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些日子老同学在微信
里分享一段“无锡非遗阳春
面”的抖音，着实让我回味无
穷。

那些如烟的往事，在沉
淀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却
被这碗阳春面唤醒。记忆犹
如一支飞箭穿过时空隧道，
停留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
期，定格在那一碗溢满醇香、
散发着浓浓家乡味道的阳春
面上。

那是1975年我上初二时
期，一个初冬傍晚，父亲对我
说：“你明天放学后直接到荣
巷2路车站，乘车到西门桥站
下车，然后到东方红商场大
门口等我，天冷了我帮你去
买件棉袄。”说完，父亲递给
我一角纸币作为车票钱。

次日放学后，我挎着军
绿色的布质书包，蹦跳式地
直奔车站。从荣巷上车，乘
到西门桥站台下车已是4点
半。正逢下班高峰期，穿行
在自行车如潮的车流边，内
心虽有些紧张但表面却装着
若无其事的模样，唯恐被别
人发现，这是乡下女孩进城
的模样，呵呵。

从西门桥步行到东方红
商场（商业大厦前身），不过
几分钟路程，当我驻足三阳
广场最繁华处，放眼观望着
城里最热闹的街景，那楼、那
店、那五颜六色的店铺广告
牌、那穿梭来往的车流和步
履匆匆的下班人群，真有种
目不暇接的感觉。

当我正目不转睛观看闹
市街景的时候，却没注意父
亲已经站在我面前了。随着
父亲，我们来到一楼专售冬
装的玻璃柜台前，我自己挑
选了一件黄底粉梅花的布棉
袄，试穿合适后父亲让营业
员打包。看着年轻的阿姨非
常娴熟地用泥黄色的纸与纸
绳打包好棉袄，然后接过父
亲递给的 10 元钱和 5 尺布
票，用二联发票凭条包好钱
票，把它们夹在一个铁夹上，
抬手放在柜台上方的钢丝绳
上用力一推，那铁夹子“嗖”
的一声，一下子飞到收银员

台前，不一会那铁夹子犹如
一只“黑蝴蝶”似的，嗖一声
飞回到营业员面前，营业员
取下夹子，把找下的3元余额
和发票给父亲，把棉袄给我。

走出商场天色已暗，马
路上早已灯头通明，霓虹闪
烁，街上一派车水马龙之景
让我有些兴奋。这热闹而繁
华的场景是我难得一见的景
象。父亲看着我好奇的神情
对我说：“现在已经没有2路
车了，我们必须走回家了。”
我爽快地答道：“行。”

初冬傍晚行走在市中心
的马路边，丝毫没有夜凉的
感觉，倒是弥漫在空气中的
熟肉香味，闻着仿若有股嗳
意迎来，那是从三凤桥肉庄、
西门桥熟肉店飘散出的烟火
香味，好闻到让我直感到饥
肠咕噜。

走到西门桥堍下，“绿杨
点心店”的店牌便映入眼帘，
父亲说：“我们进去吃点东
西，填饱了肚子好走路。”

掀开厚厚的棉质门帘，
一股肉汤香杂着葱面香的热
气迎面袭来。这是一家在锡
城小有名气的小吃店，主营
小笼包子、馄饨和面条。我
随父亲在一张靠门边的八仙
台方桌前坐下。眼下已过用
餐高峰，店铺里客人不是很
拥挤，父亲到付款台前买了
四两一碗（1角2分外加4两
粮票）和三两（9分加三两粮
票）的阳春面。

不一会，服务员就端来
了两碗热气腾腾、散发浓浓
香气的阳春面，这是红汤阳
春面，黄色带有光泽的面条
上撒满了葱绿的大蒜叶。
红、黄、绿镶嵌在白瓷碗中，
甚是好看。那冒着浓香的阳
春面，让我这个早已饿了的
小姑娘，狼吞虎咽般把一碗
面连汤带水吃了个底朝天，
吃得我浑身热乎乎的。这一
碗汤清味鲜，爽口、香气四溢
的阳春面，好吃到我至今难
忘，每每回想起来，仿若舌尖
上还流淌着儿时难忘的味
道，仿若还感受到父亲对女
儿的暖暖爱意。

小时候我住在南阳湖边的一个叫大
舍头的小村庄，是个四面环水的圩区。离
开圩区出行用得最多的交通工具，便是渡
船，当然少不了有渡口。

我家屋后的湖边就有个渡口，大家称
为陆家渡。

渡口临水的石码头不是很大，由十几
块一米左右的阳山石条叠砌而成。码头
拾级而上就到西隔壁邻家的屋后。邻家
的阿婆就是摆渡人。靠墙一块长长的花
岗岩石条安稳地卧在墙角，供渡客候渡休
息之用。

渡口一条瓦屑铺就的小路，在村后的
湖岸上向西延伸，在村口向南转弯接上土
路伸展到田野陌上。远方蔚蓝的天空下，
安阳山青色如黛，形象丰美。

春天，渡口湖岸芦苇青青，随风如少
女在水面翩翩起舞。岸坡上，老柳树偃卧
水边，垂下的柳枝飘荡在水面，留下圈圈
涟漪。柳树下一只桐油漆的小木船，荡漾
在渡口的水面上，那就是一年四季在渡口
渡人过湖的小渡船。渡船船头船艄微微
上翘，弯弯的船型，犹如儿时童谣里面挂
在天边的月亮船。时而有新燕双双掠过
渡船旁边的水面，留下动人的剪影。

春天是摆渡人一年中最舒坦的日子，
没有冬日寒风，没有夏天烈日，少有暴风
骤雨。这时候也是我们水乡孩子去渡口
河滩玩耍戏乐的好时光。渡客不多，我们
会乘摆渡人心情好的档口跳上渡船，在湖
里蹭上几个来回。这时摆渡的婆婆会交
待我们注意安全，让我们扶栏坐稳。

凭栏靠坐在渡船的木条椅上，时而抬
头遥望蔚蓝的苍穹，注目飘悠变幻的白
云；时而近观碧波荡漾的湖面，常有的小
网船劳作的身影，还有长长的轮拖经过，
偶尔还有一点孤帆隐现在水天一色的湖
尽头。湖面平静时，来了兴趣的阿婆会给
我们讲她不知讲了多少遍的陈年往事。
这时候我会眯起双眼，听着“欸乃，欸乃”
的摇橹声和船头下潺潺的流水声，享受着
渡船一摇一晃的悠闲乐趣。湖风从水面
上拂过来，带着水的气息和滋润，轻轻地
吻在脸上，灌进胸腔，心里涌出无尽的惬

意。
春天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没有渡客的

时候，我会缠着摆渡的阿婆教我学摇船。
摆渡的阿婆倒也乐意教我，告诉我摇船的
要领是手握橹把，站稳脚跟，眼睛要看着
前方。我人小个子还够不到，阿婆就在船
舱内加块木板。小学三年级，我才十二
岁，就学会了摇渡船。

渡口有我最难忘的往事。在渡口迎
来过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军中情侣——我
的解放军叔叔和婶婶，在渡口送走在南阳
湖边朝夕相处六七年，一起长大的堂弟堂
妹。还有爷爷上洛阳镇回家在湖对面喊
摆渡的声音：“摆渡——呵”，那是我们兄
妹最期待的声音，因为爷爷每次街上回家
总会带回好吃的……

农历二月十九的渡口，是儿时一年中
最热闹的时刻。渡口平时渡客不多，主要
是大长圩外出的村民。只有在农历二月
十九，湖对面十里八乡的武进乡民都要过
湖去阳山陆区桥，走走亲戚，逛逛集市，然
后登安阳山一游。故有十万朝山之豪称。

农节当天，渡口的小渡船已不能满足
渡客需求。三家摆渡人联合起来借生产
队的两条农船，上面铺上木板往返渡人。
上午八九时开始，北岸渡口就会挤满熙熙
攘攘的人群，等待过湖。村后渡口两边的
空地上小贩们放满了各种摊头，面条，馄
饨，豆花；荸荠，甘蔗，麦芽糖……整个渡
口两边比春节时候还热闹。

家门口的热闹我当然不会错过，一早
吃过早饭便会带着年幼的大妹，袋里装着
从爷爷那里讨来的几毛零钱，游走于各个
摊头之间，买上半斤荸荠，买上几块粘牙
的麦芽糖与大妹分着吃，当然忘不了给二
妹留上一点。还记得有一年花几分钱买
了个有彩色鸡毛的泥塑鸡型口哨，兄妹俩
轮流吹着玩，这算是我儿时第一次花钱买
的极品玩具，一直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岁月匆匆，时过境迁。随着时代发
展，陆上交通的便利，南阳湖上的几处渡
口退出了历史舞台。曾经热闹繁忙，在儿
时常给我欢乐的渡口，慢慢地消失在了历
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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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屋后的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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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阳春面

春姑娘来了，她微笑着，笑靥如花般
盛开。金黄色的油菜花在风中起伏，远山
青黛，巍峨的铜官山深情地凝望着荆溪大
地，推窗远眺，我沉醉在这充满诗意盎然
的世界里。

在西氿之畔的老茶馆，我点了一壶白
茶，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款茶，名为：玲珑小
白。我呷了一口，那特有的沁人心脾的芳
香，让我陶醉。在这样的午后，如此温暖
的时刻，我在等一位长者，令人尊敬的我
生命中的一个贵人。茶香浓郁间，我的思
绪回到了三十年前……

那年，我来到阳山荡畔，在这里求学，
度过了三年财会班生涯。在多少个朝阳
升起夕阳又西下的时候，我徘徊，迷茫，也
曾呐喊，常常在深夜买醉，写了很多诗。
那一年，这位长者注意到了我，关注了我。

长者的儿子是我同学。在一个下雨
天，我记得是早上，树木在风中摇曳，街上
的水顺势从高往低流淌着。他让人把我
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长大到18岁第一
次见这么大的领导，我进乡政府时脚是抖
的，颤巍巍的。他威严、高大，又是那么地
可亲。他微笑着让我坐下，拧了把热毛巾
帮我擦去了头上和身上的雨水。捧着他

递给我的杯子，我一下子温暖了，我至今
仍感受着这个热度，影响了我一辈子。当
时谈的内容我永远不会忘记，长者嘱咐
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要沾上恶习，永远
不要放弃理想，团结同学。那个时候，我
家里很穷，我的伙食基本没有保障，那天
临走前，我后叫叔叔的这位长者，给了我
两百元钱，十元面值的，很厚的两沓。我
坚决不肯收，但我挨不过叔叔。走出乡政
府时，我流泪了，外面已雨过天晴。

后来的我，牢记叔叔的嘱咐，我在第
二年当上了团支书，担任了文学社社长。
叔叔在我求学期间，经常通过他的儿子在
经济上、生活上帮助我，周末经常邀我去
家里做客，我最爱吃阿姨包的饺子了。

终于又见到你了。今天的你，杨叔叔，
你满头银发，但你的微笑，依旧是那般充满
神奇的力量，温暖如春，让人如沐春风。

在充满文化气息、浓郁宜帮菜风味的空
间，我们品尝了家乡菜。我向席间一起共进
晚餐的兄弟们叙说了你我之间的故事。

夜色真美，灯火阑珊，在庭院的角落，
有花在静静开放。再敬您一杯茶，谢谢您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给了我尊重，给了我方
向，给了我勇气，照亮过我差点黯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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