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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蓓

清晨，姚家古埠的溪水缓缓流淌，水波轻轻拍
岸，碧绿如玉。千年古埠头杨柳依依，清风徐徐，宛
如一幅淡雅的山水画。

姚三古摇着橹，渡船在河面上来回穿梭。时空
转换间，到他这里，已经是古埠“义渡”传递的第三代
了。

河水悠悠，义渡沧桑。
当年，姚三古的本家祖宗姚家村富户姚公禄捐

田募资、置产建渡时，曾立下明文规定：其一，为确保
渡船安全，摆渡之人须择一本村熟识水性、且品行良
好、身板结实之人担任；其二，义渡诸代相传，以垂永
远。过渡人不交过路费，摆渡人不收买路钱；其三，
义渡是义务劳动、公益服务，渡工要靠自己去“打活
粮”维持生计，养活自己。

或许当年的老祖宗姚公禄自己也不清楚，这样
严苛的义举，能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中、能在自己的家
族传承里，流传下来多久。

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义渡”的竹篙传到
姚三古手上时，就不仅仅只是一根竹篙了。和竹篙
紧紧捆绑在一起的，还有姚家摆渡人的诚信、善良、
奉献和乐于助人的精神；还有祖祖辈辈“渡人既渡
己”的承诺；还有守得住寂寞、耐得住贫寒和必要时
能奉献自我的精神。

这一切叠加在一起，就是要求讲究一个“义”字，
姚三古要做的事儿，就叫“义渡”。

在公路和桥梁都不发达的年代，姚三古的“义
渡”，一直就是姚家村村民外出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
出行枢纽。而这个古埠头，也是姚家村连接对岸及
周边村庄底本、杨家、青山头、村头等乡村集镇最重
要的交通往来通道。

姚家村村民从古埠渡口带出去自产的蔬果、茶
叶、油、蜂蜜等土特产销售，又从外面的集市带回食
盐、肥皂、农具和布料等生活物资。

村民在古埠渡口送儿郎出去求学，又送老人外
出求医问药。村民从古埠渡口热热闹闹地迎回媳
妇，又吹吹打打地嫁出闺女。可以说，姚家村村民的
生活、生计，似乎一刻都离不开古埠渡口。

在姚三古看来，古埠头的渡客好像永远都是着
急的，深怕自己会被落下，往往是姚三古的渡船尚未
完全靠岸、停稳，就会有渡客争先恐后地上船。

姚三古就这样每天看着他们上船，又看着他们
下船，他淡定地摇着自己手中的橹，帮助村民渡河。

姚三古始终坚信，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因
而姚三古摇摆渡船始终都讲究一个规矩：渡船从不
超载、从不收钱，如遇发大水，任何人求他，他都是坚
决不允许摆渡过河的。

姚三古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每天看着南来北往
的渡客，大清早的，大老远地赶来姚家埠头坐他的渡
船。渡客们看见他时，远远地就会挥手喊他一声：

“老姚，等等我！”
然后，渡客上得船来，打开随身携带的塑料袋、

蛇皮袋，或者翻动随手拎的跨篮，拿出里面的物品，
客气地馈赠他一些。姚三古总是感激地点点头，然
后收下。

还有一些渡客，会在节日、喜庆日、杀年猪的日
子里，早早地喊他回家吃饭，约他去家里过节。姚三
古日日凭着善心摆渡，他在姚家村可谓人缘极好。

一辈子做个摆渡者，姚家村人对老艄公姚三古
都特别敬重。因为村里人人都知道，他在这条河面
上到底摆渡过多少行人、货物。他日日撑篙的双臂
和后背，又曾流下过多少辛劳的汗水。

“注意安全喽！船要开喽！”
此刻，看着上船的人差不多齐了，姚家古埠头的

老艄公姚三古一声大喊后，坐在柳荫树下抽旱烟歇
息的他，先把一顶旧凉帽往头上一带，接着又把烟杆
头往自己的鞋后跟敲了几下，然后就回到船上去了。

“开船喽！”“坐好喽！”
姚三古双手一使劲，竹篙一撑，橹一摇，船即刻

听话地调转头。
归去来兮!
只见姚三古站立船头，迎着风，船橹使出浑身解

数，在金溪水里尽情撒欢，竹篙搅得水面哗哗作响，
直把姚家村一个寂寞的午后以及一个个青涩的日
子，都摇曳得水花四溅，心花怒放。

胡法泰

《夕照芹江》是县退休教师
协会刊物名称。1400多名退
休老教师，借助平台，阅读“杏
坛短波”，感受“雨露滋润”，讴
歌“红心向党”，了解“芹江风
物”，漫谈“开化故事”，倾听“钟
山夜话”，回忆“七彩晚霞”“朝
花夕拾”，叙说“短笛横吹”“未
了开化情”，创作“诗苑词
廊”……展现“为霞尚满天”风
采，添写芹江人文风景。

老郑是《夕照芹江》的撰稿
人之一。年逾八旬，头脑清醒，
谈吐风趣，记忆力好，能写一手
清秀好字。退休 20余年间，除
了投稿，现在还在做力所能及
的工作。

军营生涯，铸造红心。
1964年，刚出校门的老郑，去
到革命大熔炉锻炼，把黄金岁
月献给了祖国。部队的政治思
想教育，潜移默化，深入血脉；
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组织
纪律性，得到升华。退伍时，他
带回部队的优良传统、高尚品
质，还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踏
上教育岗位，教书育人，爱岗敬
业，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退休不退岗，服务退休教
师。他在县退休教师协会曾任
两届会长，他全身心投入服
务。“古稀寿辰”“金婚纪念”、探
视病人，关怀备至。他配合《夕
照芹江》主编，组稿、改稿、校
对、发放刊物，凡事亲历亲为。
他是从单页到一本书，从手工
刻写到彩色版本升级的亲历
者。后来《夕照芹江》曾作出：
由一年四期刊调整为三期刊。
这时，老郑尽管从“会长”岗位
上退下来，但他一如既往，笔耕
不辍，诗歌、散文、简讯等文体，
轮番投稿。2009年出版《夕照
芹江》百期合订本，组稿中不断
碰到问题，但众人划桨开大船，
一一化解。《夕照芹江》，终于完
成阶段性成果，它也成为“教师
自己的刊物”。

以文会友，以景交友。退
休生活，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

习，他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恨
不得发奋读遍天下好书。他参
加老年大学诗词班，学平仄、押
韵、用词，不厌其烦推敲，并在
各类刊物上交流，以文会友，即
便邻县淳安都有文友。他曾担
任城北社区“钟秀诗社”社长，
为居民服务。他在读书看报
时，发现有错别字，或句子可以
提升时，他会主动与之交流沟
通。他积极参与征文竞赛，其
作品《伟大历程》《百年历程，光
耀中华》《山乡巨变》《山乡盛开
教育花》等都曾获得奖项。他
参加老年大学摄影班，足迹踏
遍源头山山水水，还负责校园
内的专栏，刊出学员美照交
流。他喜欢旅行，在他的相机
中，珍藏着“兰州黄河大桥”“青
海湖”“布达拉宫”“纳木错湖”
等风光照片。在外人看来，这
是闲得可以；熟不知，人活到
老，学到老，学习是一辈子的
事。他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对
待市井的嘈杂。

不负民心，奉献爱心。在
雷锋精神指引下，他先后为东
坑水库、碧家河水库、芹江防洪
堤、纪念碑、体育馆、汶川地震、
玉树地震捐款，表达心意。他
去马金福利院给十三位老人赠
红包 1300元，为方便老家村民
扫墓，老郑捐资 9600元，其胞
弟出力，共同修建一条水泥
路。他还资助内侄，从小学到
大学的学费。他拥有一颗善良
的心，用自己的方式去关心身
边的人，去接受世间里的无常，
守护你我。

健康是天，百练走为先。
早、晚散步，老郑一天的必修
课。这个习惯的养成，得益于
前人经验的总结。巴金曾说
过，人老腿先老，越老越要勤走
路，锻炼腿劲。西方“医学之
父”希波克拉底说：“行走，是最
好的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
一生中，一贬再贬，人生际遇一
落千丈。62岁被贬儋洲时，甚
至备好了棺材。但他并没有就
此消沉：“晨兴疾趋十里许，气
损则缓之，气匀则震之，头足皆

热，宣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
知其妙矣。”说的是坚持每天早
上走十里路，走到全身发热，四
肢舒展，最终疗愈自己，走出困
境。世界卫生组织认定，走路
是最好的运动——强身健体，
舒展心灵，滋养生命。我们常
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大家
行动起来吧，走出属于自己的
那片天。

日子一天一天过，路一天
一天走。从昨天到今天，从明
天到后天；从这个单位到那个
单位，从这个职位到那个职位，
都是殊途同归。有过少年迷
茫，有过成年努力，直到退休，
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思维和智
慧，有了成熟和积淀。退休，意
味着物质基础的局限性，但更
意味着精神世界的深度；一边
是失去，一边是收获，是生活辩
证法。在退休老人的世界里，
早已用“自由和轻松”，把生活
方式调成静音模式。只是在回
顾为生活奔波的日子里，为责
任努力走过的路上，每一个节
点背后，都深藏着一段感情。
可以是雪、雨、风、霜过后的那
声长叹，也可以是一帆风顺的
释然。生活并没有那么深意，
它只是把幸福和遗憾都藏在日
子，藏在烟火里。只要你用心
去感受，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幸福感和满足感。

漫步人生风雨路，潇洒红
尘天地间。无论你走了多少
路，无论你经历了多少艰辛，都
不要忘记信仰，不要忘记尊
严。就像老郑：“我是一个老
兵”“我是中共党员”。时刻警
醒，牢记使命在身，初心在心
间。要把党员的先进性落实在
行动中，事事“善为”，即使一抹
晚霞，同样体现应有价值。

泰戈尔说：“愿我们每一个
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着所
有的美好。”绽放美好，活成一
束光，照亮自己，温暖他人，诚
如老郑。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古埠“义渡”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流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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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松萼退休生活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