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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事本

宏翘陂，又名宏市，坐落在攸县网

岭镇攸水河畔，原本是个小地名。20 世

纪 50 年代后期，我初识这个地方时，不

过方圆几百平方米，可就是这样一座山

地丘陵地带随处可见的小山陂，却因一

个码头和一条小街让它享誉大半个攸

州，成为县内外知名之地，可谓“高山响

鼓——有鸣（名）在外。”

宏翘陂得名由来

宏翘陂之得名源于一座陂和桥，据

《攸 县 志》记 载 ，明 洪 武 年 间（1368-

1398），邑人王赵二姓在这里倡修了一座

陂，陂建成后，取名王赵陂，并订有“王

家陂长赵家令”之规，即陂长由王姓担

任，行水凭赵家发令。于是，人们在陂下

横江而过架设一座大木桥，把此地称为

“横桥陂”。后来，有文人认为“横桥”二

字不雅听，看到桥上有十个木墩，桥板

也宽大，堪称县内之大桥，便切其宏伟

翘首之意，把地名更为“宏翘陂”，并一

直沿用至今。

就是这个地名，后来被当作了行政

区划的大名。1934年，全县分设为 6个大

区公所，宏翘陂被冠之以“宏翘镇”之

名，辖 8 个都的 61个自然村落。1947 年，

全县分设 12个乡（后又改设为 14个乡），

均冠以“宏翘乡”之乡名。

热闹的码头

宏翘陂地处攸水中游河畔，因河

里通航，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航运

码头，每天有十多二十只小船和一些

小竹木排停泊于码头边。后来攸醴公

路修成，码头岸上又靠近公路，更是个

水陆交通的结合部，码头的买卖便更

多了起来。

河下岸上的物资大多是上游黄丰

桥、峦山、兰村、柏树下运来的竹木、土

纸、木炭、攸饼铁及其他农副产品。有的

拨给下游船只，走洣水湘江之水路，直

奔长沙湘潭，有的转至网岭车站，货达

醴陵、浏阳。

如此一来，这里的船员，搬运工、老

板、生意人纷至沓来，加上码头上的住

户，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弹丸之地，人

流不断，少则几十，多则百余，簇拥码

头，互为生计。观码头之热门场面，有人

比作这里是攸县县城的“小南门”。

繁华的小街

码头建立的同时，小街也在逐渐形

成。为了满足人流物流的需要，众多的

小店铺争相开设起来，有小作坊，也有

小加工厂，有打尖的小客栈，也有卖散

装酒的小酒店。小作坊加工黄豆腐、油

豆腐、打豆芽，小加工厂自己熬饴糖，制

作麻糖、麻饼、冻米糖等攸邑零嘴。小酒

店一方面自己酿造土白烧，一方面又经

营东乡的原坛酒和江西的老三花。晨起

店门大开卖早点，夜间灯火通亮销夜

品，形如小集市，故又有宏市之称。那些

小酒店门朝码头，除了打小广告，店老

板还不时摇晃着小酒壶，嗓门朝着码头

下高喊：“伙计们！累了吗？来！来！来！喝

上几口，潇洒潇洒！”逗得挑夫们慌忙放

下扁担肩挑，你欢我笑地拥进店来。

慢慢地这里成了繁华的“丁”字街，

东西相对，东短西长，约五六百米长，横

通北面，直接码头，约两三百米长。街铺

都是砖木简房，几扇木板门通开，东、北

街面多为饮食，西街下大多为简陋的小

客栈。上世纪五十年代，因厂里公务到

此，鄙人也曾在这里住过几晚。

新式的糖坊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上世纪七十

年代以来，由于陆路交通的日渐发达，

宏翘陂的码头、闹市在时光的淘换下日

渐没落，终至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然而，

宏翘陂毕竟曾经繁华，过往的辉煌仍留

存在老一辈人的脑海里，并时不时地泛

起涟漪。

上世纪 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启经

济体制改革，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

制，上码头住户罗家康想起前辈开小作

坊的情景，又邀拢其他五户农户，于 1981

年开办家庭小糖坊。男人们农忙务农，

农闲时则到糖坊作业，女人们一面在糖

坊打打帮工，一面利用糖类副产品发展

家庭养猪产业。小糖坊自制饴糖原料，

生产麻糖、麻饼、冻米糖等副食品，产品

一时畅销县内外市场。除此之外，他们

还创新销售模式，附近农家可用大米来

换糖，大人小孩食用和临时待客都很方

便。既受群众欢迎，又能加工原粮，市场

反馈效果显著。

由于小糖坊是当时时代大背景下

的新生事物，县里多次组织参观学习，

中国农科院主办的《农业科技通讯》也

曾 发 文 总 结 其 六 个 好 处 来 大 力 推 广

……如今，小糖坊虽然早已不复存在，

可上了年岁的宏翘陂人提到这些，话语

里仍是掩饰不住的骄傲和自豪。

这是发生在 1960 年的一个真实的

故事。

少十老爹在生产队母猪繁殖场养

猪，常常深夜在猪场守候临产母猪下崽。

少十老爹一贯胆小怕“鬼”，加之他

家门前有三座坟墓，晚上回家总是胆战

心惊的。

为了壮胆，他养了条壮实的大黑

狗。黑狗对主人十分亲近，总是形影不

离围着少十老爹“转”，简直像个贴身保

镖。从此，少十老爹的“胆”大了，晚上回

家也豪迈了。

一次电闪雷鸣之夜，猪场倒塌了一

面围墙，走失了一头还有两个月就要下

崽的黑母猪。少十老爹连续十多天，手

提一面大铜锣，沿着方圆十几里路不停

地用棒槌敲打，不分昼夜地地毯式寻

找，却始终没见母猪的踪迹。

队长吓唬少十老爹：“找不回母猪，

抓你‘游街’。”少十老爹信以为真。于是

他扩大到邻近的县寻找。大黑狗陪伴主

人，不离不弃。

这天，少十老爹带的干粮只剩下一个

干馒头，看到同样饿得发慌的大黑狗就忍

住自己不吃扔给了它。可大黑狗只咬了一

口，硬将剩下的馒头塞进了少十老爹的嘴

里。之后，主人与狗一路乞讨回家。

后来，少十老爹又突发奇想：从醴

陵站乘火车到江西萍乡去找。心想：“离

家远点，找不到就不回家了，免得‘游

街’丢丑。”当他上了火车，泣泪对大黑

狗说：“火车上不准带你，回家去吧！”并

将纸袋里剩下的两只干馒头挂在大黑

狗的脖子上。

三年后，少十老爹回到老家，听说

大黑狗当年回家后不吃不喝，活活饿死

了。他家的后人将狗土葬了。从此，少十

老爹的家门口又多了一座坟墓。

那天，少十老爹在狗墓前喝酒流

泪，一夜未归。

将日光变成月光，这是太阳镜

的魔幻。据说这种魔幻的用意，最初

不同于供人娱乐的万花筒或西洋

镜，而是百分百地用于工作。若将此

出成一道科普题，问：太阳镜最初是

什么职业的人用？这问题恐怕如尿

不湿起先是航天员所用一样，许多

人会答不出。太阳镜最初是为空军

配备的军工产品，保护飞行员的眼

睛在空中不受刺眼强光的干扰。

女人似乎天生就是流行的推手。

多年以前，美国那家往部队特供太阳

镜的公司，尝试军转民，将太阳镜销

向民用市场，但那时太阳镜为男人专

用，男人只注重太阳镜的严谨正板，

使得太阳镜一度在民用市场遇冷，公

司在惨淡经营一番后，终于想到女

人，于是，开始改变太阳镜单一、刻板

的款型，生产出线条柔美、适合女性

佩戴的太阳镜，谁叫台风一度都用女

性的名字命名呢，女人的热情一旦被

激发，便如“台风”一般席卷大地，太

阳镜民用市场飞快地由冷转热。

当我还是个低年级小学生时，

只在电影里看过太阳镜，那时唤作

墨镜，是扮特务的演员用的道具，但

多少与军用扯上些关系。待我上到

初中，逢改革开放初现端倪，港台元

素入境，内地便有了穿喇叭裤、戴太

阳镜、提着个盒式录音机招摇过市

的扮相，那时将太阳镜嘲讽为蛤蟆

镜，从未接触过这类东西的老师和

家长，比较排斥，将这种扮相归为奇

装异服，反对孩子们效仿，同时，把

“不穿奇装异服”，写进了学生守则。

直到将近三十而立了，有次被

单位派往海南出差，因那边太阳辐

射强，我才在友人的陪同下，买了副

品牌太阳镜，这以后，夏天在户外戴

太阳镜便成家常便饭，太阳镜也早

已摆脱特务和奇装异服的负面形

象，有模有样地入驻千家万户。儿子

满十岁那年，我带他去桂林旅游，我

将一副太阳镜架在他鼻梁上，儿子

兴奋地说他是“高级旅游人”。

自从老妈学会了使用微信，便开始在

我的朋友圈活跃起来。

我每发一个朋友圈，老妈必定来点

赞，有的时候还是“秒赞”。她不大习惯在

手机上打字，所以没有评论过。后来妹妹

教给老妈用“花朵”“微笑”等表情来评论，

我的朋友圈里就经常出现老妈发的“花

朵”“微笑”。

老妈开始在我的朋友圈活跃之后，我

发现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真没有那么多

人在乎你，但总有一个人在乎你的一切。

我发的朋友圈，来点赞和评论的亲朋好友

不少，但一般是出于礼貌或者“礼尚往

来”，大家维持着朋友圈的“点赞之交”，其

实没有谁真正把我放在心上。唯独老妈，

时刻关注着我的朋友圈。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感到非常累，就

在朋友圈吐槽了一下：“累！”谁知我刚发

出去两秒钟，老妈的电话就到了：“今天都

干啥了？看你朋友圈说累，累了就好好歇

歇。把手机放到一边，赶紧躺下歇一会

儿！”我有些哭笑不得：“妈，没啥事，我就

是随便说说。”接下来，老妈开始给我讲大

道理，什么干工作不能太拼命、自己身体

最要紧之类的。这些话她已经说过八百

次，可一定要再说一次才放心。

见老妈如此关注我的朋友圈，怕她再

发现我负面的情绪，有心屏蔽她，可转念

一想，肯定不行。老妈习惯了看我的朋友

圈，不让她看可不行。大不了朋友圈少发

点消极内容，或者有消极内容设置不让老

妈看。后来我每次发朋友圈，都要首先想

到老妈的感受。

有几天老家的网络出了问题，老妈舍

不得用手机流量，就不再用手机上网了。

那几天，没有老妈来点赞或者发表情，我

的朋友圈都寂寞了不少。没有老妈活跃在

我的朋友圈，我还真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还好老妈的手机很快就可以上网了，她又

开始忙着为我点赞、评论。

有一次，对门的邻居送给我一小袋自

己做的红薯干。我很开心，拍照并发朋友

圈：“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让我没想

到的是，第二天老妈就从乡下赶来了。她

带来一大袋红薯干，兴致勃勃地说：“这是

你舅妈做的红薯干，你不是爱吃吗？放到

冰箱里慢慢吃！”我惊叹道：“妈呀，多大点

事，值得你跑去我舅妈那里要红薯干，还

大老远给我送来。”老妈说：“你小时候爱

吃红薯干，都没吃够过，现在好了，管够！”

这件事又是朋友圈“惹的祸”，看来以后发

朋友圈“需谨慎”，不然老妈指不定还会做

出啥让我吃惊的事来呢！

老妈活跃在我的朋友圈，是一种甜蜜

的负担，更是一种甜蜜的幸福。每每想到

这个世界上有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关注你，

就觉得心里暖融融的。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有一

位活跃的老妈。堂妹正在上大学，她朋友

圈经常发一些专业内容链接，那种内容单

纯就是为了收藏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一般

没人点赞。但我看到只有初中学历的婶子

每次都为堂妹点赞，她用这种方式表达着

关切。还有我的表弟，每次发朋友圈，小姨

都跑来给他点赞。

那些活跃在儿女朋友圈的老妈们，借

助这样一个平台关注着儿女，对她们来说

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这样看来，朋友圈

是父母和儿女的幸福之地呢！

老妈活跃在
我的朋友圈

马亚伟

真情

“衣上有个疤，想要变朵花，你

说怎么办？”“一针一根线，绝对变好

看，只是有点难，专难英雄汉。”这是

我小的时候，经常爱和童年小伙伴

一起说的顺口溜。我一问，她一答，

乐得彼此笑哈哈，就图个嘴快活。这

个顺口溜说的就是给衣物打补丁的

事儿。我小的时候，穿了很多年打过

补丁的衣裤鞋袜，就连上学的时候，

也一样是穿着一身打了好几处补丁

的衣裤，而那些印在衣裤上如花一

样的补丁，均是出自母亲之手，温暖

了我整个童年岁月。

打补丁，这事儿看起来简单，但

是“英雄好汉”却做不来，大多数时候

只能落在心灵手巧的姑娘和媳妇儿

们身上。在我们家，打补丁是母亲的

独家绝活儿。记忆里，童年时代的我

穿衣服特别费，不论什么材质的衣

裤，穿在我身上，过不了多久，不是破

洞、起毛纱，就是脱线缝。那时候的

我，野孩子的天性满满，一天到晚不

喜欢屁股挨着板凳，疯跑、蹦坎、上

树、爬土堆、跳石墩、躺草地，哪样好

玩玩哪样，一旦玩高兴了，就再也顾

不上穿在身上的衣服了，尤其是放学

后或假期，衣裤鞋袜三天两头就得脱

下来交给母亲动手补一补，如若不

然，定会裸身露腚，让别人看了笑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

在我的故乡那片儿，小孩子们穿打补

丁的衣裤鞋袜去上学，是非常常见

的，根本就没有人会笑话，大家只会

把目光投向那些衣裤鞋袜烂了不补

而把屁股蛋儿露在外面的人。那个年

代，补丁似乎是一种时髦，几乎人人

身上都有，不分男女老少。记得那时

候在学校里，偶尔大家还特意聚在一

起，不为别的，专门转着圈仔仔细细

数对方衣裤鞋袜上的补丁，然后比一

比，看谁的补丁多，最终获胜者有奖，

可以无条件让补丁数量最少的“输

家”干一天活儿，扫地、擦桌子、擦黑

板、倒垃圾，哪样都行，而且大家从来

都是“愿赌服输”，从不推诿扯皮，样

样照办。也因此，补丁那时候在我们

学生眼里，不仅没人笑，反而被当做

是一种光荣、一种荣誉、一种变相的

权利，诚如艰苦岁月开出的幸福之

花，人人爱之。

记得我上五年级那会儿，秋季开

学第一周，我的一个包姓好朋友就穿

了一身新衣服去学校，那是他父亲从

外地回来特意给他买的，当时他到学

校后，我和几个好友非要一一检查，

看他是不是全身一个补丁都没有，如

果这样的话，他得替我们几个人各值

日一天。就这样，我们彼此分工合作，

硬是把他摁住，从衣服到鞋子一件不

漏地查了一遍，正当我们都觉得他该

老老实实替我们干活儿时，却在脱了

他的鞋子后，发现他的袜子上有两个

补丁，于此，他才躲过一劫，仅值日了

一天，同时，他竟然还笑得前俯后仰，

连连说是“补丁花”救了他的命。后来

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他早有防备，他

并没有把他父亲买的新袜子一起穿

上，而是特意搭配了有补丁的袜子，

以此来逃脱我们这些好朋友对他的

惩罚。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

起来，我们都还觉得曾经穿着补丁衣

裤去上学的日子，是那么的美好，也

是那么的富有乐趣。

岁月如斯，时间不言不语。几十

年的光阴似箭远逝，曾经“新三年，旧

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岁月已经

刻在了历史书页里，孩子们打着补丁

去上学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再也不用穿

着打了补丁的衣物过生活了。但那些

补丁补起来的旧岁月，却给一代人留

下了美好记忆，那是岁月催开的补丁

花的记忆，也是幸福的记忆，值得我

们好好记一辈子。

补丁花
颜克存

旧事

从码头到糖坊

宏翘陂
百年风雨沧桑

王厚成

老人与狗
颜家连

走
下
飞
机
的
太
阳
镜

欧
阳
光
宇

老
照
片

2007 年夏，作者与儿子一同戴着太阳镜，在桂林“乐满地”游乐园合影

宏翘陂之得名源于一座陂和桥宏翘陂之得名源于一座陂和桥，，起先的大木桥现在已换成起先的大木桥现在已换成

宽敞坚固的水泥桥宽敞坚固的水泥桥，，横卧于攸水中游横卧于攸水中游。。

熬制饴糖的作坊熬制饴糖的作坊（（网络图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