，你要立足岗位，像竹子

那样做人，咬定青山，不怕吃苦，

成器、成才。”

夕阳渔歌夕阳渔歌 王必旭王必旭//摄摄

老家的竹器老家的竹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