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响在儿时记忆里的，是
村子里一声声的吆喝：有卖烧
饼的、收废品的、磨菜刀的……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剃头
匠。

20世纪80年代，农村交通
不便，便衍生了不少走
街串巷的买卖。
精明的剃头
匠，用单
车 驮

着一张长木凳，木凳上面还架
着一个小木箱，一边踩着单车
一边吆喝着：“剃头啦，剃头
啦！”随即涌出一大帮小孩子，
跟着他的单车后面跑。一声声
吆喝，伴着几声犬吠，村里的男

女老少跨出门槛，寻着吆喝声
走去。风里来，雨里去，剃头匠
以他勤劳的双腿和热情的服
务，给乡村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和温馨的回忆。

记忆中的剃头匠，略胖，挺
着一个圆肚子，身手却十分麻
利。到了一处空地停下车，打
开木盒，里面是两把剃刀、一

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布单、
一把剪子、一条窄长

的磨刀布、一把猪
鬃刷子、一宽一

窄两把木梳，
还有一面不太
明亮的镜子和
一把新上过油
的推子。长木
凳放在地上便
是 顾 客 的 坐
凳。然后，剃
头匠优哉游哉
地抽着旱烟，
手里拿着一支
用来磨剃刀的
弹簧夹，边走
边用剃刀划拉

一下弹簧，发出摩擦和振动的
声音。

那时候，村子里的人还是
比较多的，需要剃头的却很少，
所以剃头匠每个月来一两次，
但每次一来，村里的男女老少
都会蜂拥而至，大多数都是看
热闹闲聊的，剃头匠也幽默风
趣，逢人就能聊上一会。

聊着聊着，生意就上门了，
剃头的人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
老人家。那时，剃头不像现在这
么讲究，乡下人多喜欢简单利
索，要么剃光头，要么理平头，
要么三七分，剃头匠简单询问，
就分别依照客人需要，不同的
头型准备不同的工具，剃光头
的，就用剃刀刮；理平头的，就
用推子推。剃完头就到了他们
最享受的时候了，剃头匠先把
毛巾在热水盆里打湿，然后敷
在老者的胡子上，闷一会儿，在
胡子上抹出白沫，之后再慢慢
刮干净。看着镜子里干净漂亮
的自己，连连点头称赞，身边的
村民也跟着起哄：二爷好帅呢。

那时候的孩子一般都不愿

意剃头，特别是大冬天，坐在长
凳上一动不动，还要忍受着冰
凉的剃头刀在头上来来回回。
围着剃头匠的孩子不少，但能
坐在长凳上理发的，都是被家
长架着送上去的，命令似的对
剃头匠说：“给他剃，剃短点
儿！”剃头匠附和着家长，按住
了头，吓唬着孩子：“别动！再
动刀子就剃出血了。”就这样，
孩子坐在长凳子上一动不动，
剃头匠一会儿摸摸小孩的头，
扯扯小孩的耳朵，打趣逗乐
子。直到剃完了头，再看，双方
都紧张得头上沁出了汗。

孩子委屈地照着镜子，左
看右看，剃头匠夸着：“很好看
呢，精神了不少。”旁边的其他
孩子也跟着附议，一顿起哄后，
当剃头匠喊下一位时，孩子们
霎时变得鸦雀无声……

如今农村已很难再见剃头
匠的影子了。尽管如此，剃头
匠走村串户的吆喝声，早已镌
刻在儿时记忆深处，此时想起，
仍感觉是那么亲切，场景依然
历历在目。

童年时的剃头匠
关天祥

燕双飞，莺百啭。
湖东湖西草色新。
连翘初生黄犊角，
桃花已作小儿拳。

春无语，鸟自啼。
山花红叶绿树高低。
一夜东风入校园，
杨柳千条尽向西。

荀卿祠记
王善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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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孔君 05

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zzwbfk@163.com

zzwbfk@sina.cn
邮箱：

在枣庄市市中区城区南
部的十里泉村，荀卿祠静静地
伫立在许池泉畔。它始建于
清中期，由深谙荀子思想的峄
县知县张玉树主持建造，后几
经修缮并保存至今。

踏入荀卿祠，一路的车马
喧嚣荡然无存。幽远古朴的
气息瞬间弥漫开来，如丝如
缕，袅袅不绝。拾级而上，每
一步都仿佛在叩问心灵。来
到平台上，荀子殿赫然屹立于
眼前。这是一座传统的庙宇
建筑，红墙灰瓦，飞檐斗拱，气
势壮观。整个建筑群落层次
分明，错落有致。只一眼，就
倏然想起荀子的话：“等贵贱，
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
也。”此建筑格局，不正是荀子
礼制思想的精神附体吗？

大殿中央，端坐荀子塑
像。他面容威严，目光如炬，
让人不敢直视，又被深深吸
引。他的左右，是韩非、李斯、
张苍、浮邱伯等的塑像。再往
后看，人头攒动，无数景从者
若隐若现。他们或凝神聆听，
或沉思默想，或奋笔疾书。正
是这一代代逐梦者，以“锲而
不舍，金石可镂”的毅力坚守，
才使荀子文化生生不息、历久
弥新。

走近荀子，体悟他的凝重
哲思，内心于瞬间澄澈超脱。
他以智者的姿态启迪众生：应
该借助“教”与“礼”的作用，疗
愈人性中先天的沉疴痼疾。
也正因如此，他才言辞切切、
谆谆以教，留下振聋发聩的箴
言：“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

利”，明示外力规正之效；“蓬
生麻中，不扶而直”，强调环境
熏陶之力；“吾尝终日而思矣，
不如须臾之所学也”，道出学
思相济之要。

仰望荀子，仿若看见他庄
重的仪表透着的一丝冷峻，又
隐隐流露出几分坦然。荀子坚
守的“礼制”理念，成为了封建
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为了实
践这一学说，荀子提出了“明
分使群”的方案，即通过各自
的名分、职责，让个体有序融
入群体之中，发挥群体协作力
量。这何尝不是当下社会“各
司其职”“权责分明”的雏形。

荀卿祠的选址，具有精奥
的哲学寓意。门前的“许池
泉”，溪水萦绕，波光潋滟，呈
现出江南水乡的韵致。这汩

汩清泉，恰似荀子思想的源头
活水，从未干涸。如果说“许
池绿波”蕴含着迂回与变通的
智慧，那么荀卿祠则处处彰显
着规矩与方圆的哲理。在这
里，虚与实相互交织，动与静
彼此映衬，刚与柔相得益彰，
将和谐统一之美展现得淋漓
尽致。

从现代视角审视荀卿祠，
它早已超越了文旅、名胜的范
畴，而成为推崇文明、传承经
典的文化坐标。它的存在，如
远古的警钟，时刻提醒后世，
无论世事如何风云变幻，传统
文化的精髓始终是社会进步
的动力。荀卿祠所承载的，绝
非仅仅是儒家思想瑰宝，更是
对传统文化矢志不渝、代代相
继的永恒坚守。

桂殿秋·春风校园

李存杰

老家槐花香
姚三石

周末，我决定回老家采摘
槐花，回溯那些一去不返的童
年时光。

驱车来到农村老家，远远
便望见槐树。阳光透过枝叶的
缝隙洒落下来，在地上织就斑
驳的光影。一串串槐花低垂，
如缀满枝头的白玉，在微风中
轻轻颤动，空气中弥漫着浓郁
而纯净的花香——那是一种
带着丝丝甜味的清香，不似玫
瑰那般浓烈，也不像茉莉那样
淡雅，却有着独特的清新与质
朴，萦绕在鼻尖，沁入心底。

看着眼前的槐花，儿时摘

槐花的场景如电影般在脑海
中浮现。那时，院子里有一棵
粗壮的老槐树，每到槐花盛开
的时节，满树繁花，香气四溢。
我和小伙伴们总是迫不及待
地搬来梯子，小心翼翼地爬上
树，伸手去够那些低垂的槐
花。大人们在树下一边叮嘱我
们注意安全，一边拿着竹篮接
应。我们的欢声笑语，与槐花
的香气交织在一起，在院子里
久久回荡。

采摘完槐花，最期待的便
是品尝用槐花做成的美食。记
忆中的奶奶总会变魔术般，用

槐花做出各种可口的食物。槐
花饼是我最爱吃的。奶奶把洗
净的槐花拌上面粉、鸡蛋和调
料，搅拌均匀后，放入锅中煎
制。不一会儿，金黄酥脆的槐
花饼就出锅了。咬上一口，外
皮酥脆，内里柔软，槐花的清
香在口中散开，那滋味，让人
回味无穷。

还有槐花水饺，也是一
绝。将槐花与肉馅混合，加入
各种调料搅拌均匀，包成一个
个饱满的饺子。煮熟后的槐花
水饺，咬开薄薄的面皮，鲜嫩
的馅料中，槐花的清甜与肉馅

的醇香完美融合，让人忍不住
一口接着一口。一家人围坐在
桌前，吃着槐花美食，聊着家
常，温馨而幸福。

如今，自家院子里的老槐
树早已不在，奶奶也离开了我
们。曾经热闹的院子，变得寂
静而冷清。那些与槐花有关的
童年时光，也如流逝的岁月，
一去不返。但每当闻到槐花
香，那些美好的回忆就会如潮
水般涌来，温暖着我的心。

手中握着采摘的槐花，
我知道，时光虽然无法
倒流，但记忆中的美

好却永远不会消逝。老家的槐
花香，不仅是一种味道，更是
一份浓浓的乡愁，一份对童
年、对亲人深深的眷恋。它将
永远留在我的心底，成为我生
命中最珍贵
的回忆。

张文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