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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书里书外

王国华专栏·花花世界

小说世情暮冬季节，地里的小麦刚刚长齐，嫩绿绿
的，在北风里飒飒抖动。农闲，雪未落尽，老财
背着弹弓，带着徒弟出发了。

村里有首流行的民谣：哟呵呵！走过秋来
走过冬，走过夏来走过春，没有庄稼怎生存？哟
呵呵！一柄斧头一张弓，一把刀子一根针，走遍
天下都生存。这首民谣映射出当时乡村百姓对
庄稼和匠人的极度崇拜——斧头指木匠，弓指
弹匠，刀子指杀猪匠，针指裁缝。

老财大名程多财，他兄弟三人，分别叫多
财、多福、多寿。名字是每个人在世间的标志，
反映了父辈心中的愿望和嘱托。多财和所有村
人一样，大名之外还有一个和身份或者个性极
为相称的别名。他财富不多，却是个不折不扣
的抠佬、财迷，老财就是村人根据他的这个特
性取的绰号。人们当面、背后都这么喊他，老财
并不忌讳，那边脆蹦蹦一声老财吔，这边脆蹦
蹦一声呃。以致后来，有人喊他大名，他反而感
到陌生，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一个熟人喊他大
名。

老财最初的徒弟也就是开门弟子是他小
舅子。那年小舅子十七岁，个子比他高出半个
头，初中毕业才一年，在家闲着没事做，他妈也
就是老财外母决定让他学一门手艺。

母亲初指望儿子跟他小姐夫学裁缝。裁缝
活不重，显得斯文。小姐夫生得细皮嫩肉、
白白生生，做外母的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女
婿。但儿子偏选择跟大姐夫学弹匠。儿子给
母亲的最初理由是：裁缝活有么事好，那是
女伢子干的活。母亲有些不悦，起初儿子突
然歇书，她心里就很不痛快了，现在又违背
母亲意愿，要去学苦、脏、累的弹匠活，母
亲岂肯轻易答应？女伢活就女伢活，又干净
又不累，赚钱又多，地位也高，么样学不
得？母亲坐在祖宗遗留下来的笨重檀木椅子
上，黑着脸说话。儿子蹲在门槛上，摁着脖
子，斩钉截铁地说：反正我不学裁缝，学杀
猪也不学裁缝！

母亲和儿子为此耗上了，相互不理不睬，冷
战了十几天。最终还是母亲屈服了，母亲疼爱儿
子，怕惹他不开心，母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老公
短命死得早，老公在时，也拿儿子当个宝。

这年，当远山还笼罩在白花花一层残雪中
时，老财便带着他新收的徒弟，他外母的心间
肉，他的铁杆粉丝——初涉世事的小舅子，兴
致勃勃地朝着黟县，朝着他心中鸟语花香的江
南出发了。此前，一个少时即走江南的兄弟回来
探乡，告诉了老财一个信息，黟县有三多：茶、
桑、棉。山头上到处是齐整的梯地，地里到处都
种着茶、桑、棉。

棉花多，还不得要弹匠么？老财仿佛看见
了一堆新崭崭的钞票在对他招手。

弹匠的工具很简单，弹弓、弹棰、弹
吊、铲头、磨盘，它们基本上都是用木头制
作而成。弹弓就像一张巨大的弓，上面绷着
一根坚固的牛筋弦。弹棰是一个状如公章的
木槌，底端圆厚，连接处椭圆，柄稍细，以
便手持。弹吊是用竹子制成的弯弓，固定在
弹匠腰间的绑带上，顶上一根细绳，用来悬
吊弹弓。若没有弹吊，弹匠手劲再大，也难

以长时间地把持弹弓。弹吊巧妙地将手臂把
持之力分配到腰背上，这是弹匠智慧的体
现。铲头正面布满钉尖，用来撕分旧棉。棉
被睡久了，会变得又黑又硬，失去弹性和温
暖，睡者舍不得扔掉，团团抱着去见弹匠。
弹匠先撤除面上的旧纱，圈成捆，双手握紧
旧絮，频频用铲头钉尖撕扯，撕扯完毕，旧
絮蓬松一团，再拾起弹弓，重新弹打。旧絮
灰多，一经撕扯、弹打，弹匠的头发、衣服
上灰尘更重，白色的口罩变成了黑色。新絮
弹好，磨盘便发挥出作用，用它在新弹的絮
面来回碾压，蓬松一团的絮面立即变得平
贴、坚实、牢固。

最后一道工序是布纱。师徒二人分站新被
两边，师父负责分纱，用竹纱棒牵引，徒弟麻利
接过，压于絮面。纱色雪白，纵横絮面，细密如
网。别的活儿中途可以歇息，布纱讲究前后连
贯，一气呵成。师徒二人经无数次磨合，分纱布

纱犹如行云流水般酣畅淋漓，旁人眼里，简直
就是一场天然的蛛网暗接艺术表演。

一床新絮弹打完毕，老财接过主人家递过
的黄烟筒，跷着二郎腿，坐在方正的木椅上，痛
快地吞云吐雾，皖南烟丝味道纯正，老财实实
在在过了回瘾。小舅子一边默默收拾工具，一
边小心地将新絮叠成整齐方块，用被面包裹捆
扎，方便主人带走。

日子一长，老财发觉这地方很穷，并非他
梦里的江南。但穷并不代表无趣，这里有许多
事都令师徒俩感到既新奇，又费解。

比如厕所。吃喝拉撒睡，人生五大要事，其
中拉撒两项都离不开厕所。厕所在老财家乡叫
茅司，这里却被称作蹲缸。蹲缸这个名字很贴
切，因为它就是一个大瓦缸埋进地下，上面架
一块阔板，外面搭个茅棚就成了。即便这么简
单，一个小队还只有一个。于是全队的男女老
少，拉屎撒尿，统统得到这里来，或蹲或立，对

着大缸稀里哗啦来个痛快。
小舅子上蹲缸有个习惯，总要带一本破

书，蹲在那里细细地看。一场大事，没半个小
时绝不会结束。但第一次在这里方便，他即
遭遇到人生从未有过的尴尬。那天，当他正
低头专心于书中某个故事情节时，一个肥胖
女人一阵风冲了进去，一把将他揪了出去，
嘴里兀自大嚷：你这北方蛮子，一泡屎拉半
天，想把老娘憋死呀！继而传来一阵猛烈的
狂风暴雨声。小徒弟被扔在外，赤腿光臀，看
看四周，一遍笑脸。他本能地想拉上裤子，可
屁股还未及揩，只得拎着，弓着虾米腰，蹲在
厕所旁凝成了一具木偶。胖女人事毕，昂首
而出，在小徒弟瘦瘦的屁股上拧了一把，哈
哈大笑道：傻里吧唧的小毛鸡，还没有开窝
吧。

这是刚成年的小徒弟遭遇到的人生最
大羞辱，以致后来别人提到江南，他总是沉
默不语，因为在他心里，江南是最难以启齿
的伤痛。

一个晴朗的冬日，小徒弟准备洗个热水
澡，主人家拎出一个大木盆，放在堂厅，舀了
半盆水，说：洗吧。小徒弟楞了，因为堂厅里
正坐着五、六个人，其中包括主人家一个十
六岁的大姑娘。他脸色苍白、双眼圆睁地看
着师父。见小舅子那孬乎乎的样子，姐夫忍
不住笑了，说：这儿就这习惯，洗吧，不要害
臊，日后我也不会告诉舅娘。小舅子低着头，
胡乱将衣服脱了，扑通一下跳进澡盆，旋即
哎呦一声弹出盆外——水太烫，不领悟他的
羞。一堂厅人笑得前俯后仰，主人家的女孩
子笑声最尖锐。小徒弟捂着下身，恨不得地
上有个洞。

腊月底了，皖西南的孩子们在老屋后面
的草堆上玩游戏，远远看见师徒两个裹着一
身雪花，喜气洋洋地出现在村口。师父的子
女大叫着冲了过去，师父一个接一个地抱，
说：嗨，都这么重了呀，过几年我就抱不动
啦。小儿子躺在他怀里说：大，你抱不动我们
时，我们就抱你。父亲说：看看，还是我小儿
子会说话。用胡子扎他，小儿子咯咯咯地笑，
挣扎着要下来，因为舅舅正在给小伙伴们发
糖果。

一众孩子簇拥着师徒进了家，师娘正在房
里纳鞋底，屁股夯了夯，说：回了。师父轻松地应
答：回了。小舅子喊：大姐。师娘说：长壮实了，看
来还是外面好啊。师父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
时难，你们女人家不晓得。师娘说：假话吧。说
完，搁下鞋底，拎着老公带回的江南特产笋衣进
了厨房。小舅子又开始闷声不响地读他的书，心
里却在想江南那个爱笑的女孩子，他不懂她为
什么不知害羞地看男人洗澡。孩子们争着拿他
们成绩单给父亲看。父亲认真地看，一个字一个
字地念老师的评语，一边拿出橱柜里的锡酒壶，
斟满酒，放在火盆上烤。

一会儿，厨房里传出肉香，酒也香了，弹匠
师父叼着烟，瘦长的身影在堂厅和厨房进进出
出。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弹匠师父家里最温
馨的时刻。

弹 匠
邱 冬

“尚书吧”门口那棵树，高约一丈，树
叶厚，一拃长，半拃宽，茂密但不足以遮
阴。天空蓝中透白，阳光直射。如果拍下照
片，朋友圈里一定称赞“天气真好”，我身
处此地，实情为“天气真好热”。

树上长着黄色的花朵，像一条尾巴，直
直垂下，上粗下细，在风中微晃。网络搜索，
出来几种结果，都不像，后问专家，知道这
是一种较为珍稀的植物：垂序金虎尾。

“虎”字令我振奋。各种动物的尾巴都
有用，牛尾如蝇甩子，驱赶身上的蚊虫。狗
尾摇摆以邀宠，或者夹起尾巴逃跑了。兔
子尾巴长不了。老虎尾巴最从容，自自然
然，战斗时甩起来犹如钢鞭，平和时垂似
老人胡须。

这光秃秃的广场，这没有传说的城
市。我抬头望树，那里应该隐藏着一只老
虎，尾巴不小心露出来。哦，它不是隐藏，
是站在那里眺望。身子背对着我。

刚好读到诗人远人兄的诗《有一只老
虎走在路上》，有如下句子：“我想象它踩
裂石头的样子/想象它用尾巴扫荡空气的
样子/想象它张开布满牙齿的嘴巴里/吐出
一条长满倒刺的舌头”。他看到的老虎，与
我看到的，可能是同一只。

风雨兰

台风来了，空气里游荡着一种奇怪的
轰鸣。所谓鬼哭狼嚎，大致如此。树枝

“咔嚓咔嚓”一根接一根折断。塑料袋满

天飞。雨骑着风，上不去也下不来，在空
中横了起来。天地间一片漆黑，忽然又亮
一下，刺眼。

一夜过后，风平浪静。地上断枝狼藉，
还有广告牌，车牌，圆形的方便面盒，倒扣
着的垃圾箱。全都一动不动，听不到一声
呻吟。仿佛和最亲的人吵了一场漫长的、
最伤感情的架，再也不肯张嘴。

此时，路边郁郁葱葱的草地上，几百只白
蝴蝶做振翅起飞状，然后定格。即为风雨兰。

花片六瓣，稍显尖锐。白色，内有黄色
的花蕊，略作点缀。茎细而软，匍匐于地。
如同乱发一堆，一根一根，但扶不起来，全
部趴着。此时阳光正热，钢针扎万物。针头
都在热水里烫过。

人说，风雨兰在风雨过后开得最好。
雨大也不怕，风大也不怕。

昨晚是怎么熬过来的？它们没被刮走，
胳膊腿都还健全，气场也没散，似乎没在这
场全民鏖战中消耗一点能量。

劫后余生的世界里，只有它自己的声
音悄悄在回荡。那是吹着口哨的小曲。

垂序金虎尾
王国华

《推拿》刚读几页时，我就被毕飞宇的语言
深深吸引住了：时而朴素，时而瑰丽，想象丰
富，比喻形象，写的虽是一群盲人的生活，但它
却带着我们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活色生香的
文学世界。同时，比语言更有魅力的是留给读
者更深入的思考。

盲人沙复明是这家推拿中心的老板之一，
因为偶然来按摩的一个剧组对都红的赞美，他
爱上了推拿师都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情呢？
他的爱是那么真诚，那一遍遍对于“美”的想象
足以令人心醉；可他却又那么的无奈，因为他只
能用耳朵和鼻子“看”着都红的一举一动……
在失去了拇指的都红离开的那晚，患胃病多年
的沙复明，腹中的鲜血喷薄而出，让读者深受震
惊和感动……

盲人是沉默的，沉默既是一种自我保护，
也是因为他们习惯了孤独。《推拿》就是这样一
部小说，终将进入那曾被你忽略与遗忘的世
界，抵达“人性最共通却又最不为人知的隐秘
角落”。

是《推拿》让我们注意到了盲人，更让
我们理解了盲人。在这个多彩的世界里，一
部分人可以看到光明，而另一部分人却只能
感受到黑暗。《推拿》使人意识到人类的局
限，正如毕飞宇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词中所
提到的“每个人都有局限，重要的是我们如
何理解局限。”

在毕飞宇的笔下，他们小心翼翼地争取
着自我的独立和尊严：在深圳打工并攒下一
笔钱的王大夫，一心想让小孔过上“老板娘”
的生活。他本想把钱投到股市来赚钱，但因
股市低迷而再度打工，而不得不忍受种种痛
苦。他的弟弟欠了赌债被催上门，让哥哥还
债却又心安理得。当王大夫为游手好闲的弟
弟划开了自己的胸膛，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解
决了问题时，他的鲜血、自尊和耻辱也随着
鲜血一起喷薄而出；可是他却听到弟弟的抱
怨：“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瞎子，这样我就可以
养活自己了！”看了这样的描写，作为读者的
我们不免也感到一阵阵心疼。

盲人是敏感的，小心翼翼的。他们很少大
声，说话只用那种属于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很少
走近他人，只在沉默中感受属于自己的痛苦或乐
趣。这小心翼翼的源头，在于这个世界带给他们
的创伤。

而张宗琪的生活更近乎悲剧，幼年被威胁
所包裹的人生，让他永远处于被毒死的恐惧之

中……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光亮，于是他们不
得不磕磕绊绊、不得不小心翼翼……

都红曾是一名钢琴师。她在音乐方面的
天赋使得她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便达到了钢
琴专业八级。然而，一次演出使她放弃了音
乐。那一次她因为紧张而出错，却被主持人
声情并茂地夸奖，台下观众掌声雷动。而这
一切，都因为她是盲人。这掌声，让都红感
受到：在观众心中，我们要鼓励这个盲人女
孩，不管她弹得怎样都要鼓励。都红却觉得：
观众根本没有在听，是对是错又如何？我们
这种人能弹琴，已经是一个奇迹。都红无法
忍受廉价的同情和赞美，她不想做取悦于人
的表演。

在一个慈善晚宴上，慈善机构捐款给盲
人，说了很多鼓舞人心的话，感动了台下的无
数个健全人，主持人不停地让盲人向慈善家道
谢，不停地告诉他们要自食其力，要正确面对
人生。每一次鼓励，都像是在向大众宣扬：他们
是一群盲人，他们又在接受慈善家们的施舍，

这是人们的善意，但更是一种讽刺。
……
《推拿》是极度内敛的，《推拿》的主人

公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群人，他们普遍隐忍
着自己的欲望，敏感又小心翼翼地生活着。
毕飞宇只是出于平等和尊重，对他们的生活
进行了如实描绘，并在小说的结尾让都红再
次“残疾”，而都红的老板沙复明也是盲人，
或者说，是最懂盲人的盲人，却没有给自己
的员工、给自己的爱情提供一份理所应当的
合同。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理应最理解盲人
的人，他无可挽回地痛失都红，然而他的思
考，又几乎是整部小说中最为令人欣慰的一
次反省。

就是这样一群人，演绎着他们小心翼翼的
人生，体会着他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在那个没
有光明的世界里生活着的他们，内心却比我们
这些健全人更看得清这世界。

《推拿》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里的这些
人令我尊敬又令我难过。当接触过的盲人形象
在我心中一一掠过的时候，我问自己：除了尊
重，我们还能给予他们什么？

盲人，是一群生活在黑暗中的舞者，也许，
他们并不真的那么期待我们去与他们沟通和
交流，也并不需要那些泛滥的同情和慰问，他
们希望的更多的是不被打扰，希望我们像对待
每一个普通人那样对待他们。

我能给你什么
——读毕飞宇《推拿》有感

王文渊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传承红色基
因，守护红色记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
好”的重要指示精神，用档案见证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辉煌，即日起，安庆市档案局、安庆市档案馆、安
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迎江区档案馆、大观区档案
馆、宜秀区档案馆、安庆市档案事务所，面向社会开
展珍贵档案征集评选活动。

一、征集内容
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安庆地区领导人

民在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具有价值的史料，包括安
庆籍或在安庆生活、工作的革命烈士、老红军、老八
路、老战士、劳动模范、重大事件亲历者等人的有关
史料，也可以是他们的笔记、日记、著作、手稿、图
片、书信函件、奖章证书、生活用品和其他有纪念意
义的实物资料。

二、征集要求及截止日期
1、征集要求：当事人及当事人的亲属等根据档

案原件撰写还原一段史实，再现突出贡献者的不凡
业绩和所藏档案的来之不易。所投稿件导向正确，
史料真实、准确，严禁虚构、抄袭，所登档案原件若
非作者所有，应注明出处，所投稿件均附图片。每
篇文稿不超过4000字，稿件应为安庆日报首次刊
登。投稿人因虚构、抄袭造成的侵权或其他民事责
任的后果自负。

2、自即日起征集，12月底截止。
三、评奖及其它事项
1、本次征集的优秀作品将在安庆日报开设的

专栏刊登，活动结束后，将邀请专业人士对所有来
件进行评选，分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其中一
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10名。刊
发的稿件另付稿酬。

2、主办方对所有来件（包括图片）有使用、修
改、删节的权利。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将筛选来件，
编辑成册，不再另付费用。

3、档案所有者本人或家属若自愿将所藏档案
捐赠安庆市档案馆，市档案馆将颁发捐赠证书；自
愿委托市档案馆保管的，可与市档案馆签订托管协
议；对确有价值的实物和史料，经征得本人和家属
同意后，可复制保管。

4、联系方式
档案征集联系人：杨 琼
联系电话：0556-5346677
投稿联系电话：0556-5325934
投稿邮箱：aqdangangushi@163.com

2021年3月24日

传承红色基因
守护红色记忆
——安庆市珍贵档案征集评选启事

萧伯纳是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一生
创作了50多部戏剧，还因戏剧《圣女贞德》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

佛兰克·赫理斯和萧伯纳同乡，两人年龄相仿，
互有来往。赫理斯最初是一位编辑，后来成为很有
名气的传记作家，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
如此，他和萧伯纳常常因为同一个问题相互争辩，
且互不相让，最终争得面红耳赤，有时一连几天互
不理睬。多数情况下，赫理斯占据上风，因为他的
批评总是既猛烈又尖锐。

1926年，72岁的赫理斯要为他的批评对象，70岁
的萧伯纳写一部传记。当赫理斯写信征求意见时，萧
伯纳心里一万个不愿意，他说：“你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上帝都不会知道。”不过，萧伯纳最终还是答应了赫理
斯，并且全心全意配合他完成前期资料收集任务。

4年后，《萧伯纳传》刚刚脱稿，已经76岁的赫
理斯病危，因为稿件还没来得及印刷出版，只好将
其全权交给萧伯纳处理。

萧伯纳成了《萧伯纳传》的出版人，当他一字一
句读完整部传记，内心五味杂陈，事实证明，他当初
的猜想完全正确。除了客观叙述与描写外，赫理斯
并不像其他传记作者那样站在传主角度看待问题，
而是站在反对者立场对传主挖苦讽刺，乃至无情批
评，一点情面也没留。

对于萧伯纳最拿手的戏剧作品，赫理斯竟然批
评道：“它们大都缺乏生命力，观众也许会觉得很有
趣味，但其趣味也不过像看马戏或电影一样，过了
一小时，就得用很大的心思才能记得戏剧的内容。”

不难想象，赫理斯的批评让萧伯纳有多尴尬。思
虑再三，萧伯纳只是对传记中提到的个别事件的时间
和地点进行了更正，其余一字未改，全部交给出版社处
理。在萧伯纳的努力下，《萧伯纳传》得以出版发行。

令人惊奇的是，对于批评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赫
理斯，萧伯纳不但没有一点怨恨之情，相反还很怀
念，后来，干脆将这位批评家的大幅画像悬挂在书
桌对面，提醒自己时刻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致被赞
誉冲昏头脑。

批评家的画像
侯美玲

灯月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