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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稿稿多多投投。。

征稿启事

□ 李秀芹
十年前，我们几位退休老师

组建了一个QQ群，那时各家都
有孙辈上小学，需要辅导孩子作
业，于是我们的群叫“祖孙作业
辅导群”。群友不多，但语数外
老师都有，辅导作业遇到不懂的
地方，发群里一问，马上就能得
到解答。

后来孩子们都上了中学，作
业也不用我们辅导了，关键我们
也辅导不了了，我们几个老伙计
终于解脱了，有大把时间出去
玩，于是我们把群聊名改为“游
山玩水”，那段时间群里三句话
离不开户外运动，我们每周都出
去爬山，本市的风景区都让我们
逛遍了。

几年前，我们又建了微信
群。王老师说她有一位同学老
谭，是老年大学国画班的老师，
她想拉他入群，但老谭说我们的
群听着像驴友群，他不想加入，
为了吸引他进群，我们几个一合
计，干脆将群改名为“水墨山
水”，成功将老谭吸引进群。

老谭进群后改变了群聊画
风，他爱往群里发他的字画，还
喜欢在群里讲一些绘画知识，我
们被他洗脑，都进了老年大学学
国画。我们画的画儿也常发群
里让老谭指导，有时老谭还领我
们出去写生，全市风景都让我们
踏遍了，写生地方对我们而言都
是轻车熟路，老谭渐渐被我们带
的也爱上了户外运动。

前年发小翠荷也开通微信
了，我想拉她加入我们的“水墨
山水”群，她知道我们这个群都
是画画的，说文化气息太浓，她
不想加入。我和老友们商量，翠
荷做了一辈子裁缝，手巧，会做
各种手工，老谭就提议将群改名
为“手工作坊群”，如果翠荷进
群，我们可以跟着她做手工
艺品。

翠荷见大家这么热情，便答
应入群。翠荷进群后，我们群里
掀起了手工制作热潮，我跟着翠
荷学做了好几个卡通抱枕，至于
那些男群友，单靠夸奖翠荷手巧
就“不劳而获”了翠荷的劳动成
果，怪不得老谭那么支持翠荷进
群呢。

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群不
知道改了多少次名了，改一次就
换一次群聊主题。群昵称虽说
只是一个符号，叫啥也成，关键
大家聚在一起，能聊得到一起，
玩得到一块儿，互相学习互相帮
助，这个群便有凝聚力。

“善变”的群聊名

□ 许家福
人不做无为之事，何以遣

有涯之生。人活着，总要做些
无为的事，惟有如此，才算不枉
来人间走一趟。明代张岱云：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
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
气也。”巴尔扎克说得更直截了
当：“一个毫无癖好的人，简直
是魔鬼。”

不过，一个人真心想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也不容易，在当
今浮躁的社会里，太多的诱惑，
有时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思考，
时常忙于呼朋唤友，相约聚会，
生怕自己在寂寞中失去了
生活。

我骨子里是个孤独的人，
小时候虽有几个玩伴，上学时
身边也有几个要好的同学，那

也只是情趣相投、偶有来往而
已，后来大家渐行渐远，彼此不
再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话题、
共同的感触，很自然渐渐失去
了往来的需要。跨入警营后，
每年新兵入伍、老兵退伍、干部
转业，迎来送往更是一茬换一
茬，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的
匆匆几年，退伍返乡，偶有联
络，而更多的是一别再无相见，
杳无音信。倒是职业改制后，
因为职业稳定、工作相近，且又
都在这个都市生活，再加上岁
月的沉淀，或多或少与那些战
友、同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
谊，但更多的是有事就联系没
事各忙各的。俗语曰：距离产
生美。其实约定俗成最好的友
情是各自忙乱，互相牵挂。

我进入耳顺之年，便渐渐

回归本真、孤独，并在孤单独处
中逐渐了解自己。今年退休
后，我做了几件事：一是清理手
机电话号码、微信，尽可能缩小
圈子范围；二是尽量减少交往，
不主动与他人联系；三是培养
个人独处，一壶茶、一本书、一
场戏、一首曲、一趟旅行，消磨
打发时光。

明代刘基曾说过，“夫大丈
夫能左右天下者，必先能左右
自己。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
虚其心爱天下之善，平其心论
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势，
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杨绛先生
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
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
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
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
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

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我以
为，灵魂注定是独行的，而独行
的最佳方法，就是学会独处，平
心、静心、定心地做些自己喜欢
的事情。

近来曾有不少人询问我，
退休后“适应吗”“寂寞吗”“无
聊吧”，可我自己觉得每天都是
忙忙碌碌、有条不紊，上午浏览
新闻行情；午后喝茶（咖啡）看
书；夜幕降临，听段评弹，看看
当日新闻，然后独自坐在床头
灯下，打开日记本，用笔写下自
己每天走来的足迹及脑际的思
考。纸与笔接触之处，乃是发
掘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心迹以
及思索所留下的拷问，这既是
告诉自己亦是激励自己。

窗外落叶缤纷，屋内岁月
静好。

独处之妙

马踏湖的苇秋

□ 巩本勇
“苇堵渠尽疑无路，竹篙一

点又一天。只闻笑语不见人，蒲
苇深处有人家。”马踏湖的风光，
一年四季，各具特色。秋水时
至，浩渺弥漫，满目芙蕖，红绿交
射。苇秋是马踏湖区收获的季
节，苇高插白云，苇花向上翘，犹
如一队队民兵的缨枪。去年立
冬这天，我驱车回老家，目睹父
老乡亲过苇秋的繁忙景象，感慨
万千。那一艘艘满载着芦苇的
小船在湖上游动，钻入桥孔，驶
向岸边，载的是歌，载的是笑，载
的是湖区人富足舒心的好日子。

碧水环绕，阡陌纵横，有
2000多条河道的马踏湖，是一
个“芦苇天地”。河道两旁生长
着茂密的芦苇，棵棵粗壮结实，
胜似江南修竹。举目远眺，像
在绿色长城环抱之中。把小船
驶进去，就有进入豆棚瓜架之
感。在这里觅食的野鸭、苇雀
等鸟儿就会腾空而起，特别是
苇雀像怕拿掉苇杆上的小巢似
的惊叫不停。

芦苇在我国的种植历史非
常悠久，《诗经》中就有关于芦
苇的记载。在多彩的植物世界
中，芦苇虽然称不上栋梁之才，
但它的生命力极强，繁殖也快
得很。丛丛簇簇高达五六米，
有“第二森林”之称。

芦苇是马踏湖的主要特产
之一，全湖区生长着两万多亩。
芦苇春天发芽，立冬前后收割。
其间也要管护，但不像侍弄庄
稼那么麻烦，施肥浇水，只是拔
一下芦苇地里面生长的草就可
以了，洼里人称之为“薅苇子”。
这里的人们把芦苇分成若干种
叫法，高一点粗一些的叫大苇，
矮一点细一些的叫次苇，黄一
点小一些的叫黄苇，又矮又细
有点像草的叫草苇，还有芟
苇等。

祖祖辈辈生活在马踏湖的
人们，习惯用“秋”来指代一年
中每个收获的季节。麦收被称
为过“麦秋”，秋收被称为过“大

秋”，而这收割芦苇，便自然称
之为过“苇秋”了。三个麦秋不
如一个大秋长，而三个大秋不
如一个苇秋忙。立冬前后收割
芦苇是湖区人最高兴的时候，
也是最紧张的几天，在外打工
干建筑的都要回来过苇秋。

记得小时候，我常常数算
着什么时候过苇秋，盼苇秋就
像盼过年一样。因为过苇秋会
吃好多的牛肉。为什么要吃上
好几天的牛肉呢？那就是人们
割芦苇需要用牛皮，用牛皮就
得买牛来杀，杀了牛就分牛肉，
湖区的人们割苇子穿的“牛皮
鞋”就是用牛皮做的，当地人叫

“腿子”。穿上“腿子”，人们不
怕下水着凉也不怕挨芦苇茬子
的“扎”。还是有生产队的时
候，一到过苇秋，湖区的人们便
能大口大口地吃起牛肉来了。
这就是马踏湖的姑娘为什么长
得水灵，小伙子为什么长得壮
实的原因吧！

割芦苇是要下大力气的，
各家里准备了最快的镰刀，天
不亮就撑船出发。“开镰———
啰！”湖民尽可揽苇束入怀，挥
舞镰刀咔嚓作响，高高的芦苇
齐刷刷倒在肩头。每割足了一
大束，就顺放在备好的条凳上。
该打捆了，他们就牢牢地捆上
几道苇绺子。然后，把苇捆高
高举过头顶，摔到湖滩上，再蹬
滚三脚，不松不散捆，这绝对不
是赖把式。

在家的女人们备好了可口
的饭菜，临近中午的时候让运
芦苇的船捎到地头。家家户户
割苇子的劳力，午饭都在坡里
将就着吃。空闲的时候，也有
捕鱼的，他们临时生火取河水
炖鱼吃，边干活边炖鱼，可谓自
在得很。湖区鱼龙、华沟等主
产芦苇的几个村庄，男女老幼
齐上阵，收割、打捆、搬扛、舟
运、码垛、抽选，是依序而生的
一条龙作业，只忙得披星戴月
连轴转，三顿饭食在湖洼。

父亲告诉我，芦苇一直是洼

里人的“命根子”，历年的收入一
直靠它，一根芦苇（指大苇）最好
的时候能卖1角多钱呢！生产队
那会儿，社员们分不到苇田，只
是家家户户挣工分。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苇田都分到了各家
各户，自收自卖。后来，湖区各
村都搞起了承包，在家务农的
基本上都从村里承包着几亩苇
田，也有承包几十亩甚至几百
亩的。虽然家乡的父老乡亲认
准了盖屋打墙在外干建筑这行
当，收入不少，但每家几亩的芦
苇地，他们也扔不了。他们说，
习惯了，每年苇秋不割苇子，像
是丢了东西一样。湖区人对芦
苇是很有感情啊！

在漫长的自然经济年代，
芦苇都是湖区人日常生活中的
必需品和维系生计的重要财
源。芦苇决定着湖区百姓家道
年景的贫困或富足。因此，世
代的湖区人，便将湖中生长的
芦苇敬称为朝天草。过完苇
秋，湖区人便操起了“泊里苇
编”的拿手技艺。马踏湖的芦
苇格外粗壮，质感光亮。有了
好苇子也就有了独具特色的

“泊里苇编”。平日里用的席、
筐、篮、炊具、鸡笼等，不用去
买，自己用苇子编就是了。而
且，这还是赚钱的玩艺儿。勤
劳智慧的湖区人用芦苇做原料
制作的艺术品，如宫灯、四扇
屏、大屏风等，美观大方，每年
赚取大量的外汇，成为国内外
客商的抢手货。芦苇打成苇箔
是农家建房必需的好材料，两
头和中间加几根竹竿打成的苇
箔叫“出口箔”。湖区的人们每
年编织几十万张，全部出口国外，

远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苇箔这
种活儿家家户户都做，大人小孩
都会，是一项得之较易的收入。

湖区的人们也喜欢用芦苇
编制成各种渔具，用来“拿鱼”。
常见的芦苇渔具有鱼箔、蜜蜂
子、筒子、大箔等。这些芦苇编
织的渔具是专门为鱼类摆下的
迷魂阵，只能进而不能出，既有
大鱼的“监狱”，也有小鱼的“拘
留所”。夜幕降临，偶见湖坡灯
火，这是诱蟹上岸的捕捉法，所
以湖区有早市、夜市之分。鱼
龙湾，历为湖区鱼虾、莲藕、蒲
苇、鸭蛋最大的集散码头。日
近黄昏，满载着湖鲜的小船儿，
一艘艘向着鱼龙湾大桥码头靠
拢。人们卸船的卸船，摆摊的
摆摊，干脆麻利。有鲫鱼、鲤
鱼、草鱼、黑鱼、鲇鱼、鳝鱼、小
鱼 子 ，还 有 泥 鳅 、螃 蟹 、小
虾……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
乱 。湖 区 的 人 们 说 话 有 点

“嗙”，买东西不喜欢还价。人
们把捕到的鱼和收获的各种湖
鲜拿到鱼龙市口上出售，湖区
的百姓就有了“金起凤、银夏
庄，不跟鱼龙湾一后晌”的
民谣。

这马踏湖的芦苇，可真称
得起是吉祥草。芦苇还是造
纸、人造纤维的好原料，作为马
踏湖的主要特产，它与白莲藕、
金丝鸭蛋、蒲、鱼等齐名。丰富
的自然资源使马踏湖这颗璀璨
明珠展现出更加绚丽的美姿。
马踏湖的美，与芦苇密不可分。

马踏湖的景色，无时不是
美的。四面八方的游客，请到
马踏湖过苇秋吧！这秋冬交接
的时节，也大有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