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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院子，几个人都好奇地端详
草屋。司机说：“靠，弄个草屋，不漏
啊？”

“这是故意整的，古朴嘛，还有特
点，好找。”林总说，“肯定不会漏，麦
秸葶下边肯定有油毛毡或是塑料薄
膜。”

进了草屋，正当门摆着一个实木
本色的旧八仙桌，八仙桌正中坐着一
个四五十岁的男子，他后边的墙上挂
着一个半人高的“易”字。此时，他正
手拿一本线装书给一个人文绉绉地
解卦辞。八仙桌两边还摆着两个长
条凳，一边坐着三四个人，都以虔诚
的目光看着算卦先生。

林总仰头一看，发现屋顶上铺着
石棉瓦，笑笑，小声说：“没想到还有
石棉瓦。”

屋内的木架全是方木，方梁、方
檩、方椽，显得简洁而稳定。看前边
还有好几个人，就让司机排队，他们
三人去门外抽烟。

高上说：“你看这车号，全是省直
厅局委的，看来有很多人需要指点迷
津啊。”

林总说：“其实就是寻找
精神安慰，我也是半信半疑，
你嫂子让我看看，就看看吧，

也算开开眼。”
等了近两个小时，终于轮到。林

总一坐在算卦先生面前，先生就说：
“八字就不用查了吧，肯定不错，你想
看看官运吧？用金钱课爻一下吧。”

先生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铜
圈，上边挂着三枚铜钱，他把铜钱从铜
圈上取下，递给林总，又说：“把铜钱捧
在手里，望空高举，心中默念所求之
事，然后把铜钱撒在桌上，连爻六次。”

林总接过铜钱，捂在手里，
按先生所嘱虔诚而为。他每撒
一次，先生就用笔在纸上画个符号，
六爻完毕，先生笑道：“此卦大吉。”

林总说：“请先生详细说说。”
先生便拿起那本发黄的线装书，

用手指蘸着唾沫翻到一处，念道：“晋
卦第三十五，火地晋，离上坤下 ，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
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
马蕃庶，昼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
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林总打断他说：“先生，你念这我
听不明白，你直接说吧。”

先生便停止念咏，说道：“锄地之
意利其苗，只有苗壮收成好；务必争
取众人信，人生运气才能好。这个卦
是异卦相叠，下坤上离。离为日，为
光明；坤为地。太阳高悬，普照大地，
大地卑顺，万物生长，光明磊落，柔进
上行，预示事业蒸蒸日上。”

先生又说：“根据卦辞，眼下，你
的事业处于不断上升的形势，发展不
会有太大的阻力，不要犹豫不决，更
忌优柔寡断，要做到败不馁，勇往直
前。注意耐心等待时机，积极地创造
条件，最终会有好的结果。”

连连 载载
“魏老师，您教我们写名

字吧！王、二、小，您教教我
咋写？”二小提了要求。

“老师，也教我们写名字吧！”
同学们纷纷要求着。

“好好好，一个一个教。就从王
二小同学开始。”魏翘转身来到黑板
前，在黑板上写了“王二小”三
字，用教鞭指着，大声教：“王、
二、小。”

孩子们嘴里学着，手却一起指
着二小，开心地喊着：“王二小！”

二小站起来，笑着说：“谢谢老
师！”

魏翘又写了“韩石梁”。
再教：“韩、石、梁。”
石梁很激动，大声重复过自己的

名字，学着二小的样子，也给老师鞠
躬。

很快，同学们都记下了自己的
名字。他们尖着屁股蹲下来，拿着
老师发的竹签在地上写起来。

魏翘说：“一人一溜儿，一起退
着写。”

同学们心领神会，一笔一画
地 在 山 路 上 写 字 ： 路 条 、 路 条、
路条……

歪歪扭扭的“路条”蜿蜒着，

从树下一直走进了村子。
大壮骑着马从村外驰来。

“大壮！大壮！”
“顾问！顾问！”孩子们喊着，

希望他能停下来。
大壮只打了一下手势，马不停

蹄地奔往村里。
“唉！”黑叹了口气，“下边该轮

到我骑马了……”
布袋说：“你不用叹气黑，下边

第一个就是你！”
大壮怕马累，昨天只让骑了四

个人——二小、精豆儿、水花和田
贵，石梁和布袋、黑都没有骑成。
不过，他们悄悄排好了名单，再有
机会第一个就是黑了。

情况越来越紧急，民兵们都被
调到别的村参加战斗了。孩子们相
约，

有情况就用口哨联络。“平安无
事就学喜鹊叫，喳喳喳喳，喳喳喳
喳。”

二小说过，吹响嘴里的树叶做
了个示范。

“有情况了咋办？”水花心细。
石梁说：“有情况了大声一吆

喝，不就知道了！”
同学们都感不妥：你知道了，

别人不也知道了吗？
黑说：“飞快跑去报告！”
这是个办法，可是耽误时间。
最后还是二小想的办法大家都

同意。二小说：“如果有情况，我们
还学喜鹊，这样吹，喳——喳喳喳
喳，喳——喳喳喳喳！”孩
子们一听就鼓掌，因为他
们都知道，这是在模仿喜
鹊的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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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林青黛（国画） 陈红

上周六上午，我同老伴一起上街
买菜，在大华农贸市场水产摊铺前，
见一花白头发大娘正在买鱼，她胳膊
上挎着一个椭圆形竹篮。笔者顿时
眼前一亮，这不是已消失三四十年的
菜篮子吗？

我与老伴忙上前与大娘拉话。
大娘也是个爽快人，自我介绍说，自
六七年前国家颁布限塑令之后，她就
携带竹篮上街购物买菜，时间一长也
就习惯了。我们见她菜篮里买了不
少菜：猪肉、鲫鱼、豆腐、凉皮、丝瓜、
茄子、豇豆及葱、姜等，除鱼、肉上套
有塑料袋之外，其余全是裸放在菜篮
里的。老伴问她家有几口人，怎么买
这么多菜？大娘笑呵呵地告诉我俩：
她孙子今年考上了名牌大学，亲戚朋
友前来祝贺，今天在她家吃午饭，所
以起了个大早上街买菜，菜篮里的菜
全是用来招待客人的。我俩自然也
要向大娘表示祝贺。随后我们与大
娘边走边聊，话题多与菜篮子有关。
她告诉我俩，用这种竹篮购物买菜，
比用塑料袋好得多：首先是清洁卫
生，没污染；其次是不易被挤压破
损。有些东西，如豆腐、鸡蛋装在塑
料袋里，稍不留意就被挤破压碎，而
装在菜篮里就省心多了；再者一些生

冷蔬菜散装在菜篮里透气性好，不易
变质腐烂，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更是
如此。还有，竹篮耐用且经济实惠，
购一个才七八块钱，便可使用两三
年，而且它装东西多，买个十斤八斤
菜，篮里还装不满哩。如果菜篮弄脏
了，用洗洁精洗洗，晾干后又可继续
使用，真是再方便实用不过了！听大
娘这样一讲，我和老伴也动了心，商
量回家后在储藏室里翻翻“老古董”，
看能否找出一两个以前使用过的竹
篮，让它们再出山发挥“余热”。

应该说，现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人
都不会忘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前，那时根本没有塑料袋，家家主妇
上街买菜购物，总少不了携带一个竹
篮子。每天早上七八点钟，无论在街
头巷尾，还是在乡间道上，总会见到
一些结伴而行的中老年主妇，手挎一
个样式各异的竹篮，说说笑笑地走进
市场。那时没有超市，居民日常生活
必需品多以零购为主，且货物分工比
较细，如米面油归粮油商店卖，猪牛
羊肉及鸡鸭禽蛋归食品商店卖，而酱
油、盐、醋、糖及烟、酒等又归副食品
商店卖，而且当时许多商品都是凭票
供应，想多买也不可能，一般一家人
一两天的生活用品，只需一个菜篮子

就全买回来了。
由于当时菜篮子与人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因而大家对它也特别有感
情，倍感亲切和温馨。后来这个词竟
被引申为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
柴米油盐酱醋茶及肉鱼禽蛋蔬菜等
副食品的总和，统称为“菜篮子工
程”，一直沿用至今，与“米袋子工程”
（粮食）并列，成为城市市长们必须抓
好的一项重要工作，足见那时“菜篮
子”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各地的菜篮子样式、大小与做
工各不相同，但最常见的有圆形的
椭圆形的方形的和长方形的几种，
以竹篾编制的居多，也有用柳条和
荆条编制成的;后来有了塑料，有些
心灵手巧的主妇便用各种颜色的塑
料带（绳）编成精巧的菜篮子（又称
花篮），除自家使用外，还送给要好
的亲友，以炫耀自己高超的编技。过
去农村人嫁闺女，母亲总要事先请
篾匠师傅编制两个十分精致的竹
篮，上加篮盖，女儿出嫁时，竹篮里
装着针线、手绢、毛巾、鞋袜及妇女
用品，再用篮盖盖得严严实实的，不
到婆家举行婚礼之后是不允许打开
篮盖的。这对竹篮日后便成了新媳
妇上街买菜购物时用的菜篮子。由

于它做工精巧美观，左邻右舍观看
后总要夸奖一番，新媳妇便感到无
比的自豪，认为这是娘家人给自己
增光添彩了，所以并不经常使用，以
至可以保管传承几十年上百年不
坏，由上辈人传到下辈人乃至下下
辈人，简直就是家传的宝贵“文物”。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科 技 的 进
步，自上个世纪 80年代以后，各种塑
料包装制品、特别是塑料袋的广泛
应用，人们买菜购物时都爱使用免费
的塑料袋，因为它方便轻巧，家庭主妇
上街时两手空空，回家时大包小袋各
种生活必需品全装在其中，于是千百
年来一代又一代人使用过的菜篮子光
荣“下岗”了，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消
失了，现在即使在农村也不易见到。不
过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塑料袋也
不例外，它既给人们带来了诸多方便，
但它所造成的“白色污染”也日益严
重，尤其是对人的身体所造成的“副
作用”更不可小视，如今各国的环保
人士都在大声疾呼加大限塑力度，减
少使用塑料制品，多多享受绿色低碳
生活。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那阔
别已久的菜篮子，或许会再次受到人
们的青睐，那挎着菜篮子上街买菜购
物的人们，也许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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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
她的魅力穿越千年时空，至今仍令
人倾倒。程千帆先生是当代文史大
家，他以深厚的文史修养，卓越的
艺术领悟力，徜徉于唐诗世界，为
我们开辟了一条可供学习的阅读唐
诗之美的道路。

《唐诗课》 一书汇录了程先生论
述唐诗的十多篇论文，大体可分为
四组：第一组是两篇讲演稿，带有
总结概述的特点，程先生的精彩观
点在这里有所反映。第二组是通论
性的文章，是程先生概括归纳“古
代文学的理论”的具体成果。第三

组是专题研究，这几篇文章都是以
作品分析为中心，有的旁涉到文学
发展史方面的大问题。这些文章也
很好地体现了程先生文艺学与文献
学结合的研究方法。第四组文章大
体算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的
成果。

他 的 这 些 文 章 ， 角 度 十 分 新
颖，如研究唐诗中的地理、方位的
虚与实问题，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
的一与多，《春江花月夜》 一诗的
理解与接受问题，等等，别开生
面，别有会心，且可读性非常强，
有一种历久弥新的魅力。

新书架

♣ 李 俊

回忆像坐在动感电影院看那一
场场老电影。岁月之手，把我拉回到
遥远的黑白时光。

40 多年前，我的童年是在豫西
南的一个丘陵小村度过的。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穿衣很简陋，有时近乎
凑合。我依稀记得，小学毕业那年的
夏天，我一邻居在县城工作的兄弟回
村省亲，我去与那城市来的孩子玩，
那孩子的父亲看我穿的寒酸，就许诺
送我一件夏衣穿。大致过了一周时
间，那家真托人从城里给我捎来一件
短裤，人家还带来话说，这件短裤是
他家的大孩子穿剩下的衣服，让我不
要嫌弃。当时，一个缺衣穿的农村孩
子，哪有什么嫌弃之念？我抚摸着那
条八成新的咖啡色短裤，心情亢奋而
又激动，因为无论如何我有了一件好
看能穿出门的衣服了。

那个夏天，是我童年时光里最快
乐的季节。秋天不知不觉很快就到
了，在母亲的几次催促下，我极不情
愿地换下了那条短裤。母亲把短裤
洗干净后，整齐地放到她的衣箱里。
衣箱是一只老式的土色实木卧箱，箱
体上斑驳不堪，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
物件。母亲的衣箱，没有上锁，因为
我们一家三口人的衣物也从没盛满

过它。那年那月，只要肚子不饿着，
穿衣不露着就很不错了。1978 年
秋，我考上了乡里的高中，母亲攒了
几年的钱为我做了一件的确良草绿
上衣，我一直很爱惜地穿着它，这件
上衣伴我读完了两年的高中课程，直
到我毕业后参军，才把那件草绿上衣
洗干净，放到母亲的木箱里。

1980 年 11月，我接到入伍通知
书，很快就领到了两套军装，有外套、
棉衣、衬衣、鞋帽袜子，一应俱全。我
当时才50多公斤，瘦小的身体套在宽
松的军装里，虽然不那么合身，但那种
温暖和自豪，已经令我心满意足。我
穿上整洁的军装，随着战友们踏上了
西去的运兵车，奔赴离家3000多公里
的西北边陲。

在部队四年，我经过努力从战士
考上了军校，提了干部，从基层连队

调到团师机关，生活条件步步提升。
部队每年分两次发放服装，春夏秋
冬，各有衣装。往往是旧的军装还没
穿完，新的军装又发放了，为了储存
军服，我订制了自己人生第一个小衣
箱，把反季节的军服装进衣箱里，并
上了一把安全锁。上世纪 90 年代
初，已到婚龄的我在驻地城市成了
家，部队给我分配了一套两居室的房
子，接到新房的钥匙，我和妻子到商
场先购买了一套衣柜。曾经折叠平
放的衣裤，用各色的衣架撑挂起来，
不再担心它们打折留痕了。望着泛
光的精美衣柜，我感觉一向平凡的生
活顿时多姿多彩起来。

20 年前，我携妻带子从部队转
业回到故乡。由于要托运行李，我们
除了衣物和几箱书，其他家具都没带
回来。刚回来工作，单位分配的过渡

房很小，除了购买必需的生活用品，
我把衣柜也列入了家具预算，毕竟先
得给衣服找一个稳定的家。近年来，
我们搬了两次家，住房条件有了进一
步改善。我家的衣柜由当初的一个
增加到两个，由两个增加到三个，除
了传统的可移动衣柜，还定做了整体
组合柜。每个衣柜形色不凡，柜内衣
装款式各异五彩纷呈，外套、裤子各
得其所，领带、袜子分门别类。以前
出门上街从不考虑穿什么，因为就那
么一两套衣服。现在外出，为穿什么
衣服而上下翻腾，左右忖度。两个人
的衣柜，竟占去了卧房最显眼最重要
的位置。被宠爱的衣柜们一言不发，
骄傲地独霸于各个居室，侧视着那些
新入厅的电脑电视智能清扫机和空
气净化器们。

往日的生活记忆在我思想的银
幕上一闪而过，唯独那些活着的有生
命力的衣柜，在我的心事中不断闪回
定格。

上周，我去参观儿子的新房，高
阔的欧式衣柜崭新地立在卧室里，叶
雕花图，赏心悦目。此刻，阳光透入
飘窗，衣柜折射出一束幸福的光芒，
熠熠生辉，溢满整个房间，照耀着一
代代的美好生活。

朝花夕拾

知味
百姓记事

♣ 徐德瑞

又见主妇挎菜篮

《唐诗课》：开辟一条阅读唐诗之美的道路

“柜花”香开幸福来

乡村之物，名字多源于颜
色、形状和材质。眉豆角，就极
像眉毛。

眉豆跟丝瓜一样，长着长
长 的 藤 蔓 和 众 多 卷 须 。有 了
身 段 和 脚 爪 ，眉 豆 就 不 愿 意
匍匐在地了。它借着墙壁、树
木 一 个 劲 儿 往 上 爬 ，一 直 爬
到 无 处 可 去 ，再 凌 空 垂 下 一
条 条 藤 蔓 ，在 风 里 悠 悠 然 飘
来荡去。母亲爱种眉豆，每年
春天，她都会在墙边、树下点
种二三十株。她说：“这眉豆
秧 挂 在 树 上 怪 好 看 的 ，就 像
你 小 时 候 ，攀 着 你 爸 爸 的 胳
膊打提溜儿……”

眉豆是个慢性子。当豇豆、
黄瓜、丝瓜一嘟噜一嘟噜熟了
好几茬，眉豆只是稀稀落落地
开几朵或紫或白的小花，没一
点儿着急的意思。等秋风凉凉
地吹来，一秧秧眉豆突然打个
激灵精神起来，三五天就一簇
簇开满了花，把墙头和树枝打
扮一新。

眉豆花且落且开，眉豆角
日日繁盛。一根根眉豆角从无
到有，昨天仿佛还是小姑娘的
细眉，今天就成了大男人的宽
眉，长得特别快。母亲搬来高脚
凳，从墙头摘下几把新长成的
眉豆角，择好切成细丝，或焯水
后凉拌，或掺着辣椒清炒，醇厚
新鲜的青味儿都很诱人。母亲
说：“你好吃眉豆，我才好种眉
豆呢。”

母亲哪里知道，我觉得眉
豆角不过是一道家常菜罢了。

秋风一天天凉下去，丝瓜
一 秧 秧 开 始 枯 黄 ，眉 豆 叶 子
却 更 加 鲜 灵 茂 盛 ，眉 豆 角 终
于 显 得 拥 挤 。村 子 里 的 很 多
人家，爱吃的、不爱吃的都种
眉 豆 ，谁 也 不 用 给 谁 送 来 让
去，我们家的眉豆角吃不完，
自然也没处送。

高处的眉豆角开始发白，
身子鼓起三五个疙瘩慢慢饱
满，浓重的绿色或紫色也渐渐
褪去。等眉豆角变干，母亲就
用带钩子的竹竿拽下来，装到
袋子里留作种子。我想，母亲
对那些眉豆角，一定颠来倒去
端详过很多次，记熟了它们的
长相。要不，每年端午节她绣
的豆角形香囊，咋跟真的眉豆
角一样呢！

下了霜，眉豆叶子才会枯
萎。那些长成和没长成的眉豆
角，一并收起装到塑料袋子里，
还可以吃上好几天。

十多年前，母亲随我一同
搬到了县城居住，回老家的次
数越来越少。春天，有时候母亲
会望着村子的方向自言自语：

“又该种眉豆了。眉豆好啊，多
子多福……”

去年秋天，我和母亲回了
一趟村子。站在十字街口，望着
墙边攀缘而上的眉豆秧，竟然
又有了想吃眉豆角的冲动。四
婶看出了我的心思，笑吟吟地
说：“你妈说你可好吃眉豆了，
快摘吧，谁家的也吃不完……
要不，去摘我家的吧？”

我一惊，生分似地连忙摆
手：“不了，不了。”

因为，我和母亲从我家墙
边走过的时候，我瞥见曾经爬
满眉豆秧的墙头光秃秃的：从
我们离开后，它一直都是这个
样子吧……

灯下漫笔

青海省海晏县祁连山下一片肥沃的草原，有
一个美丽的名字：金银滩。金银滩在上世纪40年
代初，发生过一个浪漫的故事：王洛宾在此邂逅了
一个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发现王洛宾灼热
的眼神盯着她时，用牧羊鞭轻轻打了他一鞭。这
一鞭一下子打出了王洛宾的灵感。几天后，一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创作完成，至今传唱不衰。

但是，金银滩并不总是美丽和浪漫的，只在每
年夏季的两三个月里，才能开出美丽的金鹿花和
银鹿花；其他时间则常常是被严寒笼罩、风暴覆
盖。当地人说金银滩一年只有两个季节，一个是
冬季，另一个是“大约在冬季”。金银滩海拔3100
米，“有空气没氧气”，所以很久以来，只有成群的牛
羊，并不适合人类居住，更不是旅游胜地。

1958年，一支神秘的队伍悄悄开进金银滩。
这些人顶着风沙，冒着严寒，在金银滩上搭帐篷，挖
深坑，盖厂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和生活。
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是干什么的，只知道金银滩
变成了矿区。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
罗布泊爆炸，没有人想到它与金银滩有什么关系；
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也没有人想到它与
金银滩有什么关系。直到1993年这些人搬离了金
银滩，人们才知道这里竟然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
研制基地！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国内数十名顶尖
科学家，数百名技术人员，数万名大学生和工作人
员，没有任何要求，不提任何条件，怀揣报国之志，义
无反顾地告别亲人，离别家乡，来到人迹罕至的金银
滩，过最艰苦的生活，做最危险的工作，引爆的却是
最震撼世界的声音。三十多年隐姓埋名，默默奉献，
无数人出发时青春焕发，归来时已经两鬓苍白！

如今，金银滩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当年在这
里创造奇迹的人却无影无踪，只有张爱萍将军题
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实验基地”纪念碑，高高耸
立在空阔的草原。放眼望去，草原上散落的凸出
地面的青丘，下面隐蔽的便是当年核武器研制工
作间和实验室。冷爆试验坑旁边钢铁铸就的观察
室外墙上，残留着试爆时落下的累累弹痕，默默见
证着当年的震撼与辉煌。

几十年过去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
依然在金银滩上飘荡；几十年过去了，“两弹”震撼
世界的巨响依然展示着国威。王洛宾的歌曲唱美
了金银滩，但金银滩最美的不是王洛宾的歌和牧
羊女的笑。金银滩最美的是为我们撑起脊梁的

“两弹”元勋们，是为我们创造“两弹”精神的所有工
作人员。他们在金银滩留下的大美、大爱、大功勋，
才是我们民族复兴真正的宝贵财富！

♣ 高玉成

大美金银滩

♣ 王留强

眉豆弯弯
♣ 石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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