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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散文集《碎步集》，犹如读作者卞荣
中的人生行色。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读懂
这本书就能了解这个人。我与卞荣中相
识已久，但交往不深，从前也是工作缘故
打些交道，读了这本书才知晓其人表里如
一，是个真汉子。往常在《高邮日报》副刊
读到他的文章，零零碎碎的，只觉得好，不
知道为什么好。如今通读这本《碎步集》，
感慨颇深，高邮人的家风家学真真切切地
体现在卞荣中身上。他虽在家里排行老
四，却给我以“老大”的感觉：事事担当、处
处勤勉，是优秀的军人、实在的干部、暖心
的亲人、正直的文友。

人生行色如何，可观其亲友。《碎步
集》中第一辑“家人闲坐”15篇文章写父
母兄弟子女，第三辑“乡人旧事”7篇文章
写乡里乡亲，这两部分文章构建起了作者
的生活环境。第二辑“军旅于此”18篇文
章，是作者人生最重要的成长时段。第四
辑“动而思静”31篇文章，则是作者人生
一甲子之后的种种收获与思考。作者以
写人为切入点，展开人生成长的叙事回
忆，来自父母和岳父的传承教导是其最深
的烙印。开篇《父亲，我们都很好》，用汇
报式的深情口吻与天堂里的父亲对话，从
小说到大，家里的点点滴滴像在眼前一样

回放。第二篇《母亲的叮咛》，写下打从小
记事起母亲的形象：母亲的叮咛似乎就像
太阳下的影子，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作者
用两个不同的视角写父母，可谓别具匠
心、恰到好处。紧接着第三篇《岳父是
父》，更是娓娓道来，毕恭毕敬，可以看出
作者“为官任事”的风范来处。接下来一
篇篇读着，终于感到“真诚写作”不愧是最
好的文学入门方式：不炫华丽的文字，只
写真实的人生，是当下最需要的文学创
作。父母给予生命，亲人呵护成长，军营
锤炼成钢，事业不负一方，是作者无愧于
心的人生行色。正如有书评说作者卸下
官职，以其优雅的“碎步”跻身文坛，开了
一个好头，今后当以阔步前行，更加洒脱。

人生行色匆匆，万物静观皆在心底。
评论家们常说，没有思想，写不出好作
品。卞荣中退休之后，以文学的方式回顾
一路走来的种种，是正确面对人生价值追
求的拷问，文字虽朴实却直达内心，叙事
虽简要却内涵丰富。书中《行色匆匆》一
文，作者发问为什么“日子过得十分潦
草”，“想一想，到底是因为我们走得过于
匆忙”。人这一辈子，遇到过的人，经历过
的事，有几分是自己能够左右的？人生一
甲子，才知土地的味道，不会跳舞又咋样，

不睡懒觉又如何，喝茶、敬烟、劝酒，无论
泪点还是静心，缩小朋友圈已经成为必
然，盯住自己一如当年，桂花飘香时终究
来了又走了……这些“动而思静”的文章，
是作者的扪心自问，也让读者代入同问，
同感者击节叫好，不以为然者一笑而过。
无论走进北大，还是仰视秦少游，作者都有
一颗赤子之心，随高邮文脉而跳动，新鲜且
热烈。“一只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恰巧飞过
那本书的上方……”作者文章中常常出现
这样灵动的文字，也许是他无意识的表达，
又或者是生活场景中真实的再现，这都表
明作者与文有缘，是回归更是传承。

路子正，不怕起步晚。《碎步集》不
“碎”，是迈上文学道路扎扎实实、踏踏实
实的一步。书中最后一篇《珠湖的一角》
写万亩芦苇荡的前世今生，就是个非常好
的题材，值得深挖，完全可以创作出一篇
宏大叙事与烟火人间相结合的大散文，又
或者是纪实文学作品。人生一甲子，正是
奋笔挥毫时。作者早已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仍然坚持每天练字几大张，没想
到又有《碎步集》悄然问世。而今文学创
作面临AI挑战，但真诚写作、真实创作永
远不会过时，祝愿卞荣中先生“碎步”走得
更好更远。

人 生 行 色
——读卞荣中《碎步集》

□ 赵德清 旧高邮的北门大街商贾云集，店铺一家紧挨着
一家，经营内容包罗万象，热闹非凡，是旧高邮人口
最稠密最繁华的地段。酱园是北门大街和东大街
的一大特色，前店后作，以其品种齐全、工艺精良、
口味纯正而名声在外。位于北门大街南端的王万
丰酱醋坊（园），坐西朝东，在当时颇具规模。民国
二十年（1931年）高邮大水决堤，王万丰的房产受到
严重破坏，次年王家在原址新建一条龙五间九架樑
大楼，后面有五间作坊相连。楼下五间做营业部，
楼上五间办公，门面招牌是：王万丰酱醋坊。南北
墙上“酱园醋坊”四个大字至今仍隐约可见。历经
百年该建筑仍岿然不动地耸立在那里，现为高邮市
文物保护单位。

原来的王万丰酱醋坊，现存房产占地面积442
平方米，店面经多次修缮，门面风貌虽有所破坏，但
房屋整体结构保存尚好。后进作坊樑架上的镂空
雕花和厚重的樑柱仍然看出百年老店曾经的辉
煌。王万丰的作坊很大，除街面，其它三面都以巷
道为界。

据史料记载，王万丰创始人为王友竹，河南平
顶山舞阳人氏，开始时以运销花布和酒类为主，后
传至其子王祥甫时兴办酱园，继又扩展醋坊、槽
坊。经过多年积累，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所产酱醋
滋味芳香，口感纯正。酱醋坊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和独特的制作技艺，名闻遐迩。王万丰酱醋坊制
作的香醋远销海内外，民国三年（1914年）王万丰酱
醋坊生产的高邮香酸滴醋和佛手露酒，参加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双双获得二等奖（载《高邮县志》）。

在我的记忆里，北门大街的利农社，东大街的
连万顺和吉升，都是很有影响的酱园，但就其规模
和影响力都不如王万丰。时过境迁，我上幼儿园的
时候，高邮城上的酱园店都成为县酱醋厂的门市
部，王万丰自然也不例外。过去打酱油，买酱瓣和
酱菜，似乎都是我们伢子的跑腿活，我打酱油去得
最多的还是家附近的小酱园店，偶尔才会跑到王万
丰酱园店。那时酱园卖出的酱瓣都是用晒干了的
荷叶包，酱瓣被包得严丝合缝，绝不会滴漏一点出
来；大头菜、萝卜干子、酱菜等也是用干荷叶包，干
荷叶的清香沁人心脾。王万丰酱园店面宽阔，一排
深褐色的柜台贯穿南北，店门完全敞开，铺面多大
门就多大，挺有气派。县酱醋厂作为酱园的大后
方，每天不断地将新鲜货源用三轮车送达。酱醋厂
在复兴西路坛坡子（天地坛）北面。

方砚先生著文说，建国前高邮的酱园大大小小
有几十家，各具特色。如“王万丰”的香醋，“张二
房”的陈瓜酒，“连万顺”的茶干；“震兴”的烧酒，“老
大生”的酱货等。后来兴起的“利农社”，善于经营，
生意越做越大，资本越来越雄厚。一些规模小一点
的酱园也能做到自产自销，零售批发，例如东大街
上的“四美”酱园。开设于乾隆年间的曹宝善酱园，
以其所酿的香醋，几乎垄断了高邮城的香醋市场。
宣统二年，曹宝善所产的香醋被送往南洋劝业会参
加会展，可谓荣耀加身。临泽镇上的仇恒顺经营酱
醋生产多年，尤以制醋闻名。其醋香味纯正，酸甜
爽口，深受一方百姓喜爱。后来，仇恒顺举家迁往
镇江，于是就有了如今天下皆知的恒顺香醋。镇江
是个水陆码头，王万丰香醋都在这里中转，这些都
成就了镇江醋美名的外溢。前几年我到镇江参观
恒顺酱醋厂区，厂史馆里就有临泽恒顺的影子。

到了民国，高邮酱园的新生力量崛起。继曹宝
善酱园之后，王万丰酱园扛起了高邮酱醋业的领军
旗帜。除了酱园、醋坊和槽坊，贩运高粱大曲和大
麦酒外，还自制佛手露酒等花色酒类，并生产小磨
麻油。由于王家重视质量，管理严密，经过多年积
累，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资金实力也逐步雄厚，逐渐
成为行业的老大。产品除销售本地外，远销上海、
镇江、蚌埠、天长、五河、泰州、姜堰、海安、兴化、东
台、大丰等地，并出口南洋群岛各地。

王友竹开创王万丰，再由王祥甫传其子王雍
白、王焕之 、王轶群兄弟掌管，另一子王天民又在南
门大街开设了益美酱园。建国后不久，王雍白、王
焕之、王轶群先后逝世，店务由长房的孙子王麟章
掌管，直至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高邮酱醋
厂，王麟章成了酱醋厂的经理。高邮酱醋厂集各家
之长，用王万丰的管理模式，使高邮香醋及酱类产
品得到更大发展。高邮香醋以香为主要特色，酸而
不腻，绵甜爽口，配上姜汁是品尝高邮湖虾和大闸
蟹时的上好佐料。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高邮籍
台湾同胞回到阔别的家乡，他从小就喜欢王万丰的
香醋，香醋也成了他的乡愁，为了这个故乡情结，他
特出资5万元帮助酱醋厂发展香醋事业，扬州万丰
香醋食品有限公司应运而生。到了90年代，国家
经济市场化，企业适应不了市场，亏损资不抵债，随
着酱醋厂的轰然倒下，酱园店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野。

王万丰酱醋坊
□ 姚维儒

很早就听说这样一个感人故事：军人
爸爸牺牲10年，妈妈跟儿子隐瞒了10
年。当细读军旅作家孙克勤《守家》一书，
了解到故事中更多的细节后，我肃然起
敬。这个动人的故事就发生在高邮湖西
天山北茶村，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胡永飞烈
士和军嫂周忠燕。

一、为国守疆，胡永飞为大“家”舍小
“家”

在军人胡永飞的心中，有国才有家，
国是大写的“家”。胡永飞对部队这个大
家的热爱体现在他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
和无私奉献上。他对部队的忠诚和热爱，
已深深融入到每一次行动中。面对艰苦
的任务，他从不退缩。无论是训练场上的
刻苦磨练，还是在边境巡逻的环境恶劣，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正如孙克勤在书中
深情写到的那样：“爱上一个地方，或许是
因为一个瞬间，抑或是因为一个人，而胡
永飞爱上雪域高原，坚守在这里，仅仅是
因为这里需要他。”山南错那市坐落在藏
南地区海拔4400米的地方，荒凉贫瘠、寒
冷缺氧，风不带刃也锋利、雪不狂舞也奇
寒。为了共和国这个大“家”的安宁，胡永
飞和他的战友们就驻守在这里。

两年后，胡永飞考上军校，在之后的
一千多天里，经过磨砺，青春多彩，淬炼成
钢。军校毕业，即将分配，胡永飞又一次
面临人生选择，而他惦记部队，心系藏
南。他为大“家”舍小“家”，放弃了回内地
或留校的机会，选择回归藏南，去那里继
续磨砺自己，履行身为军人的责任与使
命。

2009年6月24日，胡永飞带队运送
物资，途中突遇道路塌方，连人带车掉下
悬崖。在生死瞬间，他为救战友壮烈牺
牲。他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1岁。

二、为夫守家，周忠燕用爱撑起了家
中的天

“我选择嫁给军人，既爱他这个人，也
爱他的一切。”婚后，周忠燕随胡永飞来到
高邮天山北茶村。面对家徒四壁，年迈的
公公和长期患有精神病的婆婆，她没有气
馁。她对胡永飞深情地说道：“家中的事
儿交给我，你为国守疆，我为你守家。祖
国有你，家中有我。”为此，她辞掉了家乡
四川当地一个企业中心主管的工作，又动
员父母忍痛卖掉四川自贡老家的上下8

间小楼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祖祖辈
辈生活的地方，举家搬迁到江苏高邮天山
农村，和胡永飞父母在一起生活。她要让
胡永飞放心、安心，守在边疆，让这个小家
更加温馨。

幸福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祥云似乎并
不总在环绕着她，平静的生活有时也会在
不经意间泛起风浪。在之后短短的几年
中，她先后经历了公公车祸离世，无据借
债人的不停催讨，怀孕时的辛酸，家中农
田的耕种，为患病婆婆治疗东奔西跑……
诸多重担不停地压向她那柔弱的肩膀。
只有在儿子盼盼出生后，胡永飞回来探
家，依靠在丈夫宽阔的胸膛，周忠燕才缓
缓舒口气，感受到全家相聚的快乐。

书中有两个细节让人动容：一是记述
了当年胡永飞牺牲时，他们的儿子盼盼只
有16个月大。为了不让幼小的孩子过早
承受丧父之痛，周忠燕强忍着悲痛，用爱
编织了一个善意谎言，对孩子隐瞒了爸爸
牺牲的真相。10年后，清明节前夕，在胡
永飞烈士墓旁，周忠燕敞开心扉，揭开了
隐藏在儿子心中多年“爸爸为什么不回
家”的秘密。二是周忠燕带着儿子来到西
藏错那胡永飞烈士牺牲的悬崖边，仰天倾
诉积压在她心底里长达10年、那撕心裂
肺的一番话，惊天动地，铁石心肠之人，听
后也会潸然泪下。

三、深情坚守，承载的是一种对家国
的责任与担当

《守家》一书将人物命运与“守家”这
一主题紧密相连，通过对人、事的真实再
现和深度细腻的心理、情感描写，使人物
鲜活地跃然纸上，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作
为军嫂的坚强、辛酸和不易，还有她为爱
为家的坚守是那么的执着。

当听到胡永飞牺牲这个晴天霹雳时，
周忠燕的世界顿时崩塌。但她立刻明白
自己不能倒下，因为这个家还需要她来支
撑。她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因为她深
深懂得“守家不仅仅是指要对家庭的守
护，更是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守护家庭的幸
福和完整，这是一种对丈夫的承诺，是对
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与担当”。

她为夫尽孝，不仅十多年如一日悉心
照顾患病的婆婆，还要兼顾患有严重忧郁
症的母亲和照料好年幼的孩子。为了生
活，她必须赚钱。她不顾工作劳累，又学

起了十字绣。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后又紧
张地忙碌起来。

她在生活的磨砺中学会坚强、在自强
自立中踔厉奋发。多年来，她从没有主动
以烈士遗孀的身份向社会索取讨要过什
么。“我要凭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糊口。”
这个性情爽直刚烈的四川妹子，硬是咬着
牙扛下了家里的一切。2010年10月，她
安顿好家里后，背起一个大包袱，拖着两
只行李箱，怀揣着她的梦想，只身来到了
陌生的、充满期盼的扬州城。她要凭自己
的胆识、自己的勤奋和才能，在商海中学
会游泳，遨游拼搏。她先从服装店卖衣服
做起，后在金盛国际家具城卖汽车，直到
最后权衡再三，租下西郊一家不大的门店
加盟做起干洗服装业务。凭着过硬的技
术和周到的服务，她把洗衣店经营得有条
不紊，一家人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兑现了对丈夫的承诺。

四、荣誉背后，是无数辛勤的汗水和
默默的付出

《守家》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好作品，通
过对周中燕家庭故事的展示，反映了广泛
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从而也引发读者的情
感共鸣和思考。我们看到了那个默默付
出的军嫂将万般柔情埋在心底，将家庭
重担扛在肩上，她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
家的温暖与安宁，用奉献和担当撑起军
人心中温馨的港湾。她所做的是平常琐
事，谈不上壮举，但值得我们敬重。她守
家的精神，一次次感动着社会，感动着我
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她代表的是一股正
能量，是我们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正能
量。多年来，周忠燕不仅不以烈士遗孀
的身份向社会索取，还关爱他人，回报社
会，尽己所能地为他人“送小温”。她关
心胡永飞生前部队的战友们，把胡永飞
烈士对他们的爱赓续传承。她又热心牵
线，主动搭桥，让扬州“太阳雨”爱心志愿
者团队与错那的两所山村小学长期结对
帮扶，为雪域高原的孩子送去源源不断
的爱。她的洗衣店也经常为军属烈属、
孤寡老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减免费用。作
为一名志愿者，她经常穿着红马甲，活跃
在扬州城的大街小巷。她的爱心奉献、
真情相助，着实令人赞叹和感动！我们，
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大家庭，就需要
这样有爱心的人。

以 爱 守“家”
——读孙克勤《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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