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15百味20222022年年55月月1616日日星期一 编辑星期一 编辑//江亚萍江亚萍 组版组版//李 静李 静 校对校对//刘 洁刘 洁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门口塘，就是家门口的池塘。它在屋场的西南端，

准确地说，位于旺桃伯伯家的门前，如一个大大的汤

匙。旺桃伯伯家的房子西南角，有一片小小的毛竹园，

毛竹园就紧贴着“汤匙”的腰身。在皖西南的农村，池

塘的主要功用就是为农田蓄水，几乎每个屋场都有。

石家大屋也不例外，因田多且分布较散，祖辈们开挖出

了荒塘、大塘、陈弯塘、连二塘和门口塘。荒塘、大塘、

陈弯塘、连二塘离屋场均有些距离，唯有门口塘在村民

们的眼皮子底下。屋场上的人洗衣洗物，就近，首选的

自然是门口塘，哪怕是后来养鱼，也是如此。有全屋场

的人盯着，鱼当然没法被偷去。到年底了，队上（现在

的村民小组）捕捞，每家每户都能分上几条。这是二十

多年前的事，现在，门口塘荒废了，村民们都搬走了，昔

日的屋场被机械平整成了一片撂荒的耕地。

印象中，门口塘里的水并不清澈，有些混浊，远比

不上皖南山区里的水，但它养出的鱼肥，灌溉出的作物

年年丰收。从水的来源看，它吸纳的多是雨天屋瓦沟

里流下的水。到了最干旱的季节，门口塘快要见底的

时候，村里的人按照政府部门的统一调度，从河道里引

水进来。河道里的水，是从太湖县的花凉亭水库里放

下来的。它年年拯救了稻禾，拯救了门口塘里的鱼虾，

使五谷丰登，让屋场上的炊烟袅袅不断，让孩子们的快

乐年复一年。

那时，门口塘是我们农村孩子夏天的嬉水之地，但

必须在父母的监督之下，否则，一旦被发现，将会受到

重重惩罚。十二岁的陈林就吃过亏，险些丢了性命。

一个夏天的黄昏，陈林和先松背着父母结伴到门口塘

游泳，不会水性的陈林一脚滑到了塘底，水瞬间漫过他

的头，漫过他向上乱舞的双手。这一幕被巍巍的父亲

小林看见了，好在小林就在不远处的家门口歇息。他

刚从田里挑一担稻子回来，见状，便飞也似地跑到塘坝

上，跳进塘里，一把抓起陈林的头发往上游，这才把在

死亡线上挣扎的陈林给救了回来。从那以后，父母对

我们的看管就更加严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只能在门

口塘上头的水沟里捉捉鱼。门口塘每次从河道里引水

入塘的时候，就有许多鱼儿逆流而上，我和庆龙常常兴

奋地在放水沟里用砖头垒起小埂，将小网兜固定在那

里，不到半天，许多小鱼儿就钻入了网兜。

多年以后，屋场上的人陆续外出打工，稻田开始荒

芜起来，起先还有部分老年人耕种，后来，老人们失去了

体力，耕种不了，稻田抛了荒。特别是屋场上的人集体

搬迁后，门口塘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蓄水、灌溉、养鱼，已

埋入烟尘。它虽然还是石家大屋的一部分，但它仅仅是

一口水塘而已。上次回去，行走在门口塘的塘坝上，只

见半塘水盛在塘中，塘的四周垃圾遍布，显然长时间没

有人清理。一阵凉风吹来，塘中心的水面被吹皱，如一

个长者的脸面，呈现出岁月的粗糙。门口塘彻底的败退

了，它在现实中终究输给了时光，像一个看透了世事的

长者，用空荡荡的胸腔承接着露天的雨水，缄默。哪怕

是风来雨去，也不言不语，如谜一般，藏着人间烟火。

门口塘是哪一年开挖的？我不知道。听爷爷说

过，他的祖父小时候就饮过这塘里的水。也许，从石家

大屋存在的那一天起，它就与之相存。或者更早，它就

以一个小水洼的形式存在于那里，后来经过多次的开

挖、筑坝，才形成我小时候所见的模样。它喂养过多少

人？喂养过多少牲畜？门口塘很清楚。如今，我们回

过头来，重新走上门口塘塘坝，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叛逃

者——门口塘不追究。在我眼里，它把天地和世道看

得透透彻彻，看出了风轻云淡，生死从容，一切都不去

说，一切也不值得一说。

曾经在肥西紫蓬工业园里，看到一种从草本植物

中提取的精华液，经过多道无菌工序加工制成的面

膜，深层护肤，效果好，很受市场青睐，每张售价高达

100元，技术员还特意赘述一句，面膜不再是女人专

属。带着疑惑，偶尔在商场化妆品专柜驻足，售货小

姐笑盈盈地向我走来，我故意问道，有推荐的面膜

吗？她熟练地拿起几款产品给我介绍，并且把销售记

录拿给我看，证明是热销产品。说话间，走来一对中

年夫妻，小姐忙问，是先生还是美女需要？当得知是

那位先生时，她熟练地取出一款说，你家先生一直用

的都是这一款，前几天才到的货，产品紧俏，容易断

货。先生拿在手里说，还是会员价吧？小姐笑着说，

老客户了，谁敢多收你一个子啊。边说边给先生打

包。我对那位技术员的话不再质疑。

闲暇时间，在锻炼身体的选项中，我喜欢走路，外

出购物，半小时到达的范围我都是选择步行。有一

日，走在经开区一段五彩的塑胶步行道上，走着走着，

前面被几个铁栅栏挡住去路，抬头一看，是在剖路，漂

亮的步道被挖开一米多宽，七八米多长的口子，我心

生疑惑：怎么允许这样做？光天化日之下，或许是得

到了批准。又过了几日，我有事路过这里，特地留意

那条绿色和棕色相间的人行步道，上面已被填上了一

条灰色的水泥且十分粗糙，像风姿绰约的美女身上的

花格子衣服打上了一条不规则的补丁，大煞美女颜

值，直叫人心疼。还是在这条路上，有家单位同样在

人行道上挖开一道好几米长的口子，不过没有挖深就

此停摆，我很纳闷，路人告诉我：可能是被阻止了，但

也要恢复原样呀！我想想路人的话，有道理，可一件

漂亮的衣衫撕破了又怎能恢复原样？这倒让我想起

了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有家居民楼要改装自来水，

居民们为节约开支，请了民营的小公司做，当开挖到

一米深时，管辖的自来水公司不知为何反悔，又不同

意民营公司做，于是派人前来干涉，要求停工，由他们

接管，民营公司收拾工具返回，不巧，晚上有一老太太

路过这里，跌进坑里，摔坏了腿，要求赔偿，两家公司

都不认账，打起了官司。这开挖又不复原的路面，要

是伤了人家的腿，这家单位肯定是跑不了，但阻止了

此事停摆的机构肯定也是跑不了的，因为他没有尽职

尽责。

翡翠路旁近年来栽植不少四季花品，五颜六色的

月季、黄白各异的蒲公英、粉紫色的杜鹃，还有金鸡菊

以及各色应时草本花卉等，深受路人喜爱，驻足留影

的人甚多。一日晚，路过这里，发现一妇人在花丛中

跳舞，我感到奇怪，走后仍回头观看，她见没人，蹲下

身子，我驻足片刻，发现妇人手捧一大捆金鸡菊走了

出来。原来她在花丛中蹦跶是掩人耳目，居然干出这

种勾当！

住在合肥，没有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徽园，它曾

经是合肥的地标，如今虽然不及芳华之年，但其周边

的群众围绕徽园四周宽阔的步行道锻炼却形成习

惯。每到夜晚，这里慢跑的、快走的、散步的、健身的，

老夫老妻的、相亲相恋的、青年夫妇带孩子的，人头攒

动，好不热闹，与锻炼人群挤着凑热闹的还有不少机

动车辆，偏偏就直挺挺地停在人行道上，像一条大狼

狗挡住来往人群，令人厌恶却又不得不绕行。

于是，我就想：既然面膜可以有祛除疤痕、美润容

颜、修复肌体的功效，城市的管理者应该要强行向那

些不守规则、不讲公德、不知羞耻、心灵肮脏的人，时

常推荐自费做做“高档护肤面膜”，清除他们内心深处

的积垢，免得给城市留下太多的疤痕！

儿时的记忆中，在乡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用泥土或

者石块围成的小院，院子的样子大同小异。我们村背倚

一座小山，可以算作是一个山村，所以最不缺的就是石

头。村民们就地取材，造屋建院用的都是从山上凿下的

石料。那时，各家各户的院墙砌得都很低矮，院子的面

积也不大。因为院子小一点，建造起来既省工又省料，

计划经济时期，村里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不富裕，筑高墙，

修大院，既没有那个能力，更没有那个必要。

邻居格奶奶家倒是有个大院子，原因是她家有村

里唯一的一盘石磨，村里谁家要是磨面了，都要到格

奶奶家。既然是一个制造面粉的“车间”，那院子决不

能太狭窄，如果院子太小，不但磨面的大婶大娘不满

意，连拉磨的那头小毛驴也会因为施展不开自己的身

手而有意见。屋子狭小低矮，院墙粗笨残缺，这在当

时是乡村最常见的风景。

就像老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

院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不论你走进哪个村

落，映入你眼帘的除了高大宽厚的农家小楼，就是颇

为阔气的深墙高院，那院墙的材质也不再是单纯的泥

土石头，而是采用了时尚的砖混结构，显示出豪华阔

绰的时代特质。有的村民还在院墙贴上优质的瓷砖，

远远地看去，颇为大气磅礴。

我家也有一个院子，不过它还和很多年一样，一

如既往地小巧玲珑。因为院子小，周末了，儿子从城

里开车回家，只好把车子停在门前的小路上。去年秋

收季节，我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想把承包地里的玉

米棒子运回家，起初还可以把空车战战兢兢地开出小

院，可是想把载满玉米的车子开进来就大费周折了，

在经过好大一会瞻前顾后闪转腾挪之后，才好不容易

把三轮车请进院子。不过，我家的院子虽小，院子里

的内容却颇为丰富。

院子里有树。我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喜欢种树，我

受父亲影响，也喜欢树。一个不大的院子，我栽植好

几棵树。它们中有常绿的枳树、冬青，也有落叶的皂

荚树和法梧树。这些树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那棵

枳树，它原先是我从同事家里找来的一棵树苗，才四

五年的时间，身材已长到两层楼那么高，枝叶也是出

乎意料的粗大肥硕。

枳树是南方橘树的近亲，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很

难分辨出哪是橘树，哪是枳树，因为二者的叶片、果实

几乎一模一样！枳树的果实，在我们这里有个很特别

的名字叫狗尾巴蛋子，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可见大

家对它的态度和认知。不过，果实不能食用并不影响

我对枳树的喜欢，它能一年四季葱绿在我的小院里，

本身就是一种最美的风景。

院子里有菜。中学时，读过散文家吴伯箫的一篇

作品《菜园小记》，文中的那一句“种花好，种菜更好！”

至今还记得。不过，在小院里种几畦菜，象征意义远

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现在食品安全是人们茶余饭

后最热门的话题，农药超标、化肥超标、食品添加剂超

标，很多舌尖上的东西都存在不安全的因素，但这不

是一个平民百姓自己能解决的难题，怎么办？那就试

图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沼中拯救出来吧，可是

这又是怎样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过能种一点就种一点，一种心理上的疗伤，有

时也很有用。

城市的疤痕
■ 安徽肥西 查鸿林

我家的小院
■ 安徽宿州 张升平

门口塘门口塘
■ 安徽池州 石泽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