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小学的学费已高达10多元。

在猪肉1公斤仅卖两元钱的时代，10多

块钱对于农家来说，无疑是一笔数额不

小的支出。把挣学费想法告诉父母

后，当晚家庭会议上，父母及哥哥便帮

着分析适合小孩子经商的市场前景。

在家庭成员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父亲

最后同意我提前计划的两套“经商方

案”：走村串巷卖冰棍失败后，就上街

摆个小人书摊。

依稀记得，那年立秋后第二天早上

6点，父亲叫醒我并给了20元钱，让我去

镇上“批发”冰棍。等我赶到冰棍厂，排

在我前面“领”冰棍的已达10多人，全是

妇女和小孩。按冰棍厂规定，我先到一

个女财务人员那儿“挂号”、交10元押

金，然后以4分钱一支的价格买200根

冰棍（老客户可以卖完冰棍后交钱）。

冰棍箱是一只表面白漆刷过的木箱子，

底层铺着白色的棉被，“领”到箱子后再

自觉跑去排队。一位40多岁的妇女在

我的“监督”下，往箱里码冰棍，一层一

层都用棉被隔着……

按父亲传授的方法和自己的“市场

考察”，背着冰棍箱就往回走。因为一

个1200多人散居的村子，还没专业“卖

冰棍”的。真是“开门大吉”啊！刚走出

镇街，踏上车站背后通往家乡的小路，

“卖冰棍的小孩，拿6根冰棍过来”的喊

叫声就从右边的田畈传进我耳鼓，我背

着冰棍箱就小跑过去。当我快速地从

箱里拿出6根冰棍递给一个大汉、接过

他给的 3 张一角纸币时，心里甜丝丝

的。顾不上擦把汗，我背起冰棍箱就迈

开步子赶路。一路走一路卖，到家时就

已经卖掉了50多支冰棍。走2公里多

路便赚了5毛钱，增添了我挣学费的信

心。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背着冰棍箱

走进家乡的田畈……一直卖到下午1点

多钟才背着剩余的 30 多根冰棍回家。

然而，第一次就体验到“商场如战场”的

残酷，母亲掀开箱盖从里面摸出一根冰

棍时，因箱盖掀得太频繁，加上棉被没

压实包严，冰棍都开始化水了。结果

“便宜”了一家人。就这样，第一天“做

生意”，没挣一分钱。

当天晚上，父母、哥哥继续帮我分析

原因、总结教训，并鼓励我“继续战斗”。

从此以后，我逐渐摸索到卖冰棍的一些

“窍门”：掀箱盖、取冰棍速度要快，防热

气乘机溜进“感染”冰棍；家门口的人及

父母的熟人可赊账；对已开始化水的冰

棍进行降价处理，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

度；每天出门都带一块塑料布，以防雷阵

雨。20天的“经商”，挣到29元钱，体会

到挣钱不易。学到了一些经商知识。这

段经历使我明白，人生之“酷”在于父母

或许可以给你打好鼓鼓囊囊恰似百宝箱

的背包，但是无法给你详细的地图和精

确的指南针，路要靠自己走。

在大老桂住房的楼下，有个露天坐台，坐台中央有棵很粗壮的大

树，像一把撑起的绿色巨伞。这是小区居民纳凉休闲聚集的地方，大

老桂时不时去凑个热闹。刚开始，大老桂一落座，大家还有说有笑的

话语戛然而止。大老桂觉得尴尬，掏出香烟，挨个递去，转了一圈，大

家都摆手不接。偶尔也有人和他搭讪几句，大老桂实话实说，末了，还

自我推荐说自己有水电工技术，以后谁家里水电出了小问题，物业水

电工忙不过来可以帮忙维修，不收钱。后来还真的有几户邻居炎炎夏

日的夜晚电出了故障，大老桂去把他们家的电维修好了。

离露台十几米的地方，原先摆放着几个垃圾桶，垃圾分类后，垃圾

桶撤了，倒垃圾要跑到一百多米远的垃圾厢房，多年养成习惯的居民，

有的乘人不备，随手将垃圾丢弃在原地，尤其是夏天，清理不及时，臭

气熏天。来露台休闲聊天的人，有的骂物业，有的怪分类，有的指责随

手乱丢者，群情激愤。一次，保安逮住一个乱丢垃圾的居民，两人吵了

起来，还推推搡搡，大老桂见状，起身走向前去，拉开他俩，弯腰把垃圾

一袋袋拎着送到远处的厢房，来回几次，把垃圾清理完了。再有送来

的，别人不说，大老桂忍不住说，垃圾要送到厢房去。有人不理解地翻

着白眼看看他，丢下垃圾走了。大老桂又拎着垃圾送到厢房。回家

后，大老桂用一张白纸歪歪扭扭地写上“此处禁止倒垃圾”字样，做成

小牌子插在地上，邻居们看到他经常拎送别人乱丟的垃圾，时间久了，

原先少数乱丢垃圾的居民，也主动把垃圾送到指定的厢房。

有一晚，电闪雷鸣，孙子吵着要吃奶油巧克力，大老桂见雨小了，

起身去小区的超市买。走着走着，看到前面一排小车打着闪灯堵在路

上，还听到有人在大声互相指责，吵吵闹闹的声音，走近一看，才知道，

刚才暴风雨把一棵20多厘米粗的大树吹倒在路上，挡住去路，前面的

年轻人要倒车，怪后面车挡着他，两人吵起来。好几个人都站在那里

拨打物业电话，物业说派两个保安去看看，保安空着手来了，站在树旁

看了看，用手推了推，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大老桂凑过去，东瞅西

瞅，对保安说，你去弄一根长粗绳子来。保安拿来了绳子，大老桂把绳

子一头拴在倒地的树枝上，另一头穿过一棵大树丫，然后叫大家过来

搭把力，几个回合下来，大树立起来了。大老桂把绳子拴在大树上，叫

保安去找三根一米多长相对结实的木桩和锤子来，加固大树底部，否

则还有隐患。十几分钟后，小车鸣着喇叭走了，道路畅通了。保安问

大老桂咋这么有经验，大老桂咧嘴一笑：乡下常用到的招数。

暑去秋来，天渐渐凉爽了，大老桂夫妻俩常推着婴儿车，带孙子去

公园玩。有天，大老桂刚把孙子放在湖边走廊，就听见不远处有人在

大声喊，救命啊，有人落水了！大老桂连忙把孙子塞给妻子，撒腿就循

着声音的方向跑去，妻子一手拉着孙子，一手挥舞着喊，你要当心啊。

当他来到一座小桥边，岸上两个人指着不远处的水面上那个一起一伏

的脑袋，他迅速脱下外衣和鞋子，从桥上纵身一跃，跳入水中，游向落

水者，他一手抓住落水者的衣服，一手奋力向岸边划水，毕竟是五十多

岁的人了，十分钟过去了，他有点体力不支，正当他与落水者纠缠在一

起的时候，公园里的保安闻讯赶来，加入救援，才把落水者救上岸。大

老桂已经筋疲力尽，仰面躺在地上，保安询问他情况，他摆摆手说，我

没事，赶快把落水女子送到医院去。这时，妻子带着孙子赶了过来，一

见大老桂仰面躺在地上，不知情况的她马上大哭起来，大老桂缓缓地

坐起来说，你哭什么，我没事，好好的，只是有点累。

大老桂救人的事迹被公园管理处上报到社区，社区再转报上级，

大老桂被评为当月的“十佳好人”。从此，湖畔家园的“好居民走廊”里

多了大老桂的照片和事迹。大老桂再到那个露台去纳凉聊天，邻居们

都招呼他说，好人来啦，快坐。大老桂反倒不好意思地摆摆手说，什么

好人，我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走在田埂上的农民。

巧的是被下山寻子的母虎发现，将

其叼入祖狮洞，用虎乳喂养，虎爪在洞

前刨出一汪清泉，名为“虎刨泉”，为小

男孩清洗眼睛，渐渐地小男孩的眼睛能

看得见东西，并与母虎相依为命，一时

传为佳话。

祖狮洞的不远处，寨基山东侧半山

坡有个光明寺，寺庙住持认为这是人间

奇迹，收小男孩进寺庙学习佛法。这样

小男孩就在光明寺出家，有了后来的历

僧。因而光明寺香火越发旺盛，于是在

祖狮洞的前方坡地上又建了一座寺庙，

一时香客不断，祖狮洞名声大噪。历僧

事迹感染了当地信众，惊动了当时的朝

廷。朝廷敕封历僧为“孝慈伏虎禅师”，

并在庐江县城不远的冶父山山顶，敕建

伏虎寺无量殿，开坛讲法。历僧成为冶

父山伏虎寺的开山始祖。

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的春天，学校

组织去祖狮洞开展春游实践活动，我兴

奋了一个晚上。同学们举着旗帜走在

春游的山路上，阳光温暖地包裹着身

体，黄得晃眼的油菜花在田间竞相开

放，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染透山林。爬过

一段狭长的陡坡山路，来到一片开阔

地，再抬头一看，巨大的岩石堆迎面逼

来，老师说那就是祖狮洞，同学们竞相

攀爬，不一会就来到岩石堆的洞门前。

祖狮洞远望不大，近看还是很高的，洞

的上方有不少映山红正竞相开放，一簇

一簇地掩映在绿荫中，阳光下无比红

艳。祖狮洞由一个大洞和一个较长小

洞连通而成，面积有一百多平方米，走

进洞内能看到有人类生活过的痕迹，岩

石上有人工雕凿的磨盘底部，岩壁深处

有一弯池水，里面还有几条小鱼在游

动，一切显得那么的安详。

时过境迁。现在满山遍野的毛竹，

将祖狮洞紧紧簇拥，掩映在翠绿的竹海

波涛之中。漫步庐南竹海，寨基山伟

岸、祖狮洞灵秀。祖狮洞是一座山峰，

也是一块佛地，它与寨基山遥相呼应，

将成为庐南川藏线东部沿线重要的旅

游胜地。

风
景

祖狮洞 庐江 何海生

祖狮洞，在庐江县东南就是一个地名，是座山，是一个当地妇孺皆知的地

方。寨基山是这一带群山的最高峰。站在寨基山远眺祖狮洞，似一把天然的太

师椅靠背头稳稳地躺在那。关于祖狮洞的传说很多，唐朝中后期，当地有一姓

历的贫苦人家，小男孩出生时双目失明，农家无力抚养又不想任其死去，就把小

男孩偷偷放在进山寺庙的路旁，看是否有香客大发慈悲收养，保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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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桂 肥西 查鸿林

湖畔家园是多年前建设的一个高档小区，近年换了不少新

业主，接盘的大多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在城里有

了工作、房子、车子，娶妻生子，安居乐业，乡下的父母也被呼唤

入城，主责就是带孙子。大老桂就是新面孔。他五十刚出头，花

白头发，微瘦，好客，很有精气神，左右邻居主人都比他大十几

岁，不太好称呼他，就给他取了个折中叫法——大老桂。五年

前，大老桂的儿子大学毕业，随同女朋友来到这座城市，按揭了

湖畔家园的二手房，而后安家立业，结婚生子，大老桂夫妇也就

丢掉农活，顺理成章地进城带孙子，来到湖畔家园。

烙
印

开学之前挣学费 池州 赵柒斤

时光对于一代人的烙印如何，当下之人或许无法清晰地知晓。而回过头

来，过往的痕迹却分厘可见，就像30多年前的暑假末期，帮家里搞完“双抢”

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做起买卖来，体验市场竞争和挣学费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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