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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渊，望江人。上海市静安区教
育学院教研员，正高级教师，上海市
语文特级教师。2022年起，在《文汇
报》《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散文
海外版》《美文》《飞天》等报刊发表作
品近二十万字。

世情冯渊专栏·原乡物什

房子西边是麦地，麦棵深处，有块水塘深藏不露，水
面空阔，荷叶连芽尖都没冒出水面，只有零星的水皮莲和
菱角菜嫩芽。

我拿着筲箕到塘边玩。筲箕可以在水塘里淘米，也用
在灶台上。铁锅里放好米和水，烧开，拿葫芦瓢将半熟的
米和米汤一起舀出，放筲箕里过滤，米汤滤到瓦罐里，米
再倒回锅里煮。闻到饭香，灶下便不再添柴，余烬足以将
贴紧锅底的那部分饭粒变成焦脆的锅巴。盛完全家人的
饭，将瓦罐里的米汤倒进锅里，灶底加一把稻草，锅里就
是黏稠喷香的锅巴汤了；就腌豆角吃，是难得的美味。

我拿筲箕去水塘边淘米，淘米水引来一群小蝌蚪。有
些细碎的小米粒从竹丝缝里漏出去，小蝌蚪就追逐起来。
我将淘好的碎米交给母亲，又偷偷拿着筲箕，穿过麦地，
来到水塘边。

将筲箕浸在水里，筲箕底残留的碎米粒对小蝌蚪还有
吸引力。轻轻一捞，筲箕里就有了十几只黑乎乎的蝌蚪。

父亲在门市部日杂柜组做营业员，他有一只卖雪花膏
的大玻璃瓶，瓶口有点残缺，里面残留一点雪花膏渍，被
扔在柜台底下。我用清水里里外外洗了三遍，又用麦地里
的菟丝子擦了三回，草腥气遮盖了雪花膏的气味。装上
水，放一点水藻，两片麦苗，再将蝌蚪放进去。数一数，
一共十三只。

这里就是它们的新家了，我随时可以看到它们。
我找来一切能找到的吃的东西，午餐剩下的一个蚕豆

大小的鱼头，吃剩的饼干屑，米粒，糠，水皮莲的叶子。
我将它们搬到有阳光的槐树底下，有风，还有落

叶，小蝌蚪游得很开心。上下，前后，转圈，有一只还
会吐泡泡。

水塘一侧有条小河沟，小河沟和麦地之间有块空地，
那里有一棵老榆树，树底下拴了两只小白羊。我不敢靠近
小白羊，远远看着它俩。先前树下没有小白羊，今天为什
么有？是谁拴的？拴在这里做什么？

我有很多疑问，没有一个大人告诉我。只有比我大的
二孬跟我说，这些羊要给它灌酒，喝醉了，放到长江里钓
大鱼。我可怜这些羊。干吗要用它们来钓鱼呢？

我将玻璃瓶搬到阳光下，蝌蚪也要晒太阳。担心太阳
太暖，我从父亲的柜台里找来一张马粪纸，斜斜盖在玻璃
瓶上，遮挡一部分阳光。本来我想找一片荷叶或者泡桐树
叶子，低头看塘水，抬头看泡桐，它们都还没有长出来。

黑乎乎的蝌蚪游得好开心。如果玻璃瓶更大一点，大
得我也能在里面游水就好了。我可以挑选蝌蚪喜欢的东
西，还有我喜欢的东西，一只黄色的乒乓球，一支茄色的
蜡笔，我们在透明的玻璃瓶、透明的水里游嬉。灰尘、土
块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我们漂浮在大地之上，也是透明的。

特别是没有水蛇。我亲眼看见水蛇张开它的小嘴，一
下子吸进四只小蝌蚪。我有许多话要告诉小蝌蚪，那棵老
杨树底下不要去，树根长在塘坝上，树干横在水面，水蛇
有时会爬到树干上晒太阳。麦地里也不要去，那里是癞蛤
蟆的家。青蛙不一样，青蛙家应该在水塘里和小河沟里。

太阳落山，我将玻璃瓶搬回去，塞在父亲柜台下一只
锌皮食品桶旁边，那里正好有个空，人走来走去也不会碰
到。晚上，父亲点着一盏油灯，在灯下看报。我很早就睡
下，蝌蚪不需要点灯，在锌皮桶旁安睡。

早晨一睁眼，我要去检阅蝌蚪，数一数，还是十三
只。有的悬浮，有的潜水，有的静静不动，有的一个劲绕
着玻璃瓶壁拼命游，它以为这样能游向武昌湖吗？

武昌湖离这里五里地，听父亲说武昌湖有十五万亩，
旁边一个人说，有十万公顷，还有人说有一百平方公里。
他们争吵不休，大人常常是这样，为了不相干的事，吵得
认真、投入，到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

我能数到一百，就够了。我不会捉来超过这个数的蝌
蚪。等到小蝌蚪变成小青蛙，我会送它们回到麦地边的水
塘里，那里才是它们的家。我为不久必然到来的分离伤
心。再喜欢它们，蝌蚪也不会变成人，人也不会变成蝌
蚪，我们不会一直住在一起。

我有半年跟后方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另外半年到父
母亲在洲上的单位住。每次和祖母分开，我要默默伤
心很久，母亲用香草味的饼干哄我，我一边吃一边流
眼泪。吃到第五块，我的心情才稍微好起来。每次和
母亲分开，祖母就带我到她的菜园里去，那里有很多
黑色的蝴蝶，我沿着木槿篱笆追蝴蝶，才能慢慢忘记
分离的不开心。

小蝌蚪很快会长成青蛙，青绿色皮肤的、呱呱叫的小
青蛙，在水塘里、荷叶上跳来跳去，水面上有几十丈宽的
风刮过来，荷叶摇摆，菱角菜翻转，青蛙在风里狂欢；玻
璃瓶算什么呀，我朝里面吹一口气，小蝌蚪受了惊吓，猛
地散开去。

我知道它们一天天长大，离开我的日子越来越近，我
又欢喜，又难过。

每天都能看见它们长大一丁点，身子长了，脑袋大
了，它们的嘴巴不是长在头的前端，而是前端靠近肚子的
地方，看了都要发笑，它们每次吃东西都像偷吃。

分离的那一天终于来了，不是悲伤，不是怜悯，
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猛地攫住了我小小的心脏，
让我说不出话来。

那 天 中 午 ，
借 着 明 朗 的 阳
光，我看见玻璃
瓶里十三只蝌蚪
光滑的皮肤上长
出 了 许 多 小 疙
瘩，无数密集的
凸 起 ， 让 我 眩
晕、恶心。

整 整 一 个 春
天，我把 所 有 的
情 感 给 了 我 不
喜 欢 的 癞 蛤 蟆
的 十 三 个 孩
子。我偷偷将它
们放回水塘，当
初 捞 它 们 起 来
的 筲 箕 ， 被 我
远 远 扔 到 了 麦
地深处。

筲箕、蝌蚪及其他

父亲是一名村赤脚医生。
三十八岁那年，他在镇上开起了兽药

店。因为资金不足，货物不全，经验不够等
原因，第一年赚的钱刚够保本。每次爷爷和
姑爷等亲戚收完粮食卖掉，得来的钱都是放
在父亲手里，给他作本钱。

做生意的苦楚，只有父亲自己知道。
他每天早上在店里做生意。下午顾

客少，他要去村里帮承包户治猪病。每年
春天，农户开始捉鸡苗回家养。父亲经常
利用晚上到周边人家去给鸡打疫苗针，每
次都要忙到深夜才回。因为店里存货不
多，搁周把时间，父亲便要坐大客车去省
城进货。为了省钱，他很少在城市的餐馆
吃一顿便餐。

做生意期间，有在店里被人设局进了
假药，有因未治好农户的家禽，大清早被
人家把死鸡扔在店门口破口大骂，有被同
行找人在深夜滋事恐吓，当时我陪着姐姐

飞奔在漆黑的长夜里，忘记了害怕，忽略
了黑暗，一口气跑到离镇上的爷爷家找几
个叔子来解围；更甚至父亲在去省城进药
时，在路上被当地的地痞盯上，以莫须有
的原因被打得鼻青脸肿，最终以破财才被
放行。再难，因为生活，他和母亲都咬牙
坚持了下来。

靠着好手艺和诚信，父亲在我们那个集
镇口碑很好，很得农户的信任。他这一生，虽
然没有让我们姐弟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但
日常生活我们吃得好、穿得暖。他重视对我
们的教育，对我们的管教很严。尽管生意忙，
但不忘经常向老师打听我们的情况。如果在
学校有不好的表现，他回家便会凶我们，时不
时给我们上政治课。我们姐弟几个最终能摆
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除了自己的
努力，父母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我们长大后，都离开了家乡。过了花
甲之年的父母亲，还在镇上开着那个小

店。店里商品的品种不多，他们岁数大
了，精力上照应不过来。母亲患甲减多
年，每天需要吃两粒药片维持。母亲腿有
关节炎，每年总有一段时间手腿浮肿，发
烧感冒的情况是常有的。平日里感觉不
舒服就在镇上的小诊所拿药挂水，病情时
好时坏的。父亲着急，在老家听到一些偏
方，总是想方设法抓回来，放罐子里耐心
地熬好，督促母亲吃药。

年轻时从来不下厨房的父亲，现在洗
衣做饭样样都能拿得起放得下。逢节回
家，看到父亲围着围裙在厨房忙，我忍不
住开玩笑地说：“老爸套上这围裙，还真有
点大厨的风范呢！”“你怎么看出来的。”父
亲较真地问我。“这肚子就够大厨的范
嘛！”父亲开心地笑了。“没办法啊！你妈
这身体，我再不干就只有喝西北风喽！”

他再不是以前那样一说话就咄咄逼人
的严父了。现在，父亲面目慈祥，语气和善。
他的头发花白，庆幸身体还算好。一月一月，
流年侵蚀了他曾经强健的体魄。一年一年，
岁月苍老了他曾经的容颜。

父亲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
天动地的大事，但他用自己的辛劳支撑起
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那是一片用尽所
有语言都无法描述的美丽天空。

父亲的天空
解 帮

我坐在父亲自行车横梁的那些年，过得
很快乐，如同森林里的一只鸟儿，整天叽叽
喳喳飞翔在湛蓝的天空下、茂密的丛林里；
听一朵花开的声响、一滴雨落的颤音；看一
团白云的幻化、一株小草的拔节。一切的一
切，都在歌唱快乐的谱章。

那辆帅气的二八大杠永久牌单车，是
那时候家里少数值钱的大物件之一。母
亲恨不得把它供起来，使它丝毫不受累不
受伤。逢年过节、春耕农忙，母亲才舍得
用车。

父亲为人老实，一辈子都习惯了听从
母亲的，而在对待单车的态度上，他竟和
母亲有了分歧。父亲觉得车子不是摆设，
它生命的意义是奔跑在路上，如若载上
我，这个意义就能翻倍。

我喜欢坐车横梁，可以看到眼前开阔
视野里移动的风景，一帧一帧的，不重复，
不乏味，清新又迷人。父亲喜欢我坐车横
梁，他随时一垂眸，或是余光一瞥，就能
看到扎着两根小天线的我，可可爱爱的，
浑身有劲，有活力，满是阳光与明媚。我
一路晃着黑黑的小脑袋，胡乱挥着小胳膊
蹬着小腿，偶尔突然松开双手，伸进风里
去，想要抓一把风的温柔。父亲从来不斥
责我的随心所欲，有他在的世界，我就是

安全的。而我也仗着这份底气，尽情享受
童年的快乐。

父亲凡是有时间，就会带我坐横梁到
处耍，为此没少挨母亲骂。那时候的乡路
多是黄泥土路、沙子路，大大小小的石头，
带着棱角，像一个个调皮的小陷阱，扎根
在颠簸的乡间小路上。母亲生怕这些小
石头伤了车子的轮胎，那她会心疼得整宿
整宿睡不着觉的。

我却深爱着车子行走在破烂的泥路
上的感觉，就像在沙泥纸张上率性涂鸦
般，神奇而美妙。为了更好更多地看见车
轮子印在沙泥上的画，我常常坐得不安
分，在横梁上扭来扭去，探头出去看左边，
看右边，随即大呼小叫，拍着父亲黝黑的
脸庞，示意他看地面如画的印痕。

父亲会在雨过天晴之后，招呼我坐上
横梁，去村尾扬谷场旁的一大块空地那溜
车。空地有许多积泥，大多是塘泥，密度
大，雨水淋过后软中有实，既不会软烂如
水，又不至于硬邦邦的。车轮子碾过，留
下一道深深的痕迹。父亲载着我，一遍又
一遍从它们身上碾过，四方形、圆形、三角
形、菱形……父亲将快乐经由横梁送给
我，又将知识藏进快乐启发我。我的几何
启蒙就是坐在横梁上，居高临下的，看着

单车轮子在塘泥上印下的痕迹而完成的。
我们父女俩在外面溜车，总免不了互

相提醒着，要记得在回家之前把车轮子厚
厚的泥巴冲洗干净。有时候我们玩疯了，
忘了此事，那下场就会让惜车的母亲狠狠
批评一顿。即便如此，下一次，父亲还是
会带我偷偷溜车去。

父亲和车横梁还是我躲避母亲的扫
帚、拖鞋的最佳搭档。每次我犯了错，脾
气暴躁的母亲忍不住要揍我的时候，父亲
就会飞快地骑着单车，像一个救世英雄一
样出现。记得有一次，贪玩的我把母亲平
日舍不得用，只有在探亲访友时候才舍得
抹上的雪花膏霍霍完了，全涂抹在自己
的脸蛋、胳膊、手指头、小腿上……我全身
香喷喷的。当我从自我陶醉中醒过来，看
到气得七窃生烟的母亲正瞪着我，脸都变
形了。她骂一句“你这挨千刀的兔崽
子”，随即抄起墙角的扫帚，奔我挥过来。

我夺门而逃，口里大喊父亲。父亲刚
好骑车载米回家，见状急急把车停住，右手
扶车，左手伸出来迎我。我像个猴子，从父
亲为我打开的安全门，一跃而上，稳稳坐上
了横梁，手一挥，我的快乐就出发了。母亲
在后面扯着嗓子骂，我耳边突然飞过母亲
的一只拖鞋，它连我一根头发丝都没碰着
就沮丧地掉下地面了。我和父亲对视一
秒，然后齐齐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电线杆
上的鸟儿都被我们的笑声震飞了。

普通平凡的父亲，一生清贫，他给我
的财富不多，却让我一生享用不尽。一如
那段横梁上陪我度过的快乐时光所滋长
出来的爱与温暖，足以令我终身受益。

父亲·横梁·我
何小雯

父亲是木匠，斧子不离身。
父亲的斧子跟邻居家的劈柴斧子不

同。邻居家的斧子，斧头两侧都往里缩，
横截面是以斧刃为顶角的等腰三角形；
父亲的斧子呢，斧头两侧并不对称，一
侧平直，一侧往里缩，横截面则是直角
三角形。斧刃呢，邻居家的，微弧形，
跟斧脑差不多宽；父亲的斧刃呢，则是
平齐，且往斧柄侧延伸，使斧头的表面
呈漂亮的内陷月弧状。

另外，邻居家的斧子头部锈迹斑斑，
斧刃厚实，木柄粗糙；而父亲的斧脑部青
黑色，斧刃雪白轻巧，没有一点缺口。

父亲的斧子有多重？我说不上来。
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徒弟因为斧子而半途
逃回家。他是外乡人，细皮嫩肉，高中刚
毕业就被送来学木匠。先学刨，再学锯和
凿，虽然辛苦，但都熬下来了。可等到学
使斧子时，就承受不住了。

回家后，他跟人说起他学斧子的感
受：用斧子劈木料，因吃肉太多，木料报
废；握斧子柄太紧，没劈好多少木料，手上
就起了泡；用斧子的时间久了，手臂酸痛，
到第二天，斧子怎么也提不起来。可对于
木匠来说，斧子的戏份太重了，几乎每一
天都要用到它。

为此，他还编了一句顺口溜：“斧头，
斧头！抡不完的活计，吃不尽的苦头。”

父亲身材短小，给人感觉总是细胳膊
细腿的。可他最擅长的就是使唤斧子。
一把斧子在他手里，便能生出很多招式
来，简直像《说唐》里的程咬金一样。

用斧子劈料，最见神威的是加工大
木。房子搁梁的材料，又长又粗。加工
时，父亲先用墨绳在木材上弹出一个水平
来，再将木材抬放在三脚架上，把要劈除
的部分以合适的角度露出；然后两脚站成
弓步，双手隔一定距离紧握斧子柄，斜着
斧子往木料劈去。这时，父亲成了巨人，
斧子挥动富有节奏和力度，而每一下都在
木材靠近墨线的地方。随着劈裂声一下
一下响起，扁扁的大小木屑翩翩落地，一
个崭新创面在木料上出现，好闻的松木香
气也四散开来。

而加工一般家具的小木料，父亲又是
另一个模样。他一手把住木料，一手抡
着斧子。斧子举得不高，用力不重，待到
了木料时，力又减了几分。每一下都离
墨线很近，但不会超过墨线吃进木料
里。如是遇到枝节疤痕处，木质较硬，木
纹较乱，父亲不会硬劈乱削，让木料出现
各种难看的洞孔。他先是轻劈木料下部，
再削木料上部，最后上下汇合。待木屑脱
落，创面平整，木纹色泽深浅不一，像是精
美的画面一般。

在父亲手里，斧子还能做细活。那
时，钉木板要用上竹钉。这种竹钉四棱，
长度一寸左右，截面没有筷子的四分之一
粗。要用竹钉时，父亲便从木工箱里拿出
一截干燥的毛竹片来，先是削成小竹条，
除去毛刺，再将两端切成四边角。这一套
程序全用斧子加工。父亲似乎很爱干此
活。只见他双眼细眯，手握在离斧头最近
的斧柄处，全神贯注，举重若轻，那细致的
程度跟女子绣花差不多。

父亲很珍惜斧子。每次用完，都要抹
一下机油。而要到下一家干活时，就用绑
带将斧子包裹起来。这种绑带用苎麻绳
编制，中间宽，两端窄，跟草鞋差不过。包
裹时将斧子刃卡在绑带最宽的地方，再用
麻绳两边绑紧。

父亲 18岁开始学木匠，到60岁生病
终止了木匠生涯。他帮助建造的房子有
几十间，制作的大小家具几百件。它们
稳固光滑。里面的每一个部件，都是经
父亲和徒弟们的斧子劈削而成。他用过
的斧子，也不下于十几把。这些以木料
为食物的斧子，给父亲以全家的温饱；父
亲，也在斧子的挥舞中消耗了诸多的精
力，慢慢老去。

可父亲离世后，家里竟找不到一把
斧子。而他曾经使用过的斧子，有的永
久地留在了各地常住的东家，有的早送
给了曾朝夕相处过的几个徒弟。

那个半途回家的，也曾得到一把。离
开父亲不到一个月，他又重新回来。经家
人开导，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就是连续
几天使唤斧子，也不再喊苦喊累。三年期
满，他才回到家里。

几年后去找他，他正在为造屋人家劈
梁柱。那一把斧子，被他抡得风生水起，
震天动地。

父亲的斧子
朱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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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村一处不起眼的角落，总会有一
处或多个鼓鼓囊囊的麦秸垛， 看上去有
些佝偻，如同岁月沉淀下的密码音符。

麦秸垛，对于儿时的我来说，是一个
充满乐趣的神秘所在。喜欢在那柔软的
麦秸上打滚，爬上跳下溜滑坡，把它当成
蹦蹦床。那是一座专属于我们的城堡，梦
幻般美好。

小时候常把麦秸想象成各种各样的东
西，一会儿是柔软的云朵，一会儿又是起伏
的山脉。而父亲，总是在一旁不经意地微
笑，那笑容里满是慈爱。

父亲对麦秸垛有着特殊的情结。
麦收时节，是父亲最忙碌也是最开心
的时候。挥舞着镰刀，在金色的麦田
里一趟趟奔波。麦子运回打麦场后，
就是一连串的摊场、碾场、翻场、扬
场、集垛、糊垛。

集垛的时候，父亲又会细心地将麦秸
一茬并着一茬堆成麦秸垛。那动作熟练而
又专注，分明是拿一根根麦秸码成一件伟
大的艺术品。麦秸垛在他和伯叔们手下一
点点地增高，最后变成了一个高大而又敦
实的大“蘑菇”。到了秋后，远远一望那打
麦场里大大小小的麦秸垛，就像一个突然
迁徙而来的小部落。

远去的岁月里，麦秸垛是农家人土
地收成的见证。冬天，经过碾压的麦秸
秆变得绵软柔穰，是冬季铺床装枕头的
好填料。用麦秸秆装成的枕头软和温
暖，枕上去呼呼啦啦一阵响，可一觉醒来
身心舒畅。

白亮亮的麦秸秆，在城里人心中虽不
起眼，殊不知是耕牛冬季的一槽口粮。母
亲从麦秸垛上撕下一堆麦秸，父亲搬来铡
子，一人向铡口喂草，一人抬动铡刀，刀起

草落。一起一伏为老牛准备着细碎草料，
真是“寸草铡三刀，无料也上膘”。

圆墩墩的麦秸垛在岁月里一天天变
小，但那如同温暖的城堡，不仅为农家人
解决了生活之需，也给寒夜里的老牛提供
了温饱。

随着时光的流逝，山村发生了飞跃的
变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取代了父亲手
中的弯把镰刀，麦秸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
视为珍宝。但父亲的麦秸垛依然在记忆
里挺直身板，不曾弯腰，似在诉说着远去
的犁耙耕种歌谣。

每当再次回到故乡，远远望见那熟悉
的麦秸垛，心中便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
它让我想起了母亲麦秸垛前筛“秕麦”的
身影，想起了打麦场晒麦子的情景。不由
自主走到“驼背”的麦秸垛旁，轻轻地抚摸
着落满风霜的麦秸，仿佛一下子就感受到
了父亲的温度。

如今的父亲已经渐渐老去，但他对土
地的热爱和对麦秸垛的情感却依然如
初。偶尔还会说说众人集麦秸垛的往事，
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眷恋。那是对
收麦打场岁月的怀念，那是对泥土四季馈
赠的感恩。

父亲的麦秸垛
李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