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5月11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张继合 视觉编辑：喻萍
电子邮箱：zhang_jihe@163.com 10

文 人 酒 事
●从维熙专栏●

■ 文 友 如 此 贪

杯，关键在于美酒引

人。我的“酒事自律

条例”，渐渐被主人的

盛情和美酒之醇香撕

碎。人好，酒好。其

实，打开这种令人畅

快 的 局 面 ，也 就 足

够了。

□从维熙
贫困年代的
精神营养

□任贤良

那 年 秋 天 ， 与 十 多 位 文
友，豪饮于山东德州，在我人
生之秋的酒事生活中，称得上
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友人来电，说中国有好酒
酿自鲁北。友人是诚实的文
人，又是作家中的“酒仙”，
可惜，现实生活中的虚假宣
传，多如黑嘴乌鸦，他何以保
证自己不被欺骗呢？

我 特 意 回 电 询 问 ， 他 几
句 话 就 打 消 了 我 心 中 的 狐
疑 。 他 说 ：“ 您 的 好 几 位 文
友，都已答应前去踏秋品酒
了，大家都希望能在鲁北欢
快地碰杯⋯⋯”

我快活地说：“秋天，是
品酒的最好时节。我去。”

在我的酒事记忆中，无论
是湘西，还是蜀地，都是在炎
夏过后的秋时。两次应邀前往
贵州，也都巧在初秋的十月。
此次，前往山东品酒，又逢十
月之初，随即增加了几分“秋
天酒嬉”的快意。

人 生 是 需 要 寻 觅 生 存 快

意的，特别是到了黄昏斜阳
的生命晚年，更需要这种快
意的关爱。其实，对我的关
爱之一，就是中华美酒。我
的孙儿身在美国，知道他的

“酒鬼爷爷”有时过于贪杯，
几年前，便从美国带回来一
只 酒 杯 ， 摆 在 我 的 餐 桌 上 。
他 说 ：“ 适 量 饮 酒 ， 有 利 健
康。这只酒杯的容量是一两
多 酒 ， 您 天 天 就 喝 这 么 多 ，
怎么样？”我立刻答应下来。
孙儿怕我口是心非，接着说
了 几 句 让 我 为 之 动 情 的 话 ：

“爷爷，酒杯上刻着芝加哥大
学的英文字标，那就是我的
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您，希望
您信守酒事诺言。”当时，孙
儿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呢。

年 逾 八 旬 的 我 ，在 独 饮
时，从不贪杯。可是，只要是
外出开会或与友人欢聚，则如
同“自我松绑”那般，举杯豪饮
不止。第一次去贵州时，先是
喝倒了文友、“美食家”陆文夫
先 生 。 后 来 ，又 扳 倒 了 号 称

“ 不 倒 翁 ”的 酒 友 叶 楠 先 生 。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应邀
到湖北钟祥参加会议，主办方
不知从哪儿听说我是迷恋美
酒的人，便找了当地一个号称

“ 梁 大 侠 ”的 人 与 我 频 频 对
杯 。 有 趣 的 是 ，第 二 天 午 餐
时，这位“酒侠”失踪了。事后
才 知 道 ，是 与 我 拼 酒 后 倒 下
了。为此，在会议结束时，我
还向主办方和“梁大侠”道歉，
以警示自己今后酒事不能失
度。此事，被同来参加会议的
评论家何镇邦先生，当成“文
坛酒事”写成文章，发表在一
家报刊上，引来许多文友的询
问和开心的嬉笑。在此次开
往德州的高铁列车上，我预先
定下酒事律条：劣酒只沾唇，
好 酒 要 畅 饮—— 但 绝 不 再 续
演“酒战群雄”的角色。

大家乘坐的中巴，驶进开
阔的酒厂，空气中弥漫着的浓
浓酒香，已然告诉人们，这是
一家正规的酿酒厂。毕竟酒精
与水勾兑出来的劣酒的气味

中，嗅不到用纯粮酿造好酒的
酒糟之香。仅此一点，已判断
出自己不虚此行了。

走下车来，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块块形象各异的石头
网织成的石林。仔细观石，看
到了精心凿刻的诗章。原来，
这是酒厂特设的“诗苑”。据
说，酒厂的负责人是位文学爱
好者，深知文学与酒的生命链
接，所以有着广阔的文化视
野。此外，在纵立着古代酒仙
和诗翁高大雕像的绿荫尽头，
在怪石嶙峋的山巅之上，耸立
着一座名叫“酒仙山”的典雅
殿堂。我年逾八旬，再无精力
去攀登那逍遥的“酒仙山”，
年轻的文友们则沿着九曲回肠
的小路，登到峰顶殿堂，领略
一回“酒仙”的感觉。

文友如此贪杯，关键在于
美酒引人。我的“酒事自律条
例”，渐渐被主人的盛情和美
酒之醇香撕碎。人好，酒好。
其实，打开这种令人畅快的局
面，也就足够了。

老家来函说要恢复三十多年前的县办文学期刊
《百合花》，希望我能题词或写篇回忆文章。这一下子
勾起了我当年许多苦涩而又美好的回忆。

我的老家河北省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位于
西部太行山区，与山西省五台县、盂县接壤。抗战时
期，这个只有 20 多万人口的小县就有 5 万人参军参
战、1 万多人伤残牺牲。我的老父亲也在这股抗战的
洪流中，于 1937 年以不足 16 岁的年龄参加了由聂荣
臻带队到平山招兵的八路军 115 师；经历了八年抗战
和两年解放战争，三次负伤，直到 1947 年才安置到地
方；三年困难时期，又带着一家人回到老家务农。

平山，是一片被革命鲜血浸透的红色土地。1948
年5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的中央机关转战陕北、东渡黄
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作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
挥所，毛主席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召开了七
届二中全会，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国胜利的
伟大号召。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山又是革命的“胜
地”。然而，这个以“老区”名誉载入革命英雄史册的山
区县却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在我青少年时期，留给我
的最深印象就是“饥饿”，记得跟随父母回到老家的第
一顿饭就是从生产队食堂打回来的清澈见底的胡萝卜
片汤和掺着菜叶子的玉米面饼子，那在当时，已经算是
丰盛的“大餐”。到后来，更是经常以红薯叶子掺着粉
渣（红薯浆提取淀粉后剩下的残渣）充饥。我当时作为
家中唯一的男孩（我有三个姐姐，后又添了一个妹妹），
是“力保”的对象，仍不能免于饥饿。

唯一幸运的是，可确保我能上学读书，因为父亲是
伤残军人，我可享受免除学费的优待。感悟到“上学读
书”来之不易，我倍加珍惜、刻苦努力，借阅了三里五乡
同学们的大量“闲书”。加之当时北京、石家庄一批大
学老师下到农村学校任教，使我们这些山里娃歪打正
着、无意之中开了眼界，接受到了高质量的城里名师的
指教。其中一位从北师大下来的名叫周传家的老师，
不仅自己写小说、在省市县报刊上发表作品，还把“写
作”的风气传给了我们这些乡下爱好写作的孩子们。
县文化馆也顺应时代潮流，办起了《百合花》这一当时
全县文学青年向往的文学园地，并不时让全县崭露头
角的业余作者进行以会代训、深入生活的创作体验。
在当时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能有这样一个文学
园地和文学爱好，就如同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使我享受
着极大的精神滋养。每一次作品的发表，都是一次极
大的精神享受，就如同干涸的心田里浇了一次丰沛的
春雨。当时既没有稿费也没什么物质奖励，能有的最
多是几本书、几本稿纸和到县里开会时的几顿饱饭，而
最大满足是乡亲们投来的钦佩赞赏的目光。

毋庸讳言，由于写作上的“知名度”，村委会在我高
中一毕业就让我担任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每月36元
工资，30 元交大队记 30 个工分参与年终分配，6 元留
作自己生活补贴。后又转为民办教师，享受同等待
遇。记得当时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了解国内外大事，我
花了15元（相当于两个半月的生活补贴）买了一个“红
灯牌”收音机，收听文学和新闻节目。更为了读到好
书，曾经骑着自行车进山百里到一位从城里回乡的业
余作家家里借读《唐诗三百首》。因为“能写”，我差一
点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当时分配了两所大学的
两个专业供填报志愿——河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和华
北水利水电学院发电专业，但由于我当时还不是党员，
在政治条件上不如另一位竞争者而名落孙山。后来还
是因为“能写”，又差一点被 8341 部队招兵的同志“带
走”。

回顾当年在农村的经历，除了感谢生活的磨练，
更要感谢文学的滋养。如果没有当年的文学爱好 （尽
管也没写出什么名篇佳作），就不会培养出对读书的
兴趣，不会滋生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和对走出农村
的理想憧憬，还有可能被贫困压垮，在生活的磨难中
一蹶不振。正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和追求，十年不坠
青云之志，坚持读书和写作，才能在恢复高考后以全
县前三的成绩被南开大学经济系录取；也正是因为有
了文学的滋养和写作的锻炼，才能大学毕业就被国家
通讯社新华社选中，并被破格提拔和评聘高级职称，
36 岁就成长为新华社当时很年轻的高级记者和分社
社长。

在文章的结尾，当我要写下“感谢文学”时，不由又
想起了作家路遥曾因经济窘迫而借钱到北京领奖。文
学，可怡情养性，但要真指着她大富大贵就难免成为奢
望了。文章憎命达，大概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但人
之所以为人，除了动物学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恐怕还在
于社会学上的属性。因此，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除
了眼前的“苟且”，还应当有“诗和远方”。

有句古诗，留在记忆深处：
“阳光明媚春三月，正是一年踏青
时。”每年春天，总愿意跑到植物
园里踏青赏花，春风、春雨、春花，
一股脑地跑进每个人惊喜的眼神
里，除了欣赏，只能默默地感受了
吧。徜徉于花海之间，花香馥郁，
蜂蝶飞舞，繁茂的春天，就滋生在
每一张笑脸上。

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开始
用初生之花草来表达深情厚谊
了。《诗经》 里有一篇 《静女》
写道：“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描绘
一名女孩子，送给恋人初生的香
茅，男子珍爱异常，不是因为香
茅有多美，而是留恋那位羞答答
的 恋 人 。 这 “ 洵 美 且 异 ” 的

“荑”，就是芳香的爱情信物——
香茅。多情女子赠送芳香的信
物，那位幸运的男子，当然也会
投桃报李。难怪 《诗经》 中还遗

留下了“维士与女，伊其相谑，
赠之以芍药”的浪漫记载。

其实，那些肤色、语言各
异的异域人，也借鲜花表达男
女之间的纯洁感情。比如，莲
花被埃及誉为国花。相传，古
埃 及 智 慧 之 神 托 特 的 妻 子 埃
赫·阿慕纳，曾献给丈夫一束
莲花，表达自己对丈夫的忠贞
与爱情。后来，莲花便成为古
埃及的情侣以及朋友们之间互
相馈赠的风雅饰品。

古 巴 比 伦 最 有 名 气 的 建
筑，莫过于空中花园了。传说
公元前六世纪，尼布甲尼撒二
世为消除王妃安美依迪丝的思
乡病，采用立体造园手法，在
巴 比 伦 城 修 建 了 一 座 空 中 花
园。花园建在二十多米高的平
台上，与之相配的还有设计精
巧的灌溉系统，远看，犹如悬
在半空当中，足见空中花园蕴

含的深厚情谊了吧。
倘若跨过蓝波滚滚的地中

海，古代欧洲人也深信，玫瑰花
与爱神维纳斯一起诞生。因此，
坊间总把玫瑰花当作爱情的象
征。玫瑰花，蓓蕾鲜红，烈火般
炽热的爱情以及带刺儿的
花梗，恰恰暗示了美好爱
情的来之不易。很有趣
吧，鲜艳的玫瑰陡然变成
了欧洲的“爱情之神”。

不妨再来谈谈西汉的王昭
君。为了稳固西汉政权，她远嫁
漠北，终日与大漠孤烟为伴，见
不到花红柳绿。“一去心知更不
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
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
万 里 传 消 息 ， 好 在 毡 城 莫 相
忆。”王昭君的思乡之情，远重
于安美依迪丝王妃。可惜，她只
能寂寞地“一去紫台连朔漠，独
留青冢向黄昏”。

茉莉是菲律宾的国花。茉莉
花在菲律宾语中被称作“山吉巴
达”，是青年男女表示爱情的话
语。相传，菲律宾古时候有一对
恋人，因爱情遭到世人的反对，
便逃往深山野岭。很遗憾，姑娘

不慎跌落悬崖。男子一遍
遍地呼叫“山吉巴达”，可
是 ， 姑 娘 却 再 也 没 有 出
现。后来，在姑娘坠崖处
长满了芳香的小白花，也

就是如今大家熟知的茉莉。
茉莉格调高雅，时常“一卉

能熏一室香”。1965 年，周恩来
总理出访印尼，听到前线歌舞团
演 唱 的 《好 一 朵 美 丽 的 茉 莉
花》，他神情非常专注，满脸喜
悦。后来，周总理感慨道：“我
13 岁离开家乡，你们美妙的歌
声，使我又一次想起 54 年没有
回过的苏北老家了。”

现实世界里，花草树木经常

被赋予更深更广的寓意。“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抒发了陶
渊明的隐逸之情；“疏影横斜水
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则是

“梅妻鹤子”的林逋对意中人的
独特感受；“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属于泰戈尔对
人生意义的深切思索。曹雪芹

《红楼梦》 中的大观园，既是女
儿国，又是百花园。据说，黛玉
和宝钗分别是芙蓉与牡丹的化
身。太虚幻境中的“千红一窟”
和“万艳同杯”，谐音寓意为

“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其
实，都是大观园中年轻女子的命
运写照。

常言道：人有人言，花有花
语。每一种花卉都有自身的灵性
与情感。生命中遇到的每一朵鲜
花，都带着天使般的美丽与恩
泽。或许，这也是大自然赐给人
类的美好祝福吧。

作家汪曾祺先生是中国文坛
公认的短篇小说高手。除了文学
成就外，他与朋友交往时的幽默
机智，更显出了他做人的独特
魅力。

一次，作家苏叔阳和汪曾祺
一起去大连开会。苏叔阳先生在
大会发言中用了“骈四俪六”的
成语，但他错将“骈”读成了

“并”，还将“掣肘”的“掣”错
读为了“制”。虽然有许多人听
出了错误，但碍于面子，谁也没
有当面指出来。

吃晚饭时，苏叔阳和汪曾祺
坐在同一张饭桌旁。趁大家专心
吃饭不注意时，汪曾祺悄悄塞给
苏叔阳一张纸条，低声对他说：

“吃完饭再看。”苏叔阳不知条子

上写的什么，急不可耐地偷偷溜
进洗手间，展开条子一看，脸便
蓦地红了。原来，纸条上写了两
行 字 ：“ 骈 ” 不 读 “ 并 ”， 读

“ 片 ”（二 声）；“ 掣 ” 不 读
“制”，读“彻”。

当时，苏叔阳只觉得一股热
血涌上心头，泪水顿时就溢满了
眼眶，感激之情无以言表。他努
力控制住情绪，擦干眼泪回到饭
桌旁，小声对汪曾祺说：“汪
老，谢谢您。”汪曾祺用瘦长的
手指，嗔怪地戳戳苏叔阳的头，
慈祥的目光里露出了顽童般的
笑意。

20 世纪 80 年代，作家陈国
凯去湖南开会。吃饭时，他看见
一个老头儿已坐在饭桌前，面前

放着一杯酒。当时，陈国凯只听
说过大名鼎鼎的汪曾祺，并未见
过其人。当他刚坐到那老头儿旁
边时，就有人给他介绍了汪曾
祺。还不等陈国凯说话，就听汪
曾祺大笑道：“你就是陈国凯
啊 ， 想 不 到 你 竟 是 这 个 鬼 样
子。”陈国凯一下子就被这个可
爱的老头儿逗乐了，也快活地问
汪曾祺：“您想我应该是什么样
子？”汪曾祺先生依然笑道：“我
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
到你却骨瘦如柴。”两人从此成
了无话不讲的忘年至交。

对此，作家铁凝也感同身
受。有一次在北京开会，有人指
着一个正走过来的女子对汪曾祺
说：“那就是文坛上风头正劲的

铁凝。”汪曾祺先生站起来，笑
着走到铁凝跟前，盯着她看了一
会，然后，慢悠悠地说：“铁
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
也不留呀？”

铁凝一愣，随即便被他的幽
默逗得前仰后合，也将两人的距
离感一下子拉近了。铁凝后来在
文章中深情地回忆道：“他打量
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认识已
久的一个孩子。”

1986 年，高晓声和汪曾祺
去香港访问时，同住一室，两人
常喝酒聊天至深夜。1992 年，
汪曾祺去南京，高晓声先生去看
望他。一见面，汪曾祺就从头到
脚将高晓声看了个遍，忽然，像
找到老朋友似地指着他脚上的皮

鞋说：“你这双皮鞋，还没有穿
破啊。”

经汪曾祺先生这么一说，高
晓声便想起来了。原来，1986
年高晓声去香港时，穿的就是这
双鞋，虽然已过了六年，却被记
性特别好的汪曾祺先生一眼就认
了出来。

汪曾祺先生经常以这种亲切
友爱的方式与人见面打招呼，而
且，这种表达方式让每个朋友都
感觉温暖如春。

中国文坛上普遍的评价是：
汪曾祺先生亲切温润，善解人
意，又不失可爱。他不但是个难
得的好人，还是一个总想着别人
的人，此外，更是一个从来不伤
害别人的人。

匠人，手巧者也，是名副其
实的手艺人。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在乡村，经常可以看见有各
色小手工艺者走村串巷的身影，
磨刀的、锔锅锔盆的、打铁的、
剃头的、修车的、补鞋的、崩爆
米 花 的 ⋯⋯ 五 花 八 门 ， 比 比
皆是。

“一招鲜，吃遍天”，身怀各
种绝艺的匠人们，大多是兼职，
农忙时在地里干活，只在农闲时
四乡八里转转，凭自己的手艺和
汗水谋生。他们精湛的技艺、勤
恳诚信的劳作，给乡间贫困、单
调的生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
为当时乡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匠人们凭本事吃饭。那时
候，村头巷口，匠人们的吆喝声
此起彼伏，如同一首古老的乐
曲，绵延不绝，也陪伴我们走过
了清贫而快乐的童年。

张铁匠打铁的手艺远近闻
名，每次，他和儿子的独轮车在
村头老槐树底下刚一停下，立刻
就有人围拢过来，大伙儿帮着找
砖头，帮助和泥巴、安放打铁的
家什。不消一刻工夫，一切收拾

停当，等待修理的农具和生活用
品早已排成了长队。

那时候，人们日常用的农
具、生活用的小铁器等全靠铁匠
打造，用坏或者不好使的铁质用
具也靠铁匠来修补。打铁是吃苦
的营生，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
力。打造一把铁器要经过烧、
锻、淬火、修正与打磨好几道工
序，每道工序都要经过仔细地敲
打修正。砖头垒起的小火炉在风
箱的鼓动下呼呼地窜出火苗，跳
动的火焰映红了打铁人的脸，烟
熏火燎、火星四溅里，打铁人脸
上、身上的汗水不停地流淌。一
把把锋利的锄头、镰刀、镐头等
锻造修好，摆放在一边，价钱三
毛五毛或一块两块，一般全凭铁
匠师傅开口。

很多时候，老主顾们早已熟
悉了价钱，便自己往盛钱的木匣
放下钱，取了家什就走。铁匠头
也不抬，只是随口答应一声，钱
的多少，绝不会有半点差错。张
铁匠打的刀，锋利，不卷口。他
打的犁铧，既省力，又下地深。
只要你拿出样子来，没有他打不

出 来 的 东 西 ， 这 在 当 地 堪 称
一绝。

小时候的乡下，人们生活贫
困，衣服、用具坏了，舍不得
买，修修补补，继续使用。“新
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锅碗瓢盆很少有不带补丁
的。那时候的村头路口，常听到
补锅匠唱歌一样的吆喝声：“锔
锅了锔盆啵——”清脆悠长的吆
喝声未落，烧坏的铁锅，裂缝的
盆，打破的碗，一股脑儿全拿来
了，排成一列长队，等候修补。

常言道：“没有金刚钻，别
揽瓷器活。”补锅补盆算得上是
精密的技术活儿，工匠们精湛的
技艺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折服。过
去，锔匠在乡村是很受青睐的，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没有人会在
乎打碎一个廉价的盆或碗，修补
盆盆罐罐的人几乎没有了，“锔
瓷”这门传统手艺几近失传。

泥瓦匠是农村最常见的匠
人。他们常年与沙土、水泥打交
道，一把瓦刀走天涯。

在乡下，建房、娶媳妇是
人生中的大事，人们拿出积攒

了一辈子的积蓄盖新房，把它
看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邀请上好的泥瓦匠、木工，择
吉日开工建房，建房过程中的
每一环节主人都要严格查看，
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倘墙垒
歪了，或出现其他的纰漏，推
倒重来不说，还砸了自己的名
声。有经验的泥瓦匠，凭眼睛
余光就能确定偏正，墙垒得周
正，房子盖得稳当，这便是无
声的广告。泥瓦匠成年累月专
注于建房盖屋，练就了各种娴
熟的本领，砌锅台、盘火炕也
都不在话下。锅台的高低，灶
膛的大小，炕洞的曲直，对他
们 来 说 都 是 成 竹 在 胸 ， 轻 车
熟路。

农家盖房子，泥瓦匠、木匠
各司其职，泥瓦匠砌墙，木匠做
屋架。等到上梁这天，主人设了
香案磕头跪拜，鞭炮声里，泥瓦
匠、木匠把披红挂彩的木梁架上
屋架后，就开始在房上撒各色糖
块、白面饽饽、粽子等。村里那
些小孩子一听到上梁的鞭炮声，
便不顾一切地飞奔而至，抢拾落

在地上的美味。上梁之后，新房
就快要大功告成了，主人开始宴
请亲朋，当然，泥瓦匠、木匠是
要坐上首席接受众人敬酒的，他
们灵巧的手艺为人们建造了遮风
挡雨的家，给农耕时代的乡间打
造了一个个历史的烙印。他们是
村庄流动的血脉。

铁 匠 、 木 匠 、 石 匠 、 瓦
匠、画匠以及剃头匠⋯⋯这些
淳朴的手艺人，一生只专注于
一件事情。他们是村庄流动的
血 脉 。 他 们 长 年 累 月 风 餐 露
宿，走街串巷，游走在各个村
庄，像火把一样，温暖并照亮
了人们的心灵。他们以娴熟的
技艺，扮靓着乡村人的生活，
任凭世界嘈杂，匠人的内心总
是安静、平和的。那些带着乡
村质感的手工制品，静静躺在
某个角落，透过凝重的岁月，
闪耀在时光深处。村口破旧的
古庙、河边废弃的水车、遍布
杂草的井台、老屋精致的木格
窗 ， 乃 至 一 堵 早 已 坍 塌 的 断
墙，无不在诉说着乡村匠人的
过往⋯⋯

隔 世 花 香 □李秋志

交 友 之 道 □张达明

匠 人 ，远 去 了 □高淑英

上有青竹下有兰

（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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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树须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