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情信笔扬尘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
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
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
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
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
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
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
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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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世情风雅颂

蓝天白云下是黎寨，村外有椰林。椰林外一大块农田，
稻子收割完毕了，黄牛三五成群，悠闲地嚼着绿草，一群白
鹭点缀一旁，环伺左右。人近了，牛畏生，慢慢后退避开，
白鹭四散空中，惊弓之鸟一般逃向远空。

黎人乡野图，也古典也幽静，想起韩滉的画境，是五头牛，
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或许是唐风，
那些牛大多肥硕、健壮，不像黎家的牛大小不同，高矮不同，胖
瘦不同，毛色不同。自然比画作还更好看，好看在自然上。巧
夺天工，谈何容易，毕竟人力有限。或许近来古画看得多了，更
向往风吹草木。纸本布本水墨丹青，看得见模样形状，闻不见
瓜果飘香。

见过风俗画，《琼黎风俗图》《琼黎一览图》，画上常有牛
的身影，械斗、踩田、运输……往昔风俗，黎族以牛之多寡
计算贫富，无牛者贫，有牛人殷。豪奢富户，养数十头乃至
数百头牛，黎人尊称他大家当。

琼黎风俗与故家不同，也与中原、齐鲁、吴楚等地不
同。《踩田图》中不见惯有的铁犁，三只踩田的牛和一名正在
播种的黎人，更有题跋道：

黎中播种，以得雨为候，雨足则纵牛群踏，俟其水土交
融即布种粒……

《琼黎一览图》中踩田的牛多了，人也多了，或许黎家水
田泥土细腻，不必使用犁、耙、秧铲。也有黎人铁犁牛耕，
不用踩田。踩田也好，犁田也罢，非牛力不可为也。从前黎
族人远行，还将牛当坐骑。唐人《岭表录异》说琼州不产
马，人出远门大多骑黄牛。顽童时，我也骑过牛。牛步履悠
游，不能疾速，安步当车而已。

黎族以牛为重，牛被当作聘礼以安定乾坤，乃求百年好
合。想象黎家男子，牵一头牛或者几头牛，身后几人背米酒、槟
榔、贝壳之类，走在村路上，戴草帽的农人挥锄劳作的身影倒映
水里，风景与光照添了喜气多了吉祥。

黎村习俗每年三月或七月或十月，选一天为“牛酒日”，
村民聚集一起，举行招福仪式。男女老少云集亩头家里，跳
招福舞、黎家乐，敲锣打鼓，通宵达旦。亩头者，主事播
种、插秧、放牛上山、尝新和收割等仪式的人。该职为兄长
传弟、父子承袭。

牛酒日这天，人喂牛喝酒，以示祝愿，并且修整牛栏。
在 乐 东 ，

见一幅黑色剪
纸，图说牛酒
日事：

有人牵牛，
有人灌酒，有人
挑 担 ，有 人 跳
舞，众生欢喜。
有人醉了，有牛
醉了。

据 说 牛 酒
日后，有牛大醉
卧倒安睡了一
天一夜。

牛 耕 地 犁
田，劳苦一年，
黎民之心藏着
关 怀 藏 着 大
爱 ， 与 牛 共
舞 ， 与 牛 共
醉。人生难得
几回醉，牛的
一生更怕醉不
了几回。

牛酒日

世情人间小景

贺第三届中国宜商大会召开

古城江水起春潮，八面宜商齐聚骄。
大计同谋求发展，宏章共写竞妖娆。
心连故土还巢凤，情系归英架鹊桥。
欣拂东风群激荡，挥毫安庆盛图描。

观岳西王步文纪念馆有感

群山环抱屹英姿，事迹铭心涌感思。
世代书香传智慧，一门伉俪举红旗。
投身岂管雨风恶，报国纵然烟雾弥。
大义凛然山水敬，中华千载庶民追。

张金锐古诗两首

母子齐唱“桐城歌”

十八岁大姐靠门框，手戴戒指金晃
晃。走路的大哥莫笑我，十只戒指十个郎。

“桐城歌”，我的亲舅娘唱的。舅娘
姓邱，桐城青草镇三畈村人氏，一家两
代人和“桐城歌”有缘。

幼时，舅娘会唱戏，人来疯，越是人
多越唱，舅下河捞了点小杂鱼，烧了。
舅娘要喝点米酒。酒罢，也唱。唱了一
辈子，现在80多岁了，还能唱。舅娘身
体硬朗，三天两头到庙里去。每次回
乡，都要送点庙里物件给我。

舅娘的大儿根哥，木匠。打小爱唱
“桐城歌”，先是跟老娘一字一句哼，后
一个人在秧田里唱，在有星星的稻谷场
上唱，在茶儿湖晨雾里唱。干木匠活时
更唱，“郎在田里插黄秧，姐拎箩筐去
采桑。箩筐挂在树枝上，帮郎田里来插
秧。”唱得男主人开怀，喝彩！唱得女
主人笑弯了腰，恩爱，吉祥，喜气，哪个
女人不欢喜？工钱也把得快些。这几
年，根哥唱“桐城歌”唱出名堂，成了非
遗传承人，到处演出，喝酒不要钱，还
有出场费。村人很羡慕，根哥不以为
然，我唱”桐城歌”是好耍。

舅娘小儿子康弟自学成才。男高
音，民族唱法，成天见他呀啦嗦。他八
大音乐学院都有弟子，2012年就带学生
唱“桐城歌”走进了央视《星光大道》。

康弟永远披着标志性的长发，西服
笔挺，皮鞋锃亮。大清早常在龙眠山
上，带着10来条野狗闲逛。怪，狗儿都
听他话，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有一年，油菜花浪漫时节，跟康弟
去望江采风，江水浩渺，水天一色，花
的河，花的海。康弟跳到花海里放歌，
引来打鱼的、做农活的姑嫂们观看。她
们说，那男的看着才二十八岁吔。

中午，康弟学生招待吃土菜。一桌
子大鱼大肉。康弟筷子都没伸，就着那
盘莴笋丝，扒了两大碗米饭。我讶异，
康弟说，他吃素。

康弟吃素？正当壮年，不吃荤？我
不信。

三河水，清又长

1975年，我念初中了。校名叫桐城
市三河初中，在山窝里。到学途中要翻
过两座小山，淌过两条小河。山名叫丰
家岭和浠尿坝，河名叫汪庄河和月塘
河。山名和河名真好，俗，雅，都有。

路远，中午在校搭伙。从家带米，
交给食堂司务长，换成房票。菜，自
带。多是腌菜，用罐头瓶或药瓶装。某
天，若某人带上几条小咸鱼，则群起分
之。午饭用桶装，抬到教室，专人打饭。

生活委员小玲，个高，腰细，腿长，
屁股大。一根油光水滑的大辫子，常年
在屁股上跳来荡去的，叫人心痒。

一天吃完午饭后，跟同桌叶帅吹牛。
叶帅数，理，化好，可怪，男同学找

他答疑，细雨和风，女同学找他，一冲多
远，“去，我没时间。”装的！叶帅后来上
了大学，学兽医。他说，他给老牛接生
过，老牛把他手膀子夹着生痛的。

那天，我摸着肚皮，跟叶帅说，今天
小玲把我饭打多了，吃胀了。

恰巧，小玲跟闺蜜在聊天，我没注
意。小玲一回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那一眼，似宝珠，似秋水，似寒星，
似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45年
了，我至今记得！

玲子的老公，也是我们同学，班长。
班长少年老成。大学毕业后，投笔

从戎。穿四个兜。
玲子下手快，经常跋山涉水见兵哥

哥，男才女貌，一拍即合，很快成了军嫂。
大前年，在沪上虹口海宁路耍，到处

是浓浓的老上海风情。抬头一看，一宾
馆旁还挂了块“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
队接待站”的牌子，牌子陈旧斑驳，很有
年头了。推门进去转悠了下，宾馆不小。

出了门，会心一笑，想给远在福州
的小玲打电话。

脑海里出现一幅画面。
一群去海岛探亲的军嫂，在接待站

等待了好多天，终于上船了。船在海里
荡啊，暴风雨又来了，“一片汪洋都不
见，知向谁边？”她们呕啊，吐啊……

那里面有没有小玲？

故乡帖
陈向东

若干年前的一个春日下午，和风习习，杨柳依
依，我参观了上虞的春晖中学。车行途中，我终于
明白心中那隐藏已久的朦胧向往，原来更多的源自
对先贤所叙细节的感怀。譬如一到春晖中学，我首
先急切探寻的便是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条煤屑路：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
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骚音，给我多
少清新的趣味。”在春晖中学老校门旁，我们踏上了
这条幽静的小路。岁月荏苒，小路上的煤屑早已不
复存在，但弥漫的清新趣味却没有丝毫的消退。在
游览夏丏尊先生当年居住的“背山临水，地位清静”
的平屋时，我更是恍然于自己心中那份对春晖中学
的深情，原来首先源自对夏丏尊先生的心仪。当
年，夏丏尊先生曾在他的散文名篇《白马湖之冬》中
写道：“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
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
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而在我的
心中，春晖中学近百年前那段令人心旷神怡、游目
骋怀的美好时光，也正是他“张了袋口”欢迎来的
啊。由于事实俱在，在这里我就不饶舌了。

丰子恺先生说：“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
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
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
眉、叹气。”追溯起来，夏丏尊先生给我的教益是多
方面的。他曾说自己做了近20年的中学教师，只有
在浙江第一师范做舍监的七八年，“最像教师生
活。”“至于其余只任教课或在几校兼课的几年，跑
来跑去简直松懈得近于帮闲。”夏丏尊先生自荐并
一做七八年的舍监这一职务，不仅待遇低，而且易
遭学生轻视，月薪也不过30元，衣服背上不知什么
时候就会被学生用粉笔画上只乌龟，但他却执意为
之，而且口碑甚佳。他的学生许志行回忆说：“有些
不好的同学，晚上熄灯，点名之后，偷出校门，在外面
荒唐到深夜才回来；夏先生查到之后，并不加任何责
罚，只是恳切的劝导，如果一次两次仍不见效，于是
夏先生第三次就守候着他，无论怎样夜深都守候着
他，守候着了，夏先生对他仍旧不加任何责罚，只是
苦口婆心，更加恳切地劝导他，一次不成，二次；二次
不成，三次……总要使得犯过者真心悔过，彻底觉悟
而后已。”丰子恺也回忆说，夏丏尊先生：“毫无矜持，
有话直说。学生便嬉皮笑脸，同他亲近。偶然走过
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
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
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
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
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在夏丏尊先生的心目中，“所谓知识阶级者实仅指下
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他自
认为自己是“下层人”“无产阶级”，便自觉地接触底
层，寄予同情心，甚至“感同身受”。

在作文上，夏丏尊先生也给我以莫大启发。我
至今还记得十多年前，读夏丏尊先生的《平屋杂文》
时心中的那份温热与感动。夏丏尊先生的文章随
和平易，叙事从容准确。记得丰子恺先生曾回忆
说：“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
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
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
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
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
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因
此，夏丏尊先生的文章大多以白描为主，文字清
澈平实，不盛气凌人，不自以为是。我们知道，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体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
问题。正如夏丏尊先生写《良乡栗子》，不是描绘
一种民俗图景，而是取“良乡栗子，难过日子”
的视角，关注秋凉之后穷人的生活，诉说一种体
恤，一种慰安。“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
自叫‘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
的货色真是臭的。言行一致，名副其实，如此不
欺骗别人的事情，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
即使在网络时代的今天，这些发表于20世纪30年
代的文字依然鲜活生动，有时甚至令人忍俊不
禁，譬如他在《谈吃》一文中说：“他民族的鬼，
只要花香就满足了，而中国的鬼依旧非吃不可。”
夏丏尊先生有一肚子“热情道理”，为了让他的读
者更好地理解，他会娓娓地讲一段故事，举一个人
物，推出一组情节，设置一种氛围，让你在不知不觉
中，靠拢抑或接受这些道理。

在那个春风骀荡、春泥和暖的午后，我们一行
在春晖中学严禄标老师的热心带领下，沿着平屋后
面文化般谦逊厚道的小径上山，前往拜谒夏丏尊先
生之墓。春天的山野挤满许多知名不知名的花草
树木，春天就在这些蓬勃的生命妩媚的簇拥中完成
无以名之的美丽。在满目葱茏的山腰，夏丏尊先生
及其夫人的坟床平整地并排着，令我油然想起他当
年曾说过：“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都有大的
涵义。或者可以竟说平的就是大的。”我向严老师
要了一支烟，点燃后深深地三鞠躬。清明在即，祝
夏丏尊先生在天之灵春天快乐。

心 仪
李利忠

世情小说世情

老两口都有些倔脾气，芝麻绿豆大
的事儿，也会吵得天翻地覆。

吵归吵，两口子感情还是蛮好的，老
头患高血压多年，老太时刻摆在心上。
最近，老太听了一场健康讲座，得知红花
籽油能降血脂通血管，营养价值很高。
于是，她便从商场里买了一桶回家。

谁知老头一见就皱起了眉头，说：
“家里还有两桶未开封的菜油，你怎么
又买？”老太便将她在讲座上听到的关
于红花籽油的益处告诉了老头。老头
哼了一声，说：“你啊，听见风就是雨，
也不过过脑子，其实它和普通的菜油差
不多。”老太没有得到一句表扬话，反
而遭到了奚落，心中有些不快，于是反
唇相讥：“你才不过脑子呢！老糊涂。”

于是两人又争了起来，各不相让，
愈演愈烈。最后老太生气地说：“好心
当成驴肝肺，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
老头也生气地回应：“随便你，爱咋咋
地，我也不求你。”说完摔门而去。

老头离开后，老太尝试着用这种油

做菜。她发现菜肴的色泽和口感都比
以前更加鲜美。心想，这油的确与众不
同，也许真有神奇的功效。

老太是刀子嘴豆腐心，为了老头的
健康，就偷偷地用红花籽油烧菜。虽然
价格比普通的油贵，但她觉得只要老头
病好了，再贵也值得。

老太每天细心观察，发现老头吃了
红花籽油后，精神比以前好多了，脸色
似乎也红润起来。老太很高兴，心想，
这红花籽油果真有效果。

可过了没几天，老头突然病倒了。
老太赶紧带老头看医生。“医生，为什
么吃了红花籽油还生病？”那是个经验
丰富的老中医，他详细询问了情况后告
诉老两口，虽然红花籽菜油具有一定的
保健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食
用，尤其是肠胃功能不全的人。

老太很困惑，问老中医该如何是好。
老中医深思后说：“我开一味药，不过，这
味药必须夫妻俩一起服用才有效。”

老太好奇地问：“啥药？还要两人一

起服？”医生回答：“这是一味特殊的药，非
常适合你俩。”说完便开好处方交给老太。

老太接过一看，处方上只写了两个
字“养心”。老太疑惑地问：“啥叫养
心？”老中医解释说：“养心就是调整心
态。中医认为，百病始于气，不良的情
绪一旦过度，就会影响体内气的运行，
气的运行一混乱，疾病就会乘虚而入。
你们老两口长期的争吵和坏情绪是导
致老头血压上升的真正原因。”

老太想起老头生病的前一晚，两人
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了一架。

老中医继续说:“心定则气顺，气顺
则血畅，气顺血畅则百病消。所以，正
确的健康之道不在于食用了什么神奇
的食物，而在于保持愉快的心情和和谐
的家庭关系。”

听了这番话，老两口豁然开朗。老太
十分内疚地对坐在一旁的老头说：“都是
我不对，不该动不动对你发火。”老头轻轻
叹了口气，说：“不能全怪你，我脾气也不
好。现在我们都老了，脾气也要改一改
了。”老太太忙不迭地附和：“就是就是。”

老中医听了老两口的对话，会心地
笑了起来。

老两口回到家，请人将“养心”二字
制成条幅，挂在屋里，时刻提醒自己。
他们相互谦让，相互包容，再也没有吵
过嘴红过脸，心宽体胖，生活美满。

一桶红花籽油
王 辉

故乡的炊烟里总少不了柴火饭的醇香。袅袅的炊烟
升起来，就像母亲年轻时如柳般曼妙的身姿。我最喜
欢冬天的柴火饭里那种温暖和欢乐的馨香。每当清晨
五六点钟，村庄灰色的屋瓦上空便次第升起了缕缕炊
烟。起初稀稀落落，接着连成一片。于是，安静的村
庄沸腾了。

我家的柴火，大多是母亲操持。西屋堆满了柴火，有母
亲砍来的树枝和枝条，有从山上捡来剁好、捆绑好的焦木
段，有从附近矮山上砍来的茅草，也有从自家田埂收集的
豆秆和干稻草。那时雨季多，但我家从未断过炊烟。当邻
居一时没了柴火，找我们借，母亲总笑呵呵地送一捆柴火
解邻居燃眉之急。

我家的厨房有个不高不矮的两孔灶台。灶台上有两口大铁
锅，一个炒菜煮饭，一个专门煮猪食。两孔前方有一小孔，上
面放着小铁罐，利用两孔大锅的火苗热水洗脸。厨房有两层，
楼上放杂物。灶台上方的横梁上，总挂满了母亲冬天腌制的猪
肉、香肠，还有吃不完的鸡、鸭、鱼肉。

一到冬天，母亲在家里忙碌起来了，蒸糯米做酒、煮番
薯晒干、腌菜……母亲心灵手巧，又热情好客。不知是糯
米饭的香气还是番薯的香味，把左邻右舍吸引到我家来
了。大家有的帮忙烧火，有的帮忙晒番薯干，有的学做
酒，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厨房内外，袅袅的炊烟里，欢
笑声比炊烟飘得还远。有时，恰好家里来了客人，母亲稍
一挽留，大伙也会不客气地留下吃顿便饭。那些香喷喷的
柴火饭菜，越吃越香，越聚越暖。

有时，我放学回家，母亲砍柴未归，邻居奶奶总把我拉到
她家吃饭。母亲回来后，总少不了送一捆柴火答谢。

时光流逝，那些氤氲着柴火饭的日子，却从此不再了。我
们先后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在钢筋水
泥的丛林里，看不到炊烟，坐在无烟厨房里，用电饭锅煮饭，
用液化气灶烧菜，饭菜精致美味。可我却总怀念那些左邻右舍
围在我家厨房里，挤坐在灶膛旁的场景——灶膛的火光，灼热
了脸庞，也喷香了碗里的柴火饭。那种亲如一家的炊烟里的乡
情和温暖，至今难忘。

炊烟里的乡情
吴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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