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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霜降时，柿子红透心
友人送来一筐软柿子
晶莹透亮，极像记忆中
那双温柔的眼睛

董先生说：
你不是爱吃柿子窝窝头吗
这回可以吃个够
只这一句，情绪瞬间破防

妈妈，我想你了
想你每个周末的望眼欲穿
想你做的蒸槐花、蒸榆钱
想你做的热甑糕
甜甜的软柿子窝窝头

我该去哪里寻找
妈妈的味道
妈妈
一想起你
风就变得很细
细到轻易就把一颗心
从恋恋红尘抽离

软柿子
■■王晓霞

河东大地，有一种声音在萦绕，在
回荡，在盘旋。

这种声音，情连日月山川，声浸悠
悠岁月，如春风在河东大地摇曳，似丝
柳在黄土沟壑缠绕，令闻者如痴如醉，
叫观者伤情动容……它就是让人心心
念念、欲罢不能、难以割舍的蒲剧！

蒲剧，这种根植于河东土地上的
乡土文化，经历了数百年的风起云涌，
就像血液一样渗透在了河东大地，嵌
入到了河东人的心底。

蒲剧古称蒲州梆子，又称乱弹戏。
因兴于山西晋南古蒲州（现永济市蒲
州镇）一带而得名。晋中和晋北称之为

“南路梆子”或“南路戏”，上党称“西府
戏”，河南称“西戏”，在陕西省、甘肃省
西北一带称“晋腔”“蒲戏”“山西梆子”

“梆子腔”。蒲剧音调高亢激昂，音乐和
表演艺术传统深厚，擅长于表现慷慨
悲壮的历史题材故事，艺人们表演过
程中，多以唱功、帽翅、翎子、甩袖、甩
发等许多高难度动作特技，把剧中人
物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贤良
美丑刻画得入木三分，因而深得百姓
喜爱。全国地方传统戏剧中，蒲剧已被
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蒲剧是“山西四大梆子”中最古老
的一种，在元明两季孕育，至明末清初
迅速成长成熟。它在河东大地，已经成
为家喻户晓的大戏，以至于在十分偏
僻的山庄窝铺，农闲或年节，都会有戏
班出没活动，请几台大戏热闹助兴。史
料记载：蒲州梆子约形成于明代嘉靖
年间，多流行于我省南部各县和河南、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部分
地区。蒲州地处黄河中游，其大庆关渡
口连接山西、陕西，是古代南方丝绸、
瓷器等通往西北的交通要道，商业兴
隆，经济文化繁荣，为戏曲的发展、交
流创造了有利条件；金元时期，这里金
院本、元杂剧的演出极为盛行；明清以
来，又是梆子、乱弹戏曲活动的重要基
地，故素有“戏曲之乡”之称。蒲州是唐
代文学家元稹撰写《莺莺传》的根源
地，亦是元代著名杂剧家王实甫创作

《西厢记》的取材地。
最初接受家乡戏，是在孩提时代。

上世纪 70 年代初，农村生活苦，文化
生活单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父辈们整日聊以自慰的生活方式就是
吼几嗓子家乡的蒲剧调。他们下地劳
作唱，赶牛放羊唱，看沟护林唱，洗衣
做饭唱。久而久之，那种时而慷慨激
昂、时而悲愤凄惶、时而杨柳佛风、时
而石坚水柔的唱风，便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中。

不由得想起少年时的见闻。进入腊月，老家村后
的古庙祠堂就是冬闲时村民们排戏的场所。每天一
放学，我和同伴们就会撂下书包跑去看热闹。竹板一
打，锣鼓一敲，音乐过门一响，未经化装的旺财叔、德
法哥、贤英嫂等一众乡亲便会一个个登场亮相；排练
的剧目大多为古装传统戏，有《薛刚反唐》《周仁献
嫂》《火焰驹》《藏舟》《三上轿》《舍饭》等全本戏或折
子戏。过了破五（正月初五），村里就会搭台演出，一
般是上午唱折子戏，晚上演全本戏，唱个四天五夜，
中间会歇几天，过了正月十二又接着唱。这样的热闹
一直会持续到正月十六方才落幕。

至今，我仍记得当时的演出盛景：村戏开场前一
天，父亲会打发我到邻村舅舅和大姑二姑家，挨个通
知他们过来看戏；第二天亲戚来落座，母亲会把家里
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待客；到了晚上，村子中央的舞台
下，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灯火璀璨的舞台两侧，打
板的陶醉其间，拉二胡的沉迷其中；阵阵鼓乐声中，
帝王将相刚下台，才子佳人又登场。台下观者中，有
许多戏迷。别看他们唱起来不行，但个个称得上评论
专家，台上二胡走了调，演员表演不到位，唱词错了
一个字，他们一下就能听得出来。戏迷们看戏时的专
注，场外再大的热闹都把他们吸引不动。演出过程
中，他们的神情是会随着剧情发展而变化的，演员喜
他乐，剧情悲他哀，奸臣害忠良他气恼，有情人成眷
属他喝彩，这种台上台下之间的互动、演者同观者之
间的形神交流，生动而唯美，情深而意长。不是唱功
深厚，吼不出这一番气势；不是功夫到家，撑不起这
一块气场；不是河东儿女，更演不出这一份酣畅！

河东人是钟爱蒲剧的。逢年过节，不管哪个村镇
请了蒲剧团，人们都会奔走相告，扶老携幼步行十
几、二十里地赶着去观看。村里每遇婚丧嫁娶，主家
都会请上一个戏班子，热热闹闹地吹打表演一番。这
些个唱段尽管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甚至有一些人
们就是闭上眼睛都会唱下来。

一个剧种的成熟，离不开名角的支撑，蒲剧亦如
此。在我的老家河津，至今仍流传着“看了存才挂画，
不坐民国天下”“宁肯三天不吃饭，也要看次王秀兰”
等俚语。俚语中提到的王存才是民国时期家乡蒲剧
的代表人物，据称他男扮女装在折子戏《挂画》中表
演的跷子功，把看台下的人们惊得是目瞪口呆。王秀
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河东大地上崛起的
一代蒲剧名角，她在《窦娥冤》中哭天抢地的绝唱，把
台下黑压压的观众感动得唏嘘声一片；阎逢春在嗓
子倒呛撅音下演练出的“浮音”行腔以及他在台上表
演的“帽翅功”特技，令人拍案叫绝；杨虎山在蒲剧

《薛刚反唐》中饰演的刚正耿烈的花脸薛刚，让蒲剧
艺术名闻京华；素有蒲剧艺术界“十三红”美誉的张
庆奎，嗓音甘冽淳厚，高腔不竭，低音不暗，舞台表演
挥洒自如，一生塑造的舞台人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文武小生筱月来嗓音清亮甜润，动作洗练大方，表演
含蓄蕴厚，所演角色个个形象丰满，所演角色“装龙
像龙，装虎像虎”，被誉为河东蒲坛一代名流。戏功表
演到这种份上，难怪人们会对他们顶礼膜拜了。

河东人之所以喜爱蒲剧，是因为它的土腔土调、
土声土色，这种“土”里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也只有
河东人才能领悟。像蒲剧《狸猫换太子》《西厢记》《三
对面》《三娘教子》《芦花》《白蛇传》等诸多传统剧目，
之所以吸引受众，其艺术生命之所以经久不衰，除了
唱词好、唱功好、故事感人和曲牌优美动听外，还无
遮无拦地向人们展示了人世间的真善和美丑，使人
们在舒缓工作、生活压力和释放忧闷郁结的同时，得
到了一场场精神洗礼和深刻的思想教育。

厚重的历史孕育了河东文明，肥沃的土地养育
了河东百姓，璀璨的文化衍生了河东蒲剧的发展和

变化。
在我们运城，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十年看深圳，百年看上海，千年
看北京，三千年看西安，五千年看
河东。此言不俗并有史为证：垣曲
寨里村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具有高
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世纪曙猿化
石，将人类起源向前推进了 1000 万
年 ；芮 城 西 侯 渡 遗 址 发 现 的 旧 石
器，证实了 243 万年前这里就与人
类活动有关；“后稷稼穑”在这里播
撒下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的第
一粒种子；“嫘祖养蚕”在这里缝制
出了“维汉有衣”的第一件华夏之
服；“大禹治水”在河津龙门举起了
开山劈石的第一斧；“傅说版筑”在
平陆古虞大地建起了中华民族第
一屋……

大地山川，呼啸吟唱；黄河岸
上 ，坎 坎 伐 檀 ，飞 矢 逐 肉 ，是 为 人
声。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声中，先
祖踞此长啸，人类最早的歌由此诞
生。

先祖老早就知道声音可以变
为艺术；而一代又一代的河东人又
依 据 这“ 声 依 咏 ，律 和 声 ”说 唱 韵
律，以枣木击节、鼓乐丝竹伴奏，变
文诸宫调，歌舞盛畅优，铙鼓而弦
索，形成了现在起承转合完备、集
歌舞演唱于一身的蒲韵古腔。

河东许多地方，有村必有庙，
有庙必有台，有台必有戏。有些大
的村庄同时建有三四座庙宇戏台，
这可以从我们运城中心城区南的
池神庙清代三连戏台中得到佐证。
明末清初，山西社会、经济、文化的
发展相对稳定繁荣，加上晋商的崛
起，才使得戏曲呈现百花争艳的态
势。戏曲的兴盛促进了戏台建筑的
发展，运城市戏台就有 2300 多座。
戏台作为蒲剧戏曲的主要载体，承
载的是文化，折射的是文明。据考
证，目前全国金元时期保存完好的
八座戏台全部坐落于我们河东大
地；至于明清两代的戏台，仅我们
运城十三个县（市、区）就有 107 处。
这 些 历 尽 沧 桑 、繁 华 落 尽 的 古 戏
台，在历史的变迁中默默地注视着
人世间上演的一幕幕悲欢离合、一
场场喜怒哀乐，它留给我们的是那
离 不 了 又 忘 不 掉 的 一 块 精 神 圣
地。真可谓“演千秋史事尽是悲欢
离合，看满台角色无非善恶忠奸”

“数尺地五湖四海，几更天七朝八
代”。所以说，你要领略早期的戏
台演出的风采，只有到运城、临汾
两地——也就是蒲州梆子发源地

来看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蒲剧于河东人来说，

既是文化艺术，又是精神食粮，唱其是一种发泄，听
其是一种享受。蒲剧艺术魅力无穷，其艺术生命力和
感染力能强到你无法想象，常常曲一响，调一起，那
韵律瞬间就能浸入你的骨髓，扯住你的神经；常年在
外漂泊的晋南人，只要听到蒲剧，眼前立马便会浮现
出一幕幕刻骨的儿时往事，流淌出一段段铭心的河
东岁月，引申出一个个无法释怀的伤心难过；因为这
蒲韵里面，藏着人生的酸甜苦辣，藏着人生的千辛万
苦，藏着人生的曲折坎坷，藏着人生的爱恨情仇……
说它是河东人乃至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人的精神支
柱，一点都不为过。

蒲剧曲牌激昂欢快、悲壮苍凉，穿透力极强，彰
显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服输的性格。小时候
懵懂，搞不懂长辈为何那么喜欢唱蒲剧，现在再听这
个调调，觉得这才是正宗的家的味道。因为这古腔蒲
韵里面，吟唱的是岁月悠悠，蕴含的是温暖力量，诉
说的是生活的酸甜苦辣，它宛如心灵的良药，治愈着
岁月的沧桑，浸润着一方水土一方人心中的柔软。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如今，我小时候依偎于父
母怀里看戏的那方小小的舞台早已消失，那些我曾
经熟悉的村戏演员和一众邻里乡亲也已不见，但我
深爱的蒲韵古腔依然在古老的河东大地回响，在创
新、开放中不断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像武俊英、王艺
华、景雪变、吉有芳、孔向东、贾菊兰等多位全国戏曲

“梅花奖”得主这样的领军人物和众多蒲剧新生代男
女青年演员，一代代新生力量的加持，让蒲剧这个古
老的戏种在河东大地展现着无穷魅力，焕发着熠熠
光彩！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部好的作品，离不
开戏曲剧作家一次次斟字酌句的精雕细琢，离不开
好的剧团和演员在台下一次次的排练，离不开灯光
舞美、鼓乐师傅间的默契配合，离不开台上演员天生
一副好嗓子和举手投足间的精准拿捏，离不开无数
戏迷朋友、台下观众的喝彩捧场；忆往昔峥嵘岁月，
看今朝繁花似锦。蒲剧，这一回响在河东大地的古老
戏种，通过一辈又一辈河东人前赴后继传承，千锤百
炼打磨，已由起初的“灰姑娘”蜕变成了“白天鹅”，当
年破旧窄小的戏台也早已被雕梁画栋的舞台所代
替，再也没有了旷野的嘈杂，再也没有了露天的寒
冷。坐在气势恢宏、有空调有暖气的舞台剧院里看
戏，聆听的是蒲剧，享受的是艺术，感受的是氛围，得
到的是满足。

如今，在运城十三个县（市、区），有十多个蒲剧
团，且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名角翘楚。村里逢年过节
或遇有古庙会，都会邀请市县蒲剧团来为村民们演
出；农村人家过事，也会请来名角大腕热闹助兴。运
城蒲景苑作为我市文化的地标性建筑，周末百姓剧
场更是好戏连台，场场爆满；在古老的河东大地，蒲
剧艺术魅力四射，戏曲文化繁荣发展，蒲剧剧目精品
迭出，线上直播异彩纷呈。

千年的故事，在河东大地回响；古老的蒲韵，在
时光深处荡漾……

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貌决定了河东人一往无前的
精神面貌，蒲韵古腔特有的艺术张力给予了河东人
敢爱敢恨的精神品格。他们就像黄牛一样，能吃苦；
他们就像蜜蜂一样，特勤劳；他们就像锄头一样，很
坚韧；他们就像回响在家乡土地上的古腔蒲剧一样，
给人一种广袤无边、辽远深邃的感觉，后辈们看上
去，难以言表的心疼和敬仰会在心里一遍遍交织。

回响在河东大地的蒲韵，是流淌在河东人血脉
里的乡音。它除了有河东人浓浓的乡愁、厚厚的乡情
外，更有那婉转和高亢融合在一起时的心灵慰藉，它
是深植在我们心里的根，是融入我们血液里的魂！

蒲
韵
，
在
河
东
大
地
回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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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我们家还在陕西关中的农
村。那里靠近秦岭，是渭河流域的八百里秦
川，主产小麦和棉花，也并不缺少玉米和红
薯。春天，乡人们就在村南的旱坡地栽下一
苗苗幼小的薯秧，薯秧成活后就渐渐长大拉
蔓，到了夏天，长长的薯蔓就把原来的黄土
地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每当这个时节，
我们放了暑假的小伙伴们结伴去南山根玩
耍时会经过那一片片红薯地。我们有时好
奇地撬开薯苗根部的地皮去看里面结下了
红薯没有，也因此常遭大人们的训斥，甚至
于家长的打骂。在我的记忆里，那成片的红
薯地连接绵延开去，看不到尽头，就是我们
孩子们想象中的生命的大海！那一根根长
长的薯蔓，顶着一片片硕大肥厚的绿叶，你
拥我挤，向上向前，竞相抢占生长的空间，就
是天底下最蓬勃最欢腾的生命之歌！多少
年以后，那绿色的海洋般充满生命力的红薯
地，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心动。

到了秋天收获的时节，地上的薯蔓已经
完成了生命的旅程，渐渐变得枯萎衰黄，而
地下的薯块则拼着力气鼓鼓地急欲拱破地
皮出来，有的已经露出了红色的外衣。等到
霜降过后，小麦种罢，大庄稼（玉米）收完，就
该轮到出红薯了。这时候，家家户户，男男
女女，红薯地的田间地头，有人挖刨，有人分
拣，有人装筐，有人担运，头上是太阳温柔的
笑脸，地上是分垅成堆的红薯，人人心里装
的是春华秋实的满满的幸福感。那几天里，
家家田头收的是红薯，回家吃的是红薯，放
到窖里的还是红薯。红薯，农家人半年的口
食所安啊！

红薯作为大众化食品，人人喜欢，老少
皆宜。蒸红薯又甜又面，烤红薯又甜又香，
煮到锅里熬粥，那是又甜又绵又香。把红薯
切片晒干磨成面，既可以做馍又可以打成凉
粉，都是很不错的吃法。如果漏成粉加工成
粉条，那就又是一种吃法了。平时或者春
节，把红薯炸成丸子或饼，还可以配菜招待
客人。过去，在生活困难的年代里，一到冬
天，庄稼人的碗里没有了红薯，就好像少了
半壁江山，就吃不上一口耐饥的稠饭了。

红薯从小就是我的粥饭。给我印象最
深的还是在陕西农村的时候。那里人吃饭

都爱端上碗去村巷里吃。大家很随意，蹲
着，圪蹴着，或就台阶坐着，三三两两凑在一
起，一边吃饭一边谝闲。早饭几乎都是一色
的糁糁粥煮红薯，外加一筷子盐醋调制的白
萝卜丝或红萝卜丝。稠稠的粥饭冒着热气，
散发出红薯的甜香，很是引诱吃饭人的食
欲。我们小孩子们也常去那里凑热闹，一边
看他们吸溜吸溜吃饭，一边听他们海天海地
谝闲。大人们吃完饭，碗往地上一放，咂吧
咂吧嘴，就开始掏出烟锅吸烟。农家话说得
好：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不管是吃饭
还是吸烟，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和幸
福。其实，饭场本就是享受休闲和幸福的地
方，最能表现出人们内心的追求。

当然啦，红薯的各种做法我都吃过，而
且都很喜欢。至今，我仍然离不开红薯，隔
三差五就会去超市买几个回来，做成我爱吃
的饭食。

说到柿子，好像比红薯对人更有几分诱
惑力。红薯长在地里，而柿子是挂在树上，
人们一抬头就能看见。柿子从挂果到成熟，
大致也要经过和红薯同样的生长期。春天，
柿子树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便生新枝发
新芽，长出新叶，并开花、坐果、结果。而后，
小柿子渐渐长成大柿子，青柿子慢慢由青而
黄而橙而红。过了霜降，树叶黄了落了，满
树的红柿子挂满枝头，一疙瘩一串串，红红
火火，摇摇欲坠，着实耀人眼目，惹人喜欢。
我们这里近山多坡，沟沿、地塄、村前、河边，
凡是能长草木的地方，大都会有柿子树的身
影。这时间，天女散花般火红的柿子树织成
了一幅灿烂的云锦，勾画出一幅温暖、富庶、
火热的山乡秋景图。

让我更醉心的还是柿子收到家里以后
各家各户的忙碌和喜悦。柿子有很多品种，
品种不同，品质也各有差异。八月红柿子成
熟期早，皮薄肉厚汁水多，但不易存放，就搁
到阴凉方便的去处现吃。拳头样大块头的
方柿、盖柿、牛心柿适合旋柿饼，就旋成柿饼
串成串挂到房檐下晾晒。晚熟的小柿肉体
紧密瓷实，旋成柿饼或柿疙瘩皆可，就也一
样串起来挂到房檐下。如果挂不下，就在院
里搭起架挂起来晾晒。小蜜骨碌柿子个头
虽小，却格外甜蜜且耐放耐存，就留做软柿

子摊放到院门背阴通风的楼棚里，等着冬天
早上起来，热上一碗，一口一个，赛过点心蜂
蜜。至于“受伤”不能存放的柿子，一部分

“淋醋”外，其余的都一切四份加工成柿瓣放
到房坡上、席子上去晾晒。一同收晒的还有
旋柿饼、柿疙瘩留下来的柿子皮……几天忙
碌过后的农家小院，全成了柿子的世界，展
现在你眼前的，另是一幅柿子丰收的图景。

柿子作为北方的地域特产，是北方人过
去最爱吃的上乘果品。新柿子刚下来的时
候，生涩不能吃，就把它放在水里漤上一二
天再吃，那是脆生生的脆甜。生柿子放到阴
凉通风的地方留作软柿子吃，那是又软又糯
又绵的甘甜。柿子加工成柿饼、柿疙瘩之
后，经过晾晒收入缸、瓮一类的容器，再经多
次反复捂捂晾晾晒晒，直到其表面长出一层
厚厚的柿霜再吃，那是又软糯又筋道满嘴生
津、回味无穷的香甜。当然，柿子还有着其
他多种吃法，比如，把软柿子和到玉米面里
烙饼，把柿皮磨成粉和到玉米面里蒸成柿面
馍，把柿饼、柿疙瘩包在面皮里炸成油疙瘩、
油角角……都是人们别出心裁的美食。总
之，柿子于北方人而言，是老天给予的特别
的馈赠，是难得的珍馐，自然也是我之所爱。

遗憾的是，有些年我家却难得享受到这
份恩赐。那是我已经上了中学的时候，我家
刚从陕西搬回到垣曲老家，家里没有柿子
树，想栽养也没地方栽养。那些年，正是我
家最困难的时候，和周围的人家一样，连饭
都不能吃饱，哪还有心思去享受余外的口
福？看到别人家孩子尚有柿子可打牙祭，我
是又口馋又眼气又无奈。不过，寒假去我姑
姑家的时候，还是可以饱吃一顿柿子的。姑
姑知道我爱吃柿子，每次去，总是先热上一
碗软柿子端给我，又拿出柿饼、柿疙瘩让我
吃，还让我带些回去。这些都在我年少的心
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难以忘怀。至于以
后，父亲终于养下了他的柿子树，每棵柿子
树都先后次第挂果。再后来，我成了家，岳
丈家的柿子树更多，我们家就再也不缺柿子
吃了。每年秋后，大红灯笼的柿子是我们家
最平常最丰富也是最令人开心的美食。

数十年来，工作生活到了城里，我就
渐渐和农事疏离了。父母去世以后，老家
也渐趋回得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离农
村 的 烟 火 也 越 来 越 远 了 。 但 在 我 内 心 深
处，却始终忘却不了我生活过的农村，特
别是我少年时代农家生活的经历。许许多
多那个时候的生活碎片不定什么时间因为
某种触动就会在我的脑际浮现出来，遥远
而 切 近 ， 几 分 苦 涩 又 几 多 温 馨 温 暖 。 那
坡、那岭，那房、那树，那红薯地、红柿
子……是那样令我缅怀而念念不忘，这就
是我的乡思乡愁吧！

红 薯 和 柿 子
■王端阳

今年 6 月初，在一片点赞之声中，我在
“奔六”之年拿到了驾照，又恰逢购买新能源
汽车优惠政策的出台，我赶紧着手买车，半
个月后就有了自己的“座驾”——比亚迪海
鸥。我的代步工具随之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驾驶着自己的爱车，穿行在滚滚车流之
中，我心中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成就感，在
享受驱车出行之快捷便利的同时，不由回想
起数十年来代步工具的变迁，暗自感慨，思
绪万千。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村里，“飞鸽”“永
久”牌自行车可是最高档的代步工具，人们
视为心肝宝贝似的，一般都不舍得外借。记
得 1983 年的一天，我骑着哥哥结婚时新买
的自行车外出闲逛，突遇滂沱大雨，淋了个
落汤鸡，自行车上也沾了好些泥巴，惹得嫂
子心疼了好几天。

1986 年，我参加了工作，攒了几个月工
资，终于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先是在
十里外的镇上上班，后来又调到县城，两轮
自行车陪伴我度过了青春岁月。那时候年
轻力壮，不管是路途远近、路况好坏，总是脚

踩风火轮似的，一口气到达目的地，不觉得
疲累。

90 年代初，摩托车闪亮登场，成为时尚
新潮的交通工具。但其价格不菲，一般人还
真买不起。那时候，我记得最犯愁的事情，
便是向别人借骑摩托车，一旦人家应允，则
喜不自禁，县城回老家来回一百里，骑在摩
托车上，一路飞快，好不开心。

千禧年之初，我先是一咬牙买了一辆二
手的踏板摩托车，因为太耗油，维修也麻烦，
不到一年工夫就转让他人了。次年又筹资
五千余元，买了一辆本田 125 型摩托车，可
惜不到半年就丢失了。不得已，开过年，又
买了一辆大阳 90 型摩托车，骑行了好多年，
虽说动力不如前者，但是轻便省油。那时
候，人们的代步工具以摩托车为主，放眼望
去，大街小巷都是各色各样的摩托车，谁能
想得到若干年以后，摩托车又会被电动自行
车取而代之了呢？

记得十几年前，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家
庭轿车还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谁家里要
有辆小汽车，别人定会啧啧称羡。后来不过

三五年工夫，小轿车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
了。人们像前些年考摩托车驾照一样，又纷
纷找驾校报名，学开车、考驾照。彼时，大家
在一块交流最多的，就是考驾照的心得体
会。

那些年，时常有人鼓动我考个驾照，可
我就是无动于衷，置之一笑而已。一来是工
作繁忙，无暇顾及，还有就是胆小谨慎，心存
忌惮，不敢开车。同事们纷纷拿上驾照，开
上新车了，我只是把代步工换成电动自行
车，出门只能蹭别人车，回老家时常劳驾朋
友开车送行，多有不便。我时常自嘲：这辈
子怕是不会开车了，与开车无缘了吧。

今年开春，我突然觉得此生不应该留有
遗憾，必须学会开车。就在我跃跃欲试的时
候，又有人劝我打住吧，年龄偏大了，不要盲
动。我心一横，豁出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
全力以赴学习备考。我克服记忆力下降等诸
多困难，反复刷题，强化记忆，看视频、做笔
记，还专门搞了一个错题本，又借别人的车亲
手操作。吃得苦中苦，功到自然成，在所有科
目考试中，我都是“一把过”，一路绿灯，顺顺
当当拿下了驾照。我不由想到一句话：不逼
一下自己，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抚今追昔，我深切体会到：自己近半个
世纪代步工具的变迁，折射出来的是改革开
放以来社会生活的今昔巨变。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什么不
可能的。我想：在当下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
信息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握自己，积极
上进，紧跟时代潮流，才不会落伍。

代步工具的变迁
■李恩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