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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飞看着姜山：“这样的
一道菜，你现在能做得出吗？”

姜山沉默半晌，终究还是摇
了摇头：“我做不出，我输了！”

尾声
沈飞曾在“片石山房”外

点过姜山，但对方却没能领悟。
这并不是因为姜山的悟性

不够。要真正达到最高的境界，
光有悟性是不行的，你还必须去
经历很多事情。

所 以 ， 姜 山 最 终 还 是 败
了，他还没有尽览险绝，又怎么
能够复归平正呢？

至少他还不
可 能 像 沈 飞 一
样，在街头给别
人炸臭豆腐。

那一场风波
结束之后，一切
似乎都没有改变。

“ 烟 花 三
月”的牌匾，仍
然 挂 在 “ 一 笑
天”的大堂中。

姜山和徐丽
婕 去 了 火 车 站 ，
晚上会有一辆开
往北京的火车。

最高兴的是沈飞，他又可
以摆摊炸自己的臭豆腐了，而且
他的生意，似乎比以前更好。

不过当他晚上收摊回到酒楼
时，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凌永生本来愁眉苦脸地站
在门口，一见到他，立刻像看到
了救星一般：“飞哥，你可算回
来了。店里的客人早就等不及
了！”说着，他递过厚厚的一叠
下菜单，“这些都点名要吃你这
个天下第一名厨做的天下第一名
菜‘烟花三月’。”

沈飞挠挠脑袋，无可奈何
地苦笑起来。

沈飞一口气做了 26 份“烟
花三月”，当最后一份做完的时
候，他终于可以伸个懒腰，懒懒

地问道：“小凌子，现在该让我
休息一会儿了吧？”

凌永生却苦着脸，看起来比
刚才还要烦恼：“飞哥，外面有个
客人，非得让你亲自端菜过去。”

“什么？”沈飞几乎要跳了
起来，当沈飞看到那个客人时，
他也忍不住叹了口气：这确实是
个难缠的家伙。

此刻，这个家伙正在稚声稚气
却又一本正经地教训站在他身旁的
徐叔：“徐老板，你去问问飞哥，
是不是出了名，就不认朋友了？”

除了浪浪，还会是谁呢？
沈 飞 从 身 后

捏住了他的脖子：
“好小子，看我今
天怎么收拾你。”

浪 浪 “ 咯
咯”一笑，闪身跳
下座位，向门口边
跑 边 喊 ： “ 徐 阿
姨，徐阿姨，飞哥
又欺负我啦！”

沈 飞 嘿 嘿 一
笑：“徐阿姨早就
上火车啦，今天看
谁还来救你。”

眼 看 沈 飞 就
要追上浪浪，忽然，前方一双纤
纤玉手伸出，把浪浪抱了起来。

来人正是“早就上火车”
的徐丽婕。

沈 飞 一 愣 ， 随 即 笑 了 起
来：“大小姐？”

跟在他身后的徐叔和凌永
生则是满脸诧异。徐叔甚至揉了
揉眼睛：“你……你没有走？”

“这个城市，这个酒楼，终
究有我难以割舍的东西、难以割
舍的人，我不想失去！”徐丽婕
看着众人说道，最后她将目光定
在沈飞脸上，灿烂一笑，“我得
谢谢你。‘大味必淡’的道理，
我想我已经懂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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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我最初的想法是一定要
找镇里领导问个清楚。你们亲口答
应不动拨给村里的帮扶款，却为什
么钱刚进来就先给占用了？

但是何书记说了：“你要一
问，镇里马上就知道是我们把这
事告诉你的了。”

我问老何：“你们什么态度？
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老何依旧是不吭声。
我问老何：“是不是对这事

你们就认了？”
老何心事重重地说：“我们不

认咋办？人家是领导。要不怎么弄
的领导和我都不说话。”从不吸烟
的老何从我的烟盒里抽出了一根
烟，点燃后用力地吸了一口，说：

“人家有的村长会办事，公开和大
家说，等帮扶款来了之后要和镇里
对半分！再说了，没有镇上帮忙，你
们怎么能给我们村里投钱呀！”

没有想到老何对此事是这
么认识的！

但 静 心 想 一
想，老何说的不是
实话吗？即便是他
据理力争，又会换
来一个什么样的结
果呢？钱也毕竟是
用在你河南村了！
否则你非要弄个一
清二楚，哪天领导
一定给你弄双小鞋
穿，拿捏你拿得肉
不疼、骨头不疼，让
你说不出来是哪根
神经疼！

老何手中的烟没有抽几口，
被他掐灭了。剩下的烟头在他手
里给捻个稀碎。他把自己粗大的
手指往头发里抓了几下，说：“村
干部不好干，上挤下压不说，眼下
的关系也很难……”

看来老何心里还有话，我
说：“你和村长也有矛盾？”

“韩处你能感觉到吗？”老何
却用反问来回答我。

其实金村长刚才在时，我也
和他聊过。我问金日那天为啥不
给两位支部委员用锯末子机器。
金日的回答是，他们两个不支持
我工作。我让他说出具体在哪方
面不支持工作。金日又说不出来。
我当时心里也清楚，老金不是说
不出具体的事，而是他不想说。看
来两个班子之间确实存在矛盾！

作为下派干部，我有自己的
工作原则，那就是一定做到不在
中间传话，多倾听，多分析，找准
矛盾的根源后，再从中调解矛盾，
做他们的工作。

何书记见我没有回答，他自
己接着说道：“村长这人还行，大的
方面还过得去。就是两点不好。”

“哪两点不好？你说说。”
“一个是什么事自己说了

算，就比如菌房子做菌的事，本来
是国家投资给老百姓的，大家都
应该从中受益，村长自己定的做一
锅收70元，哪家做菌都得做七、八

锅，一户做菌就得交 500 多元。也
不经过支委会，支委们都不同意。”

“不是有四议两公开的六步
工作法吗？”

“咱村在这方面执行得不
好。有些事通过会议定，有些事没
有形成上会的习惯。”

“再就是对支部工作也不支
持，认为有没有都行。一年到头，支
委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人家跟你
干一年了，你一点好处也不给人
家，大家哪还有积极性？你还想干，
就不能临时抱佛脚！这不马上要过
年了，前两天是我个人花了300多
块钱，给每个支委买了点礼品。”

其实以前老何也和我说过，
村长想要连任，平时也要和大家
搞好关系。一个小村，200多口人，
选举需要人数过半，没有100多人
选你不行。村里有些人和我说，金
日不当村长时，朋友一大帮，当了
村长后，朋友没有了。

老何说当书记
好选多了，村里只有
十几个党员，只要和
这十几个人的关系
处理好，就行了。

老 何 个 人 花
钱给每个委员买了
一箱饮料，看来老
何还是有明年接着
干的想法。那么老
金是木呢，还是不
想再干了呢？

老 金 是 个 细
心的人，对村里的

钱管得挺紧。支委对老金平时不着
家，把着木耳菌房子的钱有意见。
老何说：“春天防火，秋季防汛，上
面来人检查，能不吃点饭吗？有时
水渠这儿、那儿堵了，大家去帮忙
疏通了，咱们不给钱，吃点饭总行
吧？可是有些账老金就是不认。”

老金对这个事又是怎么说的呢？
正在这时，金日回来了。
老何问他：“钱拿到了？”
金日叹了口气说：“拿到了，

给了两千块钱。”
老何非常不满地说：“大过

年的才给两千？那点钱好干啥！”
金日说：“也比不给强呀。”
按金日的说法，2011 年一

年，他在外面干工程，总共挣了有
十万，但欠他的账就有七、八万。
要是按这个方式给他工钱的话，
还不得要上一年！难怪说现在是
活好干，工钱难要啊！

书记、村长都在，我把从
家中带来的挂历给他们一人分了
两本，我说：“大过年的到村长
家过年，也不好带菜，女儿给我
准备过年的两瓶茅台酒让我带来
了，到三十儿那天喝吧！”

听说我带来了茅台酒，老何
的眼睛亮了起来，说：“过年我也
应该上村长家喝酒去呀！”

我 和 老 何 说 ： “ 你 应 该
去，一年到头了，咱三个好好喝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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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五月初夏去泰州姜堰参加溱
湖笔会。朋友相约，又能再见老
朋友，甚喜。笔会由江苏省作协
和中国散文学会的朋友参加，主
人是姜堰市文广新局，由头之一
是溱湖风景区升为五A级国家风
景区。溱湖我来过一次，参加泰
州一位散文家的研讨会，会议结
束后，从泰州来此小酌和泡温
泉。挑灯而来，披星而去，不识溱
湖真面目。此次溱湖笔会，有机
会畅游溱湖，有不一般的感受。
溱湖风景区，是长江北岸低湿地
区，水系密布，河渠纵横，湖塘星
聚，水草丰茂，是典型的湿地生
态。因为地势低洼，在种植业为
主的时期没有能充分开发，于是
留下一大片生态湿地，转身变成
了生态旅游的新贵：国家五 A 级
风景区。

来溱湖以前，刚参加过一次
国家旅游局旅游高峰论坛。会上
一位教授关于生态游的讲话，给
我深刻印象。他的讲话大意是：
过去的旅游就是观光，观光者，看
风景也，就是养眼；生态游，不仅
要有风景给人看，还要有好的生
态环境，有养生的项目，还要有提
升游客精神境界的东西，养心。
我以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养眼是
观光者的初级阶段，生态观光游
不仅养眼，还有养身、养心，大大
提高了旅游的品质，同时也大大
扩大了景区的发展可能。带着刚
学到的这一理念，我的溱湖之旅
成了一次养眼养身养心的实习。

先说养眼。溱湖风景区的主
体景观是形如玉佩的十里溱湖。
玉佩形的湖面南北走向，四周有
九条河流注入其中，当地人称“九
龙朝阙”。湖水清澈，据导游讲达
到国家二级饮用水标准。一盆清
水，在四周都是城市化的人口密
集区域，这不能不成为一块好招
牌。天蓝水绿四野开阔，不禁让

人眼前一亮。导游却为我们惋
惜：“你们来晚了，每年清明节
第二天，这里有名的溱湖会船，
那才真热闹，真的好看呢。”溱
湖会船是溱湖一张最有民俗色彩
的文化名片，也是此地的水上庙
会。这是溱湖有历史文化的民俗
活动，相传起源于南宋岳飞抗击
金兵。这是一个流传了 800年的
故事，南宋绍兴元年，山东义民
张荣等率义军到此投奔时任泰州
知府的岳飞将军，在此与进犯的
金兵展开大战，双方伤亡都很惨
重。当地百姓殓葬了抗金将士，
并从此在清明的第二天都来此祭
祀，从此形成清明会船民俗。每
年的会船是一次盛大的节日。四
乡来的数百只船云集湖面，上万
船民彩装出游，湖岸观者超过十
万之众。旌旗如云，篙桨如林，
鼓乐喧天，赛船如蛟，贡船、花
船、拐妇船各有风情，秧歌、社
戏、龙狮灯大显身手。随着导游
的介绍，一幕幕都浮现在我的眼
前。云飞霞散后，一泓清清的溱
湖水，湖光水色，天水合一，恬静
而养眼！

又说养身。溱湖是湿地公
园，总面积26平方公里。进到园
区，导游告诉我们，全部行程约需
三个小时。我平时锻炼身体就是
走路，每天开车到天坛公园里走
一圈刚好一个小时。三小时的时
程会不会疲倦？溱湖之旅的行程
不能不让人折服，舒适而科学。
先是坐船游湖，然后是湿地林中
木道，中间又有乘坐船娘的摇橹
船观光，三个小时不知不觉很快
过去了，神清气爽，不感疲倦。在
观光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
三：一是麋鹿，二是禽鸟，三是船
娘。麋鹿又叫四不像，原产于这
一地区，后来野生绝迹，精心养于
宫中园林。清末八国联军攻入北
京，皇家林苑中最后的麋鹿被劫

于西方，从此在中国绝迹。上世
纪 80 年代英国政府决定向中国
提供麋鹿，1986年8月，39头麋
鹿从英国皇家动物园回到江苏大
丰的滩涂，1996年有4头麋鹿回
到溱湖，现已发展成 30 多头的
种群。在这些美丽的动物身上演
绎着中国近代史的故事。禽鸟是
这里的骄傲，珍禽园里有白天
鹅、丹顶鹤等名禽，值得一看，
我更喜爱那些在河湾林草中生活
的小鸟，它们的鸣啼，让我们分
享它们的快活。船娘的歌声也很
美，我虽然听不懂这些浓重方言
的歌曲，但那些传统说唱的旋律
里，传达着里下河地区悠久的渔
耕文化。夕阳湖影，桨声依乃，
绿荫禽啼，清风习习，一生几多
此番情境？

再说养心。养心也就是让心
有向往，情有归宿。养心的去处，
一是向上，一是向下。向上者，多
是有宗教有寺庙。溱湖之畔有名
寺，古寿圣寺，始建于宋代，是佛
教界“十四大丛林”之一，此寺也
与文化名流有渊源。据说清人郑
板桥，民国的于右任都曾在寺中
驻足。“文革”期间此寺被毁，现重
建，并修了一座高大的药佛大塔，
香火更旺。向下者，寻访古镇老
街旧址，也是寻根。溱潼镇是溱
湖所在的古镇，2005 年入选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小镇古色古香，黛
瓦灰墙青砖地，麻石铺街古槐荫，
古镇上有一株大茶花树，树龄
800年，树高7米，至今开花，花期
两月，花开万朵，据说国际茶花协
会主席格里高力盛赞其为全球人
工栽培“茶花王”。这株古茶花让
古镇区别于许多“人工旧城”，有
了鲜活的历史证人。

溱湖笔会在接下来的两天
里，我体会到生态旅游“养眼养身
养心”，算是初试的“实习”，却也
真是难得，难得的是境界……

近闻龙湖蓄水，为郑州又增添
一景。欣喜之余，忽然想起郑州西
部的西流湖来。20 多年前，我曾
多次到西流湖游玩。那时，郑州的
好去处不多，而西流湖却算一个。
现在，虽已很久没去了，但岁月没
有抹去我对西流湖的美好印象。

素有“小西湖”之称的郑州西
流湖，始建于 1971 年，是郑州市
大型人工风景区之一。它原系贾
鲁河河谷，后经人工改造而成，总
面积约1300亩，水面面积800亩，
容水量 100 万立方米；南北狭长
约 6公里；中间一桥，将湖拦腰而

束，分为南北两块，状如并蒂莲花。
依稀记得那年夏天，我依桥

北望，湖不甚大，但景色宜人。湖
的四周长满了草木，郁郁葱葱。
那伟岸挺拔的白杨与亲吻着湖面
的丝丝垂柳相映成趣，深绿浅绿
错落有致。碧波粼粼的湖水，倒
映着岸上的植物之绿，让湖也露
出了绿的层次。这样的景趣，使
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东风吹水
绿参差”的古诗来。

顺桥西行数十步，登上苍野
亭，桥南湖水可尽收眼底。绸缎
似的湖面，经微风呈吹，荡起层层

涟漪；经阳光映射，泛出闪闪银光。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苍野亭上

的那副对联：“潋滟光辉借得西湖
一流水，空蒙气势搬来中岳半寸
山。”如今已记不得是谁竟用如此
凝练而又精妙的语言，概括了西
流湖的全貌。当时只觉得：即使
把苏东坡赞美西湖的“淡妆浓抹
总相宜”用到这儿来，也不为过。
出苍野亭向西，是曲折的小径，繁
茂的树林和如茵的草坪。曲径通
幽，情趣无限。林子里的树木既
非高大，也非粗壮。一棵棵犹如
曼妙的舞女，随风摇曳，绰约多
姿。飞鸟蝉虫，鸣声相续，令景色
呈现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和谐。

光阴荏苒，弹指间已过去 20
多年。西流湖，你现在还好吗？
你该不会时过境迁吧！

被误读的一种爱叫自恋。
有人说我就有自恋情结，乍听到时我不知这

是夸我还是骂我，“恋”本是个好词，我从小就喜
欢，因为它和“爱”组成了一个诱惑，但我知道有
那么一个年代，恋爱却是一个“不干净”的事，好
像见不得人。但这见不得人的“恋爱”诱惑了我
半辈子，我也没尝到它的滋味。凡是被我恋爱上
的，都是一个结果，烧火棍子一头热，我这边都热
得起了火苗子，那边却没有反应。

我热恋过的女孩不少，可一个个都成了别人
的新娘；我还热恋过许许多多别的美好的事物，
但它们都一一离开了我，你说我痛苦不？

后来有高人指点我，你不该热恋那些与你不
沾边的事嘛。我请教高人，你说啥事与我沾边？
高人说，就是你摸得着，抓得住的事。按高人的
话我小试一把，我抓住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的头
发。再抓，也不过是耳朵。再抓，最方便的还是
自己身体的器官，那么抓别人行吗？我想肯定不
行吧。

高人的意思我知道了，这世上无论你是热恋
他人，还是热恋他物，你都不能做主，唯有自恋才
能当家。可自恋在人们的价值认可中，又是一种
心理疾病，比如老夫我明明鼻子不挺，眼睛不大，
皮肤不白，个子又矮，我又自恋，那在有些人的眼
里就是有病了。就是美女李冰冰、范冰冰有了自
恋情结，粉丝们都心疼地劝她去看心理医生呢，
老夫若敢自恋，会不会被“绑架”送到疯人院呢？
不会的，这倒不是人们的宽容，而是人们的冷漠，
你就是有医保开支，还没人有功夫捆绑你呢。

看来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自恋或不自恋都没
人在意。

那么我这个小人物的存在是不是就可有可
无了？不是的，我们要有自恋的心态。我虽然不
是一片森林，但我也是一棵老树嘛，就是长在悬
崖边上的那棵孤树，它的上边不还有两个老鸦窝
吗，那一群大大小小的老鸦把你当作了安身立命
的家。你的挺立，你的夭折对于老鸦来说，那就
是家的幸福与家的灾难。其实有几个生命与你
有了致命的关联，你就是重要的，你的自恋就是
爱的奉献了。

每一个生命的个体都有了自恋的情结，生命
才会蓬勃旺盛。狗尾巴花如果因为自己总不能
被编入庆典的花篮中，就瞧不起自己，甘愿枯萎，
那百花园中不就缺少了金小丑吗？癞蛤蟆也绝
不会因为形象丑陋，进不了宠物圈而集体自杀。

我们人类的自恋、自爱情结是生命延续的动
力。无论是小猫还是老猫，只要活着一天都要洗
几遍脸，无论是老狗还是小狗每天都要舔一舔自
己的爪子，无论是美女还是丑男都要照上几遍镜
子。让生命保持最佳的形象和状态才有魅力。
所以我总是把别人骂我“自恋”当作是对我的赞
美了。

全书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丧葬
仪礼、墓地设施和葬穴遗迹为框架，集中考述突
厥丧葬风俗的基本内容。在这里，笔者广搜正史
要籍、方志杂纂、笔记野史以及国内外的考古资
料，将极其零星的有关内容从中钩沉出来，尽量
反映突厥丧葬风俗的全貌。第二部分则对突厥
丧葬风俗所蕴内涵进行层层探讨和分析。为此
笔者借用了民俗、宗教等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和
手段，从突厥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
宗教特征（萨满教）、死亡意识几个角度去透视突
厥丧葬风俗的内在机理。第三部分，仍然回归到
历史研究方法，从时间的角度理顺突厥丧葬风俗
的发展线索，上溯其源头，下辨其演化，由此剖析
突厥丧葬习俗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以及其中所
曾吸纳的中西方文明元素。第四部分，从突厥所
曾影响的民族和流散的地域入手，深究突厥丧葬
风俗辗转传播和渗透的主要环节，梳理其被忽略
的遗脉和流痕。

《突厥丧葬风俗研究》
余向丽

误读的爱
阮 直

春涌家山（国画） 赵 卓

养眼养身养心
叶延滨

想当年，丁富、王凡和战
国初期道家先贤列子是老乡，
同住在郑州东30里地圃田村，
丁富家富，王凡家贫，二人都
是瞪眼瞎。

有一年腊月二十九，丁富、
王凡脚前脚后找列子求写春联，
列子笑脸相迎，给每人写了一
副。丁、王虽高兴得合不上嘴，但
不知道春联上写的啥内容。

等到大年初一，一群人给
丁富拜年，走近大门，春联十
分醒目：上联是“家积黄金不
为富”，下联是“户养白丁将来
贫”，横批是“黄金在书”，大家
心里纳闷，“怪了，丁富在咱村
算得上富贵人家，吃有吃的，
穿有穿的，咋能说家积黄金不
为富呢……”于是，你一句我
一言地议论起来。稍后，进堂
屋拜年。当丁富送大家到大
门外，故意提高嗓门问“你们
看春联写的怎么样，这是列子
给写的！”大家便敷衍地说“不
错，挺好！”丁富听在耳里，美
在心上。接下来，这群人又去
给王凡拜年，拜过年，王凡送
大家到大门外，顺便问：“你们
看春联写得如何，这是列子写
的！”大家异口同声说：“太好
了，你看，上联是‘家有才子必
发富’，下联是‘户无分文不贪
财’，横批是‘耕读发家’，你要
变成大富啦！”说得王凡满脸
通红，王凡说：“托列子和乡亲
们的吉言，将来好待发起家来，到
那时，我请台大戏唱三天。”

过了一两天，有人对丁富
翻嘴说：“老哥，实话告诉你，
列子给你写的春联不地道，看

那词，看那句，分明是在挖苦
你！”丁富不听便罢，一听火冒
三丈，找列子算账。列子心平
气和地说：“别发火，这是为你
好，你家富是你干出来的，而
你的孩子十七八了，成天见他
吃喝玩乐，游手好闲，如此下
去，会坐吃山空的，你不如掏
点钱让他去读书！”丁富说：

“我晚年得子，有钱就要让他
去享福，读书啥用！”列子刚想
开口，丁富已气冲冲地走了。
第二天，王凡去请教列子，列
子客气地说：“好啊，你 3 个孩
子，老大 12 岁，老二 10 岁，老
三 8 岁，又懂事，又勤快，正是
读书的好时候，你即便卖房卖
地，也要让孩子们读书啊！”王凡
觉得列子说话句句在理，不住地
点头，走时对列子说：“先生，你眼
光远，我一定按你说的办！”

10 年过去了，丁、王两家
都变了样。丁富与妻子相继
去世，孩子不成器，把家业折
腾完后乞讨外乡，再没有回到
圃田村。王凡呢，与妻子都红
光满面，身体强壮，长子在郑
国当了官，次子开了个木匠铺
并研制了小推车、小板车，老
三种庄稼并发明了杠杆、水木
槽，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还为
乡亲们办了不少好事。

事后，列子料事如神、指
人路径的消息不翼而飞，一传
十，十传百，弄得远远近近都
知道。从此，列子的名气越来
越大，请教列子的人越来越
多，特别是在每年年关临近
时，请写春联的乡亲们天天排
起了长蛇队。

写 春 联
刘文泽 陈锡顺

西流湖你还好吗
宋 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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