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爷爷的老屋西墙正中央挂着一个摆

钟，它已经陪伴我们家族几代人了。这个

摆钟的外观非常精美，钟身由优质铜制

成，表面镀有薄薄一层白银。钟面上的数

字和指针都是用黄金打造，看上去古朴典

雅。摆钟的下面有一个小木制垫，方便放

置蜡烛或者电池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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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来说，爷爷的摆钟承载了许多回忆

和故事。每天上午十点整，摆钟就会响十下，

钟声将正在管理菜园的爷爷唤了回来，只见爷

爷开始烧水泡茶，给我讲故事。

爷爷的这一习惯雷打不动，每天都会这

样：晨起先干活，听到钟响后，开始烧水。茉莉

茶香满屋弥漫开来，充斥着我的鼻腔。

摆钟的工作原理相当复杂，为了确保走时

精度，摆钟需要定期调整和校准。为了保护摆

钟，爷爷会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定期用软布

擦拭表面，防止灰尘和污垢影响外观和走时精

度。避免将摆钟暴露在强磁场环境中，因为这

样会影响走时精度。

爷爷的摆钟是机械的，需要定期上弦、校

时。每当爷爷校对时间时，都会提前打开电视，

找到中央电视台，把摆钟上好弦，等待电视台正

午报时，这时我常常会与爷爷一起坐在电视机

前等待十二点钟的到来。事过多年，似乎那句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依然环绕在耳边。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一个炎炎夏日

的上午十点，爷爷永远地闭上了双眼，摆钟也

永远地定格在了十点。

爷爷永远地离开了我。那段日子，我像夜

晚里迷失了方向的孩子一样，不知如何是好。

爷爷去世那年，庭院中的菜园也因无人管

理而荒芜了。摆钟静静地挂在墙上，已经落了

厚厚的一层灰尘。

那消失的菜园和蒙尘的摆钟，在我的记忆

中留下了一道巨大的缺口，这道缺口，是女娲

炼石也无法补全的“天裂”。

某次旅游时，导游带我们到了一处收藏摆

钟的地方。收藏柜里，有各种各样的摆钟，欧

式的古董摆钟，美式的大摆钟，还有一些是中

式风格的摆钟……

其中一架古老的法国巴洛克时期的小摆

钟让我一见钟情，它的外壳坚硬而华丽，上面

有着美丽的雕花，时针与分针旁边还有珍珠状

的装饰品，整体有一种浓郁的古老气息。看到

这架小摆钟时，我感觉时间停止了，而我似乎

置身于一个古老的时空之中。

有很多人对它感兴趣，纷纷询问摆钟的历

史与背景，这架小摆钟不再只是单纯的一件收

藏品，而是一个值得别人关注和探究的文物。

这也让我在一瞬间体会到爷爷的心境：每

一个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

仅仅是这个物品的历史，更是与这个物品有关

的人们的故事。它们承载着文化和历史，也承

载着人们的记忆和情感。我们将这些有价值的

物品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欣赏。将

珍藏品介绍给他人，分享自己所钟爱的收藏品

带来的珍贵体验，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

收藏品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积累和财富

的积累，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精神的滋养。

每当我无聊或者想念爷爷

的时候，我就会坐在窗边，看着

摆钟悠悠地摆动，思考着它的历

史和文化价值。这个摆钟也让

我明白了时间的重要性，教会我

珍惜每一刻。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应该像摆钟一样稳定、准确地

度过每一刻，珍惜时间，努力追

求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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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此地还没有地名，人们要描述这个地方，

自然就想到标志性地物，把杨柳树和阁楼连在一

起，就这样“杨阁楼”的名字在民间慢慢传开了，后

来人们念白了，就叫“杨家楼”，其实开始这里没有

杨姓人家。到了民国期间，杨家楼日益兴盛，各路

商人看中这里的商机，纷纷迁居于此，这里有饭

店、商埠、旅社、糖行、布行、米行、豆腐店、铁匠

铺、皮匠店、肉铺等，应有尽有，相当于现在较大的

综合批发市场。由于经济繁华，常有土匪来此抢

劫，为维持治安，防止土匪骚扰，这里曾驻扎民团，

拥有十多杆枪支。

以前的杨家楼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街道呈“十”

字形，常年过往客人熙熙攘攘，如行云流水，这里是

南来北往的“驿站”，过去交通大多数靠步行，由于路

途遥远，过客往往在此吃饭、住宿。据当地老年人回

忆，1949年解放军途经此地过江，在杨家楼街上走了

一天一夜，部队才走完。

昔日的杨家楼不仅是经济贸易中心，而且还是

民事调解中心。民间遇有纠纷和矛盾，就请保长以

及乡里士绅到此地茶馆，边喝茶边调解，当时的杨家

楼仅茶馆就有六家，就连相邻的枞阳县民间有纠纷，

也常来到杨家楼喝茶调解。

在杨家楼有一建筑物叫张家享堂，赫赫有名。

相传晚清重臣、淮军名将刘秉嶂将朝廷赏地出租给

他人耕种，有个管家叫张汉青，常来这里帮他收租。

刘秉嶂死后，这一带田地的权属就归张汉青所有。

为光宗耀祖，张汉青在杨家楼附近盖起张家享堂，三

进两包厢。解放后，店桥乡政府就迁到张家享堂，自

此医院、食品站、粮站、供销社等也先后迁到这里，杨

家楼成了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当时的杨家楼有两大绝活，一是操刀卖肉的，手

艺炉火纯青，精准得神奇，你只要说出斤两，一刀下

去，就是多少，根本不用秤，如果你不信，任你拿秤怎

么复核，重量不差；二是神医李永华，他经营一爿药

店，擅长儿科，那时候医学落后，医疗条件较差，疳积

流行，难以治愈，只要经李永华一处理便手到病去，

引得方圆百里的求医者纷纷慕名而来。由于历史原

因，现在的杨家楼仅存不到二百米老街水泥路面和

曾经在此经营居住过的二十户人家。多么希望，杨

家楼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在庐江县罗河镇黄龙村的西北处有一村民组，叫杨家楼。过去这里名气非常大，方圆百里

都知道杨家楼。明朝末年，当地有个陈姓大户，非常有钱，别人叫他陈百万。陈百万当时在这

里盖起高墙大院，为便于防火、防盗和打更、放哨，他在东南西北处盖起四个阁楼。离此不远处

有棵大杨柳树，树下开有一店，人称“柳树店”，供过往客人吃饭、住宿。

杨家楼杨家楼 庐江庐江 曾福来曾福来

入住当天赶上沙滩排球比赛，队员们健硕的身

材很是养眼。我们在海景房里感受着海风与海浪之

声，仿佛父亲在跟我们诉说着家乡的美好……这里

是父亲生长的地方，也是父亲参加革命的地方，如今

家乡的变化已是美得不可方物。

第一站我们来到海阳凤城老龙头，这是父亲参

加革命战斗的第一个地方。父亲16岁参军入伍编

入海阳警卫营，参加了凤城滩头阻击战。父亲于

1958年来到安徽合肥。如今我们带着父亲的心愿，

重归故里。大海啊故乡，海阳是大海之阳，是革命

老区，美丽辽阔，美不胜收。现如今老龙头已是一

个大型港口，停泊了很多船只，这里是深海区，海水

显得格外的湛蓝，海浪翻涌，我们手捧一掬父亲的

骨灰和一束鲜花撒入大海，让父亲魂归故里，了却

父亲眷念家乡的心愿。站在此，放眼一望无际的大

海，深深地理解了父亲如此挚爱故乡——海阳的情

愫，大海的魅力如同父亲的胸怀……理解了故乡对

父亲的意义。故乡，不仅能让人不羁的灵魂得以栖

息，还可以给灵魂注入坚韧执着的力量，虽然人在

他乡，却始终能嗅出扑面而来的那方丰腴的地气，

感悟到生命的原色和家乡纯正故土的清醇，也能感

受到家乡人们的热爱。故乡，又是一条无法诠释的

词目，故乡是一个特定的地理方位，又是一个抽象

的精神寄托的伊甸园。故乡情结是心中的一片私

密风景，是一种精神过往，如同一幅雨打芭蕉图，抑

或是一首思乡的小夜曲，是一个人慢慢与其对话和

欣赏。

海阳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地方，地雷战的故乡，与

地道战、南征北战并称为三战。这里人口稀少，绿化

造型有序，道路干净整洁，车流量很小，仿佛走入欧

洲，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

第二天我们去了海阳鲁能胜地——美丽汇，有

关它的报道少之又少，更甭提关于它的宣传了。它

建成五年，三年疫情，故而一直没有对外出售。我们

去五姐家总是路过，来来回回看见一片片欧洲风情

的建筑，于是拨动了那颗想要去拍片的心弦，驱车前

往，门卫保安大叔不让进，幸运的是碰见一位年轻帅

气的经理，听了我们的陈述，热情地为我们打开了大

门，并嘱咐我们注意安全，很多建筑尚未完全收工，

就这样实现了我们的拍摄愿望。这里每一座建筑都

是精雕细琢的，无论任何一个场景放到哪里都会变

成网红打卡地，唯独在海阳，它静静地坐落在那，由

内而外散发着它的自身魅力。

一路上看不够的海岸线，老家之行是快乐的，家

乡的亲朋好友是热情的，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是无比

喜爱的，因为我们的体内流淌着父亲的血液。家情

乡韵犹如一曲唱不完的歌谣，家乡的山、家乡的水、

家乡的海、家乡的人、家乡的情，有了艺术的干预，在

我眼里已是美得不可言说。我看家乡多妩媚，料家

乡看我亦如是！

六月，和妹妹一起带着父亲的心愿，驱车前往老家——山东海阳。海阳位于烟台地区，地

理位置却更靠近青岛，被誉为青岛的后花园，通过与青岛连接的跨海大桥只需45钟。海岸线

的沙滩被称为黄金海岸，沙滩细腻柔软，拥有十里沙滩浴场，它是国家沙滩排球基地，是沙滩排

球比赛的最佳场所，同时有着著名的沙雕公园。这里海天一色，海阔天空。我们入住酒店的海

景房，推窗见海，海风习习，海浪拍岸，如同伴着抒情的音乐节奏，声声入耳。

老家之行老家之行 合肥合肥 张时卫张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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