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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的石头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 石 头 在

云浮人的手里

是柔软的，到了

客户手里就成

了不朽、坚硬和

耐久的象征。

擦肩而过
□肖复兴

老电影，永不落幕 □张继合

草帽，属于田野里的花朵，
从春末一直盛开到秋初。瓜田李
下，小巷长街，到底盛开着多少
顶草帽呢，恐怕没人能说得清楚。

夏天万物繁盛，庄稼贪长，
地里的活儿也特别多。艳阳高
照，农人们照样忙碌，草帽是遮
挡阳光的必需品，谁也离不了。
有时候，带着幼小的孩子下地，
孩子玩累了、睡着了，帽子就盖
在孩子的脸上，遮挡明艳、强烈
的阳光，也能围堵蚊虫。田间地
头，绿油油的草丛间，开满五颜
六色的花儿，孩子躺在花香里，
微风轻拂，几只蝴蝶围着熟睡的
孩子翩翩起舞。乡下，哪个孩子
没有在草帽的遮挡下做过甜美的
梦呢。

乡间草帽简直是万能的，可

以盖菜盆，盖酱盆，阻挡灰尘和
蝇子；可以当伞挡雨；累了休息
时，垫在地下，往上一坐，不会
弄脏裤子；躺在草地上时，还可
以垫在脑后。此外，还是能扇风
的扇子。直到草帽破得没法要
了，还能送给地头的稻草人哩。

乡下，期望了解一个人，瞥一
眼人家的草帽即可。爱干
净的人，草帽总被洗得干
干净净。勤劳能干的人，草
帽贴着头的部分，被汗水
浸湿了一遍又一遍，发着油亮的
光。不讲究的人，草帽可就没有正
形了，圆不圆、扁不扁地戴在头
上。爱美的人，草帽沿上，时常
插着寻常可见的栀子花，不仅好
看，而且香气扑鼻。

草帽大多是不值钱的麦秸编

成，崭新时是淡黄色，散发着麦
秸的清香。用不了多久，就变成
了深黄色，最后沦为灰色，其
中，肯定凝聚着一缕缕阳光与沉
甸甸的汗水。

收工时，帽子往后一推，因
为有带子挂在脖子上，帽子被背
在身后，像是背着一轮皎洁的明

月回了家。平时，草帽就挂
在屋里的墙上。有的随便扔
在墙角，说不定，用的时候
去拿，居然发现，里面有一

窝肉乎乎的小老鼠。
过年大扫除，扫屋顶的蜘蛛

网、积灰，还是离不了草帽。爱
干净的姑娘，平时做饭也要戴草
帽，以免草木灰荡到头发上。姑
娘们下地，戴的基本不是那种最
常见的草帽，嫌土气，她们戴的

是帽檐很宽的“布帽子”，上面
扎着蝴蝶结，出门也能别有情趣
地戴出去。

戴草帽系带子，难免勒脖子，
很多人嫌不舒服，往往就不系了。
结果，风一大，头上的草帽就会被
吹跑。在乡下，最好玩的一幕是，人
们一边笑一边跑，在田野里，追自
己的草帽。草帽调皮，刚要抓住它，
它又一路翻着跟头，跑远了。

乡 下 草 帽 ， 也 曾 戴 了 很 多
年。从十来岁开始，下地打理那
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哪怕夏天
也不例外。那顶草帽戴在头上非
常笨拙而且硕大，足以遮住整张
脸，头一晃，就能把帽子晃掉。
随着日月消磨，渐渐长大成人后
的脸，慢慢从帽檐底下露出来。
后来，又从乡下漂到了远方⋯⋯

与京津为邻，文安县确实家底
丰厚。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就把这
片土地揽进自家版图。汉高祖则设
置了文安县域。明代郭子章《郡县
释名》记载：“以文安潭名，潭在县
北一十五里。”平原沃野，横卧在大
清河与子牙河的怀抱里。

文安西靠白洋淀，北望京津，
东临渤海湾。大柳河镇紧紧揽住
了那座“高村”。当年，村里出了个

“穷小子”，居然迷恋电影。他发了
疯似地上瘾，从收藏第一部电影
开始，折腾了将近二十年。他就是
生于斯、长于斯的电影收藏家卢
和民。

卢家务农，一拉溜五个孩子，
人多粥少，该怎么填饱肚皮呢？卢
和民年纪最小，竟待见起偶尔进村
的“老电影”。放映队一来，他就飞
奔到放映场地，两眼放光，止不住
地问这问那。那个年代，电影成了
千家万户抬头仰望的“看家宝”。银
幕高悬，机器简陋，光与影、声与
色，演员和故事、过场与结局⋯⋯
深蓝的夜幕，勾起了卢和民贪婪、
渴望的眼神。

电影融合了戏剧、摄影、音乐、
舞蹈、绘画、雕塑与建筑等诸多艺
术，从巴黎歌剧院，到好莱坞梦
幻工厂；从巴西喜剧片，到印度
宝莱坞⋯⋯著名导演谢晋先生曾
坦言，自己喜欢追求一点诗情画
意。活跃在中国银幕的故事片、喜
剧片、新闻片以及科教片，逐渐翻出
了中国独有的“蒙太奇”。

卢和民小个子、大眼睛，相貌
很精神，却中了魔似地每天守在放
映机前，生怕一眨眼，电影就飞了。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
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卢
和民之于电影，便有此鸿志。

穷孩子变成小青年，得想法挣
钱吃饭啊，卢和民先跑到天津，张
罗劳保手套，一干就是十年。后来，
他重返高村，摸索起木业来，主要
经营建材生意。几经辗转，资金慢
慢地变活了。手上的钱，总得花在
直抵人心的地方吧。他曾出资，义
务修建了乡村水泥路和自来水塔。
眼见镇敬老院和学校年久失修，又
拍出了厚厚的钞票⋯⋯当然，卢和
民最惦记的，还是童年就开始钟爱
的电影。

当时，文安县城的电影院要拆
除，成堆的电影拷贝还有什么用
呢？卢和民一拍胸脯说：“我要！”他
翻来倒过地抚摸那些拷贝，脚跟脚
儿，又给拷贝盒喷上了新漆。《地道
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铁道游
击队》等，都变成了卢家第一批“看
家货”⋯⋯在卢和民心中，沉寂的
电影，一下子又“活”了。

接着，他开始从全国各地购买
电影片子。谁能相信，他家的电影收
藏室内，居然囊括万象：抢手的战争
片、历史片与动画片，还有内容丰厚
的纪录片与科教片等。至今他已积
存国内外影片两千多部，几乎概括
了上百年的世界电影史。最早的胶
片资料，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

代，比如《乌鸦与麻雀》等。卢和民收
藏的胶片总数多达一万多件，这种
规模称得起“全国之最”了吧。有人
调侃，卢和民是“电影疯子”。他鼓掌
大笑，纠正道：“疯子哪儿行，简直是

‘神经病’。”
电影明星成龙，玩命拍摄数量

庞大的动作片。坊间传言，他每年
的收入高达上亿元人民币。成龙却
直截了当地说：“年轻人，不应该总
看到人家的收获，不想想人家的付
出。”其实，卢和民所付出的不仅仅
是钱，更是整个身心。为购买影片
与拷贝，卢和民跑遍了大半个中
国。他时常匆匆忙忙地踏上客机，
远飞西安、南宁乃至哈尔滨。干这
些赔本赚吆喝的闲事，自有看不见
的动力。其一，为影片跑腿；其二，
让内心当家。能捞取到属于自己的
快乐，也就足够了。

远在沈阳，为收购一部上世纪
中后期的故事片，卢和民出价一万
元。几年后，当事人又期望把那套
拷贝买回来，出价五万元。卢和民
不假思索地说了俩字：“不行。”大
批影片与拷贝，堪称精神财富，它
们早就变成了卢和民的呼吸与心
跳，他从未指望着收藏电影挣钱。
在卢和民木业公司的办公大楼里，
处处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电影放映
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世纪之
交，各种规格、各种产地、各种成像
效果的放映器材，应有尽有。

曾在央视工作的崔永元，和卢
和民是好友。小崔把卢和民的电影

收藏室当成了私家资料库，一有空
就过来，接二连三地观赏几天老电
影。小崔双眸放光，说：你收藏的老
电影比我多，碰上酷爱老电影的朋
友，真好。小崔算不上书法家，他大
方地题写了“电影人”和“和民电影
馆”两幅作品。

2009 年，卢和民出资三百万
元，建起一座小型影剧院，足以接纳
150 人。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小天
地，容纳“蒙太奇”这个庞大生动的
艺术时空。

早前，卢和民组织了三名放映
员组成电影队，免费为或远或近的
乡亲播放影片。每年放映五百多场，
十多万人都跟着沾了光。很简单，精
挑细选，毫不重复地上映。人们期望
看什么，就播放什么——戏曲片可
以滚动播三天；战争片也被请进“专
场”，一连上演十部；即便是较新的
影片，依旧可以先睹为快。

每播放一场电影，胶片都有磨
损。比如，35 毫米的电影拷贝，只
能放 800 场；16 毫米的，只能放
400 场。看来，卢和民只能悠着点
儿了。其实，他从未惦记过胶片怎
么保值、怎么升值。思想深处，依旧
徜徉着那张平阔的银幕——文安
人一丝一线刺绣的心愿呀。就让爱
好与财富养护的新电影、老电影，
小心翼翼地奉养北方平原与中国
农村吧。

黄昏，执着而多情的银幕高高
悬起，这足以网罗民间的快乐与世
道人心了。

五月，特意去了一
趟芝加哥大学。车子路
过一片砖红色的公寓旧
楼，停下了车，找穆旦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住过的房子。由
于年头久远，又没有“名人故居”之类的牌
子指引，心里多少有些遗憾，甚至凄凉。

今年是穆旦先生百年诞辰，南开大学在
矗立穆旦雕像前，刚刚开过纪念会。所以，
我才迟到地找来他的诗读，抄录了 《智慧之
歌》 和 《赠别》 两首。这是我喜欢的穆旦诗
中的两首。其中更喜欢 《智慧之歌》。这是
穆旦先生逝世之前的诗作，诗短情长，几乎
浓缩了他的一生，几近绝唱。

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这首诗历经四十余
年，依然有着直指今天生活现实的锐利锋芒
与诗意浸润。对于爱情、友谊和理想，自古
以来经久不息的诗之咏叹与人生之感叹，萦
绕在这三者身边。显然，穆旦先生道出了自
己的困惑。他说，爱情如灿烂的流星，有的
不知去向，永远地消失了，有的落在脚前，
冰冷而僵硬。他说，喧腾的友谊不知还有秋
季，社会的格局代替了血的沸腾，社会的冷
风把热情铸为实际。他说，理想使我在荆棘
之途走得够远，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它们终于成笑谈。

不知为什么，这三段诗如三簇利箭，百
步穿杨一般，准确无误地击中了我，让人读
出一种蓦然惊心之感。或许，当年我们这些
青年学生，还在读书学习的阶段，就跑到山
乡水野里去体验人生了，细算起来，至今也
已半个世纪。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从当年的
青春年少走到了两鬓苍苍，这一代人所经历
的对于爱情、友谊和理想的追求过程，和穆
旦的诗竟然如此相似。不知有多少爱情葬送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永远地消失了，或变
得冰冷而僵硬。不知有多少艰辛生活中结成
的看似牢固的友谊，在商业大潮面前，变得
那么不堪一击。穆旦先生似乎也经历过类似
的人生岁月。

在这首诗歌中，穆旦先生写的是自己，
或者是他们那一代。在河的两岸，穆旦先生
所说的“不知还有秋季”，却都是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并不在那水的
一方。

穆旦先生总结了这三者的失落之后，
写道：“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然后，他可能觉得这样说有些直白，又打
了个比方：“那绚丽的天空都受到谴责，还
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穆旦先生毕竟
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他不愿意丢弃自
身的名号，哪怕这名号是荆棘，而不是花
环或桂冠；当年，那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们
也一样，他们愿意托付自己的一生，做一
次身份的认同，以此弥合如今的落差与昨
日的塌陷。这样的身份认同，不是如同烙
印在自己脸上的红字，而是佩戴在自己身
上的徽章。

荒原，是“五四”时期以来诗人的一种
意象，同时，也酷似北大荒所呈现的青春意
象。在“逝者如斯”的岁月中，当年的青年
学生们，顽固地让青春的色彩，保留在那片
荒原上。

“痛苦是日常生活。”穆旦先生在这里所
说的日常生活，指的是眼前。尽管有些“宿
命”，但朴素的诗句却含有内省和指陈现实
的痛感。在穆旦先生那里，过去的痛苦结成
老茧；在北大荒那群青年人的心目中，有意
无意将过去的痛苦染上一颗“美人痣”，梦
想破茧化蝶。将痛苦视为日常生活，哪有那
么简单，或许只是一句诗。

坐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心里还在默诵
着穆旦先生的这几句诗。在芝加哥大学里，
至今还藏有穆旦当年学习的档案，我的孩子
在这里读博几年，我来这里多次，却未曾想
过触摸尘埋网封中历史的流年碎影和穆旦先
生的青春律动。

回到北京没多久，便到天津参加一个
关于读书的活动。那天黄昏，活动结束
后，朋友约我在南开大学的门口碰头，然
后，一起穿过南开校园，抄近道去餐馆吃
晚饭。

朋友毕业于南开大学，对这里很熟悉，
一路顺便带我参观了很多地方。恰恰没有去
看看校园里穆旦先生的雕像。前不久，就是
在那里召开了穆旦先生百年的纪念会。如
今，从芝加哥到天津是那么的近便，想当年
穆旦先生颠簸了多么长的距离和时间。虽
然，诗心未与年俱老，却是壮志皆因老
病休。

一连几日，对经过南开大学的校园却和
穆旦先生擦肩而过，心生惭愧。对于我，起
码那一晚，诗不如吃饭重要了。

世人皆以为钢铁是坚硬的。我
是学金属热处理的，又干了多年的
锻造，因此，在我的意识里，钢铁并
不是坚不可断、硬不可碰的，甚至可
以说它是柔软的。当人类需要它柔
软的时候，比如，将它加热后，放到
锤头下面。当然，想叫它硬的时候，
它也会足够硬。

我一直觉得，石头是坚硬的。尽
人皆知，钻石是世界上最硬的东西，
俗话不是说，有了“金刚钻”就敢揽

“瓷器活儿”。到了广东省的“石都”
云浮，才长了见识，原来，石头也是
柔软的。

中国除了有“煤都”“钢都”“瓷
都”之外，还有个“石都”——它就是
云浮。当地《县志》记载：此地于三亿
年前便形成岩溶地貌，孤山突兀，石
骨嶙峋，上有奇峰峻岭，下有溶洞暗
河。玉蕴山辉，暗石藏龙，其矿产资
源非常丰厚，可供开发利用的石料
多达数十种。据说“云浮”其名，便因
石而得：云石写意，云轻石重，相得
益彰，相辅相成。

乾坤有精物，杰地必出灵人。早
在 1607 年，也就是明万历三十五
年，广东云浮就有了石材加工业，其
石匠的技艺开始声名远播，当时，一
些著名的宫殿、庙宇和牌楼，都留下
了他们的作品。1857年，也就是清咸
丰七年，云浮出现了第一家石材加
工厂。以后，此类的工厂和作坊越来
越多，至清末，云浮的石材加工业已
经具备了相当规模，刻石艺人甚至
有了自己的节日：以每年的农历四
月初八为“凿石师傅诞”。可见，其石
艺活跃和发达的程度。

这样一个自古就与石头结缘的
地方，如今的石艺又发展到了什么
程度呢？改革开放之初，有位领导来
云浮考查，接到了一份奇怪的礼物：
一个精致的南瓜，饱满成熟，色泽赤
黄而温润。他望着南瓜不得其解，伸
手一抓竟没有拿起来，不想此瓜竟
沉重得很。细看原来是石头刻的，惟
妙惟肖，生动喜人。那位领导忽有所
悟，不禁哈哈大笑：我明白了，种一
个能吃的南瓜不过卖几块钱，而雕

刻一个能让人百看不厌的南瓜，动
辄会赚上几百元，就是卖到成千上
万元也说不定。云浮最不缺石头，云
浮云浮，漫山石头，城中有山，山中
有城⋯⋯好啊，你们是想让这个南
瓜告诉我，云浮的发展，先从石头
着眼。

很快，云浮的石头在全国范围
内带起一浪又一浪新潮。比如，前
些年很多公司企业的门前，忽然时
兴摆放石狮子，根据公司的规模和
建筑样式的不同，摆放石狮子也非
常讲究，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雌雄
有别⋯⋯这些石狮子中的绝大部
分，都出自云浮刻石艺人之手。随
后，各地纷纷建起了别墅，人们喜
欢在别墅里安装云浮产的石壁炉
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石雕、石画与石
拼图。有些爱赶时髦的单位，又兴
起了在大厅的中心位置摆一个自
动带水旋转的大石球，紧跟着是
罗马柱、扭纹柱、异形线与石扶
手⋯⋯凡是想追逐时尚的人，追来
追去都找到了云浮。这是个崇尚石

头的时代。社会越是浮躁，人们就
越是追求永恒，追求一劳永逸。石
头在云浮人的手里是柔软的，到了
客户手里就成了不朽、坚硬和耐久
的象征。

“引潮者”反被潮催，在掀起一
阵高过一阵的石头热的同时，云浮
的石艺也得到了大规模的锻炼和提
升，由匠艺进入创作，意韵巧夺天
工，奇形可见物情。其作品进入故
宫、西藏布达拉宫以及许多机场、地
铁站等雅致豪华的场所。

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大致可
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截是中国看世
界，后半截世界开始看中国。于是，
云浮趁风借势，引领的不单单是国
内的石头风尚，还带动了一个不大
不小的世界性的“石头热”。美国的
白宫、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广场⋯⋯
这些世界知名的地方也都来云浮
定货。

云浮的石头，仿佛都被原是云
浮人的禅宗六祖点化过了，出神入
化、灵气飞扬。

秋，悄悄地来到了坝上。
广阔的天空，一望无际的蔚

蓝，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太阳
在那里隐藏着，由红变成了白，
轮廓不再如晨升与暮落时那样清
晰，却放射着强烈的光芒。一缕
缕、一片片的白云，或前或后，
或高或低，在蓝天的下面，人们
的头顶上，缓缓地游动着。白云
的影子，落在平坦的草原上、细
嫩的沙丘上，绘成千姿百态的水
墨画，令人久看而不忍离去。

是南归的大雁吧，传来阵阵
的长鸣。它们背负着蓝天，穿越
着白云，时而鱼贯为一，时而排
成人字，时而分散竞奔，不知疲
倦地劲飞而去。那动人心弦的呼
叫，不知是对居住了一个春夏的
客乡的留恋，还是对即将前往越
冬的故土的向往，充满无限的深
情，给人难忘的遐想。

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放眼望
去 ， 到 处 是 草 的 原 野 ， 树 的 海
洋。千草一色，遍地金黄，随风
起伏，如波如浪。万树斑斓，红
黄橙绿，摇曳纷纷，似歌似舞。
其间或有黄羊飞奔，鹿糜昵戏，
野雉群飞，喜鹊啼枝，令人目不
暇接，心情为之欢畅。

在草原上、丛林边，有不少
的湖。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然
而却清一色的碧绿。微风拂来，
波纹如网。成群结队的鱼，有的
靠 近 岸 边 晒 暖 ； 有 的 在 浅 底 翔
游；有的突然从水下蹿跃而起，
再迅即坠回水中，溅起一圈一圈
的水花儿。青蛙在水草里静静地
卧着，在水面上慢慢地游动着，
不像在夏天那样喧嚣。

放牧的很多。丛林下，密草
间，湖水旁，闲牛懒马，或立或
卧，或行或止，悠然自乐。不知
是谁家的姑娘，穿着一身鲜红的
衣服，如一朵彩云似的向湖边飘
来。嘴里唱着清脆的歌曲，手里
拿着长长的羊鞭。洁白的羊群经
过 金 黄 的 草 地 ， 跟 着 她 到 了 湖
边，伸着脖子喝那清甜的水。看
它们喝得差不多了，姑娘扬鞭甩
了一个脆响，群羊“咩咩儿”地
欢叫着随她匆匆离去。

天渐渐地晚了。一轮火红的
太阳缓缓地向西面的山降落着。
未至山头，先坠湖底。映在湖中
的落日，同天上的一样大，一样
圆。随着天上日光的逐渐扩散，
水 全 被 染 成 了 红 色 ， 像 火 ， 像
血，异常鲜艳。湖岸和浅水处长
着许多野草、树木，连同其落入
水中的形影，尽皆变成了深浅不
一的墨色，在红红的湖水中点缀
着，摇动着，构成了一幅幅幽雅
迷人的彩图。

太 阳 终 于 走 到 山 后 去 了 ，
天、水失去了红艳。一轮明月照
亮了夜空，也映在了湖水中。湖
里没有如朱自清在 《荷塘月色》
中 所 写 的 那 种 迷 人 的 荷 叶 、荷
花与荷香，却有着比他见到的更
为洁白、明媚的月色。这里的天
上没有那层“淡淡的云”，月亮把
全部光彩都“朗照”到了人间。
月空之下的莽野上，不时地传来
阵阵的松涛声、沙沙的草动声、
夜鸟的轻啼声、秋虫的弹琴声⋯⋯
在白天欢快、陶醉了一天的我，
此 时 渐 渐 平 静 下 来 ， 化 开 了 身
躯，化开了灵魂，消失了自我，
温 馨 地 、 静 静 地 融 入 了 坝 上 之
秋。在天穹，在地上；在月里，
在风间⋯⋯

坝上秋
□夏玉祥

乡间那些草帽 □李 季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生
活条件差，农民的住房都是土房，
主要是用土坯砌制而成的。所以，
每到农闲的春秋两季，各村都会看
到打坯的人群和一排排坯摞，形成
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那时农村盖房的宅基大都是
四间正房，两小间一门楼。一般说，
农民盖房都打六千多坯。

打坯的工具有杵头和模子。杵
头，就是用石钎子在石头竖面顶上
凿 5 厘米深的圆眼，然后安上一个
丁字形的木把；模子是用硬木、枣
木或杜木割制而成。打坯首先要选
好土。打坯前，房主扛着铁锨到地
里挖一下土，纯白土打出来的坯不
结实。纯红土粘性太大，一是不好

干活，二是打出来的坯不光滑。最
好的土就是白、红两合土。土选好
后，一家人开始洇坯坑，把地打成
小畦。坯坑洇好以后，住家就要借
打坯的模子，然后跑东家奔西家找
人帮忙。

打坯的人们早起在住家吃完
饭，用小推车推着杵头、模子、铁
锨，住家用篮子装着喝水的碗，提
着暖壶，布包里装着烟，跟随着打
坯的人群赶往目的地，好似开山修
路的远征军。

打坯一般是两个人一盘模，一
人掌杵头，一人供土。一般一盘一
天打 500 块坯，多打那就是人情
了。掌杵头是个技术活，也最累，模
子装满土后，掌杵头的先蹦起来，

在模子土上猛踩几脚，然后拿起杵
头先轻轻地左右前后锤上九下，然
后提高杵头挨盘再重锤九下，再朝
模子帮上轻锤三下，一块坯就打成
了。熟手这整套动作一两分钟就能
完成，动作潇洒干练。

当时生活条件差，住家考虑
活太累，生怕干活的人们饿，所
以上午十点多加一顿“贴晌”。这
时，住家用小推车推着簸箩，簸箩
内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糖包子、菜、
蒸饺子。人们吃完“贴晌”，抽支烟、
喝口水，再接着干。快手一上午能
打 300 多块坯，下午点点卯就完活
了。晚上回家后，住家为感谢大家，
早把饭菜准备好。由于人多，屋里
坐不下，在院里排上两排木板子，

有凳子的坐凳子，没凳子的就坐上
几块砖。住家把油炸花生米、凉拌
粉丝、咸鸡蛋、炒菜等“美味佳肴”
摆上，没等菜上齐，有的就喝上了。
大家在高高挂着的提灯下喝着散
酒，你说我笑十分热闹。有的年轻
人一戗火就喝高了，这时住家跑过
来劝说：“别死乞白赖地喝，多吃点
菜，一会儿下饺子去啦。”等人们吃
完饺子，住家送人时，就会客气地
说：“兄弟爷们儿受累了，没吃好
喝好。”这时就会有人说：“还客
气啥，乡里乡亲的谁还求不着
谁，有条件的就管顿饭，条件差
的我们背着锅也来干。”淳朴憨厚
的话语，化为优美动听的音符，
荡漾在乡村夜空里。

打 坯 □徐 朝

松溪图 （国画） 秘锡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