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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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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萍

盛夏，热。每天当太阳升

至我们头顶，我们似弱小的蜗

牛，迅速地将自己藏进装有空

调的壳里，在那一方天地里活

动。于是没了刺眼的日光在眼

前晃悠，没了知了在耳边聒噪，心中平静得如

一汪池水波澜不惊，任由时光悄然滑过。

每天好像就一眨眼，昏昏沉沉中，日光就

已偏斜，总爱在此时钻出壳外，来到我所爱的

晚饭花前。此时，晚饭花的叶子总耷拉着，但紫

色的小喇叭早在花枝上唱响。欢喜地瞧着这一

切，总想起小时候的此时，庭院的水泥地面被

我们用河水浇过，光着脚丫，感受着白天所留

下的暑气，痒痒的，选那积水处，使劲地跺几

脚，飞溅的水花伴着甜甜的笑声，院里的晚饭

花紫红着双唇，也像在给我们助兴。那时的暑

天，现在想想，满是快乐呀！沉静其中，唤来儿

子，分享我此时的感受。不曾想，我刚开了个

头，儿子瞅着我和眼前的晚饭花，嘟着小嘴巴，

甩开我的手，边走边嘀咕：“有啥好看的，热死

啦！”留下我，寂寞地蹲在花前。这时代，是进步

还是退步，再也不能让孩子去真切地体会四季

变化，收获每个季节里的快

乐。于是，暗下决心，晚饭后领

着儿子去触摸夏日的夜晚。

那天，当月上中天，我固

执地拉着儿子来到阳台。周围

没有人声，只有空调外机的轰鸣声。我让儿子

与我并排躺在凉床上，亦如小时候的我们。有

丝丝凉风不时从我们身上拂过，我问：“舒服

不？”儿子挪了一下身子，很不开心地说：“不舒

服。”我很是不悦，沉默了好一会儿。看着头顶

上的一轮明月，纤尘不染，于是给儿子讲《嫦娥

奔月》，讲《吴刚伐桂树》———儿子来了兴致，望

着月亮，不时给我的故事续上。我又像回到了

小时候，躺在月光下，听着二叔给我们讲故事，

只是故事在，人已远，一丝伤感不觉从心头滑

过。儿子见我不语，一下坐了起来，拉了拉我的

衣襟，像是哀求我一样：“妈妈，我们回家讲吧，

你听，到处是轰轰声响，挺怕人的。”摸了摸身

旁的儿子，也是，没了蝉鸣、蛙叫和萤火虫的舞

蹈，这夏夜，怎能回到从前？拉着儿子的手，落

寞在我的周围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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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

左手一瓶“张华酒”，右手

一瓶“刘伶醉”，我把一帮政客

抛在徐水县城，独自打车前往

遂城镇张华村。那的哥找话

说：“你是不是拜访刘伶去？”

我把“张华酒”当作喇叭“吹”了一会，然后

才说：“我来看看他和张华。”的哥说道：“他

们都很寂寞。”

车轮滚了一刻钟，就到目的地了，而

“张华酒”却已被我喝去大半。的哥手指村

南高约一米的土台：“那就是刘伶墓。”刘伶

墓为一单体墓，始建年代不详。据《徐水县

志》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安肃县

令谢昌言因公至遂城，访伯伦之遗迹，见孤

冢倒塌将为种麦之场。他推崇刘伶之为人，

故倡导地方为其封墓，又置酒德亭于是

处。”如今，石碑尚存，碑首线刻二龙戏珠纹

饰，正中楷书“万古流芳”；碑阳楷书“重修

刘伯伦墓新建酒德亭碑记”，可惜由于风雨

侵蚀，碑文已经漶漫难认了。原来的酒德亭

不知毁于什么年代，如今的亭子是新建的。

明代郑洛曾来吊刘伶墓，有诗为证：

高冢荒原问伯伦，风流旷达已沉沦。

何年自失乘车路，此地真埋荷锄人。

千岁夜台含酒富，几声山鸟送杯频。

起君欲共壶觞兴，异代萧条倍怆神。

（《吊刘伶墓》）

挥别的哥，我悠悠忽忽地跑到刘伶墓

前，席地而坐，开始品尝绵甘醇和的“刘伶

醉”。据谢昌言《刘伶墓碑记》记载：“伯伦生

于晋，本沛人也。志载其与张华善，访之而

卒于此地，遂葬焉。”

刘伶是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一，海

拔六尺，貌甚丑悴，沉默寡言，不善交游，以

酒闻名，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他

应对策，大谈“无为而化”的道理，晋武帝认

为无用，未加任用。

刘伶为人狂诞，土木形骸，不修边幅。

刘伶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令人拿着锄头

跟随，并对跟随的人说：“我死了便就地埋

我。”大有随时为酒献身的气魄！一日，刘伶

醉酒之后，脱得一丝不挂，在屋中手舞足

蹈。正好有友人瞧见，吓得不轻，问他：“你

这是怎么了?”刘伶流着哈喇子，边笑边答：

“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
人我禈中?”意思是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
把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进我裤裆呢?

由此可见，刘伶简直就是一个酒痞子，酒醉

之后，装疯卖傻，随心所欲，畅所欲言，见谁

说谁，所向无敌。还有一次，刘伶醉了和别

人争吵起来，那人十分气愤，捋起袖子准备

暴打刘伶。刘伶满脸从容，不慌不忙地说：

“我这如同鸡肋一样的身体实在是承受不

起你的拳头。”那人大笑而去。

出于对健康的考虑，刘伶

夫人多次劝丈夫戒酒，捐酒毁

器，涕泪相谏。于是乎，刘伶受

了感动，答应戒酒，并提出：为

慎重起见，须举行一个戒酒仪式向神起誓；

既然是仪式，必定少不得酒肉。夫人见丈夫

真的下了决心，自然喜出望外，将酒供在神

前，请刘伶祝誓。且听这位酒人的“戒酒

词”：“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

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紧接着，便饮

酒吃肉。誓词言犹在耳，誓者偃然已醉。不

难想见，面对着神龛下酩酊的丈夫，刘伶夫

人心中的恼怒与脸上的无奈。打着“戒酒”

的幌子纵酒，将一场戒酒仪式，弄成一次酣

畅的盛宴———这种“馊主意”，大约只有刘

伶这样的酒人才想得出来。这便是刘伶的

怪：机智，却深藏着狡谲；荒诞，偏有些幽

默。

刘伶为何如此嗜酒如命呢?在他所遗

留下的《酒德颂》中有隐晦的表现。文中所

写的“大人先生”虽出假托，实际上是刘伶

本人的化身。这位“大人先生”的饮酒醉态

活脱脱是魏晋名士纵酒任诞的狂态。之所

以要这样狂放，一方面是由于魏晋时期，尤

其是正始时期，仕途十分险恶，统治集团的

斗争异常残酷，名士少有全身者，他们不能

不佯狂纵酒以免祸。

另一方面，从汉末到魏晋，整个时代精

神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整体倾向而言，士大

夫们对现实的态度由“入世”进取，转为“去

世”逃避，由对功名、道德等外在之物的肯

定，转为对内在自我人格、自我精神的肯

定，转为追求逍遥抱一的精神陶醉。与这种

变化了的人生价值观相适应，理想人格美

也发生了变化。饮酒放诞、洒脱不羁成为了

这种全新的时代精神的象征。刘伶嗜酒当

属此类。

曹操爱喝“杜康酒”，刘伶却好“张华

酒”。刘伶不满朝廷的专权横暴，便千里迢

迢来到遂城，拜访张华。张华以自酿酒款

待，刘伶饮后大加赞赏。据《徐水县志》记

载，刘伶当年常“借杯中之醇醪，浇胸之块

垒”，并乘兴作诗。他在《酒德颂》中写道：

“捧瓮承槽，衔杯漱醪，饮此美酒，无思无

虎，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

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太行之形，不觉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传说，刘伶“止则

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
其余”，后以寿终。

想到这里，我把剩下的“张华酒”留给

刘伶，然后带着“刘伶醉”去拜谒张华墓

……

做一回纯粹的高邮人
———读倪文才《高邮传统文化概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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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科峰

真的很感谢倪文才先生为我们奉献了这么一部

新著———《高邮传统文化概论》！

我16岁从宝应来邮求学，每每车过子婴，便能

看见一条大标语———历史文化名城高邮欢迎您，每

次都能隐约感觉到高邮这座城市的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但是苦于种种原因，一直对高邮文化知之甚少，

及至读了此书，方才觉得以前对高邮文化的认知是零

碎散漫、不着边际的，此番系统的阅读，让我重新审视

了高邮文化，并将认知提升了一个高度。此书系统地

从宏观上总结和概括了高邮的传统文化特点，从运河

文化、邮驿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建筑、教育、习

俗等方面进行了详实的叙述和分析，是一部全面介绍

和宣传高邮传统文化的专著，可算得上解读高邮文化

的“小百科”。

一本书，一扇窗。书中，不少地方弥补了我对高

邮文化认知的肤浅与不足。这里也不怕读者笑话，略

提一二。记得在高邮师范做学生的时候就曾游览过

文游台，庭中草地上卧着一只镇水铁牛，形象逼真，

遗憾的是有些残缺：牛角没了，牛身断裂，牛腹一侧

有个碗口大的洞。当时不明所以，只是简单地归结为

“文革”时的毁坏，因为那时有太多的文物被“破四

旧”破坏了的。直到现在才明白其中的典故：抗战时

期，日寇侵占高邮，听说铁牛肚子里藏有金心银胆，

顿起贪心，用小钢炮轰击铁牛的肚子，但什么也没找

到，所以铁牛肚子的一侧留下了个碗口大的洞。这样

一来，铁牛的残缺便赋予了更多的历史底蕴，让人缅

想追思，便油然想再去观瞻一番。

再如，我们常见的那些放在门前避邪纳吉的石

狮，书中竟叙述得妙趣横生：“看门的石狮子

的摆放是有规矩的。一般来说，都是一雄一

雌，成双成对，左雄右雌，符合中国传统的男

左女右的阴阳哲学。”“且民间有歌谣：摸摸石

狮头，一生不用愁；摸摸石狮背，好活一辈辈；

摸摸石狮嘴，夫妻不吵嘴；摸摸石狮腚，永远

不生病；从头摸到尾，财源广进如流水。”啊呀呀，多

美的歌谣多美的愿望！看来，下次可要带着妻儿去摸

摸石狮子呢。早知如此，几年前何必大老远地跑到北

京城里去摸那貔貅的屁股。

其他如《二十四孝》孝子之一的朱寿昌竟是高邮

人，我却不知；泰山庙为何名曰“泰山”，我也不详；盂

城驿驿卒的艰辛，我更未闻……细想来，对于我的第

二家乡的文化，我未知的东西实在太多。观此书，我

欣慰自己没有闭耳塞听，眼前的家乡仿佛又添了几

分魅力。

这是一本可以馆藏的书。高邮文化一脉传承，

历久弥新。追溯既往，高邮文化、地域风情孕育了

秦少游、王磐、汪曾祺这样的古今大家，而汪氏作

品更是将高邮的传统文化气息带出了里下河，带

给了全国读者。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汪迷”追根溯

源，探访汪氏故里。汪氏作品经久不衰，究其原因，

乃在于高邮独特的乡土风情，更在于作品中渗透

的“根”的文化意识。文化需要传承，文化建设更需

要有推手。

我常想，撇开胆识才学不说，一个政府官员，单

是肯静下心来做点学问，即今也是很难得的，凭此一

点就让人心生许多敬意。若非出于对本土文化的热

爱，若非出于对家乡的赤子之情，安得如此？我祈愿

有更多的高邮人读到此书，从而更加知高邮，爱高

邮；我更相信此书将会随着高邮的发展而得以久传。

一书在手，神游今古，仿佛做了一回纯粹的高邮

人，底气顿足。

母亲的良苦用心
□ 张纯玉

每逢吃到清香可口的粽子时，

我就想起童年时一桩难忘的事。

我是七岁开学的，进学校门头

几天，母亲为我做了精心准备，缝了

一只蓝色布料背带书包，书包外绣

了五颗大小不同的五角星，它象征着要我好好念书，

快快长大，将来要成为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书包里

放了一支新铅笔和套在芦苇杆里的小半截铅笔头，

还有哥哥送给我的小半块橡皮擦。母亲听村里有学

问的人说，孩子头一次进学校门，一定要吃粽子，粽

子粽子，就是将来中举之意。

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盼我读书将来有个好前

程，在村里跑了好多家也没有寻到裹粽子的粽箬。后

经多方打听，跑到几里外中华大队一户人家，花了两

分钱买了两小把已晒干的粽箬回家，母亲将它浸泡

在水里，从家里黄壶里取出仅剩不足半斤糯米，又从

米缸里量些粳米与糯米搅拌在一起，勉强裹了十个

粽子。

开学当日，母亲让我吃了一个，又给我

新书包里放了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还没有

剥开的粽子。母亲在送我去上学的路上说

道：“乖乖，妈妈该做的关目三都做了，为了

你学习多吃字，多学文化，烧过香，拜过佛，

也为你裹了粽子，日后有没有出息就看你

了，妈妈把你送进门，修行靠个人。”后来

我才慢慢感觉到母亲的良苦用心所在，开

学吃粽子是希望我将来中举，有出息，出人

头地，成为有学问之人。

时过数日，全家人在一起吃晚

饭，母亲为了勉励我们好好学习，便

讲述了父亲因没有文化在临泽街上

碰到的一则笑话。有一年秋天，她和

父亲乘人家顺便船到临泽街上去卖

几捆芦苇料材，事情办完，父亲想在街上找个地方方

便一下，经多方打听，找到了一处公厕，因父亲斗大

的字不识一个，他站在公厕门外中间处直发愣，左瞧

瞧右看看，到底哪是男厕哪是女厕，两边都是门，门

外各写了一个字，就不知从哪边进，等了好大一会工

夫，才看到一位妇女端着马桶进了右门，父亲怕丢面

子，不好意思问那位妇女，心想这边可能是男厕所，

父亲还是怀怀疑疑的，但又不敢进去，好不容易等到

一位老者，父亲才跟着他进去方便。那位老者来得真

是时候，要不就出大纰漏了。父亲就是吃了没有文化

的苦头。这是母亲在因势利导我要学好文化。

我们兄妹几人凡进入新的学期，凡逢考试前，母

亲都为我们裹上清香浓浓的粽子，特别是我从小学

一年级到高中毕业从未间断过。她这种做法一直延

伸到我当兵离家那一天。母亲乘我不备，悄悄地往我

黄挎包里塞了六个热乎乎的纯糯米粽子。在西去的

列车上，我拿出来准备品尝，被带我们新兵的老兵班

长看到了。老班长祖籍也是南方人，因他父母支援大

西北，后就在当地落户立业了，但他们家对老家一些

传统的习俗仍保持至今。他让我递给他一个粽子尝

尝，吃完他便问道：“你们老家也信这个？”我说：“是

的，吃粽子就是图个吉利，图个安详，全天下的父母

都是这样的良苦用心”。

学跳广场舞
!

胡志新

佳和桥下有一条优美精致

的水街，白天它是安静的，到了

夜幕降临，这条水街可就热闹

了起来。有散步的，有遛狗的，

有打太极拳的，而最热闹的就

是广场舞了。

退休了，晚上闲来没事，一不小心就加入了

其中。你别说，那舞看起来简单，要真跳起来就

不如想象了。那动作，那步伐，要跟着那音乐的

节拍走，随着那旋律翩翩起舞。最了不起的要数

那领舞的了。我们叫她周导。周导，50多岁，她窈

窕的身材，白白的皮肤，小小的嘴，亮亮的眼睛

闪着睿智的光；她不但舞姿优美，人也是好得绝

对。每天她都带着白天准备好了的音响，早早地

来到水街，插好电源，不紧不慢地做着准备。一

到七点，音乐准时响起。她在前面领舞，每个动

作都很到位，绝不敷衍。大家跟着她的舞步，跳

着自己的动作；我呢？也桀桀纣纣地混入其中。

每隔一段时间，周导就会教大家一支新舞，

她教得很认真，她教得很累；但她教得不厌其

烦，她教得快快乐乐。在这个广场上，年龄最大

的70多岁，最小的也有四十岁了，她们有的是

教师，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工

人，有的是营业员，不管他们来

自于哪里，也不管她们是什么

职业，她们有一个共同的职

称———家庭主妇。

周导带领这支团队已经两三年了，不仅仅

是附近的人跟着她跳，就连高沙园、新世纪小

区,还有其它远地方的也都慕名而来。这是一支

团结的队伍，这是一支快乐的队伍！ 在跳舞

的间隙有人跟我说;“自从跳了广场舞，浑身的

病都跳没了。”说着她又指指边上的那个瘦瘦

的：“她也是在床上躺了十几年，跳了广场舞，神

气活现了。”难怪她们这么用心，这么乐此不疲！

在水街，我学会的第一个广场舞是《浪漫的

草原》，悠扬的马头琴声伴随着那优美的旋律，

再加上那舒展的动作，你仿佛就置身于美丽的

大草原，看着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

儿跑；看着那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浪漫景色，能不

陶醉？！你想不跳都不可能;因为喜爱这首歌，因

为喜爱这支舞，所以只跟着跳了两遍就会了。

在水街，我最喜欢的一支广场舞是《芦花

美》，那是很抒情的一首歌，周导跳起来又是那

么的潇洒，动作柔美又大方。我特意退到队伍

的最后一排，纵观整个广场上，舞伴们大都穿

着鲜艳的服装，花枝招展，随着那“芦花白，芦

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

追……”这一刻，展现在我眼前的岂止是朵朵

芦花？分明是满园蝴蝶在广场上飞！又快到7

点了，听说今天周导要教新舞，是凤凰传奇的

《自由飞翔》。这歌有激情，节奏感很强，这会儿

我又来了兴致；快快地穿上舞鞋，急急地边走

边哼着向广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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