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巴金喜欢喝茶，却没有太多讲
究，家家户户都有的白瓷杯，就是他的茶
具。泡的方法也简单，和农夫村妇一样，
抓把茶叶，用开水一冲，味道自然也很一
般。而且，巴金喜欢把茶叶顺手丢在书柜
里，这样一来，茶水就有了油墨的味道，
外人实在难以下咽。

好友许四海是一位了不起的制壶大
师，他对喝茶也很讲究，实在看不下去
巴金这样糟蹋茶叶。于是，他送了巴金
一只自制的仿曼生壶，还专程从家里带
了一套紫砂茶具，为巴金表演茶艺。还
别说，制壶大师确实有一手，用特别的
手法冲泡的茶，还未喝，香味已经在房
间里弥漫，巴金喜不自禁，一边浅饮，

一边感叹道：“没想到，这茶还真听许大
师的话，说香就香了。”接下来，他一口
气喝了好几杯。

作家老舍认为，喝茶本身就是一种
艺术。他喜欢一边喝茶，一边写作。如
果没有茶，喝多少水都觉得不解渴。哪
怕出国或外出体验生活，都不忘随身携
带茶叶。

有一次，他到莫斯科开会，当地人知
道他的嗜好，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热水
瓶。老舍颇为开心，赶紧泡好一杯茶，准
备慢慢品茗。没想到，刚喝了几口，一个
不注意，服务员居然端起杯子给倒掉了，
气得老舍大发雷霆说：“难道她不知道中
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其实，这还

真不怪那位服务员，这是东西方茶文化的
不同，人家以为老舍喝剩了，才非常体贴
地倒掉。

后来，爱茶如命的老舍，居然提出要
“戒茶”，原因是物价高涨，“不管我愿不
愿意，近来茶价的增高已教我常常起一身
小鸡皮疙瘩”。粮食涨，茶也凑热闹，可
见，茶和粮食一样重要，难怪老舍只是叫
嚷一阵，并不见他真正“戒茶”。

郭沫若不仅喜欢饮茶，还擅长写茶
诗，题茶字，就连剧本里都少不了泡茶的
情节。他 11 岁就曾写下“闲钓茶溪水，
临风诵我诗”的句子，可见，对茶的喜爱
是从小就培养的。

郭沫若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少不了品

茶的环节，遇到好茶，他一开心，忍不住
就题首诗、写个字什么的。结果，这诗一
写就不得了，那道滋味独特的茶，从此就
红遍全国了。所以，给他封个“茶大使”
的称号，一点儿都不为过。

为了传播茶文化，郭沫若连创作剧本
时都不放过，借主人公的口，说出自己的
泡茶心得：“在放茶之前，先要把水烧得
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这茶杯茶壶烫它一
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壶里面，要放
大半壶光景。再用开水冲茶，冲得很满，
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出，接着，用
开水从壶盖上冲下去，把壶里冒出的白泡
冲掉。”听起来，真够细致的吧，这就是
他的饮茶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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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犊”的警示
□马 军

□王晓玲

承德供电：提高营销服务水平
承德供电公司积极开展“互联网+”营销

服务工作，推广电子渠道线上交费，为用户提
供 7×24 小时用电服务，大力推广线上办电，
努力实现“简单业务一次都不跑，复杂业务只
跑一次”的标准。 （曹敬立）

秦皇岛供电：农网细密，农户笑颜开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

村的用电量日益增长。秦皇岛供电公司加大农
网低压改造力度，使农村电源点布局更加合理，
从根源上解决了农民灌溉难。 （张媛、光辉）

张家口供电：全力配合京张高铁建设
自京张高铁建设以来，张家口供电公司高

度重视高铁项目所涉及的线路迁改工作，相关
部门和单位周密制定施工方案，简化报装流
程，集中力量、加强配合，高效推进线路改造迁
移施工进度。 （张岩）

承德供电：警企联合查窃电
连日来，承德供电公司加强警企联合，强化

行政执法，打击窃电不法行为。采取群众举报
等方法，对个体经营、临时用电等客户进行检
查，震慑违约用电、窃电的不法行为。（孙艳宇）

秦皇岛供电：结对帮扶助推精准脱贫
从去年 11 月初开始至今，国网秦皇岛供

电公司组建 32 支党员服务队，与青龙满族自
治县出头石村 47 户贫困户结成“对子”，倾力
解决贫困户实际困难。 （张媛、光辉）

博野供电：圆满完成保电任务
元旦期间，博野县电网平稳,电力供应充

足。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上下履职尽责,严格

落实各项保电措施，扎实做好各项优质服务，
圆满完成了元旦期间保电任务。 （湛淑娜）

定兴供电：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各党支部集中

开展“总结、改进、提升，以全新状态奔向2018”
主题党日活动。全面总结去年党建工作，以全
新状态干好2018年各项工作。 （李玎玎）

涞源供电：扎实开展扶贫工作
近期，国网涞源县供电公司扎实开展扶贫

工作。该公司结合“暖心行动”,组织干部职工
一对一帮扶金家井乡岳家庄、孙家庄、泉峪、寨
沟门村的282户贫困户。 （翟文涛）

蠡县供电：开展“一对一”精准扶贫
1 月 8 日，国网蠡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

员来到蠡县南庄乡滑岗村、宋岗村、永兴庄村、
许村、南刘佐村共计 37 户贫困家庭，开展一对
一帮扶，共同谋划致富之路。 （未丹）

阜平供电：开展道德讲堂
国网阜平县供电公司积极开展道德讲堂，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市民文明
公约、行为准则，进行志愿服务、节俭养德、文
明餐桌行动，提升文明水平。 （陈平）

大名供电：全面检查保后勤安全
国网大名县供电公司组织后勤工作人员

对公司办公楼等区域的消防通道、消防器具等
进行全面检查，排除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元旦
期间后勤服务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白静）

枣强供电: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新年伊始，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积极服务

小微企业用电需求。该公司采取主动上门对

客户用电线路、设备进行“健康体检”等服务，
确保小微企业安全、可靠、经济用电。 （冀洋）

武强供电：保障企业安全用电
近日，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组织相关人员

前往孙庄工业区对工业区内客户接户线、电表
等用电设备开展用电安全检查，做到为企业用
户新一年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刘建峰）

赵县供电:强化冬季护电工作
国网赵县供电公司通过进街道、访社区，

向群众发放宣传材料。开展警电联手，严厉打
击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行为，为护电工作构筑
坚实的“防护墙”。 （侯西果）

栾城供电：维护设备保供电
1 月 8 日，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职工在严

寒中，连续奋战 5 天，完成对柳林屯变电站四
套站用设备的升级改造，为提前做好春节保供
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玉昆、韩彦秋）

大名供电:保通讯畅通保安全供电
1 月 2 日,国网大名县供电公司圆满完成

元旦期间安全保电任务。该公司领导轮流在
岗带班，各岗位定人、定点、定责值班，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无阻。 （白静）

霸州供电：开展电力设备维护
进入冬季用电高峰期，为满足广大群众的

冬季取暖用电，平稳迎峰度冬，国网霸州市供电
公司决定，对南孟35千伏变电站内的所有设备

进行维护，确保冬季用电安全。 (赵亚彬)
康保供电：举办主题道德讲堂

近日，国网康保县供电公司举办以“不忘
初心·匠心传承”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通
过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用榜样的力量带
动干部职工见贤思齐、自我提升。 （薛海龙）

枣强供电:加强档案管理工作
近日，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多措并举，严

格按照档案管理制度要求，进一步健全档案收
集、保管等制度措施，实现了档案管理整理规
范化、排列标准化、检索科学化。 （郑洁）

武强供电：节后狠抓作风建设
新年伊始，国网武强县供电公司通过一系

列措施要求，进一步转变员工工作作风，强化
工作纪律，全体干部员工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刘建峰)

博野供电：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约谈
1 月 3 日，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纪委组织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集体约谈、部署第一季度协
同监督及岗位廉政风险排查工作，为全年党风
廉政工作打好坚实的基础。 (湛淑娜)

定兴供电：公司党委组织集中学习
近日，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党委理论中心

组再次就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进行了集中学
习。学习中，该公司中心组成员就党的十九大
报告，谈出了体会、讲出了思路。 （李玎玎）

大名供电：全力应对大风低温天气
面对近日出现的大范围降温天气，国网大

名县供电公司及早部署，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应
对冬季降温天气，确保冬季大风低温天气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 （白静）
枣强供电:筑牢电网度冬安全屏障

入冬以来，国网枣强县供电公司加强电网
安全风险分析管控和电网负荷预测，科学调度
电网运行方式，完善事故应急机制，对辖区内
的高低压线路和台区进行巡视消缺。 （冀洋）

博野供电：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近日，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组织服务队深

入到辖区居民家中，发放安全用电资料，讲解
安全用电常识，并现场解答客户咨询。特别对
家用取暖电器使用维护的注意事项重点讲解，
确保居民用电安全。 (湛淑娜)

张北地税:宣传环境保护税形式多
为确保 2018 年首季环境保护税顺利开

征，张北县地税局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利用县
电台、电视台等平台，强化宣传，致力提升排污
企业的环保意识和应税污染物排放企业的纳
税遵从。 （李润斌）

永清国地税：推进合作深度开展
永清县国税地税通过共同研讨合作范围、

合作机制，制定合作模式、合作办法；对联合办
税厅各环节实施统一管理；加强业务骨干之间
学习和操作培训等，推进国地税合作深度开
展。 （张赵都）

大厂国税:激发消费者索票积极性
1月3日，由大厂国税局、地税局、财政局、

电视台、公证处联合举办的“发票摇奖”首期入
围活动隆重举行。现场随机抽取 200 份入围
发票号码，入围奖获得者将有机会参与现场开
奖活动。 （史蕾、杨宛玉）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那年六月下旬，当大巴在甘肃平凉九曲
十八弯的山路上行驶时，天上的银河就决
堤了。雨中，我有点感伤，这是我第一次
过 甘 肃 ， 没 想 到 ， 烟 雨 朦 胧 成 了 障 眼 薄
纱，只能在一片迷茫中，眺望窗外大山的
奇伟险秀。

赶到轩辕大帝问道“广成子”的崆峒山
时，在云飞雾散之间，我看到一座寺庙像是
天宫一样闪烁在云雾缭绕的悬崖之巅，仅此
一景就让我心灵震撼。难怪历史上的秦皇汉
武，都曾登上此山一览苍穹呢。包括历史上
的大文化人司马迁、杜甫、白居易，以及清
代的林则徐、谭嗣同都有诗词碑文留在此
山，真称得上山中的绝秀。当游览崆峒山的
粗犷百景之后，我这个每日敲打电脑键盘、
很 少 用 笔 写 字 的 人 ， 也 提 笔 为 其 山 写 下

“崆峒之秀，醉我中华”八个大字。之所以
如此，实因远祖建于大山褶皱之间的古寺，
深藏着中国北方的文化底蕴。中华江南文化
美景是“小桥、流水、人家”，而中华北方
的风情写照则是“古道、西风、瘦马”。南
国的阴柔之美与北国的阳刚之气，组成了中
华文化的整体图形。崆峒山的陡峭与险峻，
以它的蛮荒野气，突显出北国山峦的阳刚
之最。

我们是坐着缆车，从山巅滑向山底的。
滑向山底之时，崆峒寺的魂魄似乎不愿游人
离去，天雨又泪珠般滴落下来。接着，奔向

新的山崖景观时，都像是雾里观花。我也突
发奇想：如果把甘肃的敦煌艺术宝库，比作
彩色凤冠的话，平凉山崖景观之奇美，堪称
这只金凤凰身上的羽翅。

夜宿山下宾馆时，我写下的几句感悟
是：平凉大山之美，美在历史与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让我这个北国文化人，陡然见识到
了历经沧桑、巍然屹立于大山之巅的艺术
瑰宝。

我更急于看到的，是今天大山中的山民
肖像，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富江南、贫西
北”之国情记载。从大山之崖到大山之腹，
抚摸到它今天的心跳之后，心灵承受的是另
外一种激动。全国梯田化模范县在平凉的庄
浪，全国享有盛名的苹果之乡在平凉的静
宁。那层层梯田连接在一起，就像江南色彩
缤纷的一幅幅苏绣；那七十多万亩苹果园滴
青流翠，与村庄的红墙灰舍交织在一起，每
种场景都期望告诉人们：今天的西北甘肃，
已不再演绎昔日“古道、西风、瘦马”的故
事，反倒开始抒写今天的童话。特别是走进
苹果之乡雷沟村后，亲眼目睹的一道风景，
更是让人大为惊讶。

接客人的汉子个子高高的，脸上挂着北
国农民的憨厚。在和游人们握手的刹那之
间，我看见他指甲缝中的泥土。这个肖像，
完全符合昔日书页中对“西北汉子”的肖像
描写。当我走进他的院子，第一眼看见的却

是一件与他肖像倒挂的时尚产物：在院子凉
棚里，一辆蒙着防尘罩的新轿车，静静地卧
在棚子中间。

午餐时，在他屋子的墙壁上，细看一家
人的合影。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后墙壁上
一张接一张的奖状上。这些奖状是静宁中学
奖励给他两个儿子的，这两个都是学校的尖
子生。最让人震惊的是，静宁一些走出大山
的乡村孩子，有的不仅进了清华、北大，有
的还到了地球那边，成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博
士生。老农辛勤山中种树，果实改变了他们
的人生。这些大山之腹的土苗苗，正在超越
他们的父辈，不仅走出大山，还飞出了国
门，让中国的鲜花开到大洋彼岸去了。这不
是当今大山之腹的“天方夜谭”吗？

临别，我给他的两个山娃，题写下英国
作家萨克雷的人生格言：生活就是一面镜
子，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你对它笑，它
也对你笑。

我的书法十分丑陋，在出访时常常拒绝
挥笔。这次之所以主动献丑，实因被这大山
之腹的农家感动了。其实，我总关注底层民
生的变化，形成了特有的精神本能。与当地
农民告别时，激情的泪水涌上眼帘，既为大
山之腹的农民生活巨变，更为山乡人明天的
幸福。

归途中，天又下雨了。这不是雨，而是
老天为甘肃秀美山川滴落下来的喜泪⋯⋯

东汉官员时苗是河北
人，以孝廉入丞相府，初为
寿春令，还为太官令，最后
官至典农中郎将，也就是
屯田太守。对于他来说，这
种官位不算尊，任职时间也并不算长，但其影响
却远远超过许多王公显贵。他的事迹不仅《三国
志》《晋书》《寿州志》以及《顺德府志》等史书有
载，而且，连《蒙求》《龙文鞭影》与《幼学琼林》等
儿童启蒙教材，也收录囊中。

据《三国志·魏书》等史料记载：时苗初之
官，用牛牵车至县，岁余生一犊。及去留之，谓父
老曰：“是尔土所生也。初来无此，不可以归。”

时苗本为“寒素之家”，凭着出众的德行和
口碑得以为令一方。由燕赵之地，跨黄河，过长
江，不远千里，来到皖地寿春赴任。与他相伴而
行的是一头老母牛、一辆破旧的板车以及简单
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当。他为政清简，令行风靡，
深受百姓爱戴，只是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便
奉调离任。可是，他生命最为精彩之处恰在此时
闪现。原来，他带来的母牛，意外产下一头小牛
犊。这只能说他运气好，他一天到晚忙着政务，
而他的牛也没闲着，争分夺秒添丁进口。其实，
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目，他的牛产的牛
犊不归他归谁呢？所以，衙门中人一致认为：“六
畜不识父，自当随母。”纷纷力劝他将牛犊带走，
但他却坚决拒绝这样做，尽管生离死别的牛犊
母子，撕心裂肺的悲鸣催人泪下，尽管当地乡亲
父老“攀辕卧辙”的恳挚令人难以抗拒，时苗还
是执意留犊而去。夹道送行的百姓无不感动至
极，纷纷望尘遥拜，这一流誉千古的清廉佳话，
便从此留存民间。

当地百姓，遂把小牛饮水之池取名为“留犊
池”，又在牛犊栖身地建起“留犊坊”，以表达他
们发自肺腑的钦佩与崇敬。后来，明代知州赵宗
遵从民意，又在池北建“留犊祠”，池祠之间的街
巷曰“留犊祠巷”。

区区一只牛犊，何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就算一只金牛犊，恐怕也不能达之万一吧。其
实，这种疑问，明代的于谦已经清清楚楚地给出
了答案：“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曲天地间的绝响，昭示的是一种光明磊落、坦
荡无垠的民族精神：清白做事，清白做人，清白
立身。“时苗留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宝贵的
民族精神。

按说，时苗遵从众议，带走牛犊是有道理
的，没有任何人会以为不妥，但是，时苗却自有
他的道理。尽管“时人皆以为激”，他仍然坚如磐
石，显然，他是站在了“一览众山小”的“绝顶精
神”上。

正因如此，曾写出不朽诗篇《悯农》的唐代
诗人李绅，才将其与汉代以清廉闻名的项仲仙，
一同捧上圣坛。他在《闻里谣效古歌》中这样写
道：“乡里儿，莫悲咤。上有明王颁诏下，重选贤
良恤孤寡。春日迟迟驱五马，留犊投钱以为谢。”
显然，这是古人对绝不妄取的高古之风给予的
讴歌与推崇。

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更是将时苗
的高行定为法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遵照执
行，“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并亲自名之曰“颁
令箴”。

毋庸置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据《晋书·
羊祜传》记载，西晋钜平侯羊篇出任青州刺史
时，“历官清谨，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
之”。另据《晋书·王逊传》记载，名将王逊做上洛
太守时，“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悉以付官，
云是郡中所产也”。看来，他们的嘉言懿行，不仅
赢得了时人的广泛赞誉、朝廷的信任倚重，也俱
以清名流芳百世。

倘若时苗等人换个角度，觉得自己的牛犊
理所当然应归于己，那的确也能说得过去，顺着
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足以得出另外一种结局：自
己“该”拿的凭什么不拿，自己“该”得的凭什么不
得？既没去偷，又没去抢，自己长腿来的，顺理成
章就“该”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要。显然，一个“该”
字，文章可就大了，宇宙乾坤都能装得进去，好多
人也就理直气壮地在这个“该”字上迷失了自我，
甚至断送了自己曾经无限美好的初心和不可限
量的辉煌。此例多多，确实值得深思。

东汉时苗用自己的言行铸就了一座丰碑，
其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力量，警示后人应该如
何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

我的家乡地处广袤的平原，竹是常见
之物，每家的宅前屋后都会有一片竹林。
那一丛丛竹林，经过主家精心侍弄，葳蕤
繁茂、幽篁叠翠。

家乡有句俗语：“十件家具六件竹。”
乡人常就地取材，把那些青青翠竹制作成
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具，大到竹床、竹椅、
凉席、摇篮，小至菜篮、鱼篓、竹笠、筛
子，连热水瓶的外壳、养鸟的笼子、刷锅
的刷子、老人用的拐杖、小孩玩的竹蜻
蜓，都是用竹子制成。乡人用他们粗糙却
又灵巧的双手，激活了乡村色彩斑斓的
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里，父亲是个舞弄篾刀
的好手。那把上厚下薄中间微凸的篾刀，
永远磨得锃亮，可以砍竹、削枝、破竹、
刮青、剖篾⋯⋯一根根翠竹，在父亲篾刀
的打磨下，变成了一件件精致、实用的
家什。

破竹，是父亲的绝技。父亲从竹林里
砍来鲜竹，劈掉竹梢，削去枝叶，用双膝
把竹竿夹紧，一头抵住墙角，一头搁在肩
上，先用锋利的大篾刀在竹竿的顶端，开
一个正正的“十”字形口子，然后，将一

个老桑木做的“十”字形卡子揳进去，再
用刀背捶打卡子，“啪”的一声脆响，竹
竿裂开了好几节。接着，顺势使劲往下
推，随着父亲身子弓下又直起，直起又弓
下，竹子节节劈开，“噼啪噼啪”的响声
像燃放的鞭炮。但很快，卡子被夹
在竹子中间动弹不得。此时，父亲
放下篾刀，用一双铁钳似的手，抓
住裂开口子的毛竹，用臂力一抖一
掰，又一阵清脆的爆响，毛竹訇然裂开，
一分为四了。父亲动作娴熟、一气呵成，
姿势如舞蹈般优美，看得人们眼花缭乱。

接着是剖篾。父亲根据所需，将竹
片剖成规格不等的篾片与篾条。父亲用
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一块竹片，右手
的 篾 刀 轻 轻 砍 进 去 寸 许 ， 再 将 刀 身 一
撬，只听“哧”的一声轻响，竹片便裂
开一条几尺长的缝，如此重复，一条竹
片竟能劈成好几片篾。最外面的一层带
着竹子的表皮，行话叫“青篾”，这层篾
最结实，竹器的受力部位一般要用青篾
来 做 ； 不 带 表 皮 的 篾 ， 就 叫 “ 黄 篾 ”，

“黄篾”再剖，又分头黄篾、二黄篾、三
黄篾。“黄篾”的结实程度就比“青篾”

差了，像箩筐、晒箕的主要部位由于用
量大，一般就用“黄篾”。

然后是刮篾。父亲将刮刀固定在长凳
上，拇指按住刀口，然后快速抽动篾条，
让篾条从刀口上滑过，每条篾条一般抽上

四次，地上立刻开了一堆鹅绒般的竹
花，被刮过的丝篾也变得粗细均匀、
光滑细腻。等所有的篾条都刮好，父
亲随手抓起一把薄篾，轻轻抖动，柔

韧细长的篾条发出“哗啦啦”的声音，金
光闪闪，如金蛇狂舞一般。

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编织了。父
亲席地而坐，把篾条横竖交织，或编或织
或拉或穿，随着上下翻动，细窄修长的篾
条在父亲的手指间轻盈地舞蹈，一来二
往，慢慢就编成硕大的竹席、圆圆的竹
筛、尖尖的斗笠、瘦腰的鱼篓⋯⋯村里的
孩子们常常会围坐在父亲身旁，聚精会神
地看父亲编织。父亲偶尔会为我们做几个
竹箍，让孩子们在泥路上滚着玩。这时，
落寞的乡村生活便多了几分欢愉和生气。

农闲时节，父亲会挑起篾匠的行头，
出门找东家做事。父亲的挑子，一头是工
具箱，另一头是材料架。那工具箱用柳木

制成，椭圆形状，尺把来高，箱盖打开以
后形成一个半圆形敞口，里面装有篾刀、
小锯、小凿、小钻之类必备的工具，还有
几件换洗的衣服；挑子另一头，则放着长
长短短、宽宽窄窄的竹片，竹架上挂着锯
子、圈成圆圈的竹篾，下面还挂着竹篮、
筲箕之类的篾器。父亲走村串户，哪家有
活，就在哪家落脚驻扎，若是编一领竹
席，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少则三四天，多
则一个星期。活干完了，再换一家。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父亲在种田的闲暇，凭着
一把篾刀走村串户，一日三餐在东家吃省
下了不少粮食，又能挣点辛苦钱，为全家
维持了生计。现在想来，父亲用篾刀，给
了我相对富足的童年。

岁月悠悠，随着农村生活条件的改
善，好多竹制的家什渐渐被其他材质所
取代，父亲的手艺也没有了用武之地。
但是在农闲的时候，父亲还会把他的篾
刀取出来，上油、擦拭一番，那把篾刀
直到现在还是那么锃亮，那么锋利，只
是父亲再也不会带着它走村串巷。父亲
常常默默地看着、抚摸着那把篾刀，有
些黯然神伤⋯⋯

□黄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