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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桥”的
老警察

□蒋子龙

●蒋子龙专栏●

那达慕的琴声 □李秋志

月光之问 □王长宗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在茫茫内蒙古高原上，生活着一个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那就是骑在
马背上的蒙古族。

蒙古族人民身强体健，靠骑猎为
生，他们世代生活在黄沙漫漫、青草枯
荣的天地之间，形成了彪悍、豪爽的游
牧骨血。直到现在，最古典、最纯粹的
蒙古族传家宝，莫过于大名鼎鼎的那达
慕。据说，那达慕是蒙古语译音，意为

“娱乐、游戏”，重在表达丰收的喜悦之
情。据文献记载，为了检阅军马，每年
盛夏，蒙古族各个部落都会聚集在一
起，举行盛大的那达慕。此后，蒙古族
民众把赛马、射箭与摔跤统称为“男儿
三艺”，这些本事，当然属于那达慕大会
的比赛项目。

人们都知道，锡林郭勒盟的那达慕
流传最广，名气也最大。方圆数百里的
牧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骑着骏马或乘
着勒勒车兴冲冲地跑来观看。蓝天白云
之下，骑手们身着蒙古族长袍，足蹬牛
皮靴，头扎彩巾，腰束彩带，个个儿英
姿飒爽。数十匹马站在起跑线上，发令

枪一响，如同离弦之箭，立刻飞奔起
来，腾起的烟尘和人们的欢呼声，弥漫
在茫茫草原的上空。夜幕降临后，草原
上飘荡起悠扬浑厚的马头琴声，围着熊
熊燃烧的篝火，青年男女们手挽手地轻
歌曼舞起来。即便草原上的游人，也能
在朗润的夜空里，瞬间破解马头琴
的弦声琴韵与独特魅力。

悠扬的琴声最能传达绵绵情
意，难怪汉代卓文君，隔帘听完司马
相如演奏的《凤求凰》后，就心生爱慕，决
定与意中人夜下私奔了。王昭君远嫁塞
北，多年不能回到梦中的家乡，只有怀抱
胡琴，对着月光和茫茫沙漠，弹唱心中的
幽怨：“胡风似剑锼人骨，汉月如钩钓胃
肠。魂梦不知身在路，夜来犹自到昭阳。”

那达慕深受蒙古族人民喜爱，成为
当地规模最盛大的庆祝节日。其间，举
办传统的体育盛会、歌舞表演、农牧物
资交流会等。这是尽情欢乐的时刻，也
是内蒙古草原景色最美、牛羊最壮、马
奶酒最醇的季节，它向世人展示着蒙古
族人民的精气神。

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马

头琴风格独特，最受推崇。传统的马头
琴长约四尺，顶端雕刻一个马头，下端
有一铲形皮鼓，用马尾系成两根弦，再
用马尾做成一个弓弦，演奏时能发出悠
扬深沉的声调。著名马头琴演奏家齐宝
力高等人，对传统马头琴进行了改造，

使其音色更加优美，适合参加大型
音乐合奏。齐宝力高曾率领野马马
头琴乐队和国内外上千名音乐人，
在呼和浩特举办了首届国际马头琴

艺术节。瑞典有位钢琴演奏家赞叹道：
“在草原上，我十分专注地倾听了马头琴
演奏，听出了音乐中情人的叹息，感觉
到了蒙古族人对草原的依恋⋯⋯”

在蒙古族舞蹈中，最具民族特色的
是安代舞。这种舞蹈源于科尔沁草原。
民间传说，古时科尔沁草原上生活着父
女俩。女儿得了一种怪病，当地无法医
治，父亲只好用牛车拉着女儿到外面求
医。不料，途中遇上暴风雨，车陷在泥
里，女儿也奄奄一息。老父亲痛不欲
生，围着牛车高唱，祈求上苍保佑。歌
声引来了众乡亲，大家跟着老人甩臂跺
脚，合唱祈福之歌，这种行为感动了天

地，姑娘的怪病居然不治自愈了。后
来，当地人把这种舞蹈叫作安代舞。每
逢祭敖包、婚庆或者那达慕盛会，牧民
们都会跳起这种热情活泼的传统舞蹈。

内蒙古大草原深处，沙漠广袤。即
使大漠孤烟，也能感受到蒙古族文化的
魅力。每年盛夏，响沙湾总让陌生人体
验到神奇的沙漠之旅。响沙湾位于库布
其沙漠东端，陡立于罕台河谷西岸，依
着滚滚沙丘，在面临大川的背风向阳
处，形成一个巨大的沙丘回音壁。沙子
干燥时，竟会发出声响，人们会清晰听
到沙丘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时而像青蛙
鸣叫，时而像惊雷贯耳，给人强烈的心
灵震撼与精神享受。难怪亲历过响沙湾
的人都说，这里的沙子也会唱歌。

去内蒙古大草原，绝不仅仅是住蒙
古包、吃手扒肉、品马奶酒，也不仅仅
是看绿绿的草原、奔驰的骏马和洁白的
羊群，更重要的是，领略和欣赏蒙古族
人独特的草原文化。只要用心去感受，
就能发现蕴藏在草原深处的心弦震撼与
思想共鸣。置身其中，远离城市的喧
嚣，去感受那一份心灵净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5 级检验专
业 学 生 庞 欣 彤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5021080073,声明作废。

▲张娜护士资格证书（护理学士）丢失，编
号：14075220,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大学 2012 届建筑环境与设备
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张腾秋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00761201205002287,声明作废。

▲邢台学院 2012 届会计专业三年制专科
毕 业 生 石 猛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1041201206001371,声明作废。

▲河北省新能源产品应用商会社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书（冀民社证字第 1001 号，发证日期：
2014年8月6日）丢失，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 2010 届工商企业管理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刘亚东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0821201006001636,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016 级护理专
业 一 班 学 生 刘 森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6011090120,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7 级预
防医学专业学生张智博学生证丢失，学号：
17011050008,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7 级医学影
像技术专业一大班学生王若素学生证丢失，学
号：17021070017,声明作废。

▲河北省妇女干部学校（现河北省女子职
业技术学院）1996 届法律专业三年制中专毕业
生张玉婷毕业证书丢失，编号：933343,声明
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7 级信息
L173 班 学 生 杜 雅 欣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7L0752099,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7 级信息类
专 业 学 生 王 梓 昂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7L0752226,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5 级自动化
专 业 学 生 邢 占 哲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3L0802234,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5 级口麻专

业学生王露学生证丢失，学号：15021060024,
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7 级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王紫洋学生证
丢失，学号：170501422,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2016级肿瘤专业硕士研究
生石帅学生证丢失，学号：20163572,声明作废。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届焊接技
术及自动化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刘志伟毕业
证书丢失，编号：133931201006000574,声明
作废。

▲沧州师范学院 2014 届英语教育专业三
年制专科毕业生张荣月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01051201406001356,声明作废。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2010 届人力资
源管理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张璇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518021201006001063,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医学技术学院 2016 级康
复治疗专业班学生顾思莹学生证丢失，学号：
16011230028,声明作废。

▲河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2016 级中医
医史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学生沈慧学生证丢
失，学号：20162004,声明作废。

▲河北理工大学（现华北理工大学）2009届
社会工作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李楠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00811200905001642,声明作废。

▲华北理工大学秦皇岛分院 2016 届护理
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刘佳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0811201606001417,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6 级口腔医
学专业三大班学生张梦园学生证丢失，学号：
16021040088,声明作废。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2009 届工业与民用
建筑工程专业三年制中专毕业生郑皓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20090146010790,声明作废。

▲河北北方学院 2004 届中医学专业本科
毕 业 生 刘 艺 彩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0921200405000694,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 2005 届管理信息系统（计
算机管理）专业（成人、夜大）三年制专科毕业生

邢 沙 沙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00825200506001173,声明作废。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2017 级广告
设计与制作专业二班学生彭志刚学生证丢失，
学号：71723430240,声明作废。

▲衡水学院 2017 届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张子良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01011201705001405,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5 级中西医
专 业 一 大 班 学 生 李 川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5021130085,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5 级临床医
学专业四大班学生刘璐学生证丢失，学号：
15021010697,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6 级护理专
业 一 大 班 学 生 李 强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6021090069,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 2015 届自动化专业本科
毕 业 生 李 伟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0821201505001068,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 2015 届自动化专业本科
毕 业 生 李 伟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08242015002781,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2017 级汉语言
文 学 专 业 学 生 宋 娜 娜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2017512344,声明作废。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2017 届文秘
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王通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1701904,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2017 级麻醉
专业麻醉班学生王亚楠学生证丢失，学号：
17011060073,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5 级国
贸专业国贸 151 班学生彭亦颖学生证丢失，学
号：150206129,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 2017 级数学与
应用数学专业学生高凌云学生证丢失，学号：
17L1002204,声明作废。

▲邢台学院 2007 届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
毕 业 生 牛 玉 婷 学 士 学 位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10442007000036,声明作废。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届市场营销专

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刘佳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25431201606002789,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5 级口腔专
业 口 麻 班 学 生 周 开 泰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5021040081,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2017 级硕士
研 究 生 学 生 柳 鹏 辉 学 生 证 丢 失 ，证 号 ：
20173629,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2018 级内科
学专业心血管方向学生撖越学生证丢失，学号：
20183765,声明作废。

▲陈秋实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丢失，编号：冀 H042012000526,操作类型：建
筑起重机械司机（T），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大学 2007 届热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刘晓宁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100761200705001770,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大学 2007 届热能与动力工程
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刘晓宁学士学位证书丢
失，编号：1007642007001748,声明作废。

▲贾佩瑶购买的星河盛世城地下车位协议
丢失，车位号：C-195,协议号：CW1165,声明
作废。

▲张恒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
丢失，编号：0222400，声明作废。

▲河北国盛勘察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李
庆红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丢失，证书
编号：0001196，声明作废。

▲河 北 科 技 大 学 材 料 科 学 与 工 程 学 院
2016级高分子专业161班学生陆玉佳学生证丢
失，学号：160603113，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 2015 级市场营
销 专 业 学 生 蒋 镇 宇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201552480608，声明作废。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2016 级会计
专 业 六 班 学 生 侯 仕 琦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31631320110，声明作废。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2015 届新能源应用
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申爽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17851201506881303，声明作废。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2011 届旅游管理专
业二年制专科毕业生刘小星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24081201106004555，声明作废。
▲河北金融学院 2015 届财政学专业四年

制本科毕业生杨一蕾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14201201505000102，声明作废。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桥西交警大
队 民 警 李 秋 海 人 民 警 察 证 丢 失 。 警 号 ：
004324，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7 届医学影
像技术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段梦婷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34151201705002250，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2017届医学影像
技术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段梦婷学士学位证
书丢失，编号：1341542017002174，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 2014 级口腔专
业 口 麻 班 学 生 梁 永 正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14021040082，声明作废。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3 届移动通
信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李春阳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08731201306003220，声明作废。

▲石家庄第二商业学校（现石家庄信息工程
职业学院）1999届经营管理专业二年制中专毕业
生赵东升毕业证书丢失，编号：99194，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 2015 级旅游管理与服务
教 育 专 业 学 生 李 铃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2014011057，声明作废。

▲河北工程大学2010届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田云飞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100761201005001731，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2016 级物理学 2 班学生耿炜昊学生证丢失，学
号：2016013713，声明作废。

▲河北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保定分校
1999 届服装设计专业三年制中专毕业生范学
敏毕业证书丢失，编号：998477，声明作废。

▲承德医学院 2016 届护理专业三年制专
科 毕 业 生 徐 文 哲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100931201606000046，声明作废。

▲河北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16 级机
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机械 166 班学生高天学
生证丢失，学号：160501603，声明作废。

▲泊头职业学院 2010 届幼教（音乐方向）
专业三年制中专毕业生刘文静毕业证书丢失，

编号：30820100709410100062，声明作废。
▲河北省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2012 届心理

咨询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李紫龙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36901201206000821，声明作废。

▲邯郸学院 2017 届化学专业四年制本科
毕 业 生 梁 征 报 到 证 丢 失 ，编 号 ：
201710103201230，声明作废。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 2012 届电视节目制
作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付雅坤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28851201206000017，声明作废。

▲唐山市公安局西山道治安分局民警刘晓
林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82425，声明作废。

▲河北理工大学 2008 届工程管理专业（成
人、业余）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年华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00815200806000664，声明作废。

▲华北理工大学轻工学院 2016 届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贾少可毕
业证书丢失，编号：134081201605002858，声
明作废。

▲河北省医学院（现河北医科大学）1995
届药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李明伟毕业证书
丢失，编号：P10089199501363，声明作废。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08 届临床医
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崔婧宇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37791200806001947，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2012 届法学专业四
年制本科毕业生刘文国学位证丢失，编号：
10007542012003741，声明作废。

▲邯郸学院 2014 届学前教育专业专科起
点二年制本科毕业生刘婵娟毕业证书丢失，编
号：101031201405001485，声明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 2006 届财务管理专业四
年制本科毕业生韦娜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18321200605004125，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 2010 届心理咨询专业三
年制专科毕业生李莎毕业证书丢失，编号：
100991201006000863，声明作废。

▲河北地质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学院 2017
届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生尹
晨越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0181007702283，
声明作废。

声 明

每到中秋时节，一轮明月从东方夜
幕冉冉升起，唐诗宋词中咏月的佳句便
自然吟出。伴随“明月几时有”的追问，
多少哲思和想象就会涌上心头，古人启
迪着今人，今人思念着古人。中国的传
统文化因诗人的月光之问而尤为深远，
不同历史时期的追问又打上了时代的烙
印，触及当代人的灵魂。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以祭月或赏月
为载体的月亮文化，中秋节亦可称之为
月亮节。月亮由升而落，复又落而升起；
由 缺 而 圆 ，复 又 圆 而 再 缺 ，既 美 丽 又
神秘。

儿时在外祖父家居住。中秋节时，
一张小地桌摆上月饼、葡萄、苹果、石榴，
给月亮仙子上供，民间称拜月。我少不
更事，月亮还未升起，就忍不住去摸那供
品，外祖父低声提醒，必须先上供，再和
哥哥、姐姐们一起吃。那是最初的月亮
文化的启蒙，也从那一次开始我懂得了

“分享”的原则，并牢记一生。不知从何
时起，过中秋节把拜月、祭月的文化习俗
省去了，只剩下整箱整盒地往家里搬月
饼、水果。月饼盒子的外包装越来越精
美，价格也愈发不菲，几百元、上千元的
都有；水果的品种也是应有尽有，北方

的、南方的，中国的、外国的⋯⋯物质空
前地丰富了，但中秋节的文化味反而淡
薄了，令人想起常常引为憾事。

月亮是中国诗词创作的永恒题材，
亘古如此。打开《唐诗三百首》，就会发
现许多诗人离不开写月，或者是他们的
诗章中离不开月亮元素。李白是写月的
高手，他的传世名篇《静夜思》，由童声诵
读，在民间的祭月大典上响起时，“床前
明月光”的诗句伴着羽衣霓裳的嫦娥奔
月，将观众瞬间带回盛唐时代。李白写
月诗何止一首。他的“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
明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等，都是
家喻户晓的佳句。

写月的诗人又何止李白，打开古人
的诗卷，咏月诗无处不在。张九龄“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杜甫“星垂平野
阔，月涌大江流”，孟浩然“风鸣两岸叶，
月照一孤舟”，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白居易“共看明月应
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等等，不胜
枚举。

诗人们赏月、咏月，激情满怀时还
要问月，于是便有了形形色色的月光之

问。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一问再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王
安石问月，则表达了只有自己才能体味
的投身改革的云水襟怀：“春风又绿江
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不止唐宋诗
人，楚国屈原写《天问》，亦包括问月：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还有的诗人在
抒发心中百般纠结之后，又发出“素心
何如天上月”的诘问与慨叹。问月让月
亮文化与人生、社会难解难分，或感怀
人生无常，或慨叹世道轮回；或参透天
地之化育，或体悟造化之永恒。兴衰际
遇，爱恨情仇，常常融入一代又一代诗
人奇思妙想般的月光之问中。

今人并未停止月光之问。在我心
中留下深深烙印的就是那首《蝶恋花·
答李淑一》，“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
出桂花酒”是伟人的对月问讯，也是时
代和人民的对月问讯。当年，我从高中
课本上学懂了这首词，又学会了词配曲
的咏唱。不管是歌曲还是戏曲、评弹，
旋律沉郁中突出昂扬，怀念而又追慕，
让后人对先烈的思念、敬仰升华为继承
遗志、弘扬事业的崇高情感。还记得在
中学的操场上，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我

低唱起“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
上重霄九⋯⋯”，眼前仿佛浮现杨开慧、
柳直荀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
年轻生命的革命先烈，他们没有死去，
而是化为清风，飘上九霄之外的月宫，
美丽的嫦娥起舞，桂树下的吴刚捧酒，
先烈们仿佛有了最好的归宿。而人民
的解放，祖国的繁荣富强，先烈们在月
宫皆有所见，还会喜极而泣，“泪飞顿
作倾盆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文艺演
出，常有大合唱《蝶恋花·答李淑一》，
每当演出结束时，同学们常常眼含热
泪，他们是用歌喉，更是用心来咏唱每
一句歌词。

转眼便是暮年，喜欢咏月诗却一如
青少年时代，而《蝶恋花·答李淑一》一直
在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且不同时期、
不同年龄总会产生新的理解和新的情
感。如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正是
当年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不懈追求吗？
中秋的圆月引起人们多少关于团圆、完
美、和谐的想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
时”，古老的诗篇必将在海内外华人心头
激起强烈的共鸣，而在这生机勃勃的新
时代，人们也必将诵读更为激情澎湃的
问月诗篇。

现代人对大街上随处
可见的监控探头已习以为
常，不出交通事故，很难看
得到警察，总觉得拥挤喧嚣
的城市大街上缺少了一种
润滑剂——那就是交警的
幽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
市里每个大一点的十字路口
都设有岗楼，警察在外面站
累了，可以坐到岗楼里面靠
高音喇叭指挥交通。当时，
我的工厂在北郊区，进城出
城要经过“金刚桥”，桥南就
是一个繁华的十字路口。那
时，大半个天津市的人，差不
多都知道“金刚桥”的交警有
意思。每次，我路过这座桥，
只要见到有热闹，一定会停
车看上一会儿。

有一回，一位农民骑着
一辆被称作“铁驴”的自行车
进城。这种车是用水管子焊
成，简单而笨重，没有挡泥板
和前后闸。过了“金刚桥”下
大坡的时候，那位农民便伸
出一只脚去踹前轱辘，完全
靠鞋底子和车带的摩擦减缓
车速。不想，他用力过猛，
把鞋掌给蹭了下来。大喇
叭里立刻传出交警的喊声：

“骑‘铁驴’的那位，回来！”
老乡赶忙从“铁驴”上跳下
来，艰难地将后架上驮着重
物的“铁驴”推到路边，紧张
地回头看岗楼，不知自己犯
了什么错儿。交警从岗楼
里探出身子，用手指指路口
中间的那块胶皮鞋掌，说：

“把你的闸皮捡起来。”
“哗⋯⋯”路边看热闹的

人发出一阵哄笑。那个年
代，大家精神紧张，生活枯
燥，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偏偏
又有的是时间，于是，就经常
站在路边“看戏”。警察就是
马路上的导演，大街上有戏
没戏就全看警察了。警察不
苟言笑、严谨整肃不足为奇，
能有幽默感就难能可贵了。
因此，“金刚桥”的警察名气
很大，人缘也格外好。

有一次，我还赶上了这
样一个精彩的场面：一个花
枝招展的女郎，骑着一辆漂
亮坤车，利用过桥下坡的冲
力闯红灯。“金刚桥”的老警
察在下面巡逻，岗楼里坐着
一个年轻的新警察，他一着
急，说了一句天津话：“这
货！”

在 天 津 ，称 一 个 人 是
“这货”，就是说她不是好
货，等于骂人。但他一着
急，忽略了眼前的大喇叭，
这两个字，通过扩音器传出
来，再加上周围楼房的回

音，满大街都
在喊：“这货，
这货⋯⋯”

时髦女郎
哪儿受得了，
在路口中间拐
了个大弧便冲
到岗楼底下，
尖 着 嗓 子 吼
道 ：“ 给 我 下
来！你说，什

么叫这货？在家里跟你姑跟
你妈跟你奶奶也这么说话
吗？”好家伙，在那个年代，敢
穿得如此花里胡哨在大街上
招摇，闯了红灯还敢这么横
的，可不多见。那位年轻的
警察果然被镇住了，一时不
知该如何应答。看热闹的人

“呼啦”都围上来，越聚越多，
跟着一块起哄：“对，问问他，
什么叫‘这货’。”那女郎的气
势也随之更张狂了，一定要
逼着年轻的警察解释清楚什
么叫“这货”。

这时候，“金刚桥”的老
警察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对
那女郎说：“你问什么叫‘这
祸 ’，是 吗 ？ 让 我 来 告 诉
你。”女郎仍旧气势汹汹：“你
说，今天你不给我说清楚，我
跟你们没完！”老警察依然不
紧不慢地说：“自行车相撞，
没有碰坏人，叫‘小祸’。机
动车相撞，人死车毁，叫‘大
祸’。你擅闯红灯，是险肇事
故，就叫‘这祸’——懂了
吗？”周围看热闹的人立即转
变立场，又跟着哄那个女郎
说：“对，她就是‘这货’。”女
郎被问得傻眼了，一时竟不知
如何还嘴⋯⋯老警察要过她
的自行车钥匙，让她回单位
开证明，并写出检查后再来
取车。

警察成天在大街上待
着，什么样的人都会碰上，
就得要能应付各色各样的
人，还要学会自己不生气。
想不到，二十多年后，我也
遭遇了一次警察的幽默。

有天清晨游泳回来，在
一个天天经过的街口，新竖
起 了 一 块 不 许 左 拐 的 牌
子。我没有在意就拐了过
去，随即被警察拦住。他没
有批评，也没有罚款，而是
拿出一面脏兮兮的小白旗
让我举着，等到再有拐错弯
儿的人，我把白旗交给他，
自己才能走。

我问他：“如果今天没有
再拐错的人了，难道让我在
这儿打一天小白旗吗？”他
说：“多受点教育有好处。”我
便试着对警察也幽默了一
下：“你这个白旗太脏了，像
油条铺的幌子，能不能罚我
带回去把它洗干净，明天早
晨，再给你送到这儿来。”

警察脸一变，呵斥道：
“严肃点儿，这么大岁数了，
别嘻嘻哈哈的。”就在这时
候，有个“倒霉蛋”风驰电掣
地朝着我们拐过来，警察伸
手拦住了他，我则笑嘻嘻地
将小白旗递了过去，说：“老
弟，有劳了。”

东晋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镇西
将军谢尚，镇守金陵牛渚。中秋之夜，他
泛舟牛渚江上赏月，听到一条船上有人
在咏诗。他驻听良久，大加赞赏，便邀来
叙谈，此人即是穷书生袁宏。

二人身份悬殊，却一见如故，吟诗畅
叙直至天明。袁宏得到谢尚的赞誉，从
此声名大振。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

“牛渚玩月”。
727 年秋天，李白途经金陵，在牛渚

饮酒赏月，听说此段佳话，遂作《夜泊牛
渚怀古》，感慨自己怀才不遇：“牛渚西江
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
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
帆席，枫叶落纷纷。”

中秋赏月活动早在晋朝就有了。殊
不知，中秋赏月是由“秋分祭月”而来。
秋分祭月是一种古老的祭祀礼仪，由于

秋分之日不一定碰巧赶上圆月，而“祭月
无圆月”则大为遗憾，后来，人们就将“祭
月节”由秋分调至中秋。随着历史的演
进，中秋除了祭月仪式外，还有游玩赏月
的风俗。

中秋赏月活动在唐代开始兴盛，其
内容也融入了唐朝开放包容、自由浪漫
的精神气质，演绎出更多的传奇故事，如
嫦娥奔月、吴刚伐桂与玉兔捣药等神话
传说活灵活现，使中秋文化充满瑰丽多
姿的色彩和浪漫迷人的魅力。

《太平广记》记载，唐玄宗中秋之夜
宫中赏月，梦游月宫，受启发创作《霓裳
羽衣曲》，曾风靡一时。白居易赞叹道：

“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唐
朝诗人王建曾在中秋之夜仰望明月，思
念亲人之情油然而生，写下诗句：“中庭
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

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意境凄美，
将别离思聚之情，表现得委婉动人。

开元十四年，李白中秋夜于金陵板
桥浦泛月独酌，回忆起谢朓这位才高命
蹇的前代诗人，作诗道：“独酌板桥浦，古
人谁可徵？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

到了宋朝，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
动已形成规模。《东京梦华录》对东京汴梁
赏月盛况描述道：“中秋夜，贵家结饰台
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
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
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宵。”

南唐后主李煜被囚禁在汴梁时，仍
念念不忘金陵的中秋之月，他在《虞美
人》中叹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
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
明中。”

明清时期，中秋赏月活动盛行不衰，

已与春节等节日齐名，成为一年中的重
要节日之一。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
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与舞火
龙等特殊风俗。《燕京岁时记》说：“每届
中秋，府弟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
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
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
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
节也。”

清人慧霖有《闰中秋玩月》诗曰：“禅
边风味客边愁，馈我清光又满楼。一月可
曾闲几日，百年难得闰中秋。菊花信待重
阳久，桂子香闻上界留。遮莫圆明似前
度，不知谁续广寒游。”把一个百年难遇的

“闰中秋”描绘得情景交融，绚丽多姿。
古往今来，人们祭月、赏月，寄托了

几许情思，抒发了多少情怀。中秋咏月
诗篇浩若烟海、汗牛充栋。苏轼在山东
密州的中秋之夜，望月思亲，想念弟弟子
由，发出了“明月几时有”的感慨，把人世
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对宇宙人生的丰富
联想与哲理思考，潇洒浪漫，堪称是中秋
赏月的佳作绝唱。

诗咏中秋 □郑学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