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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掠影
!

陆地和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的首都。

今年1月，我有机会探访这座殖

民文化风情万种的古都。我是从

美国凤凰城夜航3个多小时到达

墨西哥城的。

在墨西哥城的市中心高楼公寓内，小住半月，

除饱览全貌外，还经常乘车游览一番。首先游玩的

是首都标志性建筑———独立纪念碑。这是1910年

为了纪念墨西哥独立100周年而建造的纪念碑。

这座36米高的纪念碑，十分雄伟，碑的周身人物

雕塑及碑体内部还真有点看头。那天恰逢星期日，

纪念碑的周围广场，道路十分拥挤。这条革命大道

上，有较多交警值勤，间隔封闭，汽车流、自行车流

轮番放行，跳舞的人群在道旁的树荫下“咚咚”跳

叫，相当狂野，十分喧闹。到了中午，品尝了韩国烧

烤，又驱车至殖民地建筑林立的市中心地区索洛

卡广场（即宪法广场），这是以大主教教堂为背景

的宪法广场，每天早晚，三军（海、陆、空）士兵多在

这里举行国旗升降仪式。广场对面，集中着大神

庙、国民宫等许多西班牙风格建筑。这里又是繁华

的商业区，颇似南京的夫子庙和上海的城隍庙。我

和家人很好奇地看了六七个印第安人当街狂舞，

两面大鼓敲起来震人心弦，舞者棕色皮肤，几近裸

体，腰间围着树叶状饰物，头上戴着五彩羽毛，高

高竖起，脚着响铃，一阵舞蹈过后，由两名印第安

女郎托盘向观者讨赏，一般给一两比索即可，不给

也行。在离舞者几十米远的地方，又见一印第安老

人，在给人治病，似有巫术，有火，有成堆草药，有

白粉，亦有病人，围观者众，且有浓重药味。我看了

几眼，不想久留，便去。

住所的一侧是加拿大使馆，在使馆不远处便

是俗称“小蛮腰博物馆”。墨西哥的教堂、博物馆很

多，这是一座由世界首富捐赠的博物馆，免费供人

参观，有10多层楼高，该建筑造型奇特，像个上下

宽中间细的大瓷瓶，没有窗户，馆内宽道螺旋上升

6层，成6个各具特色的大展厅，每个展厅藏品都

相当丰富，有玛雅文化出土文物，有中世纪风情

画，有金银制品，有各种质地的雕塑。名画与雕塑

裸体者较多。在馆内，浏览了藏品十之八九，费时

80分钟。其中值得一提的，人人皆知的镇馆之宝：

法国雕塑家罗丹的作品《思想者》，据说是全球惟

一的真品，余皆仿制。我在国内参观过故宫、南京

博物馆、西安博物馆和武汉博物馆。如拿“小蛮腰

博物馆”与故宫相比，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

与省级博物馆相较，可谓各有特色，且安检、安保

严格。

在墨西哥城，驱车50公里，

去参观了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城

市遗址：特奥蒂瓦坎。主要看了太

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门票每

张57比索（2比索约合1元人民币）。首先是看太

阳金字塔，建造这座大金字塔总共耗费了1万劳

动者10年的岁月，太阳金字塔十分雄伟壮观，台

阶十分狭窄陡峭，比泰山的紧十八盘还陡。“老莫

说少年”，当年的泰山、黄山，我是徒步爬上去的。

如今，年事已高的我，估摸能勉强爬上一两层，可

要下来其窘况可就惨了。人贵有自知之明，只得

就坐塔基高处，戴顶牛仔帽，静观成千的人们向

上艰难地攀登，家人们也只爬了一大层就返回

了。我遥看登上塔顶的人们，大致数了一遍，约

200人。“无限风光在顶峰”我是领略不到了。看过

太阳金字塔，向北走上几百米，便到了月亮金字

塔。这月亮金字塔的规模略小些，但也颇为壮观，

连接两塔的道路很宽广，有七八十米宽。两旁除

卖旅游纪念品的小贩怪叫声外，并无街市商店，

只有数百座一两丈高的屋基，一打听，原来这里

是神庙、教堂的遗址，庙堂尽毁，修整屋基，供人

观瞻。而这些巨大金字塔、神庙的建造者，正是被

称为特奥蒂瓦坎的人们。然而，他们从哪儿来，为

什么在8世纪前后神秘地消亡，至今仍是不解的

谜团。

在往返的路上，只是两旁起伏的山腰上覆盖

着一簇簇的贫民区，据说是有安全问题的，最好不

要去。而我所在的市中心区相对安全些。头戴大盖

帽、足穿高统靴的警察颇多。墨西哥

穷人多，当然富人也有的是，有炫富

者在别墅里养着狮虎为宠物呢，而

不是小户人家的小猫小狗了。贫富

差距在这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是如此

吧。

我的墨西哥城之行，确是浮光

掠影而已。但也稍稍领略：玛雅文明

的古代遗迹、西班牙的殖民地建筑

以及绿意盎然的自然保护区等各种

形态的世界遗产，在墨西哥协调共

存。实是让人感触良多。常言道：“机

不可失，时不再来”，对于有条件、有

机会的人来说，除了欧风美雨外，还

是值得一赴这段异国风情的历史与

文化之旅的。

小伢子
!

朱延庆

中国各地对小孩子的叫法

可谓多矣，据不完全的调查，就

有：小人、小囡、小佬、小把戏、细

大爷、细猴子、小大爷、小老爹、

娃娃、娃儿、细小的、小鬼等等。

镇江、扬州、杭州一带称孩子为小伢子，说

得快时，就说成xiá（霞）子。

，读 yā(鸦），《集韵》、《玉篇》：赤子

也。

牙子，读yá（牙），《集韵》：吴人称赤子

为 牙子。《玉篇》：吴人呼赤子曰牙子。至今镇

江人仍称小孩曰 牙子；泰州人也称小孩子

为 牙子，只是发音时鼻音化了。

妙龄女郎缪小姐结婚3个月，突然喜

欢吃酸东西，平时她是最怕吃酸的，她自己

也觉得奇怪了。丈夫小傅关心体贴有加，在

超市购物，凡是沾上酸味的食品都买了回

来。小缪吃下去却受不了，不时呕吐。有经

验的婆婆说：就怕是有喜了，害伢子了。

伢，说yá（牙），这个字本应当是“ ”

或“牙子”，写起来太麻烦了，《辞源》、《辞海》

均未收。大约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语言

文字学家就造了“伢”字，替代了“ ”牙子”。

镇江、泰州、扬州、高邮等地至今还保留

“伢”的读音和用法。

伢子就是小孩。大约在100年前，有人

称小孩时，前面又加上“小”或“细”，这样快

说时，就成了xiá（霞）子了。

字词连续合音的情况在江淮方言中还

不止于“小伢子”。

时老师讲课很注意与学生的

互动，一个新的论理讲解以后，又

举些实例说证，末尾常说：“对不

对”、“是不是”，或者反问“是啊”！

“是啊”连续合音时就成了“sha”，于是有人

就直接写成“沙”。

爷爷正在往锅里倒油准备炒菜，正在做

作业的小孙子大声喊他，要问他一个问题，

爷爷岂敢怠慢，连忙答道：“马上来，马上

来！”“马上来”三个字快读合音就成“mang

来”。“马上”的“马”之“m”“shang”取其韵母

“ang”，就成了“mang”（忙）了。

江淮一带，三四十岁的人还同小伢子在

一起玩游戏，于是人称其为“大xiá子”。有

六七十岁的爷爷童心未泯，喜同孙子一起玩

耍，人称其为“老xiá子”。“大xiá子”“老

xiá子”从语法的构词方式来看是讲不通

的，而人们都这么说，约定俗成，也就习以为

常了。

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有的可以扭转，

有的是不可逆转的。

在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中有一很重的理

念，就是要教育学生养成好习惯，好习惯可

以使人受益终生。什么是好习惯？有利于自

己和他人健康成长的习惯，就是好习惯。

三八节，与妻子分享快乐
!

王三宝

和许许多多的节日一样，三八节

从未引起我的注意和重视。可就在三

年前的这一天，我给妻子一个惊喜：送

她一束康乃馨。她非常惊讶地看着我，

然后是满脸的喜悦。她把这一束花放

在花瓶里，这个花瓶是我们二十多年前结婚时买

的，两头圆中间小，流线型的大红映衬白色的底子，

几十年岁月的磨练中，仍光亮如新，配上鲜活的康

乃馨，别有一番景致。上班下班我喜欢看一眼，心里

充满无限温暖。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给妻子送上

一束花，让生活如花一样常开常香。

今年的三八节又到了，除了送花，我想给妻子

增加不一样的情趣。早上上班给妻子发一个短信：

“送你一束康乃馨，温暖你我心，祝妻子节日快乐。”

妻子平时很少用价格高

的化妆品，除了搽脸的其

它什么都没有用过。她也

曾无意中对我说“某某

某”做生意那么忙，还忙

里偷闲搽眼霜，效果不

错，就是价格太贵。说者

无心，听者有意。三八节

前夕，我趁上城办事的当

儿，买一支眼霜放在包

里。三八节中午下班回

家，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收

到两条祝福短信。我说：

“还有一条是女儿发给你

的吧。”她笑了，我顺手把早准备好的眼霜放在她面

前。她一看既高兴又埋怨：“你真想得起来买呀，太

浪费了。”我知道她说这话时内心是甜蜜的。

这个妇女节我还有一个愿望：陪妻子去足疗。

这几年，孩子成家立业，我们肩上的担子轻了，应该

有心情去享受一下休闲的乐趣。我估计妻子可能不

同意。吃罢晚饭，同往常一样与她散步，不知不觉来

到小镇唯一的一家足疗店前。我停住脚步对她说：

“今天我想沾你的光，也让我的喜悦（前几天刚拿到

征文奖的奖金）和你分享，到足疗店去泡泡脚，轻松

轻松。”妻子起初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太奢侈了，但

经不住我的好言相劝，我们推开了足疗店的门。店

老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她得知我们因妇女节而

来时，更是打开了话匣子，一边服务一边对我妻子

说：“我多羡慕你呀，年纪轻轻的就享福了。老公对

你这么好，又这样疼你，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啊。”老

板这一番奉承的话，妻子听了脸上乐开了花，我的

心里也油然升起一种自豪和惬意。

走出足疗店，外面虽阴沉寒冷，但心里却温暖

如春，行走的脚步一下子轻松起来。我忽然觉得，幸

福和快乐不是金山银山、海誓山盟，而是一句真诚

的祝福，一份温馨的慰抚，一个平平常常能让你留

下美好回忆的生活情调。

一位老者话董潭
!

张纯玉

2012年12月27日晚，已进入冬季“一九”的天气，天空中飘着雪花,

东一片西一片落在我头上，渐渐化作雪水流在我脸上，模糊了视线。我骑

着电瓶车提前半个钟头到达城边某家饭店，参加初中时代一位同学父亲

八十大寿晚宴，经同桌的一位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董姓的长辈。

这位长辈已年过古稀，但精气神十足，见多识广，也很健谈。他告诉

我，他从小就随他爷爷走南闯北，大码头走过小码头靠过，后来因为母亲舍不得他长年在外奔波、

吃苦受累，就在镇上给他摆设了一个摊位，搞点小买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为了给家庭多带来

点收入，常年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我老家董潭是他天天必去的地方，因董潭自古以来自然条件

就好，人们对物质生活需求也多，一担货挑到头，不用半天工夫就卖个精光。

后来，临泽镇上招工，便把他分配到我们村供销合作社工作，接到通知后，他高兴极了，几夜

没有合上眼。几日后在家人的陪伴下，来我们村上班了，那年他已十九岁，一晃在我们村供销合作

社干了四年半。

话布口袋破了口儿，那位老者提起董潭越说越来神，我趁他点烟的工夫，才插了一句话，说明

了自己的身份。他听了激动地从席位上站了起来问道：“你是地地道道的董潭人吗？”“是啊。”“你

姓史还是姓朱？”“我姓张。”“姓张？”“董潭庄上姓张的不多啊。”“是的，我母亲姓史。”“你母亲

叫史什么？”“史才女。”“史才女就是你妈妈啊！”“是呀。”“这就难怪了，有其母必有其子！”“过

奖了！”“你妈妈是董潭庄上有名的热潮人、和事佬，方圆十几里地都晓得你妈妈的大名，她善做好

事、积德事。不瞒你说，我才到你们村工作不到一年，你妈妈背着我跟我单位领导了解我有没有相

对象，后来我才晓得，你妈妈真是个好人。”老者接着话茬说：“你们村是个大庄子，东西三条街，南

北五条巷，庄中心还有一条穿村而过的夹沟河。河的两边布满了做生意的摊位，非常热闹。庄中间

还有一座引人注目耸入云霄的瞭望台。晴天好日的站在瞭望台的最顶端，一眼就能看到兴化城。
你们村有九个生产小队，人口密集，要有三千人口之多，家家住的都是一式头的土坯茅草屋，户户

坐落在像似钓鱼岛的一块宝地上，四周环水，水下资源非常丰富，庄西边长着一眼看不到边的芦

苇荡，每年春夏交替季节，我和单位上几个同事，划着小木船到芦苇荡里悠闲，捉野鸟，拾鸟蛋。”

“你们庄上有位著名的老中医，大名叫史万庭，村里人都叫他老先生，中医水平不错，倒跟我

们临泽街上一位大名鼎鼎的张德勤老中医先生差不多，为人谦和，四乡

八里的人们都慕名而来，找他瞧病。这位老先生找了个倒插门的女婿也

是从医的，医术医德也小有名气。老先生姑娘在家开了个缝纫店，手艺在

庄上也是数得上的。我们单位有几个小姑娘每逢店里进一些上等的布料

回来，她们都撕上几块，请她量身定做，既合身收钱也不多，服务态度又

好，人们只要踏进她家的门，就没有做不成的生意。”

“你们庄上有位名叫史善茂的人，此人了不起啊。自幼双目失明，但记忆力超常，平时靠收听

有线广播，就能把当时七种样板戏里所有角色的唱词、念白一字一句不漏地，并按出场顺序背得

滚瓜烂熟。他不光会背，还会唱，他常跟着别人后面来我们供销社购买东西，大家请他来段京剧或

扬剧，他从来没有回过人的面子，张口就来。”

“你们庄上还有一位闻名全村、相传周围的老君子，那位老君子名叫史万林，家住你们庄西

头，育有一男三女，从事杀猪行业几十年，他从不赚黑心钱，服务态度又好，你要哪块肉他就给你

剁哪块肉，他卖出来的肉没有一次缺斤少两的，只有多给。开始我有点半信半疑，不少秤就已经不

错了，怎么还会多给，为了证实人们的传言，有几次我随单位厨师去他那里打肉，他都把剁好的肉

称得高高的，抬到你面前给你看，得到你认可了，再收你的钱，收完钱再用刀剁块骨头或小块肉作

铆子，白送给你，果真如此，名不虚传。后因他年纪大了，改行在家开了个万林小商店，听说有一次春

节前他在忙乱中多收邻村姓葛的人家二分钱，吃完晚饭，他手提马灯，跑了好几里地，问了好几家，

把多收的二分钱退还给了人家，让这一家人非常感动。在平时的经营中，别人家把从外地进回来的

散装白酒、酱油兑些白开水，抬高价卖出，可他同样

的商品不掺水，不加价，还低一两分钱卖出。”

随着与老者的交谈，我思绪万千。常言道，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与他的交流，我突然深深感觉到

董潭这样一个算不上大的地方却带给我无限的感

动与思念。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群人，才让我的生活

更为丰富，记忆更为丰满。

相思环
□ 陈仁存

小时候，奶奶跟我说：“人家要问你是哪

里的，你就说是相思环的。错不了。”我似懂非

懂地记着。当然也相信知道相思环的人一定

很多。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被人拐走，即使

迷了路也会有人把我送回家的。因为相思环

是一块护身的招牌。错不了。在我们里下河，乡下人向来

朴实、温良、友善。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常常跟着十岁的姐

姐到二十里外的外婆家。大人们很放心，因为他们相信

相思环的名字无人不晓 ，相思环的孩子也是没有人不

认识的。人与人之间是那么的互信。人爱给自己定位，

感觉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总是坚如磐石的，那怕是

很小很小的一块也足以让人骄傲一辈子。我家相思环

只是一个二十多户人家的小庄子，究竟有多

少人知道相思环呢？难以计数。相思很美，

再加上一个环字就更动听了。古人说：无一字

无来历。我出生的那个相思环，定然惹动过文

人的眼球，只不过被移花接木到别处去罢了。

我们的家乡戏扬剧《玉蜻蜓》、《双下山》，那情调仿佛就

是从庄子的那条河中流淌出来的。那是一条朝南朝北

连接外面世界的小河。河水清清，波浪撞击，似有淙淙之

声。小时候，我坐妈妈的划桨船上过高邮、上过三垛。庄

后有座尼姑庵，清静得不得了，就两位姑子，丛中和妙

珠，都长得很秀气、干净。跟我妈妈很要好。

天地万物都有他们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