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架新新

文散散 故事人物人物

漫步书林书林

民俗中州中州

11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郑 风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邱海泉 于 淼 校对 刘玉娟
电话56568225 Email:zzrbzf@163.com

在寒露缱绻于一枚叶的时候，季风彰
显出大气度的神色，一面抚摸枝头的摇
曳，一面安慰着树木对叶的眷恋。风总在
这个季节里，慈悲为怀，窸窸窣窣地吹，
体体贴贴地在叶子之间慢慢地梳理着余下
不多的日子。

叶是从木的筋骨里抽出的时光，但叶
不是木。叶一现芽，就在木梢顶，它对一
路走来的讶异表情始终镌刻在高空的维度
上。叶无法亲吻泥土，但叶懂得，泥土一
直就是它熟稔于心的故乡。

春天的一抹鹅黄，在树木之上娟秀，
像女儿羞涩的怀揣，惊艳了姹紫嫣红的世
界。叶子的梦想在春光明媚里，袅袅升
起，让闷了一个冬季的树木把绿色一次次
地飞扬，拔起。

鸟的叫声总是良善的，一株一株地，
很圆润，让叶仿佛听到了来世的梵音。于
是，一夜间的徐风爱吻，叶子身不由己
地，带着某种朦胧的渴望，扑腾腾展开了
向往的翅膀。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叶子囚了
几世的心愿就这样放飞了，绿莹莹的企盼
一挂上树梢，春的缠绵里，一场期遇从此
无法改变。

轮回似一粒念，它在一枚叶的芽到片
之间逡巡。芽的纯粹透逸着天真和烂漫，
嫩嫩的心思只裹住薄薄的一层单纯，简洁
又透明，恰似小女孩儿对羊角辫的憧憬一
样。

同季节的相期相遇，就是一轮死活的

相守；和人一样，与尘世的一次契约，就
必须完成一场血雨腥风的怒放与凋零。

叶的脉络，经往着来来去去的超度之
路，没有始，也没有终，但绿色的血液却
永远地循环着一个不灭的信念，那就是向
着神住的方向盘旋而前往。

从一开始就懂得，一旦铺展开放绿的
理想，就会迎来枯萎的凋零，叶子因此不
粗糙自己每一秒成长的时光，它细密精致
地过着所有的日子。

生活在高处，叶子没敢忘记祖先身上
的泥土香气，心始终没离开过温热的大
地。叶子比任何一种艳花都清醒，站得越
高，跌得越重，所以，一路的生长都行走
在最低洼处。

没有花的娇美，叶子没自卑过；比树
下的小草更幸运，叶子没自傲过。白天，
沐风沐雨沐光芒，夜晚，亲星亲月亲乾坤。

人间烟火也不失为叶子敬仰的佛堂，
滚滚红尘里，人走茶凉是气象，锦上添花
很万千。丰富的万生相，你来我去，为
情，为官，为利益皆是一种生存的状态，
各自都在上演着人生来世走一遭的特有戏
剧。

人世间，每个人都是演员，每个人都
是观众，可悲的是，人从来看不到自己所
扮演的角色。

活在他人的故事里，让自己的故事活
在他人的眼里，人生就这样，在哄丢了前
人的同时，也哄丢了自己。

荒芜的光阴每天都披头散发在人面前

晃悠，人总是视而不见，充满眼眸的只有
冠冕的高低，钱财的多少，还有对白雪公
主或白马王子的热衷……逼仄的岁月在负
重的脊背上再也杀不出已有的繁华，只有
默默地等待，一直等到灯盏耗干了油后的
如刺般的遗憾哽在喉头……

风把话语权交给了叶子，一片的络纹
就是一部传说，一世的风中沙沙，是对众
生不息的安抚。

一枚叶，从春到秋，将时光锁住在一
绺或一巴掌间，历经过风雨雷电，才修得
回归泥土的良缘，一个美丽的转身，拯救
了千年万代的枯与荣。

光阴的伤口总疼在人最得意之时，失
落的种子一发芽就浪着性子努着一股劲，
无牵无挂，忘情忘我地疯长，人在同日月
的缘分里，像一支罂粟，妖艳着对凡尘的
瘾性，迷在其中，醉在其中。

寒露是为凉爽向寒冷架起的一座桥，
凉寒在这里交汇互融，共生循环，时光的
温度渐显冰冷，一枚枯叶感知着季节流转
的无奈，把这一时刻当作最最幸福的时
刻，一扭身，飘然落下，融通了涅槃的路
途。

那飞飘的姿势，很坦然，够飘逸，好
像气质非凡的仙骨道人。

那一副魂归故里的泰然之相，在飘落
的一刹那，成就了一枚叶吻天吻地的永恒
时光，在凋零间，闪现一种大气度，大情
怀，大胸襟。

在此时，岁月不变的姿势，就是天堂。

多日的连阴雨，愁坏了盼天晴的人们。有
位乡亲找到我说，你不是会剪纸吗？过去常听
人说，每逢连阴天剪个纸人挂出去，说是个破
法儿，能止雨放晴。几句话勾起我诸多的记
忆，想不到久违的“扫晴娘”，如今还有人记
住她。

剪纸人偶“扫晴娘”是中原民间剪纸艺术
中常见的一种剪纸形式，是人们在多雨成灾的
情况下，剪个纸人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这实
际是用来祈求久雨盼天晴的一种巫术手段。试
想，在过去的农耕时代，全是靠天吃饭的人
们，盼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收”，该下雨
时要下雨，该晴天时要放晴。过去又没有天气
预报，对于未知的祸福，人们总是想有个寄
托，期盼的对象或方法是：天旱，找龙王祈
雨；连阴天，请扫晴娘止雨。所反映的都是先
民们美好的生活愿望与理想。

关于扫晴娘的民俗各地都有，传说也不一
样。母亲在世时，也是一位剪纸爱好者。有一
次她在剪扫晴娘时，讲过这么一个传说：早年
有户人家，买了一个童养媳妇，在家里是个受
气包，不但要经常拆洗全家人的衣物，还要烧
地火做一日三顿饭。一年六月天，遇上了多日
连阴天，拆洗的衣物晒不干事小，没有干柴烧
火做饭可是大事，多次受到打骂。童养媳一下
被急疯了，她一手拿饭勺，一手拿扫帚，头顶
着铁锅，在雨地里朝天挥动、吼叫、乱骂。有
人担心她的举动会惹恼天神被龙抓。然而，午
时三刻雨止天晴了，人们认为神鬼也怕人。童
养媳妇的举动，不管是天意或是巧合，但人们
还是认为她持勺挖天有理，扫天止雨有功，被
人们所信奉。时间一久，剪纸扫天人偶作为一
个民俗，便广泛流传开了。由于地域的不同，
剪纸人偶也有多个名称，如叫她“扫晴娘
娘”、“挖天媳妇”、“恨天婆”、“扫天婆”
等等。剪纸人偶不管是扫天或是挖天，弯曲的
手臂都有挥动之感。图上没有多余的剪口，只
突出了锅、勺和扫帚，很显然其中的寓意是

“民以食为天”，这也体现出人们求生存的本能
立于其中。

随着科学的发展，气象台每天都有天气预
报，剪扫晴娘的民俗也逐渐被淡化了。但剪纸
人偶扫晴娘作为一项民俗形式，虽不扫天了，
能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记住这个扫晴娘的形
象，让她扫去像乌云一般的贪念、嗔恨、烦
恼、忧虑，让晴空充满湛朗和暖意，永远留守
在我们美好的心间。附：几首扫晴娘歌谣：

扫晴娘，要扫天， 扫它七九六十三；
扫去雨淋淋，扫去阴惨惨；
扫出满天星，扫出大晴天。
扫天娘，扫天娘，
三天扫晴了，给你穿花衣裳；
三天扫不晴，针扎你的光脊梁。
扫天娘娘你是神，快快上天扫乌云，
云散天晴庄稼好，众人封你是功臣。
恨天婆娘要扫天。满天愁云都扫散，
彤红日头出东海，迎来朝阳照庄田。

“古老的皮筏，连同一具血肉之躯与
长江相撞击的时候，我看见了历史在吞天
泣地的瞬间，凝住了恢宏的呼吸！”

20多年前，《辽宁青年》一篇刊前寄
语，至今耳熟能详，这也是我长期坚持早
读练就的记功。

无论工作多忙，不管生活多累，早晨
朗读的习惯，我始终持之以恒。在这个沸
腾的年代，或熙熙攘攘人流中穿梭，或急
急匆匆生活中行走，书是一个忠诚的伙
伴，是一个睿智的导师。在基层乡下，白
天上班忙忙碌碌，晚上文化活动稀少，少
数人喝酒解闷，个别人打牌娱乐，我从不
参与，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无益于身
心。闲暇时间，我喜欢看书阅报，早读便
是很好一道美餐。22年前，初到县电业局
上班，每天早晨 6 点多起床，手拿一本

《辽宁青年》或《散文杂志》，站在单位东
边田野旁，面对青青的庄稼，大声朗读。
慢慢踱步，静静呼吸新鲜空气，深深陶醉
华美文字，真是一种享受啊。天天读书，

细细品味，很多语句，许多篇章都熟记心
中。一个多小时的晨读过去后，我便提
前半个小时来到单位，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有时刚坐在办公桌前，脑海中精彩
语句还在飘荡。读书好像是和高尚的人
说话，一位名人说，其实读书是在陶冶
情操，涤荡心灵，照亮美丽人生。好书
集导向性、艺术性、趣味性和科学性为
一体，是精神能量和价值弘扬，读书让
我忘却了烦恼，清新了思路，对工作和
生活充满激情。

一段时间，由于工作节奏过快，我
的时间规律被迅速打破，晨读时常难以
保证，只好用夜读来代替。灯火渐渐熄
灭，万物俱寂，这时推开一扇小窗，任
凭凉风吹拂，拿出一本书品品。鉴赏世
界经典精华，汲取传统文化营养，化解
市 场 经 济 中 的 道 德 悖 论 ， 别 有 一 番 滋
味。一天的奔波劳累，喜乐得失，全被
书文稀释中和了。夜读清静气畅，心平
坦荡。富有哲思的语言，华美精辟的词

句，悠远深长的故事，令我思绪飞扬，
心潮澎湃。脑海中文字掀起的波澜，撞
击着心灵的彼岸，卷起思想的浪花，令
我久久难以入眠。我发现，对我来说长
期夜读不是好事，于是我又拾起晨读习
惯。

数字化时代的开启，新媒体的崛起，
使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袭来，很多人迷失在
微博、微信之中。科学技术和飞快的生活
节奏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改变了部
分人的读书认知，一些人焦虑多动，惯于
走马观花，乐于网上快点速闪。但是，我
仍坚信传统阅读的魅力，慢阅读如喝一杯
清水，起初可能平淡，过后心里更甜。特
别是周末坐在公园一角，静心看书，最能
增智养身；或者假日登上高山之巅，大声
诵读，心旷神怡，荣辱皆忘，总有脱骨升
华之美。

早起，读书去，这是我一天的开始，
书香引领我走出家门，迎着灿烂的朝阳，
阔步走在大路上。

朋友问她，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如果他准时出
现在楼下，你会答应他，做他的女朋友吗？

这是她和他的一个“约定”。他和她，偶尔相识，
他爱上了她，对她展开攻势，穷追不舍，甚至有点死缠
烂打，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但是，她不喜
欢这样的方式，而且，她也不能确定，以他这样火热的
性格，到底是真的爱她，还只是一时冲动。她托人转
告他，如果真的爱她，那么，就证明给她看，每天晚上7
点，到她们宿舍楼下站半个小时，连续一百天。而其
他的时间，请不要来骚扰她。

他竟然答应了。
第一天，吃过晚饭，她在宿舍里看书，同寝室的姐

妹喊她，快看，他真的来了，就站在树底下呢。
她探头看了看，还真是他。她咧嘴淡淡地笑了

笑，管他呢。
一连一个星期，他都准时出现，站在大树下，有时

就那么笔直地站着，有时则绕着大树转几圈，有时又
仰起脖子，望一眼她宿舍的方向。看你能坚持几天，
她心里想。

那天，下了一天的雨，到了晚上，雨下得更大，风
也更急了。

7点，大树下，又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是他。
斜撑着一把伞，被风刮得都有点变形了。姐妹说，这
么大的雨，估计他半身都要淋湿了，要不，喊他一声，
今天就不用站半小时了吧？她没想到，这家伙还真
倔，大风大雨丝毫也没能阻止他。但是，为什么要喊
他呢，又没人强迫他，是他自觉自愿的。

和以往一样，直到7点半，他才离开。
每天，和新闻联播一样准时，他出现在楼下，大树

下面。半个小时后，消失在黑夜中。从无例外。
他竟然真有这么大的耐心和恒心，是她没有料到

的，而尤其让她意外的是，除了遵守“约定”每天出现
在她的楼下，他真的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身边，没有
表白，没有“骚扰”。这一切，让她的心，怦怦地跳动。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99天就过去了。就差最
后一天了。

第 100天。天公好像也很配合，一扫往日灰蒙蒙
的形象，阳光灿烂，空气澄澈，仿佛也是为了来庆祝这
个特定的日子似的。

知道这个“约定”的人们，也在关注着最后一个晚
上，这个浪漫的时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快到7点了。没有人担心
他，那么多个晚上，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也无论是周
末，还是假日，他都准时出现在那棵大树下。今天是
最后一天了，天气又这么好，他怎么可能会不出现
呢？这丝毫也不用担心。人们关注的是，在 7点半之
后，她该怎样应答他。

熟悉的新闻联播音乐响起来了。那棵大树下，空
荡荡的，他竟然没有出现！

姐妹们不相信地揉着眼睛。这，怎么可能？
但是，他真的没有出现。7点半了，新闻联播都结

束了。他还是没有出现。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姐妹们冷静下来，想着怎样

安慰她。
她拿出手机，找到他的号码。这么多天，他真的

遵守约定，没打过她一个电话，甚至没有一条短信。
姐妹们看着她，不知道她要做什么。打电话骂他

一通？
我决定了。她对姐妹们说。
有人赶紧劝慰她，也许他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情

况，今天才没能来，他都坚持了99天，说明他是真的爱
你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一点点，而放弃了这段感情。

她埋头在手机上写短信，“嘀”一声，发了出去。
她把手机给姐妹看，短信是发给他的，只有三个

字：“我愿意！”
试图劝慰她的姐妹们，反而怔住了，怎么，怎么就

同意了呢？
未等她解释，“咚咚——”有人敲门。
一大束鲜花之后，是他的笑脸……
一年之后，在他们的婚礼上，依然有人好奇地想

知道，第100天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也是在那天忽然
明白，原来他是用 99天来证明爱我，而用最后一天来
维护他的尊严和爱的尊严。

《夜半撞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
亚诺的作品。

深夜，一名孤独的青年在巴黎街头
漫步，被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轿车撞倒
了。他与肇事车辆的车主，一位名叫雅克
琳娜·博塞尔让的女子一起坐上警车，被送
往医院。等他清醒时，却只身躺在一家诊
所，那名女子已不见踪影，而他得到了一笔
钱。为了弄清事实，离开诊所后，他按照一
个不确切的地址，开始寻找、调查那位女
子，而那辆肇事的湖绿色菲亚特则成了他
追寻中的最重要的线索。这位女子使他想
起了另一名女子，湖绿色的菲亚特使他想
起了一辆小型货车。整个寻找的过程又是
一个回忆的过程。

小说描述了这位年轻人在寻觅的过程
中，记忆起一幕幕早年生活的片断，重新思
索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最终，他找到了雅克
琳娜·博塞尔让，一切又复归平静。

剪纸人偶“扫晴娘”
连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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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之后，是微信的横空
出世。

微信（WeChat）是腾讯公
司于2011年初推出的一款快速发
送文字和照片、支持多人语音对
讲的手机聊天软件。用户可以通
过手机或平板快速发送语音、视
频、图片和文字。微信提供公众
平台、朋友圈、消息推送等功
能，用户可以通过“摇一摇”、

“搜索号码”、“附近的人”、扫
二维码方式添加好友和关注公众
平台，同时微信将内容分享给好
友以及将用户看到的精彩内容分
享到微信朋友圈。其官方网站上
的宣传语为“微信，是一个生活
方式。”

有人戏言：Twitter 是永不
打烊的小酒馆；微博是人声鼎沸
的夜总会；而微信，简直就是警
察局对面的钟点房。

2009 年 7 月 16 日，一句话
帖子“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
吃饭”迅速蹿红，成为2009年的
网络流行语。发帖首日，点击和
回复达710万次和30万次。

没人知道贾君鹏是谁，反
正他莫名其妙地火了。

帖子逐渐退烧时，北京一
家传媒公司突然自曝，制造了虚
拟人物“贾君鹏”，旨在帮助一
款网络游戏保持关注度。“共动
用营销人员 800 余人，注册 2 万
余个 ID。”这个创意让他们赚了

6位数。
2009年7月初，在百度贴吧

里突然有人发了一张一名非主流
男子吃面的图片，图片配文“哥
吃的不是面，是寂寞”，一发不
可收。

靠同样理由流行起来的，
还有“偷菜”游戏。

网民沉迷网络和精神空虚
现象，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
文化部 12 月起加强对 SNS 社交
网络中的一些游戏进行监管，要
求各个 SNS 社交网络中的“偷
菜”游戏改名。开心农场、QQ
农场等网站，随后将“偷菜”修
改为“采摘”。

进入 2010 年代，网络深深

介入了平民生活，那些原本默
默无闻的普通人，却因各种匪
夷所思的理由迅速蹿红。2010
年 2 月，寒意料峭，一名街头
乞 丐 短 短 一 星 期 之 内 爆 红 网
络：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因

表情阴郁被亿万网友冠以“犀
利哥”之称。也是在 2010 年，
众 姐 之 中 ， “ 凤 姐 ” 当 属 最
红，独领风骚。这个身高 1 米
46、自称博览群书的姑娘，以

“非清华北大硕士不嫁”等一系
列超级雷人言论红透网络，挑
战 公 众 心 理 底 线 与 社 会 容 忍
度。2010 年，因为哥，也因为
姐，成就了“神马都是浮云”。

2010年 11月 10日《人民日
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

《江苏给力“文化强省”》。流行
潮语“给力”的使用，国内外媒
体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创新，
将之视为中国社会活力迸发、社
会语言进入官方话语体系的标志

性动作。
2011年8月，台湾一档综艺

节目《大学生了没》中，表演者
“miss lin”以夸张另类的造型、
一口做作的英语、扭捏妖娆的姿
态和极度夸张搞笑的表演震撼了
所有观众，其口头禅“整个场面
我 要 Hold 住 ” 在 网 络 疯 传 ，

“hold 住”一词随即走红网络，
成为2011年度一个具有轰动效应
的网络热词，并引发网民的造句
热潮。

2012 年，泉州有一女孩疑
似被肢解后坠落高楼，警方判断
为自杀。一名网友以“元芳，你
怎么看”进行嘲讽，暗指案情背
后或有蹊跷。该句式于是迅速流

行，这句话刚火的时候，两日内
被人问了 200 多万次。“元芳
体”来源于《神探狄仁杰》系列
电视剧，剧中狄大人常对副手李
元芳说：“元芳，此事你怎么
看”，而李元芳的回答也固定
化，“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
跷。”

网络改变中国，开放、互
动、快速、海量、方便的特点，
让互联网渐成中国社会活力的浩
瀚展示平台。蕴藏于社会的无限
文化创造力、公共事务参与热
情、监督和社会正义号召力，借
助互联网而极大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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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连 载载

南飞的大雁
把云朵提得更高
最后的野花，头顶风霜
回到阔别的故乡
树叶飘落，仿佛是
骑上马匹远去
于是，大地便有了苍茫
清风从天空吹来
从地下吹来
仰望的人，恍若

置身于大湖之中
用呼吸把明亮的水滴
带进疲惫的肉身
喧嚣已经退隐
一切都沉静下来
细数流年，把果实深埋
成为生根的种子
澄澈而纯粹的秋光
在灵魂的暗里
燃烧，并且穿行

秋光
舟自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