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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的特点，是将货物方便快捷直达
用户手中。送货上门，是最主要的特征。而
这，在以前是有过的。

我舅舅在乡下住着，家里养了好几只
奶羊。舅舅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挤羊奶、装
瓶，送到我们小镇来。我家也订了一份，从
挤奶到配送的功夫，也就几个小时而已，十
分“快递”。我舅舅是个瘸腿的，走路摇摇晃
晃，像条舢板船。但是，他那蜗牛般的速度，
丝毫影响不了送羊奶的“快递”时速，将一
瓶瓶的羊奶，送到订户的家门口。即便是下
雨天，舅舅也照送不误，绝不食言毁约。

有一天清晨，下着雨，母亲叫醒我。我
睡眼惺忪起来，却看见舅舅已经送羊奶来
到我家门口。他身穿蓑衣，头戴斗笠，像个
古代的铠甲卫士。母亲叫他进门歇息，喝点
茶。他连连说不了，穿蓑衣，脱下费工夫，湿
漉漉的，还得去别家送奶。我看着他迈着蹒
跚的步履，一脚高、一脚低地消失在雨帘
中。舅舅的“快递”精神，就是践约守信，将
他的羊奶，送进客户家中。

早晨的“快递”，还有卖荷兰豆的。捣鼓
这种营生的，往往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她
那么早就起身沿街卖货，不由得让人佩服。
卖荷兰豆的小姑娘，身穿点缀着小碎花的
衣服，衬托出淳朴至极的单纯。她挎着一个
竹篮子，篮子里装着用碱蒸熟的荷兰豆，酥
酥的，那色泽是金黄色的，散发出清香。荷
兰豆上披着一条纱布，有人来买时，小姑
娘就撩开纱布，用一根木勺子舀起荷兰
豆，然后称重，装碗。整个过程，手脚十分
麻利，起落干净。小姑娘卖货的特点，是懂
得吆喝，沿街叫卖着。那“卖荷兰豆哟，卖
荷兰豆哟……”的脆叫声，跟着她一路，我
看着她的小碎花的身影，消失在街巷中。

前两样“快递”，较为定时。而卖麦芽糖
的，则飘忽不定，也最受小朋友喜欢。卖麦
芽糖的汉子，挑着货郎担子。来时会敲着一
串铁片子，恰恰恰地响着。一闻铁片声，最
爱拥围的是小朋友，因为那麦芽糖甜甜的，
小朋友们最为喜欢了。并且，一两分钱都可
以买来吃；即使是没钱也可以用破铜烂铁
来换，还可以用牙膏壳来换，乐得小朋友们
纷纷手里攥着一些小物件来换取，货郎担
子一时间围满了人，大多是小朋友。我平时
自然也收集了一些牙膏壳，来满足口舌之
欲。这样的“快递”为小朋友们服务，是那年
月才有的一景呀。

往昔的“快递”，如今已经湮灭在商品
经济大潮中了，但我忘不了当年的情景。

往昔的“快递”
□蔡天敏

（CFP 图）

久居闹市或者耽于工作的人，
容易因压力过大心情低落，或者工
作效率不高。面对这种情况，一些
人会利用节假日跑出去释放压力，
给自己“充电”，然后再以良好的姿
态重新投入生活工作学习当中。

明白压力太大的负面影响对
于深受其害的人群来说很重要，这
就好比绷得太紧的链条，如果强行
运作则容易断裂一般，绝对不可掉
以轻心，一台机器如此，人亦如此，
我们常说要重视身心健康，但心灵
的健康却常常被忽视。

能释放压力的方式有很多，来
一段旅行、来一次聚会、来一场娱
乐活动等等都可以，若是选择游
玩，到山间、海边，或访名胜古迹均
可，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向我们敞开
怀抱。像我，就喜欢就近到杨梅山
上走走，深山隐古寺，既能欣赏风
景，还能呼吸到山林里新鲜的空
气。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
知年。”意指深山中没有日

历，所以到了寒气消失的时候，都
不知道是哪年哪月。诗人远离尘
世，隐居山林，不知今夕何夕，不知
世事变化，自在而又逍遥。我们这
个时代真正的隐士已然不多，不过
现代人偶尔让自己的心灵稍微归
隐一下也并非不可。

独自走走山间较少人迹的小
道是不错的选择，能够让人静下心
来，经历一番心灵的暂时归隐。随
着岁月变迁，有些山道已湮没。我
循着一条旧时僧人走出来的山间
小道，穿林过涧，沿途还有错落有
致的茶园，山道边不时可见形态各
异的巨石，有时还得从巨石上或者
巨石间通过。较陡的地段，有石砌
的不规整台阶，古意盎然。较平整
的地段，则落叶满山路。

夏日，我再次踏上这条林荫
道，林中白色木荷花与黄色相思花
开满山间，既让人感觉繁华绚烂，
又不失圣洁庄重。山路地势较高，

几乎可以远眺洪濑
镇区全景。走上这

条山间小道，一边是红尘滚滚，一
面是密林深深，听着林间鸟语啁
啾，闻着路边花的芳香，心便逐渐
变得宁静起来。

林间的风、山林特有的气息抚
慰疲惫的心灵，让自己变得通透起
来，没了那么多的欲望。毕竟，华屋
三千，晚上睡觉也是三尺床足矣；
财富万千，买不来太阳不下山。很
多时候，人们知道身体健康的重要
性，却时常忘却初衷偏离轨道。

吴均《与朱元思书》中提及：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
者，窥谷忘返。”强调了自然山水对
心灵的抚慰作用。诚然，科技的发
展、社会的进步让我们更有紧迫
感，也想跟上时代的节奏，但不要
忘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只
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为
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仰头看天，天上白云朵朵，身
边草木芳香，耳边鸟语声声，身畔
山风徐来，让人陶醉其间。

山行感悟
□谢华德

初夏时节，踏访青阳冶铁考古遗址。
气温炽热，因冶铁引发的情思更热。讲解
员介绍青阳冶铁考古的重大发现，为宋元
泉州制造业增添了重要史料，为泉州作为
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提供了“铁”证，这一说
法令人倍感振奋。

有了青阳冶铁为支撑，泉州的造船技
术前进了一大步。不仅船舶更加牢靠，就
连锚碇及压舱石，也由石块变成了铁块。
泉州后渚海边挖掘出土的宋代古船，那根
硕大粗壮的铁锚，是古船博物馆的镇馆之
宝，其雄姿每每博得参观者的啧啧夸赞。
铁器铁件让船舶得以抵御风浪拍打及海
盗撞击，实现了梯航万国的目标。泉州的
海外交通航线，伴随着持续500余年的青
阳冶铁炉火而不断延伸拓展，从而铸就了
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

冶炼作为农耕文明的一大标志，也是
安溪立县的重要因素。五代十
国时期，詹敦仁在小溪场设清
溪县（宋时易名为“安溪”
县），并成为第一任

县令。其设县的重要因素，是这里“冶有银
铁”，不仅矿藏丰富，且冶炼技术十分成
熟。詹敦仁诗云：“晋江江畔趁春风，耕破
云山几万重。两足一犁无外事，使君何啻
五侯封。”农耕当然离不开铁铧犁，能够

“耕破云山几万重”，足见当时铁铸农具已
十分普及。

正是有着挖矿、冶炼、锻造一条龙，处
处叮叮当当锤铁声为基础，青阳下草埔大
规模冶铁坊才得以应运而生。这里是五阆
山脉的矿藏富集区，石灰石、铁、锰、煤足
够采炼数百年，而周边到处是熟练工，师
带徒，父传子，一茬茬的工匠接续劳作，技
术不断推陈出新。在工场选址上，即可见
出当年决策者的智慧。这个千年前的冶铁
场“躺”在峡谷中，地势北高南低，三面群
山环抱，南面缺口清风徐来，形成一个天
然的冶炼鼓风箱。工场附近有古道

与水道，生产出来的沉重铁
件，沿古道即可送到河船

上，顺流直下，与东海之滨刺桐港的船舶
接驳，“兴贩入海”“远贩藩国”，源源销往
海外。

这一天造地设的绝佳工场，人们当然
舍不得放弃。每当冶炼产生的矿渣堆积到
一定高度，工匠会以“板结层”方式进行平
整处理，沿山坡往上一个层级重新修建冶
铁炉，脸膛被炉火烤红的师徒再开始新一
轮的锻造。这种方法，类似于如今的垃圾
压实填埋技术，大大节省了运载处理矿渣
的时间。整整14层的板结层，一层层都记
录着工匠们的艰辛付出，承载着他们劳动
创造美好生活的憧憬。

青阳冶铁工坊也是一个实验场，工匠
们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才找到铁矿石、
焦炭、石灰石的合适配搭比，不知道点了
多少炉火，才探索出加炭鼓风达到千度高

温的办法。而在这一次次的试
验过程中，他们不断调
整改进，终于使青阳冶

铁工艺达到了

同时代世人难以跨越的高峰，铸就了宋元
冶金手工业的传奇。

同样的，几百年后，青阳冶铁遗址的
考古发掘也是一个艰辛的试错探索过程。
考古调查队探寻乡村田野，踏勘峰岭山
岗，向泉港、洛江乃至晋江青阳的百姓作
了无数次的询问调查，才在安溪尚卿乡青
洋村永安堂前听见一名余姓老者说，儿时
曾在对面山坳里见过铁渣。调查队循迹而
至，在杂草丛中发现了有熔融、滴落纹理
的大块矿渣，从而揭开了下草埔冶铁遗址
考古的大幕。

考古发掘是体力活，除了专家学者，
当然少不了当地民工的参与。听说要让老
祖宗留下的遗迹重现，当地百姓热情高
涨，用心学，用力挖，涌现了一批不亚于专
业水准的“考古技工”。本地司机余庄林每
天载着考古队早出晚归，停车等候时，他
主动帮忙递水送饭、登记资料，一来二去，
让他滋生了对考古的浓厚兴趣。三年“陪
考”，在北大专家学者身边，耳濡目染，他
了解了青阳冶铁的点点滴滴。三年后北大
考古队走了，余庄林却不想走，他就留在
遗址博物馆，成了一名文物保护员和义务
讲解员。

在繁华喧嚣的年代，考古属于冷门行
当，北大考古队感染带动余庄林等人加入
考古的经历，向世人昭示了一个道理：热

爱是最好的老师。同样的，正因为
有一批对冶铁充满热爱的中

坚力量，青阳冶铁工坊
才能数百年炉火不熄，

烈焰辉耀古今。

冶铁热焰耀古今
□彭耕耘

愿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我，都
能在微小的日常里，捕捉幸福的
瞬间。

1.看一场绚烂晚霞。

2.随手拍下美好瞬间。

3.定期处理不再使用的物品。

4.学会做几道拿手菜。

5.趁着天气正好，到户外走走。

6. 回到家里，就换上舒服的家
居服。

7.给自己花点小钱。

8.拥抱亲人，感受爱意。

9.让自己保持微笑。

10.睡前读半小时书。

11.看一部经典的电影。

12.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

13.在运动中感受美好。

14.培养并坚持一种爱好。

15.用心装扮自己的房间。

16.定期享受一个人的独处。

17.多赞美自己，也赞美他人。

18. 早睡早起，学会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治愈生活的小事

家里养了一只猫，名叫小五，黑白黄
三色，是只小三花。平日里，它习惯躺在阳
台门口，迎着风，懒懒地伸个腰，惺忪的双
眼没来得及张开，又复睡去，一副时光安
澜、岁月静好的样子，惬意得很。

我从书房看出去，露出来的尾巴，挺
立时如微风荡芦苇，低垂处似秋水逐枯
叶。小五周身都美，我却独爱它的尾巴。来
家里快半年了，我学会从尾巴来窥探小家
伙的心情。喜悦时，趴在阳台栏杆上，凭风
远眺，明眸星灿，微微颔首，盈盈白须，像
丰神俊逸、绝世无双的翩然公子。这时候
尾巴是轻盈的，多半是竖起来的，偶尔伴
有左右摇摆，悠闲自得。一听到开门的响
动，像百米跑运动员听到发令的枪声，瞬
间从阳台下来，“喵喵”作响。蓬松的毛发，
像一把新做的鸡毛掸子，围着小腿来回地
蹭着，掸去我一日劳作的烦忧。愤怒的时
候便没有这般可爱，锋利的爪子把栏杆拍
遍，来回踱步，酷似笼中小虎。此时，尾巴
也变得沉重起来，低垂地拖着地。

我们一家和小五是有缘分的。今年春
节回乡下老家过年，儿子去村口的小超市
买玩具，回家的路上，草丛里钻出来一只
小猫崽，浑身脏兮兮的，对着儿子就是一

顿叫唤。儿子返回超市给它买了火腿，但
小家伙一口都不肯吃，一路踉踉跄跄地跟
了二里地。

我把它抱进屋子的时候，细嫩的脚掌
已经被公路上的泥沙摩擦得通红。它依在
我怀里，四目相对时，我猛然发现它的眼
睛很是可爱，中间黑色的眼球，周围浅橘
色、茶汤色、金色晶体次第铺开，散发着温
和的琥珀光芒，完美地过渡到眼眶周围毛
发的黄黑色，有种层林尽染的美感。鼻翼
两侧被泪水流成浅浅的水渠，脏物污染两
汪碧池，我帮它拭去眼泪的时候，也抹去
岁月刻在一个弱小生灵上的苦痛。给它洗
澡时，我认真地打量小家伙，腹部和四肢
是纯白色，雪一样的白。腹部以上，黄色和
黑色相间，像是白色的小战马戴上了黄褐
色的鞍辔。

小五到来之前，我家是养过猫的。三
十多年前，祖母养过一只猫，通体灰色，得
有十几斤重。我和祖母缘浅，八岁那年老
人家走了，我对祖母的记忆朦胧，依稀记
得那只大灰猫，祖母每次“喵喵”地喊它吃
饭时，都是慢慢悠悠地晃荡
过来。祖母走后，大灰什么

时候不见的，我已经没有印象。如今只要
看到大灰猫，就容易想起祖母。后来，母亲
也养起了猫，她常常提起祖母的那只猫，
说祖母宝贝得很，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
代，从自己的碗里省下几口食物给大灰
吃。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母亲养的猫繁
殖很快，但她舍不得送人，也就越养越多。

我们把小五带到泉州，抽血化验打疫
苗，宠物医生给做了全身检查。网购猫粮
猫砂，查阅资料，我们一家三口分工学习
养猫技巧。小五的到来，给生活增了一些
意趣。每天早上，一到时间就爬到床上，把
我儿子挠醒，比十个闹铃的叫醒服务都好
使。每次我看书写文章时，它总爱在我的
脚下转来转去，像尽职尽责的守卫，
偶尔趴在书上，指指点点，生怕我漏
了哪一句。但是，小家伙也带来不小
的麻烦。它和阳台的瓶瓶罐罐、花花
草草八字不合，经常撞个“瓶仰猫
翻”。更可恶的是，这家伙偶尔还会跑

到床上去撒尿圈地。好在一家人对它都很
宽容，口头教育一下，就忙着去打理床被
了。

医生断定，它大概一个月大，二里地
对它来说是一次长征，这是一段难得的缘
分。世事苍茫，愿世间的生灵万物得以善
待，我问过母亲好几次，为什么养这么多
猫，她每次都说，祖母有只大灰猫。我知
道，或许和我一样，看到猫，她也想我奶奶
了。小五来的这一天，是正月初五，我们就
给它取名“小五”，而这一天，恰是我已故
祖父的生辰。

家猫小五
□叶文韬

（CFP 图）

快乐的三大秘诀：无所谓，
不至于，没必要。

“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这句话
说的是，在三伏天的早晨享受着清爽，在
庭院中悠闲地翻阅着旧书。今年7月15日
将迎来三伏天，7月11日为六月六——晒
书节。每逢炎夏，我总会想起少年时每夏
必做的一件事：晒书。

民间谚语云：“农历六月六，家家晒红
绿。”“红绿”指的是五颜六色的衣服。意指
到了这一天，人们会拿出家中的衣物、被
褥晒一晒，以防止损坏、霉变。除了晒衣
物，凡是有藏书的家庭，还会把陈年累积
的书籍都摊出来暴晒。明代《帝京景物略》
中说：“有晒其衣物，老儒破书，贫女敝缊，
反覆勤日光。”六月六也被称为“晒书节”，
我总要搬出家中藏书，摆在天井当院，暴
晒半日。

上溯到清代，我的先人做过举人、贡
生。“书香门第”的遗风使家中藏书“富甲
一方”：经史子集且不论，单单我从各种渠
道淘来的“杂书”就有五大箱子。《中国通

史》《民间医术秘笈》《中国画法技巧摭谈》
《宋词赏析》《诗词格律韦编》《中国古代蒙
学》《西游记》《三国演义》《瓜棚柳巷》《明
清散文集》《收藏杂说》……富人藏金，穷
人藏书。闲暇时翻看“杂书”成了我生活中
最惬意的享受。

六月六常是艳阳高照好天气，许多人
家会抱出冬衣或被褥，暴晒消毒，好收纳
起来。

别人晾衣晾被，我则晒书。
晒书是有讲究的。首先要看天气：最

好是选晴天。不能时晴时阴，或晴转阴雨，
或多云多风，这样的天气均不利于晒书。
其次要掌握时段。上午10时到中午12时
为最佳时段，此时段阳光不甚强烈，对书
籍伤害极小。选一晴天，把门板铺在当院，
然后搬出家中藏书，像商贩“练摊”一样，
一本本小心翼翼地摆上去。动作迅疾而稳
当，生怕弄坏了书页。来来往往，扛扛抱
抱，弄了一头汗，才将所有的藏书摆出来。

我似将军检阅三军，背着手从门板间
走过，这瞧那看，心中喜忧参半：喜的是这
些书籍相伴多年，依然毫发无损，今日去
霉杀虫，益发“长寿”；忧的是，阳光炽烈，
稍不留神就会将书页晒黄、曝脆。这与晒
书的初衷相悖，得不偿失。

正巡视间，忽见几只鸡崽跑来捣乱：
它们从没见过此等场面，以为有大餐可
食，遂叽叽地围拢上来，如刀细爪上下飞
舞——寻食书脊间隐匿的蠹虫。

担心这群小东西刨坏了藏书，我便挥
舞树枝赶跑它们。偏偏它们学会了“打游
击”，这厢刚刚轰走，那厢又涌了上来。于
是，人和鸡崽便围着门板玩起了猫捉老鼠
的游戏。

赶走鸡崽，天已近中午，顾不得通身
汗水，忙喊出家人，将晒好的书一一收箱。
那书晒过之后，霉味全无，染上了阳光的
色彩和味道——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重新
泛出了油墨的清香！微风拂过，空气中弥

漫着特有的书香。缕缕书香像是一剂调心
理胃的灵丹妙药，闻之如饴，品之爽然！久
读书的人，对这种熟悉的书香是极为敏感
的，而且闻之便心生敬畏——对传统文化
的一种坚守和敬仰！

一边收书入筪，一边检索一番。仿佛
老友晤面，心中欣喜异常。摩挲这本，如同
昨夜刚刚读过，“老友相聚泪涟涟，回首往
事话无边”；翻阅那本，依稀有过渊源，“正
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遇到心
仪的书，便索性坐在门板上，捧卷展读，顿
觉心窗大开，清风骀荡，令人喜不自胜！

“向夕陈庭尝下果，连年每晒腹中
书。”炎夏晒书，晒的既是家中藏书，也是
一种情怀，更是一种对汉字文化的坚守与
传承！

六月六晒书
□钱国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