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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心事
吴老伯一早就下了田，去伺候

坪地上那几亩香蕉园，六莲照旧留
在家里做杂活儿。她屋前屋后地走
动，像个当家的主妇，手脚一刻也
不停。突然，小狗机警地嗅了嗅，
跳下地去，朝远处连声吠叫——是
有人来了。几株番石榴树遮住的小
路上，远远响起一阵木屐声，是哥
苗扛着他用泡沫塑料块做的独木
舟，又要下鱼塘去了。这位哥苗，
其实小仔们应该称他“苗哥”的，
但按本地习惯，对兄长一类人物，
就是这样颠倒过来叫的。

哥苗年纪有二十八九了，因父
亲老病，家境便赤贫，至今还没有
讨上老婆。他很绝望，想到整日种
稻谷，怕是到老死也发不起来，于
是前些年去了外面打工。不过，打
工打了没有多久，就又静悄悄地回
了村来，还是务农。什么原因回
来，乡人们也不甚清楚，总之是流
年不利吧。

前年年底，哥苗狠了狠心，从
信用社贷了小额贷款，向村委会交
了抵押金，把一片别人不愿承包的
大塘，包了下来养鱼。包鱼塘是个

发财的捷径，撒下鱼苗，等鱼够了
斤两，就捞起来去镇上卖，好的时
候日进斗金。哥苗因为经验不足，
鱼儿长得慢，收入还不丰厚，但总
要强过种田许多。眼下他正为赚够
结婚聘礼钱而奋斗，天天忙得不知
钟点几何。为了攒起八千块钱的礼
钱，可怜他吃了好多年的白水煮
菜，人永远是黄黄瘦瘦的。

哥苗从树叶缝隙中看见六莲，
就停下来问：“今年莲米熟了，怎
不见你去大塘里玩？”六莲答道：

“没有心思去。”哥苗就故意问：
“你心思在哪里呢？”六莲答不出，
便低头去摩挲小黄狗，片刻工夫才
抬头，把眼睛亮亮地一睁说：“想
早 点 去 做 新 娘 子 ， 免 得 人 家 心
焦！”哥苗听了，知道是讽刺，却
只闷闷地笑，并不当真。

接连这几日，六莲觉得自己心
思飘飘的，稳定不下来，像有人在
一面塘水上投了石子，密密的涟漪
抖个没完。投石的人，她知道，就
是那个白助理。六莲从小长到大，
还是头一次跟城里的男人如此亲近
地说话。他那言谈之中的文气，把
城市里最高雅的气息，带到了六莲

面前来。
十七年来，六莲在山村里长

大，原先她头脑里对城市的概念，
就是县城。县城不过才六七条街，
却能够令她很向往了。到了上初中
的时候，大姑——阿爸的大姐，到
海口来做了两年的大排档生意，抽
空到莲塘村看望了弟弟。姐弟重
逢，不胜悲慨，大姐觉得自己欠弟
弟的很多，便提出要让六莲到海口
去读中学，学费由她负担。就这
样，六莲到了海口，交钱进了一所
中学借读，吃住都与大姑在一起。
她像城里孩子一样，进入了一个开
明、理智而又有希望的环境。她
想，人一定要知恩图报，所以无论
每天写完作业有多晚，都要去大姑
的摊子上帮忙，收钱、端盘子、清
扫垃圾。这样明暗交替的生活，不
知为何，总能给人以极大的激情。
六莲的生活，从此起了颠覆似的变
化。只可惜，才读了两年，大姑的
生意就渐渐淡了，终于要回广州去
了。六莲有一万个舍不得，也只好
回乡下。

前几日，白助理在老屋的后园
出现，六莲忽然又像回到了初中时

代。白助理，就是海口大街上人群
中的一个，挺拔、精干、和蔼，又
那么的与众不同——太不同了呀，
让六莲的心都有些痛了。烈日下的
六莲心猿意马，在院门走进走出，
终于放弃了手边的活儿，跑进卧室

去，找出了赶集时买的化妆品，带
在身上，去了亚娟家。小姑娘六莲心
里有话，要去找人说。

10.女友
亚娟的家境，在村中应属中上。

她已有好几年腿杆不沾泥了，乃是
真正的“待字闺中”。她这会儿，正躺
在两株莲雾树间的吊床上，一下下
地摇荡着，听着收音机。

六莲走上前，“嗨”地招呼了一
声。亚娟被吓了一跳，梦醒似的跳下
棕绳吊床。见是六莲，就禁不住地欣
喜，忙把六莲拉到院子里的石凳上
坐下，两人叽叽咕咕地聊开来。亚娟
见六莲神采焕发，便问：“有好事
么？”六莲说：“什么好事？天天在田
里忙，哪像你，只享福。”亚娟听了，
矜持地一笑。六莲便拿出化妆品，央
求道：“帮忙指点一下吧，现在流行
的是什么样式，免得我惹人笑话。”
亚娟很惊奇：“你想知道这个，还说
没好事？肯定有什么秘密了。”六莲
摇头否认：“哪里有？想到了，就来问
你么。”亚娟撇嘴道：“哼，你就瞒我
吧。”

亚娟果然内行，从屋里取来镜
子，边讲，边在六莲脸上演示：腮红

如何打，下唇如何画，眉又怎样，
眼又怎样……三下两下，镜中的一
张脸就灵动了起来。两人嘻嘻哈哈
了一阵儿，六莲就问：“你天天这
么闲，物色到可以嫁的男朋友没
有？”亚娟便很不屑，说：“这地
方，哪里有？不是懒汉，就是哥苗
那样的穷人。”六莲笑道：“是想
嫁镇上人吧？”亚娟说：“镇上人
也不嫁，要嫁，就嫁给城里人。”
六莲听了，像被子弹击中，心中轰
的一下，有什么东西爆裂了。

从亚娟家里出来，已到了中午
煮饭时间，熟悉的炊烟味道，在小村
里弥漫开来。忽见前面石板路上，
有个人的摩托车熄了火，正蹲在那
里检查。走近前去看，才认出是鳖
场的郭主管。

六莲这几日，凡见到鳖场的
人，感觉都很亲。她忙打个招呼，
凑过去看。郭主管没顾得抬头，鼻
尖冒着汗，忙着检查车子。六莲突
然就问：“你们那个白助理，在公
司 里 是 很 大 的 官 吗 ？” 小 郭 说 ：

“是的哟，比副总还要厉害。白助
理那老婆，是个大文化人，电视台
的，比白助理还要有文化，见了我

们，话都不讲的。”六莲惊讶了：
“不会的啵？比白助理还要有文
化？”小郭肯定道：“是啊，大家
都这么说。”他终于把摩托发动起
来了，遂招呼六莲，“走，带你一
程。”六莲却转身走开了，只甩下
硬生生的一句：“不用。”小郭望
着她，怔了一怔，弄不清这女娃怎
么突然就冷了脸，遂摇摇头，径自
骑车走了。

近午的阳光晒在六莲胳膊上，
像野菠萝的锯齿叶刺入皮肉，痛到
了心尖。到家了，小姑娘心里乱得
没有了章法，看一眼家门里黑洞洞
的堂屋，忽然平生第一次打心眼里
不愿跨进去。头一扭，便有热泪落
了下来。

午饭后，照例是小憩，吴老伯
倚在后堂屋竹椅上假寐。六莲有心
事，不肯睡，只拿了一本杂志在
翻。吴老伯睁眼看看，觉得奇怪，
问她为何不去歇，六莲淡淡地说：

“不想睡。”说罢，又低头看杂志。
看了一忽儿，她突然问：“阿爸，
你说，是城里好还是乡下
好？”吴老伯一怔，困意不
觉消去了大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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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大鼓书
左 文

登封大鼓书，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登封曲艺人
员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不断吸收融汇琴书、鼓儿词、
大鼓书等其他曲艺品种，并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登封大鼓书的主要演出形式是：一人打鼓击板演唱，
二人用坠胡、三弦伴奏。也有极个别是一个人自拉自
唱的。演唱者有站有坐，所用书鼓大小不一，一般是
小鼓，所用击板有木质的檀板、简板和竹板，也有铁质
或铜质的月牙板。演出形式既可一人演唱，也可二三
人以上集体边舞边唱。登封大鼓书最大的优点是不
受舞台和场地限制，既可在大型剧场演出，也可以在
文化大院、饭场、田间地头及家门口演出。因为人员
少、道具简单、演出方便，所以大家都称登封大鼓书是
文艺演出的轻骑兵。

登封大鼓书第六代传承人郝总善 1964 年加入登
封县曲艺队后，拜曲艺老艺人丁根为师，学习刻苦，虚
心向老师求教，不但学会了附和伴奏，还学会说唱表
演全功。由于登封大鼓书所演曲目贴近生活、贴近农
民，通俗易懂，所以不管是长篇大书，还是中篇书，以
及书帽、小段儿等，读书人、文盲、妇人孺子等都能听
懂。因他说书学啥像啥，装谁像谁，说苦书时能把人
说哭，说喜书时能把人说笑，所以他每到一地演唱都
很受群众欢迎，演唱十天半月不让走。他以登封大鼓
书音乐伴奏为基础，吸收了河南坠子的唱腔和音韵，
创造出了优美活泼而又独特的登封大鼓书风格。

2011年，登封大鼓书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商都钟鼓

沾点“文气”
陈鲁民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被国人视为
天上文曲星下凡，来他山东高密老家里参
观拜谒的已有上万人，莫言家里的草，地里
的菜，都给人揪去了，抠墙皮、挖砖块的也
不少，据说就是想沾沾莫言的“仙气”。近
日，莫言在北京大学参加活动时说：“我父
亲打电话说，昨天老家又来了 200多人，真
的受不了。但邻居们挺开心，我老屋那儿
有摆书摊的、卖零食的，还有人卖盗版书
的。”

莫言是个文人，身上的“仙气”也就是
“文气”吧。所谓“文气”，指文章或作者所
体现的精神气质。古人论“气”，即为某种
构成生命、产生活力、体现为精神的抽象
物，无形而无所不在。万物有了“气”，就获
得生命活力，文章与文人也是如此。所以

《文子·十守》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
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

文贵有气，有了气，就有了魂，文章就
生动起来，就能感染人，说服人，就能厕身
佳文名篇，传之久远。先秦文章，有不羁之
气，敢想敢说，勇于标新立异；两汉文章，有

英雄之气，大义凛然，高屋建瓴，读来酣畅
淋漓；六朝文章，有奢靡之气，辞藻华美，可
见雕琢之功；魏晋文章，有玄虚之气，不拘
礼节，读之有成仙得道之感；唐宋文章，文
起八代之衰，有繁茂之气，纵横开阖、波澜
起伏……历代文章“气”各不同，但各有千
秋，各具辉煌。再具体点，就说这四大名著
吧，《三国演义》有纵横捭阖之气，《水浒传》
有豪侠刀枪之气，《西游记》有鬼怪仙佛之
气，《红楼梦》有缠绵脂粉之气，人物生动，
情节曲折，大开大合，无不引人入胜。

文人贵有气，有了气，就有了骨，就能
特立独行，高树一帜，千百载文坛上都会有
其位置。太史公，有耿耿正气，直言不惧斧
钺，为文月旦千秋，终成“无韵之离骚，史家
之绝唱”。 李太白，有飘逸仙气，“酒入豪
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
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苏东坡，有豪
放之气，“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
棹板，唱‘大江东去’”；柳三变，具婉约之
气，“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
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周树人，有无

敌硬气，以笔为剑，所向披靡，“无论是古是
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金
人玉佛，天球河图，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
都踏倒它！”

但是，“文气”不是沾出来的，否则，与
李白朝夕相处的子女，与苏轼耳鬓厮磨的
妻妾，与莫言同餐共饮的家人，都可能会因
沾文气而文才过人，也成一代文豪。“文气”
是养出来的，蓄出来的，悟出来的，磨砺出
来的。高密出了个莫言，大伙都想沾点“文
气”，其心可嘉，但抠墙挖砖之类，显然只是
无知闹剧，你就是挖地三尺，把莫言家老屋
都拆光搬走，也不会沾得一点“文气”。文
曲星只欣赏“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
不悔”的苦读苦研，只关照“为人性僻耽佳
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推敲琢磨，只赐福

“文章不写半句空，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踏
实肯干，而这些都是莫言走过的人生轨迹，
步步艰辛，可羡慕但难学，要不然，出身农
家，貌不惊人，既无学历，又乏靠山的莫言，
为何会成为万千宠爱集一身的耀眼明星？

名人轶事

大师的雅量
唐宝民

据学者岳南在《南渡北归》一书中记
载，在一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的研究报
告会上，有一位姓韩的研究生，提出了一篇
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他宣读完
后，由胡适评论。当胡适正兴致勃勃地对
这篇报告进行评说的时候，姓韩的研究生
突然打断了胡适的话：“胡先生，你别再说
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然后便把胡适
的错误一一指了出来，胡适丝毫没有生气，
微笑着请韩姓研究生的导师佛学权威汤用
彤继续对报告进行评述。报告会结束的时
候，胡适说：“以后举行报告，最好事先让我
们知道题目，以便略作准备，免得像我这次
对韩君的报告作错误的批评啊！”在以后的
教学中，胡适并没有记恨那位韩姓研究生，
反而对他格外重视，在学习及生活各方面
帮了他很多忙。

台湾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曾在《春
蚕吐丝》一书中记述了自己在西南联大读
书时与老师金岳霖先生的交往经历。有一
段回忆说，在一次聚会上，有人提到了果德
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先生便提出打算买
一本关于果德尔的书看看，这时，他的学生
沈有鼎忽然对金岳霖说：“老师，你看不懂
的。”此话一出口，在场的人都很惊讶，因为
如此不客气地贬低自己的老师，实在是让
人下不来台，大家担心金岳霖先生会发火，
但金岳霖先生并没有生气，先是“哦哦”了
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随后像什么事
也没发生一样继续和大家聊天，而且自那
以后，他对沈有鼎这个学生依旧如常关心
帮助，丝毫不计较他当初对自己的冒犯。

新书架

《有爱还不够》
田 李

NLP（神经语言程序学）是近年来越来
越受人关注的一门非常实用的“复制卓越”
的心理技术，它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更清晰
地了解自己、了解他人，更好地与人沟通、
与自己沟通，更能与外界和谐相处。

作者华海晏是美国 NLP 大学授证
NLP专业执行师，中国首批国际认证NLP
导师。他倾心将 NLP 技术融入到家庭亲
子教育中，致力于一种全新亲子沟通教育
模式的研究。他不授予改变孩子的方法，
而是着眼于改变父母自身的观念、态度，从
父母的自身改变做起，让父母了解孩子不
同时期的心理发展变化和行为背后的心里
秘密，让亲子沟通更顺畅，收获完美的亲子
关系，给孩子正向积极的影响，最终让孩子
成长为一个积极向上、身心健康的人。

本书是一本讲述如何实现高效的亲子
沟通、培养完美的亲子关系，如何从改变自
己的思维、态度出发最终改变自己、也改变
孩子的亲子教育书，书中结合了目前最受
瞩目的两大心理疗派——萨提亚家庭治疗
和NLP技术，以NLP模式去探求一种全新
的亲子沟通技巧与方式，从心理学的角度
出发，找出行为背后的心理成因和孩子的
心理发展模式，让家长们有的放矢地去解
决亲子沟通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散文

船 菜
王太生

船菜，船上吃的菜。清代江南的河道
上风行“船宴”，一边品菜，一边品景，怡红
快绿，当然还有桨声灯影的曼妙时光。

清人顾禄《桐桥倚棹录》记载当年苏州
舟上盛宴：“船制甚宽，艄舱有灶，酒茗肴
馔，任客所指。”

欢宴的地点移到船上，无处不风雅。
宴舱装修精致：“栏楹桌椅，竞尚大理石，以
紫檀红木镶嵌。门窗又多雕刻黑漆粉地书
画。船上陈设自鸣钟、镜屏、瓶花，位置务
精。茗碗、唾壶以及杯箸肴馔。”

游宴时，“歌女弹琴弄弦，清曲助兴；船
行景移之中，两岸茉莉花、珠兰花浓香扑
鼻，酒尚没有醉人，花香先已令人陶醉……
船头羊灯高悬，灯火通明；船内凫壶劝客，
行令猜枚，纵情行乐，迨至酒阑人散，剩下
一堤烟月斜照”，如梦如烟。

《扬州画舫录》里说，清明前后，主人带
家厨出绿杨城廓踏青。瘦西湖上，“画舫在
前，酒船在后，橹篙相应，放乎中流。传餐
有声，炊烟渐上……谓之行庖。”

船上能做什么好吃的？家厨水面烹饪
竞技，“吴一山炒豆腐、田雁门走炸鸡、江郑
堂十样猪头、汪南溪拌鲟鳇、施胖子梨丝炒
肉、张四回子全羊、汪银山没骨鱼、江文密
蛼螯饼、管大骨董汤、鮆鱼糊涂、孔讱庵螃
蟹面、文思和尚豆腐、小山和尚马鞍桥，风
味皆致绝胜。”

品船菜宜在春日。《儒林外史》里，“每
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游
船的备了酒和肴馔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
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
上煨了吃，慢慢而行。”

叶圣陶回苏州上坟时，坐的是的“快
船”，他对船菜颇有好感：“船家做的菜是菜
馆比不上的，特称‘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样
繁多，菜以外还有种种点心，一顿吃不完。
非正式地做几样也还是精，船家训练有素，
出手总不脱船菜的风格”。说白了，是小锅
土灶，船家只准备一桌，食材货真价实，绝对
新鲜。做菜的汤，恐怕还是直接取河中心的
活水，舀入锅中，“自然每样有它的真味，叫
人吃完了还觉得馋涎欲滴”，如果船菜也像
菜馆里那样“大镬炒虾，大锅煮鸡”，大锅烹
制，食客恐怕也会有倒胃口的时候。

文人的船菜，只闻纸上香，不觉其中
味，于旷阔水野之上吃船菜，才是品河之
鲜。

小时候，我经常陪外婆回苏北老家。
百十里的水路，七绕八拐，船要走半天一
夜。在船上吃饭，当然少不了船菜。食材
采购自客轮一路停靠的大小水码头，咸鸭
蛋、河藕……船上还卖什么菜？那时年幼，
旅客多，记不清了，大致简单。

后来，水乡深处访船家，桃花流水鳜鱼
肥，水之湄品船菜，心亦旷然。这时候，菜

花黄了、桃花红了，垂柳如丝，红肥绿瘦，寻
常饭食：韭菜炒螺蛳头（肉）、河蚌烧咸肉、
鳜鱼汤、银鱼涨蛋、炒鳝鱼丝、昂丝臭豆腐、
虎头鲨、慈姑、荸荠、水芹……清香四溢，起
水鲜。

一叶小舟，飘然水上。一条鱼，“泼剌”
一声，打到背上，正好做下酒菜。

生吃醉虾，擒通体透明，髯须铮铮，活
蹦乱跳的籽虾，洗净、置一蓝边瓷盘中。犹
性烈的竖子，生猛不肯屈就。倒白酒，芬芳
沐浴，使之一一酩酊大醉，入酱油、糖、醋、
姜丝、香菜，趁其犹睡未醒，动弹不得，大快
朵颐。

汤鲜者，谓“蚬子豆腐汤”。春水荡漾，
此时出水的砚子，一谓桃花蚬，壳皮斑驳，
洗净、淖铁锅沸水，原本紧闭的两扇壳，一
一开口。纤细指尖剥蚬壳，剔一小碗嫩白
的肉。入碗，用菜籽油热煸，将淖过蚬子的
淡白砚子汤注入，旺火煮沸，置嫩豆腐块。
片刻，宛若浮玉。

蚬子汤，味美、性凉，入胡椒粉。豆腐，
蘸水辣椒，佐之。蚬子豆腐汤，虽算不上是

“天下第一汤”，却可以连扒带噎，一气吃两
碗白米饭，汤水不溢。鲜呀，真鲜呀！这时
候，回头四顾，却见船尾瓦灶炊烟袅袅，水
天寥辽。

船菜，船上的菜，一边吃，一边看风
景。清淡、味鲜，并不是什么重口味。

郑州地理

后仓村
朱永忠 卢玉根

后仓村是 66 路公交车的终点站，位于郑州市区
西部，郑上路北侧，东临环境秀丽的西流湖，北依陇
海铁路线，是中原区西流湖街道的一个城中村。

据《须水乡志》记载，后仓村名来历有两种说
法：一说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加强
巩固秦帝国一统天下，从中原地区调集大批皇粮，
运往西北边陲，在郑州以西挖一条东北至西南的运
粮河。凡中原漕粮皆先聚集在一起，再转运关中，
北输边陲。为保皇粮的安全，官府在邻近州县征集
大批民工，在郑州西运粮河附近高处建一粮仓。谁
知粮仓建成不久，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
起义，楚汉之争，风起云涌，席卷全国。官府见粮仓
位于要冲之地，无险可守，遂将粮仓搬迁到荥阳的
敖仓。后来，大批逃荒难民走到废仓附近，见遗弃
很多砖瓦木料等，借此材料，就在此建房定居下
来。因住处位于粮仓后边，遂起村名为后仓村，一
直沿用迄今。另一种说法是宋朝初年，京都汴梁被
大水所淹。宋太祖赵匡胤拟迁都郑州以西地区，小
京水就是当时命名为京都之水而得名，在京水西北
一带高地勘察建立仓库，为皇家储存武器、粮食，靠
南边的叫前仓，靠北边叫后仓。后因迁都未成，却
遗留下一批建筑材料，被逃难饥民所利用，在此建
村居住，因地势较高得村名高仓村，该村火神庙石
碑有记载。后因人们发掘出前仓遗址，逐渐称该村
为后仓，而高仓村名却被人们遗忘。不管哪个传说
正确，但都有一个共同点，该村是由皇家仓库遗址
而得村名。

该村村民以曹、任两大姓居多，近 200 户千余
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该村村办企业、个体经济
发展迅速，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特别是进
入二十一世纪后，郑州市区向西发展，该村与市区
连为一体，成为都市村庄。旧貌变新颜，这里楼房
林立，鳞次栉比，村容村貌整齐划一，水泥路宽阔平
坦，直通市区主干道建设路，多数村民有自家的汽
车、摩托车，出行方便。该村又成为市 66 路公交汽
车的终点站。由于交通方便，村民的空闲房屋也受
到市区打工者的青睐。

山谷霓虹 莱 奇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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