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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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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小区电梯内，光亮亮不锈钢厢墙上，贴着一张大
红双喜字造型的打招呼帖子，特新鲜。上面印有八排金字：

“各位邻里，今日吾家有喜！宾朋将至，电梯可能往返频
繁，给诸位带来了不便，谨请谅解！特备喜糖共沾喜气！诚
邀大家同喜同贺。1103全家谨上。”

冰天雪地的早晨，目睹这与人方便的短短几十字，一下
感动到了我，全身瞬间温暖满满。看着满盘分享的喜糖恭
候在电梯间，喜糖未曾入口，我早已甜到心头。

邻居好，赛金宝。与这样善解人意、如此文明的人处
邻，真乃我三生有幸。1103，我的邻居。虽然我不知道你
姓甚名谁，但我必须要给你一个大大的赞。称“陪礼帖”也
好，叫“打招呼帖”也罢，我这六十多岁的人，反正第一次见
到这种情深深、意浓浓的做派。

别说，这1103亲朋好友还真多。电梯半天不得闲，一
趟又一趟，上上下下，走马灯一样兴隆。以前，只要碰到这
种电梯拥挤状况，邻里群里总是牢骚满腹，怨声载道。甚至
于个别素质差的，直接开骂，“你有事归有事，别妨碍别人
哟”，好话没一声。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上班的、送学生的、买菜的
邻居们，吃了1103的喜糖后，不知是应了“吃人嘴软”，还是
招呼打到位了，抑或人缘好，电梯乘不上，就改走楼梯应急
通道。左邻右舍既不吵也不喊，群里还一个劲地送祝福。
更有热心人倡议，把电梯让出来，给1103方便办喜事，居然
响应者众。

人心换人心。你敬我一尺，我回你一丈。你好，我好，
大家好！一个招呼帖，双喜，又双赢。我看到了邻里和谐最
精彩的一幕。

不少人喜欢我的地盘我做主，把与人方便踩在脚下，无
限放大与己方便的尺码。爱咋咋的，理直气壮，似乎别人天
经地义该接受你的噪音、你的扰邻。车队挡了道责任怪保
安，烟花纸屑散了一地唤保洁扫，还神气十足，不管邻居的
感受，目空一切，吆五喝六，鸡飞狗跳。邻居稍有微词，便
火冒三丈，恶语伤人。

凡事都要换位思考，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多一分
善意。否则，一味损人利己，必然陷入自私、狭隘的泥沼，
渴求方便，反而带来诸多不便。在今天智能也向善的文明
和谐社会，高级的与己方便，必须建立在与人方便的基础
上。礼多人不怪，我赠你三月春光，你予我四月桃花，世间
真情能长存莫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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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谁没乘坐过电梯呀，难道这种司空见惯的事也有
可讲的？然而，电梯也承载了我经历的不少趣事，如今再梳
理一下也蛮有趣的。

早些年，我的家乡大连没有像样的高大建筑，七层楼已
经属于高楼了，位于中山路与解放路交会处的人民饭店便
是一例，因店家几经改换名称，人们也记不住大楼名字，于
是有人就给它起了个土名叫“七节楼”，那个时代不少人都
是这么叫的。小时候望着这鹤立鸡群的大楼，我想这里面
肯定有电梯，出于好奇进去一看，有专门负责开电梯的人员
在把守着，不是小孩子随便就能乘坐的。

要说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是在异地坐电梯。上世
纪80年代，我第一次去南京，当时金陵饭店还是南京的第
一高楼，而且还属于涉外饭店。我仰望着这座高楼，装成来
宾，挺胸抬头走了进去，并且与门童互相问好，然后直奔电
梯间，又上又下感受了一把。

我第一次去上海也是上世纪80年代，头一回来到南京
路上的第一百货商店，这里居然有自动扶梯，不是狭小的电
梯间，而是阶梯式地上升，整个大楼里都能看见。望着这现
代化的运输工具，我顿生叹为观止的感觉。第一百货公司
本来就以人多拥挤而闻名，电梯上也站满了密密麻麻的顾
客，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呀！等我走到电梯跟前，才发现这
里是收费的，有个工作人员在电梯前卖票，一毛钱一张。好
吧，收费也得上，好不容易来一趟。站在扶梯上环顾四周，
真是太敞亮啦！每个乘坐扶梯的人都像我一样很兴奋。

又过了两年，我第二次去北京出公差，还带着同事小
唐，他是第一次进京。那天我们坐地铁，下车从站台往外走
就有自动扶梯直达地面，我和小唐很自然地拾阶而上，他第
一次乘坐这种电梯，高兴地念叨着“到底是首都啊，太先进
了”。当我们俩上升到顶以后，万万没想到，小唐竟然转身
顺着台阶往下跑，因为这个电梯是单向行驶，只有上行，没
有下行，他边跑边喊：“你在原地等着我哈，我再坐一遍，太
过瘾啦！”

如今，高层、超高层建筑已屡见不鲜，我也去过国内外
的一些大都市，住过国内京津沪，国外东京、首尔、曼谷等
地的饭店，高速电梯把你送到四五十层也就是一瞬间。要
说更好看的当数观光梯，一路上升时外面的光景尽收眼
底。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自然闻名遐迩，还有“中国第一
高楼”上海中心大厦也是全球最高的电梯之一。

就在前几天，我们家乡又传出新消息，在繁华地段香炉
礁的过街天桥旁竟然安上了电梯，很多老年人说：“我们再
也不用一步步登台阶过天桥了，乘坐这四面透明的玻璃电
梯，心情真是很爽快呀！”抚今追昔，新时代电梯也是日新
月异，人们与电梯的接触也是越来越亲密啦！

就像日历越撕越薄一样，桌上的菜肴也随
着春节的远去越来越少、越来越素。回想儿时
春节过后，开始的几天，我和哥哥还会嘟囔几
句，可是任我们怎么抱怨，每天的菜肴好似差生
的成绩一般毫无起色，我们就不再空想了。

不空想不代表没有意见，我也问过母亲怎
么每天吃的都是粗茶淡饭，嘴里都淡得没有味
了，什么时候才能吃一顿肉啊。这时候，母亲就
会大声呵斥说：“正月都要了了（正月就要结
束），还当个年过啊，你们不是生在富贵人家，能
吃饱饭就不错了，别着急，再过几天，我腌春咸
菜给你们吃！”

母亲说的春咸菜是老家高邮特有的。我曾
经在兴化吃过三腊菜，一股芥末味，尽管也算咸
菜系列，但跟我们老家的做法不一样。其他地
方好像也没有春咸菜这一说，毕竟咸菜一般都
是冬天腌制，春天里就吃冬天腌的咸菜。老家
的春咸菜是用野麻菜（类似于雪里蕻这样的蔬
菜）腌的，只有到了春天才有，所以我们那里的
人就把这样的咸菜叫春咸菜。

一过了春节，在春风的吹拂下，野菜们都醒
了。野麻菜也像一个个刚起床的婴儿，伸了伸
懒腰，一蹦一跳地站了起来，看上去特别鲜活，
有一股诱人的芳香。母亲在下田劳动的间隙挖
了这些野麻菜回来，用水清洗上几遍，晾上一天
沥掉水分，再用刀切成指甲盖般长短，撒上细
盐，用手揉搓几遍，放到坛子里，等待着时间的
浸润。坛盖上用塑料布封严实，不能漏风。母
亲说如果封不严，腌出来的咸菜就会发酸。

过了不到一个礼拜，春咸菜就可以拿出来
吃了。刚从坛子里捞上来的春咸菜碧绿碧绿
的，就像绿宝石一样发光。淅淅沥沥滴着水的
样子就像出水芙蓉一般动人，滴下来的汁液也
是绿色的，仿佛水面上的浮萍颜色一般，绿中有
着光、光里透着绿，妩媚极了。隔了很远，就闻

到了一股鲜味、香味，还有一股绿草的味道，各
种味道杂陈在一起，诱得人口水直流。

春咸菜的做法很多，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
是直接吃。从坛子里捞出来的春咸菜用力挤掉
汁液，滴上几滴麻油，就可以用来下稀饭。寡淡
的稀饭有了春咸菜的陪伴，也变得可口起来，往
往就要多吃上一两碗，每天早晨春咸菜下稀饭，
我们都是打着饱嗝去上学的。父母有时候忙农
活没有时间做饭，也是直接用春咸菜作为菜肴。

再高级一点的做法，就是用春咸菜烧蚕豆
米、春咸菜烧豆腐、春咸菜烧河蚌、春咸菜炒鸡
蛋、春咸菜炒肉丝……凡是你能想到的菜，都可
以用春咸菜来炒。有了春咸菜的加入，各种菜
肴都鲜香无比，而且颜色特别亮丽，叫人怎能不
垂涎三尺。

春咸菜烧汤也是一绝。不需要其他任何食
物混入，仅春咸菜自身做的汤就已经鲜掉人的
眉毛。还没拎起锅盖，春咸菜汤的味道就随着
冒出来的水蒸气散发出来，满屋子都是香喷喷、
鲜透透的味道。每每想起春咸菜，想到它特有
的鲜，我就更加思念我的故乡、我的母亲。

就在大量蔬菜还没有长成、未能全部上市
的时节，春咸菜填补了空白，让生活不再那么清
苦。母亲是个持家的好手，隔几天就会给我们
炒一顿春咸菜吃。这边还没吃完，那边又腌在
了坛子里。看我们吃得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
就会说：“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再过几天麻菜就
老了，腌不成了，就是腌出来也不如现在的好
吃，到时候你们想吃也没有，要到明年春天才能
吃上。”

母亲这番话既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又是引
导我们甘于清贫，珍惜所拥有的一切。我不知
道别人家的春天是什么味的，我们家的春天是
春咸菜的鲜味，鲜透了全家的春天，也鲜亮了我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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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一个国庆，我走进马鞍山，重新认
识了马鞍山。它不仅是著名的钢城，而且是诗
城。这里是我国历史上最有风采的大诗人李白
多次游历之地和终老之乡。

市内采石矶名列长江三大名矶之首，素有
“千古一秀”的美誉。有人这样点赞采石矶：“采
石矶天造地设的自然景观，集秀、奇、险于一身
的独特风貌，为中华大地所不多见，所谓借青
山、绝壁、大江、文化造园者，独采石矶也。”这样
的个性化美景，自然会吸引一生爱好游历且以
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李白。

一路匆匆，在李白纪念馆和太白祠里，我们
终于慢了下来。徜徉于李白诗碑林廊屋下，四
周镶嵌了当代书法家们创作的李白经典诗文一
百零八方。其中，有毛泽东书写李白的《夜泊牛
渚怀古》、鲁迅的《越中览古》、郭沫若的《我来采
石矶》等，或笔力飘逸，或稚拙古朴，或方正凝
重，风格各异，蔚为壮观。所谓“此处莫题诗，谁
个敢为学士敌”，李白是历史文化长河里的一座
雄矶、一道天门、一片高帆。

登山从翠螺山南麓开始。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这个仙，自然是诗仙。一路上，我们谈论
李白，吟诵李白的诗篇。行至半山腰，“唐诗人
李白衣冠冢”赫然呈现。冢基用青石垒砌，基高
2米，直径5米，周长约40米，为圆笼屉状，四周
有石栏圈围。松柏簇拥，芳草菲菲，环境幽静。
冢前汉白玉大理石碑上镌刻隶中带行，庄严而
不失飘逸，当代“草圣”林散之罕见的规矩意识
和追随思想永留石上，我驻足凝神静观。相传
李白身着宫锦袍，在采石矶酒醉跳江捉月，溺死
江中，其衣冠被渔人捞起葬于采石。

十几分钟后便到了山顶。登临三台阁，南
望天门中断，西眺大江奔流，东睹古镇采石，北
看九华风光，极力想象当年诗仙登名山而流连
忘返的情状，也少不得抒发如今名山得诗仙而
声名远播之感慨。

李白与马鞍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齐
著名诗人、宣城太守谢朓酷爱马鞍山当涂县青山
风景之胜，称其为“天子都”，常在那里纵情山水，
并筑室山南。250多年后的李白“一生低首谢宣
城”。李白一生既倾情当涂，钟爱青山，又敬谢公
品格，曾经多次凭吊谢朓遗迹，寻找他所崇拜的诗
人的踪迹。在他62年颠沛流离的生命旅程中，
曾七次前往当涂，并留下夙愿“宅近青山同谢
朓”。

李白的诗歌艺术成就及其思想，均可谓千
载独步。就是这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
却为马鞍山的山水人文所倾倒，毫不吝啬地写

了约五十五首（篇）诗文。诗人在此神区，或有
峻秀山水之唱，或有忧国伤民之思，或有穷愁潦
落之悲，喜愁怒悲，皆属缘情言志，情之愈切，其
歌益美。

李白仙逝后，后人将其迁葬于青山。李白
最终与自己一生崇拜的谢公成为异代邻居，想
来古人做粉丝竟然也有如此情义。据查，唐代
先后有过采石、龙山、青山三处李白墓，宋有采
石、青山两座李白祠，“州民岁岁与招魂”，明代
采石又有谪仙楼、清风亭。嗣后，祠楼之修葺历
代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石建立李
白纪念馆，青山扩建李白墓园。青山李白墓这
次遗憾未去，但采石矶脚下的太白楼、矶上的李
白衣冠冢、青山的李白墓所构成的一实一虚、相
互映衬的独特人文景观，吸引我更多关注，并将
再次前往瞻仰。

诗仙留给马鞍山的除了诗作，还有传说和
太白遗风。民间广为流传他身披宫锦袍、泛舟
赏月、跳江捉月、骑鲸升天的传说，现江心洲有
宫锦村，旧传李白衣冠在此处打捞。

李白慕谢而来，后人慕李白而来，所有的足
迹与诗文，不惟发思古之幽情，更是一种文化定
势的递延。自唐以降，历代文人墨客前来采石、
青山咏怀诗仙，发诗文者亦数以千计。这些民
心所向，形诸建筑和文字的建构，经过千年糅合
互渗，形成了一种新的古今文化搭建，成为马鞍
山市特色文化的宏大体系。它们是我国传统文
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活泼内容。

如今，每逢重阳节，马鞍山举行中国国际吟
诗节，以纪念李白和弘扬民族文化。2005年10
月还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诗歌节，吸引了各地
的中国诗歌爱好者。此后，两节不仅成了马鞍
山人民缅怀李白的节日，也是市民的娱乐休闲
之时，还是城市文化及形象的宣传推广之机。
那天，我在采石矶公园充分体会到了在胜境中
健身休闲、在文化中畅怀揽胜的极致之乐。

醉翁之意不在马鞍山之于李白，而在于我
的家乡宜兴之于苏轼也。苏轼与宜兴的情缘，
比之李白与马鞍山，有过之而无不及。苏轼视
宜兴为第二故乡，他一生十多次来宜兴，两次置
田买地，筑室而居。他随宜兴的好友游遍山山
水水，写下了约60首（篇）诗文，“买田阳羡吾将
老，从来只为溪山好”。苏轼在宜兴的遗迹有东
坡书院、东坡海棠等，在宜兴的民间传说有焚契
还宅、东坡提梁壶、独山改名蜀山等。

马鞍山之行的遗憾，启发了我对老家大力
开发苏轼留下的精神财富的思考。“此处可作
文，谁个堪与学士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