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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沙草

太阳咚的一声掉下西岗，满天就蒙上了灰幔。冬
天的天，太短了。

阿义从地头捡起媳妇珍从城里带回来的旧棉衣，
穿上，也不系扣，扛着头，提着锨，回家。推开家门，
他清了清嗓子，喊：“妈，我回来了。”

老太太耳背，坐在火盆前，问谁回来了？珍要回来
了？哦，阿义，火还热着，快来烤烤，真冷的天。

阿义说不冷。他放下工具，洗手，洗脸，擀甜面叶，
炒倭瓜。老太太八十七了，牙不行，不吃挂面，甜面叶
也得煮烂。吃了饭，把电热毯开开，伺候老太太躺下，
电话响了。是媳妇打来的。媳妇问，吃饭了吗？妈睡
了吗？你又去地里干活了？该歇了歇歇，照顾好咱妈
就行了。

阿义好不容易逮个空隙，问，你啥时候回来？
媳妇在城里的一家烧鸡店打工，一直不肯回来。

媳妇说，我回来，家里花钱怎么办？儿子女儿谁供着上
学？你种地那仨核桃俩枣，能顾住吗？到了年关店里
更忙了，再说老板刚给涨了工资，咋好意思说回？

阿义不吭声了。媳妇也不容易，城里那地方，看着
都客气，话语、眼神却是冰冷的。他跟着建筑队在城里
干过活，上公交车，城里人见他就往一边躲，好像他身
上的土气会沾到他们身上似的。

还是在地里种庄稼好，在坡地上种树好啊。庄稼
的香，草的香，树的香，太阳一晒，从鼻子里钻到心里，
在身体里横冲直撞，那香气，像媳妇身上的香。鼻子
痒，心里也痒，沉默的大地便发出一个渴望的声音，让
他想狠狠抱住什么，在向阳的干草坡上打滚。可是，媳
妇不在身边，有两个月零三天没回来了。

阿义只好吐口唾沫，搓搓手，握住头，高高举起，
狠狠下去掀起一大疙瘩土。出了汗，浑身舒畅，扔掉棉
衣，仰头看看蓝天太阳，心里也舒坦起来。这么好的
地，怎么种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呢？都跑到城里去，城里
有啥好的？

放下电话，阿义开始收拾自己的床铺。床单、被罩
俩月没洗了，弥漫着媳妇的味道。味道在，像媳妇还
在。昨天，邻居老袁头在地头放羊，跟他闲聊，说上次
在镇上，看见媳妇从一个男人的黑屎壳郎车上下来。
阿义听了，像什么东西在心里扎了一下，很痛。阿义想
起来，上次回来，媳妇的头发也染黄了，还说他不勤洗
澡，不刷牙，嘴里有味儿。以前，媳妇没嫌过他呀。

被子冷冰冰的。不知是年龄大了还是怎么的，竟
觉得被窝暖不热了。是不是也买个电热毯？电话又响
了，媳妇打的，嗓门很大，透着喜气：你不是想让我回去
吗？明天晚上我回家，老板准我歇两天！

阿义的心像抖空竹一样，嗖的一下升上了半空，又
悠悠地沉下来。终于忍不住，问咋回来，上次谁送的？
媳妇在电话那边笑起来，说滴滴打车呀，你是不是担
心我跑了？我要是跑了，去哪儿找一个对我妈那么好
的人？

阿义透出一口气，心里像被温暖的小手抚了一
下。这话是他听过的最甜的情话，够他暖一辈子的了。

阿义把老太太的电热毯调到低档，大声说：“妈，你
闺女明天就回来看你啦！”

阿义想，明天不干活了，给妈洗个澡，把床单、被罩
都洗洗，也把自己里里外外弄干净，好好刷刷牙。

月光照进来，床头传来老太太均匀的鼾声。阿义
也在旁边的床上放心地睡着了，他梦见春天来了，他扛
着锨和树苗走在前头，媳妇提着茶水跟在后头，媳妇还
是黑黑的头发，穿着当姑娘时的碎花袄，出汗了，袖头
在额头上一擦，又随便吐了一口口水。田里的麦苗和
路边的花，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从小在地质大院生活，看惯父辈穿
登山鞋、背登山包的模样。我喜欢那副装
扮，喜欢闻父亲从野外带回来的山风的味
道。父亲摄于崇山峻岭间的照片更令我痴
迷。或许这就是一粒种子，埋在我向往远
方的心里。远方某个陌生的地方诱惑着
我，就像爱情诱惑着女人，而机会总是偏向
于有准备的头脑。

我开始了一种漂泊的生活，经常在野
外工作，或者说，我借工作之便到处旅行。
作为女性，这样看似辛苦、动荡，但其实这
正是我想要的生活。

有人问，旅行更深的意义是什么？姑
且把我边工作边游走的状态叫作旅行吧。

我赞赏这段话：旅行中最有价值的部
分是恐惧。旅行者远离了熟悉的环境，一
种模糊的恐惧会随之而来，她会变得敏感，
外界一些轻微的变动都会令她颤动不已，
人在这个时候，内心会充满疑问，充满探寻
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人类所有的认知、
情感、精神世界，难道不是因为这些追问而
生的吗？

虽然四处游走的生活状态不至于到令
我恐惧的地步，但漂泊的生活，的确使我变
得敏感。人在敏感的时候，心会格外细腻，
能洞察到周围的细微变化，也会有不一样
的感悟。张爱玲说：“喜欢一个人，可以低
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在
讲爱情，一种卑微的爱情。我却想说一种
状态，一种让自己沉下去，一直沉到完全没
有掩饰的状态，沉到忧伤里，甚至沉到卑微
里。再用一颗善感而敏感的心，去发现细
微的感动和美。有些细微的美，在情绪处
于亢奋、激越状态时，往往会被忽视。

当然，我并非在这里排斥激情。激情
是创作的推动力。我想说的是，这种“低下
去”的状态，其实也充满了激情，是平静下
的汹涌，苦涩后的回味，忧伤里的美好。

在非洲，我和我的同事建造农田大坝、
道路、桥梁。他们都是男人，我是唯一的
女性。我养了几只狗，都是憨厚得犯傻的
土狗。我拎着相机游走在村庄之间，方圆
一百里的老乡都认识我。在红土路上，遇
到村民的驴车，顺便搭一程，不用说什么，
跳上去就成。我穿过一片片桉树林，又蹚
过一块块野燕麦地，从一个村庄走向另一
个村庄。

我从村庄走过，总能引起很大的动
静。先是我的狗和村庄里的狗咬起来，接
着孩子们呼啦一下围上来要糖吃。我口袋
里总是备着廉价的糖果。最后，女人们围
住我，摸摸我的头发、捏捏我的胳膊，还碰
碰我和她们相比明显扁平的胸，然后她们
交换眼神，叽里咕噜一番，继而看着我大笑
起来。

我住土坯房子，常有蛇从门口爬过，蚂
蚁们一个上午就能在我的屋子中间造一
座小型城堡，细腰蜂则在门环上筑巢生
子，我面庞黝黑、皮肤粗糙，但那又怎么
样？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是的，这正是我
想要的生活。

/大槐树下/

很早以前，我就有写南关码头的
想法。我生长在南关，对南关码头有
一种天然的感情。打我记事起，南关
码头就已经衰落了，但从住在雷家口
街、华章街、菜市西街、菜市东街及凤
化街的众多小学和初中同学那里，我
还是得知了不少关于南关码头的故
事。这些同学的父辈，很多曾在码头
上谋生。况且，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的
遗迹存在。比如街面上的竹木货栈，
比如沿街随处可见的那种用一块块长
木板组成的、可卸可装的铺面，又比如
与码头上的河工命运相关的华章街的
大王庙和校场街南的大仙堂。

南关码头曾是豫西地区最为繁华
的商业中心。它是个水陆码头，地处
洛河下游。明清以来，九百里长的洛
河一直是中原地区运输的黄金水道，
南关码头上接陕西和山西，下通山东
和安徽，豫煤淮盐、铁器木材、土产杂
货、棉花布匹、南丝东绸，都是走水路
运到洛阳，再从洛阳由陆路流向四面
八方。当年的南关，商帜高张，店铺林
立，生意红火，人声鼎沸。

我们来看看洛河辉煌的历史，认
真地端详下这条水路。2014年6月，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中国的大运河与丝绸之路
同时进入世界遗产行列。提起大运
河，我们都不陌生，然而人们多以为是
京杭大运河，殊不知在不同历史时期，
这条沟通南北漕运的大运河变化是很
大的。隋唐时期的大运河以洛阳为起
点，其历史功绩非常辉煌。它在维护
国家统一、保障粮食安全及理政、安
军、抚民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我
们完全可以说，没有这条大运河，隋唐
的兴盛历史可能要改写。隋唐大运河
的开端是洛河，在洛阳县（清代称河南
府）到巩县这段近百里长的河流上，曾
经舳舻相继，帆影幢幢，漕船往来，千
里不绝。当然，这段运河利用的正是
洛河。那时，“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
艘，填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半
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洛河，又叫洛水，古称雒水，发源
于陕西秦岭龙凤山，在豫西熊耳山、伏
牛山的崇山峻岭间奔泻，进入洛阳盆
地，最终在巩县汇入黄河。这条河，自
古就承担着陕豫之间的物流重任。在
机器工业登陆中原之前，水路交通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清以降，全国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南移北上，洛阳的政治、经济地
位每况愈下，但作为地方的黄金水道，
洛河一直到民国中晚期，仍然是豫西
地区重要的运输通道。南关码头就是
这条水路上最为繁忙的码头。

由于南关码头的兴盛，使得南关
的主要街道都变成了商业街，甚至影
响了半个老城的商业布局。

笔名楚歌，生于湖北武汉，久居河
南洛阳，今在非洲红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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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笔名村姑，乡村生长，乡村教书，常闻逸事，
常见乡俗，大槐树下，漫话人物。

/凝视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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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的生活
□贾志红

笔名沙草，洛阳老城人，爱家乡老
街，觅乡愁乡情，打捞岁月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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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曾经的繁荣
□村姑

/南关码头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