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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弯的，理是直的。
这是一句反衬语，用“弯”对应“直”，鼓励人不

要怕说话，只要讲理，去据理力争，就没有解决不
了的问题。

养儿不学艺，挑断箩筐系。
不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 长大了就只能捣蛮

（干最重最苦的活），靠干粗活、累活养家糊口。 箩
筐系， 系在扁担和箩筐之间的绳索。 孩子要有出
息，自食其力，就要有一技之长。什么也不会干，啃
老， 当父母的就是累断筋骨、 操碎了心也无济于
事。

喊人不蚀本，舌头打个滚。
这里的喊人指称呼人，教育小孩嘴要甜，肯向

人打招呼， 不管什么辈分， 都要尊称为长者或长
辈。赊在这里当亏讲，小孩爱叫人，左邻右舍喜欢，
不但不亏本，还会长钱。 后半句意为轻松，不费劲
儿，舌头动一动，有什么难场的。

一个鸡蛋吃不饱，一个名声背到老。
不要贪小便宜，更不要当“三只手”。养成了小

偷小摸的习惯，就会因小失大，背一辈子骂名。
脚大草鞋宽，蛇大窟窿粗。
不要羡慕官当得大的人，也不要眼浅（羡慕）

有钱的人，大有大的难处，摊子铺的大，开销就大，
麻烦事就多。

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端公跳假神。
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 一定要找准学习的标

杆。 一旦入错了行、跟错了人，就会事与愿违 ，悔
之不及 。 端公驱鬼治病 ，已经绝迹 ，现在变身
为民间舞蹈 ， 成为一门艺术 ， 湘西一带叫傩
戏。

吃菌子莫忘疙蔸恩。
菌子是土称，指野生蘑菇。往年间没有人工点

菌，全凭天性生长，多长在腐朽的树蔸上，俗称疙
瘩蔸。 这句话类似于“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要忘
本，要懂得感恩。

问人不行礼，多跑几十里。
向陌生人问路，一定要谦恭，有礼貌。 若吼声

大气、有理十八分，人家就会认为你缺教养，故意
朝反方向指，害你跑冤枉路。

生就的模子造就的船，新打的扁桶箍不圆。
就这样了，很难改变了。 有的人个性使然，犟

得出奇，怎么教都不改变，劝导者就会发出这样无
奈的感叹，有点像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意味。 扁
桶，顾名思义是扁的，或是椭圆，手艺再高强也箍
不圆。

鸡蛋怕炒老了，大话莫说早了。
前半句是铺垫，制止对方先别说大话。鸡蛋炒

老了就柴，失去本味。 大话说得过早，如果事未办
成，不但失信于人，还会落人笑柄。

人没理了说横话，牛没力了拉横耙。
后半句为前半句话找由头。横话，蛮横不讲理

的话。 人没理了，根本就说不起话。 耙田时牛若横

起走，耙齿入不了土，等于在地面上跑，省力却毫
无效果。

大懒使小懒，使得翻白眼。
该自己干的就别偷懒，踢皮球推给别人，更不

能腾（tēn）穷，转嫁给比你小的。 翻白眼，一种面部
表情，无可奈何的样子。

细娃儿看极小，牛马看蹄爪。
老话还有一句：三岁看大，七岁治老。 孩子长

大有无出息，小时候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买牲口
时，懂行的能从蹄爪上判断出年岁、有用无用、好
与不好。

穿破才是衣，到老才是妻。
一直乐意穿并且穿烂了还舍不得丢弃， 才是

你真正喜欢的衣服。后半句的意思是说，别看两个
人结了婚，能混到白头到老才算得上真夫妻。

毛毛雨打湿衣裳，杯杯酒吃断家当。
雨下得再小，时间一长就会打湿衣裳。天天喝

酒玩乐、不做正事，也会坐吃山空，万贯家财也能
败光。重点在后半句，打湿衣裳是为吃断家当做铺
垫的。

天天待客不穷，夜夜做贼不富。
两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能天天招待客人，说明

人气旺。正应了一句老话：客走旺家门。舍得就得，
舍不得没得。 耍小聪明， 不择手段得来的不义之
财，只能管当时，永远不会富有。

靠兄靠妹，不如靠自己的手掌脚背。
再亲的人，靠一时可以，老是伸着脖子做着大

指望，就会落空。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自己去打
拼，用勤劳的双手创造财富。也有这样说的：“哥有
嫂有，不敢伸手”。

老鼠不打空洞，燕子不进愁门。
投资环境好，有商机，能赚到钱，自然有人来。

如果条件太差，穷得舔灰，老鼠、燕子都不会登门，
甚至逃得远远的。 燕子筑巢，说明门庭兴旺，家人
和睦。 有恭维或自我安慰的意思。

人到黑处，自有歇处。
车到山前必有路，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
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鸡肚不知鸭肚事，饱汉不知饿汉饥。
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做同样的事，自然就想不

到一块儿。心里的苦只有自己清楚，没有经受相同
的磨难就不会设身处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

会打三通鼓，离不开一班人。
强调团队的重要。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只

有一班子人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才能打出精彩的
“三通鼓”，同心奋力划大船。

水不搅不浑，亲戚不走不亲。
搅浑水，就是故意把事情搞糟、搞乱。 水没人

动，永远是清的。 再亲的亲戚，长时间不来往就会
淡然，甚至撞膀子过身也会形同陌路。因而亲戚之
间经常来往走动非常重要。

作为 50 后的一员，可以说是共和国史上
比较特殊的一代，也是富有使命感的一代。 我
们历经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以及跟着
“学工学农”，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 正如人们
所说，我们这一代，豪情满怀，可啥都赶上了
啊!

的确， 那时我虽高中毕业， 但上不了大
学。16 岁不到，就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凭考试成绩招到安康
铁路工作。 在工务段，由于工作踏实，很快抽
调到机关桥路室描图；稍后到列车段工作时，
又因肯钻研， 被推荐到西安铁路局参加业务
比武，获第一名。 不仅上涨工资，还提拔担当
列车长， 进而选参到铁道部乘务工作组检查
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西北五省区的客运工
作。 80 年代后期， 我被调到安康铁路医院工
作。

在安铁医院，我先在挂号室干，一切从零
开始，虚心学习，很快熟悉业务，赢得同事与
广大患者的满意。 继而我受到单位器重，先后
到医院多经和服务公司岗位， 并业余自学财
会专业，拿到文凭后，工作得心应手。 由于爱
岗敬业，将公司财务整的账清目楚，多次被评
为院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 最后，我又在院
医保办工作些年，直至 2014 年 2 月退休。

退休时，领导再三邀我留下来。 但我想到
蓉城花园小区的房子还没装修。 我婉拒领导
返聘的好意。 2014 年春节一过，我便到成都。
凭借当年下乡时的劲头，仅三个多月时间，我
便将房屋装修得简朴而温馨。 配装了中央空

调和高级暖气炉， 好多人都觉得这装修还颇
有档次和格调。 反正，我自己认为舒适、安逸，
就由衷惬意了。

诚然，我在成都落住后，除每每观光天府
之都的美景外，还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 双休
日，孩子载我们出去玩。 我们去了洛带、安仁、
五凤溪等几十个古镇，特别像金沙遗址、熊猫
基地，环球中心以及都江堰、黄龙溪、武侯祠、
杜甫草堂这些就近名胜外，也不时到上海、杭
州、武汉、青岛、南京这些旅游胜地旅游，至于
像西昌琼海，汶川北川，阿坝凉山、蜀南竹海
这些地，说去就去。 而更近的像春熙路、锦里、
太古里、宽窄巷子这些商圈，便是打个转身，
抬脚就到。

当然，除了这些外，就是帮带下孙女，想
必这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方式，也是绝大多
数退休人不可或缺的，虽苦犹乐，护送孙儿幼
儿园， 接其放下学， 到泳馆球馆学习以及到
省、市图书馆帮其借书，也是快乐的，从不嫌
累、觉得麻烦。 我偶尔想到过去工作那么忙，
咱一家人互帮互相。 孩子在我和丈夫的鼓励
下，加之学校培养，中学时就入了党。 平时得
闲，三人都会到自建的“家庭书屋”中打打乒
乓，翻阅书籍，凭这还一时成了市区开展“文
明家庭”与“书香社会”活动的“全家都争做了
党员”的美谈。 安康电视台《家园》栏目组记者
到家拍摄专题，在市台一、二、四套节目中滚
筒式长达一周的连续播出。 又如，闻名于世的
西安半坡，具有六千多年的历史，该博物馆举
行征文，我一家自然响应，个个写文参加。 没

想到结束时，老公、孩子和我都获了奖。 当时，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亲自为我颁
奖。 对此半坡博物馆还授予了我们家“半坡荣
誉居民”，此后任何时候去参观，都免门票。 以
致于省市电视台、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等主
流媒体， 还直接将我带家人参加活动的实情
加以报道。

说到这， 人生不无满足的一点， 作为母
亲，将孩子能教育成一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成为单位中的行家里手；而又作为妻子，能帮
助丈夫热爱工作，成为合格的国家公务员，在
公安战线立功 9 次，17 次嘉奖， 且先后获得
200 多个这样那样的荣誉证书，再者，那年春
节，我一家围拢聊天。 孩子对我说：“妈妈，听
说你以前比老爸还先写稿子呢？ ”老公立马回
话说：“那可不是？ 你妈是安铁分局最先一批
优秀通讯员。 就 10 多年前，铁道部《人民铁
道》报创刊 60 年节庆，你妈还以《家有报刊好
留客》一文获得了全国铁路二等奖。 时任院领
导的张欣不知从何渠道竟早早知道， 还率先
就此事专门拿出来提呢。 ”老实讲，这些年来
我有空还读了点闲书，练练硬笔书法，还拿起
单反相机，抓拍了些风景和生活照。 不过，我
也挺关心原单位的。 每年遇重阳节和春节前，
单位都要慰问我们这些退休人。 真的很感动！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虽然我退休
了 10 年，处于“奔七”阶段，但仍觉得自己不
太老。 这不？ 常写拙文晒晒自己的人生，充实
生活，自娱自己，以飨读者，美哉乐哉！

记得一次陪妻子回娘家， 看到一块岳母
敬老孝亲的金匾， 听说那是奶奶的娘家人送
给母亲的。 我一时兴起，缠着妻子讲讲岳母以
及这块金匾的故事。

妻子说， 自记事起， 奶奶就一直瘫痪在
床，生活不能自理。 父亲在乡信用社上班一周
就回来一天，家里有八亩土地，四个哥哥都在
上学，家里的事情都是母亲打理。 奶奶全靠母
亲一人伺候，洗脸喂饭，擦洗身子，日常生活，
她用心料理，毫无怨言。 特别是农忙时节，忙
了一整天， 来不及吃一口饭就去照顾卧床不
起的奶奶。 直到夜深才能歇息，冬冬夏夏、风
里雨里，母亲八年如一日。 有时候奶奶都觉得

自己拖累了母亲，过意不去而暗自流下热泪，
母亲总是安慰奶奶：“我是儿媳妇， 照顾您是
天经地义！ 我们都有老的一天，我要给孩子们
树立一个榜样， 把敬老孝老好传统代代传下
去。 ”就这样，母亲寻医熬药悉心照料，一日三
餐床前服侍，一年四季缝补换洗，直到奶奶 80
多岁寿终正寝。 奶奶的娘家人十分感动，对母
亲的仁孝品德赞赏有加， 为了表达对母亲的
敬意， 特意请人将她的事迹写在金匾上赠予
了她。

听完妻子的讲述，我沉默了良久，人常说
久病床前无孝子， 但岳母用她的一言一行践
行了久病床前有孝媳，岳母没有多余的言语，

但她和千千万万个普通母亲一样， 贤惠而慈
爱，平凡而伟大。

如今，岳母年逾古稀，思想乐观，身体硬
朗，生活很安逸，五个子女都有属于自己的一
份事业和天地，对她很孝顺。 她还经常告诫我
们一定要孝敬父母， 逢年过节多回去看看老
人，要公私分明，不占公家的便宜。 岳母用自
己的言行，诠释着人间至善之美。 在她身上，
看到了一种至诚至孝的永恒力量， 那是对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传承。 我想，我们做子
女的做女婿后辈的在岳母言行熏陶下， 一定
会像她一样勤劳、敬老和正直，一定会不忘初
心、做人做事两不误。

一

阳春三月，风和日暖，年轻的男子外出踏
青，偶入晏坝地界。

茶山青绿，梨花白，蜂鸣蝶舞菜花香，流
水人家院落。 男子被眼前的美景吸引，竟心神
迷醉，流连忘返。 踌躇徘徊间，男子邂逅了一
位名叫晏小西的姑娘。 小西姑娘皮肤白皙，身
材曼妙， 正俯身在自家门前的茶园里采摘茶
叶。 纤纤玉指在茶叶与篾篓间来回穿梭，宛若
白蝴蝶在茶树间翩飞。 男子看呆了， 心醉神
迷，于是借故口渴，上前讨茶。

善良的小西姑娘见有生人前来， 热情大
方地为客人冲泡了一杯自己亲手采摘炒制的
绿茶。 茶味浓郁，香气扑鼻。 男子禁不住眼前
美景如画，美人如歌，竟挪不开步，忘情地唱
起了山歌：“喝你一口茶哎，问你一句话，你的
那个爹妈（噻），在家不在家？ ”小西姑娘瞬间
脸绯红， 心里同时又生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
明的情愫。 于是开口唱答：“你喝茶就喝茶哎，
哪来这多话 ，我的那个爹妈 （噻 ），已经八十
八。 ”“喝你二口茶哎，问你两句话，你的那个
哥嫂（噻），在家不在家？ ” “你喝茶就喝茶哎，
哪来这多话 ，我的那个哥嫂 （噻 ），早已分了
家。 ”

茶香酽纯，茶歌悠长。 你来我往，山歌飘
荡。 唱得鸟儿站立在树梢忘记了飞翔，唱得晏
吉河水静水深流。

茶香绕梁，茶歌悠扬，十八载光阴不觉在
歌声里度过。 晏吉河水清悠悠，茶歌愈唱情愈
长。 18 年后，茶歌将姑娘与青年唱成了恩爱
夫妻 ， 唱得闺女由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 ，
竟出落得亭亭玉立 、如花似玉 ，更有一个
仙气飘飘与人无比般配的名字“晏仙子”。茶
歌将夫妻俩经营的茶园唱得由房前屋后延伸
到了吉河上下，漫山遍野、层层叠叠，覆盖了
整个晏坝；唱得茶叶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陕
茶一号”。

二

若使用导航由安康城区驾车出发， 溯汉
江在瀛湖大道行驶十五分钟后， 左拐入安岚
公路行驶十余分钟， 再次左拐入晏洞镇村公
路，全程不足一小时即可到达晏坝茶乡小镇。

享有“万亩茶园、十里飘香”之美誉的茶
乡小镇地处秦岭中山及亚高山区， 地势南北
高、中间低，呈“两山夹一川”之势；气候属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适宜；境内主要河流

有晏吉河、乔吉河、蔡家河、林家河。 这里峰峦
叠嶂，溪沟纵横，山间小盆地星罗棋布；这里
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光照适中；这里土壤富
硒，拥有茶园面积 15200 亩，基本实现“人均
一亩茶”的目标。 所产茶叶生态富硒，味如甘
霖，为汉滨区茶叶建设示范镇之一。

三

清明节清晨，趁着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踏
着清晨微凉的露珠， 我们的仙儿姑娘身挎竹
篮来到自家房前的茶园里。

“您好啊，仙儿姑娘！ ”看着满山生长势头
正旺的茶叶， 正寻思着选择哪里开始采摘嫩
茶芽头的仙儿姑娘， 突然听见有人和自己打
招呼，不禁惊了一跳，举目四望。

“我是经常被您的纤纤玉手抚摸采摘的
陕茶一号呀，仙儿姑娘！您不记得我了吗？ ”原
来是茶叶在与自己说话呀， 仙儿姑娘顿时又
惊又喜———多年的与茶树相依相伴， 美好亲
密的感情已经融入血液里了。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呀，您看天空万里无
云，正适合采摘呢。 仙儿姑娘，您可要辛苦了
呀， 趁着露水未散及时采摘。 不然等到阴雨
天，或者是半阴半晴的天气，采摘的茶叶就无
品无味了，口感也就大打折扣了呢。 ”陕茶一
号像极了一位大哥哥，谆谆叮嘱着。

“知道啦，陕茶一号大哥哥！ 茶圣陆羽写
了一本书叫《茶经》，里面记述：凡采茶，在农
历二、三、四月之间，选其中主枝挺拔者采焉 。
其日 ，有雨不采 ，晴有云不采 。我都一一记
在心里呢 。 ”仙儿姑娘哪里还是一位采茶
女啊 ，简直就是一位茶叶专家。

“是呀，是呀，那我再问您，生长在什么地
方的茶叶品质最佳呢？ ”

“当然知道啦！ 茶树生长的土地，以在乱
石缝隙间的品质最好，其次是沙石瓦砾壤里；
以在山林野外的茶叶品质较好 ，园林栽培
的品质较差 。 生长在向阳山坡且有树木遮
阴的茶树 ， 芽叶呈现紫色的品质好……陕
茶一号大哥哥，您看我们晏坝镇方圆几百里，
土壤无不是山石共生，林地相间，再加上光照
充足，真的是茶叶安家落户、生长发育的风水
宝地呢！ ”

“是呀，是呀，仙儿姑娘，现在的人们都喜
爱喝茶，那您知道饮茶有什么好处吗？ ”

“知道呀 ，《茶经 》里说 ：茶之为用 ，味至
寒，为饮，最宜品行优良、德性俭朴的人。 如果
人感觉干热口渴，心胸郁闷，头疼脑热，眼睛

干涩，四肢烦乱、全身骨节不舒服，只要喝上
四五口茶，就好像醍醐灌顶、喝了甘露一样清
爽甜美。 正因为茶叶有减脂瘦身、明显降低三
高的作用，所以现在的人们都喜爱它！ 神医华
佗也在他的《食论》里讲述：长期饮茶，益大脑
思维……”

太阳在山的那边一点点隐藏住他的笑
脸，月亮爬上东边山头的树梢，清朗的夜色笼
罩大地。 在光合作用下忙碌了一天的陕茶一
号眯起眼睛，稍微打了一会儿盹，就又开始了
吐故纳新。 晏吉河水哗啦啦地从陕茶一号身
旁流过， 用最纯净的乳汁滋润着陕茶一号的
灵魂。

夜色朦胧，月光如水，睡梦中的仙儿姑娘
翻了个身， 恍惚间听见陕茶一号与晏吉河水
的对话。

“喂，晏吉河弟弟！ 谢谢您用最纯净的乳
汁滋养了我。 真的，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
的漫山遍野、郁郁葱葱呀！ ”陕茶一号动情地
对晏吉河表达谢意。

“您客气啦，陕茶一号大哥！ 我们是相互
依存、互惠互利的孪生兄弟呀！ 要是没有您的
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覆盖大地，哪有我今天的
清澈明朗与纯净甘甜呀！ ”

“是呀，是呀，记得我刚来到您身边时，这
里还是荒山野岭、光秃秃一片，您的样貌又是
那样渺小羸弱、暗淡无光，可一遇到下雨天，
您却突然变得浑浊一片、咆哮作势起来，毁坏
庄稼， 推倒房屋……可如今的您看起来多么
纯洁美好啊，无论天晴下雨，您都是一派纯净
自然、安宁祥和的模样。 ”

“可不是嘛，陕茶一号大哥！ 现在的我，身
心平静而自然，人们用我去冲泡茶叶，待客消
遣，享受生活，对我赞不绝口……好喜欢现在
的自己呀！ ”

“是呀，是呀，晏吉河弟弟，那您知道什么
样的水冲泡茶叶最好吗？ ”

“知道呀，《茶经》里说：其水，用山水上，
江水中，井水下。 其山水，拣乳泉、石池漫流者
上。 我们晏坝镇的水正是从深山石罅缝隙间
流出，是冲泡茶叶的上等水呀！ 我还知道，烧
水时一定得把握好度。 《茶经》里讲：其沸，如
鱼目（鱼眼睛）微有声，为一沸；缘边（锅边沿）
如涌泉连珠，为二沸；（锅中间）腾波鼓浪，为
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所以，冲泡茶叶
的水只能煮至一沸或二沸， 冲泡出的茶叶才
口感香味俱佳。 ”

启明星于东方的天空中微微睁开明亮的
眼睛，晏坝镇美好而幸福的明天正大幕起航！

土语 乡音

往事 并不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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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名叫铜钱关， 是此生越不
过的一道乡愁袅袅的关隘。

尽管我是一名侏儒症患者，我
的降生意味着生活与生命的不幸，
但故乡依然给予生命与关爱。 也正
因为如此，故乡让我爱得深沉。

每次回家， 感受最深的还是故
乡的路。那路，是心中故乡的神经和
脉络。

记忆中， 童年时的路弯弯曲曲
羊肠小道通向远方。 走在泥土路上
坑坑洼洼，颠簸不平，没有一点舒适
的感觉。遇上阴雨天气，路面上积满
了雨水不说， 黏黏糊糊的泥土路面
会沾满双脚， 骑车走路更是一点行
不通。在童年的视野中，坡地旁或田
坎边上有这么一条重重叠叠， 沿着
大山脚下那长长的没有尽头的宽阔
路面， 路旁是站立的一棵棵槐树一
排排白杨树木， 见证着故乡路面的
宽广， 那一排排的树木成了田野地
里守护庄稼的哨兵。 树木伴随庄稼
一起成长。在秋季来临时，路面上传
来的却是喜悦的心情，丰收的歌谣。

依稀记得儿时路，像一条曲线，
有“山路十八弯，弯弯绕绕接上天”
的蜿蜒，也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清幽，也有笔直通
达罗马坦途两三百米的惬意与放
纵， 现在早已变成了柏油路或水泥
路。路两旁是美观的树木和绿化带，
各式各样的花儿盛开在路两侧，风
儿吹来，花儿点头微笑，像是在欢迎
每一位回归的故乡人。

故乡所在的小镇， 一个生长在
巴山腹地的铜钱关镇，群山环绕，溪
水潺潺，节奏很慢，生活在小镇的乡
亲生活安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日子，像是与世无争，即便是走
出大山身上也依然散发着浓浓的淳
朴善良。

小时，夏天傍晚过后，结束一天
忙碌的人们三三两两来到河边乘凉，河坝里随处
可见那一群群欢笑青年或孩童， 有抓鱼摸鳖的，
有相互追逐嬉戏、打水仗的，善泳者走进河潭，裸
露上身泡在水中。 姑娘们那时还不兴泳装，便长
衣长裙地与水相亲。 风撩起她们的秀发，像一个
个腼腆的出水芙蓉。 整个夏日，河水里的嬉戏、舒
心地闹腾直到夜幕降临， 人们披着湿漉漉的头
发，唱着歌儿向各自的家中走去……

夜晚，月色如洗。 这时大多数人就会在自家
小院纳凉，享受清风明月，静听潺潺流水、蛙声阵
阵，精明且能说会道的就会给大家讲一讲东方红
一号卫星上天，国家体育运动员登上珠穆朗玛峰
这些国家时政要闻；也有人绘声绘色地讲着《聊
斋》中的鬼怪，说着《西游记》里的神话故事；还有
的唱着歌儿、弹着吉他。 晚风，将人们的歌声、笑
声融为一体，飘向高高的古铜钱关隘。

近日， 安康文友们采风活动走进铜钱关镇。
我再次回到了故乡，宾至如归，见到亲人分外亲，

许久没回归故乡， 总觉得亏欠家乡似
的， 此次众位文友齐声摇桨唱响宣传
乡村振兴的大旗， 也算我为家乡尽点
绵薄之力。

采风活动来到了“中国好人”杨厚
根的酒厂参观。 杨厚根这位好人与我
非常熟悉，他把流落街头的人背回家，
给饥饿的人送上一口饭， 出现在孤寡
病残者最需要的时候，几十年如一日，
他用善行完善自己，也感动了他人。第
一次见他是上小学的一年暑假， 他来
村里集中给全村人照身份证。再后来，
我为了生计也用爱心捐款买了个傻瓜
相机，也多次到他那买胶卷，一来二去
地就熟悉了。 后来我在外地生活与工
作，但跟杨厚根好人一直未中断联系，
他从小走出社会，稍有能力后，帮人推
车、背人过河、收割庄稼、为孤寡老人
送粮油米面，总之，不管谁家有困难，
只要招呼一声， 他就毫不犹豫地帮忙
帮到底， 默默地为乡亲们做了数不清
的好人好事。 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
2016 年 9 月他被评为安康市第四届
“道德模范”，当时他已是“中国好人”，
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后来他回到
家乡发展拐枣酒产业， 带动周围的乡
亲们增收致富， 共谱乡村全面振兴的
协奏曲。

一杯拐枣酒，甘醇传久远。正是有
了杨厚根这样矢志不渝改善乡村，打
造地方特色品牌的乡村能人渐多，乡
村方才振兴， 才会看得见山， 望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好
人， 故乡在心中有着比铜钱关隘还高
的高度与温度，让我始终魂牵梦绕，记
忆犹新。

于是，我们再次出发，去拜见铜钱
关，去拜谒我的乡亲和伙伴。杨厚根见
到小老乡， 憨憨地笑曰：“欢迎陕西好
人荣归故里！”他还向众文友笑眯眯地
介绍：我的床头就放着《这个世界无须
仰视》《心灵的灯盏》，我永远记得著名

作家贾平凹先生是如此评价我的这位作家小老
乡：“不管是什么样的水 ,只要它到达海洋 ,它就是
海洋了。 庭德身残志不残,他的精神高度才是他真
正的高度……”

车在老铜钱蜿蜒的山路中行驶着， 看着窗外
的漫山林木，淹没了当年的梯田。 看邻人的小屋，
在林中时隐实现。晚风，拖走了小屋顶上的一缕青
烟，一片片田垄，还有几排鸡舍，错落有致。 这时，
村里已是灯火通明，不时传来鸡叫声、犬吠声。

天边，一轮明月高高悬起，脚下铺着淡淡的柔
和的银灰。 看啊，月儿还是故乡的圆!

再到老铜钱，去寻觅童年的足迹，捡起儿时的
记忆；还要看一看村后的山、山上的野花、山中的
小道；还要看一看南大沟、沟沿上的树毛，沟坡上
的地耳、 童年艰难求学的学校……割舍不下的故
乡，如今，铜钱关别梦依稀，仍然卸不下许多牵挂。

故乡铜钱关，游子走得再久再远，也逾越不过
心中这道袅袅乡愁的关隘。

上班攒劲退休乐
□ 周乐恒

人在 旅途

茶香晏坝
□ 石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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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乡谚拾零
□ 黄开林 搜集整理

岳母的金匾
□ 葛小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