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枫叶红
昨天，市区大西路绿岛内火红

的枫叶，成为冬日街头一景。
王呈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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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毕业被分配到
镇江的一家市级医院工作。医院面临长
江，医院大门的马路对面就是浩瀚的长江
了。因为工作的性质，常常要值夜班，第
二天早上等到交接班结束，往往已是上午
九点了，食堂的早餐时间已过。饥肠辘辘
的我，只好到医院大门口右侧的面馆吃早
餐，九分钱一碗的锅盖面。那时，我见识
了镇江的锅盖面。

医院边上的面馆很简陋，面积只有
十几平方米，灶台就在店门入口处，炉
灶里烧的是黑煤炭。下面的师傅是一
位三十七八岁的细瘦男子。“下二两
面。”我对收款员说道，同时递上一角纸
币，有时是五分二分一分的硬角子和二
两江苏省或者全国通用粮票。

我站在锅旁，一边等待，一边看师

傅下面。硕大的铁锅上面热气腾腾，沸
腾的水雾气袅袅上升，下面师傅把一把
把的面条团放进沸腾着的锅里，上面漂
浮着一顶木质小圆锅盖，仿佛小船在慢
慢游动。瘦条男子左手持小竹笼子，右
手拿一副长竹筷子，大陶瓷碗早已团团
围绕在锅边，碗里的酱油、葱花、熟猪油
等调料也已经悉数备好。有点气人的
是，下面师傅总是把我自带的搪瓷碗放
在最后的位置，哪怕我来得最早也这
样，看着下面师傅把热气腾腾的面条放
在一个个碗里，剩下最后的又烂量又少
的面条才给我时，我委屈得眼泪都快掉
下来了。这个势利眼的下面师傅见我
不会说本地话，大概把我看成是外地来
的病人陪护丫头了，还好，我的脾气很
好，从没为此事和他吵过。

那个年代，物质还不怎么丰富。简
易的小面馆没有浇头可选。光面一碗，
我端回宿舍去吃。宿舍位于住院部，大
门的门卫不认识我，因为已过了探视时
间，他们以为我是病员家属呢！我总是
要费上一番口舌，才能进得医院大门。
呵，我是担心我的面条时间长了会越发
糊啊！

那时，医院门口面馆的锅盖光面成
了我的营养早餐。镇江锅盖面风味独
特，不烂不硬，喷香爽口。浇头鲜嫩，面
条有筋道。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
平时其实不太喜欢吃面食。但镇江的
锅盖面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后来，我
离开了镇江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
名城，调回到了家乡工作。看到大街小
巷的镇江锅盖面馆，总是情不自禁地步
入店堂，点上一碗香喷喷的锅盖面，一
边享受美味，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岁月的
日子，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历史文
化名城镇江。

九分钱的锅盖面
文/陈建华

每天，当我走过街区巷道，见到路边
一个个被绿树花草环绕的文化广场上，众
多市民在阅览报纸、健身休闲、唱歌跳舞，
我便感受到浓浓的新时代的城市文化氛
围。这些家门口众多的文化健身广场，如
今已成为繁华闹市中百姓们的精神家园。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今百姓早已
衣食无忧，更多的是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近年来，各级政府先后在市区主要街口和
社区街巷，兴建了诸多中小规模的文化健
身广场。场地虽有大有小，但花草树木的
绿色总是主色调，广场上各种设施一应俱
全，路边有阅报栏，有各种运动健身器材，
还有孩童们玩乐的器具及供路人歇息的
石台、条椅。

我家住梦溪路附近小区，常常漫步在
家门口的梦溪文化广场、花山文化广场、
双拥文化广场等处。春天的广场上，小草
青青，槐树花、玉兰花、樱花绽放，满园春
色，人们呼吸着清新空气，伸腿弯腰健身；
夏日的树荫下，我与老人们纳凉闲谈，所
言话题大到国事，小到家庭，谈及孙辈们
的淘气、可爱，尤为开心；秋日里，广场上
飘逸着阵阵桂花醉人的花香，蓝天白云之
下，人们在此阅报看书、下棋打牌；到了冬
季，片片红枫叶展现着大自然的无尽魅
力，众人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漫步小歇，
让人觉得浑身暖洋洋。无论春夏还是秋
冬，广场树丛中的灰喜鹊、白头翁等鸟儿
不知疲倦地飞来飞去，发出阵阵的欢快鸣
叫。这里优美的环境让人感觉到喧闹城
市中的一片宁静与和谐。

而今，城里城外众多的文化广场，既
是百姓家门口的文体活动场所，更是一处
文化传播和思想宣传的阵地。这里有镇
江历史名人及街区历史典故介绍；有时事
政策的宣传栏目；有市民公约和文明守
则；还有先进人物事迹以及各种健康生活
的科普知识等。每次我走过中营街区，驻
足观望，白墙上一幅幅善人义举和先进事
迹的生动介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百姓
们在休闲娱乐中，心灵受到了启发和教
育，对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起到了较好的
效果。

都市中的街区文化广场，还是一个宣
传学习各种知识的平台。在这里，每年都
会举办有关安全生产、国防教育、环境保
护、节能减排、消防知识、地质灾害及卫生
健康等科普宣传活动。对提高广大市民
的科学知识水平大有益处。而文化广场，
还是群众文化艺术互动的大舞台，每当

“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十一”国
庆节和端午节、中秋、春节等我国传统节
日，这里就成为众多百姓欢聚的场所，各
个群众艺术团队在这里载歌载舞，用激昂
洪亮的歌声和婀娜多姿的舞蹈，抒发着对
祖国，对新时代和新生活无比热爱的情
感。

一年四季，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之时，中老年人的广场舞伴随着节奏感很
强的乐曲声便开始了。各种舞步的广场
舞，不仅让跳舞者感到轻松愉悦，还吸引
了众多市民观望，这也是城市夜文化的一
个亮点。

一座座家门口的文化广场，为古城镇
江增添了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勃勃生机，它
是城市大众文化的一个缩影，极大地丰富
了百姓的生活内容。

家门口的文化广场
文/石新民

古城路和花山湾路的交叉口，有一
家名为“东吴书画院”的书画培训点，教
课的是书画院的秘书长名叫张洪良，这
个培训点在这里已经有九年光景了。

今年49岁的张洪良，1993年从无锡
轻工业学院设计系毕业，被分配到我市
一家单位。第二年他便下海搞起了文
化传媒公司，因为当时我市科班出身的
设计人才不多，所以张洪良的业务还是
蛮红火的。他旗下有两家实体，一家是
聚鑫广告传播有限公司，另一家是清风
文化传媒。经过多年的运营，张洪良在
业界站稳脚跟后，2011年他联络众多的
广告设计人才牵头成立了市设计师学
会，并担任副会长。

张洪良学画出身，这样一种身份的
烙印迟早都会向艺术的天平倾斜。
2012 年，他成立了东吴书画院，这是一
家在市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成
立的当年，张洪良便启动了助学公益行
动，由江科大附中、桃花坞小学、京口实
小的老师，推荐了 10名家庭困难、爱好

书画的孩子，免费教授孩子书画技艺。
而这就是这家“书画培训点”的前身，换
句话说，第一批学员都是困难学子。

这是一份回望的初心，这就要谈到
张洪良年少时的学画经历了，那是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现在看来也是一把
辛酸泪。张洪良老家在丹阳司徒镇南
岗村，他至今无法忘怀当年农村的学画
条件：小时候家里穷，连一支一角钱的
中华牌绘图铅笔也买不起，只能偷偷捡
别人丢弃的烂笔头作画；至于色彩颜
料，张洪良更是无法负担，他当时连调
色都不太掌握；甚至在美术预考时，张
洪良用的都是两旁女生调剩下的色彩，
再“依样画葫芦”，最后竟顺利通过了考
试……

准确地说，这已经不是考试，而是
在考心理承受力和女生缘了。也因此，
张洪良从事书画培训之后，一直坚持助
学公益活动：2015 年，他召集我市书画
家作画义拍，为本报报道过的两名白血
病孩子募集善款4万多元；2016年，张洪
良为市特教中心的孩子免费培训书画
课程，第二年又募集 2 万多元；从 2016
年开始，他响应市公益艺术培训联盟的
号召，开展免费艺术培训，为市民艺术
培训提供更多渠道；张洪良还举办了三
届在全市颇具影响力的书画联展，从更
大的层面推广传统文化……书画院被
市民政局评为优秀社会组织，培训点也
被授予市公益艺术培训联盟教学实践

基地。
张洪良是有理想的人，作为我市艺

术培训机构公益助学的一面旗帜，他的
上课氛围一如其为人——随性洒脱。
按照记者的理解，这里的书画培训至少
给了孩子们别样的上课体验：这里没有
强迫症式的考试和测验，也没有学校老
师填鸭式的无谓灌输，更多的是一种

“你情我愿”渐进式学习，当然也不乏
“你追我赶”的互动式学习……在书画
实践中，孩子们收获了各自成长所必需
的“心灵的履历”：学习从被动式转为主
动式、从课堂式转为师徒式、从功利式
转为感受式，这三个目标艺术培训可以
轻松够到；但艺术培训永远够不到的是
——家长们水涨船高的期望值、攀比度
和虚荣心。

当下社会里，为人父母的都躲不过
“兴趣班”的诱惑和胁迫，对他们而言那
是大如天的存在；各类艺术培训机构与
此对应，它们散布在镇江大街小巷或居
民区，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这是一
种“供给侧”的深度咬合，虽然不乏“拉
内需”的怨言牢骚，它几乎深入到每一
个家庭的神经末梢，伴随着每一名孩子
的喜怒哀乐。当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在
忙着想法如何挣钱时，张洪良为大家提
供了另一个样本——培训机构除了为
学员勾画未来，也需要有一份情怀。

（竺捷）

古城路上的书画培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