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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菜市
□肥东县教育体育局    吴蔚芳
喜欢去菜市买菜，那里的烟火气，很是吸引我。周日一大早，照例驱车几里路，去小镇菜
市。
菜市位于小镇中心，面积不算大，迎面是几排固定摊点，柜台贴白色瓷砖，这些摊点大多卖
肉、卖豆腐干子、卖姜蒜调料。中间有一对北方夫妇，支个摊位卖烧饼，一只竹匾放现金，
顾客自己找零，他俩手不沾钱。男人憨憨地笑，说这样卫生。紧挨着烧饼摊的是一中年妇
人，炸油条，热气蒸腾，油条个大金黄，香味诱人。时有外乡人拉一车蔬果叫卖，有时是红
辣椒，有时是马铃薯，有时是山药，一车要卖上十多天，着实辛苦。在这里，你想买啥，都
能满足。许多城里人，也会在周日赶来这里，买鱼，买虾，买蔬菜。
这里的蔬菜很新鲜，常听卖菜大姐说，种得多，吃不完，烂在地里怪可惜的。她在城里上班
的孩子就喜欢吃家里种的菜，环保，吃着放心。他们天不亮就出门，在菜畦里小心摘下每棵
菜，放进箩筐。晃晃悠悠担到菜市，找个合适位置，把菜码在地上，齐齐整整，中间留出一
条道，供顾客行走。这时节，他们卖青菜，卖扁豆，卖香菜，卖山芋，卖萝卜，鲜嫩的叶和
茎上，吐着泥土的芬芳。打他们中间过，脚步也不觉放慢，彼时，空气里浮着淡淡的香气，
我猜那一定是晨露的味道。“要青菜吗？刚从地里摘的，没打农药。”“我家的西红柿是自
然熟的，吃过下次你还想来买。”亦有不少老人卖菜，他们大都想换点零用钱，自己想买个
啥，可以不向孩子伸手，不给别人添负担。这些老人都很善良，淳朴。买他们的菜，零头总
要给你抹掉，6块8，给6块吧，4块7，给4块吧。也都是笑着回：老人家，不占你们的便宜，
给您个整数。我也会收到老人们的馈赠，一把小葱，或几个辣椒，让人心生温暖。老人们的
手机大都不具备支付功能，即便有个收款码，也多半是孩子的。故，每次去菜市，都要带些
现金。那日，匆忙中没带现金，买一位奶奶的香菜，付不了钱，正着急，过来一中年男性，
说：“我有现金，你扫我的手机吧，我把钱给老人家。”我想，在这个乡镇小菜市，这样的
暖心剧目每天都会上演，我很乐意充当剧中的角色。
和别的菜市不同，小镇菜市的猪排是不单卖的，摊主会搭配适量猪肉，骨头和肉一个价，既
新鲜，又很是划算。但要想买到心仪的猪排，必要去得早。一开始也不知道哪家猪肉品质
好，得先观察一番，看谁家摊位前买主多，那家的猪肉品质定不赖。用这样的法子试着在一
摊主处买了几回，确实没有吃亏。买回来的猪排，或是板骨，无论是红烧，还是清炖，吃起
来都肉质细嫩，入口绵香。那家是一家三口齐上阵，男人身形高大，说话粗声大嗓门；女人
面容清秀，说起话来小声细语。男人称重，女人装袋，配合默契。我看着两人，微笑，想起
一句歌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平常人家的小日子，熨帖，安稳。一位
老妇人，似是男人的母亲，也总是衣着整洁，安静地站在一角，但凡有顾客需要绞肉，她就
伸手帮忙，洗肉，搅拌，动作利索，年轻时，一定是个大美人，还是干活的一把好手。后
来，加了微信，每次都会提前告知需要的品种和数量，第二天去菜市，女人见到我，轻声
道：“老师来了啊。”弯腰从柜台里面取出预留的排骨和肉。男人称着重，不忘大嗓门道：
“你看看，这排骨多漂亮，这肉多嫩。”女人把装有排骨和肉的袋子递给我，脸上漾着浅浅
的笑：“再来啊，我给你留好的。”我点头。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啊，虽然素不相识，却因
一句“再来啊”，心瞬间就开出三月里的花来。
是7月天吧，还不到早晨8点，气温就升上来了，出门买菜的人也见少，急匆匆挑几样，付了
钱，拎着袋子准备回家。不远处传来“卖西瓜喽，卖西瓜喽”的吆喝声。循声去，见菜市东
南侧靠围墙处，停一辆小四轮车，车上堆西瓜，地上放几根老菜瓜。一六十岁开外的瘦高男
人，身边立两男孩，高个初中生模样，矮个读小学的样子。皮肤都是黝黑黝黑的，小男生有
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很精神。停下脚步，和他们聊起来。得知年岁大的是爷爷，两个男孩是
他的孙子，孩子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他们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地里的西瓜熟了，趁着
天热，能卖上个好价钱。两个孩子都要陪爷爷一起卖瓜，说不怕热，怕爷爷一个人在外着
急。爷爷说着说着就笑了，露出洁白的牙。我问大男孩：“刚才是你在吆喝么？”话音还没
落，小男孩就抢着说：“他不好意思。”哥哥低头，很腼腆地笑。我对弟弟说：“哦，原来
是你呀，真勇敢，小小年纪就知道帮家人做事，你真棒！”询问他在哪所学校上学，读几年
级，听说我记住了他的名字，还会去学校看他，那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兴奋地上下眨动。多
么可爱的孩子啊，谢谢你，在这个夏日清晨，让我看到了如朝露般纯洁的心灵。

春联往事
□金寨县全军实验学校   杨兆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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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这两句诗写尽了辞旧迎新的春联盛事。春
联一贴，春节的气氛就浓了，到处洋溢着新年的喜庆。
从记事起，每到腊月，家乡便有一位老先生，挑着货郎担子，担子上放着红纸、笔墨等，晃
晃悠悠地行走在乡间小道上，进出于村庄农户间。那时，乡下读书人不多，能写一手好毛笔
字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人们每年都要买春联。先生每到一家，总会按照这一家的实际情
况，配好各式春联。家里有孩子读书的，大门联往往与读书有关；有做小生意的，会选用祝
福发财联；娶了新媳妇的，盖了新房的，都会留下应时应景的春联。除了对联，大门两边的
墙上还分别贴“童言不忌”“出方大利”之类的祝福语。烟囱上贴“水火平安”，猪圈里贴
“槽头兴旺”，鸡圈门上贴“鸡鸭成群”等等。
也有少数人家自己写春联。春联内容大多是自己编，往往寄托着对来年的美好愿望。有一
年，对面邻居家猪圈门上贴的是：我家肥猪肥又大，个个都长八百斤，用的是龙飞凤舞体。
这副“奇联”一时成为那个正月里人们酒余饭后的谈资。
我自小就喜欢写毛笔字。上了初中以后，父亲就鼓励我给自家写春联。写春联那天，父亲什
么也不干，专门为我服务。父亲小学毕业，算是识字人，对春联的内容要求比较高。我和父
亲根据过去老先生写春联的内容，结合不同的房间功用编好不同的内容，然后写在纸上，我
照着抄。写的什么内容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无非是花开富贵，竹报平安之类的。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终于写好了自家的春联。这时，前院孤寡老人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红纸让我帮他也写
一副。写的内容倒是记得：寿比南山松不老，福如东海水长流。后来年年给老人写春联，都
是这个内容。
不经意间，我会写春联的事就传开了。邻居们纷纷请我写春联。“不会写”“写得不好”，
如此这般谦虚之后，扭扭捏捏地拿着书写工具随着主人去了。写春联是很郑重的事，很有仪
式感。邻居们一般都是首先把红纸、墨水买好，把八仙桌擦干净，把炭火烧得旺旺的，能提
供的条件尽量提供，中午还烧很多好吃的。
我们家曾出过一副“名联”。那年写春联，父亲说，要整点新内容。堂屋的，房屋的都编好
了，临到编厨房联时难住了。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缺油断盐的日子成为常态。父亲好客，
家里经常来人，父亲又好面子，每每此时，母亲就偷偷从厨房后门溜出去，向邻居们借米借
油借盐。根据这种情况，我灵机一动，想了一副对联：前门留客，后门借米。父亲一听，不
错，太符合实际了！细细一想，总觉得不太妥当，有一点拒客的味道，怕别人看了不敢再
来。斟酌半天，改为“前门留客，后门进宝”。妙啊！一致通过。随后是两边配对及横批。
配对：前门留客客您坐，后门进宝宝自来；横批：客来宝进。对联贴出，正月里来拜年的客
人，无不拍手称妙。于是这副对联出名了！
如今，每到年关，大街上销售春联的比比皆是，绝大部分是印刷的。内容繁多、字体漂亮、
印刷精美，贴上后金碧辉煌的。可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话压岁
□六安市紫竹林小学    任    曦
一直都认为过年是件快乐的事，即便是如今许多人都在抱怨着过年累、过年烦、过年没意思
的时候，我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并且以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态迎接着春节的到来。“噼里
啪啦”的爆竹声，炸开一户一户贴着春联和福字的大门，远处传来拜年者的脚步声，对老人
说着吉祥的话，对同辈说着祝福的话，对孩子说些勉励的话语。热烈的祝贺及一些久违了的
问候，让人欣喜不已——过年了，让人收获着的是沉甸甸的真情。
压岁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项传统，压岁钱作为一种形式，它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关心和
爱护，也是沿袭至今的一种民情风俗。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最古老，最传统，也是最重视的节日。年，在季节里那个特定的日子里
来了。每个人对过年都有属于自己的期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在一次一次的年来年去
中，我们长大，我们变老，我们携手一起走过生活沧桑，我们采摘着生活的欢乐。我们用自
己的脚步，一点一点迎送着秋实春华。不管生活是喜是忧，是苦是乐，我们用自己的经历撰
写过自己的人生。无论成功、无论失败，经历了，就是留在我们背影中的生命意义。
每逢春节，长辈给晚辈的压岁钱愈来愈成为一大沉重的经济负担，其范围愈来愈广，数额愈
来愈大，在攀比风和人情风的促动下，有少数家长，居然将此作为一项“发财”机会。每到
春节，孩子们拿到红包，少则几十元，多则上千元，孩子们对轻易得来的红包，花费起来随
心所欲，一点也不珍惜，作为家长应看到它给孩子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
近年来，在我国一些大中城市，提倡树立新风尚，压岁钱渐渐受到了“降温”，它反映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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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追求高雅的生活格调正逐步形成，把压
岁钱变为赠孩子几本新书或贺卡赠言等礼物，在一些城市将成为新的时尚。
其实，每逢新春佳节之际，长辈们可以给孩子备一些富有意义的压岁礼品，购买几本增长知
识的书籍、学习文具或一纸赠言贺卡，使孩子从书中获得有用的知识，受到教育和启迪，体
现了长辈对孩子的关爱之情，这将对孩子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也防止了孩子因压岁钱养
成相互攀比的不良习惯。
当然，压岁钱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并不是金钱的攀比，作为长辈和家长在压岁问
题上应有个正确的认识，尽量教育孩子不收或少收压岁钱。
春节临近，合家团聚，家长和长辈们应破除风俗旧习，倡导文明新风尚，将满怀真情的压岁
钱变为礼物送给孩子，能使孩子终身受益，使孩子从小铭记长辈们的关怀，会别有一番新
意，当孩子长大成才之时，重温年年岁岁的压岁礼品和赠言，那感受必将温馨、亲切，也将
成为孩子难忘的记忆和终身受益的财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其实最让我感受到过年乐趣的是：由于生活的重
负，平日难得一笑的人们绽开了笑脸，由于心态的放松，平日总是笑着的人笑得更加坦荡与
真诚，三百多个紧张的日子之后，人们能够有这么一段欢乐的时光，是我一直喜欢过年最朴
素的原因。大家都开心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好日子，用憧憬的目光，用向上的激情，走向未
来，未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好，也会让人感受到这社会是充满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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