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

长寿花，多么吉祥的花！我养有一盆。
夏天它长得还很旺势，可好景不长，因疏于养

护，生了虫子，叶片不停脱落，枝杈也慢慢萎缩了。但
有一枝还坚挺，泛着青色，残留几个叶片。我想，既然
花名“长寿”，生命哪能如此脆弱，轻易逝去？一定能
焕发青春。

于是，开始对它“辨证施治”。我找来烟蒂泡水淋
洒除虫，又将麕集的虫卵逐一灭掉，将花盆放在窗台外
侧，让孱弱的枝叶经夜露洗礼，纳自然精华。定期浇水，
耐心侍弄，又施点花肥，颓势得到遏止。几度阳光照拂，
几番月晖轻吻，枝杈上慢慢钻出嫩芽，一个又一个，释
放着新生命的信息。它在复苏中给人以希望。叶芽
由小到大，一片片，伸展腰肢，丰腴脸庞，绿意盎然，楚
楚动人。长寿花多舛的命运，缘于虫害，所以一旦发现
便“格杀勿论”。没了虫害又不缺水肥，绿叶便生生不
息，老枝旁生新条，不久又枝叶婆娑，青翠满盆了。

入冬后，霜露渐凉，我将长寿花移入室内。它的叶
片愈加肥厚、青碧、光亮，枝头也陆续蓄起朵朵花萼，数
了数，共有八枝。当窗外寒风呼啸，冰封大地时，长寿
花却悄然绽放了，朵朵红艳，簇簇粲然，每个枝头上都
有几十朵呢。花朵虽不硕大，但姿色娇俏，绚丽夺目，
像闪亮的火苗，在葱郁的绿叶衬托下如诗如画，令人陶
醉。“万花纷谢一时稀”，绿肥红艳的长寿花，张开朵朵
笑靥，为萧索的寒冬点染了春的气息，空气似乎也温暖
了许多，不仅养眼养心，驱赶了寂寞和寒意，也为生活
映现出一抹动人色彩。

群芳谱上说，长寿花原产南非马达加斯，别名寿
星花、假川莲、矮生伽蓝菜。喜温暖湿润，耐旱也耐
阴，但不耐寒，是多年生草本花卉，成低矮株丛，终年
翠绿。它不靠籽生，五六月间剪约5厘米长的带叶茎
段，插入花盆即可繁殖。它的花期长4个多月，且生
命力顽强，故名长寿花，是馈赠亲友和长辈的理想花
卉。长寿花有绯红、桃红、橙红、大红等色，我的这盆
是绯红的。都说花草有灵性，一经赋予它情感，就有

了爱的温度。再生的长寿花，长得如此葳蕤多姿，开
得如此美艳多情，大概是对我精心养护的一种回馈
吧，让我心生感动。

长寿花株形紧凑，叶片晶莹透亮，有花观花，无
花观叶，是布置厅堂、居室的理想花卉。我将这盆长
寿花置于南则窗下，让冬季的阳光尽量多给它一些
眷顾。辛翁有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说的是看山的心情；我时常走近这盆长寿花，观
赏遐思，心情怡然。倘花能解语，也会两看不厌吧？尽
管观花不语，却灵犀相通，它能抚慰我的心田呢。冰天
雪地的隆冬时节，居然有如此茁壮而顽强的鲜活生命，
且红艳撩人，恣肆绽放，让人感叹造化之神奇，心头不
由诵动起情感的涟漪，氤氲出阳春的和煦，浮躁的意
绪也就平顺下来。

长寿花的花语是“大吉大利、长命百岁”。送人
长寿花，自然是祈祝吉祥如意，健康长寿。我向几位
好友打了招呼，请他们来赏花，虽不如踏雪寻梅那般
富有野趣和诗情，但一样可以从如火如荼的花丛中，
撷取几许春光，留下美好情愫。花期过后，我会将花
枝分送他们扦插，让吉祥之花开在朋友家。分享的
人越多，幸福和喜悦越会成倍增加！

长寿花的再生，昭示着生命力的顽强。我只是
对它多了些关爱和呵护，它便“给点阳光就灿烂”，将
风姿绰约、娇俏动人的容貌充分展示了出来。“无意苦
争春，只把春来报”，在百卉敛息、蓄芳来年的岁暮腊
月，它绽放得火红绚烂而又无声无息，显示出与世无
争、默默奉献的品格。我以为，长寿花的形象，正如经
历了人生风雨、甘于平淡的老人，宠辱不惊，爱心不
減，仍在为家人为社会尽着绵薄之力。

“九死而不悔”的这盆长寿花，枝繁叶茂，红灼欲
燃，在迎春的喜庆中分外热烈，我会倍加珍视和爱
护。愿花常红人常好，天下老人都能如长寿花的吉
祥寓意，健康长寿。

花事一如人事，置之绝地而后生，故为之再生记。

龙年说龙
夏 吟

兔年过后是龙年，说起龙，人们并不陌
生，在我国民间，有许多关于龙的传说、故
事、雕塑和绘画，并有舞龙、玩龙灯、赛龙舟
等活动。只就舞龙而言，在我国已有2000多
年的历史。各地有不同的龙俗，玩法和舞蹈
造型的编排各具特色,千姿百态。有火龙、锣
龙、水龙、龙凤灯、高头龙、水火龙、威武火
龙、狮头斗珠、狮龙舞等。舞龙的花样也很
多，如“中原锣龙”、“中华龙魂”、“盛世飞
龙”、“龙腾狮喉”、“龙凤呈祥”、“黄河神龙”、

“朝歌双龙”、“鲤鱼跳龙门”等。在日常生活
中，到处都有龙的身影。以龙命名的事物更
多，如生产或生活工具有：龙门刨、龙门吊、
龙骨车、龙角车、水龙头、龙头拐杖。植物中
有：龙舌兰、龙舌草、龙脑树、龙涎香、龙须
草、龙须菜、龙血树、龙眼、龙爪槐。医药方
面有：龙胆草、龙胆紫、龙骨、龙葵、龙脑、地
龙、龙胆泻胆。动物有：龙睛鱼、龙虱、龙马、
龙虾。建筑有：龙脑桥、九龙壁、龙碑、九龙
碑。其他还有：龙王、龙宫、龙洞、龙门、龙
墩、龙头铡、龙凤胎、龙须面、龙井茶，乌龙
茶、龙凤钱、龙卷风、龙泉窖等。还有许多以
龙命名的景区、景点和地名，龙可谓无处不
在。“叶公好龙”的故事，《西游记》中海龙王
的故事，更是把龙描绘得活灵活现。

其实，龙是根本不存在的，科学考察告
诉我们，无论是中国或世界任何地方，无论
是古代、近代或地球历史的任何时代，从来
就没有龙这种动物。龙是我们的先民想象
并神化了的一种动物。相传在四五千前的
氏族社会，各氏族都有一种动物画像作为本
氏族的标志，样子画得很凶猛，借此威吓别
的氏族，大家供奉和崇拜它，这就叫“图
腾”。各氏族在生存斗争中，强者吞并了弱
者，为显示其统一的威力，就选取氏族图腾
中最厉害的部分，综合成一副凌驾于各种动
物之上的图像，作为自己新的图腾，龙的形
象，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山海经》、《礼记》等古籍中都提到过
龙。《本草纲目》“龙”条中，李时珍转述了东汉
人对龙的描写。说它是一种身体很长，有鳞，
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的神异动物。
人们把它视为瑞兽，视为神灵。不过，最初龙
的样子比较简单而粗糙，经过历代不断的艺
术加工，到了宋代，龙的造型才基本定型为现
代人心目中的龙的样子。

农家腊酒浑
莫景春

民俗

过年了，农家最缺不了的就是醇香的米
酒。

乡下人不知道什么茅台什么五粮液，装
上个金闪闪的盒子，花花绿绿的，很是花哨，
拎起来那么惹人注目。他们只知道最好的
酒就是用自家后山下那一口四季潺潺而流
的泉水酿的。原料就是自家地里长的玉米
田里长的稻子，最多是到圩上花上一两块钱
买的酒曲，混着酿，别的什么都不用加了，酿
出来的酒纯纯的，虽然不很透明，还略带一
种甘甜，入口绵绵不尽，回味无穷。

乡下人过年实际就是过酒。腊月十几
前，把过年用的柴草木炭都准备好了，连牛
过冬的稻草都堆得高高的，一家人便围在暖
融融的火塘边，把一年中没说的话一股脑儿
搬出来烤着。女人们便身后忙忙碌碌着，她
们在准备着过年最重要的东西——酿一坛
醇香米酒。如果没有一坛米酒，那年味就会
淡淡的，若有若无。在乡下，不管家里有没
有人能喝酒，男人或多或少，都会酿上满满
的一坛，尽情地摆在堂屋摆在厨房，让整个
屋子飘满醉人的芳香，路过的人不禁跷起大
拇指连连称赞这家收成好，日子红火。

精选上好的米，反反复复挑出虫啃坏
的，留下一律亮晶晶的颗粒；用山脚下那一
口清清的泉水清洗几遍，便放到蒸笼里慢慢
蒸着；熟了，那饭香飘满屋里，让人馋涎欲
滴，但这时候是不能动的，尤其是小朋友刚
玩回来那脏脏的手，是绝对不能碰的。不干
净的东西会败坏酒的清香的。女人们洗干
净手，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雪白的米饭铺到一
张干净的簸箩里，让它慢慢地冷下来，再灌
进一个早已备好的瓦坛里，撒进酒曲，便密
密地封上，呆上个五六天，让酒气忍不住溢
出来，使人远远地就能闻到，这时候便是开
酿的时候了。

架上一口大锅，中间立着个高高的蒸笼，
笼顶再放一个中等的锅，装满清澈的泉水。
灶里烧上微微的文火，让蒸汽慢慢飘起。蒸
笼接着个管子，随着蒸汽越来越浓，酒便慢慢
从管口涓涓流出，顿时屋里飘满了诱人的芳
香。

酒灌满了一坛，这屋里便整天飘着香香
的酒味了，年也就开始了。年前的腊月二十
八起，慢慢喝到正月十五，一天一小杯，暖暖
身子，一杯一杯地把年喝完。一个人就省着
喝一点，若是门前晃过一两个或熟悉或不熟
悉的身影，便乘着酒兴，大声招呼，叫他们过
来陪陪。若是客人很客气，有时候强拉硬
扯，非得喝上一两口不可。其实村里的人都
是这样的，谁家有酒，都会叫上左邻右居，大
家一起热闹。喝酒要有声音，才过瘾。不必
摆上什么菜，有一两碟花生米就够了，只要
大家尽兴，杯来盏往，叮当有声。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猜码的猜码的，
唱山歌的唱山歌，热闹声此起彼伏。酒香飘
出去了，歌声飘出去了，幸福就飘出去了。

酒就这样把热闹的年飘起来了。

春联也是原创好
沈华山

随笔

贴春联，迎新年，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红红的春
联，吉祥的文字，透着喜气、祝福、赞美、励志。

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学写春联。那时候，村子
里识字的人不多，能写出一手好字，写出一副副不带
重复的精彩对联的人更是稀缺。所以，每年写春联，
我那个在中学教语文的本家叔叔都忙得不可开交，
人们多日之前就约请了，可到了除夕还得排队等
待。爸妈为了锻炼我，鼓励我学习写对联。爸妈对
春联要求不高，只要是红纸黑字，没有错别字，成对
就行。我欣然接受任务。可是，9岁的孩子头脑里还
没有什么春联的储备，思来想去，最后我决定“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哦，对了！这两句话可是当时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的很时髦的斗争口号啊，就写它了。于是
我量了尺寸，裁了红纸，找来笔墨，准备下手。可是
在废纸上练过之后，才发现写对联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平时只有在抄写作文、练习中仿的时候才
用过毛笔，却都是些上不得春联的小楷。忽然要写
出碗口大的大字来，难度就如让二年级的小学生扩
写作文。于是，我找来尺子，按比例在春联上用铅
笔画了田字格，然后学着美术老师的做法，在田字
格里画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八个棱角分明的
美术字外壳，接着蘸上墨汁一笔笔把画好的字涂
满。这样一来，我人生中第一副由八个美术字组成
的对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写”好了。虽
然相当稚拙，但是爸妈却乐呵呵地哄我，从今以后，
我们家再也不用请人写对联了。

自此，我写了十多年的对联。每逢春节来临，还
会给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写上几副送去，因此赚了不
少人气。直至小弟弟在盐城中学获得毛笔书法比赛
一等奖之后，我写春联的工作才被他取代。有一年，
为了赚些生活补贴，我们还撰写了几百副春联拿到
市场去买，很快销售一空。我们不得不找来春联书
现场发挥，那场面是供不应求啊！这件事，给我们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

如今，我们已经许多年不写春联了。商家促
销送春联，银行吸储送春联，书法家朋友送春联
……春联作为一种小福利，我们已经收获许多，早已
积压成堆。免费的东西，不要白不要，要了，大都也
白要。呵呵，再说人家的春联写得那么好，遗弃浪费
纸张，也不环保，只好一年年贴上大门，自己也就赚
到不染笔墨之闲了。当然，书法家朋友亲手撰写的
春联，我们绝不丢弃，那是要好好收藏的。咱滨海可
是江苏唯一的全国书法县，全国楹联之乡啊，说不定
哪一天，这些书法家的真迹还能为子孙后代谋些福
利呢！

不写春联已多年，但是想起儿时第一次写春联
的喜悦，想起许多年前父母兄弟团聚在一起，推敲、
编写春联的温馨，一阵阵暖流就会涌上心头。所以，
从今年起，我决定再也不用那些千篇一律的免费春
联了。我们先原创几副，然后在QQ视频会议上，跟
远在他乡的兄弟们重温当年在一起探讨春联写作的
情景，好好商量后定夺，然后亲手写，写出自家的特
色，写出对春天的赞美，写出对生命的祝福。

《贝聿铭全集》
王天一

新书架

1983 年，当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
——贝聿铭被授予普利兹克奖时，评审团对这位
善用光线、空间和几何图形的大师的评价是：“他
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

《贝聿铭全集》是这一评语的最好见证，本书以他
最著名并广受赞誉的卢浮宫作为焦点，展示了贝
聿铭逾50年来一众卓越的雕塑感造型作品。

贝聿铭偏爱石材、混凝土、玻璃和钢的结合，
他将自己的现代建筑愿景以作品的形式散布全

球，远至卡塔尔、中国、卢森堡、日本和德国。同
时，波士顿的肯尼迪纪念图书馆和华盛顿特区的
国家美术馆等重要作品让他在美国国内也早已
家喻户晓。这本全集专注于贝聿铭本人最感兴
趣并直接负责的作品，以更好地展现大师的巨大
影响力。作为第一本研究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专
著，书中由菲利普·朱迪狄欧、珍妮特·亚当斯·斯
特朗和卡特·怀斯曼撰写的深度评论，将成为有
助于后人研究贝氏风格的珍宝。

古
韵
清
馨
（
油
画
）

吴
汉
东

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读书，先在东
京成城学校学习半年日语，正式入校前，
还要在日军第 3 师团第 6 联队当兵。联
队长冈村宁次，也是该校毕业生，后来当
了侵华日军总司令。解方到这个联队不
久，侵华日军制造了“济南惨案”，联队奉
调增援侵华日军。解方闻讯，这个一向
谦和、沉稳，甚至可谓深藏不露的人，怒
发冲冠，愤而离队，表示抗议。

蒋介石、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
等，看看这些中国现代史上的重量级人
物，就知道进入这所学校的人，在国内等
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前程。而校规也
好，军纪也罢，那是极严的，自不待言。
许多同学好友都为解方提心吊胆，捏着
把汗。

日本军方表面未动声色，但却牢牢
记住了这个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中国
学生，认为他有“反日倾向”。毕业考试，
解方本来名列第一，硬给降为第三名。
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这么狠

“九一八”事变后不
到两个月，日寇又策动了

“天津事变”。
这回不是“演习”，

日军开头也并未赤膊上
阵，而是让汉奸便衣队打
头阵。

根据 1901 年的“辛
丑条约”，日英法德意有
权在租界内驻扎军队，中
国军队只能驻在离市区
10公里以外，市内治安靠
警察和治安队维持。这
治安队刮地皮、抽大烟，
行贿走私，自然谈不上战
斗力。天津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张学铭上
任后，深感危急，邀请解方、贾陶、孙铭
九、黄冠南帮助整饬军备，以防不测。

解方等人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后
来被称为张学铭麾下的“四大金刚”。他
们大刀阔斧整顿治安队，淘汰兵痞、不法
分子和年老体弱者，招募一批年轻力壮
的青年，又从东北军中抽调有实战经验
的老兵充骨干，严格训练，同时注意搜集
情报，了解日军动态。

日寇豢养一些有奶便是娘的败类，
没军装，有武器，老百姓称之为“汉奸便
衣队”。“九一八”事变后，又从冀鲁豫招
募两千多这类东西，在日租界内进行训
练。同时给“在乡军人”（即复员军人）和
日本、朝鲜浪人发放武器，组织“义勇
队”。

11 月 8 日，解方接到密报，汉奸便
衣队晚上暴动，目标是市政府和公安
局。这天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曾结婚，张
学铭在“戈登堂”主持婚礼。解方立即找
来贾陶②、孙铭九③、黄冠南④和治安队

的3位大队长，决定下午5时起在日租界
周围戒严，防止敌人潜入华界里应外合，
打起来也使地方百姓少受战火祸害。

当晚10时半，海光寺日军兵营突然
响起警号声，汉奸便衣队随即从日租界
出动，兵分三路向市政府、公安局攻击，
占领一些警察所。解方从公安局赶到前
线，指挥1大队、3大队猛烈反击，战至拂
晓，将便衣队赶回日租界。

9 日 6 时 30 分，日军向公安局和特
二区三马路口发炮，便衣队在日军炮火
和装甲车掩护下，卷土重来。

解方不慌不忙，命令准备好手榴
弹，待敌进至 30来米时，一声令下，一齐
向敌群投去，机枪步枪随即刮风般射击，
敌人死伤惨重。如是反复，越打越顺手。

张学良当天就“天津事变”通电全
国，南京政府也向日本提出抗议。两天
后，天津双方开始谈判，谈谈打打，边打
边谈。

26 日又一次大打。日寇派人潜入
华界，里应外合，发动猛
攻，仍未讨到半点便宜。

白天打，晚上谈判；
晚上打，白天谈判。能操
英日两种语言的解方，就
真刀真枪、唇枪舌剑地轮
番上阵。如是打打谈谈
近一个月，日寇什么便宜
没得到，不得不罢手。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第 16 期毕业生，以天津
驻屯军高级参谋身份出
现在天津的沈阳日本特
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评
说“天津事变”时，说他有

两个“没想到”：没想到学生打老师打得
这么狠，没想到天津治安队能做这样的
抵抗。

解方闻知后，就传过话去：中国不
是印度、朝鲜，天津也不是北大营。

“老牌参谋长”
1941年解方到延安后，任军委情报

部 3 局局长，中央党校军事训练班秘书
长，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参谋长，东北人
民自治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辽北军
区副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12 兵团参谋长，后来又兼任 40 军第
一副军长。抗美援朝是志愿军参谋长，
之后是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军事学院副
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后勤学院
副院长。

从八路军到解放军，战争年代，解
方的任职，除了不多的副职，基本上就
是参谋长了。而他参与组织、指挥的
那些战斗、战役，有熟知内情的老人
说，一些仗打得好，就是解方的一个建
议，一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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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痖弦离开了生他养他的
那片大平原。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的
远隔，对那片大平原的记忆不仅没有淡
化、模糊乃至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清
晰，越来越真切。

痖弦说：“我生长在河南西南部的
大平原上，那里叫做南阳盆地。我从小没
看到过山，不晓得山是什么东西。有时候
一场大雨，把空气里的灰尘都清扫得很
干净时，远远的地平线上会有一抹蓝颜
色。小孩子就搬个小板凳，站在板凳上或
爬到树上大喊：‘看山啊！看山啊！’……
实际上，只不过看到一抹蓝颜色。”

痖弦专注的神态，立刻将我带入了
那美丽的意境。

“在我们那里，‘天晴三尺土，天雨
一锅粥。’”下雨时，大家就穿泥屐、披簑
衣，只有有钱人才带雨伞。

“下雪时天气酷寒，我们会把家里
的衣服统统都穿在身上，没有说是外面
罩一件皮大衣，里面穿一件单衣裳的，而
是把夏天的衣服不管单的夹的一层一层
的统统穿在身上，因为
没有那么多的冬衣嘛！
晚上睡觉，大棉被盖了
还不够暖，就把五六件
衣服套穿在一起的那个

‘衣服壳壳’搭在身上保
暖。孩子们时代，早晨我
们赖床不起来，妈妈便弄
了一堆火，然后把‘衣服
壳壳’拿到火上烤，烤完
以后帮我们穿上，好暖
和啊！

“那里的农民常常
是大棉袄一穿，战带一
系就走了。再买个大饼
塞到怀里贴肉放着，随时吃还是热的
哩！”

痖弦沉浸在童年的欢乐中。
“我们的游戏场就在高粱地里、玉

米田里，有时候带着狗去猎兔子。兔子在
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狗叫人喊，可热
闹哩！

“我们的风筝相当大，上面还带着
弓弦。放上去后，风吹弓弦嗡嗡叫，地面
上的人都听得到。我们还把鞭炮捆在风
筝的尾巴上，点着了让它在天上响，噼里
啪啦，高兴得大家直拍巴掌。

“我只要闭上眼睛，就能听到童年
时候的一片鸟声。家乡的鸟真多，每种鸟
都有土名，‘吃杯茶’、‘老鸹’、‘黄芦儿
’……而乡下的孩子没有下种鸟不认识
的。

“我小时候很野，常常整鸟、捉麻
雀。捉麻雀时，嘴巴不能张，因为麻雀
躲在土坯的墙缝里，如果你嘴张着看，
搞不好一条蛇就钻到你的喉咙里去了。
所以，我们总是绷着嘴、闭着眼来捉麻
雀。也有大孩子逮住乌鸦后，把乌鸦的
眼睛挖掉，再让它在天空飞。乡下孩子

野蛮得很。”
回忆家乡的四季，对痖弦来说，

是一种享受。
“春天来的时候，各种的花都开

了。每一种花、每一种草，我们都叫得
出名字，当然也是我们家乡的土名，像
什么‘狗尾巴草’啦，‘牛屎花’啦，

‘刺角芽’啦……有不少花草可以吃，
有的可以做草药，我们就到田里找这些
东西。

“夏天，在池塘里游泳是家常便饭。我
们那里游泳，没有什么蛙式、自由式，全是
狗爬式，家乡话叫‘打扑通’。夏天常常发
大水，从河的上游冲下许多东西来，我们
就到水里边去捡，有板凳、木椅、西瓜
……抢了以后就好宝贝。

“秋天秋高气爽，到野地里拢一堆
火烤毛豆吃，最愉快。

“冬天，我们则躲在草屋里，围着长
工讲故事。我们叫长工‘二大爷’、‘大叔
’，有些长工讲故事讲得可好啦，拿现在
的话讲，等于是个说唱艺术家、不识字的

作家。有时候二大爷在磨
坊里，我们就帮他拢上
火，请他讲故事。二大爷
就说了：‘哎！吸袋烟，把
心宽，肚里的故事往外
钻。’我们听了一个还要
求他再说一个，二大爷又
说了：‘哎！吸袋烟，喝口
茶，肚里的故事往外爬。
’”

“我们那时候哪里
有什么汉声百科、童话书
籍，统统都是从长工、佃
农、祖母那里得到的故
事，我们都是这些故事养

大的。”
提及祖母，痖弦的眼中就流露出无

限的深情。
“奶奶不仅会讲故事，还会唱很多

‘唱儿’。我们说奶奶唱个‘唱儿’吧！奶奶
就唱了：‘小白鸡，皮儿薄，杀俺不如杀个
鹅；鹅说，伸伸脖子长，杀俺不如杀个羊；
羊说，四只金蹄往前走，杀俺不如杀个
狗；狗说，夜晚看家嗓子哑，杀俺不如杀
个马；马说，备上鞍子人能骑，杀俺不如
杀个驴；驴说，一天磨了三斗麸，杀俺不
如杀个猪；猪说，一天吃你三升糠，一刀
下去见阎王。’

“因为猪一天到晚光会吃不会做
事，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就被杀掉了。
意思是人要努力，要有用处。

“下雨天，我们都躲在家里，有时
候雨下得太多了，一连阴雨好多天，奶
奶就用黄裱纸剪了一个拿扫把的纸人，
大概有巴掌那么大，挂在我们的屋檐
上。风一吹，那个小纸人和手里的扫把
就飘呀飘的，奶奶叫它‘扫天婆’。就
是那个扫把好像把天上的云扫走
了，让天晴的意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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