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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梦远，昨夜又回乡。梦里又回到双河。我出生在金寨龙潭，上初中开始住校。从那时起，生我养我

的故乡已渐行渐远。双河中学，是我的母校，距离老家约四十华里。那时，高中两年制，上世纪80年代最

初两年在这儿读书。四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母校，称呼变成了老师。在这里田园诗意，教坛耕读，加上之

前的读书时光，我在双河镇生活整整十三年，比生活在老家的时间还多。

桑梓浴霞光桑梓浴霞光 李园居安李园居安

读书的时候，寝室就在双河山南坡的最后一排，白

墙黛瓦的男生宿舍掩映在梧桐树的绿冠之中。宿舍后

面的山坡上有一条斜坡路，通往双河大庙。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学校在家族祠堂或寺庙里的情况并不鲜见，

我读书的龙潭小学就在原来的付家祠堂，双河中学附

近还有个黄鹄寺小学，也是类似。双河大庙一度是双

河镇中校址，也叫大庙初中。镇中在校学生很多，放学

时漫山遍野都是学生，由于双河山东北坡的坡度大，小

孩子们大多是跑下山脚的。等到我回双河工作时，这

里已经是双河大庙了，只是那时，称双河道观的人似乎

多了起来。

在双河中学工作的头几年，我住在山脚下的大操

场边。我的一位形俊中慧的老师，当时已经供职于县

宗教局。一次，老师和他的同仁准备去道观公干，知道

我就住在山脚下，所以叫上我一同前往，那也是我第一

次参访双河道观。我们一行沿着三十六级台阶拾级而

上，跨过高高的门槛，进入巍峨的东岳府，迎接我们的

前任住持张忠芳率一干教职人员边行边谈：“双河道观

鼎盛时期有楼宇九十九间半，外设一宅两院又五十

间。那时的道宫像城郭一样雄踞双河山顶，双河山又

是九龙传珠之地，又称九龙山。这里的东岳府是《隋唐

演义》中东岳大帝黄飞虎的府邸……”

接下来几年的双河，改革开放，日新月异。区镇上

的供销社、食品站、粮站逐步放开，职工分流，大集体企

业责任到人。中学调整了办学思路。道观住持交班。

新住持年轻富有朝气，具有开拓创新精神。上任伊始，

即在观中修建了一座巍峨的仿古塔式观音阁。近年来

又在观里开辟了书画长廊，还新建了一个红色文化教

育长廊。从红色长廊里还真了解到不少曾经发生在这

双河山上的红色故事。这里曾经是新文化传播地，

1910年冯翁亭于双河道观创办明新两等小学堂，后改

为商城县第六小学，学生所学内容除四书五经外，还有

算术等新学科，1925年至1926年洪学智将军在此校上

学读书。1929年立夏节起义后，为扩大马列主义宣传

面，在双河道观建立列宁小学。不止这些，这里也是大

革命高潮时期红色政权所在地和革命斗争发生地，

1929年 9月，境内第一个革命政权组织八乡苏维埃政

府在双河道观成立。

我是在1997年暑假，通过全县教师公开招聘考试

进入县城一中的。这之前一直在双河。结婚时，学校

给我安排婚房，又安排在山坡上的最后一排，就是我们

上学时的宿舍，正好时隔十年，又住回这一排。虽说还

是这一排宿舍，但分配给我的是这一排正中间的两间

房，经过改造，又安装了天花板，配置了厨房和客厅，连

柴火灶台都帮砌好，这里就摇身变成了我和家人的温

暖港湾。山坡东北边，与大庙交界处有一块空地，早已

被学校老师家属垦为了菜园子。

因为这离大庙太近，直线距离不足百米，成了真正

意义上的睦邻。在这里，看多了敬意虔诚的香客，适应

了日日无休的晨钟暮鼓，习惯了氤氲在空气中的淡淡

的硫磺和袅袅的檀香，迷失于大自然的田园诗画以及

在校园里的闲适安逸。在这里六年，成家生子，读书写

作。这里是故事的起源，主人公又是从这里走向远方。

昨晚梦见的庙会还是三十年前的热闹景像。鄂豫

皖三省邻近十几个县的商贩云集这里，都希望赚个盆

满钵满，道路两边全是用帆布搭成的临时商铺，里面堆

满各种商品。庙会也是一个赶集的好日子，街道上人

群熙熙攘攘，香客们总是带足盘缠算计着要买回去的

家私，并且他们总能淘到他们心仪的宝贝。马戏团也

会来凑热闹，巨大的伞形帐篷，高高挂起的幡是他们的

招牌，刺耳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夸张的节目内容招

引香客。我也陪老家来的客人看过马戏表演，当我看

到演员们的高难度危险动作时，我总是把目光看向别

处，我不忍心目睹他们的艰辛与危难。我在双河的那

些年，乡里乡亲总会在这时来我家带来板栗花生，还有

软糯的红薯干等各种农家小食。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科技发展如此迅

猛的大环境下，庙会也会与时俱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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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事，大伯母又来了。再不是以前那个走路带风、高声大嗓的伯母，而是步履缓慢、说话轻声的

伯母，但做事依然踏实，吃苦耐劳，整日待在厨间忙忙碌碌，烧锅做饭。就是吃饭也不上桌，搛点菜自个在

厨房吃，吃好又在厨房忙碌，很少看见她闲闲坐着。

大伯母大伯母 崔志强崔志强

大伯母是吃过苦的人，四个男孩、一个女孩，五个

子女拉扯大挺不容易的，两个小男孩又调皮，常惹事，

打打闹闹，免不了这家上门那家上门，大伯母赔尽不

是。大伯脾气又躁，动辄发火，让大伯母受尽委屈。但

大伯母从没想过离开这个家，而是任劳任怨，始终如老

鸡护着鸡雏样维护着这个家。现在这个家终于熬出

头，子女都成家立业，调皮的两个男丁也有了自己的家

庭和事业。但大伯母并没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感觉，

没有做甩手掌柜，而是仍操持这个大家，子女有事一请

即到，好像仍是她的事，就是亲朋好友家里的红白喜

事，她也当做自家的事，义不容辞挑起担子。我们兄妹

三个结婚、父亲的丧事，都看见大伯母忙碌的影子。

她做的菜很好吃，色香味俱全，典型的徽菜风味，

望着就有食欲。现在每天二三十口人的饭菜，让大伯

母很费了一番心。从采买到择菜、净洗再到烹饪，都是

大伯母一人安排，有时亲力亲为，但都有条不紊，有声

有色。但大伯母毕竟古稀之人，劳累一天到晚上的动

作就迟缓多了，刀一下一下起落，步子更缓了，但她从

不言苦，直待到席散人走，她才歇息，第二日又复如是。

以前大伯母我很少接触，我不喜串门，性懒，不了

解大伯母这个人。我们家族是个大家族，大伯、小叔、

三叔、四叔、大姑、小姑和父亲，一共七兄妹，又各自繁

衍出一大帮子女，如果全部聚会，我想抵得上一场小型

婚宴，家族事情可谓多矣，但一旦有事，大伯母是必到

的。一个识字不多的女人虽然讲不来宏篇大论，但她

的行动却诠释了一切，我很佩服大伯母。

大伯母是个安静的人，家族有事聚会，她除了忙碌，

还是忙碌，很少言辞滔滔。但她做人工作却是如春雨化

物，叔伯弟兄、姑嫂妯娌就是孙辈间有不快有龃龉了，她

被请去前去劝解，虽然语声不大，言辞不宏，但最后都破

涕为笑，块垒消解。也许源于她的方式，她的阅历，更源

于她的人品，她宽宏大量、设身处地，总是为别人着想。

大伯母是个素朴的人，穿着一年到头好像都不变，

栖身的老房也是几十年不变，三间平房，待在老街一

角，采光不太好，大伯母和大伯结婚时就栖居于此，虽

然子女想让她搬迁或翻建一下，但她都不愿意，说这样

好得很，其实心里是不想费钱，麻烦子女。好在大伯母

身体无恙，虽然很削瘦，但无大毛病。

心善、辛苦的人应有美好的人生，大伯母的人生也

是她亲手绘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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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生活跳支舞我为生活跳支舞
刘海燕刘海燕

我时常回想，如果四十三岁生日那天，我没

有遵从内心的召唤，而是更多地考虑别人的意

见和外在的评价，放弃为自己报舞蹈课，也许我

此生真的就与舞蹈绝缘了，也不会体会到活出

自我的快乐与自信。我是一个七零后，大概从

三四岁起就开始收听中央广播电视台的小喇叭

节目了，也是从节目里我学会了唱儿歌。那时

我们村上只有一台电视机，每天定时定点播放

新闻联播和电视剧，我没上过幼儿园，所以压根

不知道“舞蹈”是啥，但只要“小喇叭”里播放儿

歌，我就会身不由己地跟着节奏自由晃动，全身

心融入在悠扬婉转的歌声里。

第一次认识舞蹈是来自于语文老师办公

桌上的一本彩色的杂志，那时我读小学二年

级。杂志封皮上的女孩深深地吸引了我。女

孩高高挽起丸子头，穿着轻盈蓬松的紫色纱

裙，精致的脸庞微微扬起，两支纤细白皙的手

臂，一只高高抬起，另一只与肩膀平行；一只脚

轻轻踮起挺拔的身姿，另一只脚跳跃在半空。

我问老师，这个女孩在干啥？老师说，她在跳

舞，这是芭蕾舞。我盯着女孩的眼睛出神，心

里百感交集，原来这是跳舞啊，好美啊，从那天

我萌生了学跳舞的想法。

那时村里条件不错的家庭已经开始利用暑

假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了。我二叔家的两个孩

子就在县里体育场文化馆学习武术和美术，令

我羡慕不已。于是我央求母亲让我去县里学舞

蹈。父亲风里来雨里去地卖豆腐，母亲隔三差

五生病，家里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经不住我的反

复恳求，母亲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于是带着我

去舅舅家里问问我能不能学舞蹈。因为舅舅是

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在县里有体面的工作，他的

话在母亲心里很有分量，也决定了我能不能去

学跳舞。

舅舅建议我暑假好好把语文课文背一背，

多做一些数学题，先把学习成绩提上去。我心

里沮丧极了，太渴望跳舞了。于是我学着电视

上的舞蹈演员当众给大人们表演劈横叉，结果

胳膊腿太硬没拉开，一屁股歪倒在地上。

为什么我会在四十三岁那年又重新萌生跳

舞的想法呢？最主要个人身体健康问题，四十

岁是一个尴尬的年龄，年轻人觉得你老了，老年

人觉得你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对家人只能报

喜不报忧，难的时候只能硬撑着。随着体检报

告上问题的逐渐累积增多，使我意识到再不注

重健康问题，以后身体状态会更不好。

每年生日，我都会为自己送一份礼物，四十

三岁也不例外。那天我翻看手机又见到了那个

紫色纱裙芭蕾女孩，我的心像被电击一样瞬间

坐起来，灵机一动我还是想学跳舞。但芭蕾不

适合中年的我，胳膊腿都仿佛禁锢在条条框框

里，想要跳舞还是从零基础开始，于是我本着出

行方便的原则，在附近的舞蹈室为自己购买了

一节中国舞试课。

试课那天我没有舞鞋，没有舞服，只有一颗

喜欢跳舞的心。当音乐响起时，我跟随着舞蹈

老师慢慢模仿，镜子里仿佛看到了年幼时在姥

姥家的土炕上练习劈横叉下腰，在麦草跺旁练

习倒立，在盛开着蔷薇花的小路上独自跳舞的

小女孩，她冲我微笑，我却满含热泪。

随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