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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晚上9:30，我们从合肥瑶海

区钢新苑乘上大巴开始转移，几辆大巴车于

25日凌晨到达相邻一城市的科技产业园。

大家排队开始进入公寓。工作人员已经在等

候，为每个人发放了包裹。大家随后到了各

自的房间。这是一间约60平方米的公寓，我

住在28楼。打开包裹真的被感动了，里面有

百岁山矿泉水，还有烤仙草蛋糕，洗漱用品有

牙膏、肥皂、毛巾、洗发水，就连垃圾袋、抽纸、

卷纸也考虑周全！还有洁白的床单、床罩、枕

头套等。工作人员随即来到我的房间，送上

了一张二维码。要求加入微信群说有什么需

求可以在群里提。这是一座公寓房，空调、热

水器、家具一应俱全，我连接无线网络后，开

始洗漱，就躺下睡了。

隔离隔离 安徽合肥 马政保

第二天七点一刻，工作人员敲门。送来了一包

东西，原来是早餐，里面有一个鸡蛋，两只大肉包子，

一个烧卖，最让人暖心的是牛奶是热乎乎的，显然被

加热过。用过早餐后，我在房间里读书，刷屏。只见

群里有人要牙刷牙膏、要香烟、要降压药、要拖鞋、要

拖把，甚至要护发素吹风机，要志愿者跑腿拿外卖买

香烟。还有人一直在吐槽环境差，为什么别的小区

隔离是住大酒店？第二天早上提供的糯米鸡是当地

特色，有人在群里抱怨一大早吃这个……负责我们

区域的管理员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说，实在忙不过来，

请大家多担待。

我心想，钢新苑小区早晨就在通知转移隔离，这

些人早干什么去了呢。有基础疾病的人，你们常备

的药应该随身携带呀！隔离中的基本生活物品，还

是需要自己带的。应该看到，政府这一次下的决心

之大，动作之快，投入之多是罕见的，旨在取得抗疫

斗争的胜利。可极个别居民，把这当做政府和志愿

者应该的，把隔离当旅游，提出无理要求。政府让我

们集中隔离没有收费，免费提供吃住，特殊时期，大

家需要多多理解，互相担待，而不是抱怨！共同正能

量抗疫，为早日清零，平安回家做好准备！加油合

肥，加油瑶海！

铜钱，在我国已退出流通舞台上百年。然而，在皖北部分农村地区，流传了千

百年的“钱俗”，作为一种传统风情，至今在民间依然传承。史载，秦统一全国后，形

成了圆形方孔的货币形制。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尽管朝代不断更迭，但这种圆

形方孔铜钱，在华夏大地上流通了长达两千多年，民间俗称为“孔方兄”。长期以

来，人们在与钱的相伴相生中，就形成并沿习下来了许许多多与“钱”有关的人文

风情。

皖北皖北““钱俗钱俗””小记小记 安徽合肥 张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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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大地靠近中原地区，历史文化渊

源深厚，民俗事象遗存较多，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民间“钱俗”，就是其中之一。皖北

地区把这种铜钱俗称为“小皮钱”或“皮

钱”，“小皮钱”可能是皖北方言的叫法，钱

币专业上应该叫“小平钱”。“钱俗”的存世

形态，集中表现在人们生老病死的日常生

活中，在一个人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存

在着与“钱”有关的仪式感。比如说：“洗儿

钱”。通常是新生儿在出生第三天，就要请

接生婆“洗三朝”，民间称为“洗三儿”。长

辈送“洗儿钱”。“洗儿钱”除了常见的“开元

通宝”“天禧通宝”等喜庆钱之外，民间还铸

造专门用作“洗儿钱”的花钱，如“十二生肖

钱花钱”，以及“长命百岁”“状元及第”“连

中三元”等众多吉语花钱，寓意孩子健康成

长、长命百岁，并能早日金榜题名。

“帽冠钱”。皖北民间年满十二岁的

男丁一般都要举行“成人礼”，即家里亲人

或整个族人聚集在一起，摆上香案，燃放

烟花爆竹，男孩子穿得通体一身红，就连

鞋子袜子也是红色的，意谓一生红红火

火。家中长者为其戴上缀有一枚方孔铜

钱的红帽子，这个帽子也叫“钱冠”，“钱

冠”上的铜钱，常常选择带有吉祥寓意的

钱币，一般以“罗汉钱”居多。据传说，“罗

汉钱”是寺庙里的罗汉塑像融化铸币，佩

戴这种钱币能够保佑平安。

“门帘钱”。民间闺女出嫁，在传统上

要陪嫁“帐钩子”，“帐钩子”的头端，必须有

三枚或多枚“小皮钱”，意谓“钱串子”“钱成

串”。“门帘钱”的选择为清代的“三帝钱”，

即“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和“嘉庆通宝”，

这三个钱币取其首字谐音，意为“钱到家”。

“压箱钱”。也就是在闺女出嫁陪嫁

的柜子箱子里，摆放一些铜钱，意谓“金

满箱”“银满柜”。“压箱钱”的铜钱种类也

是有选择的，一般是选择“顺治通宝”，意

谓“顺顺利利”“治家有方”！

“门鼻钱”。又称为“柜子钱”“板子

钱”，这种钱一般根据柜子、箱子上锁扣

的大小，选择不同钱径的流通钱币，常见

的有“永乐通宝”“康熙通宝”等明清时期

的行用钱。所以，家里从大门到家中的

各式用具，到处都能看到钱，这也叫“钱

齐家”，寓意能够发家致富，家财万贯。

“房梁钱”。农村在盖房子上梁时，都是

要隆重庆祝一番的：摆香案上香，燃放鞭炮，

请建筑工匠和老少爷们喝“上梁酒”。在上

梁时，传统习俗是在木大梁的两端下面，放

一枚或四枚“小皮钱”，意谓“金玉满堂”。大

户人家，也有悄悄在房梁下面放金元宝的，

为子孙后代留点财富，以备不时之需。

“过路钱”。特指娶媳妇办大事，或外

出做生意，每当走到大路的十字路口时，

都要扔几个“小皮钱”，称之为“买路钱”，

也称“开路钱”。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做

法，也没有什么文化意义，应当摒弃。

应当说明的是，时下的这些“钱俗”，

就像磨剪子、锔锅、补盆等老手艺一样，

虽然在个别农村地区还在延续，但总归

是嗖嗖寒风中的树叶，很快就会被时代

潮流吹成乡愁记忆，在历史的天空中孤

寂飘零。

早晨，孙子上上拉我去小区溜达，没走多远就

被“桂花雨”吸引了，一株丹桂随风滴落花语，地被

染上一层，树上的花随风而落，我和上上刻意立于

树下，让丹桂的花和香淋了个透湿。上上拣花，说

要做桂花糖。上上先是一粒粒拣，之后成把抓。“香

烟洋火桂花糖”这吆喝声早消失了，但上上还知桂

花糖，很是有趣。桂花生命力强，桂花糖自然是消

失不了。今年的桂花因干旱推迟了盛开，应是两次

的花事一起来了，便开得“张牙舞爪”，狂妄得不知

前后，连低低的树干上，也挤出了或金或银的花

朵。上上有些管不住手了，从树干上摘取花朵，还

美其名曰，是摘，不是折。摘桂和折桂是有区别的，

攀枝折桂，是折而不是摘。我随上上的童心走远，

跟着上上，倒是拾取了自己的童心。

国人大爱桂花，文人们渲染得多，也不知出了

多少美文妙句。但较有趣的是，故土有许多用树命

名的村落，如柏树郢、松树郢、栀花树郢等等，用桂

树为地名的却鲜见。为什么？估计桂花树普遍，不

论贫富，哪个郢子的桂花树不曾在秋天飘过桂香？

连月亮上也要植一株虚拟的桂花树，抬头天上见，

低头水里游。桂花成了一种情结，结在人们的心中

久久存留。故土有一处上万亩的园林基地，我不止

一次流连过，这里生产苗木，桂花苗大片大片生

长。记得我问过嫁接桂树的花农，一天能嫁接多少

棵？答曰：手熟的上千棵，一般般的不少于八百。

这些经嫁接而长成的桂花树都是要进城的，如此多

的桂花进城，花季里的香不爆棚才怪。

桂花树是边开花边蹿高的，头年嫁接，第二年拇

指粗细即开花，并且要一直开下去，开到老，这老可

是百年千年的事。我见过故土一称为王的桂花树，

是当年一淮军圩堡的主人手植的，据今百年有余了，

这桂花粗壮有规模，树冠足阴蔽半亩地，花开时分，

整棵树只见花不见叶，香气足足笼罩十里方圆。老

树新花，美美的。这淮军圩堡有个好玩的名字，鸽子

笼。鸽子笼里长着百年桂花树，想来也萦绕过鸽子

的翅膀、鸽子扑扇出的哨声儿。桂花的香有古意，古

意是从土地深处涌现出来的，这香味无须用形容词

来修饰，她是天然的、毫不做作的。过去的乡村，爱

美的女子用桂花油抹头，把香顶在头上，宣示一种天

然的味道。桂花的香还在舌尖上跳跃，桂花糖、桂花

茶、桂花酒，尤其是桂花汤圆，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

西。小时我吃过一种面点，叫麻饼，麻饼里有整朵的

桂花，我总是把它挑出来，舍不得吃，放在枕边，夜里

静静地吸取它的香味，让它浸淫梦乡。

下午去看望妈，妈坐在秋阳下，似是在守望秋

天。我问妈可冷，妈回我，桂花好香。妈间接地回

答了我冷暖的事。有桂香陪伴，不冷的。妈又说：

桂花都快落了，今年的桂花开得好。人闲桂花落，

妈退休多年，算是个闲人了，但妈舍不得桂花的香

味，不知疲倦得吸取桂香，桂香养生又养心。推着

轮椅让妈在桂树下小走，妈腿脚不灵便，在桂树下

总是要停下，反复仰望米状的桂花，欲言又止。我

知道，当年在农村耕作，妈栽过桂花树，给我包过桂

花汤圆，也用桂花树抹过一头的秀发，可如今老人

家已是满头白发。

有那么一天，城被香味弥漫了。是爆炸般的桂花香。霸气的桂花香，赶走杂陈的气味，想躲也

躲不了，可又有谁去躲避这养心润肺的香味呢？桂花成景，桂花的香味是景中景。城中人喜爱桂

花，公家人在路旁、公园植桂，私家人也不放弃，房前、屋后、庭院栽桂，一不小心让桂花的香“泛滥”

了，满城桂花“疯狂”飘香。

满城桂花香满城桂花香 安徽肥西 张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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