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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邬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室
友，瘦高个，戴眼镜，操一口常德
话，自诩为“小北京”方言，看见漂
亮女生，会说“这女孩叠么漂亮”。

老邬很有才。最近他开了微
信公众号，起名为“沅澧行走”，代
表他生于澧水边、长于沅水旁。
他行走在这片土地，对沅澧两岸
的风土人情了然于胸。自从开了
公众号，老邬非常勤奋，保持每周
三更，“求学路上”“乡村图卷”“桐
雨随心”，每个栏目下的每篇文章
我都认真拜读，读后会感叹，“同
一个班同一个宿舍的，为什么我
就写不出这么有趣的文章呢？”不
得不承认，造物弄人，人和人还是
有差距的。我跟老邬同龄，虽然
他属湘北，我属湘南，但都在农村
长大，文中描述的诸多场景能引
起我的共鸣，为此我没少在文后
点赞。

老邬做事特专注。对于自己
喜欢的事情，哪怕外界“洪水滔
天”、喧闹如市，他都能“两耳不
闻”、心无旁骛。记得老邬喜欢看
棋谱，经常不知从哪弄来一本围
棋书，大冬天坐在床上，裹着被
子，然后侧过身来在床旁边的桌
上打谱。宿舍的其他同学打牌争
执声、观战叫好声，声声如雷，可
老邬依然如乌龟冬眠、岿然不
动。我那时对端坐在床上的老
邬，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偶尔
老邬也下场打几把牌，但输多赢
少，常常责怪自己的手气太差。
其实他那水平，跟我一个档次。
我至今不愿记牌算牌，觉得太累。

老邬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
硬笔书法，一看就下过童子功。
我曾在宿舍偷偷照着他的字临
写，但终究写不出那味道，字没有
筋骨也就缺乏了灵魂。他的一个
老乡，高我们一个年级，是法律系
宣传部长，经常找老邬写宣传横
幅，老邬拿起如椽大笔，一气呵
成，令人赞叹。不过老邬的毛笔
字功力稍欠点火候，钢笔体浓了
点。至今他对书法仍很痴迷，见
到好的字帖，能看得如痴如醉不

能自拔。尤其对伟人的诗词和书
法，更是推崇备至。我虽也喜书
法，相较于他，属叶公好龙型，且
好乾隆体，在行家看来品味不高，
不可同日而语。

老邬好交友，性率真。大学
四年，老邬结交的朋友可不少，上
跟师姐打成一片，下与师妹自来
熟，尤其见到常德妹子更是亲
切。虽周旋游弋于各女孩间，但
未曾有过风月传闻，实属难得。
少不更事还是贼胆不肥？不得而
知。老邬长我几月，仍保留一份
童真，室友们经常拿他开玩笑，他
也一笑了之。只有一次，大家不
知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哈哈大笑，
笑声越来越大，他正拿着镜子扯
胡须，实在难以忍受，拍案而起，
镜碎，笑声戛然而止，一片寂静。

按孔老夫子说法，老邬已到
知天命岁数。老邬曾以文辅政多
年，如今看淡前程，一切风轻云
淡。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就犹
如老牛反刍，开始咀嚼起过往的
点点滴滴，从出生、上学到工作，
吃过的玩过的、看过的听过的，都
能信手拈来成文章。这其中包括
他的小脚老奶奶在床上听闻他出
生后，高兴得忙不迭把两条腿穿
到一条裤筒等诸多趣事，他的父
亲自强不息靠一把瓦刀撑起全
家、开辟了新的屋场，他的母亲以
泡发的黄豆启发他如何写好汉语
拼音。回忆看似点滴细小，却无
不包含他对亲人的深情。看得出
来，老邬是一个重情的人，孝顺的
人，尤其看到他写的《陪伴母亲的
日子》，让我泪目。当然，老邬也
没忘记表扬自己，小时候拾金不
昧，上学路上拣了“一块钱”，犹豫
再三后上交给了老师，避免了一
位同学失学。现已到知天命年龄
的老邬也有矫情的时候，一颗烂
牙，从疼痛到求医，再到拔牙，最
后把烂牙藏好，生生写了三篇文
章。遇到性子急点的，早已自己
在家用老虎钳一拔了之。

前两年，我出差到常德，特地
约老邬见了一面。没怎么变化，
还是那么瘦高，似乎拔掉的那颗
烂牙还没有补上。如今，老邬在
文学的路上越走越远，我已经感
觉他的第二春已经到来。只是希
望老邬能胖上两斤，也算老有所
获吧。

手又一次触碰在碗沿上，筷子
的木质纹理早已被时光磨得光滑，
握在手中，仿佛能触到几十年前的
温度，每一道裂纹都默默诉说着岁
月的故事。

馄饨摊前仍然挂着那个红灯笼，
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显得格
外温暖。微黄的灯光下，一位老人微
微伛偻着腰，手中擀着面皮，动作缓
慢却又充满力量。

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人称馄饨
张，讲一口使人感到亲切的地道宁波
话。今年是他在邱隘街头卖馄饨的
第四十个年头了。

老人有一门独特的手艺，擀出来
的馄饨皮，薄如蝉翼，似半透明，可隐
隐透出里面新鲜馅料的颜色，一只只
馄饨仿佛一件件精致的艺术品。

荠菜虾仁鲜肉馄饨，是他这里最
受欢迎的馄饨品类，每一口咬下去，
既能感受到荠菜的鲜嫩清甜、虾仁的
鲜美弹牙，又能品味到鲜肉的醇厚多
汁，三种食材的味道在口中交织与碰
撞，奏响出一曲美妙的味觉交响乐。

爷爷告诉我，馄饨张早先在古桥
那边的老街口摆摊，爸爸放学后经常
循着那只红灯笼，先去吃一碗鲜肉馄
饨解馋、填肚子。

后来，爸爸成家立业，有了自己
的小家与新的居住环境，老家那边就
去得少了。不过，在我成长过程中，
爸爸偶尔还是会带着我故地重

“游”。可惜的是，几年前搞建设，馄
饨张每天出摊的老街口成了工地，他
不得不将摊位移走，也渐渐和老食客
们失去了联系。

今年春节，趁着假期，爸爸带着
我，再次驱车来到这里。当时，华灯
初上，霓虹闪烁。车水马龙间，我们
穿梭在熟悉而又陌生的老街口，没想
到这里已经变成一个现代化广场，周
边一片喧闹。

我们去边上小巷找寻馄饨张的身
影。重新踏上老街的石板路，每一步
似乎都踏在往昔岁月，眼前旧物与新
景交织。转过一个街角，突然，一抹熟
悉的灯影映入了眼帘，红得醇厚、质
朴，带着一种旧时光的韵味，与周围时
尚而现代的店招形成鲜明对比。

真的是馄饨张的那个小摊！我
和爸爸欣喜不已，快步向前，照例点
上一份荠菜虾仁鲜肉馄饨。我满怀
期待的同时，环顾四周，只见人们大
多神色带着点疲惫，却又仿佛在这一
碗馄饨中找到了片刻的慰藉。

馄饨张的生意一如既往地好。
候餐间隙，我起身又来到广场，看着
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想，馄饨摊还是

那个馄饨摊，可宁波还是曾经的那个
宁波吗？这座在时代浪潮中飞速发
展的城市，经济实力日益壮大，城市
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在这令人瞩目的繁华背
后，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些美中不
足的小遗憾悄然浮现。

曾经老城区的老街巷里，弥漫着
浓郁的烟火气，青石板路蜿蜒曲折，
两旁各式店铺古色古香，邻里之间的
欢声笑语，经常回荡于巷弄之中。那
些老街巷，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是
祖辈父辈儿时的幸福港湾。

但是，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
断推进，不少老街巷被拆除了。那些
承载着乡愁乡情的老建筑，在挖掘机
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儿时的欢
乐场景，随着这些老街巷的消失一去
不复返了，邻里之间的亲密关系因距
离阻隔也渐渐淡漠，再也找不回过去
的那份温暖。

一阵寒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寒
颤，赶紧裹紧衣服，重新回到馄饨摊
前。一碗热腾腾的馄饨端了上来，洁
白的馄饨在紫菜、蛋皮、葱花的簇拥
下，宛如一朵朵盛开在汤池里的白莲
花。我轻轻搅动汤勺，馄饨随着汤汁
翻滚，升腾起的热气扑在脸上，模糊
了我的双眼，也模糊了现实与过往的
界限。

嗯，还是那熟悉的让人怀念的老
味道。看着眼前这碗热气腾腾的馄
饨，我突然从心底生出一股莫名的暖
意。是啊，纵使宁波已经不再是曾经
的那个宁波，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和情
感，却从不曾改变，它们永远留在了
我们的心里。

发展机遇不可错失。在这个不
进则退的大时代，我们在朝着美好生
活奋进，城市建筑、景观和设施也需
要向前发展和不断完善。不过，我们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手段，更多地将
那些曾经的美好保存与收藏。我们
的城市规划师与建设者，也确实在许
多合适的地方，保留与重新打造了一
些老街巷，让回忆与情感有所存放，
也让后人能够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
和文化。我们也通过了多种方式，来
传承和发扬那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让它们在新时代里焕发出新的
生机和活力。

我默默地吃完那碗馄饨。在离
开广场的那一刻，我和爸爸都回头望
了一眼，此时摊位前忙碌的老人以及
那只红灯笼，散发出一道异常温暖的
光。我知道，这个温暖的画面，将永
远伴随着我，去见证自己以及这个城
市的每一次蝶变。

老邬老邬
一碗馄饨，
一份温暖记记忆忆

□王劭文

□王继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