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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真的难料，曾被当地人誉为

千古不朽的离石彩家庄古村落，如今

的命运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日渐式

微。尽管它曾有过辉煌的岁月，但历

史的车轮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我行色匆匆地走过一遍，眼前

沧桑残存的院落令我震惊不已。因为

直到现在，彩家庄仍然依靠祖辈传承

的旱井解决生活饮水。而三百多年前

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活水平，这些庞

大院落的缔造者们是以何等情怀和信

念，在自然条件如此艰辛的黄土塬上

构建了奇迹般的壮观家园。以至今

天，它仍然是众多走出这里的人们实

至名归的精神故乡。

彩家庄坐落在吕梁西北一隅，东倚

王老婆山脉，距碛口古镇不到四十华

里。村庄地形开阔，踞守离石、柳林、临

县三县之界，曾经是晋商古道上一道亮

丽的风景，坊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民

谣：“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看

不尽的彩家庄！”它一头挑着碛口古镇，

一头挑着吴城老街，挑着的是璀璨的晋

商文明、悠久的黄河农耕文化和无数骚

人墨客渲染不尽的铅华。

村庄聚居者大多是李姓族人，他

们自称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

同宗，一个如流星般闪过历史天空的

大顺王朝的族人。

三百多年前，李氏先祖兄弟二人辗

转来到彩家庄，筑起两间土窑洞安身立

家。从此他们坚定地扎根这里，在此繁

衍生息，开枝散叶，得以血脉传承。后

人依着先祖最早落脚的地方又修建了

三间土窑洞、三间砖窑洞作书房，让众

子弟在这里接受教育，故叫书房院。

乾隆年间，李氏族人中出了一代商

业奇才李秉濯。他自幼聪慧，勤奋好

学，考取国子监太学生，官至六品，乾隆

御封“武略骑尉”。李秉濯后来弃官从

商，创建了当时碛口二道街的商铺，在

这繁华商业码头占尽风光，聚积了大量

财富。仅他手上，就斥巨资在彩家庄修

建了 8处院落，村庄始有盛誉。

当时修这些院落时，雇用人工队

伍相当庞大，每天有几十号人到距彩

家庄十五里外的招贤卧虎山挑水，光

挑水来回就是三十里路。雇人去十里

外的招贤担炭烧砖，在距五里路外的

后塔上拣青石煅烧石灰。建筑所用的

全部梁檩椽柱及砖雕木刻，均在陕西

订制，通过水运到达碛口码头，再辗转

驮运回彩家庄。

李秉濯的 8 处院落先后修建了二

十余年，可见工程浩荡，耗资不菲。村

庄的自然条件令它的建造者们付出了

比其他如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数百倍

的艰辛。但他们认定根在这里，家园

就在这里。经后世一代一代修缮增

建，彩家庄渐渐有了规模盛大的二十

四院落安居群。

在建筑风格上，彩家庄是黄土高

原上典型的农商结合的民居住宅。整

个建筑群依山就势，随形布局，层楼叠

院，错落有致，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厦

檐明柱高圪台，东西厢房南马棚，户户

照壁花厅侧，碾硙一并在院中”。

所有的院落建筑规模和布局相当

讲究。窑院多坐西北朝东南，以四合

院为主，有少数三合院，另有一些简易

的土窑。四合院落的正房靠土崖，通

常上下两层，下面三间窑洞，用以居

住，上面一层青砖房，带前廊，外向舒

展，为花厅。院落两厢为箍窑，两三间

不等，用于储藏粮食。下院通常为单

层青砖大瓦房，木窗棂隔扇古朴美观，

称为客厅或花厅，用来招待客人，或作

为孩子们的读书处。

以前做生意、干农活或拉碾硙主

要靠牲口，院子东南角或靠近大门处

建有牲口棚，安置着喂牲口的石槽料

器。院落内有石碾、石硙。这些石器

及照壁均雕饰着古朴精美的花纹。每

个院落上下层有楼洞连通，森然的左

右高墙间也有门互通，上有砖雕兽脊。

院落各有不同的功能，有供居住

的宅院乐善堂、卷棚院、下院、新院、小

茔院等。有专门染布的染坊院，孩子

读书的书房院，人们习武的弓房院等，

还建有李氏家庙宗祠。

全村遗存的二十四座宅院被一道

状似凤凰身形的黄土塬拥托着，院墙

厚重沉稳，院落森然肃穆，远望蓝砖瓦

舍，参差错落，蔚为壮观，高低起伏分

布在蜿蜒的黄土臂弯里，散发着独特

的精神气质。

革命战争年代，彩家庄也走出了

许多革命志士。李文烔，1930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担任过牺盟会特派员、中

共平遥县委书记，参加组建过山西决

死二纵队的一支游击队，后随贺龙南

下参加四川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

担任过四川财政厅副厅长兼四川人民

银行行长。

李含英，早期在山西参加党的革

命事业，后派往内蒙古担任武县、阴

县、萨县联合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

牺牲，是共和国的烈士。

彩家庄各行各业之所以人才辈

出，正是因为村民历来注重教育，经世

致用的思想绵延至今，敦风厉俗、抱素

怀朴蔚然成风，也正是良好的村风族

规，滋养了村庄的基因和精神气质。

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彩家庄以

其独有的人文情怀存活在人们心中。

本世纪，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村人们

奔涌着走出了乡土，热闹的村庄逐渐

变得荒芜没落。当你独自穿行在冷清

的乡间小路，四季的风拂过空寂的院

落，似千年一叹。而走出乡土的游子

们又何尝不是对这些威严的院落铭心

刻骨，魂牵梦绕。

如今的彩家庄是市级“五个好”党

支部，2005 年被离石区政府确定为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被规划为世

界第六批文物保护区域，2014 年确定

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2016 年确定

为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2019 年被评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23 年，彩家

庄又被吕梁市委确定为 100 个乡村旅

游示范村之一。

德国诗人海涅说：春天的特色只

有在冬天才能认清，在火炉背后才能

吟出最好的五月诗篇。是啊！你来不

来，彩家庄就在这里。你走不走，彩家

庄仍在这里！

扶着厚重的院墙，凝望着伸向晴

空的兽脊，我想，彩家庄更是吕梁大地

上历史人文博物馆的缩影，是半部黄

河农耕文明史的印迹。而五千年中华

文明就是在黄河两岸孕育而生，并且

有着深深的农耕文明的烙印。如此情

景下，它那斑驳的容颜就在沉默中愈

加显得深厚，就连残破也越发凝重了。

的确，孝义与众不同。

一邑两城，晋省罕见。

古城，孝义人称旧城，以区别于平遥古

城、榆次老城。这符合孝义人的习性，不愿意

混同一般，随波逐流。

孝义历史悠久，春秋周定王十三年（前

594年）始置瓜衍县，距今已有 2650多年的历

史。北魏太和十七年（493 年）设立永安县。

唐贞观元年（627年），“因邑人郑兴孝行闻于

朝”，唐太宗李世民敕赐，将县民改为孝义，沿

用至今。

当然，孝义的旧城亦久矣。旧城作为县

治所在地，始于永安县。其繁华记忆，如碑记

云：“自汉唐，西河郡孝邑为一方重镇，车骑缤

纷，商贾麇至。”至今仍保持“一主两副”“内城

外郭”“三口九坊”“六门八楼”“九街十巷”的

基本格局。2009年被山西省政府公布为省级

历史文化街区。

1948年，孝义解放后，旧城作为孝义的县

城，是孝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

是，由于地势低洼，20世纪 60年代初，这里水

位上升，水害频发，街道积水，房屋倒塌，严重

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全力开展

抗灾斗争的同时，中共孝义县委开始选址新

建县城。这就是“新城”。当时，按照“先迁物

资仓库、后迁商业公司，先迁生产单位、后迁

行政机关，先迁水害严重的、后迁水害比较轻

的”原则，分期分批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迁往

新城。新城区划内总占地面积 2450亩，约占

旧城总占地面积 734 亩的 3.4 倍。1975 年 4
月，山西省革委会以晋革发［1975］100号文件

批复吕梁地区革委会，同意孝义县址迁至新

城。从此，新城作为孝义新的县址，正式翻开

了建设和发展的崭新的一页。

新城是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从零开始建

设的。是孝义人民和驻孝义县的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及驻军，一起支撑起了新城的雏

形。60多年过去了，新城以及整个孝义市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2 年撤县设市。

2007 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2017 年荣膺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孝义成为吕梁乃至山

西最好的县级城市。历经 60多年的发展，新

城建成区面积由原来的两三平方公里拓展到

近三十平方公里。如今，新城与旧城已经融

为一体。它以其具有明显的共和国成立后的

时代印记的早期城市形态，一直发展为如今

的现代化城市，已经成为许许多多过来人共

同的城市记忆。

卡尔维诺在《城市与记忆》中说：“城市不

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

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

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

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现

在，以王士礼先生为主的一大批有文化情怀

的孝义人，历经千辛万苦，精益求精，终于编

辑出版了这部反映孝义新城发展变化的大型

画册《新城记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2年

12月正式出版发行。

这部大书分上下两册，16章 146个小节，

收录了 1300 多张图片。全书从“回望老县

城”开始，围绕新城起源、“从版图看发展”、

“规划演变”到城市“发展溯要”，展现出了整

个孝义诸如“孝午公路”“介西铁路”“区划调

整”“撤县设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义务修

路”“经营城市”“‘三下江南’”“跻身百强”“张

家庄水库”“城镇化”“科教文化产业园区”以

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等重大事件的建

设和发展历程。书中不仅有“大事记”，更有

“小秘密”。一是有孝义市属企业塑料厂、机

电厂、毛皮厂、皮鞋厂、制镜厂、地毯厂、陶瓷

一厂、棉织厂、酒厂、家具厂等和吕梁市属企

业、省（部）属单位，以及炮兵部队在这座城市

的前生今世和发展演变；二是有这座城市所

有街道大路的变化轨迹，以及各个公园、广

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小游园、绿化带的发

展演变的对比景观；三是有景观小品、街道装

饰、交通秩序、电缆入地、道路照明、夜间形

象、卫生清洁等市容蝶变和供水、供热、供气、

供电、排水、排污、铁路客运、公路客运等基础

设施的大变化；四是有国营（集体）商店、沿街

门市、超市、城市综合体、宾馆酒店、金融机构

等的市井变化图。这些,使我们一下子就了

解到这座城市是如何形成的。这样的“各种

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文

化活动，各种各样人物的特有属性”，是如何

“组成无穷的组合、排列和变化”的，又是如何

成为“不是完善的蜂窝充满生气的城市的”。

城市的记忆，不仅仅是建筑物的记忆，更

是人的记忆。我们长久地生活在这里，一直

深深地热爱着这座城市。城市不断生长，规

模庞大，经济和社会秩序也因此而发展，城市

不仅成为我们处理事务的核心区域，而且成

为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存之地。城市成

为大地，我们成为大地之子。正如温斯顿·丘

吉尔所说：“我们塑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

们。”《新城记忆》好就好在，它不仅记录了孝

义新城物的巨大变化，而且记录了孝义人的

变化尤其人的文化与精神面貌的剧烈嬗变。

从剧院剧团、皮影木偶碗碗腔、文化馆、图书

馆、博物馆、广播电视台、文化娱乐、年俗文

化、旅游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等文化、教育、

卫生、体育、民生的大变化到饮食、衣着、住

宅、出行、就业、服务的生活日常小记忆，都使

我们感受到了潘什梅尔曾经的感慨之言：“城

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

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也可能是

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如果人

体的灵魂是精神，那么城市的灵魂就是文

化。《新城记忆》这部大书，让我们以及更多的

人看到了孝义“行孝仗义、包容大气”的独特

的城市气质与灵魂。

感谢王士礼等一大批有心人，翻阅大量资

料、实地考察、走访相关人士、搜集图片、反复

核实校订，最终以文辅图，相得益彰，编辑出版

了这部朴素大方、客观真实、图文并茂的好书，

使《新城记忆》成为我们孝义人以及更多的在

孝义工作生活过的人们的永久记忆与牵挂。

第三十九章 决裂

齐王准备灭亡周室！

孟尝君从赵异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又惊又怒，不禁骂道：“他

是疯了吗？”骂归骂，劝谏还是必要的，他急忙入宫求见齐王。

齐王一见孟尝君，就笑道：“我正要派人去请相国，相国就来

了，真是心有灵犀啊！”

孟尝君耐住性子，道：“王上欲召见我，不知所为何事？”

齐王道：“我准备出兵灭亡周室，相国可为我谋划谋划。”

孟尝君厉声道：“此事，万万不可！”

齐王没料到孟尝君反应如此激烈，不悦道：“宋，我想灭就灭

了；周，弹丸之地，岂能当我齐军一击！”

孟尝君道：“这不一样！宋王荒淫暴虐，灭宋是替天行道。

周王如今虽然没有什么力量，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王上可

以不理他、不在乎他，但在面子上，必须要有所尊重。怎能以下

犯上、以臣凌君！灭周，齐势必成为天下的靶子，被列国所讨

伐。”

齐王刚刚灭亡宋国、击溃魏楚联军，得意忘形，如今听到孟

尝君的话极不顺耳，便讥笑道：“算了吧！以前商汤流放夏桀，武

王讨伐商纣，哪个不是以下犯上、以臣凌君？怎么到我这里，就

不能了！难道我就不如汤、武吗？”

齐王这番话，出乎意料，听得孟尝君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该

说什么。看着孟尝君的窘迫样，齐王心情大好，继续讥讽道：“只

怕是你身居相位，却没有伊尹和太公的才干吧！”孟尝君脸色煞

白，热血上涌，他抬起头，见齐王眼神冰冷，满是不屑和讥嘲。

虽然这些年，孟尝君践行以德服人、谦冲退守的行事风格，

但这不代表他能安心忍受当面的讥讽羞辱，尤其是来自比他地

位高的人，比如齐王、秦王，或者其他什么王。齐王这般羞辱，把

他内心深处沉寂已久的那种暴戾、桀骜不驯给点燃了，开始是一

个小火苗，紧接着砰地一声，炸成一堆大火，熊熊燃烧，肆无忌

惮。他铁青着脸，缓缓道：“此是何意？”

齐王冷笑道：“这么明白的意思，闻名天下的孟尝君，听不出

来？”

孟尝君从怀中取出相印，在手中抛了抛，随手扔在地上，冷

声道：“不就是一块破印，还给你就是。”

齐王指着孟尝君，暴怒道：“田文，你过分了！”

孟尝君盯着齐王，一字一句道：“狂妄自大！齐国迟早毁在

你手中！你好自为之，小心死了没脸见列祖列宗。”

齐王暴跳如雷，一脚将几案踢翻，咆哮道：“把这个乱臣贼

子，给我……”

话未说完，就见“咣”的一声，宫门被人一脚踢开。一道黑影

飞速飘来，齐王尚未有反应，便觉得脖颈一凉，一柄利刃稳稳地

架在肩头，阴恻恻的话语刺入耳中：“大王，稍安勿躁。”

殿中侍卫们大惊之下，僵在那里，不敢有丝毫异动。

持剑威胁齐王的，正是赵异。一直以来，孟尝君进宫出行，

都是赵异随行在侧。刚才，赵异在宫门外等孟尝君，监控殿内。

等到孟尝君翻脸，赵异不禁赞叹：哈，原来的那个公子又回来

了。他知道今日事不能善了，早就全神贯注，做好准备。待齐王

下令诛杀孟尝君之时，再不迟疑，踢开宫门，抢上前，挟持齐王。

赵异的速度天下无双，剑术凌厉，这么近的距离，斩个人头，简直

不费吹灰之力。只要孟尝君下令，赵异很乐意砍掉齐王的头颅。

孟尝君上前几步，对齐王拱手道：“大王的威势，可以号令天

下，随心所欲。只是现在，你的命，却也与常人无异。不过，你放

心。我们君臣一场，好说好散，有始有终。你想干什么随便你。

告辞！”

孟尝君说完，对着赵异点头道：“我们走。”

赵异持剑拍了拍齐王的肩膀，快步走向孟尝君。侍卫们见状，

纷纷持戈向前。赵异脸色一变，长啸一声，冲进人群中，大家只觉

得眼前一花，又听得大殿中一阵“当当当当”，侍卫们都抱臂惨呼，手

中长戈跌落在地。电光火石间刺伤侍卫并回到孟尝君身旁的赵

异，用力甩掉剑上血迹，收剑入鞘，昂然站立在孟尝君身后。

孟尝君目不转睛，冷冷地盯着齐王。齐王心中一阵发凉，颤

声道：“让他们——走。”

大殿外，全神戒备的阮周和刘兑，看到孟尝君二人出来，急忙迎

了上去，见孟尝君一脸怒气，心中诧异，目视赵异。赵异悄声道：“速

回府，回去再说。”孟尝君登车，在赵异等三人的护卫下，疾驰至府邸。

孟尝君回到府中，召来心腹门客。赵异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讲了一遍。最后道：“大家看，现在该怎么办？”

刘酉道：“齐王灭宋之后，狂妄自大，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齐

王。当面羞辱薛公，不留后路，后续定会加害薛公。”

赵异对齐王甚为恼怒，此时不管不顾，大声道：“先下手为

强。今夜我入宫，斩了这个昏君，拥戴薛公为王。”此言一出，座

中众人齐齐看向孟尝君，一时间，堂中静谧无声。

半晌，孟尝君缓缓摇头，道：“这事，我不做。区区一个王位，

还没有放在我的眼里。”

赵异急道：“可是……”

孟尝君摆摆手，道：“我离开临淄就是。”

刘酉道：“回薛城？”

冯谖在侧，道：“不可。薛城是薛公的大本营，必须确保安全。

回到薛城，齐王便可放心出兵，一旦被齐军攻破，就无处可去了。”

刘酉道：“那怎么办？”

冯谖道：“如今之计，去魏国是上策。”

刘酉道：“去魏国？齐强魏弱，倘若齐王施压……”

冯谖微微一笑，道：“这个无需担心。我前次出使秦国，回来

时候路过魏国，曾求见魏王。魏王因为灭宋被袭一事甚是恼怒，

已与秦结盟。得知秦王欲请薛公为相，也流露出想请薛公入魏

为相的意思。我说秦王已遣使去请薛公，他听了，再三叹息。现

在，薛公与齐王翻脸，去魏国，魏王一定很欢迎。再说，魏国无忌

公子，豪爽爱士，与薛公是好友，一定会从中帮忙的。”

刘酉道：“倘若齐王借此收回薛城，我们鞭长莫及，如何护得

薛城安全？”

冯谖道：“只要薛公在魏国立住脚，齐王就有所忌惮，不会对薛

城太过分。何况，魏子在薛城主事，一定有办法维护薛城的周全。”

孟尝君听了，略一思索，道：“好，去魏国。”

冯谖道：“要走，就要快。迟则生变。”

孟尝君道：“传话下去，愿意跟我走的，欢迎；不愿意的，任凭

去留。”

令孟尝君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亡，门客们大部分都愿意随

他去魏国。另有一些人，也来见孟尝君，说自愿留下，为孟尝君

观察齐国的情况。

半个时辰之后，孟尝君一行两千余人组成的庞大车队，浩浩

荡荡离开临淄城。出了城门，车队兵分两路，一路随孟尝君去魏

国，一路去薛城。有人将信息报与齐王，建议派兵伏杀孟尝君。

齐王想了好久，最后道：“让他们走吧。”

十数日后，孟尝君到了大梁城。魏无忌得到消息，早早就在

大梁城外三十里迎接。两人见面，少不了一番客套寒暄。随即，

拜见魏王。

孟尝君这些年，在诸侯中声名日隆，魏王见孟尝君来投，甚

是高兴，当即拜孟尝君为相。 （待续）

一个人无论远走何处

心里总是装着一个地方

打起装满思乡的行囊

去寻找槐花散发的芬芳

乡村像一张张泛黄的照片

记忆在岁月长河里流淌

思念凝聚成一缕缕乡愁

把陈年水墨落到旧街古巷

孩童在扯大锯的童谣里成长

小黄狗蹲在家门口张望

老屋上空的炊烟袅绕飘荡

牧归的耕牛把夕阳拉长

垛口高墙雕刻了历史沧桑

古朴门楼衬托着石狮的张扬

村口小庙守候人世间冷暖

天地祖先是人类原始的信仰

黄土地上走出的晋商

在乡村筑起曲曲回廊

西口的驼铃声还在回响

灵魂在村头老槐树下寄放

故土是人类繁衍的地方

勤劳忠厚把田野耕耘滋养

捧起一把泥土仔细端详

热泪浸润了稻花的芳香

孟尝君
□ 李牧

城市、记忆与我们
——读王士礼主编的大型画册《新城记忆》

□ 马明高

彩家庄随想
□ 崔瑜萍

三川河三川河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乡 愁
□ 梁大智

近腊月，买了个泡澡桶，觉

得淋浴洗的不过瘾，想洗洗泡

澡。泡澡桶一到，就放水一试，

泡着泡着笑了起来，家人问:“笑

什么？”笑着笑着又哭了！家人

又问:“泡个澡怎么还哭了？”

想起小时候，爸爸妈妈过年

带我去澡堂洗澡！

那 会 ，县 城 里 就 有 一 个 澡

堂，设在一个单位的院子里。一

排两层平房，二层是单间盆塘，

一层是通房。通房隔一大间，水

泥砌两个大坑，分开男女，剩余

的空间候澡休息。放几张简易

木床，洗澡人的衣裳都堆在上

面。偌大的空间，生一个火炉取

暖，一坑能容纳四五十人，一坑

水从早洗到晚，洗澡时间规定一

波一个小时，中间加一次热水，

晚上彻底换一次清水，热水来源

于烧炭锅炉。

澡堂，是否全年全天服务，

我不知道，平常爸爸妈妈从来不

带我去洗，家里放个铁盆一年擦

那么一两次。年年到了过年前

几天的晚上，带我去澡堂洗澡，洗

的是大池子。到过年那几天，大

池子澡票，也一票难求，大人全票

二角，小孩半票。从买票，到安排

能不能在放水的第一时间洗上，

爸爸提前几天就开始找熟人疏

关系，相对晚上洗的人比较少，所

以爸爸找人常常把我们安排在

晚上，带着我去洗过年澡。

我家住的地方离澡堂很远，

要赶放水的第一时间进池子。

一路上，两只小腿赶不上爸爸妈

妈强拉硬拽，加之又冷又瞌睡，

说实话，哪个小孩愿意让大人搓

澡像扒皮一样？我反正提起洗

澡，就不情愿，情绪要闹到洗完。

说是晚上人少，澡堂的大门

外早以黑压压等一大堆人，有熟

人的人，不只爸爸妈妈，管大门

的那个人其实不老，人们都喊他

张大爷，一口一个大爷喊着，一

根一根大前门递着。张大爷嘴

里叼的，耳朵上插的都是大前

门。谁喊得响，谁递得快，放谁

进去第一道门。只要从大门能

进去，就有望放到池子里去。我

的手被爸爸拽得死死的。往进

挤时，爸爸一把提起拽了进去。

进到院子里，爸爸妈妈又东瞅瞅

西看看。熟人又把我们放进了

第二道门，澡堂子的过道。过道

里稍暖和些，还能偷偷的推开门

缝看前一拨洗完了没？别说，就

像煮饺子一样，一锅出来再一

锅。

时间不容在候澡间逗久，妈

妈三扯五拽地扒了衣服，拉上我

直奔女池子。害羞的我扭扭捏

捏，妈妈自我安慰：“都是女的，

怕什么”！赤条条地赶紧跑进大

坑里，才觉得冰凉的身子有点温

暖。

一个小时，泡洗不能闲，妈

妈忙着对我开始扒皮式搓泥。

一只手拽着，一只手使劲的搓，

痛得我力争挣脱，我越挣扎，妈

妈越使劲，越骂骂咧咧。干净

了，妈妈把我提到外面等着，让

我站着别动。这个时候不怕赤

裸裸，满堂的雾气，什么也看不

清楚，原地等待着妈妈洗完。妈

妈就像答卷子，没听到三令五申

的催促不出来。完事了，妈妈用

湿漉漉的毛巾擦擦，拽着我赶紧

找衣服，冻得直打哆嗦，衣服穿

起不怎么顺畅，妈妈把我的身体

提起来翻过去，我又开始了抵

触。

夜 深 了 ，爸 爸 背 着 我 往 回

走，妈妈问我舒服不？我的回

答，不舒服！爸爸妈妈好像做了

一件了不起的事。

泡澡桶真的不错，泡着泡着

我又笑了，觉得无比幸福，觉得

无比温暖，觉得无比知足，泡澡

洗完了，再淋浴冲冲，软绵绵的

浴巾包裹身体，谁敢说家里泡澡

不舒服！

过年洗澡
□ 张竹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