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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激情岁月
我和我的祖国

■素郡

浙南小西湖
我的家乡瑞安陶山有一处美

丽的风光——桐溪风景区。它以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赢得了“浙南

小西湖”的美誉。

桐溪风景区以桐溪水库为主

体，三面环山，人工湖中绿水青青，

碧波荡漾，倒映着蓝天、白云和青

山。每当人们漫步在水库坝道上，

或行走在湖中小岛那幽静的小路

上，或坐着游船畅游时，就如同走

进了人间的仙境。如果是阴雨连

绵的天气，湖面便生成一片烟雨迷

蒙的景观，仿佛蒙上了一层神秘的

面纱。桐溪风景区，一年四季游客

不绝，交通方便，公交车直达景

区。每逢节假日，这里是温州人和

瑞安人的首选旅游之地。

我最早认识桐溪风景区是在

1976年，刚上初一，学校组织我们

去参加建设桐溪水库引水渠道劳

动。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当我和

同学们听说要到桐溪水库劳动时，

高兴得不得了，犹如出去旅游一样

兴奋。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在老

师带领下，从碧山中学出发，步行

七八公里到达目的地。那年，我只

有12岁，是人生中第一次徒步走那

么远的路，走得两脚起泡，差点哭

了。可到了桐溪后，被那山、那水，

还有那人山人海的劳动场面给震撼

了。我们都忘了疲惫，积极地投入

到运泥土的人海之中。我是学校文

宣队队员，劳动了一会儿，就被老师

叫去和文宣队其他成员一起，为鼓

舞大家的劳动热情，择引水渠旁的

山路为舞台，表演节目，我感觉特别

骄傲。那时，桐溪水库主体已经建

好，可我和同学们都没有时间好好

地欣赏桐溪水库的美貌，只有大坝

桥边那个棱形字碑上“桐溪水库”

四个大字，和碑顶上的红色五角

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一直到1986年，我和爱人订婚

了，桐溪成了我的家乡后，才真正地

游览了桐溪水库优美的风景。我的

爱人是土生土长的桐溪人，与我是

高中同学。那年十一月份，在他的

引领下，我再次来到桐溪水库，当看

到自己当年劳动过的地方、石碑上

的“桐溪水溪”和那枚引人注目的五

角星时，心里便是一阵激动。

爱人牵着我的手，一边走，一

边给我讲解桐溪水库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历史：桐溪水库人工湖原是

桐溪村民的居住地，也是他祖辈生

活过的地方。1956年水库动工兴

建前，全村移址，他家就移到现在

桐溪的住址。水库主体于1958年

建成，后续工作继续延伸。水库平

均水深约 8 米，最深处可达 20 多

米，大坝全长约200米，高13.5米。

水库容纳大大小小数十条溪流，给

周边的乡村提供约2.5万亩农田灌

溉用水。爱人还告诉我，这里古时

溪边遍植梧桐树，故名为桐溪。

我听得如痴如醉，随着他的步

脚，顺着水库的西边弯弯曲曲的小

山道，绕着水库而行。沿途中，时

不时地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声；时

不时有砍柴的山农与我们擦肩而

过；时不时有松鼠在树头活动，它

歪着脑袋，斜着眼睛，好奇地看着

我们。而我也好奇地、尽情地欣赏

着眼前自然而朴实的风光。

那时，桐溪水库还没有正式被

开发成旅游景区，它宛如一位未曾

打扮的丽质佳人，特别的纯美，默默

地居于山中，等待着人们的垂爱。

我 们 先 浏 览 了 岩 庵 和 蝙 蝠

洞。岩庵始建于宋朝，后遭过破

坏。可岩庵凌空飞架，居高临下的

气势依然犹在。我们静坐在庵堂

里，还可听到淙淙地流水声。更引

人入胜的是蝙蝠洞，它是一个由花

岗岩堆叠而成的天然洞穴，当时没

有任何的人工装饰。我们借用手

电筒的光前行。洞里深浅有致，时

宽时窄，给人神秘幽深的感觉。据

说以前有很多蝙蝠在洞中栖息，故

为蝙蝠洞。它的旁边还有观音洞，

洞中有天然石糠、观音坐莲等古

迹，让我大饱了眼福。

后来，水库管理员知道我们来

了，便带领我们一起乘坐机动船，

来到湖中的一座无名小岛上，并给

我们讲解了岛上明朝李维樾的坟

墓、石马石将军共十尊石雕的历史

故事。原来，这些古物曾在修建水

库时沉于水底。改革开放后，在水

库工作人员努力下，历经千辛万

苦，从水中打捞上来，重现在此，现

已被列为瑞安文物保护单位。与

小岛相距10米之远，遥遥相望的孤

岛为“小鼋渚”，树林茂盛，百鸟啁

啾，面积约22亩。两岛一大一小，

好似镶嵌在湖面上的两颗明珠。

随后，我们又乘船观看了传说中的

龙潭。龙潭水质极好，清澈见底，

游鱼可数，四周巨石光洁如镜。

当我返回到水库堤坝上，再放

眼望去时，我已深深地迷恋上了幽

静的山，清静的水，还有那宁静的

村庄。水库管理员兴奋地告诉我

们，桐溪距温州市区15公里，距瑞

安市区也15公里，已受到上级有关

部门的重视和资金上的支持，将成

为旅游景区。

从此，桐溪水库就像一块被雕

琢过的翡翠，又像一位将出嫁的新

娘，越发秀美，成了名副其实的旅

游景区。水库大坝顺坡而下的南

面平地，成了绿茵茵的草坪。草坪

中的石子小路如蛇游走之形，由西

往东延伸，不但给人一种悠远的意

境，也给人们创设了另一条通往水

库埠头的优雅之路；水库的东南

端，出现了一座造型别致的“双叶

亭”，又名“观景亭”。亭顶的两片

梧桐叶造形，突出了桐溪的特色；

“双叶亭”下的埠头边，龙头游船和

机动船一字排开，给游客们提供湖

中岛与岛之间游览的便捷，无需再

走山道。坐在游船中，青山绿水，

亭阁栈道，随着游船行驶，让人心

旷神怡；湖中无名岛上的石马石将

军旁多了一座翘角飞檐的六角亭，

名为“幽思亭”；无名岛与小鼋渚两

岛之间多了座九曲桥，还重修了岩

庵，用灯光修饰了蝙蝠洞等。

我和爱人虽不住在桐溪，但每

次回去，总忘不了去桐溪水库大坝

上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感

受一下大自然的开阔胸怀。每当

有朋友或同学从外地回来，我总会

自豪地说：“我带你们去看看我的

家乡浙南小西湖！”有一年夏天，同

学从法国回来，当她和她的孩子站

在桐溪水库堤坝上时，那孩子高兴

的跳起来，喊道：“真美，真美，比杭

州西湖还美！”离开时，母子俩依依

不舍，告诉我下次回国，还会再

来。是呀，群山的刚劲和湖水的柔

美巧妙结合，真让人陶醉。那天，

我由感而发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游桐溪水库》：“溪水戏鱼成趣，轻

舟掠影生情。奇峰异洞雾轻盈，飞

絮湖中倒映。一曲山歌悠远，几只

翠鸟和鸣，梧桐树下把风听，忘却

凡俗心静。”

家乡浙南小西湖，只是我们祖

国大好河山的凤毛麟角。可她的

自然之美，恰恰证明了祖国河山是

何等的秀丽，她的变化也恰恰证明

了我们祖国的发展正在日新月

异。祖国啊，您怎能不让我们眷恋

和陶醉！

瑞城记忆

大沙堤早市（李浙安/画）

瑞城解放路有一家县前理发店，就

在县前头，好多年了，理发师都成了老太

太老爷爷了，但生意不错，价格公道，手

艺高超，有一大批老顾客。七八位理发

师一溜排开，老爷爷老太太宝刀未老，刷

刷刷，秋风扫黄叶，剪洗刮吹，一整套程

序行云流水，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顾客进去一狂生，出来一相公，整个过程

不到十分钟。

我特别钟情这种老式的理发店。在

时下美发行业越做越复杂的商业社会

里，许多美发店附加服务太多，却往往生

疏了主业。相比而下，老式的理发店，不

仅价廉技高，而且节省时间，效率高。

理发，在以前，与补牙、补锅、做篾等

等一样，人家是靠本事吃饭的。

“剃头哎，剃头哎”，记忆里的叫声又

在吆喝了。小时候，村里挑着担一天到

晚到处张罗顾客的是阿德哥。阿德哥人

瘦瘦的，个子也不高，调皮的人就给他送

了个绰号，叫“老鼠”，但阿德哥也不恼，

照样乐呵，照样与顾客说笑，照样剃刀如

风，就像他在山上快刀割茅草。村里几

百户烟灶，老的，少的，包括有些女人剪

长头发，头都归阿德哥管，所以阿德哥权

力蛮大的，掌管着上千个人头。

我们兄弟两人，弟弟特别怕理发，只

要一听到阿德哥的吆喝声，就脚底生风

逃之夭夭，要么躲到竹林里，或者稻草垛

中，反正一下子难找到。母亲找了老半

天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弟弟的

头发就像茅草一样疯长，从“鸡窝”到“鹅

窝”，也就几个月的事情，人家也送了个

绰号，叫“浪大”。有几次，“浪大”被逮

住，摁在板凳上，就发出杀猪一样的哭

声，声嘶力竭，阿德哥在这样的阵势中，

劝慰说笑，全都不管用，只好草草了事，

空辜负了他的一身本领。

我相对比较乖巧，理发时安安静静，

阿德哥就比较喜欢了。我早早在高凳上

正襟危坐，阿德哥在旁边打开他的“百宝

箱”，把理发工具准备妥当，拿出围裙帮我

系上，在脖子地方打个结。接着“咔嚓咔

嚓”，剃刀清脆的声音就在耳边响起来

了。这时候，我一般是闭着眼，一是怕头

发掉到眼睛里，二是因为剃刀在头上游走

也有恐惧心理，只不过没有像弟弟那样直

接表现出来罢了。理发过程中，最重要的

是理发师与顾客的配合。他叫你头低一

点或高一点，向左偏，或向右偏，你都要积

极配合，这样理出来的发型才好看，不会

出现一个不伦不类的“鬼头”。

所谓“人不可貌相”，别看阿德哥人矮

矮瘦瘦，但胆子大，头上功夫了得。他剃

头，是大开大合的，用剃刀“咔嚓咔嚓”，就

像开着拖拉机耘田，从后脑勺开始，一路

割到前额，再从后脑勺开始一路割过去，

周而复始，没几下，头发就变成一垄一垄

的“庄稼”了，这时候如果你中途离开，那

你自己看着办。就在你觉得你的头发被

“糟蹋”成不成样子的时候，画风一转，“拖

拉机”改成从左耳朵跑向右耳朵了。在两

只耳朵之间跑来跑去，头发纷飞如雨，及

至听到一声“洗头去”，你睁开眼睛，在镜

子里一看，一个“杨梅头”已经呼之欲出。

洗完头，还要刮额毛。这个刮刀可不

比剃刀，其锋利程度与青龙偃月刀有得一

比。你看，头发丝那么细，那么软，在它面

前，轻松割断。这个时候，我可丝毫不敢

懈怠，杵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只觉得

后脑勺冷飕飕的，忽而耳侧，忽而又绕到

前额去了，那把刮刀神出鬼没，绒毛状的

软柔额毛随风飘落。阿德哥把脖子周边

都刮了一遍，最后再用剪刀细节加工一

下，一句“好了”，我才长吁一口气，犹如

“刑满释放”。

阿德哥还有“一绝”，就是挖耳朵。

我没有享受过这等服务，大人们告诫我，

小孩是不能挖耳朵的，挖了会耳聋。但

是我看到祖父挖耳朵的场景。祖父仰躺

在椅子上，头极力向后靠过去，阿德哥拿

着一根细细的长长的挖耳勺，手极灵活

地进进出出，一大坨耳屎就被挖出来

了。我看到祖父半眯着眼，在午后慵懒

的空气里，极享受的样子，我疑心那是无

比幸福的。

阿德哥，不仅手艺好，人也幽默风

趣，很会说笑。家长里短，农事收成，他

都会聊上一聊，人家揭他短，也不恼，还

会跟着人家自我解嘲，与小孩也讲得来，

所以人缘格外好。理发，也就成了村民

们在紧张的劳作之余难得的休闲时光。

“鞋头鞋头”，瑞安人出去，一个人的

形象，极讲究头与脚，是很有道理的。头

发理得好，人精神，做事就成功了一半。

早晨的霞光里，一副剃头担，一个矮

矮的身影，我仿佛又听见了那一声声吆

喝——剃头哎，剃头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