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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老人
骑车乐
文/赵理章

丹阳市吕城镇西街，有一支特殊的
骑自行车队伍。特殊是因为这支车队的
成员都是老年人，他们的平均年龄已年
逾古稀（最大的76岁）。

他们退休以后，都因不沾牌桌，闲时
无聊，一开始就约上几个人，以散步方
式，东走走，西转转，解闷消闲。由于是
徒步，只能在几公里范围内活动，后来老
人们觉得，散步的形式不过瘾，达不到一
定的运动量，于是决定骑自行车外出，一
是可以锻炼身体，二是可以陶冶心情，与
大自然接触。

五年前，骑车队伍只有三五人，现已
增加到了十三人。车队里，六十多岁的
张女士是唯一的巾帼成员。为什么她有
兴致加入到这纯男士的骑车队伍中来
呢？原来，张女士的哥哥是车队的元老，
平时与哥哥的接触中，听到哥哥每天骑
车外出的所见所闻，加上被骑行的快乐
感受所感染，张女士便动了心，加入到骑
行的行列。张女士还有一项爱好是太极
拳，她曾代表吕城女子太极拳队参加国
家级及省、市地区的赛事，多次荣获奖
项。她每天早晨都要保证打太极拳一小
时，下午骑车运动两小时。

在吕城西街有一位老人，名叫李夕
泉，今年 72岁，退休后闲来无事，整天窝
在家中看电视。李夕泉的老伴见到这群
骑车人，有的还是附近的邻居，每天骑着
车转东到西，乐呵呵地出去，齐刷刷地回
来，很开心快乐，就动员自己的老伴也加
入。李夕泉加入了这支队伍，每天跟着
车队出去转悠。一段时间后，他的精神
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萎靡不振的状
态，到现在的精神焕发。从此，李夕泉外
出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总是早早推着车
前来约同伴。

这支车队的老人们每天下午会在约
定的地点集合，两点准时出发，四时返
回，每天骑行两小时。不论春夏秋冬（大
风大雨大雪天除外），今天这个方向，明
天那个方向，在吕城周边的各个乡镇间，
十多公里的范围内，东西南北方向轮流
骑行，依次循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乐
此不疲。欣赏着自然界的一花一草、一
树一果、一蔬一禾……

吕城镇河南村委原党支部书记吴先
生说，有时老人们骑行到其他乡镇上的
店堂门口休息，人家看到这班老人有这
种精神，有这一爱好乐趣，都很乐意端上
凳子让他们休息。有一次，老人们往常
州奔牛机场出发，行至机场候机大厅附
近时，有一位值勤的老者，看到这些与自
己年龄相仿的一群老人，风尘仆仆地各
推一辆自行车，老者很热情地把他们带
到机场旁边人不易到的地方，看看转转。

吴先生说，他们每天骑行外出，后勤
保障准备得很周到充分，首先是茶水和
雨具，其次是气筒及小件的修理工具必
须备上。如遇个别人员车坏后，不能修
不能骑时，不会把他落在路上，大家一路
相陪，手推着自行车，步行回到家。互相
照顾，团队至上。

这一群特殊的老人队伍，天天活跃
在乡间野外的道路上，成为乡村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与夏天有关的
童年往事

记者 肖方元

六 月 初
总有着童趣的氛

围，许多老人围着孙
儿打转，庆祝六一。老

少同乐的过程中，老人也
勾起了自己的儿时回忆。说

起来，这些童年往事，有不少与夏
天有关。眼下即将进入夏季的第三个节
气芒种，代表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不妨
让我们回忆的思绪跟随节气，一起回到童
年的夏日时光……

消暑美食记忆犹新

过去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不如现在，
没有电扇、空调，用以消暑的饮料、食品种
类也不多，简单归简单，但在当时，给孩子
们带来的乐趣却一点也不少。不少老年
朋友回想童年的消暑美食，那份冰凉与香
甜的刺激是强烈而又令人难忘的。

用井水冰镇西瓜，就在市民陈女士的
儿时记忆里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陈女士
是个“50后”，小时候住南门大街，她家附
近就有口井。小时候每到夏天，她最期待
的便是母亲拿个篮子，把西瓜放进去，再
用绳将篮子吊着放到井里。趁着下午与
小伙伴玩耍的工夫，西瓜就冰好了，吃在
嘴里又沙又甜，凉滋滋的。不过，这在她
童年喜爱的夏日美食排行榜上还占不到
第一位——由小贩走街串巷卖的冰棍在
小孩子中间也很有人气。

陈女士回忆，那时卖冰棍的商贩都是
背着一个大木箱子，包裹着厚厚的棉被用
以隔热，一边走一边摇着手里的铃铛。孩
子们一听铃铛响，就知是卖冰棍的来了，
向父母讨了钱，冲出门外，将小贩团团围
住。冰棍 3分钱一根，口味当然不及现在
的冰激凌那么丰富，大多是红豆、绿豆、牛
奶这三种口味，但在当时的孩子们看来，
能吃上这样一根冰棍，就是件很奢侈的
事。陈女士笑说，小时候的自己吃完冰棍
还不过瘾，追着小贩后边走，帮他吆喝“冰
棍儿，冰棍儿”，拐过两三个巷口才依依不

舍地回家。
在冰棍之上的，是母亲

做的绿豆百合汤，她心头的
最爱。“和小伙伴疯玩一下
午，回到家后，总能喝到母
亲 端 来 的 一 碗 绿 豆 百 合

汤。”陈女士说，母亲还贴心
地加了一点糖，那清爽的滋味

她至今记忆犹新，爱吃绿豆百合
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

玩乐就在大自然里

现在的孩子们怎样过夏日？在家宅
着，可以看电视、玩手机电脑；外出可以做
的选择就更多，看电影、旅游、夏令营等，
丰富而充实。老年朋友的童年时光没有
这些，许多玩乐就在大自然里。

市民周先生于1959年出生在重庆，小
时候就是在那儿的乡下度过的。在他看
来，能在乡村度过童年是种幸福。和小伙
伴全然投入到大自然的乐趣，即使与孙子
详细描述，现在的孩子也难以体会，倒是
在发小的微信聊天群里，大家经常会兴致
勃勃地聊到这一话题。

周先生儿时与发小最常玩的夏日游
戏是捉知了、油葫芦。捉知了的方法通常
是用蜘蛛网黏，找来木棍或竹竿，将竹篾
条弯成圈，绑在棍子上，再去收集蜘蛛网，
黏在圆圈上，简易的捉知了道具就做好
了。知了一旦被黏住，很难脱身，捉到的
知了大多被发小们烤了吃掉，油葫芦则被
拿去喂鸭子。

周先生说，儿时夏日里另一项娱乐是
插桉树叶。因老家附近桉树很多，桉树叶
含油量高，当地人有时会收集这些叶子来
烧火。夏日炎炎，一群顽皮的孩子们却不
愿闷在家里，背上背篓，带着钢钎就出门
了，找到散落在地上的桉树叶，用钢钎一
片接一片地插，没多久就能收集到一大串
树叶。带回家，母亲就能用这些叶子生
火，烧上一桌好饭。

夜晚到来，玩乐了一天的孩子们这才
感到困倦，躺在家门口由母亲铺好的凉席
上，听大人们聊天。说的有家长里
短，也有传奇故事，对小孩子们
来说都是新鲜好玩的。常常
听得意犹未尽，但奈何不
过袭来的困意，就在
大人的聊天声与蒲
扇扇起的阵阵凉
风中，沉沉睡
去。

自制摇扇别有乐趣

夏日离不开一个热字，游泳就成了孩
子们最好的消暑娱乐方式。关于儿时游
泳，市民胡女士有段难忘的故事。上世纪
六十年代中期，她上小学时，暑假常去镇
江体育馆的游泳池游泳。“金山那儿还有
一个人工湖，家长带着孩子去游的也挺
多。”她回忆说，因小时候顽皮，又还没完
全学会游泳，母亲怕她一个人去不安全，
就反对她游泳，她只好每次瞒着母亲去。
上小学三年级的暑假，一天她又偷偷跑去
学游泳，不料池水不干净，回来后染了眼
疾，两只眼睛都肿得厉害，看东西都是重
影。花了一个多星期治疗，才稍稍消下
去，至此之后，吓得她再不敢去游泳了。

虽然少了一项游乐方式，但儿时的胡
女士并没闲着，在家做起了摇扇自娱自
乐。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家里床边支着挂
蚊帐的架子，她找来一张枕席，将两头用
松紧带系紧在头顶横着的蚊帐架子
上，枕席下边的两角再分别绑
上松紧带，两根带子的末
头系起来。这样，人躺
在悬挂着的枕席下，
用手或脚拉扯下边
的松紧带，即可
让 枕 席 来 回 摇
摆，扇出凉风。
一晃 50 多年过
去 了 ，小 时 候
拉扯着摇扇入
睡 的 往 事 胡
女士仍历历
在目，别有
一 番 乐
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