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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休息，趁闲暇时间打扫一下空屋。

零乱的杂物塞满了屋子，上面落满了灰尘。为了能

彻底打扫干净让物品放置有位，我就从屋子一角做起。

拾起一件就掸去尘土，用抹布擦拭干净，再把它放到该放

置的地方。一件件回归原来的模样，一样样归类而居。

虽然物品都还在空屋，但干净的外表和有序的排列，室内

已显得不那么杂乱无章了。

日渐中午，物品也剩最后一件。这是一个用破布单

包裹的一个圆状物品，类似于盆。我打开破布单，呈现出

来的是一个纸笸箩——这是母亲的宝贝。

睹物思人，因为我知道这纸笸箩装着母亲对我满满

的爱。

母亲是个很会持家的人。别人家的笸箩多数是花钱

买的，有的是竹篾编织而成，也有的用笤帚糜子颈部的长

杆钉成……母亲的笸箩则是用纸糊的。

望着眼前母亲的遗物，40年前母亲制笸箩的经过一

幕幕映在眼前。

母亲平日里见到一张报纸、一个烟盒，哪怕一小块糖

纸，她都要一张张、一块块地积攒起来。

制笸箩的那一天，母亲从仓库里拿来一个早已漏窟

窿的铁盆儿，又找来一个很宽的木板放在朝阳的高台上，

再把盆扣在木板上，然后用纸把窟窿糊上。糊完后，母亲

把早已制好的干稀适中的纸浆一把一把地往盆上抹，纸

浆用完后，母亲伸直手指在纸浆上来回地抹，让纸浆尽量

平整与均匀。初具规模后，母亲又找来一个比纸浆轮廓

稍大一点的盆扣在上面，用手用力向下压盆底，然后又双

手捧着盆肚转几圈儿，这可能是让纸浆更光滑一些吧。

过两个时辰，母亲把上面的盆取下，让纸浆在空气中一点

点风干。

纸浆干透后，母亲把木板翻转，移走木板又把里面的

盆取出，一个类似于盆的纸笸箩就这样诞生了。此时的

纸笸箩只是一个粗坯子，麻麻赖赖的不那么受看。

母亲把纸笸箩拿到屋里，用准备好的烟盒、糖纸……

只要是比较新鲜的纸就可以，里三层外三层地往坯子上

糊，糊完后又放在通风处晾干。一个结实美观的纸笸箩

就做成了。

望着眼前的纸笸箩，仿佛又看见母亲枯瘦的双手在

里面取放针线、顶针、锥子……

这个看似装备简单的旧针线笸箩，它却陪伴母亲走

过了数不清的夜晚，装载着我满满的回忆，温润了我的

生活。

清晰地记得雪花纷飞的初冬的一天，吃完晚饭我来

到院外柳条丛旁的一条小河边。小河岸边已挂上了冰碴

儿，河面浅水区已被树叶或雪花掩埋，分不清哪里是草地

哪里是流水。玩得高兴时，突然脚下一滑，我的双腿跪在

了水沟里。等我爬起时，新穿的棉裤两只腿已湿透，湿湿

凉凉刺激着我既害怕又愧疚的心灵。我迈着沉重的脚

步，满脸沮丧地回到家里。

母亲看到我湿漉漉的裤腿后，没有说一句责怪的话

语，而是赶紧帮我脱掉棉裤，让我盖上被子躺在热乎乎的

炕上。晚饭后，我看到母亲拿出针线笸箩，找来一团新棉

花，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会儿拿着剪刀拆线，一会儿拿出

针线缝补……看着看着，我竟睡着了。梦呓里我看到母

亲缝着月光，起夜时我看到母亲在补着儿子贪玩的缺

憾。待太阳把晨曦染亮时，我揉揉睡眼，用力地睁开，发

现我的枕头边上放着一条崭新的灰布棉裤。

“慈母缝衣到天明，爱子情意心中生。怎奈犬子不明

事，千叮万嘱偏不听。如今音容虽不在，爱留心中不再

冷。”母亲缝制的新棉裤护我度过了那个严冬。

可能是天性使然，我总是忘了母亲的细心暖言，衣服

经常被蹭破或划破。每次弄破衣服，母亲就会很耐心地

搬出她的针线笸箩，先是拿出针和线，再用剪刀剪出一块

大小相宜的布块，贴在破损处，细密的针线穿进穿出，一

会儿工夫，一个补丁就缝好了。母亲为我缝的补丁总是

别出心裁，有圆形的，有方形的……不仔细看，一点也不

像补丁，倒像是衣服上原有的几何图形。

“庑下无人来馈食，堂前有母为缝衣。”母亲缝补旧衣

的温情，充实了我的内心，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母亲在农闲时，经常用鞋底样子比在打好的袼褙上，

裁出一片一片的，再一片片地粘在一起做成鞋底，然后一

手拿着鞋底，一手紧握针、锥，一针针、一线线地钻拉，一

个晚上，一双结实的鞋底就初步成形了。母亲再拿出剪

刀剪去边缘，安上事先做好的鞋帮，用针、锥吃力地钻起

来，那针脚，如群蚁排衙般排列开来，很是美观。而此时，

母亲的手也会因为扎偏鞋底而出现几个大大小小的针

眼，做鞋多了，甚至双手都结出了老茧。

“双双布鞋千层底，母亲恩情游子知。”母亲的千层底

布鞋，于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鞋子。她让我走上了宽

广的人生之路。

母亲的针线笸箩是母亲对我爱的见证。它像滔滔江

水中的一叶扁舟载着我穿过惊涛骇浪，载我度过岁月的

沟沟坎坎，使我在爱的巢穴里快乐地成长。

如今我望着浸透母亲汗水的纸笸箩，打开了我尘封

已久的记忆。那圆圆的笸箩口就像母亲的爱意缠绵着我

的孤独与思念，我捧着它走向了卧室，让它陪伴我以后年

复一年的春夏秋冬。

母亲的纸笸箩
□李万学

北国江城山清水秀，多元

厚重的历史文化，又给这座城

市增添了别样色彩。但在我心

灵深处，打下深深烙印的却是

吉林大街早春的杏花。

这座城市，有一条以城市

称谓冠名的街道——吉林大

街。在吉林大街两侧的绿化带

中，原来移植的观赏树木全部

都是杏树。“春到北国江城，满

街杏树花红”，就是这座城市最

为真实的写照。

江城人对杏花情有独钟。

在城市规划建设之初，就在城市的主要街道——吉

林大街（南自松花江大桥，北到造纸厂）的街路两侧

绿化带中，植入了清一色的观赏树木——杏树。

每年的四月上旬，许多树种刚刚泛青吐绿，吉

林大街两侧的杏树枝头便吐露出深红色含苞待放

的花蕾。三五日后，杏花开满了枝头，一经绽放，

便点燃了江城烂漫的春色。

在我们北国江城，应该说杏树的花期较早，杏

花也称得上是北国江城的报春花。

第一次看到江城十里长街杏花烂漫的壮美景

象，是在1997年。那一年元月，我从原来的舒兰

矿务局，通过招聘来到了市内。当时，单位的同事

向我介绍说：“吉林市的春天非常美丽，满街的杏

花，是吉林市一道靓丽的风景。”三个月后，我便在

吉林大街上目睹了这一切。

由于那时刚刚到市里工作，我家在莲花街铁

路住宅临时租房居住，而工作单位在江南档案

馆。我和妻子每天都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杏花时节，街路两旁绿化带中

的杏花绚丽无比，微风徐徐，落花如雪，空气中弥漫着杏花的馥郁，我们穿

行在街道两侧的花荫下、树丛中，仿佛行进在仙境一般。

北国江城的春天，可以说是杏花一枝独秀。吉林大街杏树花红的街

景特别震撼，有着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真可谓独领风骚。这一枝独秀的杏

花啊，为蛰伏了一个季节的江城点燃了早春的朝霞，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

勃勃生机。

江城人喜爱杏花，纷纷走出家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拍街景的

拍街景，拍写真的拍写真，有的还用夸张的手法拍摄特写镜头。人们都用

各自喜欢的方式，把自己的身姿和花一样的笑容融入春光里。

含苞待放的杏花为深红色，花苞绽放后，花瓣的颜色逐渐由深变浅，

最后褪变为粉白色。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这就是杏树的

花期。

绚丽的杏花，构成了吉林大街独特的风景，让人们的心情格外愉悦，

并在每一个江城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前些年，在城市基础设施改扩建过程中，从吉林大桥到造纸厂路段

两侧绿化带中的杏树，都被其他观赏树木所取代。如今，只有吉林大街

江南段，还保留着原有的杏树。原来，每当春天到来红彤彤的杏花就燃

遍全城，而现在，吉林大街只有江南路段还保留着满街杏树花红的绚烂

景色。

时光匆匆，转眼就到了今年的杏树花期。

由于我心里有很浓重的杏花情结，这几天只要一

闭上眼睛，就仿佛能闻到那沁人心脾的杏树花香，脑海

里就会闪现吉林大街那红彤彤杏树花开的迷人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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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东北大鼓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时候农村没有电视，每到正月里，或农闲季节，

或阴雨天，屯儿里的大人就带着小孩儿，聚到一家比较宽敞的屋子里听说书先生

说书。

东北大鼓是一门民间艺术，说书一人、一桌、一鼓、一槌，这是说书人必备的

物品。

在说书之前，说书先生把一面小鼓和鼓槌放在桌子上。鼓面是圆的，呈扁

状，直径约30厘米；鼓槌是木质的，圆形，细如小手指，光滑、细腻，长约30厘米。

说书艺人有男，也有女。他们有文化，受尊重，人们称他们为“说书先生”。

说书人有一个搭档，是弹三弦的师傅，坐在凳子上，距离说书人约一米的地方，怀

里抱着三弦，一手按弦，一手弹。他随着说书先生的唱词，面部带着喜怒哀乐不

同的表情；他的头有时微微晃动，很潇洒的样子。

说书开始了。先生手执鼓槌儿，精神抖擞、面带微笑地站在桌子前，先打一

通鼓，鼓声清脆悦耳，传出屋外。

只要鼓声一响，人们立刻安静下来，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吸烟，

小孩儿也不吵不闹了。

我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听过大鼓书，印象很深刻，有的段子至今记忆犹新。我

听过《岳飞传》《穆桂英挂帅》《白蛇传》……

我们屯儿有个姓徐的说书先生，书说得好。我父亲不仅爱听书，有时还与徐先生在一起切磋鼓词。徐先生大

高个儿，公鸭嗓（因长期说书，声音有些沙哑）。他小时候因出天花，脸上落下几个麻坑儿。与徐先生合作弹三弦

的叫王友，本屯儿人。

徐先生开口一唱，观众立刻全神贯注地听，目不转睛地看着先生。说书人拉着腔调，打着手势，面带表情，时

而站在桌前唱，时而离开桌子走几步，时而挥动鼓槌咚咚敲几下。唱到高兴处，他离开桌子，把头扬起来，面带笑

容；唱到悲伤处，他声音低沉，泪眼婆娑，把头低下去。观众的目光跟随着他的一举一动。

唱词感染了观众，观众也跟着微笑或抹眼泪。徐先生一边唱一边有节奏地打着小鼓，另一位艺人坐在一旁弹

三弦。三弦的声音非常好听，宛转悠扬。先生唱词每到一句拖腔时，弹三弦的师傅立刻心领神会，他手指灵活，曲

调娴熟，迅速拨弦，时而如高山流水，哗哗啦啦；时而如急雨从天而降，“大珠小珠落玉盘”；时而似万马奔腾，荡起

尘埃一片……师傅弹弦有时短暂，有时持续几十秒或一分多钟。两个人配合默契，趁师傅弹弦的时候，说书先生

也稍作休息。

说书人聪明，记忆力强。即使忘词了，随机应变，自己能及时救场，立刻编出几句唱词来，观众根本听不出来。

说书人与弹弦的，有的是师徒，有的是父女，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兄弟，有的是异性搭档。

如果说书的是年轻貌美的女子，则更受欢迎。人们不仅来听书，还要来看女艺人的服饰和身段，听她的声音

是否好听。如果女艺人唱得好听，表演生动，散场后，人们久久不愿离开。茶余饭后，或是劳动之时，大鼓书这个

话题，人们议论好长一段时间。

有个年轻人逗趣儿地说：“我要是娶这样一个媳妇多好！”

有人回应：“你小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大家捧腹大笑。

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传承，说书的老艺人焕发了青春，重返舞台，还培养许多新秀。年轻的说

书人成长起来了，有英俊帅气的小伙子，还有漂亮伶俐的姑娘。他们

把东北大鼓这门民间艺术接过来，传承下去。现在，老艺人和年轻说

书人走进图书馆、走进公园、走上舞台，唱传统鼓词，也唱现代鼓词，

还有自编自演的。

2016年，有人自费在榆树公园修建了一座说书亭。亭子比较宽

敞，里面有桌凳，墙上挂着古典壁画。春、夏、秋之际，经常有老艺人

来这里说大鼓书。听书的多是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座无虚席，观众

静静地坐在木凳上听书。

正是：字正腔圆亮嗓声，唱古说今满座听。大鼓民艺后代继，满

园春色艺香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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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
桂
芹

我的家乡有一条河，叫蝲蛄河。这条河，是家乡流域内最大的一条

河。它从家乡的最北端发源，流到家乡的南部，纵贯家乡南北，也是家

乡的母亲河。包括县城在内，十几万的家乡人都是喝这条河水长大的，

如今它被冠为家乡县城的水源地。

长白山区里的很多山川或者河流，都是以地形或者物产命名的。

蝲蛄河就比较好懂了，就是这条河里盛产大量的蝲蛄，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我们这些在蝲蛄河边长大的孩子，很多都是吃蝲蛄长大的。

记得小时候，蝲蛄河两岸都是茂密高大的红柳树，还有杨树等各种

树木。那时的河堤都是天然的，那些茁壮的大树和茂密的蒿草，把河岸

固定得牢不可破。所以，发洪水的时候，即便河水漫过了堤岸，待洪水

退去后，河堤依然是坚固的。

那时的蝲蛄河，水很深，有的河段，水流湍急，水又深又清澈，是我

们大家的天然浴缸。水浅的地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各种鱼在水里

游，可以看见蝲蛄在水底慢悠悠地爬。

蝲蛄河里的蝲蛄多到什么程度？现在说来，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我们闭上眼睛，左手掀开水里的任意一块石头，右手向掀开的石头下面

随意抓一把，我们的手里就是一大把蝲蛄，还有一些蝲蛄慌忙逃掉了。

我们都喜欢抓蝲蛄，不仅是因为蝲蛄多，还因为抓蝲蛄比较简单。蝲蛄

在岸上爬行，动作慢，在水中也很慢，至于那些鱼和蛤蟆，用抓蝲蛄的方

法就不灵了。

蝲蛄很美味，我们抓了蝲蛄，回家有时是白水加盐煮了吃，有时也

用柴火烧了吃。蝲蛄河岸边有茂密的植被、清澈静深的流水，随意在岸

边就能看见各种鱼儿和众多的蝲蛄。

后来，蝲蛄河岸边都被开垦成了水田。再后来，蝲蛄河的发源地所

在乡镇发展林业经济，成立了很多木材加工厂，于是，蝲蛄河里的水渐

渐少了。如今，人们意识到了生态和环境的重要性，对蝲蛄河进行了保

护。蝲蛄河两岸修了景观带，用钢筋水泥和大理石修筑了漂亮的堤坝，

治理蝲蛄河。

每每看到如今蝲蛄河里的水，就能唤起我过去的记忆。我认为，蝲

蛄是水中的“贵族”，在国家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下，随

着大自然良好生态的逐渐恢复，成群的蝲蛄，一定会

憨态可掬地在水中慢悠悠爬来的。

蝲蛄河蝲蛄河
□徐 文

我乘车出行，喜欢搭乘有轨电

车。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一

来是保护周边环境，有轨电车不排废

气，减少了城市的污染；二来有轨电

车在两根铁轨上运行，避免了城市因

车多而发生堵车的现象。我乘坐有

轨电车有个习

惯，喜欢在车上

专注地看车窗外

流动的风景，也

在看风景中生发

我对生活的回

忆。一次，我坐

54路有轨电车，

途经长春纺织厂

和俱娱部旧址

时，不禁回忆起

了青葱往事……

那年，大姐

单位发了一张电

影票，大姐给了

我，我便高兴地

坐上 4 路(今 54

路)有轨电车，去

往长春纺织厂俱

娱部看电影。电

影的名字叫《小

花》，女演员有刘

晓庆和陈冲，男

主角演员的名字

现在记不清了。

那时，当4路有轨

电车驶入现在的绿园区时，电车两侧

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蔬菜地，偶然间，

还会出现几排厂房和低矮的民宅。如

今，我坐在有轨电车上，车窗外40年

前的风景不见了，昔日里的

菜地变成了林立的高楼大厦

及居民小区。道路两旁杨柳

依依，鲜花遍地，有轨电车不徐不驰地

往返穿行，似在绿色的长廊里漫游。

长春的有轨电车，可追溯到1941

年。上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

展，有轨电车逐渐退出闹市区，只剩下

当年的4路，改成54路有轨电车。随

着西客 站 的修

建，54路进入绿

园区分支出一条

延长线 到 西客

站，增加的有轨

电车叫55路。

每每出行乘

坐有轨电车，望

着车窗外一路上

的风景，都使我

感怀着这座城市

的变化，感念着

有轨电车在长春

人心中的分量。

长春也成为了全

国为数不多存有

有轨电车的城市

之一。为了跟上

时代的需求，有

轨电车 公 司于

2021年打造了空

调车，同时为了

保留人们对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有

轨电车的怀念，

还打造了有轨电

车200型两辆，分别投放在54路和55

路电车线上运营。电车内部座椅由纯

木质手工制作，吊环把手，驾驶杆全铜

摇式，保留了旧时有轨电车的内部质

地和样式。

有轨电车，承载着太

多的人间故事。

有轨

电车
□刘金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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