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像
城市
影 夏荷

郑郑 摄

1995 年的一个黄昏，

夕阳西下，云卷云舒，在遥

远的世界里，演绎着自由与

缤纷。寒假的第一天，18

岁的我凝望着窗外的云朵

思索良久，觉得自己此刻的

思想就像那些云朵般瞬息

万变，最后我终于下定决

心，要去深圳寻找属于自己

的天地。

这样想着，我跑去车

站打听第二天开往深圳的

卧铺车到镇上的准确时间，

接着便收拾好东西，来一个

说走就走的深圳行。曾经

一个国庆假期，村里最大的

禾坪上，里三圈外三圈围着

一群年轻人，伴随着霹雳舞

曲，刚从深圳回来的邻居哥

哥们帅气地教跳霹雳舞，他

们身上的花衬衫、喇叭裤和

墨镜，让人感到好奇……

他们身上散发着经济特区

的张扬和新潮，那一刻让我

萌生了要去深圳闯一闯的

念头。

这天，我早早在清溪

路口等待五华至深圳的卧

铺车。年轻和鲁莽如我，只

凭着对深圳的好奇和向往，

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深

圳的路。顺利上车后，经过

九个小时的颠簸，车终于到

达布吉关口，车上的乘客都

必须下来检查边防证。

下车前司机特意提醒

乘客一定要跟紧不要掉队，

过关后，车不能等太久，如

果到了时间人还没有到，他

们会把行李放在旁边的一

个小卖部，掉队的人自行去

领取。

刚开始我还能跟上同

车的乘客，然而人流量实在

是太大了，我被人流挤得掉

了队，茫然地站在人群里。

好不容易挤过了布吉海关，

卧铺车却找不到了。

突然听到一声：“摩的

载客啦！”熟悉的客家普通

话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直

接用客家话问对方：“老乡，

你是五华哪里的？”

“华城的。”当时的我

一听是老乡，就像遇见大救

星一样，赶紧请求帮助。最

终，在老乡的帮助下找到了

行李。

可我要去哪里？该去

投靠谁呢？我就像一只无

头的苍蝇，没有一点头绪。

都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

难，此刻，我才意识到自己

的决定是多么冲动。

就在纠结万分时，突

然灵光一闪，想起那帮跳霹

雳舞的哥哥们说过晚上会

在大家乐舞台跳舞，不如去

那里找他们寻求帮助。于

是在摩的老乡的帮助下，我

来到大家乐门口，虽然见识

过了布吉关的人潮涌动，但

还是被眼前的场景给震撼

到了。

“这也太火爆了吧！

舞台下密密麻麻都是人，连

栏杆围墙外都站满了，这怎

么才能找到人啊？”聪明的

老乡看到了我的迷茫，用他

那铁钳似的大手一把抓紧

我的胳膊就往舞台中央挤。

时 间 一 分 一 秒 地 流

逝，眼看十点就要到了，节

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可还是

没能找到跳舞的哥哥们。

这时的我早已急得泪眼汪

汪了。“万一真的找不到他

们，怎么办啊？”我忐忑地问

道。“你别紧张，这不是还没

结束吗？可能最后一个节

目就是他们的。”老乡安慰

我。

可是节目主持人还是

宣布了结束。伴随着主持

人的结束语，我真想一屁股

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

老乡也急得束手无策，只能

在一旁干瞪眼。

“亲爱的小妹妹，请你

不要不要哭泣……”

舞台右下角突然传出

熟悉的歌曲。接着在柔弱

的灯光下，我远远看见几个

年轻人正伴随着音乐快乐

地舞动着，挤过去一看，果

然是他们。他们对我的到

来很是惊喜和佩服，并答应

会想办法帮我找工作。

最 后 在 老 乡 的 帮 助

下，我在沙头角一家制衣厂

找到了工作，由此开始了梦

寐以求的深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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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45周年

我与深圳我与深圳

坐落在边远地区的小县城，素

有“陕北小江南”的美誉，四周处于

交通要道。县城高楼耸立，引人瞩

目的就是“都市峰景”“富城苑”“翡

翠小区”一枝独秀，犹如镶嵌在洛

河边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那是2002年的农历新年，正月

是走亲访友、拜年贺岁的喜庆日

子。冬天比平时要冷一些，大雪飘

飞，整个世界都被白色覆盖。按照

传统习俗，人们纷纷出门，踏上前

往亲戚家拜年的路途。三轮车由

于载着去走亲戚拜年所带的人、礼

物等物品，本身就有一定的重量，

在行驶过程中对路面的摩擦力更

大。雪地路况，给行驶设置了重重

障碍。降雪量足以让很多道路的

摩擦力系数大大降低，三轮车在一

个转弯处，驶过一段陡坡，车身猛

地一滑！我快速扭动方向盘，车轮

却已失了分寸，车头毫无征兆地朝

路边深沟直扑过去。由于惯性的

力量，一声沉闷的钝响撞入耳中，

车头竟被沟沿两棵虬曲的树生生

拦住！卡在三轮车前车箱的柴油

机之间，车身半悬在沟壑之上，车

身被树干卡住了倾斜了，发动机熄

火停止工作。车轮还在空转，但是

被大树死死卡住。透过扭曲的车

窗向下望去，沟底深处乱石嶙峋，

一片森然，若掉下去后果不堪设

想。车厢里的人吓得噤了声，满脸

煞白，紧紧蜷缩在车厢角落里。

三轮车的车厢凹陷进去一大

块，车厢也被树干挤得歪向一侧。

两棵大树就像是一个生命的守护

者，在关键时刻挡住了三轮车的去

路，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

附近的村民迅速找来粗麻绳，绳头

被牢牢缠在路旁一棵粗壮的树干

上，另一端被他们奋力抛向悬在沟

沿摇摇欲坠的车身。“快！绑紧车

梁！”嘶哑的吼声穿透风雪。我抖着

手，摸索着将冰冷的绳索在车梁上

死死缠了几道，箍紧，粗糙的麻绳勒

得手生疼。车上的人紧张地蜷缩在

车厢边，一动不动，惊恐地望着外边

晃动的人影。等一切稳妥后，路边

的人紧紧地拽牢绳子，三轮车在如

此危险的境地之中，车身发出摩擦

的响声，摇摇欲坠。

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努力下，车

身与树干之间因为长时间的挤压，

摩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但

随着更多的人加入到拉扯绳索的

队伍中，力量逐渐增大。经过一番

努力，三轮车终于从树上成功脱

离，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此时，

现场响起了一阵欢呼声，这欢呼声

在大雪纷飞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响

亮，它不仅仅是对成功脱困的庆

祝，更是对众人团结协作的一种肯

定。这一场有惊无险的救援行动

也成为现场众人难忘的暖心一幕。

那惊险的一幕仿佛被刻在了记

忆的深处，每次回想起来都让人感

到心在颤抖。而真正沉甸甸压在心

上的，却是沟壑深处众人肩扛手抬

时，那瞬间迸发、足以托举倾斜世界

的暖意。最深的年味，不在盘盏之

间，竟藏于危难之时众人掌心的温

度与肩头无声的托举里。

记忆里，每年夏至我们是要吃

一碗长面的，俗称夏至面。

此时，新收的小麦正好完成收

获，吃一碗长面是理所当然的。但

是这碗长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吃到

的，要把小麦变成面粉需要好几道

流程。

天气晴好的上午，母亲把我家

那口大铁锅架在木盆上，在锅里放

满水，将小麦倒进锅里反复淘洗，淘

去小石子及其它杂质，洗净灰尘及

污垢。淘洗干净的小麦倒在铺了凉

席或塑料布的晾晒架上，母亲用干

毛巾反复揉搓，帮助小麦快速沥干

水分，再将小麦均匀地铺在晾晒架

上，让它们尽情地享受“日光浴”。

期间，反复用木耙来回翻动小麦，

保证它们受热均匀。

太阳快要落山时，母亲来到晾

晒架前，拿起几颗小麦放进嘴里咬

了一下。“嗯，小麦晒干了，可以装

起来了。”母亲笑着说。我和姐姐

拿来蛇皮袋和木铲协助母亲把小

麦装进袋子里。一袋小麦还是有

些重量的，我们三人合力才将它抬

到堂屋，放在粮食柜旁边的角落

里。

第二天，父亲早早起床，简单

洗漱后，将那袋小麦装进背篓里，

背去村口的磨坊将小麦磨成面粉。

父亲之所以早起，是因为要早点赶

到磨坊去排队，早些磨完早些回

家。我快速吃过早饭，提着饭盒去

给父亲送饭。我来到磨坊时，磨坊

正在给我家磨面粉。父亲浑身沾满

面粉，完全认不出来了。父亲此时

正忙，顾不上吃饭。我给父亲打下

手，没一会儿，我也变成了一个“面

粉”人。一袋小麦在电磨的运转下

变成三种不同的食物原材料：白面

粉、灰面粉、麦麸子。白面粉是正常

的小麦粉；灰面粉颜色稍微差一些，

品质没有问题，留着自家擀面条或

是蒸馒头；麦麸子则被当作我家猪

和鸡的饲料。三种原材料分三个袋

子装好后，按照不同重量堆放在背

篓里的不同位置。忙完这些事情，

父亲去外面的小河边洗去身上的面

粉，这才有空吃饭。好在天气炎热，

饭菜还留有余温。

二姐去邻镇读书后，拥有了一

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我家再磨面

粉时，父亲就不用去了，二姐带着我

就可以完成。去磨坊的路全是下坡

路，二姐走在前面掌握自行车的方

向，我扶着后座上的袋子，配合还算

默契。返回时，变成了上坡路，二姐

依然在前面掌握自行车的方向，我

跟在后面用力推自行车的后座。我

把握不好走路的速度，一不小心踩

到了二姐鞋子的后跟。二姐失去了

重心，自行车连同装着面粉的袋子

向右边倒了下去。幸好袋子没被划

破，面粉没有撒出来。我和二姐费

力地把自行车扶了起来，把三个袋

子扶正。二姐让我走在前面掌握方

向，她在后面推车。我力气小，根本

掌握不了方向，自行车连同袋子再

次向右边倒了下去。我俩已经没有

力气去折腾自行车和面粉袋子了，

索性坐在路边的玉米地里休息。后

来，大姐夫买了摩托车，我家再磨面

粉时，大姐夫骑着摩托车驮着两袋

小麦，我和大姐夫两人就可以完成

了，省时省力。

夏至当天上午，母亲去田里做

一会儿农活，就回来准备制作长面

了。母亲打开面柜的盖子，一股麦

香扑面而来。母亲制作手擀面经验

丰富，没多大功夫，长面就擀好了。

父亲从田里劳作回来时，鸡蛋肉丁

臊子已经盛到菜盆里，长面煮好后

捞进碗里，浇上油汪汪的臊子，一碗

长面就算是制作完成了。一家人围

坐在餐桌前享用美味的长面，大汗

淋漓的感觉简直太舒服了。

又是一年夏至，大家可别忘记

吃一碗长面哦。

月月
流金
岁 托举的温度 王伟

一碗长面迎夏至 尹和亮

勇猛闯深圳
刘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