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光闪闪的清晨，微风柔软，
我走在华城路上，放慢去菜场买
菜的脚步，深深地呼吸，感受着金
坛历史悠久的人文气息和孝道文
化。这不，一个高 2米左右的牌
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乳白色的
外框，深褐色的内框，牌头是蓝底
白字“思母桥”三个黑体字，正文
介绍了“思母桥”的由来。

明万历 22年夏日的一个早
晨，年过50的医圣王肯堂由棺木
中一滴渗血，救下了一对母子。
子金榜题名后，归故里之日，遵母
嘱咐，去医圣府上拜谢当年救母
子性命之恩。王肯堂告之“为人
子者，不可不知医”的孝道思想，
希望巡抚在汇贤河上修桥，不仅
行医方便，又使百姓受益，惠及永
久。巡抚当即答复，桥当修，名遂
以“思母”二字冠之。

怀着对思母桥的敬重和瞻
仰，我打开了手机百度，搜到了常

州历史文化故事，说思母桥也有
另一段奇妙的传说。

金坛东门外下塘河对岸，有
一个叫汇贤村的小村庄，村上鲍
员外家有个聪慧过人的儿子叫鲍
磊，娶妻叫李玉，生下一个儿子叫
鲍碔。鲍员外夫妇相继去世，鲍
磊赴京赶考，路上染病身亡。李
玉被恶霸王冬瓜霸占，鲍碔历经
千辛万苦，金榜题名，荣归故里，
处斩王冬瓜，为民除害，为娘报
仇。鲍巡抚为报答母恩，为母亲
建立家园，并在当年母子分散的
渡口，建造了一座三孔古石桥，名

“思母桥”，每年都要赶回来看望
母亲。后来李玉终老归天，安葬
在汇贤村后面的思母桥东侧，鲍
巡抚每年都来祭扫母墓，即是年
过花甲，力不从心，也要坐轿前
来，从不间断，天长日久，世代沿
袭，亦叫“思墓桥”。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一

直记得那年春天，母亲为了翻新
家里的土坯房，省吃俭用，四处
筹钱，乌黑亮丽的头发，几天之
间就冒出了白发。于是一个阳
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哥哥假装背
着书包去上学，半路上和约好的
小伙伴逃学去采茶叶。我们早
就打探好了，采一斤雀舌两块
钱，采一斤茅峰五毛钱，茅峰采
得快，雀舌不容易采。一到茶叶
地，我们领了采茶篓，就钻进了
茶田拼命采起来。整整一天，晒
得脸上脱皮，采得手指肿胀，过
秤结账后，我和哥哥一共得了10
块钱。爸爸一个月工资才48元，
我们一天就挣了10元，我们甭提
有多高兴了，蹦蹦跳跳回到家，
哥哥得意洋洋地举起钱交给母
亲，然后跟我挤挤眼睛，好像在
说看妈妈怎么表扬我们。谁知
道母亲脸色一变，厉声责问，生
怕我们出去偷，又听说是逃学采

茶叶，更是生气，平生第一次拿
起笤帚抽打我们，责令我们跪在
灶门口反思。无论家里再穷再
难，有父母担当，我们的责任就
是上好学，读好书，就是对家庭
最大的贡献。那时候不懂，为什
么靠自己的劳动挣了钱，母亲还
要责打我们。只是母亲深厚而
明亮的爱，是我们一生的温暖。

曾经的古石、古道、青石板
在时间的淘洗中无可避免的消
逝了，但这些有幸被时光拣选存
留下来的美丽传说，却得以清晰
地凸显出来，在这纷乱复杂的世
界里，留住了生活某些最本质的
东西，那就是“孝”。凭栏远眺，
清澈的汇贤河作为城中的景观
河，仍昼夜不舍地流淌，思母桥
换新颜，融进宽敞的街道、林立
的大厦，但没有忘记推崇“孝”文
化，对母亲的感恩融入了对桥的
神性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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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风还心存温和

高过栏栅的那棵广玉兰

几片叶

从园内跌落到墙外

从春而夏，这宽厚的叶里

该储存多少朗朗的晨读

不敢轻易踩踏

怕听时间坠地的回声

美好总是恰逢其时

玉兰花的洁与艳

宜装点稚嫩无邪的笑脸

庆幸沧桑后，还念念不忘

书本里的静

思母桥边的孝道
悠 悠 岁 月

一、活动主题：
为讲好决胜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宏伟进程中，全区

广 大 人 民 群 众 个 人 成 长 进

步、家庭幸福核心、生活越

来越好等方面的生动故事，

展 现 金 坛 经 济 社 会 加 快 发

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

生 不 断 改 善 、 文 化 更 加 繁

荣、环境更加优美的新变化

新成就，区融媒体中心、区

教育局主办，江苏龙泉太阳

能有限公司冠名的“龙泉太

阳能”杯在全区中学生中开

展“我家的小康故事”征文

活动。

二、活动时间：
2020 年 9 月 11 日 起 在

《金坛时报》、金坛手机台、

金坛新闻、FM89.0 等全媒体

平台刊播大赛启事；征文截

止10月12日；10月中旬组织

评选，同步在区融媒体中心

各平台刊播获奖名单；10 月

中下旬举行颁奖仪式，获奖

作品在 《金坛时报》 等多个

平台予以刊发。

三、征文范围：
本次活动面向全区中学

生。

四、作品要求：
以亲身经历，真情实感，

精彩事例，讲述家庭生活多

样风貌和变迁故事，描绘全

家携手奋斗、共创美好生活

的生动实践，分享新时代家

庭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

主题鲜明、文字流畅、故事

生动、感染力强。征文体裁

不限，字数800——1000字左

右。

五、奖项设置：
本次征文将评选一等奖2

名，价值 800 元的书卡；二

等奖 4 名，价值 500 元的书

卡；三等奖8 名，价值300元

的书卡；优秀奖若干名，价

值 100 元的书卡。组织奖 6

名，颁发奖状奖金。

六、投稿悉知：
1、征文必须为作者原

创，不得抄袭他人作品；

2、所有获奖作品，均视

为投稿人同意主办方有编辑

发表、发布等使用权，不再

另行支付稿酬。

3、征文请发送至《金坛

时报》

邮箱：jrjt005@163.com

联系电话：82108039

常州市金坛区融媒体中心
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
二0二0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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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宁宗年间，腊月初八，八十
一岁的陆游拄着拐杖路过邻家，看到
柴门内炊烟袅袅。中午邻家送来一
碗芋头咸粥，陆游心头一热，觉得春天
来了。

他吃完粥，拿起笔，写下：
腊月风和意已春，
时因散策过吾邻，
今朝佛粥更相馈，
反觉江村节物新。
陆游大概喜欢吃咸粥，他在《述

意》一首诗里，也有“频唤寺僧同夜粥”

的句子。
过去，我们家也经常吃芋头咸

粥，不是供佛，也不是馈赠，是因为粮
食不够，靠“瓜菜代”过日子。记得二
哥下放乡下，记挂着城里老母兄弟，常
常挑些自留地的芋头青菜上来。母
亲有了这些食材，当会安排，今天粥，
明天饭，今天干一些，明天稀一些。《戒
庵漫笔》一文说得极好，“一升可作二
升用，两日可作六日粮，有客自须添水
火，淡薄之中滋味长。”

芋头咸粥，不难做，人人皆会，大
米、青菜、芋头一锅，加水，加盐，加油
就行。这种咸粥是平时日常果腹饮
食，腊月初八这天的咸粥，就讲究多
了，食材至少要有八种，多的要有十余
种。

腊八粥的来历，说法很多，老生
常谈了。古印度也好，釋迦牟尼也好，
皇宫赐粥也好，目莲救母也好，我们也
不去一一详问。倒是作为一种饮食，
一种文化，能传播这么久，传播这么

广，是其它任何一种食馔比不上它的。
我有一内兄，旅居台湾已久，耄

耋之年回大陆探亲，那天，腊月初八，
我全家吃芋头咸粥，他突然到来，我措
手不及，咸粥怎能招待远方来客，便邀
他去饭店共餐。他一见是腊八咸粥，
连连说，腊八粥好，碰得太巧了，回家
吃腊八粥了。他一屁股坐了下来，拿
起筷，端起碗，便大口吃将起来。

他说，今天，吃到了失落多年的
家乡肠胃。

我说，是真的好吃吗？
他说，台湾也有这样食谚，“七月

半吃鸭，芋头咸粥腊月初八。”毕竟台
北与金坛不同，记得小辰光，腊月初
八，下着雪，一盆炭火，闭门喝咸粥，有
蚕豆，有芋头，吃得鼻涕直淌，都没功
夫去揩。

说得众人皆笑。
席间谈笑一阵，时间已晚，扶他

去旅馆时，上了车，街灯闪烁，这一晚，
他在枕上，必定再续儿时旧梦。

芋头咸粥

文/黄晓春

文/胡金坤

闲 情 逸 致

岁 月 流 歌

广玉兰

松
山
简
居

万
佩
贤

文/谢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