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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窗心影 刘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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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曹村是一种缘分。去之前，似乎也不
曾期待，心想不过一个村子而已，现在的美丽
乡村多了去了，到哪里都是看。但抵达之后才
发现，遇不遇见曹村都是一种遗憾，不遇见遗
憾而不自知，遇见了遗憾怎么不更早遇见。

这是我第三次走进曹村，第一次，是一群
人，三年前；第二次，还是一群人，三天前；只
有这一次，是一个人，而且是冒着大雨。

曹村是一个来一次就能爱上的地方，无
论是它的过往，还是它的今生，都值得大书特
书。曹村位于德胜岩山脚，是原塘李乡政府所
在地，距市区10公里，离火车站、机场、后宅
高速口均在2公里左右。古时的曹村是浦江、
诸暨到义乌、金华、天台等地的官马大道，今
天，它仍然是连接义乌与浦江的交通要道。

“曹者，姓也；村者，邨也；而曹村者，乃绍
公之裔族居地也。”义乌稠岩曹氏已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宋太宗端拱二年(989 年)，始祖曹
绍公从金华迁至稠岩之下，历经六朝，传承三
十八世。先祖世居上曹、中曹、下曹，长达 8
里。永乐八年（1410 年），十八世祖曹添贵同
母周氏来创一里三桥基业，名曰曹村，自此，
这一村名沿用了600多年。直到2018年，曹村
与北岭塘、三川塘村合并成了稠岩村，但人们
还是根深蒂固地唤此地为“曹村”，不仅是村
里居民，还包括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游客。

一里三桥是稠岩曹氏的发祥地。村里原

先只有曹氏一脉，由于曹村的地理位置四通八
达，后期自然形成商业集聚，吸引了众多外埠异
姓来此从事各类商业活动并定居下来。曹氏原
住民视外姓为一家，各姓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也就有了兴盛400多年长达600多米的商业老
街。为了方便农耕物资进出，曹村老街上的每个
店铺都开有后门。“前门走商，后门走农”是这条
商业老街沿袭多年的规矩，直到现在，很多店铺
仍然留有后门。

在中国古村落，一水隔两岸是常态，但一村
二水却不多见。洪巡溪与后溪是这个古村的两
条小溪。后溪两旁是葱郁的绿植，溪中是摇曳的
水草和嬉戏的小鱼，转弯处有一幅夺目的墙画。
站在溪边，有凉风偶尔飘过。眼前的小溪以自己
独特的安静和肃然，为这个古老的村庄平添了
另一种意蕴。

有水的地方必有桥，曹村也不例外。穿村而
过的小溪上有普济桥、登云桥(现名太平桥)和
感山桥三座石拱桥。这三座桥，都与一个人有
关，他就是曹村的先祖曹添贵。三桥均建于明
永乐年间，一座通往浦江，一座去往桐庐，还
有一座到德胜岩。正是因为有了这三座桥，曹
村成了商贾云集之地，曹村老街也曾繁华了
数百年。

从普济桥下来进入老街，五彩纸伞倒挂空
中。现在的老街也就一百来米长，老街上的许多
房屋都在岁月的更替中倒塌了。村里的老人回

忆说，以前街道两旁除了销售商品的店铺外，还
有茶馆、修鞋铺、弹棉被及小旅馆等服务性行
业，每到集市日，老街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
派欣欣向荣景象。2017年，老街经过改造、修复
提升，目前开设有茶道、书吧、画廊，还有陶瓷、
汉唐服饰、非遗展示等等文创产业。百米老街上
琴棋书画、丝瓷茶香应有尽有。

曹村还是个出将才的地方。曹氏二十四世
曹大宾、曹大礼随戚继光抗倭守边疆，战功赫
赫。曹大宾先是跟随戚继光抗倭，明神宗万历二
十四年（1596 年）任南营千总，后又出征朝鲜，
因援朝抗倭有功，再升守备。同僚杨伯常赞他是

“三桥里内一英人，六韬三略胸里存。”曹大礼曾
任长城喜峰口入首把总。如今，在辽宁省绥中县
的曹家房子村和它附近的花户庄村、杨树村、立
根台村、永安村、獐狼立村、大柳村、西甸子等
村，都有从义乌曹村走出去的曹氏后裔居住者，
他们的祖上跟随戚继光北上戍兵，战事平息后，
就在长城脚下繁衍生息。2014 年后，绥中县曹
家房子村的曹氏后裔曾先后三次回到他们祖先
生活的村庄寻根问祖。

沿着老街慢慢走慢慢看，我突然明白了点
道乡吧主人曹勤丰说的话：“我自始至终所做的
一切，都没有任何计划书，也没有任何所谓的

‘模式’。我只希望以一种自然的法则去做，去不
断地修复、保护……”一切遵从自然，这就是为
人处事的最高境界。

遇见曹村

玉壶山脉延伸至义乌城西，有一山名曰五峰山。
两翼群山绵延，层峦叠嶂。其左一侧，远望如凤凰展
翅，故乡人谓之凤凰山。六七十年代兴修水利，筑坝
成水库，即今凤凰山水库，坐落于北苑万村以北数百
米。余观其幽静怡人，常闲游至此，已数年哉！日久情
深，钟爱此地。陶醉之余，曾附庸风雅，拙笔填词而赞
之，词穷而意未尽时，几叹未能作一赋。今晨至此，见
满目葱翠，云烟氤氲，猛然惊醒。遂冒布鼓雷门之嫌
作此赋，聊以自娱。

坐北朝南，形如凤凰。朝哺阡陌，暮瞰城乡。草为
其裤，松为其裳。群峦起伏丰其背，风云游弋绕其项。
鸟雀清唱树巅，虫兽潜伏草丛。泉水叮咚，哼欢歌荡
谷内；湖光潋滟，噙秀色揽怀中。寺院僻隐于青山，香
火旺盛，嘈杂不可兼容；凤凰幽藏于匡谷，饮露幽境，
涉足犹入阆宫。

春来山花烂漫，坝下桃花，粉妆灼眼，蜂蝶狂舞，
闻香迷路醉其间。夏至松柏葱郁，幽静清凉，碧水蓝
天，影映成趣，避暑休闲入画卷。秋起层林尽染，绚
丽多姿，色彩斑斓，晨钟暮鼓，修身养性润心田。冬
至银装素裹，山舞银蛇，迷倒梅仙，口含翡翠，静候
春雷唤新颜。四季景致各异，交替轮换，置身其中，
忘返流连。

余生怜易安之忧郁而无奈，尊崇东坡之豁达而
倾心；钦服陶潜之无忧欲习之，仰慕谢客之洒脱欲效
之；然困商城贸易之所缺脱壳之计，处江湖喧嚣之地
却浑身乏力；叹时光易逝，承岁月无情。故逐日至此
纳清气，亲山水，赏风光，抒情怀，虽风雨，而无阻。妻
曾问，此为癖乎？余兴答，乃所爱也！

凤凰山赋

肯定是那个垃圾堆旁又在焚烧垃圾了。
父亲匆匆打开防盗门，噌噌往楼顶爬。这已经
是父亲很多次往楼顶上爬了。空气中弥漫一
股烟味儿，朝整幢房飘飞。可怜的父亲肯定又
误认为这是炊烟了。

不出意外，父亲又拖着双腿下来了，神情
沮丧，嘴里嘟哝着。

父亲来城里帮我带孩子，有一段时间了。
来城里之前，父亲住农村老家。父亲有一天竟
然很文气地问我，这里的天空，怎么就没有炊
烟呢？

父亲的思维没有与时俱进，记忆还停留
在先前。是啊，先前的乡村，一到黄昏，家家户
户的屋顶就直冒炊烟。袅袅炊烟在屋顶上空
盘旋、弥漫。秸秆燃烧升起的炊烟，带着一股
稻禾的清新气息，远远就能陶醉人的神经，让
人产生归家的念想。

一辈子在乡村耕作的父亲怀恋炊烟，是
容易理解的。从小在乡村长大的我，又何尝不
是如此？

刚住城里时，我看到烟雾升腾，自然
会想起家乡黄昏下的炊烟。我始终相信，
有炊烟的乡村，才是充满烟火气的乡村。
乡村的孩子特别喜欢炊烟，因为炊烟一
起，也就意味着晚饭马上就开始了。闲了
一个下午的嘴巴，又可以咀嚼一顿饭食
了。虽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几棵素雅的
白菜，或数块小葱煎豆腐，也会让小嘴巴
吃得吧唧吧唧响。特别是一家人团团围坐
在餐桌前吃饭时，再素纯的菜肴，也能吃
出一种安稳和温情。

小时候，我特别怕饿，口头禅就是“饿
死啦，饿死啦”！为此，外婆取笑我是饿鬼。
刚刚吃完饭没有多久，我就会重复这句口
头禅。外婆总是变戏法似的，给我弄来些
饼干或糖果之类的吃食。更多的时候，外

婆马上生火给我做饭团儿。外婆和我们同一
个村，每天晚上，她做饭总比我们早些。因
此，每次外婆家的炊烟一起，我就会循着飘
拂的炊烟，跑到外婆家里去。在外婆家吃完
饭后，我又跑回家。母亲那边的炊烟也袅袅
升起了。我这个饿鬼又可以和家人，饱饱吃
上一顿了。

在农村，很少有人戴手表外出干活。到了黄
昏，村里一缕缕炊烟腾起时，耕作的人就知道该
准备拾掇农具回家了。老黄牛闻到炊烟的气息，
也会朝天空哞哞而叫。劳累一天了，它们也知道
主人马上会给它们自由了。

炊烟一起，太阳也差不多挨山顶了。整个村
庄沉浸在一种恬淡的气息中。太阳在炊烟里掩
藏了它的光芒。树梢上氤氲着一种朦胧的夜色。
月亮悄悄贴树梢上往上爬。各种菜肴的芳香，在
巷子里混杂着。一种充满人间烟火气息的生活，
活色生香在炊烟弥漫的乡村里。

如今，离开乡村二十余年了。在城市之间，
再也找寻不到炊烟踪影了。炊烟下的温馨与祥
和无处可觅。

父亲时常纳闷，怎么就没有一家房顶有炊
烟？父亲哪里知道，炊烟袅袅，田园牧歌，是一种
慢生活的节奏。这种节奏，在城里没有生存的土
壤。城里讲求快捷，讲究效率，讲究钱财。城里人
谁还有性子，等炊烟慢慢升起？煤气灶，微波炉，
电烤箱等，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一顿餐食。很多
时候，城里人吃只是一种过渡，为了生存，而不
是为了生活。

我曾带父亲去城郊寻找炊烟。可郊区也都
换上了煤气灶或液化气灶了，哪里还有炊烟的
影子？父亲哪里知道，就是现在的农村，很多地
方也不再燃烧秸秆了，哪里还有炊烟？

炊烟袅袅何处寻？父亲时常对着斜阳发愣。
或许，炊烟只能袅袅在记忆里。

炊烟袅袅何处寻

人的一生始终生活在人生之“路”上，小时候由
父母亲牵着小手走路，长大了要靠自己寻找出路。

航拍图片显示，自然界的路就像蜘蛛网似的密
密麻麻，蜿蜒起伏、迂回曲折，在长远的路途中，地形
地貌变化无穷，有上坡、有下坡，有平地，有高山，有
悬崖峭壁，有直也有弯，还有海洋、江河、湖泊，不同
的环境产生不同的路况，若要走得远，必须随时看清
外在的环境变化，选择不同的走法。从东半球到西半
球，从南极到北极，从来不存在一通到底笔直的路。

人生之“路”何尝不是如此呢？从来都不是“一帆
风顺”，犹如唐僧西天取经，危机四伏，一路上潜伏着
各式各样的诱惑和陷阱，稍有不慎就会受骗上当，以
致跌入万丈深渊。所以需要我们自己练就一双“火眼
金睛”和钢铁般的意志，能分辨出虚实真伪，经得起
各种考验。

俗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交通方便了，物
流畅通，经济才能腾飞。

人生之“路”也要经常修，若想远行，务必下功夫
先修好自己的“路”。勤奋学习，修好“德、智、体、美、
劳”之“路”，自强才能有作为；爱国爱家，修好道德法
纪之“路”，心正不怕路途遥；助人为乐，修好人际关
系之“路”，得道自有多人助。

人生之“路”有许多，老路、新路都重要，关键在
选择。选对路一世富，选错路一世苦。

在选择人生之“路”时一定要慎重。择业，择自己
感兴趣的，对社会有益，并且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的。择友，交正能量的人受益，交负能量的人受损。

路是自己走的怪不得别人，错了及时改进，总结
经验，吸取教训，“识时务者为俊杰”。

人在岔路口最容易误入歧途。尤其是年轻人社
会阅历浅，缺乏各方面的经验，所以每临岔路口要多
听听父母亲和师长的意见，免得入错行、走错路，遗
恨终生。

人生之“路”不可能总是坦途永畅，当车辆转弯
时，要抓紧把手，避免甩出车外。人生之“路”，也不可
能总是一路鲜花，逆境中要保持乐观心态，精神不
垮，希望便有。不要因为路途中发生一些波折、遇到
一些坎坷，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没有苦何来甜，
不见风雨怎知艳阳美。

在人生的“路”上能够行稳致远者是幸运的，而
那些不畏艰难，勇于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跑的人更是
令人敬仰！

路

◆笔写万象 潘爱娟 ◆风月无边 缪文中

◆人生况味 楼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