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豆腐、豆腐脑！刚出锅的，这是用南水北调的新水

做的，甜着呢，老少爷们都来尝尝啦！”一阵鞭炮的硝烟散
去，响起了德重大叔浑厚亲热而又激动的喊叫声。

人们已经有好多年不曾听到他的叫卖声了。乍一听，
让人觉得是那样的亲切，就好像有一股很熟悉的味道从喉
咙里窜了出来，人们忍不住围拢了上去。看着这一张张熟
悉的面孔，德重大叔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热豆腐和豆腐脑
与乡亲们阔别多年，终于又回到了人们的面前。他和儿媳
不停地忙碌着，诚心实意地为老少乡亲们捧上一碗碗热豆
腐或豆腐脑。他告诉大家，这是用刚刚送来的南水北调的
水做成的，水质好、味道正，再也不会出现让大伙不满意
的情况了。

德重叔嘴里说着，心里如是想着：南水北调，千里迢
迢把南方的水调到北方，为老百姓送水，这是多么浩大的
工程呀！有了这优质的水源，他又可以和以前一样做他的
豆腐了，他还要把手艺传给儿子、儿媳和孙子，让他们和
大家一道在这新的时代里走向富裕，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嗯，不错，还是原来的味道。”
“这豆腐脑喝着似乎比原来的更好喝了！”
一阵阵的赞许声，让他心里无比的温暖，感动之余，

不由得又想起了往事种种……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下午，他刚到家，便听儿媳妇叫道

“爹，咱家这豆腐脑明天就不要再卖了吧，每天都剩下这大
半缸卖不完，白白糟蹋掉挺可惜的，还听人家说闲话……”

“咋能说这话呢，金玲，做生意就是这样，有好的时
候，也有孬的时候……”

“人家是说咱的豆腐和豆腐脑不好喝！”
“这没啥，人多嘴杂，众口难调，说啥的都有，等再

做的时候咱们把豆子的用量再加大一点就好了。咱不怕多
费那么一点豆子，我也做了一辈子生意了，晓得怎么个做
法，咱乡里人讲究个实在，做生意赚的是来回钱，只要咱
把良心放正，实实在在地把豆腐脑做好了，就不怕没人
喝。”

“可是……”媳妇欲言又止。“今天的豆腐脑也是您亲
自烧的，人家说喝着就像是咸菜汤，越来越不如以往了。
还有人说，做生意的人越做越精，谁都骗……”

“啊！他们竟然这样说？”德重叔的心猛然间像被谁用
针刺了一下，无比疼痛，凭良心讲，他不是那样的人。自
打他做生意以来，一直秉承祖训，秤平斗满，童叟无欺，
不发不义之财，没想到人们也会这样说他。

德重叔祖上虽然也在这个村上住，却不是庄稼人，是
由外乡逃荒落脚在这里的，由于他家没有土地，便干起了
磨豆腐营生。磨豆腐需要用大量的水，他们就在自家的院
里挖了一口井，井不深，水质却很好，做饭烧汤都很有味
道，不但满足了自己使用，也方便了周围邻居。也许正是
由于这井水的原因，人们都说他家的豆腐格外好吃，所以
生意一直都很好。几十年来，靠着一盘豆腐磨和这口水
井，他们一家几代人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岁月。新中国
成立后，他家和全村人一样，先是分得了土地，后又走上
了集体化道路，卖豆腐的生意便从此丢下了。

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他就重操旧业，干了几
年后觉得不甚理想，因为村上闲人不多，半晌里吃热豆腐
的人寥寥无几，一盘豆腐往往要卖上一天。旧社会卖豆腐

图的是养家，一天卖一盘豆腐，除了极少的利润外，剩下
来的豆腐渣可以充当粮食，让全家人不至于挨饿；但那种
受苦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回了，新时代的人们，都在使利益
扩大化。

走着说着观察着，他就发现了商机：有好些打工的人
早上大都来不及做饭，便草草凑合一顿了事。于是，他决
定兼卖豆腐脑，这样正好可以发挥他的行业优势，一举两
得，何乐而不为？本来就是实在人，又薄利手轻，技术老
道，人家用石膏点豆腐，出的豆腐多，但是味道有点苦；
他却用传统的卤水点豆腐，虽然出豆腐少一点，但味道
正，很受大家欢迎。于是，赚来了大家的口碑和不菲的经
济收入。

几年下来，眼见着家里家外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德
重叔喜得合不拢嘴。然而，日子长了，他就听到一些别的
议论，说是他的豆腐没有以前的吃着筋道了、豆腐脑也不
如刚开始那几年喝着有味道了、豆腐脑块儿太小了等，甚
至还有人说：“卖豆腐挣的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他不卖
假凭什么发财？”开始，他并未往心里去，心想：一人不趁
二人意，众口难调，卖吃食尤其如此，只要凭良心做事，
大家伙终究会明白的。可是，生意还是日渐萧条了下来。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是自己年迈，技不如前了吗？
为了生意，他比以前加大了豆子的用量，但还是不成功。
他心里着急，专程到市里那些大的豆腐坊虚心求教。同行
的师傅们首先问他用的水源来自何方，他说用的是自家浅
井里的水，并强调过去祖辈一直就是用的这口井里的水。

师傅说：“你的问题很可能就出在水源上，很多地下水
源都被污染了，不但会使你的豆腐做不好，恐怕连做出的
饭菜味也不如从前了。”师傅的话他认为有道理，但他又不
想承认自家的水源不能用了。于是，他回家后就买了几大
桶纯净水做了一次试验，没想到却出奇的成功。

怎么办？为了让这门手艺延续下去，他做出了一个重
要决定：重新打井！说干就干，他请来了本村的打井队，
重新打了一口二十米的深井，是原来那口浅井的好几倍，
结果做出来的豆腐还是不好吃。他不甘心，但又无奈，只
好关门大吉。

2013年的一天，他要下地干活时，村委会主任叫住了
他，说南水北调工程从村里经过，要占他家的地。“嗨！不
就是给几个钱的事儿吗，咱又吃不上水，不操那份心，你
看着办吧。”德重叔说罢，抬脚就要走。

“谁给你说咱们吃不上水了？这条东西管道主要就是
供应咱们吃水用的，并且，开工以后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
们去做呢。再说了，这是国家惠及民生的大事，通水后，
你家的豆腐坊又能开张了。”

德重叔站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愣了好大一会才说：“只要是真的，我那地不要钱也愿意！”

眼下的德重叔，眼睛清亮了许多，也开阔了许多，就
连那田里虫儿的鸣叫声也格外的婉转悦耳。

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德重叔比谁的腿脚都勤快，没
事就到工地上看看，再回去告诉人们，那水沟挖得有多
深、水管子有多粗、每天放进去了多少根管子、估计什么
时候竣工等。尽管这些事大家都知道，但他还是要说出
来，不然就不足以显示他对此项工程的重视。

通水那天，当人们看着那自来水龙头哗啦啦地喷珠吐
玉、尽情欢呼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泡上了上好的豆子……

甘 泉

■梅雪有梦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我，还是一个孩子。那时，每个

村庄只有一个代销点，所售商品尽管物美价廉，但因为村
人们大多囊中羞涩，所以代销点的生意是门可罗雀。

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走街串巷的卖江米糕
的货郎了。那些货郎拉着架子车，车头总放着一只镶着玻
璃框的大木箱，分为好几层，在我眼里，那只大木箱不啻
潘多拉魔盒，里面有花花绿绿的头绳、大针小针顶针、木
梳小镜子、五颜六色的气球、小小的口哨、晶莹剔透的糖
豆儿……但它们对我的诱惑力都不大。

我更在意的是车尾放的一大塑料袋江米糕，它们无时
无刻不在诱惑着我。每天，那些货郎拉着架子车，手里拿
着一个拨浪鼓，边走边拨弄着，有的巧嘴货郎还吆喝道

“找头发换针，换江米糕！江米糕江米糕，老婆吃了不弯
腰，江米糖江米糖，小孩儿吃了不尿床！拨浪鼓摇三摇，
乡里大姐都来瞧，买大针买二针，还有你喜爱的绣花针！
东一找西一找，不能使用的烂塑料，东一瞅西一瞅，还有
家里的麻绳头，拿来换俺的抹手油……”这声音的魔力很
大。每每听到这样的吆喝声，大姑娘、小媳妇、小脚老太
太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便如同过年一般倾巢而出。大姑
娘小媳妇一般都是换头绳、皮筋、木梳、胭脂之类的东
西，老太太从墙缝里抠出攒了一年的头发，讨价还价之余
无非是多要一根针，小孩子在家和街上来回穿梭，把家里
的破铜烂铁、麻绳头、塑料鞋底、塑料布从旮旮旯旯里都
找出来，目的就是多换一片江米糕。那江米糕是圆片，晶
莹剔透的白色，入口即化，只要吃得一片，霎时五脏六腑
便被舒化得妥妥帖帖。

记得有一次，因为贪嘴，我把家里的一只铜制的老鳖
灯拿来换了好多江米糕，正得意忘形地吃着，便被母亲狠
狠修理了一顿。

吃着江米糕，我们也不忘戏谑，那对话极为有趣，至
今记忆犹新：“换江米糕的，恁是哪儿的呀？”“俺是安徽界
首的呀，小孩。”我们“轰”的一声笑了：“呀，还有这么
笑人的地名？安徽‘解手’……”任凭换江米糕的货郎怎
样解释，我们就认定是“解手”，并且认定那个地方是贫穷
的代名词，因为所有换江米糕的都说是安徽界首的。以至
于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村里有一位在广东打工的
姑娘，谈了一个安徽界首的男朋友，她父母百般阻挠的理
由，就是嫌那个地方太穷，家家户户风餐露宿地拉着架子
车换江米糕。

依稀记得，那年腊月二十左右的一个傍晚，大雪纷
飞，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一个年轻汉子慌里慌张地敲开我
家的大门，恳求着说：“大姐，孩子发烧，能不能给一碗热

水喝？”“孩子在哪儿呢？”母亲问道。顺着那汉子手指的方
向，门口的架子车上堆满了换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
一床看不出颜色的被子里，躺着一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
小男孩。母亲伸手一摸，孩子的额头滚烫滚烫的，她二话
没说，就走进厨房给父子俩做了饭，看着他们吃完，又拿
出珍藏的犀牛角刮了一些，小心翼翼地给那个男孩喂下。
雪越下越大，母亲又安排父子俩住进我家的柴房。三天
后，孩子痊愈了，父子俩才依依不舍地跟我们全家道别。

我上初三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冬天，不过没下雪。那
个叔叔又来了，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
江米糕，他对母亲说：“大姐，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卖江米糕
了。如今家里生活好了许多，我这次来就是顺便看看你，
过了春节我就要去上海打工了……”留在我记忆中的安徽
界首印象，依然是贫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吆
喝声。

今年三月的一天，我漫步在街头，在一家小店看到了
久违的江米糕，我当即买了十元钱的。边吃我边拍照分享
到一个文学交流群里，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友你一言我一
语地共同追忆那段难忘的岁月，还有人再次惟妙惟肖地重
复了那吆喝声……十元钱的江米糕一扫而光，我和孩子的
味蕾竟然没有得到满足。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光临小
店，店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批发商断货。小小的江米
糕，竟然成了奢侈品，我和孩子只好一遍遍地在回忆里想
念江米糕的美味。

今年七月，我去外地学习，吃饭时和几位安徽界首
的文友坐在了一起。谈笑间，我说起了江米糕，说起了自
己对江米糕的留恋之情。一位文友告诉我说：“江米糕如
今已经是界首的支柱产业，采用了集约化生产，开发出了
多种产品，你说的是原味的，新产品还有江米糖、雪米饼
等几十种产品，已经远销售到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甚至
还出口到了日本、东南亚等国，供不应求呢。技术人员鼠
标一点，网上订单就成功了，哪还需要走街串巷地叫卖
呢？”另一位文友打趣道：“妹子，把地址和手机号告诉
我，我亲戚有在那厂里上班的，回头我给你快递过去一
些。”我们哈哈大笑。

想不到，时光荏苒，在物质匮乏年代成为我们稀罕物
的江米糕，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次成为稀罕物。

一个人静下来时，耳边似乎总响起那种吆喝声，我就
想：不知是哪位“货郎”把这个产业做强做大，让江米糕
走向世界。这里面，有没有当年那位货郎叔叔和那个小弟
弟呢？又有多少货郎把喊声喊出了中国呢？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不正是祖国进步的体
现？不正是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最好见证吗？

远去的吆喝声

■张文明
在沙河上，雄踞两岸、

沟 通 南 北 的 木 桥 ， 细 数 起
来 ， 也 只 有 两 座 ： 一 座 为
1950 年抗美援朝时，在今铁
路 桥 以 西 修 的 过 火 车 的 木
桥，一座为 1958 年时，在解
放路大椿树码头 （即今铁路
桥以东） 修的过车马行人的
木桥。

铁路东的木桥，是座公
路桥，也是一座半水桥，一
入秋季，河水暴涨，泄洪不
便，久便被拆掉了。1958 年
此桥建成后，我骑自行车去
沙北的五里庙时，曾经走过，
由大椿树码头下坡，至半中
腰，驶向木桥，往河北沿。说

是木桥，其实河南沿尚由木船搭就。严格说来，是由船
和木桩混合搭成的一座木桥。

铁桥以西的一座木桥，是用来过火车的。1950年建
造，是座铁路桥，由于好多人不知道此桥的用处，仅记
得人往车来的公路木桥，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误认为
漯河仅有一座大椿树码头旁的木桥。热爱桥梁文化、编
撰 《中原桥城·漯河》 一书的刘志杰先生，与我邂逅
时，也没能幸免。为了证实我说得不谬，2017年，在河
水枯涸时，我曾邀孙爱国先生拍摄过铁桥以西露出水面
的木桥桥墩的木桩，果如我所说。

那是1950年，我正上小学。沙河以北，架起打夯的
高耸入云的三角形架子，由一群人拉起数百斤重的大铁
锤，开始了在河中打夯，引来好多河南沿的人观看。只
见一声哨响，几十人拉住粗绳就朝后跑，待大铁锤拉到
三脚架的上端，又一声哨响，手中的绳子一松，“哐”一
声巨响，砸在木桩上。就那么一锤锤、一下下地打桩，
经过许许多多的日夜，建起了木桥桥墩，建成了过火车
的木桥。来此观看建桥的市民，一度络绎不绝，其中，
时常可以看到那位提着篮子叫卖“冰糖、薄荷”的老人
身影。直到1966年，我到郑州铁路局桥梁大修队参加工
作后，被分配到一分队一工班干活，谈起当年漯河打木
桩的事，方知道我们的工班长王明道，就是当年打木桩
的领头人。

过火车的木桥建成通车时，更是引得成百上千的群
众赶来观看，人数之多，不亚于当年看火车的人群。为
安全起见，漯河工务段不得不派出大量人力，维护秩
序，并做好安全防护。火车隆隆过来了，还没到桥头，
速度就慢得犹如蜗牛爬一样，只见火车头大轮的转动杆
缓缓地移动，车轮慢慢地朝前挪着，基本上跟人走差不
多。直到火车头过了桥，方提高速度，牵引列车进站、
出站。

别看木桥桥墩密密麻麻，犹如建房的脚手架，对于
上百吨重的火车头来说，驶上去就要慢慢地爬，才能保
证安全。这种过火车的木桥，由于桥墩过密，一到涨水
期间，漯河工务段的工人就要在每个桥墩旁严防死守：
打捞顺水飘来的树枝草稞等杂物，防止堵塞桥洞泄洪，
以免桥被大水冲掉。太费事，也太不安全，不久，在建
起永久性的水泥桥墩和钢梁后，木桥随即被拆除。

拆掉木桥，水面上的好办，三下五除二即可清理。
水面以下的，就没那么容易。那时施工队没有潜水员，
拆除木桥墩时，能拆多少是多少，故而留下了一些没能
拔掉的木桩，参差不齐地留在河床上。

解放路公路桥就不一样。本来就是个半水桥，又加
上不是全打了木桩，拆除起来就相对容易，所以没能拆
除的木桩就较少。由于走过解放路木桥的人数较多的缘
故，人们对其印象较深；而铁路木桥不准行人通行，人
们对其记忆淡薄，年深月久后对铁路木桥没了印象，也
不足为怪；有些人将其混淆，总认为漯河只有一座木
桥，也在情理之中了。

漯
河
的
木
桥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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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丽笑
请原谅我还是一个莽撞的孩子
在您70岁华诞时，只能掬一捧山间的清泉
把我无限的祝福奉予您，请接受吧——我的祖国
这可是我诚心酝酿而成，盛满了对您的深情厚意
如同号角唤起我童年美丽的梦
又如同江月照亮我生命的历程
当金色的阳光洒向我的全身，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
焕发出美妙的青春情愫，年少曾跌落的梦，又在这里复苏
当我疲惫之时，您就像一首轻音乐
缓缓融入我的心间，让我以期待的眼神
默默地关注着您洒脱的脸庞，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跋涉于生命的历程，您艰难行进
不管征途中双脚打磨出多少血泡
任凭灼灼烈日炙烤您硕大的身躯
婆娑在砾石之间，您没有屈服，且永远不会屈服
在冥冥追求之中，您已学会把毅力搁在重锤之下
将意志放在火炉中熔炼，而此时的您
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坚持不懈地，向前迈进
啊！我的祖国。当您越来越远地离开行进的起点
您把您的追求渐渐地铸造成，一把铮亮的剑
您把人民的愿望编织成，一个伟大的梦想
祖国，我们深爱着您
千帆竞渡，哪一艘是我驶向您的风帆
我仍在您的关怀下奋然前进
我要采颉澎湃大海中最耀眼的骊珠
攀登至雄伟高山的顶端
为您——我的祖国！唱出我心中最美的赞歌！

最美的赞歌

■杨贵州
祖国母亲——您悠悠五千年的历史
记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传说，谱写着中华民族的沧桑巨变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代代华夏人
以中华巨龙的豪气，以勤劳勇敢的精神
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以波澜壮阔的斗争
守卫着华夏的大地生灵，守护着华夏的群山江河
传承着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血脉
创造了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
五千年的历史
谱写了中华民族难忘的回忆
祖国母亲——您历经考验
我们不会忘记，在那暗无天日的年代
乌云密布，民不聊生，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企盼着翻身解放，仰望着和平安康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像一颗光照人间的启明星，承载着解救劳苦大众的使命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祖国母亲——您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了
天安门上第一面红旗冉冉升起
鲜艳的五星红旗，是那样富有生机
指引着各族人民前进的方向
新中国七十年的成就震撼全世界
一代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
祖国母亲，我赞颂您的美丽；祖国母亲，我赞颂您的坚强
我赞颂您的情怀，把中华民族命运始终牢牢把握
我赞颂您的精神，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
祖国母亲，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继续谱写民族复兴新的篇章，愿祖国明天更加美好辉煌

祖国母亲

■盛唐书童
翻开近代中国的记忆，历史不会忘记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被奴役、压迫了一个多世纪
在那无尽漫长的黑夜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像一缕曙光，让劳苦大众终于看到天亮的希冀
从“八一”起义到长征两万五千里
多少次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党
带领我们力挽狂澜、走向胜利
爬雪山，过草地，顶着炮火连天，冒着枪林弹雨
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万众一心，前赴后继
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赢了三大战役
终于迎来共和国的成立
历史不会忘记，那段屈辱的岁月已经过去
一轮耀眼的红日已从东方冉冉升起
历史不会忘记，祖国建设中的楷模
雷锋、焦裕禄、王进喜……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祖国面貌，日新月异
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不负人民，凝心聚力
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祖国不会忘记
新时代已经开启，民族复兴中国梦把心凝聚
华夏儿女共祈愿，伟大祖国终统一，东方巨龙永屹立

历史不会忘记

篆刻作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作者：边遥

■许新霞
近日翻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和毛泽东同志反

其意所赋的咏梅诗，越读越感觉诗中韵味浓厚。我穿越
时空隧道，想象着诗人与伟人共同以雪为题，分别借诗
抒怀的情景。

陆游手捋长髯，放眼眺望，迎冽冽寒风，吟道：驿
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
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
香如故。寂寞、孤独、无依的梅花，与凛风寒雨苦苦争
斗，忍众妒奋力挣扎，即使零落成泥被碾化成尘，也不
放弃梅的芳香，生命的本色，突显梅的傲骨。

伟大领袖毛泽东背双手迎风而立，凛冽寒风吹动衣
角，撩起发梢，只听：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
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主席眼中的雪中梅，不
畏严寒，敏锐感到春将来临，即使寒天冻地，也要唤醒
百花，待百花争艳时，她尽施芳香，静静分享百花闹春
的喜悦，而退隐丛中，凸显梅的坚毅、自信、尽责、洒
脱！

诗味悠远，诗中蕴含着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之不
同，面对不理解，我听到一个孤芳自赏者的哀叹，一个
胸有世界者的情怀；面对困难，我看到一个困惑无助之
人的焦虑，一个星火燎原之人的坚毅；面对挑战，我感
到一个迷茫孤苦者的无奈，一个激流勇进者的自信；面
对未来，我体会到一个守身如玉者的执著，要留名于人
间的自我；一个共享春光者的喜悦，要功成身隐的超脱！

分析原因，应该是初心不同：一个是无意苦争春，
一个是俏也不争春。一个想为自己辩解，表明自己对众
妒的无辜与无奈；一个尽力绽放生命，追求无悔奋进的
人生。同样是雪中寒梅，同样在寒风苦雨中绽放，同样
要枯萎凋零，但一个凋零后留下内心的执著、争斗与悲
苦，一个绽放后留下内心的坦荡、欣喜与满足。

很多人以为，只要努力就会收获人生的幸福。但真
正努力踏上人生之路后，你会发现，决定你走多远、走
多稳的，并不是才能，而是每次面对不同境遇时的选择。

胸怀是决定做什么选择的根本所在！如果心中念念
的总是狭小的自我，就会像陆游笔下的梅，即使迎寒绽
放也悲苦万分，处处争斗缠身，体会不到生命的真正乐
趣！如果心中承载世界，尊重自然，即使寒风苦雨，也
认定使命，那么所有困顿与严寒，只能成为生命绽放的
陪衬，梅之芳香更加宜人，梅之色彩更加娇艳！

梅香盈怀
诗味悠远

■■文化品评文化品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