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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与 思

城 市 漫 记

在北碚，能让一个人念念不忘的地方很多，比如缙云山、黛湖、温泉寺、张飞古
道、雅舍、红楼……而能同时满足味蕾与精神的地方，几个老友总会说：“走，去谷家
坐坐。”

谷家是什么样的所在？我曾在《谷家印象》里记录：“这是饺子馆还是阅览室？
微黄微暖的灯光，照着进门一个书籍展示台，整齐堆放着一摞摞新旧不一、厚薄不
同的书。墙面贴满照片，细看居然是各种文化活动的场景照。微微左转，纵横错落
一排排一列列书架，把空间界隔开，形成一个个独立小空间。但又隔而未隔，界而
未界……”别误会，这不是书店，这是“谷家饺子”，也是“谷家文创中心”。民以食为
天，“谷家”之谷，是这家主人的姓氏，也是这家特殊馆舍的“养料”——物质的、精神
的。

谷家主营饺子，正宗北方饺子，鲜货，不带冷冻那种，连煮饺子的水都是泉水。
所以，食客们总会一盘饺子一碗饺子汤，餐后，还可来一壶茶，轻言细语慢慢坐聊。
由此，几位老友凡阅读交流、近期创作、文学活动、书籍交换等，只需要一句：“明天
谷家见。”无需提醒时间，各自安排，可早可晚。无事便选择早去，靠窗择一卡座，随
手取一本入眼的书翻看，时间就悄悄飞跑，毫无等待的焦虑。或者带着笔记本，随
便找个角落坐下来，做自己的事儿，敲一段文字，查一篇资料，和在家里没什么两
样。也可以在谷家那纵横错落的书架之间逡巡，书类的选择就能发现谷家主人的
博识。既有传世经典，也有最新畅销；既有文史大类，也有专业论集；既有学者所
需，也有少儿读物。后来与谷家主人熟悉了，从主客关系到朋友，从饮食到文化，线
上线下都彼此关注。这“谷家”，成了我百去不厌的地方。

去年冬至日，我们几个地道重庆人，坐在一起直播“南北冬至”文化习俗，丝毫
不影响旁边食客的食欲，甚至吸引了他们的视听。返回时，“多鼠斋”（老舍故居）围
墙外一串串灯笼映照着一幅幅名人头像和简介，这些文化名士都曾与北碚有缘。

“三千名流汇北碚”留下的文脉，延续的故事，在碚城的大街小巷，都不会中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龚会

碚城谷家

夏天童趣
响亮的唿哨从夹壁墙飘进去，给老院子里住的小伙伴发出信号，娃儿们来到河

坝街一棵百年树龄的黄葛树下，聚齐之后，头顶炙热的太阳和知了的鼓噪声，就扑
向几江边打水仗、放滩儿、捉鱼虾去了。阳光曝晒着娃儿们的细皮嫩肉，似乎对忘
情嬉戏中的孩子们并不起到炙烤作用。一弯江水的清凉早已经胜过了酷暑难耐。

小人书摊摆在街口拐角的背阴处，书摊虽然没被毒辣的阳光直射，但也抵不住
暑气氤氲，热得遭不住。孩子们才不管这些呢，端坐在有点烫屁股的小板凳上，把
《岳飞》《三国演义》《葫芦娃》《地道战》等连环画看得津津有味的，哪还管什么暑热
暑气哟。摊主黄伯心善，心疼娃儿们受热中暑，随手抓一把老蒲扇，对着娃儿们的
小脑袋不停摇扇送风。末了，把自己泡的青蒿茶递在娃儿们嘴边，勒令娃儿们一人
喝下几口解暑，像照顾自己的亲孙子一样。

再热的天气，总拦不住娃儿们活泼的童心。出了老城，娃儿们直奔艾坪山，挖
夏枯草、车前子、半夏等草药，晒干后卖给中药材收购点，可得一两角零花钱，或买
铅笔橡皮擦，或买冰糕凉糕，或留着下一次再去小人书摊看心仪的连环画。年纪稍
大点的娃儿，便租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烈日当空下学车。眼看着欲倒未倒的自行
车在小娃儿的掌控下，摇摇晃晃穿行在老城的大街小巷，脸蛋通红、满头大汗的娃
儿碾压着滚烫的地气，玩得如入无人之境。

坡上的高粱收割了，高粱秆却是娃儿们的最爱。娃儿们一窝蜂涌向田间地头，
捡拾着农户丢弃的新鲜高粱秆当甘蔗一样吃，味道虽然远不及甘蔗的甜，可娃儿们
的夏天童趣却在拼吃高粱秆的时光里，显得甜津津的。踏着月光回家的娃儿们，手
里攥着一大把细小溜直的高粱秆，一到家里，又做起了纸风车的手工。

歇凉乘凉是河坝街的风景。一到太阳落山，各家各户就把自家门口打扫干净，
浇上冷水散热之后，再把凉板床、凉席或竹凉椅摆好，夏夜之美就齐刷刷地沿街铺

开了。此时，也是娃儿们的幸福时刻，玩珠子棋，玩万花
筒，玩木偶人，还玩在手腕上画一块永远不走的“肉手
表”，把酷夏之夜玩得多姿多彩、兴高采烈的。不一会，张
家父母切一盘翻沙西瓜递过来，李家父母端一筲箕洗净
的“蜂糖罐”李子过来，黄家父母则端来一盆刚刚做好的
黄糖冰粉，给每个娃儿们舀上一大碗。娃儿们边吃冰粉
边看天上划过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看萤火虫一闪一
闪地在夜空飞过。夏夜，就这样在心底里凉爽着，凉快
着，满街飘过的是那份亲如一家的邻里情。

忙完手中的活计，街口小卖铺的周孃孃赶紧让儿子
把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抱出来，摆放好小竹凳，大

声招呼左邻右舍过来看电视剧《霍元
甲》。周孃孃还客气有加，说：“老邻居
们，受热了哟。明天晚上又来哈，我把
玄麦柑桔汤泡起等你们哟！”

童年的夏日，有烟火气，有人情
味，有画面感，有回味的甜，想忘也忘
不掉……

（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

往 事 回 首

黎强

诗 绪 纷 飞

涤洗心尘读锦章
——南非之行

耕夫

一

花甲之龄，工作激情如初，飞越太平
洋、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在好望角观巨
浪澎湃，沐猎猎海风。从约翰内斯堡到
开普敦，赴安保公司调研装备状况，与南
非警察协会及警务人员交流装备使用采
购流程等……

挑战，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
如同攀登高峰，既充满艰辛，又让人心生
向往！

每一次挑战，都是对自我极限的突
破，是对勇气和智慧的考验！

正是因为有了挑战，我们才能不断
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

33年来，盾之王参与并见证了单兵
防护用品制造行业在祖国的起步与发展
……

此刻，在遥远的南半球，两肩风霜的
我，冷静的自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归田不失英雄志，解甲犹怀战士情。

二

我们乘坐的商务车飞驰在开普敦至
耐斯纳小镇的花园大道上，四百余公里
的路程，逶迤的公路像长长的飘带，在绿
黄相间的油画间绵延，我们犹如在这飘
带上滑行。阳光明媚，和煦的风带着油
菜花的芬芳，徐徐吹来，直扺心脾，在身
体里流淌。斑马、鸵鸟、角马、野鸭、羚
羊、珍珠鸡等动物悠悠然，时不时向我们
送上注目礼，相映成趣。同行的朱先生
被眼前美景感染，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
笑嘻嘻地说:“我此刻就想带上心仪佳人
变成两只珍珠鸡，遁入这油菜花海中，无
拘无束地张狂……”置身这如诗如画的
人间美景，好不惬意！

行色匆匆中，凑数韵以记此行——

夜飞京华赴南非拓展业务

南来北去雁频征，
岁岁春秋依例更。
到老未能谙世故，
来生或许学逢迎。
甚怜筠竹清如玉，
岂羡牡丹虚有名。
须趁壮年双足健，
砥砺事业上游争。

飞越印度洋

银龙翱翔碧空上，
鸟瞰脚下蓝汤汤。
欲借印度洋中水，
涤洗心尘读锦章。

南非桌山即景

画卷徐徐打开，
云涛烟雨纷来。
谁把黄山胜景，
移至南非之垓。

水调歌头·南非好望角即景有寄

好望角盼久，今临大洋边。万里迢迢寻
梦，沧桑鉴真言。莫叹年华飞度，当惜事业莫
负，把盏共婵娟。多少青葱事，揉入浪花间。

风舞浪，情未老，意连绵。悄然回首，清
梦早已付流年。岸上花开花落，滩外潮来潮
走，苍狗正悠闲。怀涌三千水，南非枕涛眠。

水调歌头·忆观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

雨霁长虹丽，万马莽原行。离乡背井何
惧？心向草青青。旷野横穿声烈，天际狂奔
势穿，凶险鉴雄兵。跋涉风烟路，追逐草虫
鸣。

求生路，三千里，鬼神惊。年年岁岁，百
万勇者踏征程。适者生存铁律，今古从容演
绎，天地不须倾。原野嘶鸣远，犹在梦中听。

开普敦至耐斯纳小镇

左边山峰右边海，
幅幅油画眼前来。
喜见鲸鱼腾碧浪，
人间处处有瑶台。

回程

卌年客路任疏慵，
一夕关山几万重。
心适莽苍迷野马，
身乘云气御飞龙。
南非渐远家乡近，
酒意微消归意浓。
此去渝州正八月，
幽香月朗觅旧踪。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
学会理事）

徜徉在山水与文史之间
打开余道勇散文集《金山流韵掬几许》，慢慢看下去，文史与游记的气息

扑面而来。我发现，这本文集是一本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史类散记。《金
山流韵掬几许》是他作为一位痴迷于历史文化的作家，不断探索、追寻金佛
山地区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和历史沿革的文史类大散文，也是一部带有浓
郁地方特色的教科书。

一篇篇以地名和旅游见闻为主题的散文，凝聚了南川的厚重文化历史，
当你慢慢品味时，一幅幅自然和谐的生态美景，一页页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发人深思，让
人感叹，令人遐想。

在《西南形胜金佛山》一文中，他写道：“金佛山的烟海云雾中，埋藏了太多的秘密，这
是大自然带给人类的造化！我们不妨撷取一朵小花、一株小草，去寻找一段大山深处的回
忆。抗日战争期间，金佛山上有一种不起眼的植物‘常山’就是如此。当时有关部门千方
百计寻找奎宁的替代品，派专家到金佛山地区这个生物基因库中寻找药源，从民间治疟古
方中获知‘常山’具有很好的抗疟效果，而金佛山地区普遍生长这种叫‘常山’的草本植物，
对治疟发挥了很好的疗效。”

在《刀光剑影龙崖城》中，他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龙崖城的战争离我们远去
了七百多年，留下的是景仰，是山河之美，是伟大的民族复兴。”

在《渝黔边界龙尾城》一文中，他写道：“山高才有攀（盼）头，路远才有奔头。我们生于
斯长于斯，用脚丈量着大地，用心向往着美好，每一座高山都会被我们跨越，每一条道路都
会走向远方。”

作者笔端流溢出的总是对悠久文化的体察和感悟，对漫长历史的无穷追问，既能让读
者感知文化的至真至美，也让人体悟到了散文的至情至性。在山水之间跋涉，是为了寻找
历史的足迹，文化的灵魂；在生活中跋涉，则是为了寻求人生的真谛。正是因为作者自始
至终对南川文史的追溯、思索和拷问，才让读者见证了他那沧桑而深邃的足迹。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熊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