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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小说世情王鸿达专栏·白山黑水

世情灯月闲话

王鸿达，笔名洪荒，国家一级作
家，中国作协会员，黑龙江省作协副
主席，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已出
版长篇小说六部、小说集七部，有作
品被译成英、法文。

世情梁东专栏·家住长江边

梁东，原名梁业兴，著名书法家、
作家、诗人。曾任中国文联全国委员，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中
华诗词》创刊社长。出版有《梁东自书
诗词选》、诗集《好雨轩吟草》、散文集
《家住长江边》等。

雪荷 孙世华 摄

老师和大姐

那年，大哥十三，二哥十二，
我十岁，都在小学念书。由于老师
和我们两家是世交，于是，不知从
什么时候起，她就成了我们的家庭
老师。那时，她正是十八岁的青春
年华，还是安庆简易师范的学生。
来到我们家里，她就跟我三人在四
方桌前各坐一方，共用一盏灯。有
时，是我们到她家，也就是二哥画
的任家坡下的那幢房子。

她来了。伴着和煦的春风，
披着夏夜的繁星和秋天的朗月，穿
过冬天瓦檐上挂着的串串冰溜，她
总是准时地到来。每当她踏着轻
快的步子走进我们的小屋，我们三
人又总是各就各位，早已坐在四方
桌前。明灯可以作证，那是一盏从
瓦房的梁上一直挂下来，用装有小
粒铅球的瓷壶来平衡重量，可以随
意拉上拉下的灯；方桌可以作证，
那张不能再普通的桌子，它的木
纹，它的油漆斑驳处，早已刻在我们心中。

我们常到老师家去，每次都是带着企盼和愉悦的心情，走过任家
坡的层层石板路，来到这座熟悉的小院。利用老师一家还在吃饭或者
收拾屋子的空隙，逗一逗阿黄，或者打一只苍蝇，在海棠树下惹得蚂蚁
两军对垒，我们饶有兴味地“坐山观虎斗”。生活对我们是如此宽厚，
又是如此吝啬。这样的日子，只给了我们不足两个寒暑，但又在我的
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让我受用了一生。

老师把我们引进知识的大门，教我们懂得学习，把“念书”这两个
字形象化了。她像一种净化心灵的妙方。在她面前，童心犹在，躁气
全消。她能使三个小男孩忽然变得沉稳，能静下心，学着老师的样子
思考问题，面对“学问”。她能使“念书”变得有趣，变成我们自己的
事。在我们的心目中，老师差不多是学问的化身，这种“学问”又和一
切美好的东西联结在一起。我悟出一个道理：像老师这样的人一定有
学问，而一切有学问的人大概都会像老师这个样子。我开始暗暗地模
仿着老师，学她有条理的、娓娓动听的讲话；学她解算术四则题时先解
什么、后解什么；学她写字，模仿她那清新、娟秀的笔迹。甚至，有的字
的转折写法，我一直用到现在。如果说，老师到我们家的时间多半是
用在功课上，那么，我们到老师家则是丰富的课外内容。一个是讲《三
国演义》，一个是教唱歌，这更是难以忘怀的。听老师讲《三国演义》，
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系统地认识《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就是从这
里开始的，她让我们增添了读这些书的兴趣，使我迫不及待地阅读完
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老师有一副清亮甜润的好嗓子。电影《解语花》中一首表现牛郎
织女七夕相会的歌曲《天长地久》，使我们最难忘。

——栉风沐雨，尽心耕种，要麦黄稻熟庆丰年，有饭大家吃，民生
第一功。

——焚膏继晷，尽心纺织，要成布成帛夺天工，有衣大家穿，民生
第一功。

被悠远的银河阻隔的人们，天各一方，依然潜心男耕女织，做的是
“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的民生功业，并以此遥相勉许，何等感人！

——你别来无恙，依旧意气如虹。犁田辛苦，雨雨风风……
——你韶华永驻，依旧玉貌花容。女红辛苦，雨雨风风……
——恨盈盈一水，如隔关塞重重。不能相依朝夕，只有灵犀一点通。
以心相许的人们，渡过迢迢银河，越过重重关塞，一年一度相逢，在

幸福地看到“依旧意气如虹”和“依旧玉貌花容”之余，又已经意识到，过
了此刻，就“只有灵犀一点通”了。他们毕竟有灵犀相通。这何等感人！

美丽而又梦幻的情节，优美又略带哀怨的歌声，从老师口里传递到我
们的心中。说来也怪，一首歌常常和一个人联想在一起。哼起这首歌，就
使我们想起老师，想起任家坡，想起夏夜星空，想起梨花院落。当我们到
处寻觅老师的时候，心中不约而同地常常流淌着这首歌的旋律。它好像
是老师的“音乐形象”。使老师备感惊异的是，当她从澳洲打来越洋电话
时，二哥拿着话筒，情不自禁地唱起了“一年容易又秋风……”在无锡的宾
馆里，我竟然把这首有很长的歌词的歌，完整地唱下来了。

歌词的意境和歌曲的旋律最能感染人。我们从老师那里感受到
的，已经超出了那首歌本身的情节，而是一种对美感的探索和认同，甚
至是对美学理念的某种启蒙。这几乎影响到我们一生对美的认识和
追求，甚至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一点，只有我们弟兄三人自己知道。

一别音容两茫茫

真是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
老师从师范毕业了，恋爱了，结婚了。记得办喜事那天，我们弟兄三

人曾到老师的新房，老师微笑着用往常一样关爱的眼神扫了我们一下，便
忙着招呼客人去了，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谈上。出得门来，天下着雨，我
们走在泥泞的街上，心情像天上的云。往日从任家坡回家的那种心情忽
然一下子没有了。我们顿时醒悟，老师像往常给予我们那种专门的时间、
专一的对话、专注的眼神，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无可奈何地觉得，老师不
再属于我们了。“回门”的日子，我们又赶着去看望老师。这次心情倒是平
静多了。离开她家，天又下起了雨。我回头望了一眼雨中的这座小院。
我绝对想不到的是再见这座小院，却是在二哥的这幅画上了！地球上早
已没有了这座小院，至于老师，从此音容两茫茫，这一别竟是如此长久！
把站在台阶上、雨幕后面的面容“叠加”到一起的，尽管是鬓发如霜，然而，
重逢以后不一会儿，二哥就说，找回来了，我把老师找回来了！老师不老，
比想象的要显得年轻得多。满头的白发，更增加了几分慈祥。我们看着
她不老，我们当然就更不老。在老师面前，我们有种总还是孩子的感觉。
二哥平时不苟言笑，但我发现，到了老师面前，他的名堂特别多。一见面
这幅画就得了个120分，更显得志得意满。我感觉，照相的时候，老师总
是把头往他那边歪。我无奈只得提醒老师，小时候，老师喜欢听我唱京
戏，只要老师一提我立马就会站起来来一段。我知道，这是我的“强项"。
我要老师“政策性倾斜”，要依据一贯的表现，一碗水端平。老师无可奈何
地说，你们看，搞得我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倾，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于
是，老师忽左忽右的照片，就永远留在我们珍贵的相册里。

说起京戏，也是一种缘分。小时候，爷爷喜欢京戏，偶尔也带我们去
看一场，这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我学会了几段唱腔，常常在亲友面前

“露一手”。老师最喜欢的是《让徐州》。一个稚嫩的声音，居然能模仿一
点言派大师的独特味道，使老师极感兴趣，也成了我比二哥在老师面前
感到得意的“强项”。这种早已在茫茫时空中消失殆尽的声音，没想到，
却让老师在以后的岁月中经常追寻着。她买来一盘言菊朋的《让徐州》，
希图从这里找回几十年前的“影子”。因此，在“半个世纪的重逢”准备活
动中，我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把我的京剧唱腔录制成一盘磁带，呈送老
师。算是“一别音容两茫茫”的一种补偿吧！远在沪上的老师啊，但愿能
在茶余饭后，听听学生的西皮二黄。只不过这种声音也已经苍老了。

归来也，梨花院落

这是个一听到就牙酸的字眼。
之于路小路，不止牙酸，他还会打嗝，乃至

呕吐。
这个事儿，要从以前的日子说起。以前，

也就是路小路小时候。
路小路的父亲在镇酱醋厂上班，负责沤制

醋曲。酱醋厂个体老板姓吴，外号无法无天，
时常叼着一根烟，指挥着满头大汗的路小路父
亲用点力再用点力。路小路的父亲像一头牛
一样，把发酵好的高粱米，一锨锨甩到池子里，
过几天再一锨锨甩出来。站在上风口的吴老
板，偶尔吐几句脏话，烟灰肆无忌惮地飘落在
池子里。路小路的父亲实在忍无可忍，把铁锨
插到曲堆里，手点着敞口的大门说，你站远一
点！吴老板自然不高兴，他掐灭烟，踩在脚下
拧了拧说，相不相信我开了你！路小路的父亲
慢慢低下头，不说话，汗珠儿滚下来，同样混杂
到池子里。

路小路喜欢粘着父亲，他身上有一种挥之
不去的粮食香味儿。

听到父亲的脚步声，路小路像那条小黑狗
一样，屁颠屁颠跑过去，一下子扑到他怀里，拱
来拱去。待到路小路口齿清晰时，边拱边说，
真好闻！父亲问他，啥好闻？路小路笑得咯咯
叫，用一个肉乎乎的巴掌，在父亲头上、脸上、
肩上和头上的毛发里，摸了个遍。

父亲在镇上打工，挣的钱不多，而他可以
吃到父亲带回来的烧饼或油条。这在那时是
一件不得了的事儿，路小路的威信在同伴们的
眼里，窜到天上去。

他们家的菜碗里，除了大块的粗盐，还多
了一样奢侈品：醋。

路小路的父亲告诉路小路，醋是个好东
西，粮食的精华。精华这个词，后来路小路才
知道是个啥意思。可是一提到醋，路小路就把
精华篡改了，心里想到的却是糟粕。

路小路六岁那年的某个中午，没有一丝风，
天热得不得了，父亲第一次带他到酱醋厂去。

下午，乌云堆积，突然下起暴雨。路小路
正在平房的屋顶上玩陀螺，玻璃球一样的雨滴
砸了下来。父亲在对面的屋檐下，招手让路小
路赶紧下来。一不小心，路小路掉进敞口的醋
缸里。父亲快步跑过来，路小路喝了几口酸得
咧嘴的醋水。上午，路小路亲眼看到，醋缸里
爬满了蛆虫。肥而白的蛆虫，在醋缸的表层聚
焦，像飘了一层蠕动的积雪。

自此，路小路一闻到醋味，由不得自己，打
嗝再打嗝，呕吐再呕吐，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
熟。直到瘦得像一把柴，或者一个猴。

父亲无奈辞去镇上的工作，走村串户收
破烂。

他们家的菜碗里，也由此少了一道叫醋的
粮食精华。

父亲很快瘦下来，查出胃癌。临终的时
候，父亲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在自己汤碗里
加点醋。路小路捂着眼，尽可能不让泪水流下
来。他打着嗝，转身离开病房，眼泪顺着指缝
流到巴掌里，直到纹路里沟满壕平。

路小路相了多次亲，都因他这个坏毛病而
告吹。

刘春花头一仰，笑嘻嘻地说，我不在乎！
路小路很喜欢刘春花，觉得她是上天派来

拯救自己的。在口头上，路小路表达得很直接
也很露骨，我爱她！想想也是，为了自己的坏
毛病，舍弃人间的美味，搁谁谁不感动。

过年吃饺子，没有醋咋行啊。刘春花偷偷
在自己碗底下，点了几滴醋，肩头夹着手机，装
作打电话，溜到外面吃。

那晚，路小路打着嗝看完春节晚会的。刘
春花身上的味道，可疑又可怕。

此时，国家放开了三胎政策。他们曾经商
量，先完成二胎的目标。

说来奇怪，过了春节，路小路对刘春花没
了兴趣。有几次，刘春花喷了香水，效果依然
不好。

路小路的好朋友酒后大着舌头说，刘春花
跟单位的一个年轻人关系不一般。

路小路跟好朋友翻了脸。心想，玩去吧！
吃醋吗？想到这个字，路小路又打起了嗝。

刘春花回家越来越晚，有时身上带着烟
酒气。

路小路心里咯噔一下。抓起手机，搜索好
朋友的电话号码，怎么也找不到。记得上次，
话不投机，删了。

夏天还没过完，刘春花说，咱们分手吧。
路小路从沙发上弹起来，说，啥啥啥？我

改不行吗？
可是，路小路嘴里的话儿没说完，快速地

打起嗝。他急忙趿拉着拖鞋，双手捂着嘴巴，
向卫生间冲去。

醋
韦如辉

从小生活在北方，对雪有着独特的
情感，就像冬天没雪不能叫北方的冬天
一样。北方的雪来得豪迈，来得恣意，
来得洒脱，一夜之间就会叫粗犷的北方
大地变成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并陪伴
北方人度过漫长的冬季。

只是近些年，城里见到雪的时候越
来越少了，就好像冬天一再被推迟了一
样。匆匆下过一两场雪，还没等大人品
足了冬天的味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了，更别说孩子们用雪来堆雪人了。迟
迟不下雪，会叫人等得心焦。所以跟家
里通电话时，我都会问：“山里下雪了
吗？”电话那头家里人就会说：“下啦，
下得好大呀。”于是我的思绪就会像一
片雪花飘回山里。我的家在小兴安岭
北部山区，那里每年落雪都很大。于是
在春节回去探亲时就多了一分向往，想
带妻子孩子回去看看雪。

山里雪纯净，雪面白得一尘不染，有
的人家就直接化雪水做饭吃。按照家乡
习俗，正月十六到山坡上或到河套去滚
雪，滚一身雪回来，据说可以保佑身体一
年无病无灾的。有一年回去，开春早，
当院里的雪都开始融化了，以为没有新
雪滚身了，不料在正月十五这天忽然白
天下起一场雪来，是那种又大又软的白
雪片子，我和山东回来的小妹兴奋地跑
到当院去拍照，我俩都光着头，绵软的
雪无声地落在我俩头上、身上，一会儿
就变成了棉花桃一样的雪桃，隔两三步
远就看不到对方了。等我俩像两个雪
人走进屋里来，父亲说了一句：“雪有啥
稀奇的，你俩又不是没见过雪。”不要说
远在山东工作的小妹，就是我这些年也
从没在城里见过这么大的雪片子。

几场雪过后，街上雪道上就变得硬
实起来。就可以在光滑的雪面上跑“雪
划子”、拉雪爬犁了。“雪划子”是我们
男孩子冬天自制的一双冰鞋，按自己的
脚长截一块厚木板，木板底下钉上两道
粗铁线，再在木帮上钉上帆布鞋帮带，
一只“雪划子”就做成了，蹬着它去上
学，溜光溜滑的雪道上跑得飞快。雪爬
犁有两种，一种是用木方和木板钉成的
小爬犁，拉着它去买粮或去大井沿上拉
水都十分轻快。另一种雪爬犁是用柞
木杆儿弯成的，有两三米长，是大人用
来上山拉柴禾用的。当然我们长成半

大孩子时，也拉着这样的雪爬犁进山拉
烧柴。烧柴在爬犁上捆结实后，下山顺
着雪亮的爬犁道往下放，有一种腾云驾
雾的感觉，那爬犁会推着你顺着山坡往
下跑，带起一道雪尘在后面扬起。一爬
犁烧柴拉回家，身上的汗就湿透了，可
是拉着爬犁放山坡那种兴奋劲却久久
没有消退。久而久之，山里的孩子都成
了拉爬犁的好把式。因为那一冬天家
家户户的烧柴都是用这爬犁一爬犁一
爬犁拉回来的。喜欢听爬犁磨擦雪道
那“吱吱呀呀……”声，如果哪家孩子上
山拉烧柴回来晚了，天黑得看不见人
影，只要寻着“吱吱呀呀”的爬犁声，就
会找到人和爬犁跟前的。

第一场雪过后，也是山里猎人进山
打猎的好时候。刚刚降过雪的林中雪
面上，会留下各种野兽的蹄印，还有野
鸡、飞龙等各种飞禽的爪痕，猎人只循
着兽印就会找到猎物。聪明的山里人
会在狍子、野兔留下的梅花瓣一样蹄印
的雪面上下套，第二天上山遛套时，一
只狍子或一只山兔就蹬腿扑腾在雪窝
子里了。除了山里猎人，山外进山来伐
木的套户也会赶在第一场雪过后进山
来，套户们浩浩荡荡赶着马爬犁开进山
来，他们都是给公家来伐木的，他们的
马爬犁一般都是用两根碗口粗从树干
到树根部的白桦树疙瘩做成，一冬天过
去，那树疙瘩被磨得溜光变薄了。在春
天雪化之前，他们又会列队赶着马爬犁
回去，那蛇阵一样的爬犁在小镇的雪道
上腾起一阵久久不散的雪雾，白色的风
景中，每位爬犁上的把式摇起的红鞭缨
穗格外醒目。“啪啪”的鞭子声如同空
中炸开的红鞭炮，久久回荡在我们孩子
耳中。从老人嘴里还能听到山外套户
一些趣事来，比如大雪封门上山干不了
活时，他们学着和山里人一样在雪地里
下狍子套、兔子套，套着了狍子和镇上
人换豆油吃……

北方的雪还是天然大冰箱。过年
杀年猪时，家家户户就把猪肉用雪埋在
自家院子里，吃时扒出一块来。用雪埋
着的冻猪肉还不风干。

我每次冬天回山里，都带女儿沿着
我儿时走过的爬犁道上山去走一走。
只不过现在封山育林，山坡上已没有明
显的爬犁辙印了。爬到雪山坡顶上时，

我们就顺着山坡滚下来，腾起的雪雾让
女儿发出一阵阵尖叫。在城里家中女
儿的床头前有一帧照片，一个身穿小熊
图案红羽绒服的冻得脸蛋通红的小姑
娘正站在雪窝子里，一只小手在伸着摘
一丛干枝上的红刺玫果。白白的雪，红
红的刺玫果和纯真透明的小脸蛋。朋
友见了都说像童话一样。那是女儿六
岁时，我带她上山时抓拍的。城里是见
不到这么白这么厚的雪的。

城里的雪越来越少了。倒是今冬
连续降了几场雪，让城市铺上了一层厚
厚的洁白。走在这样白色结实的路面
上，脚下响起了“嘎吱、嘎吱”声，多么
亲近久违的声音呵，它让已过不惑之年
的我内心深处拨动出一丝丝只有童年
才有的感动来。前两日，从电视里看到
抵制全球变暖的国际会议于这个冬天
在童话王国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减
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了现代
人又一文明的生活方式。

就想起了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想
起她划亮的一根根火柴温暖了的那个
雪夜，也温暖着我们一代代人一颗颗晶
莹的童心。

北方的雪，就是一个走进我们童年
的童话。

北方的雪

汉成帝即位后，任命自己的老师张
禹为丞相。张禹恃宠而骄，不仅生活奢
靡，还大肆圈地积财。

时任槐里县令朱云上书求见成帝，
朝堂之上慷慨陈词，认为当朝大臣对上
不能匡扶皇上，对下不能有益于百姓，
都是空占职位不做事、白白吃饭之人。
还向皇帝请求赐予自己尚方宝剑。成
帝好奇地问：“你要宝剑做什么呢？”朱
云正气凛然回答道：“砍掉佞臣张禹的
头颅，以警戒其他人！”汉成帝非常生

气，命令将朱云推出去斩首。
御史准备拉朱云出去，他死死地抱

住御殿门槛不放手，嘴里大喊：“我死
不足惜，就是不知道后世将如何评价
杀死忠臣的皇帝呢！”因为用力过猛，
门槛被硬生生折断。后经左将军辛庆
忌冒死求情，成帝才赦免朱云死罪，
并嘱咐宫人不要更换折断的门槛，照
原样修补好，以此表彰这位刚烈正直
的臣子。后世对于朱云御殿折槛大为
赞赏，以“朱云折槛”“朱云槛”来称

赞直谏之臣。
事实上，成帝依然宠信张禹，对朱

云的劝谏只当成耳旁风，那个被特意保
留下来作为警示的“折槛”其实并没有
起到任何作用。与此同时，张禹精于世
故，为明哲保身在皇帝面前替王氏专政
辩解，为王莽篡权夺位埋下祸根。

明代史学家评论“折槛”时发出耐
人寻味的疑问：“何益？”既然不听劝
谏，留下折槛又有什么益处呢？只不过
掩人耳目，徒留虚名罢了。

折槛何益
侯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