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夜心语
!

顾永华

秋色凝重，秋蝉已经在
袭人的凉气中唱罢最后一支
歌谣，只有少许虫儿蜷缩在
砖堆瓦砾下还在浅吟低唱。
一弯朗月挂在夜空，柔和的
月光透过窗，洒在书桌上。沏
一杯清茶，暖一池清墨，展一纸素笺，待一方文
字落墨填白，容纳岁月落花流水般的心事。如
墨的夜空下，远方的你，是否也坐在窗前，沐浴
着一汪月牙的明朗，氤氳在缕缕金桂的幽香
里。我总是喜欢如水的秋月，也喜欢在秋月下
放飞我的思绪，或远或近地在岁月中穿行，或
深或浅地在情感中穿越，默想着远去的、熟悉
的岁月，绵延在往日花开的思绪里。

人生旅途，总有一些情感故事，在不断地
反复演绎，我们总会在不经意中恰好和幸福相
逢，相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地品味着朋
友的知遇之情，深深地感恩着岁月最美的恩慈
和冬日暖阳般挚爱的温暖。我们都有自己的方
向，没有永远的同行，相逢已是奢侈，昨天相
依，也许明天各自天涯。尘世年华，有如白驹过
隙，匆匆，太匆匆。对于人生历程，这样的相遇
虽然短暂，但值得珍惜，值得珍藏。整理自己的
心屋，让友情安住于温馨居所，从此不再浪迹
天涯，从此不再沐雨经霜。

生命中，很多走过都已化作曾经，很多风
景都已于月升日暮中渐被遗忘。纵然，心中有
太多的不舍，还是任由季节之掸拂去曾经的葱
茏。捡一抹时光缝隙的漏影，去寻觅那些残余
的痕迹，而一幕幕挂满萧瑟的枝头，再也寻不
回以往的印记。过往，我只有在岁月里变成心
路的守望者；未来，也只有在如水清纯的凉月
下，把心语寄托明天。几多委婉，几多失落，秋
月之下说着淡然，说着遗忘。安慰自己，安慰未
来，眼望年复一年清澈如初的皓月，学会告别

心痛，告别潸然，告别泛滥的
忧郁。

不知何时云遮月隐，窗
外听得小雨声声，滴滴答答，
和着远处时断时续的《琵琶
语》，扣人心弦。那明快清澈

的清音，在想念的夜晚流转，唤起太多的温柔
与忆恋，委婉而清丽，忧郁又无奈，仿佛花对叶
的呢喃，一滴滴在我心里弥散开来，一点点疯
长，摇落一地旖旎的相思雨。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故事，或喜或悲，有甜也有泪，它包含着我们
的曾经和过往，是雕刻在记忆中怎么也抹不掉
的版画。

秋夜如诗，如果此刻的你也如我一样面雨
而思，轻吟着苏轼的《水调歌头》，那么我想对
你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细雨缠绵，浅
浅深深，它冲走了俗世的灰尘，却无法冲去深
烙于心的牵念，不管距离有多远，思念从未走
远。世界上有些东西看似遥远，其实并不遥远，
只要心不远，爱便不远。爱，可以不随季节缤纷
和凋谢，也不必在意对错和机缘，只希望沧海
桑田，心的路程相随不离，让轻盈的脚步始终
踏出如歌的行板。

秋夜，遥望着有你的远方，默默地，让思念
的种子随岁月根深叶茂；让期盼，在风雨中绽
放成花。月缺，轻嗅满园落花香；月圆，遥想千
里共婵娟。其实，对着岁月笺言，从来无需刻
意，从来不需约定，那些泉涌般的心心念念，足
以在一字一句之间，将一席斑斓铺展，让心随
意扬洒堆墨成诗。温情岁月，诗酿清香，流年久
远，心灵深处那些最繁盛的花香会永聚不散。
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淡看缘起缘灭，相信岁月
最终沉淀给我们的，将是永远的美丽和永久的
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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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权

弹花匠

弹棉花做被胎大抵是入冬
之后的事，袁师傅弹棉花一年忙
到头。嫁女儿陪被子少不了棉
胎，弹棉胎首选袁师傅。

袁师傅个子不高，敦敦实实，不爱说话，吃饭非常
简单，雇主当然喜欢。更主要的是袁师傅的“生活”好，
他弹棉花真是四两棉花八把弓———细弹细弹。他弹得
细，做得匀，网纱密，棉胎就不一样。袁师傅有项绝活，
叫走纱盘。一般弹匠手拿纱盘，围着初弹蓬松的棉胎
压一压，这样力不到位。袁师傅能站到纱盘上，背着双
手，鼓动腰肢，一点点地从这端扭到那端，再从那端扭
回这端。这样棉絮互相咬得紧，棉胎不会出破洞。袁师
傅网纱前还会做一件事，他会用红色棉纱在白云似的
棉胎上摆一个双喜，或一个如意。高兴时，他会做一朵
花，红红的花瓣，黄黄的花蕾，绿绿的茎叶，很好看。这
似乎就是他的品牌。老年人晒被胎时常拍着老棉胎教
育晚辈，你看袁师傅做的东西，我都盖了 30年了，还
皮板似的。何以记得是袁师傅做的？喏，他摆的花还在
盛开。

袁师傅的棉花锤黄灿灿的，像从油漆中刚刚捞
出，锃亮锃亮。常年劳作，他的背有些驼，好在他的儿
子承继了他的这门手艺，街坊四邻叫小袁师傅。

补锅匠

这是一门彻底消失的手艺。
过去人烧大灶，用大铁锅，有个小眼或小缝舍不

得扔，就要找补锅的。临泽镇当时好像就一个徐姓的
补锅匠，他高高的个子，正常保持一脸微笑，挑一副担
子，常常一步一晃地在街巷中慢慢行走，口中吆喝着：
“补———锅———来！”遇到有人招呼，他就放下担子，拿
出自带的小板凳做活。

补锅匠补锅分火补和生补。生补简单，在破损处
打几个巴子，用石灰一类的东西在锅背面再抹一下就
成了。火补要生炉子化铁水，用通红的铁水把小眼堵
上。火补难度大，收费高，但效果好，也漂亮。

补锅匠补锅之外，还补碗。修补破损的碗不叫补，
叫“锔”。为什么叫“锔”？说不清楚。锔碗需一项特殊
的工具———金刚钻。钻非常精致，使钻的时候，发生轻
细的呜呜声。钻头下不断涌出水和磁粉，很好玩。小时
候，我们形容这种声音叫“吱咕吱”。于是就形成俗
语———金刚钻“自顾自”。匠人在钻的地方放上同样很
精致的锔钉，让它与好的部分钩连起来，还要用小锤
在钉处轻轻敲打使之牢靠，这样，破损处就补好了。

补锅匠还补盆、坛、缸一类大件，酱缸、水缸，大得
能容数人藏匿，匠人大同小理地用特制的大锔钉将其
锔好，然后在缝隙处洒上黑黑的粉末。数日后，这粉末
会凝固坚硬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粉末就是铁屑，
不知我们的前人怎么想到把铁屑锈蚀凝固的原理运
用于民众生活的，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
创造吗？

铜匠

铜匠和汪曾祺小说《大淖记事》中的锡匠属一种

类型。铜匠冶铜铸物，锡匠化锡
成器。

临泽一带水乡的铜匠基本
都有一条船，乌篷，以遮风雨。一
家人生活起居都在船上，哪里有

活做，船就泊到岸边，这种船临泽人称为铜匠船。
提到临泽的铜匠，绕不过一个翟师傅。翟师傅自

然姓翟，他其他都好，就是这个无法选择的姓，不讨
喜，临泽方言“翟”“贼”同音，喊他“老翟”有骂他“老
贼”之嫌，称他“翟老”，似嫌不够，他才50出头。不要
紧，老翟是个既随和又不失幽默的人，对于别人迟疑
着叫他“老……”，他会一笑接口：不是“老强盗”，是老
翟。于是大家就很释然。

老翟在临泽有名气不只是他的幽默，关键还是他
的铜匠手艺出众。他做的东西漂亮，价钱又不贵。他会
做的铜器很多，铜炉、铜盆、香炉、烛台、烫婆子、铜壶、
铜勺、铜铲、铜锅等等，你能说出形状，老翟就能把它
做出来。老翟习惯把做好的铜件一溜排摆在路边上，
黄灿灿的，很夺目，很养眼。过去铜匠船靠岸，常用细
线把铜勺、铜铲串好，上街叫卖。铜件相互碰撞，撒下
一路叮叮当当的美妙音响，临泽人专为之造了歇后
语，叫“卖铜勺充军———走到哪想（响）到哪”。老翟家
的铜件不需要上街兜售，他的东西做得出巧，也结实
耐用。再则老翟家也没有上街去兜售的人。

老翟在乌篷之下造就了三个孩子，老大是女的，
长得实在漂亮。眼睛是黑的乌，白的亮，顾盼流光。皮
肤不算白，但细腻。见人总微微含笑，露出洁白整齐的
牙齿。这女儿又特别聪明，学什么会什么，让她沿街卖
铜勺、铲子，打死老翟也不干。老翟因为铜匠漂泊的原
因，没有能够给女儿上几年学。在学校学得少倒不能
说明女儿不能学或不肯学。她从小喜欢看老翟做铜匠
活，稍长帮老翟做，到后来她就什么都能单独去做。她
手巧，做事又刷刮，又干净。她做的模具老翟都夸好
看。铜坯出来，她亲自精心打磨，弄得亮灼灼的。再后，
老翟常常歇手在一边抽烟，铜匠活就全交给女儿了。
女儿在做铜件的当儿，偶尔也做些锡器，锡比铜软，更
好做。

老翟的女儿长大到该嫁人时，成了老翟的心思。
女儿有一手精致活，人又标致，差一点的
人家女儿瞧不上，好一点的，人家又看不
上她。她毕竟是个做手艺的铜匠，还有她
走路时无法掩饰有一点罗圈，这是长期在
船上盘腿而坐的后果。

临泽还有一种人被称为铜匠，他们没
有船，也没有冶铜的炉子与风箱。他们只
管修锁、配钥匙。这类铜匠全部家当是一
副担子。一头是筐，放小凳等杂物，一头是
柜。柜有几抽，抽里放着各种型号的锉子、
錾子，还有一把大剪刀；柜上有一个近一
米的大锉。就靠这些，他们就能够解决锁
钥上的任何难题。当铜锁广泛变成铁锁
后，这类人就不再叫铜匠，而叫配钥匙的。

拆棚子
!

刘家祥

家前屋后先用
废料支撑搭个简易
棚子，而后逐渐改建
成水泥钢筋的，房子
多了面积，心满意足
之余，却又害怕哪天
被拆除。文游路原是一条过境路道，
随着市区东移，逐渐变成市区主干
道，可是淮扬桥一过，郊区的味道就
来了，各种对环境的糟蹋随处可见，
几处违章搭建的棚子尤为显眼。一
连几天，十几个人都在忙着拆棚子。

拆棚子的场景让我想起很多年
前通湖路上的棚子。古时高邮城只
有南北一条路———中山路，随着长
途汽车站由运河边沿着通湖路一直
往东迁移至农工商超市附近，通湖
路就变成当时的“开发区”了。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不再适
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个体
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肥沃的土
壤，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于是，通湖
路两边到处搭满了各式各样的棚
子，姑娘们在棚子里试穿着新潮成
品衣服的喜悦简直难于言表，再不
用去买布料找裁缝、跑几腿还要等
好久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小伙子
们在棚子里仔细翻看着百货公司没
有的各种新玩意，棚子里还可以买
到外地生产的其它牌子的电风扇，
因为虽然“秦邮”牌电风扇是我们高
邮人生产的品牌，但是货都被计划
到外地去了，本地人却要找熟人、弄
计划、开条子才能买到。

通湖路上的棚子虽然热闹，但
很失大雅，拆是必须的。要拆除这些
违章建筑，无非是因势利导。开辟一
条新路———盂城路作为商品街，把

所有棚子拆掉进门
面房经营，提升档
次。我当时参与了这
项工作，邻居王老三
每天走我家门口经
过，我上班也经过他

的棚子，我也就负责做他的思想工
作：“棚子非拆不可、大势所趋，你前
些儿把钱都交了怎么又退了？又缩
回去，人家都进去你难道还要赖
着！”“我才赚几个钱？我哪有那八千
三百块买门面房？钱是跟我姐姐借
的，现在姐夫又不同意借唻！”他两
个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他姐夫跟
我有点亲，“我来找他！”就这样我们
一户一户分头做工作，也像热播电
视剧《安居》一样，终于将通湖路上
的所有棚子全部拆掉，进了盂城路
门面房经营，期间也饱受了多家店
主抱怨：“新开一条路，叫我们买这
门面，亏了，这里龟不生蛋，东西卖
给谁呀？”“上政府当了！”

如今的盂城路俨然一条繁华的
商品街，人们甚至忘记叫什么路，每
到节假日，商品街总是人头攒动，一
片热闹繁华之景，一茬一茬的本地
的、外地的淘金者在这里凭着新的
经济讯息收获着一桶又一桶金。傍
晚，我散步在商品街，遇见王老三捧
着茶杯与人闲叙，见到我立刻热情
起来。

我说：“你怎么不把这房子退给
我的？我给你八万三……生意怎
样？”

“八十三万我也不卖。出租了，
不烦那个神了，一年收个八九万就
算了！”

跌个跟头抓把泥
!

黄学根

小时候就听说过“跌个跟头抓把泥”
这个俗语，但当时只略知浅意：抓住机
遇，跌倒了也不空手站起，哪怕是顺带抓
一把泥土，也算是有所得，是对跌的补偿
与宽慰。

泥有大用，吃的，穿的，稻麦、棉麻、
蔬果生长都离不开泥，茅屋四周是泥墙，
屋顶盖泥草。泥瓮、锅灶用砖砌，还是泥
烧的。

后来见多了，父亲寒冬编草鞋，炎夏
带病掼稻把。母亲下工忍着饥饿拽把青
草给猪，阴雨绩麻缝补；邻队杨氏夫妻，
秋忙刚过，大风天，撑船沿河捞风刮落的
稻草，晒干烧锅，省下亮堂的柴禾卖钱贴
补家用；就在我家屋后，春天，佃农朱氏
一个人拉张犁（通常至少 2人），俯身艰
难前移，此情此景，深印在我的心田。我
似乎懂了此语正是农民巴家（方言特指
善于操持家务）、斗穷的呐喊。

读书以后，我再回味此言，觉得是励
志的号角，催人奋进、百折不挠、跌个跟
头也要抓把泥！

以我动笔写作为例，并非一上讲台
就有初心，而是“文革”吃过苦，紧接恢复
高考，课多嗓疾，才想到“改弦易辙”的，
写！而且要发表！要赢得编辑、读者的赏
识，必须要有闪光点、可读性。这时我开
始特别注意研究教学，力争教学相长。教
后作小记，积累卡片，睁大眼睛盯牢未知
世界。例如一学生登门邀我到他的高压
荧光灯（路灯）镇流器厂作点技术参谋。
某日上午看产品说明书时，我明白了镇
流器外壳用铁质材料，可吸收电磁波，屏
蔽外磁场，以抗干扰。我立即想到，在自
制的电磁波的发射与接收装置下插放铁
板，来模拟演示地波沿地面传播有能量
损失的实验，这恰恰是对课本的补充。
1987年 4月，这一实验装置在省物理实
验交流会上参展并获奖，成文后刊于省
级物理杂志头版，也成了职评的“救命之
作”。因电磁波是高频的，后又借发射装
置作了电容器的高频旁路实验，让学生
眼见为实。在发表的论文中有 6篇是实
验研究，那时几成实验迷，灵感上来，几

次夜间摸到实验室探索、改进。如此进
课堂、下车间，扩大视角，带着创意走
路，常捕捉到意外之获。

退休了，头发白了，咀嚼此言，更觉
得是国魂的赞歌。

且看大名鼎鼎的鲁班发明锯子的故
事。鲁班接受造大殿伐木的任务后，带一
帮徒弟上山伐木，不巧手被路边的草叶
划破，他摘了一片仔细观察，叶边缘两侧
均匀排列着坚硬的刺。就在他眼前，一只
蝗虫正张着嘴，麻利地咀嚼草叶。他捉了
一只，掰开其嘴，嘴里有两个长满尖刺的
板牙，好锋利。他琢磨，如造出坚硬齿状
的工具，用来伐木，比斧砍快，免得累倒
徒弟还完不成任务。他不懈努力，锯子问
世了，众徒弟开心噢！工效成倍翻，更激
发了鲁班的创造热情，他才思泉涌，继而
发明了曲尺、墨斗、钻等木工工具；后又
发明了砻、磨、碾等粮食加工机械。这是
在公元前 450年呀，我肃然起敬！他善于
联想，善于转化，发明雨伞的过程，给后
来人确有借鉴作用。为了让行人能躲躲
烈日，遮遮风雨，他在旷野路旁造了四个
柱子的凉亭。但行人终究要上路，而亭不
动，如能造出小巧便捷式的“亭子”就好
了。池塘边顶着荷叶捉蜻蜓的小男孩映
入眼帘，他仔细观察，绵软的荷叶由中央
向四周辐射分布着几根叶脉，他飞也似
地跑回家，削篾作成放射状的伞骨，蒙上
圆形羊皮，伞的雏形问世了。他不愧是名
垂千秋的发明巨星，他是“大国工匠”的
祖师，谁与争锋？班门弄斧嘞！

“跌个跟头抓把泥！”我们的又一位
先辈宋应星给世人作了挫而不败的榜
样。他在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后，分析
自身优势劣势，决定弃短扬长，调整主攻
方向，告别八股文，亲近科技、调研生产
实际，以从江西到北京多次往返行程万
里的见闻为基础，进一步深入田间、作
坊，苦钻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日夜
笔耕，终成不朽巨著《天工开物》。后被译
成多种文字，远传他国，成了世界上第一
部关于农业、手工业的综合著作，含 130
多项生产技术，对中国也对人类作出了
贡献，壮哉！我为之景仰！宋应星在科举
的独木桥上是受挫者，但他勇敢应对，善
于化挫为胜，何止“跌个跟头抓把泥”！他
抓到的分明是一大把闪光的黄金，也用
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世人前进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