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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新堤一桥往事拾遗
□ 陈厚权

鱼乍辣椒糊鱼
□ 常振华

鲊辣椒糊鱼，我家乡特有的一道农家菜。多少年未吃，特
想它。

机会来得正好，国庆假期两侄儿新婚，我回了趟家乡。得
知我回了，友人电话不期而至：“明日上城关，有事相商”。我
问何事，他一缄其口，再问，他说：“吃鲊辣椒糊鱼，蛮地道，来
不来？”天啊！他如何记得我的偏爱？我来劲了。

十月的家乡，微有寒意。那日，天飘着细雨，路面湿漉漉
的，我套了件外衣，挤上公交，直奔城关，心里一直美滋滋念着
鲊辣椒糊鱼。

上得二楼，哟嗬，早有嘉宾等候。离开杏坛近三十载，一
直务工在外，鲜有听到人称呼我为“老师”。它让我惊叹岁月
的流逝，那个张着双臂蓄着长发伏案批改作业誊写教案的青
年犹如在昨，青春不过是几届奥运会而已。

入席不到片刻，菜肴悉数上桌。一盘鲊辣椒糊鱼，赫然入

列，我眼一亮，那不是我的最爱又是什么？两年前的八月，
疫情尚未散去，应友人之约小聚，他让我点菜，我随口而出，
鲊辣椒糊鱼，我来自农村，粗茶淡饭习以为常，自然想到母
亲的拿手好菜。友人竟记下了。瞅着眼前的美味，我有点
迫不及待。

黄涔涔的粉，稀碎碎的椒，红黄相间，小鱼小虾斜卧，好似
融入蜜糖里，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鱼还是白青色，黑眼珠
似乎在溜转，虾则羞红了脸，呲牙咧嘴，胡须颤抖。几粒葱花
坐其上，淡淡的香味，氤氲开放，直钻鼻翼。还等什么？我左
顾右盼，我得意忘形，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身边的人，我连连下
箸，左右开弓，大快朵颐，频频端着酒盅，与友人们碰杯，嘴里
叨叨着中听的话。一盘鲊辣椒糊鱼，几乎是我一扫光，额上冒
了汗，便脱去外衣，挽起衣袖，叭啦叭啦，连鱼骨头一同消灭。
真叫一个爽！好不惬意！时隔两年，不同地点同吃一盘家常

菜，我记忆犹新。我吃的是鲊辣椒糊鱼，普普通通的家乡菜，
解了近渴解了嘴馋。可它分明又是胜过山珍海味的友情菜。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与人交，交其心，虽隔千
山万水，心相近，性相通。不言而喻，友人待我的真心，热忱，
尊重，理解，抬爱，全在这小小的一盘菜里。吃着吃着，我忽然
忆起与友人相识之初，接二连三让友人吃闭门羹，我忍俊不
禁，扑哧一笑。旁边的友人们问我为何发笑，我一抬眼，友人
对眼过来，我俩会心一笑，一切尽在笑谈中。“怎么样！我没讲
错吧？”友人问。“真是没得说，有儿时的味道！”我伸出大拇指，

“下次，甚至以后，就依它招待我，我不敢二话，谁让我好那一
口？”众人哈哈大笑。

鲊辣椒糊鱼，地道的农家小菜，它不仅仅见证着友人和我
绵绵不绝的友情，见证着彼此的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艰辛岁
月，更见证着母亲对我的关爱和牵挂。

母亲担心我嫌弃她烧柴火灶煮饭菜不卫生，迟迟不叫我
和他们一起吃饭。得知我真实的想法后，母亲忙开了，弯腰弓
背撒开籇子丢向河沟，捞上来活蹦乱跳的小鱼虾。

又是一盘鲊辣椒糊鱼，黄涔涔的粉，稀碎碎的椒，鱼虾斜
卧，葱花坐上，香气扑鼻，堆得小山似的，我两眼泛光，嘴角生
津，我打小的最爱啊！它是妈妈的味道。

我盛了一大碗米饭，开了二听啤酒，一边吃一边喝，旁若
无人，仿佛饥饿了许久，吃相很是狼狈。母亲劝我，慢点儿吃，
没人跟你抢。我听不进去，很快，碗盘俱尽。年过半百的我，
吃着八旬老母煮的家常菜，吃着吃着，一滴热泪滴落下来。我
饱了，母亲笑了。

是啊，一道极其普通的鲊辣椒糊鱼，让我如此眷恋。临别
前，我找母亲要了半罐鲊辣椒粉，带回莆田，自己学着做，而怎
么尝试，做不出妈妈的味道。

人人都说我的洪湖老家是天堂，那么市
区的新堤，就当之无愧的可称谓是仙域琼
岛。因为她西倚的洪湖水泊堪比瑶池，一碧
穿城而过的内河，就如深邃神奇的银河，河
面上横跨的新堤一桥，就是这幅神笔天成的
胜境画卷中，一颗最璀璨夺目的时空明星，
闪烁着古往今来的人文光耀。她是历史现
实双手相握的载体，留下了古镇日新月异的
时光脚步，是洪湖人集体记忆和浓浓乡愁。

新堤一桥的风姿，在家乡人心目中浓妆
淡抹总相宜，不少人情有独钟她的晚韵，称
之为河与桥黛夜霓波，动静宜彰中的醉美契
合，是水乡浓装重彩的仙境写照。

夜色阑珊，伫立岸头，目睹洪湖龙街身
边那条从古老岁月中姗姗而来的内河河面，
在岸畔光怪陆离的彩灯蛊惑下，似乎穿上了
霓裳羽衣，水面金澜跌宕，波光粼粼，幻影沉
碧中的每一波涟漪，似乎都在眨着深邃的眼
睛。此时，游人与过客的心骥，顿时被乡河
的玉带长绮牵引着，产生一种探索它前世今
生过往风情的萌动。

今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堤一桥，是
龙街风情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城区跨越一河两岸的首要交通纽带。她历经
三次改建，作为新老更迭，刷新桥梁结构与身
型的产物，依然是洪湖桥文化的历史代表。

但是，眼前这座六车道小坡度，钢混五
孔隐礅桥，只有三四年桥龄。她的前身，那
座造型精美绝伦的双曲拱桥，因桥面略窄不
能适应日益增长的人车流量，而功德圆满，
消失在了城市更新的历史潮流中。

和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老桥相比，相信几
代新提人和我一样，沉淀在历史血脉中的怀
旧记忆，是那挥之不去的旧时老一桥。

怀念中的那座雄踞新堤内河两岸四十余
年的新堤老一桥，是洪湖市境内建设最早的现
代桥梁，其营造工程前后历经二年多的时间。

早在1969年初，作为建桥的前期工程，
水工部门就开始组织拆迁民房，填堰筑路，
夯实东西两岸桥体撑坡的工作。

当值少年的我，和千万老新堤人一样，
昼顶烈日，晚挑壶灯，唱着红歌担起泥土，轮
流参加了修桥的义务劳动，有幸成为了修建

新堤一桥的参与和见证者。
这座由国家水利部设计并施工的钢筋

混凝土双曲拱桥，单孔净跨60米，桥体全长
99 米。桥面车行道 7米，两侧行人道各宽
1.5米，顶高29.66米，桥梁护栏高1.2米。

由于交通需求逐渐提升，一桥曾经过增容
改造，在桥侧两边建斜撑结构的人行过道，将原
人行道归并车道，便桥面拓宽，减小了车流压力。

一桥外观传统经典结构，造型古朴曲
美，秀丽雅致，60 米长的单孔主体圆弧骨
架，采用分段钢筋连片预制，后期吊装焊接
工艺，其模具的两因相接几何数据计算，由
洪湖一中的数学老师笔算完成。由于数据
精准，保证了实际悬空吊装焊接顺利接轨，
这一花絮被传为美谈。

新堤一桥于 1971年建成通车，人们可
见桥梁巨栱的两头，横向背负起几组高低有
致的曲形小拱，像券门又像窗口，这就是被
业内称为双曲拱桥的范本结构。

这些小拱结构不容小觑，它们的孔顶与
大圆拱顶，一起以点带面，合力支撑起了略
略隆起的桥面。它们既是辅助承重的匠心
之造，又是美化整个桥梁的点睛之笔。

更加重要的是当内河涨高，水面接近桥
端基脚时，亦可帮助中流疏通流水，减小水
流与波浪对桥体的冲击。这种奇思妙想，传
承了千百年劳动智惠，集交通与美化大成，
堪称是仿古典范，精美实用的绝伦巧作。

新堤双曲拱桥的横空出世，给古老的新
堤注入了现代元素，如美女换上了时髦丽
装，使水乡注入了灵魂活力，也刷新了这条
古称长夏河的内河（又名新堤河，老闸河，里
河等等），从明代成化年因突发洪流而自然
形成后一直没有桥梁的历史。

一桥成为了历史的新地标，新堤内河也
挣脱了数百年来仅显水之柔情的缺憾，拥有
了一桥横跨东西，铮铮铁骨似的交通钢梁，
才让新堤古镇与新堤内河一同联袂，南枕长
江黄金水道，北牵内荆、东荆河槽船风帆，西
映洪湖碧水蓝天，水衔洞庭远牵潇湘，东通
汉地西接荆蜀，将南望湘乡，北通沔州，将水
桥镇的地理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真正把水
陆通衢功能联贯到东西南北。

从此新堤一桥也成为了闹市中心，是洪
湖新堤一道水乡风情的风景线。

那时候，这座双曲拱桥，是新堤的吉祥地
物，如亮丽长虹，美丽动人点缀古镇景，似巨龙
横空气势恢宏，庇佑两岸芲生。它好比赵州桥
临幸，纵观万家灯火。她以飞架东西之长袖，
舞新堤春夏秋冬之风姿，在云雾雪雨，朝晖夕
阳里，演绎出人间正道风情万种的红尘故事。

记忆犹新，三四十年前的一桥，是绘画
摄影者捕捉生活瞬间的美好背景，更是老镇
人勤奋的卡点。

当旭日东升，一桥桥上的人行道上，人
影如潮，各奔东西，一派红尘滚滚的繁忙。
人们不约而同去工厂，去单位，去学校，赶早
练，赶早集，途经一桥，是每天的必由之路。
古镇成千上万的追梦族，把一桥作为中继
站，把耕耘与收获的心声唱响，一行放歌中，
延展了多少人平凡岁月中的激情和向往。

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夕阳西下，上班族
鸾凤归巢，桥面两侧一时间又是单车如流，
叮叮当当车铃骤响，一桥见证了几代市民每
天的滿载而归，目送着人们回到那盏为他们
点亮的家灯身旁。

一桥地段除了是最繁忙的新堤交通枢
纽外，她所在的水陆区域，更是一幅生气勃
勃，赏心悦目的风景怡情地，曾给过乡亲与
游客很多美好印象。

当君伫立桥头，你的身与心就会自然而
然的融汇进了这个自然天成的画卷之中。

晴日仰望天际，阳光明媚，万里蔚蓝，流
云缓度。走近桥头，岸柳丝丝，悬垂翠滴，微
风轻拂，如珠帘晃悠，其影扫阶，好一派诗情
画意的江南风光。

转睛注视河流水面如碧，清澈渏渏，双
曲拱桥倒影入屏形成镜像，桥上动影如投水
中，大有车马水中驰，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此时如有雅兴，趁空气清新顺桥侧坡坎
而下，贴着水面一嗅，似乎可以闻到河水几
缕芬芳，疑是涟漪中微微荡漾着由洪湖渗透
来的碧荷莲香。

除了风和日丽中的一桥印象，也少不了
特殊天气的记忆，如在雾天观一桥，也另有
一番风情。那时桥河岸楼景色浅墨淡描，时

隐时现，一片云蒸雾罩，桥上行客脚步踏歌，
晃晃悠悠，来往者声先夺人。

这时静桥行车如披纱入帐，朦朦胧胧，
一切景物均于仙气缭绕之中。远睹桥梁略
见飞拱半隐，宛如神龙见首不见尾。若近辨
桥下过舟，大船小舸蹒蹣跚跚，减速缓行，一
应舵头水手如履薄冰，慢桨密篙，如临特殊
考场，俨然又一派浅画素涂，动静相宜的立
体水墨丹青。

难以忘怀，高高拱起的脊梁上铺展着优美
的弧形桥面，才是它发挥交通功能的重点所在。

四十余年来，桥面上车辆东去西来，轮
履滚滚，载来了北上广的电视、手表和自行
车，运走了洪湖野鸭、菱藕，洪湖刺绣、贝雕
和毛扇等产品，带来了生活美好，连接着水
乡的向往，丰富洪湖人的物资生活，作为城
乡纽带，新堤一桥功不可没。

乡亲都记得，那个时候洪湖西四区的粮
食土特产品，多会利用洪湖水城和东荆内荆
河的水道，船运抵一桥南边两岸，进行储存
加工。而新堤生产的轻纺，农机，汉绣以及
深加工后的产品，也会利用船舶转口西乡。

当时的帆船桅杆，大多超过了一桥桥孔
高度，东来西去的帆船临桥前放下桅杆通过
桥拱时的场面，真是众水手齐心协力收帆放
桅，动作紧湊协调，几声号子，扰得沙鸥展
翅，更有当家舵头圆睁双目，稳舵方向如临
大敌，几名水手摇橹驾桨，撑船点竿，激起水
花飞溅，惊得游鱼乱窜，全然一幅现实版的
清明上河图。

后来由于机帆船加入内河运输，螺旋桨
机械动力取代风帆驱动，这种紧张壮观的场
景，逐渐成为了历史记忆。

随着时光流逝，一桥的往昔故事早已翻
篇，包括它双曲拱桥的身影，也与今时人渐
行渐远，但它独领风骚近半个世纪，把相伴
人家烟火的岁月风采，却深深地锈刻在了老
新堤人的心中。

是啊，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长城内
外，我见过数不清的古老与时髦的石桥，砖
桥，木桥和钢架桥，也见识过紫禁城，帝王园
林的金水桥和玉带桥，但是我心中最亲切，
最爱的还是故乡的双曲拱桥。

桃花村即景
□ 陆 剑

九千九百九十九株桃树，

戴着红的花环，

穿着绿的服饰，

列队于洪排河北岸的桃花村。

一股股清香，

引来无数蜜蜂蝴蝶，

一团团碧绿，

招来十里八乡百姓。

那鲜艳艳的桃花，

宛若盖头，

掩盖着桃花村的村前村后，

那甜津津的桃子，

犹如甜梨，

压弯了桃花村的株株枝头。

今日的桃花村，

犹似待嫁的新娘，

吸引无数人的眼球。

那一排排崭新的楼房，

倒映在洪排河的水镜里；

那一辆辆别样的小轿车，

行驰在门前的水泥路上；

那一根根水泥杆上的霓虹灯，

映照出桃花村民们的张张笑脸；

那宽敞的学校操场，

活跃着天真可爱的孩子；

那气派的党群活动中心，

坐落着休闲娱乐的农民；

那坚实的府瞿河大桥

让桃花村人往来自由、愉悦散心……

看，洪排河水清河畅鱼儿欢；

看，桃树下桃花村民摘桃忙；

听，曲曲乡调谢党恩；

听，声声渔歌致亲人：

祖国啊，母亲，

是您的雨露滋润桃花村发生了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