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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家·巴滑
! 朱延庆

小冉在省城一所大学的师范学院毕
业以后，经过考试录取，在家乡县城的实
验小学工作，今年 26岁了，到了谈婚论
嫁的年龄。邻居郝大妈喜欢当介绍人做
媒，她认为做媒成功是积德，于人好，于
己也好。郝大妈给小冉介绍了在县城另一所小学工
作的小侯老师，今年28岁。小冉说：小侯我认得，在
同一所大学上学，比我高两级，不过在校没有说过
话。听他同校工作的老师说，这人不大方，小气，有时
学校组织出外参观，发下的矿泉水、果汁、水果等，他
从来不吃，带回家孝敬他妈妈。郝大妈乘势说道：姑
娘啊，这样巴家的青年人哪儿去找啊，将来你同他结
合了，他一定会更好地关心你，照顾你，更巴家。他的
巴家是有传统的，他妈妈还住在老家农村，路上看到
一根树枝也要拾回家当柴烧。小冉听了郝大妈的一
席话，觉得有道理，答应与小侯正式见面相处，一年
后小冉、小侯结婚了，郝大妈很高兴，她又成全了一
对青年男女，又积德了。

“巴家”是江淮方言中的一个词语，是顾家、向着
家、念着家、家庭观念重的意思。“巴”的本意有粘结、
粘住、依附、贴近等意思，“巴家”是由其本意引申出
来的。

有人将“巴家”写成“扒家”，令人不解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每到五月下旬、六月

上旬要放忙假，老师带领学生到农村割
麦、插秧。某中学城市里出生的女程老师
最怕赤脚走泥泞路，一不小心会连续跌
几个跟头。她班上从农村来的学生会搀
着程老师走，并教程老师，在烂泥地上

走，十个脚趾头要紧紧贴近地上，抓住地上，一步一
个脚印，这样脚就巴滑了。程老师按照学生的说法慢
慢走起来，真的，脚也巴滑了。脚趾头因为紧紧贴近
地面、粘连着地面，所以走起路来也就不滑了。

新的球鞋、旅游鞋的鞋底齿纹多且深，巴滑。
江淮一带，“巴”的含义以及组成的词语还有其

独特的地方。
天冷，结冰，晚上小蒋做作业时手冻巴了。这个

“巴”是僵、麻木的意思。
“巴不能”“巴不得”是迫切盼望。
“眼巴巴”是急切地盼望着。
江淮高邮等地，有的人在高兴时或不高兴时会

情不自禁地说：他妈的个巴子。这里的“巴子”指女
阴，将女阴说成“巴子”，似乎隐晦了些，其实也并不
文明。

《汉语方言大词典》载，“巴子”的含义及用法，在
东北、冀鲁、中原等地的方言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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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宝雕塑作品《汪曾祺》欣赏
! 杨琴

今年7月，市赞化学校整体搬迁到新校
区，并将更名为“汪曾祺学校”，校园内新添
了一处景观———汪曾祺雕像，这是由高邮籍
雕塑家华龙宝先生创作的。

这座汪曾祺的雕像呈站姿，汪曾祺两鬓
霜白，饱经风霜，严峻的双目注视着远方，微
抿的嘴唇蕴含着坚毅和力量。他的左手拿着
一本厚厚的书，左臂搭着一件外套；右手插
在裤子的口袋里。他的双腿自然分开，与肩
同宽；脚踏实地，显得沉稳持重。整个雕像精
神饱满，书卷气浓郁，充满淡泊、旷达和通
透，展现出了“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的
形象。

华龙宝认为：人物雕像的创作，首先要
对人物做准确的定位。多年来，他怀着对汪
曾祺先生的敬仰之情，阅读了汪先生的各类
文学作品，观赏了汪先生各个时期的照片，
再加上自己对新旧时代的总结和思考，他感
到汪曾祺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中，
吸收了古典文学的诗性品格精华，继承了西
南联大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古典文学与民间
文艺的基础上发展了文学，他是汉语的卓越
代表者。因此他将汪曾祺先生定位于一个纯
粹善良的文人。

伫立于雕像面前，凝视着汪曾祺先生手
中的书，书名为《沈从文小说》，你会发现这
个细节非常精巧：它既点明了沈从文和汪曾
祺之间的师承关系以及汪曾祺先生对老师
一贯的尊崇，又表现了汪先生一生以书为伴
的生活状态，他爱书、读书、写书、评书、讲
学，笔耕不辍，作品甚丰。汪先生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小说《受戒》横空出世、引起轰动
的现象，表明了他到 80年代才把这枝 40
年代文学传统培育出来的“花”结成了“果”，
“晚”而能够“翠”，实属不多见啊！他认为文
学作品的语言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他坚持
人间送小温的创作观，体现了对生活的基本
态度。他认为文学语言应该表现文化意味、
社会属性和时代特征，并且具有诗意美、绘
画美、音乐美。他积极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打
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并将这种理念融
汇到他的创作中去，表现出鲜明的艺术个
性。他的文学创作独树一帜，是个很难归类
的独特的作家。他就是他，无法复制，这就是
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地位所在。

华龙宝认为汪曾
祺先生阅历丰富，他
历经新旧两个社会，
饱经沧桑，所以雕像
应该表现汪先生洞悉

世间沧桑的生动气韵。
汪曾祺先生的一生极不平凡：在西南联

大的岁月，战火四起，警报不断，他气定神
闲，镇静自如；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下放
到河北张家口农村劳动，他起猪圈、刨冻粪、
扛起 170斤重的粮食走 45度的高跳；后来
又被派往马铃薯研究站画画，他画各种马铃
薯的生长过程。即使到了北京进了京剧《沙
家浜》的创作班子，仍然是个“被控制使用”
的人，个人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汪曾祺先生在逆境面前采取了随遇而
安的生活态度，表现了不在乎、不屈服的坚
强性格。丰富的阅历，让他看遍了人间冷暖、
世态炎凉、官场风云，尝遍了酸甜苦辣、喜怒
哀乐、悲欢离合。“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
月梦中飞”。岁月，洗刷掉了一切不满和仇
恨、悲喜与苦乐，剩下的是一颗洞悉世间沧
桑的灵魂。

华龙宝认为，雕像应该表现汪曾祺先生
的丰富宽广的精神世界。

初看雕像时，觉得汪曾祺先生的左边有
点繁琐，“书”和“外套”可以去掉一个。但是
仔细琢磨才发现这不是道具的简单叠加，而
是雕塑家别有深意的巧妙构思。

原来这是一个精巧的细节：雕像左臂搭
着一件外套，表示天气热了脱衣服，搭在臂
上；天气冷了，衣服穿在身上。这暗喻了汪曾
祺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有人统计过汪
曾祺先生一生曾经在高邮、昆明、北京、张家
口、上海、江西生活过，这些生活是他文学创
作的源泉。雕像的“左手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左臂搭着一件外套”，让人想起了学习不仅
需“读万卷书”，还需“走万里路”。再来看看
雕像“右手插在裤子的口袋里”
这一细节，寓意汪曾祺先生性情
内敛、人情练达洒脱以及文化底
蕴的深不可测，还有许多的精彩
文章在其胸中尚未写出。“书”与
“外套”放在一边显得“繁”，“手
插口袋”显得“简”，一“繁”一

“简”形成对比，这又让人想起了
诗句：“生活不仅是眼前的苟且，
还需诗和远方。”此时此刻，你不
禁会为雕塑家别致的创意而会
心一笑、拍案叫绝。

闲话螃蟹
! 姚维儒

上班时与同有下乡插队经历
的陈先生，聊起了上世纪 70年代
的螃蟹为什么那么多的话题。

本地施益仁先生的文章《牛
筋草》也记述着这件事：“河里的
蟹，多得像马路上的行人……没见过近年到
处是蟹，河岸边、田埂上、芦苇荡、荒草田，多
有蟹洞。灌溉渠、垅沟、草粪塘，凡是有水的地
方，孩子们赤脚下水，用双手摸上一两个钟
头，一只只肥壮的大毛蟹，信手拈来……”

由于大队地处荒滩水荡地区，港汊河流众
多，十分利于螃蟹的生长。1974年大队决定成立
副业队，专职捕捉螃蟹，我也成了捉蟹队的成员。

捕捉螃蟹的方法很多，我们采用的是烟
索法。先将稻草绞成大碗口粗的大草索，可根
据河面斜行的宽度确定草索长度，一般百十
米左右。草索绞好后浸水泡湿，圈成底宽顶窄
的圆锥状，每天烧稻屑子反复烟熏，直至熏
黑。然后根据河面的宽度与水的流向，在河的
入口处将烟索斜行放置河底。由于当时的农
村大都用自然肥料，河床的淤泥都被罱得精
光，所以放置烟索并不困难。河浅的地方人下
去用脚踩实，水深的地方就用船篙衬着码实。
在河岸的一侧将多余的烟索圈成方形置于河
底，水的上游方向留个缺口，在水面上支个吊
罾子，并在草索拐角处的水面上点一盏马灯。
这样，捕捉螃蟹的准备工作就基本完成了。

螃蟹在河底行走遇到黑黑的烟索，通常不
敢贸然越过，而是顺着水流、贴着烟索爬行。螃
蟹性喜光亮，当它爬行至灯光处自然就落入渔
网内。“懒拉网来勤吊罾”，我们两三分钟吊一
次，一夜下来能收获螃蟹三四十斤，当时的市
价也就四毛钱左右一斤，大队每早派人将各个
点上的螃蟹集中起来卖到三垛水产站。

据说螃蟹和许多洄游鱼类一样，有着生
殖洄游的习性。为什么长江流域的螃蟹最多，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江口的蟹苗产量
大且比较稳定。长大了的螃蟹，每到了八九月

份交配产卵的季节，就规律性地
选择东西方向河流，自西向东，群
集顺水而下，目的地就是大海边
的漫流浅滩上，产卵繁殖后代，成
蟹随后死亡。人们就针对螃蟹的

这一规律性，在河道上设置烟索捕捉之。至于
烟索为什么成了螃蟹不可逾越的障碍，我至
今还不清楚其中的奥秘。

“九雌十雄”“九月团脐十月尖”，这是说
九月里雌蟹抱卵，蟹黄饱满，十月里雄蟹脂膏
丰腴，肉质嫩白，恰是捕捉的最佳时节，也是
吃蟹赏菊的最佳时节。团脐和尖脐，是蟹肚上
甲壳的形态，可以清楚地区分雌雄。螃蟹生命
周期一般为两年，一生要经过几次蜕皮或蜕
壳，每蜕一次重量就增加一次。螃蟹小的时候
呈黄色，一旦成熟就蜕变成深绿色了。

螃蟹以往在江河湖泊自然生长繁衍，后
来由于兴修水利，拦河筑坝，切断了螃蟹生殖
洄游路线，于是人们通过人工湖泊放养的手
段来增加螃蟹资源。

至于那个年代为什么螃蟹特别多，有国
家放养一说；那为什么后来又少了呢？不放养
了呗，也许与其打洞穴居危害水利工程有关。

捕捉螃蟹，也可用丝网或旋网。伢子们的
拿手好戏就是掏螃蟹洞。用铁丝弯成直角形
的钩子，看准洞内有螃蟹，伸进铁钩，超过螃
蟹的背部，转钩向下，兜住它的屁股，强行将
其拉出洞。也有放学途中看见螃蟹洞的，码准
了，将袖子卷起伸手直接到洞里去掏，尽管它
还在张螯舞爪，终究成了伢子们的囊中之物。

那时吃螃蟹，在农村是家常便饭。有些人
家，螃蟹吃多了还觉乏味，还嫌它戳嘴费事，
干脆将之煮熟，剥成净肉和蟹黄，与猪油一起
熬成蟹黄油，成为馈赠亲友的礼品。

时过境迁，到了上世纪 80年代末，螃蟹
出奇地贵了起来，最贵时一斤能卖到一百多
元。现在螃蟹的价格又回归到常态，一般平民
百姓都买得起。

新家
! 俞大农

丁山，不是山，是宜兴的一个地名，全
称丁蜀镇，简称丁山。中国陶文化发源地，
因盛产陶瓷闻名中外。丁山位于宜兴南部，
毗邻美丽的竹海公园、龙背山森林公园、善
卷洞、龙池山、大觉寺等旅游景点，依山傍
水，风光秀丽。丁山离宜兴 18公里，坐公交 15分
钟，它名义上是个镇，但它繁华、富饶的程度远远超
过我所在的苏中老家———高邮。

2009年 10月我因儿子到丁山工作而结缘于
此。单位租给儿子一套50多平方的老式商品房。一
楼，阴暗潮湿，通风透光差，设施简陋。丁山属丘陵地
带，公路有上下坡，行路颇为吃力。那时我们家还没
有买汽车，出门办事只能蹬自行车。要是上个街先在
小区转悠半天，出门穿马路，等好几个红绿灯，推着
车子一会儿骑一会走。折腾到家往往人仰马乏。对于
长期生活在出门就是菜场、商场、超市、医院的我来
说简直苦不堪言。

过了一年儿子工作试用期满，买房放在了议事
日程上。房址选在宜兴东部，那是一个新规划的现代
化中心城市。为了装修，我们夫妻俩起早贪黑，坐车
转车，东奔西走，忙碌劳累。冬天风刮得像刀子，夏天
天热得像蒸笼，两人忙得脚不沾地，乌黄黑瘦。有一
天，我实在困得睁不开眼，眼圈发黑，以为生病。老公
说：“你整天在家具店转悠，油漆过敏了。”

宜兴系苏杭邻里，地域上是中原文化与吴楚文

化的交汇地，方言较难懂。尽管曾虔诚地收
看《阳羡茶馆》学说宜兴话，但收效甚微。如
宜兴话讲聊聊天叫“得佬话”，讲小孩叫“小
佬”，讲我不知道叫“娃呒哉”，讲总是这样
叫“一总昂佬”。总之高邮话高、硬，宜兴话

轻、软。高邮话高声大嗓，宜兴话慵懒糯腔。有次我和
老公到丁山大统华超市购物，漂亮的营业员小姐柔
声问我：“妖带沸？”我不知何意，老公解释说：“人家
问你要不要购物袋。”我恍然大悟。看来在宜兴，非带
男翻译老公不可。

2017年元月儿子结婚成了家，我们告别丁山搬
到了宜兴。儿子工作单位响应宜兴市政府城市南移
的规划布局，于今年 6月乔迁新址，我们居住了 7
年的老房子也面临拆迁，据说那儿将新建一座供人
们休闲娱乐的漂亮、时尚公园。

我们现在的家位于新型城市中心，是商业、文
化、交通发达的大型商业圈，濒临得天独厚的东氿自
然风光带，有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美术馆、大剧
院、民间风情雕塑公园、市民中心等综合文化设施。
该地段集山水和文化交融的理念建筑而成，形成了
山在水中、城在水中、人在画中的旖旎景观。现在我
们家出门向南5分钟就到万达广场、八佰伴，向北就
是城东菜场、城东实小，向西就是大润发超市、中医
院。生活在山水兼备、日新月异、宜人、宜居、宜游的
陶都真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呀！

少游故里的井
! 秦一义

少游故里秦家垛，
有水井，秦家垛的前
身———武宁乡左厢里
也有水井。

秦 家 垛 向 西 约
400米，有处坟场，叫西厦。上世纪六
十年代，家乡人在西厦搞土地方整化，
挖到很多砖头、瓦屑、灰烬，还挖到一
只完好而精致的碗，更让人惊奇的是
还挖到两口砖井。这分明是座古村落
的遗存，不错，经专家考证，所谓西厦，
正是少游故里武宁乡左厢里遗址。这
考证，一下子惊动了学界。

观照地理位置，左厢里附近水资
源丰富，村西有条纵贯南北的三阳河，
村前有条东西走向的小河，勾连三阳
河。村人生活、养畜、灌园照理是不缺
水的，也许村人喜好打井，因为井水让
人秀气，给人才气！要不然，秦观诗词
为什么那么温润而婉约？为什么充满
了水汽？

左厢里的毁灭源于匪祸。劫匪将
左厢里作藏身窝点，抢劫三阳河上运
输船家，以致杀人越货，让船家遭灭顶
之灾的案例也是有的。地方官丁为拔
除窝点，放火烧村。村人只好向东迁
徙，在一个荒荡中挑土筑基，搭建茅
棚，繁衍生息，合村皆姓秦，叫作秦家
垛。村上人死了，就葬在原村落，那地
方，家乡人一直叫它西厦。

从烧村到建垛，还是明朝时候的
事儿，天地一瞬，人间六百年矣！

秦氏人家喜好打水井，后建的村
子秦家垛也不缺水井。健在老人说不
出有几口水井，也不知何人、何时开
凿，只知道有口井地处村东南，在一个
南北走向的巷口边。巷口向南，是村前
的河流，河流上有座横跨南北的木桥，

连接巷口。人们进村、
出村，都要经过那巷
口、那木桥。男女老少，
一有闲暇，或是走累
了，都愿意在街边的石

井栏上坐一坐。
这口井，打我记事起，就知道是口

废井，里面填满了泥土、杂物，但这口
井，却被村人说成是仙井。

仙在何处？因为村中一直有这样
一个传说。

村上人家凡有个大事小情的，需
要置办酒席、招待亲友，碗碟不够，不
是向左邻右舍去借，而是向这口水井
借。办事的头一天，去井边烧香磕拜，
说明借多少碗盘等餐具，餐具就从井
底慢慢上浮，保证满足数量，用后必须
洗净、如期如数归还，以后再借，才能
灵验。可惜到后来不灵了，因为有人家
不小心打了碗碟，或是爱小昧起几只，
不能如数归还，水井“仙气”跑了 。

我推想是这样的：起初有家人，有
意帮大家，悄悄置办一些餐具用吊桶
盛着沉入井底，有人家需要借用，将井
底的餐具悉数取回家，用后又如数放
回，这样，人家一次次地借用、一次次
地放回，借用的次数多了，总有粗心大
意遭损的时候，又不能及时添补，于是
越用越少，乃至归零。口口相传的话，
说着说着就玄乎了。当然，一口普通的
水井，有个美丽的传说也好，表达了人
们对家乡人杰地灵的美好愿望。

这口井现在受到一徐姓的人家保
护。该家老屋原在井边，后根据村中建
房规划翻建，东房间占进了水井地方。
该家为了保护遗产，不破坏老井，只是
将石井栏向下填埋，直至跟地面平行，
铺上地砖，看不出下面有口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