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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最讨厌的蚊子总喜欢不请自来。
小时候，驱蚊是一件很恼火的事。小街上，家家户户都是简陋平房，低矮而潮湿，

加上环境卫生不佳，更为蚊虫提供了滋生场所。我小小的身板，经常会被蚊子咬得全
身疙瘩，红肿起包，奇痒难耐。恼怒中伸出小巴掌，“啪”的一声，一掌击中，看着猩
红的蚊子血摊在皮肤上，心中突生一阵惋惜：“打死它的身，流出我的血。”

那时，没有蚊香，更没有环保好用的驱蚊药，还好老家铁桥镇青石板小街
上，有几家专做蚊烟的小作坊，夏天一到，繁重的驱蚊重任，就交给这些或长或
短的土制蚊烟来对付了。

蚊烟到底是何物呢？其实就是锯木灰和“六六粉”的混合物，包裹好点
燃，利用其特殊的气味来驱走蚊虫。生产蚊烟纯属就地取材信手拈来，整个
过程纯手工完成。蚊烟是用黄裱纸裹成筒状，有粗有细，粗的比5分硬币大一
些，细的只有一分硬币大小，里面塞满锯木灰和“六六粉”搅拌均匀的蚊烟药。
为便于携带和悬挂，蚊烟手柄部分还稍作加工，嵌入了小麻绳，如此一来，就可以
提着小麻绳把一摞摞蚊烟带回家。

蚊烟有长有短有粗有细，长短粗细之分决定于蚊烟可持续点燃的时长。长蚊烟适合
晚上使用，一根米多长的蚊烟，可以燃至第二天早上，护佑人们一夜安宁入眠。短蚊烟只
有50厘米左右，适合白天睡觉临时使用。蚊烟的味道不佳，药味重，稍刺鼻，袅袅升起的烟
雾四处飘散，周遭都弥漫着一股“六六粉”的味道。那时的人们根本顾不上蚊烟带来的难闻，比起
被蚊子叮咬睡不着觉、痒得抓出血痕来，姑且好受多了，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土法制作的蚊烟也有质量好坏之别。质量好的蚊烟，驱蚊效果好，燃放时间长，而且不刺鼻。邻居张爸
爸家，蚊烟做得好，价格便宜，街坊邻居都喜欢上他们家购买。夏天到来，他家的蚊烟经常供不应求，我还时常
去当小帮手。

依稀记得蚊烟一角钱一摞，一摞有五六根。蚊烟是夏天的标配，长期消耗，也算是一笔不小的额
外开支。所以，大人都坚持“人走就触熄，人回再点上”原则。

点蚊烟还配有专门的蚊烟架，老爸找来一截竹筒，从中间破开，一分为二，然后再把竹筒里的竹节
剥离干净，把靠近地面的那一面削平，这样一来，蚊烟放在竹筒里，可以避免蚊烟被调皮的小孩踢坏，
还能保证蚊烟不熄火。

半边竹筒做蚊烟架，遇上气温高，蚊烟会引燃竹筒，存在安全隐患。后来老爸又想出一个主意，他找来
长木条子，钉成槽口状，正好把蚊烟放进凹处，这样一来，蚊烟不会发生侧翻，也不容易引燃，非常安全。

盛夏的夜晚，小平房酷暑难耐，没有空调的日子，街坊们自有妙招，大人小孩、男女老少都纷纷出来打
凉铺歇凉，青石板小街上密密麻麻摆满了各式凉床。这时候，蚊烟自是必不可少之物，倘若没有它，户外的

“长脚蚊”蜂拥而上，想要睡个囫囵觉，可谓难于上青天。
有蚊烟的盛夏，倒也自得其乐，蚊烟袅袅燃起，驱走蚊子，给了我们静谧的空间，一群小屁孩，睡在凉床上，优哉游

哉，头上星星眨着眼，耳边鸣蝉唱着歌，偶有流星从天边划过，惊得我们连呼带叫翻身跃起，流星却捉迷藏般不见了踪影
……

岁月悠悠，往事难忘。如今，蚊子依然未绝，但灭蚊利器层出不穷，既有无毒无害的清香型盘香，也有快捷便利的电蚊香，只
需轻轻插上电插头，就把蚊子赶到九霄云外。它们方便又好使，环保又科技。唯有那些消失的蚊烟，伴着属于那个年代特殊的
味道，飘得愈来愈远……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蚊烟 □向萍

桂花香 □牟伦祥

朋友病逝后
我翻看他的朋友圈
最 后 一 条 是“ 早
上好”
前面一条是“晚安”

通讯录里，我留着
他 的 名 字 ，偶 尔
翻到
显得他并没有离开

收藏
我收藏了一些书

放进书橱
准备闲下来时阅读

就像多年前我心仪的人
暗自揣进心窝里
说是留待老去时
慢慢回忆

山居日记
我起得足够早
我看见夜像退潮一样向山
后退去

这时
近处的一棵树正站在我的看
见里

它显得比爱情轻
一些
比友情重一些

树梢上还留有一
些夜色
但已经不重要

如果你们远远望
见我
会说我成为了山
的一部分
其实我更想说，
山成为了我的一
部分

信
儿子没有写过信，
他问
写信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写信就是你
爷爷在病逝前
告诉我：我很好，
勿念

（作者系重
庆出版 集 团 科
技分社社长、总
编辑）

武辉夏作品

通讯录（组诗） □吴向阳能懂的诗

话说重庆
“二两小面”

□施崇伟

“二两小面”是重庆人的口头禅和一日生活的起点。满满一碗，汤
面里加牛肉或肥肠，搅动着鲜红的油辣子，片刻间风卷残云，愉快的一
天便有滋有味地开启了。

一位外国留学生第一次感受重庆小面。老板问他：“来二两小
面？”他用手机一查，一两才50克，于是他要了10两。结果端上来一
大盆，他傻了眼：“两”是什么？“二两”究竟有多少？

留学生说的是中文，老板听得懂。但他问的问题，老板说不
清。如果要说清，说来话也长。

这得先从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故事说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要统一度量
衡，工作交给了丞相李斯。李斯在顺利制定了钱币、长度等标准后，却在重量
方面没了主意。究竟要把多少两定为一斤才好呢？他向秦始皇请示。秦始皇
写下了四个字：“天下公平。”李斯百思不得其解，突然计上心来，他把“天下公平”
的笔画数作为标准，于是定出了一斤等于十六两。

其实，“两”的来历比李斯的“奇思妙想”还要早一千年。据说先人观察星
象发现北斗有七星，南斗有六星，再加上旁边的福禄寿三星，正好是十六星。
古时候，人们认为北斗七星主亡，南斗六星主生，福禄寿三星分别主一个人一
生的福、禄、寿。做买卖的商人如果短斤少两，会少福、禄、寿。因此，一斤对应
星象十六两。

还有一种说法：中国是个农业国，从前有一种粮食叫“黍”，就是现在的小米。
人们以黍作为度量衡的基本单位，把100粒黍连在一起的长度就是1尺，100黍的重量
就定义为1“铢”。古代的乐器是铜管做的，铜管也可以作为装黍的容器。将黍装满一铜管，
倒出来一数，大约是1200粒，也就是12铢，两个铜管24铢，就称为“两”，就是两个铜管装的黍的
重量。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16两在计量时极不方便，才改为现在的1斤等于10两。再后来，度量衡也随
时代进步，与国际化接轨，我国也采用国际单位制千克和克，一两等于50克。

重庆的“二两小面”没有换算成“克”来计量，似乎是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烙印。那个年代，
出门下馆子不仅得花钱，还得有粮票，钱是食物的价值，粮票则代表了购买的资格。粮票上的计
量，就是以“斤”“两”标示的。

斤两是重量单位，但餐馆里也没有哪家要用秤来称。北方吃包子，一两有3个；江南卖生煎，
一两是4个；一两饺子通常有六七个；重庆小面，二两就是一碗……

重庆的“二两小面”说的是干面粉的重量。川渝地区的面条大多用的是碱水面，称之为“水面”。
“一斤水面三碗半”是重庆小面界多年来的行规。一斤干面粉和成碱水面，一般是加三两水，和好
的面是一斤三两（650克），理论上，二两小面也就是130克。面庄老板的“二两小面”是凭手感
抓的，以顾客大概能吃饱作为手感的标准。“二两”小面并不是标准的二两，体现的是重庆随
性、自然的市井文化。

从重庆“二两小面”说起，扯到了上下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重量可不是“半斤八两”那
么轻巧。

（作者单位：重庆有线电视网络公司）

清早上班，小区的空气中弥漫着幽幽桂花香，丝丝缕
缕，直冲鼻腔，我贪婪地吮吸几口，顿觉神清气爽，陶醉其中。
这是今年桂花第三次盛开了。

小区栽种了不少桂花树，五年前我家刚搬来时，桂花树才碗口
粗、一人多高，树干四周还用木棍支撑着。后来，在园林工人张师傅的精
心管理下，桂花树一年年长高长大，亭亭如盖。去年秋天，人们惊奇发现，
在苍翠枝叶间，星星点点缀满了米黄色的小花，浓郁芬芳，香气袭人。小区业主常
立树下，一边嗅着花香，一边谈论着张师傅的辛劳。

张师傅是小区物业聘请的工人，六十岁开外，皮肤黝黑，为人随和，始终是一
副笑脸。年轻时，张师傅在外地当过园林工人，技艺超群，退休后回到家乡重拾
旧业，口碑甚好。

张师傅接手管理我们小区园林后，每天天不亮就从家里出发，带上午饭，坐一个多
小时公交车赶来，然后整天侍弄花花草草。我们劝他不必那么认真，他说：“我打工不是给你们打，
是给自己打，要对得住良心，既如此，干活就要精心、尽责。”有一次，张师傅在给桂花树浇水时，发
现一株树的叶子返黄且掉落不少，部分枝条已干枯。为找到原因，张师傅挖开表层泥土，只见树
下全是建筑垃圾。按合同约定，张师傅完全可以不管，但他二话不说，慢慢刨开建筑垃圾，再从
其他地方挑来泥土填上。后来，这株桂花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

今年夏天，烈日炙烤，小区外不少树木枯死。张师傅每天凌晨两点开始浇水保苗，小
区花草林木从未枯萎，反而葱茏繁茂。一天凌晨，张师傅爬树拨弄水管，不幸跌落下

来，造成大腿腿骨骨折。
张师傅的老婆和儿子来医院服侍。张师傅对儿子说：“有你妈在就行了，你去
照看园子，不把水浇透，要不到两天花草全干死。”张师傅特别叮嘱，给那些桂

花树浇水，要先用钢钎在树根周围打两尺深的孔，每天灌满水才行。儿子
拗不过父亲，只好走出医院去经管园子。这一管，就是一个多月，直

至天降甘霖，旱魔投降。
中秋节前夕，小区的桂花树第一次开放，虽然花蕊不

大，但它们所散发出来的那股香甜，却是那么幽幽而又浓
郁！国庆节长假，桂花第二次绽放，许多米粒般的小花拥
在一起，一簇一簇的，热烈而疯狂，花香飘溢小区外，往来
的游人逐香而来，啧啧称赞！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时间仅

过去十来天，桂花又第三次开了，依然清芬袭人。桂花在这
么短时间绽放三次，我很不解，询问拄着拐杖的张师傅，他笑着

回答：“桂花树坚强呗，经过夏天的磨难，它们懂得回报啊！”
张师傅的回答虽不能令我信服，但经历今年酷暑，我们的确见过好

多花坚强、草坚强、树坚强、人坚强。所谓坚强，就是在困境中不言放弃，
让经历的苦难开出喜欢的花。（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光瑞欠债 □武辉夏

中医少林堂堂主、名中医刘光瑞是我的
好友。他收藏了三千块古匾，建立了古匾文化

博物馆，编印了《中国匾额学》。书中刊印了一
幅我的代表作《鹤立图》，但只用了图，却把标题
改了，也没有落作者的名字。我严肃地说：“我
要索赔。”他坦然笑了一下问：“要赔几文？”我说：

“至少一百万。”光瑞大笑：“一百万算什么，应该
是一千万。”我高兴得蹦起来，“这是你自己涨的
价啊，现在你已欠我一千万了。记住，你对我
友好，可以一辈子不还，如果有一次对我不
友好，就立马翻脸索赔。”两个好朋友拉钩认
账，所以，刘光瑞这一辈子必须是我的好朋
友，要永远友好。

否则……哈哈……他要赔付我一千万！
（作者系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