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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文苑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今日来宁，夜游秦淮河。因我在年
少时，受到了朱自清老先生的“蛊惑”。
那时，在路边书摊上租的一本书里，看到
他写的一篇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的
散文。他把秦淮河描写的如梦如幻，曼
妙迷离……特别是“那汩汩的桨声和那
水波上晃动的光影，总会令人联想起年
少时邻家女孩那笑脸上羞涩的红晕，是
那样的令人怦然心动和充满无尽的遐
思! 也透着一种无以言说的意境……
正是这意境一直在怂恿着我要来宁一游
的。

带着期盼和憧憬，我来到了夫子庙
书院游船码头。放眼望去，倒是见了不
少大大小小的游船泊在码头上，却总也
看不出哪条像朱老先生笔下描写的“七
板子”。倒是大船颇有几分仿古的韵味，
但也都光秃秃的没了船桨。为了追寻朱
老先生描写的那“桨声灯影″的意境，我
一直等到华灯初上才买票登船。

船仓里早已坐满了游客。说笑声和
手机铃声一直不绝于耳。船上就一个服
务人员，既当船长又兼舵手。当这位船
长兼舵手说了一声“开船了都坐好”后，
电动桨便推着游船迅即前行了……游船
所经过的两岸边，早已是灯火通明了。
河水“呼啦啦”地从船舷两侧划过，岸上
的景物也来不及细看便如走马灯似地向
船后移去。船上的播音喇叭一直不厌其
烦地介绍着各景点的前世今生和人物掌
故。狭小河道里的游船"川流不息"!往来
的游船相互激起的浪花真是有点儿波涛
阵阵的感觉。那两岸边投射在水面上的灯影何止是晃动，简直
就是在跳动！加之船速有点儿快，那投在船舷旁的灯光倒像飞
速流动似的，映在河水里的光也被折射出耀眼的光亮，以至于
使人思绪越发僵硬了起来。

船上的游客们，一边说笑着，一边用手机四处拍摄。当游
船返回时，我真希望能看到朱公笔下那个穿白底花格衫卖唱的
女子。虽然那女子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卑微的，但我觉得这秦
淮河上少了她们的身影，总让人感觉有些失落。那个时代的歌
女在当时虽然卑微，但她们却有一颗爱国的心。

怅然之间，已结束了行程。我依然想念着朱公笔下的秦淮
河，想念那意境优美的桨声，还有那迷离的、如邻家女孩脸上泛
起羞涩红晕般的水波光影，更想念那穿着白底花格杉卖唱的女
子……我想，那时的秦淮河是一帧淡彩轻染的写意画，而如今
的秦淮河则是一幅纤毫毕现的工笔画了。至于那汩汩的桨声，
和那在水波上晃动的光影，则如同六朝金粉一样，永远沉淀在
秦淮河遥远的记忆里。

钥匙作为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工
具，在任何年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我可以断言，每个人与钥匙都会有一段
难忘的故事，我也不例外。

夏日的夜晚，我和二姐在门前乘
凉，二姐喜欢让我猜谜语。有一次，她
给出的谜面是：“个儿不算大，帮着人看
家，身子用铜打，辫子门上挂”，让我猜
出家里常用的一物，我略加思考后，一
口说出了是“铜锁”时，二姐夸我真聪
明。

是的，说到钥匙，锁是绕不开的话
题，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记得
我小时候，家里有一把老铜锁，据说是
祖上传下来的，长长的约有十厘米左
右，呈半框型。除了锁扣等经常磨损的
地方呈金黄色外，其余部分都是褚灰
色，仔细看才有星星点点的古铜色。钥
匙比锁略短一点，也是铜的，呈钥匙弯
型，除手柄显金黄色外，其余部分也都
是褚灰色。现在想来，无论是锁和钥匙
都有着深深的年代感。

印象中，这把老铜锁只有一把钥
匙。每次家里最后一个出门的人，会将
门上锁后，把钥匙放在一个相对隐蔽的

地方，只有家里人才知道这隐蔽
之地，或在厨房的灶台上，或在
门头洞里，或在屋檐下。钥匙放
下后，会在上面放一只碗或一个
瓦片之类的东西作为掩体。谁

先到家谁会到这些地方找钥匙，从来没
有出过岔子。想不到的是，在我身上却
出了一次岔子。

那一次父亲、母亲、哥哥和姐姐一
大早就下地劳动了，我上学时将门锁上
后，却忘记将钥匙放到了家里知道的秘
密地方，随手放到了书包里。家人们中
午回来后，把平时放钥匙的几个地方都
找遍了，也没有发现钥匙，急得团团
转。父亲到家后，果断地到邻居家找了
一只小锤子，三下五去二地将老铜锁砸
开了。

晚上回来后，二姐问我早上锁门将
钥匙放哪儿了，害得全家人进不了门。
我先还想狡辩，直到在书包里找到钥匙
时，一下子蒙了，当看到被砸坏了的铜
锁时，心想这下闯了大祸了。当我做好
挨揍的准备时，想不到父母并没有追究
我。母亲说：“赶明天请后庄上的瘪嘴
铜匠修一下，重新再配一把钥匙”。父
亲不吱声，将坏锁拿过来倒腾一番后，
锁又好锁了，不过不用力一拔，锁不要
钥匙也能被打开。父亲说：“门只挡君
子不挡小人，锁也一样，只要有小偷想

偷东西，再坚固的锁也能打开”。从那
以后，我家一直用那把不要钥匙就能打
开的坏铜锁，不过这是我们全家人的秘
密。

也许我犯过与钥匙有关的错误，对
钥匙特别敏感。在学校，看到老师裤腰
带上总挂着一串钥匙，每次上课时，在
教室走道里来回踱步，他腰间的一串钥
匙就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我发现老
师的钥匙有大有小，有铜的，有镀镍的，
还有一只精致的指甲钳子。老师的那
串钥匙总能勾起我的好奇心，好像每一
把钥匙都能打开一个秘密的世界，肯定
有一把是办公桌抽屉的钥匙，我们每次
的试卷就是其中的某一把打开的。我
曾发出奇怪的想法，等我长大工作后也
要有一串钥匙，将它别在裤腰带上。

想拥有一串自己的钥匙别在裤腰
带上的梦想在四年后就实现了。高中
毕业后，应聘到乡政府担任打字员，工
作第一天，我特地买了一个精美的钥匙
扣子，将家里的大门钥匙、办公室大门
钥匙，办公桌子抽屉的钥匙都串在一
起，特地也买了一只指甲钳子，和钥匙
串在一起，与当年老师的那串钥匙不分
上下。为了满足虚荣心，还特地将钥匙
挂在腰间的显眼处，走路时钥匙发出碰
撞的声音好像特别亲切。

对钥匙的兴趣可以说是稍纵即逝，

很快对将一串钥匙挂在腰间就没有感
觉了。九十年代初，我进城工作后，随
着时代的发展，各种锁不断更新年久换
代，各种钥匙也不断随之更新。过去的
明锁变成了暗锁，保险锁又变成了密码
锁，铜锁、铸铁锁变成了合金的弹子
锁。随着家里和单位的门多、柜子抽屉
多，我钥匙扣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每隔
一段时间，随着新钥匙的增加，对一些
不常用的钥匙会及时进行清理。

钥匙多有钥匙多的尴尬，同类的
锁，钥匙都长得有点相似，有时要找钥
匙要试几次，不得不在钥匙上做上记
号。有次在机场接受安检，安检员对我
的一串钥匙拿起来看了又看。还有更
尴尬的一件事，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有
一年大年三十的中午，吃过饭后，家里
人都去逛街了，我一人在家贴春联。当
贴到入户门的春联时，发现贴得有点不
正，我随手将门打开，到家里找胶带到
门外重新贴，想不到门啪的一声关上
了，而钥匙和手机却丢在了室内，我只
好穿着拖鞋，向邻居求助，打妻子的电
话，让她赶紧回来。

现在这样的尴尬事再也不会发生
了，因为家里已经装了智能锁，靠指纹
或人脸识别就可以打开门锁，我现在身
上基本上都不带钥匙了。一串钥匙虽
小，但它却见证了时代的发展与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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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吕·太常引】谒张公祠
陈精国

文渠九曲绕祠堂，史跡显
波光。神勇不寻常，杀强寇挥
刀拒降。(么）丹心取义，忠贞

刚烈，气节最难忘。翠柏放幽
香，将军志千秋颂扬。

【双调·殿前欢】游勺湖
毛 峰

荷 藕 池 、琼 浆 玉 液 锦 鳞
肥。雨晴霞照湖光媚，画舫萦
回 。 清 波 万 顷 飞 ，小 岛 千 重

翠。船荡人皆醉。赏心悦目，
满载诗归。

清平乐·夏日雨后随吟
成建东

天晴雨住，又照霞光暮。
漾漾清流桥下度，雀飞闹，多情
趣。芦花弄影风轻，柳梢时兴

蝉鸣。游鸭乱呱声浪，调娱快
乐谁听？

当第一缕晨光映红窗帘，我轻轻推开隔壁的
房门，只见姐弟俩头挨着头蜷缩在同一个被窝
里，姐姐呼吸均匀，一只手搭在弟弟红扑扑的脸
蛋上；弟弟打着呼噜，一条腿早已悄悄地伸到被
子外乘风凉。一个枕头滚落在床下，姐弟俩睡得
真香。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姐姐 10 岁，弟弟 7 岁
了。姐姐小生日，只能晚一年上学，在班级里始
终是大姐大。家里有个弟弟，姐姐从小就会照
顾，懂得谦让和容忍。妈妈说，姐姐小时候要照
顾好弟弟，弟弟长大了会保护姐姐的。于是，姐
姐每天会帮弟弟盛饭，帮弟弟穿鞋，帮弟弟洗澡，
帮弟弟穿衣服……昨天晚上妈妈外出，本打算姐
姐跟奶奶睡，弟弟和爷爷睡，临睡前弟弟突然说
今天要和姐姐一起睡，呵呵，试试看吧，大不了弟
弟半夜里逃过来。我心心念念，唯恐哪一个滚下
床来。半夜里，我偷偷去看，居然风平浪静。

前一阵，姐弟俩迷上了电视里的厨艺节目，妈
妈在网上买了一套塑料灶具和一大堆锅碗瓢盆，
两个人天天在阳台上捣鼓。今天可了不得了，姐
姐竟拿了一只外公买的迷你型电磁炉和小锅子，
要在厨房里煎荷包蛋了。插了电，倒了油，敲了
蛋，果真煎熟了一个蛋，姐弟俩吃得津津有味。
唉，外公真胆大，不小心烫伤手怎么办？我也不
好多讲。转念一想，孩子们有这种兴趣是好事
呀，早点学会做菜烧饭，我们就可以吃现成的了。

姐姐活泼好动，贪玩，做事没有耐心。放了学
姐姐写作业，弟弟像条小狗，总爱钻在姐姐小书
桌底下，这里挠挠，那里捣捣，赶也赶不走。结果
姐姐考试成绩不理想，被妈妈罚站，弟弟乖乖地
跑过来，陪着姐姐“立壁角”。姐弟俩闯了祸要被
爸爸打屁股，弟弟一溜烟逃到我们的房间里，钻
到床底下躲起来。

弟弟相对谨慎，蹒跚学步时就小心翼翼，很少
跌跟斗。耐心也好，做事很细致，不经常发脾
气。我家祖上是卖炊饼的，到我这一代还是五短
身材。幸而我妻的娘家人比较高大，儿媳妇的娘
家人更加魁拔，通过两代人的基因改良，姐弟俩
将来的身高不用担心了。

姐弟俩整天腻在一起，也要吵架，争吃食，抢
玩具。但姐姐总是吃亏的。小姑娘哭着钻到我怀里，说：“爷爷，妈妈要是
不生弟弟就好了，就没人跟我抢东西了。”我对她说：“那就没人叫你姐姐
了，弟弟小时候陪你玩，长大了力气大，会帮你做事情，多好？你看看，你
的同学们大多数没有弟弟的，他们多孤单呀？”小姑娘想了想，终于破涕为
笑。

弟弟对姐姐越来越依赖，经常要发嗲。每天放学，妈妈总要先接弟
弟，然后一起去接姐姐。偶尔我也主动去接孩子。当我牵着弟弟的小手，
看到姐姐像小燕子一样飞出校门，把手里的零食塞到弟弟的嘴里，弟弟眯
着眼睛，美美陶醉的样子，让我想到我的童年。

如今大多是独生子女，有姐的弟弟是个宝啊。

有

姐

的

弟

弟

是

个

宝

周
宏
伟

会不会有人耐心读完，但真的想记录
下！

故事一：以前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图
书馆的台阶又长又高？甚至还觉得对于
我们爱运动的人儿自然无所谓，倘若有
天生怕动又酷爱阅读的，那又高又长的
台阶会不会让他们望阶止步？如此看
来，这样的设计是否不够人性化？但这
个周末的下午终于给整明白了，图书馆
的台阶之所以又高又长，是为了阐述“书
山有路勤为径”，假如连爬台阶的这点苦
都吃不了，又何以求学？况且来都来了，
管它是六七八九十个台阶，爬上来得了，
学习也是需要有点精神的嘛……别问我
怎么知道的，今天刚从书中“得到”的！
得到答案的我，顿觉这个周末午后，斜阳
静好，读书值得！

故事二：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看到
一个年轻漂亮的妈妈对着孩子说，西瓜，
西瓜，你知道在哪里？西瓜，西瓜，一会
儿就到了！宝妈的声音真的清脆又甜
润，总之听起来悦耳。我忍不住好心提
醒她，前面不远处就有一个水果店，里面
的西瓜很新鲜！哪知宝妈听了冲我莞

尔：我宝宝名字叫西瓜，他中午没睡觉，
现在有点困了，我在叫他呢！谢谢你刚
刚的提醒喔！

故事三：天色渐晚，去之前常去的一
家小吃店，点了份炒饭，只因付钱时多看
了两眼小米山药粥，老板立刻说，要不等
下给你盛一点？我说，也行，我付钱给
你。老板立刻直摆手，忙不迭说，老客
了，不用付钱！况且你经常来我家吃东
西，给你做小份即可，再说做多了吃不完
也浪费，但你呢也从来没少付过钱。刚
落座，老板先盛了一小碗小米山药粥过
来问，你最近早上换地方跑步啦？我说
你怎么知道？她说，之前你几乎每个周
日上午跑完步都来我家吃小米山药粥，
这阵子你好像有几个星期没来了呢！吃
完晚饭，我悄悄打开老板家美团，第一次
也是极其真心实意地给他点了个五星好
评！

哈哈，这就是一个周末午后所经历的
故事，是不是每个故事都能让这看似平
淡的周日泛起点点星光？愉悦，且美
好。不是吗？

儿时在农村，夏日乘凉，历历在目。记得每当夏日庄上男
女老少吃过晚饭、洗完澡后，就陆续从各自的农家小院走出来，
伴着农田里、沟河里的青蛙和树上知了的叫声，齐聚到队里的
打稻场上、溪河堆的路旁或在溪河大桥上乘凉。

初升的月亮、稀疏的星斗倒映在河面上，闪动着绚丽夺目
的波光。不远处河堤旁的番瓜地里，萤火虫时隐时现的亮光深
深地吸引着我们这些顽童。在大人们“不要踩坏番瓜”的严厉
训斥下，我们每个孩子的小瓶子里还装着二三十个萤火虫。有
时候，我还和大家一起捉迷藏。玩累了、玩热了，又一起跳下溪
河去冲凉，然后回到大人们的队伍中。大人们的活动也是不统
一的，一般分年龄、分性别。小媳妇们在一起谈笑着，议论家长
里短。“喜鹊真的能搭桥吗？”“牛郞与织女不会从鹊桥上掉下来
吗？”“为什么七月初七他们才能相会？平时就不能见面吗？”听
老人们讲这些故事时，我们总是在一旁刨根问底。

我问妈妈，我那时最爱听继年堂叔讲故事，据他自己说，他
是得到了无锡书馆里张万明说书的真传。有人逗趣地问他，你
是属于张万明的多少弟子？他回答：“我认得张万明先生，先生
认不得我这个弟子。”引得乘凉的人个个捧腹大笑。原来，他在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亲眼见到了张万明的表演，这才凑合着算
他得到张万明的真传。继年四叔讲《武松打虎》虽不能与张万
明相提并论，但有时讲得有声有色。

我一边打着哈气，揉着要睡觉的双眼，一边又催着卖关子
的继年四叔继续往下讲，一直听到“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仍觉得意犹未尽。故事讲完后，几个平日里爱唱能唱的自
告奋勇上来唱一段唱，有唱民歌的、有唱淮剧的。村庄上有个
邱盛和曾参加过淮剧团，他唱得最响亮。如《秦香莲》《秦雪梅
吊孝》《杨六郎告御状》等，那悲凉和凄惨的调子让我们听了承
受不了。我最爱听《拔根芦柴花》，就那一句“小小的人儿哎”，
至今犹在我耳边回响，每次唱歌时，都充满了激情，时时处处都
在打动着人们的心。

当年我们的心灵犹如一片旷野，无论多么轻微的风都会引
起一片波澜。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任何时候，都会留下烙
印。所以，我永远忘不了大人们手里那一把把又驱蚊又扇风的
蒲扇，只因为那扇子下有一种无可替代的真情；更忘不了老人
们仰望着银河和满天灿烂的星斗给我们伢子讲述那些动人的
神话，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期盼和美好的憧憬；更忘不了继年
沙哑地讲故事和邱盛和那充满激情的民歌清唱。

我是在父亲蒲扇轻轻地拍打下，在一阵阵悠扬悦耳的家乡
小调中，趴在父亲的膝头上进入梦乡的。

周末午后故事仨
谢国丽

夏日乡村乘凉
邱家均

天朗气清 苏雪巧 摄

金炳麟 书

忆峥嵘岁月 颂盛世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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