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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就读过“六尺巷”的故事，父亲
在弥留之际也用亲身经历告诉我要学会宽
容。周末终于有机会前往桐城，观瞻那个
因邻里和睦而闻名天下的小巷。

桐城有许多街巷，最为著名的当属“六
尺巷”。据记载，清朝康熙时期，张英在京
城做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家乡亲人
起房造屋时与吴姓邻居发生争执，家人去
信让他出面处理。张英看后回信：“一纸书
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
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信后，主动
让出三尺。邻居吴氏深受感动，也让出三
尺，成了“六尺巷”。

张英是张廷玉、张廷瓒的父亲。张廷
玉是康熙时期的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
军机大臣，为官50年，为康熙、雍正、乾隆三
代皇帝重臣。其长兄张廷瓒，也是康熙时
期的进士。因此在桐城当地几百年来就有

“父子宰相府”的说法。如果当年张英以官
势压人，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六尺巷”，张家
失去了祖传的几分宅基地，换来的却是邻
里的和睦及流芳百世的美名。

“六尺巷”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许是被
“和”字哲学充盈得最宽阔的街巷之一了，
它不是宽在“六尺”上，而是“宽”在人们的
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的精神上。

身处“六尺巷”，我的脑海里闪现出父
亲给我的遗言。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少言寡语甚
至有些木讷的人，一向勤俭，低调做人。
2005 年初夏，父亲不幸被查出肝癌和肺
癌。67岁的父亲就像即将耗尽油的油灯一
样，忍着病痛和我们一一作了交代，叫我

“读懂‘六尺巷’，放下仇恨，学会宽容”。
让我们全家所有人无论如何都没有想

到的是，父亲最后一句遗言竟然是“我原谅
他了，因为我不能带着仇恨离开这个世界，
不能让愤怒、憎恨占据一生……”而后带着
微笑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原谅的“他”，是
我父亲生前不愿有任何交往的一个结怨者。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待我们是爱中有
严、宠中有教。他常常告诫我，为人务诚、做
事务实、吃得起亏、受得起辱、努力工作、不
囿于是非；若吃小亏，从不耿耿于怀，每有仇

怨，亦不念及隔夜，而是豁达置之。但是，自
我记事起，父亲对村里的一个结怨者始终不
原谅，四十年没有共过一件事、说过一句
话。父亲从不和我们说起其中原因，后来一
位大伯告诉了我。原来，父亲始终不愿搭理
的那个人，为了宅基地之争，在四十年前带
着儿子把我父亲打成重伤，鲜血湿透全身，
两只鞋子里都灌满了血，住院50多天，留下
了后遗症。父亲出院不久，那个结怨者的媳
妇又故意上门找茬，将我母亲打伤……

身体每况愈下的父亲和母亲创造了在
当地的一个“奇迹”：为了不与结怨者相处共
事，带着我们陆陆续续搬了九次家。在没有
任何外援的情况下，父母把我们兄妹六个相
继抚养长大，直到我们上了大学，成家立业，
中间所经历的艰辛和生活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在弥留之际却一下子解开了扎在
心里四十年的“结”，卸下了压在心头四十
年的恨，原谅了那个埋在他心底四十年的
那个人，带着宽容的微笑离开……

“读懂‘六尺巷’，放下仇恨，学会宽
容。”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也是父亲

留给我最大的财富！
俗话说：“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

阔天空。”胸怀宽容，兄弟之间可以不分你
我，朋友之间可以赤诚相待，同事之间可以
亲如兄妹；胸怀宽容，就不会作茧自缚，更
不会怨天尤人；胸怀宽容，得到的永远比失
去的多，你的心里永远舒泰安乐！宽恕别
人就是善待自己，宽容是一种美德。当然，
宽恕伤害自己的人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
事，要把怨气甚至仇恨从心里驱赶出去，的
确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胸襟。就像一本书
上说的，我们的心如同一个容器，当爱越来
越多的时候，仇恨就会被挤出去，我们不需
要一味地、刻意地去消除仇恨，而是不断用
爱来充满内心、用关怀来滋润胸襟，仇恨自
然没有容身之处。我们何不抛弃仇恨、放
下愤怒，来善待自己呢？

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
心责己，则寡过。从父亲离世时的微笑里，
我读懂了“六尺巷”，学会了宽容。宽容不
是迁就，也不是软弱，而是一种修身之法，
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处世之道。

学 会 宽 容
□马顺龙

这几日，南方降雨，北方落雪。微信
朋友圈的伤感里，都用天气拟人，感怀这
一场寒潮与阳光不合时宜的拥抱。手机
里的新闻、蜷缩在被窝的身体，似窗台上
的白掌，探出白色花蕊，听着玻璃窗外的
淅沥雨声。

就这在寒冬之际，孩子们都吵着要吃
零嘴，尤其是二宝，换牙时期牙周都有黑
点，爱美的她开始用延长刷牙时间、提高刷
牙频率对抗巧克力入嘴的香味，但效果欠
佳。我常和她们讲，我儿时的拮据生活为
我换来一副好牙。她们总用无厘头的“因
为所以，科学道理……”来无视我的警告，
让人气愤。

她们不知道的是，儿时的我吃零嘴是
从同学的分享里寻得，从大自然的馈赠里
寻得，不常有，但印象深刻，常常在某个时
刻忆起，好长时间不忘。

1、汽水
五毛钱的汽水，是我那年夏天全部的

快乐。
二年级的班级里，有个穿着干净白衬衣

的小高，花了5角从校门口商店最显眼的位
置买来一瓶汽水，是用绿色的啤酒瓶装的，
店老板用抹布擦得锃亮……我们班男生一
起看着他喝完第一口，也一起咽下口水。不
争气的小俞第一个开口要，被他断然拒绝，
接着我们都看他连续咕咚了好多口，快喝一
半了，始终不给我们分享。有不少人放弃了
看他和他的汽水瓶，我还在坚持。

快到绝望之际，他喝到还剩一口的时
候说：“世玉，给你喝，我俩关系好……”他
示意我接过汽水瓶，我在众人羡慕的目光
里，高举汽水瓶，张开小嘴，接住了从天而
降的快乐。当时我真的认为这就是友情的
全部定义，还悟出来一个深刻的道理：关系
好才能一起喝汽水。

2、冰袋
我奶奶爱把钱放在枕头下，这在我上

三年级下学期时就知道。
从我家走，向西200米，是大路，能通乡

里。摇拨浪鼓的货郎担、卖豆干卤菜的都
在此地停下来吆喝，而且每次都在等放学
时候来，拨得我心痒难受，看着颗颗饱满的
花生豆、一包包“唐僧肉”、一袋袋辣条、一
粒粒“老鼠屎”、棉被盒里裹着的冰棍和冰
袋……我决定回家探探奶奶的口气。

“冰的东西吃多了拉肚子。”这话要是
没理解错，就是不同意给钱去买零嘴，我麻
利地溜进卧室，轻轻掀开枕头底下的一块
纸币后，又轻轻放下枕头，尽量不破坏案发
现场，然后飞奔村头。

路上，心跳得好快，我想象着同村同学
看我吃冰袋羡慕的眼神，测算着奶奶枕头
下压着的钱没有清点过，计算着一块钱能
买一个冰袋、一包“唐僧肉”和一大把花生
豆，大不了讨一顿打。

为保险起见，我把所有东西吃完才回

家，可能是冰袋里的冰水咽到肚里太快，吃
得也杂，在吃晚饭间隙，我庆幸自己捂住了
即将打嗝的、带有冰袋色素香味的嘴。

3、柿饼
往前倒几个月，柿子树上挂着黄澄澄

的柿子，是秋败后的农村唯一的彩色。
要赶着熟透之前，一个个采下来，吃几

个催熟几个。奶奶常用石灰水滴几滴，或
者把几个好柿子和一个烂柿子放在一起，
很快就都熟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什
么原理。

熟柿子，撕开皮，像现在吃小笼汤包一
样，用嘴嘬，汤汤水水就进了口腔，甜和糯最
先抵达味蕾，让大脑分泌多巴胺，持续快乐。

吃不完不打紧，村头的老李会做柿饼，
见他把柿子洗净，趁着天不凉，阴干。等柿
子皮肤皱了，把柿子塌下去，隔着四五天翻
个面儿，等上霜就算是成功了。

我嫌齁，不多吃，我家门口的柿子树，
能甜到年跟前。

4、甘蔗
我家一亩二的田就在小学放学必经的

路上。
爷爷在田里种满甘蔗，在我放学的时

候卖，挣的钱大多数都送到赌场上去了。
甘蔗每一节梗上那个小点点就是一个

小芽，一公分一段，给它培在土里，施肥打
药看天给收成。要是温差大，人又勤快点，
甘蔗长得高、甜度高，价格也能卖得上。我
爷爷种的甘蔗被奶奶嫌弃了一辈子，因为
甘蔗收获并不喜人，拔节太慢，节节挨得
近，难进嘴咬不动。

高过头顶的甘蔗叶是掩盖盗窃的天然
屏障物，趁着夜色，我常从我家菜地进去，
绕进别人家的甘蔗地，从月光里捕获个高
的一根，“咔”的一声将甘蔗断根，再用膝盖
一顶，把臊头子去掉，便能回家了。因为此
事，我也没少被奶奶骂。

5、炒米糖
进入腊月，春节的脚步近了，浓浓的年

味从奶奶张罗制作的炒米糖开始。
先煮糯米，用温水泡一夜，再沥干晾

干，在锅里倒入细砂，把握好火候，倒入糯
米。奶奶翻炒，爷爷在下面添减柴火，我在
中间重复递话，三人默契配合。等到糯米
膨胀，噼里啪啦，香气扑鼻的时候，用篾盘
子过滤掉沙子，就成了。

再熬糖稀，得用土灶最里面那口大锅，
把洗净的山芋切块，倒上水，没过山芋，闷
得稀烂，等汤汁煮得浓稠后，过滤掉渣子，
加入少许白糖，这时候就要用锅铲不停地
搅动，继续熬，以防粘锅。

做炒米糖是门手艺，我到现在也没学
会。但我会吃，把铁罐子里分好的炒米糖
塞进嘴里。

等到过年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爸妈
也从外地务工回来，这时候吃炒米糖最香。

零 食
□王世玉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人
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2024 年岁首，虽是数九严寒，但却有
一股暖流刮进了塔山脚下的锦河宾馆，宁
静的龙潭河畔被一群老头老太的欢笑声
打破，宾馆门前的红色彩虹门，在凛冽寒
风的吹拂下，也附和着，发出飒飒的响声，
似乎是在鼓掌，又仿佛是在高喊：“欢迎，
欢迎！”

半塔中学74届高中同学，在阔别母校
五十年后的今天，头顶华发，面带岁月雕琢
的皱纹，重回塔山脚下！白娘子是千年等
一回，我们是五十年见一面！怎不激动？
怎不欢笑？整整半个世纪啊！

窗外寒气袭人，室内暖意融融，签到桌
旁，聚会大厅里，喜气洋洋，人声鼎沸，一片
欢腾，热闹非凡，每一位到来的同学都受到
盛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老同学相见，
分外亲热，互致问候，握手、拥抱、拍肩搂
腰，拍拍打打、挥出老拳掏两下，嬉笑怒骂，
叫着在校时的绰号……岁月改变了彼此的
容颜，但一颗童真的心还在，我们畅叙亲情
与友情，仿佛要把五十年的离愁别绪在这
一刻全部化解。

会场上，不仅喜气洋洋，更是一片火
红，那是同学们的一张张笑脸与身上的红
色围巾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动人画面。红
色围巾，是筹委会为每位同学精心准备的
一份礼品与心意，上面绣着“塔中七四届，

毕业50周年”十个金黄色大字，不仅具有纪
念意义，更是寓意“金玉满堂，红红火火”，
这是对同学们美好生活的祝福！有的同学
还把这份吉祥的礼品敬献给了与会的师
长，分享我们的快乐与祝愿。

会场中的音响，传来了一首首熟悉
的、伴随我们成长的歌曲，这可是筹委会
的同学们精心挑选的啊！主席台电子大
屏幕上一幅幅、一张张同学们年轻时的合
照，诉说着如歌的岁月，欢迎的字幕不停
跳动着，犹如同学们那一颗颗激动的心在
跳跃。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有师长们深
情的回忆、祝福的话语、殷殷的期望。我
们 74 届高中二班的团支部书记刘言进与
范和平两位同学，代表全体同学发言，激
情四射，豪情万丈，鼓舞人心，道出了同学
们的共同心声，又一次把我们带回到了那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美好
的青春岁月。

为了活跃气氛，凝心聚力，同学们还齐
声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虽然是一首
老歌，诞生于我们青少年时代，但今天唱出
来也别有一番滋味，也很有时代感，很振奋
人心，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仿佛又回
到那青葱岁月。

啊，青春啊青春，美好的时光，比那彩
霞还要美丽，比那玫瑰更加芬芳……谁不
留恋青春，谁不向往回到青春年少呢？

重 逢
□曹玉飞

冬日清流 王体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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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难离
（外一首）
□何圣勇

蒋庄，越来越远
穿过这座土丘，就
再也看不见了
其实，我的村庄
早已不复存在
土地、老屋、村口的鸟巢
他们仅仅是记忆里
存活的一些词
我想
我还是爱着他们的
明明知道，他们
犹如，丢失在这里的童谣
寻也寻不见
带也带不走

如 愿
沿着河岸向前走
河面上
一只水鸟提着脚，站在
河湾的浅滩处
天空的蓝
拥挤在水面，拥抱着
漂浮的我的倒影
土地、花朵、春风
都在躁动
我选择拒绝它们
和面前这只逃离天空的鸟
独处在
一晃而过的日子里

滁州二题
□刘东宏

醉翁亭
当你们在盛宴现身
山河意随酒使
鸟鸣浩荡烟岚浩荡山风浩荡
从席前滑下村野又起伏前往京城
酒壶拎起百花半开富贵
酒杯放下落英荣华了一生

滁 州
传说溪涧日日自生春潮
黄鹂叫进人心
少女们猫步灵动蔚然深秀丰姿绰约
尤爱在琅琊山招手起舞
多少春秋以来欢乐仿佛百花无涯
要做就做醉翁亭长
美就美到脸上
众仙一路从西南望去
桃花烙千年未至
桃花满山，从未开到醉艳

省作协“文学创作大培
训、作品大改稿”活动
走进全椒
□张 平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尽快提升提质、团结凝聚“文学皖军”新生
力量，促进安徽文学高质量发展，日前，安徽省作协和
滁州市作协、全椒县文联、全椒县作协联合举办了“文
学创作大培训、作品大改稿”活动（全椒站）。来自滁
州、天长、明光、定远等地文联负责人及作协代表、全
椒本地作家和文学爱好者60多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许春樵，省作
协副主席、《安徽文学》主编李国彬，《清明》杂志主编赵
宏兴，对全椒选送的小说、散文、诗歌进行了点评，并提
出修改意见，同时就作品不足之处的共性问题，展开话
题进行创作培训，为基层作者指明了创作方向。

此次培训改稿会为基层作者和名家名刊名编搭
建了学习交流的桥梁，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
战性，与会人员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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