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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
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首民谣实际上是一道咒
语，20世纪在我家乡流传颇广。我的孩子小时候夜哭
不止，父亲告诉了我这个方子，说曾治好过小时候的
我们，可以试试，并吩咐我要用黄表纸，用毛笔书
写，多贴几张，我于是半信不信歪歪扭扭地写了好几
张，在十字路口，车站，电影院附近等地，偷偷摸摸
地贴了好几张——或许人在无奈之时常常就是这个无
奈的样子。父亲要求我必须偷偷摸摸，否则就不灵
了。然而偷偷摸摸贴上后，孩子仍然在半夜哭个不
休，不肯止息。我们那时年轻，不明就里，虽不怎么
信这道咒语，但一旦孩子哭，便手忙脚乱，要么给他
换尿布，要么给他喂奶，有时还故意不让他白天睡
觉，因为邻居们认为是睡倒了头，意思是该晚上睡的
觉白天睡去了，因而没了睡意，专哭。我们夫妻那时
除此之外，便没了方向与主见。

记得后来我又专程去问了我岳父，他稍懂一些中
医，他说好像蝉蜕能治小儿夜哭。我说这么小的孩子
能吃中药不，会不会有副作用或者后遗症。他说不
会，语气比较肯定。于是我赶忙去药店买来蝉蜕，煎
水后让孩子服下。果然，服了两次后，便不再哭了。
比那张纸灵验得多。

前些时候，闲着没事翻旧书，翻到了一本贾平凹
2015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鸡窝洼人家》，我惊叹，贾
平凹在小说中描写的陕西南部山村生活也有如我们这
里一样的习俗。他在这篇小说中这样描写：“‘这怕是遇
上夜哭郎了！我给你写一张夜哭郎表，你贴在镇上桥头
的树上，或许就会安宁了呢。’当下找出一张旧报纸，麦
绒翻出禾禾当年从部队上拿回的一支铅笔，回回写了
表：‘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
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表上的咒语居然与我几十年
前贴在车站，电影院附近的咒语基本一样。

我现在才知道，孩子夜哭不止，居然有个“夜啼
郎”。我想贴符止哭应该是巫文化和道教符咒文化的流
传，在那个科技十分落后时代的一种精神慰藉，通过
符咒在人员相对密集地方张贴，让行人通过念诵符
咒，企盼将孩童的哭闹转移到他人身上，从而达到止
啼的效果。

中医其实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小儿夜啼是因为
心虚，导致神魂不宁，血虚导致经络不畅，因此需要
借助生人招魂来安神定魄。如此，念咒贴符便也有它
的妙方妙用。

蝉蜕是蝉科昆虫蝉的幼虫，也是常见的中药材，
具有疏散风热、利咽开音、透疹、明目退翳、息风止
痉的功效。小儿夜啼多因身体不适，或尿布湿了或肚
子饿了或因风热风寒之邪导致身体出现异常症状所引
起，蝉蜕的疏散风热作用对于风热感冒引起的小儿夜
啼能起到辅助治疗效果。

宋代学者张君房毕生研究道教，著有《云笈七签》一
书，书中便有安魂魄咒。民间有传，相信道教的宋真宗晚
年曾得一皇子，该皇子昼夜啼哭，无休无止。有道人自荐
能止儿啼，他通过《云笈七签》中的安魂魄咒，居然止住
了那小皇子的哭闹。不知是真是假。网上还有一传，王安
石的次子王雱之子，也是从小夜啼不止，后来也是请了
一道人念了神咒，儿子从此不再哭闹。

与此类似的符咒文化，我记得在我家乡还有类似
的，当然也是关于孩子的。这个咒语并不贴符，只是
口头念诵。

20世纪的乡村孩子，白天玩得忘情，晚上睡得香
沉，于是不是夜尿就是夜屎，那时没有卫生间，天热
时，这些没什么问题，但大冬天就麻烦了，要么把个床
屙得一塌糊涂，遇雨雪天就要命了，可能搞得一家人没
地方睡；要么需要起床，又没有电灯，要起床点上煤油
灯，还要到北风呼啸的外面方便，小孩子每每一下就冻
病了。父亲说我小时候老尿床，屙夜屎，有时搞点棉油，
就是棉花籽打出来的油淘在饭里面，吃吃就好了，但有
时不灵验，于是寻得道人，道人告诉一咒，在夜里睡觉
时，带孩子一起在鸡窝旁念咒，咒词为：鸡公哥哥，替伢
屙屙，伢日里屙，你夜里屙。边拜边念。父亲说拜过几
次，居然真的就不夜尿夜屎了。

这也算是怪事，也算是道教的一个左道旁门。
还有一个左道旁门，应该也来自道教。小时候眼

睛的上眼皮常常长挑子，红肿胀痛难受得要命，估计
是小孩子不知道怎么保护眼睛卫生导致的结果。上眼
皮生挑子在医学上通常指的是麦粒肿，也叫睑腺炎或

“针眼”，不良卫生习惯，如经常用手揉眼，可能导致
细菌进入眼睑腺体，从而引发感染。1970年代的农村
不知这些，每当生挑子，母亲便叫我拿一块壁土，到
门的背面画圈，边画边念咒语：“生挑子，生挑子，生
就生天那么大，不生就莫生。”反复念反复画，直到那
块壁土画没了才能结束。

说来又怪，常常这样画着念着也就真好了。我想
那麦粒肿本是细菌感染所致，只要不严重，没引起其
他症状，自身的免疫力本就能治好它。

天皇皇，地皇皇

走进舅舅家老屋时，屋子里空空的没有
人，但透着乡下过年的喜气，中堂上贴着松
鹤延年的图画，台案上燃着好闻的清香，四
方桌上摆放着茶点，特别是黄褐色的茶叶蛋
还热气腾腾地散发着香气，让人恨不能立马
就拿起一个来吃。

听见动静，年过八十的大舅和大舅母快
步沿着小道走了回来，一脸喜悦，两位老人
穿的衣服干净整洁，清清爽爽，大舅母的头
发还很乌黑，梳得一丝不乱。

大舅是母亲的大弟，勤劳朴实，讷言忠厚。
儿时只要去外婆家，就会去相邻的大舅家吃
饭。那时农村很苦，大舅和大舅母总是舍出最
好的东西让我吃。我同大舅家的几个表弟是儿
时玩伴，每当在一起时，总是疯得不知道回家。

有一年春节，我同表弟居然将一位村民家屋场
上的草垛点燃了，好在被寻找我们的外婆发
现，叫来大舅和邻居将火扑灭。

每年春节拜年，我都会恭恭敬敬地给外
婆、大舅和大舅母敬酒，放开了吃桌上平时难
得吃到的鸡鱼肉等，大舅母做的鸡蛋饺，我一
次能吃五六个，几个表弟只能在一旁眼馋地看
着我。随后在父母的生拉硬拽下才不情愿地回
家，这里吃得好玩得开心，自然舍不得回家。

长大后，参军去了外地工作，回来少了，
外婆也离世了，去大舅家拜年的次数也少了，
但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给大舅和大舅母拜
年。有一年，我带着妻子和幼小的女儿去拜
年，因日子有些迟，事先也没打招呼，大舅家
客来客往，过年备下的酒菜已吃得差不多了，

匆忙中的午饭没有以前丰盛，大舅和大舅母
觉得很过意不去，每每打电话时都说：“你们
一家来了，没有好吃的招待，实在是委屈了
你们。”大舅的浓情，隔着电话都觉得烫人。

2023年，再去给大舅和大舅母拜年，也是
在出发的途中才打去电话，二老非常激动，轮
流同我说话，告诉我乡下的路改道了，现有一
条新修的水泥大道直通村口，很方便。按照指
引，很快就到了他们家，两位老人已经在忙活
茶点和午饭了。那次因为时间匆匆，只待了一
个小时就回去了，临行，大舅和大舅母站在门
前，挥着手，怏怏的。

次年正月，得知我来拜年，两位老人早早
就站在村口迎接我，我想找一找儿时的感觉，
让朋友将车停在进村的老路口，步行进村，穿
行在已经陌生的小村，看见各家各户的楼房在
阳光下清晰敞亮，窗户上贴着窗花，风吹着门
贴，大门上红艳艳的春联一派喜气，每一户大门
口都有一地鞭炮碎屑，敞开的大门里散发出温
馨的气息。可无论老人还是孩子，我都已经不认
识了，我很想找到一两位曾经熟悉的面孔，直到
走进大舅家的大门，也未能如愿，但我并不失
望，因为这里有我的大舅和大舅母一家。

在乡下拜年
杨勤华

每年的元宵节，外婆都要搭来口信，要我
们一家早点过去看灯。

我和哥哥们是高兴的，因为元宵节的晚
上，必定有外婆亲手做的糯米汤圆。外婆家的
汤圆好吃，花样也不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外
婆包的花生馅汤圆。

外婆是一个聪明精细人。在糯米粉里拌
上红薯面，不但颜色黄澄澄的好看，而且吃起
来有劲道。汤圆除了芝麻馅外，还有包花生
的。外婆把花生炒熟，用小石臼捣成粉末。那
时白糖很奢侈，一般人家没有，当地人用红薯
和甘蔗土方炼糖。红薯熬成的焦糖，黑乎乎
的，吃起来苦涩。用甘蔗炼出来的红糖算得上
是较好的，尤为珍贵。外婆包汤圆用的是红薯
熬制的焦糖，为了减轻焦苦味，外婆就和芝
麻、花生一起捣碎，然后包成汤圆。

汤圆做好后，乒乓球大小整齐放在竹簸
箕里。等大家吃了晚饭，外婆才会煮汤圆给我

们吃。见我慢腾腾吃饭，外婆说，就要煮汤圆
啰，等下没你的份。我一听，赶紧埋头扒完碗里
的剩饭，跟着外婆到了厨房。

我个子小，看不太清楚，外婆让我站在小
板凳上看她煮汤圆。只见一个个圆圆的汤圆
在沸水中翻腾，等浮出水面后，外婆就逐个
把它们捞进碗里。“吃汤圆咯！”外婆话音刚
落，表哥表弟们一哄而上，端起汤圆，左看看
右瞧瞧，对比一下哪碗汤圆多。外婆盛了一
碗汤圆端在我的手上，我满心高兴地吃了起
来。刚吃一个，我就皱起了眉头，汤圆不但不
甜，还略带焦苦味。外婆看在眼里，走出厨房
门口，伸出脖子向厅堂张望了片刻，对我招
招手。外婆将手伸进菜橱里，从里面摸出一
玻璃瓶来，用调羹舀出若干放进我的碗里，
搅拌一下，碗里的汤水瞬间变成了红褐色。
再吃，就甜丝丝的了。外婆见我吃得开心，眼
开眉展，比她自己吃还有滋味。

安顿好之后，外婆就进猪圈喂猪去了。
我乐呵呵端着手里的汤圆跑到厅堂，在他
们面前四处炫耀。表哥见我碗里的颜色与
众不同，抢着要尝我碗里的汤圆。我当然不
肯。可我一个人哪里斗得过这么多人，顾前
不顾后，碗里的汤圆还是被抢走了几个。他
们吃过之后，都说我的汤圆很甜，一定是外
婆太偏心。

正不可开交，外婆赶来了。她一顿大骂，
说我难得来一趟，不该招待好点吗？外婆的这
顿骂，把几个表兄弟给镇住了，大家面面相
觑，一脸的无辜和委屈。

后来父亲知道了这件事，数落了我的娇
气，同时也委婉责备了外婆的偏袒和宠爱。
当时，我也不解父亲的恼怒，自以为那是外
婆对我无私的疼爱。等我长大后，外婆那碗
汤圆的甘甜一直记住我的内心深处，每每忆
起，眼前就模糊了……

外 婆 的 汤 圆
江初昕

回乡下老家过年
喜欢独自一人在田野里走走
在土地上轻轻喊上几声

喊一声自己的乳名
我就回到了童年
又喊一声爹娘
他们就从远山
赶回到儿女身边

对着天空喊一声
飘走的炊烟又回到了村庄
再朝土地喊一声
那些庄稼
就回到乡亲们弯下的腰背

在老家的土地走一走
连呼吸的空气
都那么厚重踏实
方言俚语沾满了
我这辈子也拍打不掉的
故乡的灰尘和泥土

在老家过年
到土地上走一走
轻轻喊上几声
故乡就慢慢被装进身体
只剩下空荡荡的旷野

新 年

时间在手上走动
催人赶着回家过年

新年早早贴在大门对联上
贴在四岁小孙女白嫩透红的脸蛋上

彻夜的烟花催开了梅花和兰草
灿烂的语言在空中弥漫

屋顶的春风敲响了钟声
蛇年的颂词经久不息

所有人的身上
闪动着守岁的灯光
一年的光景
从今天开始明亮起来

而真正的春天
正被小孙女手中的灯笼照亮

母亲洗衣的声音

河滩上聚集着
各种美妙的声音
水声拉近了远处的山岭
几只白鹭的叫声
压低了天空

妇女们在河边石板上洗衣
木槌声拍打着
村庄的倒影

阳光洒在母亲
佝偻而矮小的身上
洒在脸上波浪一样的皱纹
她就用这新鲜的阳光和水声
将一篮子脏衣被反复搓揉捶洗
一家人的生活清洗得干干净净
像天上的白云飘在河里

母亲洗衣起伏的声音
成为河边最美妙的音乐
随着河水逐渐流淌到很远
像我小时候练写毛笔字的墨汁
一点点滴落 扩散

那时我会靠近河边的声音
靠近母亲的洗衣声
一动不动地去倾听 吸纳

河边聚集的声音
至今在身体里回响

在故乡土地上

喊一声（外二首）

欧阳健子

世情山川故园

就像约好了似的，春节刚过完，乡亲们就
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田野。性子急的一边跑还
一边喊着：下田啰、下田啰！

父母等正月初五一过完，也迫不及待地
拿起农具，叫上还沉浸在年味中的哥哥和我，
与他们一起下田追肥。

一走进空旷的田野，肆虐的寒风就像刚
刚逃出囚笼一样狂奔着、怒吼着、雀跃着，吹
得脸生疼，也把春节的气氛吹得无影无踪，像
切换电视频道一样干脆、决绝。我缩手缩脚地
扛着施肥器，亦步亦趋地跟在父母后面，按照
固定的行矩往已经酥软的泥土里打眼，化肥
也顺着施肥器的出口开心地睡进了床上。

不一会儿，长长的一垄麦田就全部施上
了肥。这时候，手热了、身上暖和了、脸也发烫
了。回头一望，施上肥的麦苗就像刚刚喂了奶
水的婴儿一样欢快起来，那随风摇摆的样子，
像是正在对我们发出微笑。

不仅我们全家齐上阵，田野里也到处是
人，大地就像一个无边无际的舞台，人们像舞
蹈演员一样在上面跳跃腾挪着。

别以为乡亲们会偷懒，只给麦田施化
肥，他们还把猪圈里的猪脚灰起出来，把河
塘里的淤泥罱出来，用船儿运到地头、路边，
一担一担地往田里挑。有机肥给麦苗松了土、
培了根，就像给它们又加了一床被子，再也不
怕倒春寒的威胁。劳作间隙，乡亲们还会相互
调侃，这个说你家上这么多有机肥，简直把麦
苗当孩子养。那个就回应说那肯定的，把地里
的孩子伺候好了，家里的孩子才能顺利地长
大。朴实的乡亲们就是如此虔诚地对待土地
和庄稼，谁能说庄稼不是他们的命根子呢！

施完了肥，又要清理麦田墒沟。春雨就要
来了，田里的水如果不能及时排掉，麦子就要
遭殃。不用放线，乡亲们都能把快要淹埋的墒
沟清得笔直，让大片麦田就像一张白纸划上方

格线一样美观、雄壮。忙完这些，站在田埂上，
抽上一支烟，惬意地伸个懒腰，田野里的乡亲
们眼睛都眯起来了，陶醉在收获的憧憬中。

忙完麦田，乡亲们又马不停蹄地准备下稻
种育秧。上一年秋天收完水稻，专门留了一大
块田，洒上黄花草的种子，留待来年作秧池用。
春风下的黄花草，开着或紫或蓝或白或黄的花
儿，把大地点缀得五彩缤纷，让冬日的肃杀荡
然无存。再漂亮的花儿也诱惑不了乡亲们，大
家用刀把黄花草齐整整地割下来，一部分挑
回家给猪吃，一部分旋耕到地里当作肥料。

放满水的秧池就像一块块镜子，倒映着
蓝天白云，好像在田地里安上了液晶电视，田
地顿时立体了起来、波动了起来。

父亲是育秧高手，他每天都要去地窖里
观察稻种出芽情况。什么时候该透气、什么
时候该盖被加温、什么时候查看长势，父亲
了如指掌。那些孱弱的、长势不好的稻种，第
一时间就会被父亲发现，并剔除掉。大家一
点也不担心少了稻芽会减少秧苗，因为父亲
早就根据田亩的多少，多下了稻种。

春天里的田野有了乡亲们的劳作，充
满了生机，那个场景活似一副农田版的《清
明上河图》。流光容易把人抛，每每回想起
这些，耳边仿佛就有一个嘹亮的声音不停地
响着：下田啰——

下 田 啰
谢文龙

桃
花
雨

汪
丽
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