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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WANGSHIYOUYOU
安谷则生，绝谷则亡，饮食自

倍，肠胃耐伤。 ——《养生要诀》

往事悠悠征稿啦

悠悠往事，总在心头。提起笔，记下那

件事、那个人、那段岁月.....往事悠悠专版欢

迎投稿。我们不要文采斐然、不要辞藻堆

砌、更谢绝抄袭；原创的，真实的，都是美好

的。提醒：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包含邮政

编码。2015年刊发的文章，没能收到稿酬

的，麻烦联系478702039@qq.com。

高考看榜
合肥□张武

1995年,还没有高考查询热线。考完后，老师就说，25
号之后再来学校看分，到时候教学楼前会张榜公布。

25号那天，父母一大早就把我送到车站，一再安慰我，记
住了，看完分快回来，我们等着你。在车上碰到一位也是到
城里看分的校友，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一位高考战线上的
老同志，今年已是第三个年头。“老同志”不愧是老同志，一
副老大哥的样子对我说，没什么紧张的，反正又死不了。

就这样跟“老同志”一路聊着，离学校大约还有五百米
的地方，“老同志”的步子突然慢了下来，好像若有所思。
我说你没事吧？他说，哪能呢，我们从现在开始跑吧，就当
是一百米冲刺，教学楼前面就是我们的终点。于是，我俩
就撒丫子在大街上飞跑起来。刚开始的时候，“老同志”速
度明显很慢，我想“老同志”毕竟“老”了，关键时刻还是心
里发虚。但到了距离学校还有五十米的地方，我才发现我
的猜测是错误的，“老同志”突然像一头挨了一鞭的小牛一
样呼呼地冲了上来。我不敢怠慢，急忙屏住呼吸，紧随其
后，闭着眼睛一口气跑到教学楼前面。

榜是贴出来了，不过想看清楚很难，教学楼前已围得
铁桶一样，全是来看分的学生和家长。“老同志”个子高，只
顾自己踮着脚向里面张望。我围着人群转了好几圈，瞅准
了一个叉腿站着的人，一闭眼就从那人的双腿中间把脑袋
插了进去,我趴在地上,眼睛扫描全榜，先是找到了“高三、
二班”一栏，然后迅速从第一个名字开始寻找，当最后一个
名字落到我眼里时，我的脑袋轰的一声就炸开了。完了，

没有我的名字，我落榜了！但转念一想，不可能，考不上本
科也应该能考上专科。我静下心认真把榜上名字从头到
尾读一遍，发现本科的最后一个是：“张斌”。我们班里没
有张斌这个人，会不会是写错了？“张斌”会不会就是我“张
武”？我心里一阵激动，索性从那人双腿中间钻了出来，我
站在榜前指着“张斌”这个名字大声问道：“张斌是不是张
武？张斌是不是张武？”我一连问了好几遍，没有人回答
我。我冲开人群就往班主任家里跑，刚跑到教师宿舍楼前
就和班主任撞了个满怀。班主任一看是我，就乐了，“我看
你小子是不是考上大学激动晕了，乱撞什么？”我一听这话
可真有点晕了，急忙问：“张斌是不是张武？”班主任一下就
被问愣了。我把刚才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班主任
说：“可能是写榜的时候写错了，我马上叫人改过来，不过
也无所谓，反正你已经考上了。”说着把成绩单给了我。

我拿着成绩单向外跑的时候又碰上了“老同志”，他好
像情况不太妙，脸上的汗珠由原来的一小粒一小粒变成了
一大颗一大颗，直滴到刚做的新裤子上。我问他你怎么样？
他说这次我又没戏了，不过不要紧，我的一个哥们考了八年
才考上，我才三年，这算什么？“老同志”很勉强地笑了一下。

当时我也顾不上“老同志”如何感受了，先是跑到在县城里
工作的叔叔家里向他们宣布了这一重大消息。那天一向滴酒
不沾的我竟也狂饮了两瓶啤酒，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我也渐渐
习上喝酒，却再也没有喝出那天的味道。下午，我在酒意中坐
上了回家的汽车。走到村头，发现父母已经等我多时了……

重影

□石泽丰

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大姨
老了，她老了这么多年，一直在老，如今实
在老不动了。前几天，母亲打电话来说，她
去了另一个世界。放下电话，我有些难过，
毕竟她是我的大姨。她这么一走，我的心
里有点失落，因为她长得太像我外婆，脸膛
宽宽的，个子高高的，言行举止都很像。外
婆去世有二十年了，只要看到大姨，我就感
到外婆还活着。

外婆生了六个子女：大姨、大舅、我妈、
二舅、小姨、小舅。听说外公在小舅五岁时
就去世了，是外婆一手把六个孩子拉扯大
的，她守着寡，守着贞洁，用从产生队里挣来
的工分和从土地里辛苦刨出的钱，给六个孩
子分别成了家。直到儿孙绕膝，这个裹着小
脚的女人，坚强地走过了她人生八十年的光
阴。她去世的那一年，我二十三岁。

清苦的日子更能使人感受到亲情的存
在和看见某种重影。外公和外婆实在难以
维持生计时，他们把只有两岁的母亲抱给
别人做童养媳，八岁的大姨哭着要留下妹
妹，她说她会带好妹妹的，可是日子太贫困
了，就在大姨去山上砍柴的那个下午，外公
和外婆含着泪水，对前来抱母亲的人说：

“你们快点抱走吧！”残酷的事实让大姨哭
了好几天，在抹干眼泪后，她找过妹妹好几
天，无果的结局，大姨伤心欲绝过。

岁月不停地抖落下尘埃，试图把往事
深埋，可是，风总是不经意地吹拂着这些尘
埃，让往事重现，往往这个时候，记忆就像
一束光，照出了生活的重影。

我年幼时，家庭依然贫困，用杂粮稀饭
充饥成了我童年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唯
有去了外婆或大姨家，生活才稍有改善。
记得每次我过去了，她们都会从米缸里摸
出用来换油盐的几个鸡蛋来，煮给我吃。
大姨对我的爱，就像外婆一模一样。说实
在的，大姨的日子过得比我母亲好，大姨夫
会捕鱼。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湖叫
黄湖，大姨夫与大舅和小舅三人合伙开大
帆船，常年或捕鱼，或在湖上帮别人运柴
草。母亲说，我家穷的时候，大姨和外婆不
时地背来几斗大米，怕我们日子过不去，饿
着我和姐姐。

在我印象里，大姨有一句“真是可耻！”
的口头禅，这也是外婆常用的。每每在母亲
好面子，谦让着她们给出的帮助时，大姨会
板着脸对母亲说：“你真是可耻！”意思是叫
母亲要接受她的帮助，姐妹之间，犹如手足
之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一回，大姨
夫挑回满满一担鱼，我和母亲正好在大姨
家，大姨待姨夫卸下肩上的扁担后，找了一
个大竹篮，装了满满的一篮鱼给母亲，要她
带回来，或腌或晒着，留着煮给我们吃。

艰难的日子终于画上了句点，外婆拖
着她的儿女走过去了，父母带着我和姐姐
走过去了。如今，时光却没有停止它的脚
步，它催老了外婆，催老了大姨。这回，听
到大姨走了，那些往事又在眼前一一浮现。

安徽书坛，有一位书法家江涤华，他出身书香门第，书法
功底深厚，尤其是楷书，公认为翘楚。他性格沉静、朴实，默
默地在书斋读书、写字，尤其钟爱写一写《心经》，一写就是六
十多年，窗外花开花落、院外喧嚣繁杂，与他无关。

江涤华1937年出生在铜陵，祖父是清代拔贡生。所谓
拔贡生，是清朝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经过
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江涤华从小在私
塾里诵读经典，并在家人和塾师指导下写蝇头小楷。

数十年岁月，江涤华在王羲之、怀素、孙过庭等人的经
典碑帖中心追手摩，悉心领悟。他的篆隶，朴茂生动，行、
草书融有篆隶遗意，骨力雄健。他的楷书成就最大，写得
雅正端庄、恬淡俊秀。加之他博览群书，文学、哲学、美学、
宗教的书籍都广泛猎取，学养融透在书作之中，韵味悠
长。当他一卷卷楷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长卷打
开，你自然是震撼，其间渗透的耐力，让人赞叹。

因为成就大，江涤华很早就加入中国书协，是安徽书协
首届理事。他最喜爱倾听诵读经文的韵律，他最爱寺庙的
安宁气息。也因此，他最钟情楷书《心经》、《金刚经》的书写。

《心经》是阐述大乘佛教中空和般若思想的经典，是所
有佛经中翻译次数最多，译成文种最丰富，并最常被念诵
的经典。历代名流都喜爱拜抄《心经》。《心经》适宜楷书书
写，并且要求书写者功底扎实，心态平和，淡泊情怀，才能
写出《心经》的静穆气息。《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
5000 多字。江涤华书写的《金刚经》册页或者手卷，每卷
长 8～10 米，无错字、漏字、涂改字，可见其心的虔诚与清
静。他的楷书《心经》、《金刚经》走进港澳台及东南亚地
区，为寺庙及大德高僧收藏诵读。

年近80的江涤华，心态平和，淡泊情怀。他在花开花
落中，守着传统，守着自我精神，我手写我心，为我们带来
心灵的肃静与艺术熏陶。

一辈子与《心经》结缘
合肥□周玉冰

当你步入皖南山区南麓之时，群山起伏，连绵不断，绿
色如屏，一条条盘山公路，蜿蜒屈伸，如一根根巨绳一头系
着清静的乡村，一头扣住热闹繁华的都市。

快过年了，乡村里的长辈，在家忙开了。腊八节，要清扫
庭院，煮腊八粥，俗话说，吃了腊八粥，百病都消愁。到了十
二月半之后，当地乡村还要打年糕，印米糕，作为亲人孩子回
家的见面礼，或为新婚新人，或新生儿，准备的“发始”。这是
出外打工仔建立新家庭者蓄慕已久的，意寓步步高升。

家乡过年还要做冻米糖的，最让人思绪难忘的是七八
十年代，那时候粮食紧张，秋天玉米成熟之时，熬玉米杆糖
是一件棘手而风风火火的事。玉米掰完之后，农家子弟在
白天，用砍刀砍玉米杆运回家，晚上用铡刀将其杆切成玉
米杆片，再用铁杵在石臼捣烂。

次日，天刚蒙蒙亮，就煮蒲沥水。蒲水数量多，就会分
成两锅煮，嘴馋的小孩要等着喝糖汤，从下锅就等，有的时
候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忙里忙外，脚都站累了，等来的糖
汤还不甜；有时候，要试糖汤是否甜了，肚子都喝成蜘蛛肚
了，还不见熬好。

父亲说，玉米杆糖熬好的火候，糖滴在碗里不分散，就

算熬到功了。这时的玉米杆糖，是不会轻易给孩子喝的，
因为一瓢糖需要几十斤玉米杆，有时半亩地，也只能熬七
八斤水糖。

那时，我觉得玉米杆糖最好吃的，为了得到父母的赏
赐，性格变得很温顺，很乖巧。后来，我又觉得熬玉米杆糖
太劳命伤财了，常是将砍了半月的柴禾都烧光了。现在，
只能成为回忆，家乡的冻米糖香而甜，也有点酸溜溜的，至
今难以忘怀。

家乡过年还要做糯米酒，一般有经验的长辈在冬至过
后才做糯米酒，这腊月做的米酒，叫腊酒，可以储存到次年
夏季饮用，农家称老少适宜的上乘“保健酒”。这是出门在
外从家乡带去饮用的最佳保健品。

杀猪宰羊，大闹一场，家乡过年要宰肉猪，这是农家习
俗。腊肉清香，可延时储存，招待不定时上门的贵客；腊
腿，精肉红里透香，是提高蔬菜品位的首选肉类。一年忙
到头，守候在大山里的老人倚在门前，坐在路口，喃喃自
语，冻米糖做好了，糯米酒也做好了，腊腿也腌制了，回家
来过个年吧。一句句朴实的语言，孕育着长辈们365天的
浓浓爱意，盼子女回家过年的深深团聚之情。

守望家乡年味浓

黄山□方辉利

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