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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

满足父母的心愿满足父母的心愿

在万石镇余境村，有个三
面环水的自然村落，名为金鸡
湾。此村河边树木茂盛，人们
远远就能看到树梢上的鸟巢，
树丛中不时有斑鸠、喜鹊等鸟
类振羽而起，俨然是个鸟类的
天堂。村上老人们常会给孩童
讲金鸡湾由来的故事，并以“金
鸡报晓”激励后辈干事创业。

相传，在元末明初时谈姓
族人（一说为明末清初时邵姓
族人）为躲避战乱途经此处，
见此地三面环水，草木茂盛，
不时飞出七彩锦鸡来，是个枕
水宜居、稼穑耕种的好地方，
他们便在此搭起茅草棚定居，
垦荒耕种，繁衍生息。

一次，有位谈姓族人到农
田耕种时，发现庄稼地里有一
只像鸡的大鸟，它高数尺，有
着高大的鸡冠，长长的鸡尾，
喙、脚朱赤，羽毛金黄色，熠熠
生辉。它鸣叫起来，声音悦耳
动听，宛若天籁之音。此大鸟

的美妙鸣叫声，引来了村中族
人前来围观，有人说它是凤
凰，有人说是鸾鸟，还有人说
是金鸡。

族中长辈也没见过如此神
奇的大鸟，就对众人说不管它
是凤凰也好，鸾鸟也罢，抑或是
金鸡，反正有如此神奇的大鸟
来栖息，是个好兆头，大家赶紧
回家，千万别惊扰了大鸟。

大家回到村中后，那位长
辈说：我们的村庄还没有村
名，趁着神奇的大鸟来此落
脚，何不就将村名定下来？于
是，大家看着村庄三面环水，
又引来金色羽毛的大鸟，加上
庄稼地里经常有七彩锦鸡出
没，就把村名定为“金鸡湾”。
谈氏族人也以“金鸡报晓”自
厉，发愤图强，耕读传家，逐渐
人丁兴旺，众多后人走出家乡
到祖国各地一展才华。金鸡
湾真的飞出了一批又一批的

“金鸡”。 （卢俭幸）

纷繁世相

““卷卷””出一对好兄弟出一对好兄弟
大龙刚来我们单位上班时，领

导安排他给我打下手。我表面上
满心欢喜，内心其实是非常抵触
的。大龙毕业于重点大学，通过校
园招聘一路过关斩将才来到我们
公司，能力肯定差不了。我呢，充
其量只是个大专生，跟大龙肯定没
法比。公司里竞争如此激烈，这节
骨眼给我派来个打下手的，谁知道
领导安的什么心。

心里有了异样的想法，我对大
龙一直不冷不热的，把那些简单的
不用动脑筋的工作统统交给他去
办，一旦触及真东西时就尽量一语
带过，实在搪塞不过便用过来人的
口吻“教导”他：“你刚来公司，得适
应一段时间，先学些基础的，以后
才能慢慢深入……”可即便如此，
大龙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压
力。他每天都是部门里第一个到
岗，最后一个回家。我跟大龙旁敲
侧击，大龙不为所动，他说自己是
新人，很多业务都不熟悉，年轻人
不能惜力，必须得多付出些才行。
大龙越是这样，我越不敢轻视，每
天不得不像大龙一样，提早到岗，
推迟时间下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发现
大龙其实是个挺懂事的小伙子，言
谈举止不显稚嫩，为人处世也大方
得体。久而久之，我真担心自己内
心森严的壁垒要土崩瓦解了。

那年冬天，我在城内新买的房
子需要装修。那段时间，我白天忙

工作，下班还要照看房子，人都快累
散架了。有个周末，我从房子那里
忙完已近夜里10点钟，刚下过雪，
路面很是湿滑，尽管我十分谨慎，途
中还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两回。可
想起手头还有个工作需要加班，我
只能忍着剧痛赶到单位，却发现办
公室暖瓶里有刚烧开的热水，桌子
上还放着两个烧饼。我顾不得疲
累，拿起烧饼便狼吞虎咽吃了起
来。正在这当口，我的手机响了：

“刘哥，我刚走。桌子上的烧饼是我
特意给你买的，很好吃。暖壶里有
热水，你忙活一天，肯定累坏了，吃
完了就早点儿睡吧……”放下大龙
的电话，我心里真像打翻了五味瓶，
酸甜苦辣咸，复杂极了……

从那之后，我和大龙的关系开
始“突飞猛进”。每天我俩依旧早
来晚走，我把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毫
无保留地教给他，遇到工作中的一
些难题，我俩相互探讨、相互促进，
各自发挥特长，携手把公司的业务
开创出了一个新局面。

时间久了，我也悟出了一些道
理：职场中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可因为害怕竞争而瞻前顾后其实
大可不必。俗话说：“独木难成
林。”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管理层的正确决策，更离不开员工
的精诚团结。

现如今，我和大龙这对“卷”出
来的好兄弟，关系那真是杠杠的！

（刘士帅）

芳桥之行芳桥之行
心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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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乘公交车外出办
事，从一家超市附近的站点上来
一对老年夫妇，每人手中各提着
一小袋面粉。刚好我旁边有两
个空座位，他们便坐了过去。

夫妇俩都满头银发，看起来
应已年过七旬，不过都精神矍
铄。刚一落座，老太太便心满意
足地对老伴说道：“今天运气好，
抢了两袋特价面粉。”老大爷不
以为然：“就为了省一块多钱，我
们一大早跑过来排一个多小时
的队，实在划不来。”

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给
老伴讲起了道理：“话不能这么
说，虽然省的钱不多，但咱们主
要是图个开心快乐。再说，你
整天闷在家里看电话玩手机，
今天出来权当锻炼身体，一举
两得多好！”老大爷听后嗔笑着
说：“一辈子讲不过你，就属你
有理。”老太太不甘相让，回道：

“本来就是啊，年纪大了，让自
己开心才最重要。”

听着老两口一唱一和地斗
嘴聊天，我也被他们的快乐所感
染，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确

实，上了年纪的人，每天不就图
个开心快乐吗？

自从将母亲接到城里和我
们一起生活后，平日没事，母亲
就会下楼去垃圾桶旁捡些瓶瓶
罐罐什么的，再拿到废品收购站
去卖，每次所得也就是两三块钱
的样子。但母亲每每都像是捡
到钱一样高兴。一开始，我以为
母亲手头紧，于是再给零花钱
时，便多给几百。但后来发现，
给母亲的那些钱，她自己很少
花，经常零存整取后，再交给我
们还房贷或给女儿报兴趣班。

有次，母亲在收获了三块六
毛钱之后对我说：“卖废品虽然
挣不了几个钱，但呆在家里也没
事，闲得慌，还不如下楼捡些废
品卖，一来挣个零花钱，二来心
情好，时间过得也快。”听母亲的
话后，我之前还多少有些抵触的
心态变得坦然了，我觉得，只要
母亲身体好，心情好，她愿意干
啥就干啥呗。

说到底，为人子女，能够满
足父母小小的心意，让父母开心
快乐，这就足够了。 （姚秦川）

金鸡湾的由来金鸡湾的由来

乡村风情

宜兴民间传说宜兴民间传说

土灶和柴火饭土灶和柴火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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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军绿色绒布袋，一拳大小，用一根白色的带子捆扎着，里面是针和几卷线团。
每次看到这只绒布袋，几十年前在军营里的生活点滴，又浮现在眼前。

发下来的军被用久了，我们便利用天气好的周末拆开洗洗晒晒。晒干后，我们就用
这绒布袋里的针线缝合被套口。深褐色的纽扣松动了，衣缝脱了，袖边毛了，也都要用
到针线。若是缝作训帽徽，我们就更是认真了，针线穿过帽徽后面的“鼻孔”，再扎进帽
前布里，一遍又一遍，牢牢缝紧。

那时候，我们穿针引线的架势还真是有模有样。小时侯，常看着妈妈用针线缝缝补
补，想到如今自己也能独当一面，心里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那时的岁月，是青春的淬炼。 ——选自“无为画品”的微信朋友圈

假如杯子有灵魂假如杯子有灵魂

一个秋高气爽的星期天，朋
友邀我到他农村的老家吃饭。

这次在朋友家吃饭特别之
处在于，做饭、炒菜都是用的烧
柴火的土灶。朋友家的厨房不
大，却很整洁，除了土灶外，还有
竹制碗橱、自来水龙头，墙壁上
挂着两只竹篮子。朋友的妻子
在厨房里忙碌着，他当下手。到
吃饭的时间，叫我入席，大家随
意落坐。

过去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
土灶。我老家自然也有，那是个
两眼土灶，可以同时烧两只锅，
中间还有一只井罐。外面这只
锅的灶膛，有个铁棒支起来的层
架，这样不仅能够正常烧柴草，
还可以使用风箱。平日里，我们
习惯用靠外的一只锅子来烧菜
煮饭，先炒菜，再烧饭，主妇宁可
一灶接一灶烧，也不轻易同时烧
两眼，这是因为只烧一眼可以省
点柴。井罐也是一个非常巧妙
的设计，可以利用烧菜煮饭时柴
火逸散的热量烧水，平时洗碗、
洗脸用的水就全靠它了。

土灶用的柴种类很多，那时
在农村，凡是植物类的晒干了都
能作为柴火用，大致分硬柴火与
软柴火两种。修剪下来的树枝
称为硬柴火，稻草、麦秸、茅草等
称为软柴火。每年夏收和秋收
后，麦子、稻谷脱粒后的麦壳、砻
糠也当柴火用，不过需要配合使
用风箱。若是天气不好，柴火比
较湿润，或者是刚从露天柴堆里
拔出来的软柴，就比较难烧了，
必须用火钳不停挑，不然常常烧
着烧着就熄火了，浓浓的黑烟飘

出灶口，十分呛人。
逢年过节，需要煨个猪头、

猪爪，或者蒸个团子、煮个粽子，
就要用硬柴，因为它的火力足。

用柴火烧饭有一个窍门，在
烧到锅里的大米吸干了水时就
要熄火，不能再往里面添加柴草
了，这个时间就是焖饭的时候，
大约隔上十分钟以后需要“还把
火”，闻到微微的锅巴香味就不
要再烧了。否则，往往会烧出夹
生饭。土灶煮出来的柴火饭特
别香，我小时候有时肚子饿了等
不及上菜，在热腾腾的饭里放点
酱油、拌点猪油就能吃上一大
碗，要是与刚炒的热菜搅拌着
吃，那就更有味道了。

锅巴也是好东西，不仅可以
作为干粮携带外出时食用，还能
作为一道菜肴。把锅巴放在油
里炸一下，淋上用调料制作的浇
头，又香又脆又酥，那绝对是妙
不可言的美味佳肴，传说还被乾
隆皇帝誉为“天下第一菜”！

用柴火做饭后，精打细算的
家庭主妇，还会在灶膛里的柴火
余温中做文章呢。可以拿上几
个山芋塞进热灰里，烘熟了吃；
冬天里还会把柴灰装进脚炉里
用以暖手暖脚。

后来，人们开始用煤球炉烧
饭、在煤气灶上烧饭，现在大部
分人家更是用上了电饭煲，很多
人恐怕已经不会使用柴火灶烧
饭了。科技的发展带来了种种
便利，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但
有些东西还是无法替代，比如炊
烟袅袅的故乡，比如喷香的柴火
饭。 （蒋培新）

前些天，我和夫人在亚新夫妇
的邀约下，驾车从宜城出发回到了
我的故乡——芳桥街道夏芳村周
师自然村。

周师自然村，这座古老的村
落，仿佛一位沉静的老者，静静地
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一条条巷子弯弯曲曲，如同迷
宫一般，引领着人们走进它的深
处。脚下的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
得光滑而温润，每一块石板都承载
着过去的足迹。

我家原来的老平房处，如今
是一栋三层小楼，房屋前仍然是
一面场，那里曾是我儿时嬉戏的乐
园。我曾在那里与朋友跳绳、跳
远、踢球、踢毽子、玩四角板。场的
南面就是芳桥河，河埠仍保持着原
貌，那一级级的石阶，浸透着岁月
的痕迹，仿佛在等待着曾经在此
浣洗的人们归来。儿时，我在此
打水、淘米、洗菜，到了盛夏，从台
阶一跃跳入河中游泳，或者与小
伙伴戏水打闹。

整个周师自然村依偎在阳山

脚下，以前，山上流下的水沿着一
条大沟向河里奔腾而去。如今，大
沟改成了路面，但那山水依然从地
下管道流淌而出，默默滋养着这片
土地。

村落里，很多人家已经没有人
居住。老旧的墙壁上爬满了青苔，
斑驳的木门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
出“吱呀”的声响。偶尔还能看到
几户人家的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
为这宁静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烟火
气息。

周师自然村，它虽历经风雨，
却依然保持着那份古朴与宁静，让
人沉醉在它的韵味之中，感受着岁
月的沉淀和生活的真谛。

我们又去了芳桥南街，那里
已经大变样，曾经的老房子不见
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别墅
区和小高楼，真可谓是旧貌换
新颜。

此次芳桥之行，让我深切感受
到了岁月的变迁和发展的力量，也
为家乡的新变化感到由衷的高
兴。 （闵建良）

我小时候曾用一个空罐头
瓶来当水杯。那个时候生活水
平不高，大多数东西能用就行。

直到有一天，我往罐头瓶里
倒热水的时候，它“嘭”一声，在
我手中裂开了。但杯身仍然是
完整的，只是多了一条狭长的裂
缝。还好没烫着我的手，但把母
亲吓得不轻。后来，母亲决定给
我买一个用来喝水的杯子。

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有小猫
图案的粉色瓷杯，把手是小猫的
尾巴，上宽下窄的形状。

当我把热水缓缓倒入杯子
里时，我嘟嘟囔囔地说：“小猫咪
先喝吧。”从那天开始，我变得比
以前更爱喝水了。对杯子而言，
这是不是对它的尊重呢？长大
以后，我成了一个杯子控，每到
一个地方，可以不买当地的特
产，务必会买一个喜欢的杯子留
作纪念。

杯子不仅仅是可爱的，还应
该是优雅的、有个性的、简朴的，
或者是华丽的。无一例外，我收
藏的这些杯子都有猫的图案。
一个人执着地爱着一样东西，必
定和童年的记忆有关。

我并不像其他女孩那样，喜
欢结伴逛街，但是如果哪里又开
了一个瓷器小店，我一定会走进
去看看。我也喜欢玻璃杯，虽然
它有很多缺点：易碎、不隔热、不
保温，但我依然钟情于它。一方
面，它安全环保；另一方面，它仿
佛更纯净无瑕，看起来简单而美
好。一朵菊花放上温热的水，菊
花起起伏伏，逐渐膨胀，看着它
起舞，然后逐渐降温，变得温润
平淡，此时适宜慢慢品尝。

网上有定制特色杯子的小
店。在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会
去网上定制一个杯子。我会给
商家发一张自家养的猫的照片，
再署上自己喜欢的印记，让它也
和我一样，在滚滚红尘中做自
己。不过还是喜欢走出去多看
一看，遇见与自己心意、气味相
投的杯子，拿在手里细细观赏，
如遇知音。

我家有个展示柜，柜子里放
满了我四处淘来的杯子，朋友见
了无不喜爱。我能讲出每一个
杯子的来处，向喜欢它们的人炫
耀我的收藏。其实，不管杯子再
怎么精美，造型再怎么独特，说
到底，它就是一个容器，它不是
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是，但每
一个杯子在我眼里都是不可替
代的。

杯子也承担了视觉的重要
部分，一张张惬意的下午茶照片
里，总少不了一个精美的杯子，
画家的静物画里，也总会出现它
的身影。不管它是不是画面的
主角，只要有它在，画面顿时温
润了许多。

如果在喝水的时候顺便欣
赏一下手中的杯子，并因此获
得更加愉悦的心情，那么杯子
就不仅仅是容器，还是一道调
味剂了。

杯子如果有记忆，它应该会
记得许多味道，比如白开水、茶、
牛奶、咖啡的味道，甚至是药的
味道，好与不好，这些都是生活
的味道。不知道杯子会不会懂
得我们的感受，但我们记得那些
杯中时光，人，其实也是一种容
器。 （青 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