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去年夏天的一天，因为办理母亲出院

后的结算手续，赴赵大夫之约的时间稍晚
了一些。按原计划乘坐公交肯定来不及
了，我又一向看重守时这件小事，那就干
脆打车吧。正是这一招手，我遇到了柳师
傅。

因为前进大街口等灯的时间较长，我
才有工夫注意到柳师傅还在用对讲机与
同伴们联络。在微信语音搞定一切的时
代，对讲机略感老套而多余。“还在用对讲
机？”平时我不怎么喜欢同出租车司机闲
聊，可现在是等灯时间。“车队配的。”柳师
傅语速平缓，语态温和。我这才不由地注
视柳师傅的样貌，头发黑白掺杂。一问，
果然是同龄人，距离自然拉近了一些。“你
们是什么车队？”我以为他们不外乎三五
好友互帮互助的“拉郎配”。“优质车队。”
经柳师傅这样一说，我才忽然记起刚才招
手之时，这辆出租车顶灯不是蓝色的“衡
水出租”，而是红色的“优质车队”。“优质”
一词，放在出租车行业，我的理解仅限于
优质的服务和优质的驾驶。“入队需要什
么门槛？不违章？”“那倒不是，主要是自
愿拿出时间来做公益。”闻听“公益”二字，
我心存敬意。我对出租车行业的了解不
多，平时听到的多是负面信息，把出租车
与公益联系起来，这真是第一次。“你们最
近有什么公益活动？”“迎七一慰问老党
员，送了一点生活物资。上个月高考期
间，还有爱心送考。都是些芝麻小事儿。”

“现在车队有多少人？”“四十多吧，不到五
十。”“出入自由？”“这种事全凭自愿。”“入
队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填表，在
交通局备案，更换车顶灯上的红字。申请
离队时，再把顶灯更换回来。”“如果违章
了，有没有什么可以通融的地方。”“那没
有，一样交罚款。”“咱们市区现在有多少

辆出租车？”“三千多吧，不到四千。”“那咱
优质车队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小啊。”“慢慢
来。”

柳师傅是深州榆科人。优质车队创
建于2011年，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柳师傅
最早一批入队，称得上是车队元老了。我
看到驾驶台上有柳师傅的名片盒，便专门
拿了一张。名片上除了电话号码，还有一
句话“文明从我做起，共建美丽桃城”。下
车时，我又一次向柳师傅致意。目送柳师
傅驶离，我伫立街边，再看看生活了将近
三十年的这座小城，顿感阳光明媚。

二
享誉民间的医生，身上总会附丽一层

口口相传的传奇色彩。
在我尚未结识赵大夫之前，他神妙的

推拿手法，母亲和小弟已经向我普及过多
次了。讲真，身为读书之人，我更相信正
规的西医医疗手段，对此事的态度是三分
信七分疑。

然而去年三月底，我打球拉伤了腰，
先后跑了几家医院，效果不甚明显，伤痛
时轻时重，无奈就这么别别扭扭，拖延了
一个多月。五一假期回家陪母亲，母亲一
见便执意带我去见赵大夫。我抱着死马
当活马医的心态，也是为了宽解母亲的焦
急，勉强同意了。

第二天一早请母亲出来吃了早餐，顺
道去了赵大夫的诊所。

不知何故，第一面见到赵大夫，他便
赢得了我的好感。诊所不大，简易有序，
床面平整，地面清洁。赵大夫端坐在家常
椅子上，一头银白的短发，满面春风的笑
容，自然透露出奕奕的神采，全不似年逾
古稀的老人。他谈吐平和，待人亲近。问
询之后，依照他的指令，我俯身床沿，先是
双肩着枕，双臂下垂，由他摸索脊骨，轻按
轻推。后又移枕至腰，他手法渐至向下，

轻揉慢摇。从他的三言两语中，可以听出
他已找到我腰伤根源，对治疗成竹在胸。
继而他要我侧卧床上，两手上举，双腿蜷
起。他两手分置前后，一收一送，只三两
下，便令我自行休息。他转身又去为其他
患者治疗了。二十分钟左右，他巡察一圈
回来，治疗手法如前，后再行休息。二十
分钟一过，我披衣下床，果觉伤轻痛减，行
动自如许多。出门时，他手书口服药三
种，用法用量俱已写明，并随行嘱告：如有
症状，可再来一次，症状消失，就不必来
了。

一天下来，折磨我一月有余的腰伤果
真好了。因为心有余悸，更为保险起见，
我翌日再一次登门。那天碰巧没有其他
患者，我得以与赵大夫多聊了几句。赵大
夫巨鹿增村人，家贫辍学后，偶得一本正
骨医书，夜以继日，发奋研学，终于达
到了无师自通的地步。他的名声从本村
渐至村外，后到乡里，再到冀州，上世
纪七十年代招工市里某厂做了厂医，退
休后开办正骨诊所至今。这一路走来，
每一步都有着大大小小的传奇故事，可
赵大夫说得云淡风轻，三言两语带过，
绝不以此自为炫耀。我联想起范晔在

《华佗传》 里撰写的那些类似神迹的事
例，即便当时受科学条件所限无法一一
证实，也同样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由此
想到如果有人肯为赵大夫写一小传，理应
从《后汉书》中借鉴一二。

第三天回到家中，我健步如飞地去打
乒乓球了。

三
阳哥老父亲猫腰挑鸡蛋时间过久触

发了旧伤，阳哥找我问询赵大夫诊所的地
址。我决定陪阳哥同去。一来开车接送
老人方便，二来去看望多日不见的赵大
夫，以偿夙愿。

我与阳哥初识某个小饭圈，有幸邻
座，于是结缘。随后去过几次古语茶乡（阳
哥的趣味小屋），颇感意气相投，遂交往日
深。比之于我，阳哥更为有趣之人。

书法、绘画、篆刻、收藏、摄影、焙茶、
烹饪、围棋、读书、撰文、打乒乓球……我
不会的他都会，我初学的他都精，仅有围
棋我稍稍占先。除此之外，我不敢断定他
还能拓展出哪些趣味来。总之，有趣之
人，就在这些出人意料的地方。

按古代科举来讲，我与阳哥有同年
（1988年高考）之谊。当年我填报河北大
学新闻系，偏偏在首批志愿参考栏里听从
老师建议增报河北师大中文系。而阳哥
填报河北师大中文系，也偏偏在提交志愿
最后时刻听从别人意见改为河北大学新
闻系。一进一出，我们错失同窗之好。想
想又好像没错，若是不进不出，依旧不得
同门。那样的话，将会我是阳哥，阳哥是
我。

人一旦有趣，看人看事，都愿化繁为
简。有话则长，谈古论今，褒贬人物，臧否
时事，诗书画印皆可聊。无语则沉默，沉
默不是无事可做。可临帖，可赏画，可听
音乐，可安静地饮茶。也可闲敲棋子，半
日只作手谈。事毕，拂衣而去。某日留赠
小诗：一茶知甘苦，数子味乾坤。无事此
静坐，胜如方丈人。

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
情也。明末这位欢喜少年，爱鲜衣，爱美
食，爱骏马，爱华灯，爱古董入迷，爱花鸟
成痴，爱诗书着魔，爱极了花花世界，真乃
顶顶有趣之人。

阳哥最近迷上了制酒。他购置设备，
自酿酒曲。视频中，看到阳哥的作坊里酒
出新槽，酒虫便在肚里蠢蠢欲动。找时间
约上一二好友，去古语茶乡小酌几杯，定
是一段畅快的时光。

小城人物 （一）

贾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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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逛早市似乎成了
习惯。早市十分热闹，以蔬菜
为主，鸡鸭鱼肉，多样水果，各
种小吃，日用百货应有尽有。

这些年，市区早市几经变
迁。记得第一次逛早市是在市
区南的一条路上，可能早市与
交通不便有关，时间不长，就搬
迁到市区南另一条宽阔的大街
上，这条大街远离居民区，南北
走向，比原来那条街宽了许多，
大车小辆在街两旁一字展开，
路中间也增加了一行摊位，物
品更丰富，绵延两华里，逛起来
更有意思。

新搬迁的早市离家远了，
我和老伴就推个自行车，一方
面是走累了骑会儿休息，一方
面买的蔬菜放车筐里还轻松，
有时路上碰上熟人，握手寒暄，
好像他乡遇故知。

这个早市管理水平也似乎
提高了不少，一些穿制服的城
管人员在早市里维持秩序，上
午八时，到了休市时分，城管人
员手持话筒，提醒着让人们散
去。转眼间，繁华的早市变魔
术般无影无踪，市场垃圾也收
拾得干干净净，汽车也恢复了
正常行驶。

几年过去，一天买完菜往
回走时，听身边一位老者说这
早市是最后一天了，又要搬迁

到一个叫做便民市场的地方
去，询问了地点，心里充满了期
待。

第二天，我和老伴提前半
小时出发来到便民市场。这里
和原来的早市相比，简直是天
壤之别。不再是马路经济，而
是科学规划管理的一个真正的
大市场。

这市场看去占地几十亩，
规划得井井有条，蔬菜区，水果
区，活禽区，猪牛羊肉区，还有
服装，杂货等区域分门别类，批
发的，零售的，还有不少农民自
产自销的绿色蔬菜。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市场地面硬化，
顶棚敞亮，刮风下雨都不影响
经营。大门旁边还建设了高标
准的公共卫生间，不但如厕方
便，在卫生间里还可以洗手消
毒。

那天逛早市我们心情大
好，茄子豆角西红柿买了不
少。在靠近出口的地方，有蒸
馒头的，摊煎饼的，煮咸鸡蛋
的，炸油条的，各色风味小吃
撩人胃口，我和老伴在一个整
洁卫生的小摊上索性要了两碗
豆腐脑，每人一根刚出锅的油
条，感觉味道好极了。

回家路上，老伴打着饱嗝，
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这早市可
是个好地方，明天接着来逛。

早市变奏曲
欧阳广通

昨宵春雨濯湖滨，
天碧风清景霭新。
草树初萌绽叶绿，
坡塘涌动流溪深。

柳杨烟笼拂堤岸，
紫燕衔泥寻故邻。
一叶扁舟飞浪里，
两桨划动荡波音。

湖 城 春
何刚缓

清晨，又踏上这条回家的路
阳光在微笑
风儿在起舞
车子一路欢歌
谱写出一串串快乐的音符

大地旋转着向后退去
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就在前方
嘴角在上扬
心跳在加速
当推开家门的瞬间
一颗漂泊的心才安稳地着陆

已不知道多少次踏上回家的路
一端是女儿浓浓的思念

一端是父母深情的呼唤
把这条回家的路压得弯弯

但纵然是翻山越岭
也要奋力地向爱奔赴
纵然是风刀霜剑
也阻挡不了回家的脚步

毕竟凄风冷雨中
家才是温暖的港湾
彷徨失意时
爱才是最好的归宿
人海茫茫中
亲人的身影是这座城市的温度
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

回 家 的 路
王娜

回眸人生
就像一条条曲流
顺遂岁月 一路向前

回眸少年
无数个现实 超越了梦想
比较中有了惊叹

回眸青壮年

犹如拉车爬坡过坎
不辜负时代 一路向前

回眸老年
养生保健 运动健身是首选
提高幸福指数 给自己点赞

如今祖国山川锦绣 换了人间
我好想再活五百年

回 眸
栗淑兰

十里桃花艳，千条丝柳萦。
翩飞归燕觅曾经，乡愁又几层。
风拂远山出岫，阳暖青坪香透。
稚童折柳做头环，苍穹放飞鸢。

行香子·春湖游
日丽风和。大地繁华。更衡湖、

风景堪佳。波光灵动，浪击滩
沙。恋空中燕，水间鲤，岸旁花。

孤身虽老，童心犹在。愿巡湖、
摇桨春划。舱邀乡客，头顶云
霞。共享清光，叙愉语，品香茶。

巫山一片云·春归图（外一首）

李广池

你或许见过很多知名园
林，但未必知道湖城的知园。

知园位于湖城衡水，占地
面积十亩，是我们企业技术人
员和科研单位专家学者们探讨
技术或管理方案的地方，故取
名“知园”。

知园的围墙由造型美观的
铁艺栅栏组成。每当春天来
临，缠绕在围栏上的蔷薇藤蔓
长满翠绿的嫩叶，透过叶子的
缝隙才稍能分辨出铁艺的栅
栏。花开时节，那红的、粉的、
白的、紫的等各色蔷薇把围墙
装扮得绚丽多彩，便不见了原
有铁艺墙的影子。

进了知园的大门口，一块
巨大的太湖迎门石映入眼帘，
透过天然镂空的石孔可看到后
面簇拥的凤尾竹，有些活泼调
皮的凤尾竹还从迎门石的两侧
探出头来，似乎在向来宾招手
致意。

知园的主建筑是一座三层
中式小楼，名为“求真堂”。求
真堂的大门正对一块浅红色的
石制影壁，影壁正面雕刻有松
鹤延年图案，沿着鹅卵石铺就
的健身大道往右走便到了三叠
泉景点。三叠泉由石制的三层
水池构成，水从最高处向下或
缓或急地流下形成独特的圆柱
形水帘。在静谧的月夜，三叠
泉会映出三个相同的月亮形成
三潭映月景观。

过了三叠泉便是绿影长
廊。长廊由木质结构建造而
成，两侧爬满了葡萄的藤蔓。
到了秋季一串串紫色的、绿色
的葡萄会挂满长廊。静思台则
由九个石制鼓型的象棋棋子石
墩组成，坐在静思台或许会想
到楚汉之战中为什么骁勇善战

的项羽将军会失败？刘邦凭借
什么能称霸天下？作为不同角
色的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工
作，如何配合别人的工作？如
何换位思考……

静思台的南侧是“夕照
墙”。夕照墙石砌而成，高矮不
同错落有致。夕阳西下，落日
的余晖映照在夕照墙上，怡水
湖中的倒影会让人迷醉，或是
一天最精彩的时刻了。

知园的树木有三十多个品
种，梧桐树应该是最受青年才俊
喜爱的树种，因为栽上梧桐树引
来金凤凰，有很多前来公司应聘
的年轻人被知园所吸引，在此流
连忘返，最终签约到企业工作；
岸边的垂柳总是在春天争先吐
绿，随风摇曳的树梢如春姑娘
般飘飘欲仙婀娜多姿；紫叶秋
白腊树的树叶随着季节的变化
由紫变绿再变红，给游人展现不
同季节的多彩容颜——

最令人陶醉的当属丁香花
的芳香了，丁香花朵纤小文弱，
花筒稍长，故给人以欲尽未放
之感。宋代王十朋称丁香“结
愁干绪，似忆江南主”。丁香花
未开时，其花蕾密布枝头，称丁
香结。陆龟蒙在《丁香》写道

“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
诞春。”

夏天，蛙叫蝉鸣交相辉
映。秋天蝈蝈们不惜气力地拼
命歌唱。深秋院子里就剩下蟋
蟀的单调的叫声了。到了冬
天，白雪覆盖整个知园，万籁俱
寂。几只灰鹤站在冰面上盯着
冰下游动的鱼儿，啄几下冰便
无奈地飞了。

知园比不上苏州园林的古
典，但也绝对算得上是经典精
致的小园林了。

知 园
邓乃伏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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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做了羊肉馅饼，绿豆小
米稀饭，绿豆比平时多放了许
多，却怎么也吃不出小时候绿豆
饭的味道？记得小时候熬一大锅
小米绿豆稀饭，娘就放一小把儿
绿豆，那浓浓的豆香味儿隔着老
远就能闻到，馋得我直流口水。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回味
儿时绿豆的味道。

那时候，玉米地里垄背很宽，
垄间人们常常种上绿豆和花豇
豆。我家兄妺多，都喜欢绿豆的味
道，所以每年都种绿豆。绿豆又长
又细的蔓子缠绕在玉米茎上近一
米，那小小的、椭圆形碧绿的叶
片，在扁平宽大玉米叶子的光隙
中，是那样娇美又灵动。

绿豆成熟期，摘豆角这活儿
就是孩子们的事儿了。每到这时，
娘隔三差五地喊我：“去地里看看
有熟的豆角没有，把掉在地上的豆
子都捡起来！”这样次数多了，我就
不用娘提醒了，每隔三两天，就自
觉地拿上打着补丁的小粗布口袋，
一蹦一跳地跑去地里摘豆角。

这时节，玉米已经一人多高
了，玉米穗儿开了花儿，淡黄色
的花儿在玉米尖儿上不停地摇

摆。绿豆蔓子紧紧地缠绕在玉米
秆儿上，努力地向上伸展着，偶
尔在蔓子的顶端，还能看到一朵
小小的、泛着绿的黄花。一串串
细长的豆角自下而上，有深褐色
的、黄绿色的、深绿色的、嫩绿色
的。深褐色的已经成熟，黄绿色
的圆鼓鼓的，深绿色的透着光
亮，那嫩绿色的豆角，还有一层
淡淡的白绒毛。每次到地里，我
不是先摘深褐色的豆角，而是轻
轻地去抚摸嫩绿色豆角的绒毛
儿，感觉软软糯糯可舒服啦。

豆角三五抱团一簇一簇的，
从最底下的开始成熟。我每次都
是蹲在地上先检查一番，把掉在
地上的豆子捡起来，再去摘成熟
的豆角，轻轻地摘下来放入布袋
里，生怕一不小心把豆荚碰裂了。

摘回家的绿豆角，放到阳光
下曝晒，有的豆子自己就会爆
开，有的还要人工脱壳。娘常把
豆角放入一个柳编的簸萝里，把
手伸进一双新的千层底的鞋里，
摁住鞋底儿使劲搓，豆子既脱壳
快又不会乱跑。看着豆子刷刷地
出壳，我也很想这样去搓，可奈
何没那么大劲儿。脱完壳，把大

个的豆皮捡出来，娘再用簸箕一
点一点地把小豆皮簸出去，不一
会儿，就只剩下干干净净、碧绿
透亮的豆子了。娘总是含着笑，
双手紧握簸箕，一上一下不紧不
慢均匀地抖动着，小小的绿豆像
要从簸箕中飞走，但总也逃不出
娘的掌控。娘的动作是那么轻盈
那么自如，那美美的姿态，已深
深刻入了我的脑海。

小时候靠天吃饭，庄稼都是
自然生长，绿豆的产量很低。风
调雨顺时，亩产能到六七十斤，
遇干旱就没啥收成了。那年代吃
饱是大问题，赶上风调雨顺的年
景，娘就把一些豆子放进一个缸
里，上面用晒干的沙土盖上保存
起来，到夏季怕生虫子，还要常
常拿出来晒晒。这样，我们家基
本每年都有绿豆吃。虽然次数很
少，但隔些日子或是节日，能吃
上一碗香喷喷的绿豆稀饭，心里
觉得美滋滋的。

我想，现在的绿豆味道变淡
了，不仅仅是品种变了、产量高
了、吃得多了，更主要的是缺少了
摘豆子、做饭人的那种情怀，好怀
念那时的老家、娘、少年时的我！

绿 豆 情 结
韵之雅

客来常比瀛洲屿，满树飞
英。玉醴云亭。松下揉弦听鹤鸣。

流霜花霰呼回转，船埠微
明。俯仰蟾庭。前路琼田一片萌。

采桑子·游衡水湖心岛
李建真

春光洒落满田野，
孕育生机天下知。
喜鹊啼鸣枝头闹，
燕儿吟唱两相随。

家中枣树抽新绿，
院里梧桐开碧枝。
荡漾秋千蝶起舞，
稚童乐此兴难疲。

村 居 抒 怀
郭学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