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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安凝视这些铜板，正自走
神，肩上被人重拍一下。

顺安扭身，不无惊讶道：“章
哥？你不是——去上海了吗？”

正是一路跟来的章虎。
“发财了嗬！”章虎没睬顺安

的问话，瞥一眼他手中的红包，语
气揶揄。

“呵呵呵，”顺安笑笑，亮亮
红包，不无兴奋道，“今朝算是
开眼界了，一溜儿五乘八抬大
轿！章哥，你猜后面几乘坐的
啥人？全是丫鬟！乖乖，自古
迄今，你听说过丫鬟乘坐八抬
轿没？”看向手中红包，“瞧这礼
包，清一色十文，比周老爷家多
出一倍哩！”

章虎抓过几只红包，掂量几
下，盯住顺安：“兄弟出息了嗬，连
这种钱也肯拿呀！”啪地扔在地
上，踏上一只脚。

顺安脸色涨红：“章哥，我
……我……”

“哈哈哈哈，”章虎朗笑几
声，给他个台阶，“我晓得兄弟你
也瞧不上！戏文里哪能讲哩？大
丈夫不吃嗟来之食，是不？”一把
扯住他手，“走吧，兄弟，章哥请你

喝杯老酒去！”
二人来到酒肆，章虎点出几

个下酒菜，要来一坛绍兴老酒，大
杯相碰，不消半个时辰，就已杯盘
狼藉，喝得差不多了。

“兄弟，”章虎又倒一杯，盯
住顺安，“章哥这酒不是让你白
喝哩！”

“章哥有话请讲！”
章 虎 凑 近 他 ，压 低 声 音 ：

“章哥要做一桩大生意，诚意邀
你加盟。”

“好事体哩！”顺安激动起
来，“章哥快讲，是啥大生意？”

“方才大街上，看到那些箱
笼了吗？”

“箱笼？”顺安略怔一下，“可
是鲁老爷家的一溜儿十几个？”

“正是。奶奶个熊，看他那
个显摆，我就来气！”

“呵呵，章哥，你生那些箱笼
的气做啥？”

“嘘。”章虎看向远处柜台边
的伙计，压低声音，“鲁家富得流
油，箱子里装的必是金银珠宝，我
这想借他几箱用用！”

顺安倒抽一口凉气，酒也吓
醒了，睁大眼睛盯住他。

“呵呵呵，”章虎端起酒杯，
递上来，“兄弟，吓到你了。来来
来，喝酒！”

顺安接过酒，身子微微颤
抖：“章……章哥……”

章虎自己端起一杯，一饮而
尽，亮亮杯底：“兄弟，喝！”

顺安却把杯子放下，做出不
胜酒力之状：“喝……喝多了，这
……这得回去哩！”拱拱手，“章
哥，兄弟失……失陪！”起身朝外
就走。

章虎既没有起身，也没有应
他，只是眯缝起两只小眼，望着他
歪歪扭扭地走出酒馆，嘴角浮出
一丝苦笑。

老夫人的安排
鲁俊逸如此高调张扬，并不

全是章虎所讲的故意显摆。除去
向上海方面传导某种必要的信息
外，俊逸也是有意做给岳母马老
夫人看的。

俊逸父女迈出轿子，快步走
进院门。

院子虽然陈旧，但里里外外
打扫一新，充满喜气，就如过年一
般。正堂台阶上，马老夫人一身
新衣，一脸病容，拄着一根龙头拐

杖，在丫鬟搀扶下，颤巍巍地迎在
堂门口。

俊逸急前一步，扶住她：“姆
妈，您……哪能出来哩？”

老夫人笑笑：“就晃这几步，
不打紧的。你这次回来，是不是
看一眼就走？”

“俊逸是专为姆妈回来的，
何时走留，谨听姆妈吩咐。”

“这才像个话哩。”老夫人朝
里屋叫道，“阿秀，快出来，你阿哥
和瑶瑶到家了嗬。”

一个二十来岁的清秀少妇
从里屋转出，羞答答地倚在角门
处，眼角斜睨俊逸。一望到她，俊
逸的心就咚咚狂跳，眼珠子直直
地盯她身上。

老夫人看一会儿阿秀，又看
一会儿俊逸，这才收回目光，拉
过碧瑶：“碧瑶，来，让外婆好好
看看你。”

碧瑶早已瞧出端倪，俏脸一
沉，两眼直盯俊逸：“阿爸，看你丢
魂哩。该给恩奶献大礼喽。”

“是哩，是哩。”鲁俊逸这也
回过神来，朝门外叫道，“齐伯，上
大礼！”

齐伯应一声，喝叫仆役将礼
物抬进正堂，依序摆好，再与众人
退至院中。

看到如此之多的礼物，老夫
人笑得合不拢嘴，责怪道：“俊逸
呀，你买介许多东西做啥？这得
花掉不少洋钿哪！”

鲁俊逸掀开一只樟木箱子，
“姆妈你看，这是瑶儿到南京路的
绸缎庄里特意选配的，正宗西洋

货，你摸摸看。”
马老夫人伸手抚摸几下，啧

啧称奇：“滑腻腻，平展展，色色
鲜，瑶瑶真是好眼力嗬。”目光转
向阿秀，“阿秀，快过来看，都是好
货色，是你阿哥送你的。”

阿秀却不过来，依旧瑟缩着
身子倚在角门处，眼角斜睨这边。

鲁俊逸看在眼里，怜在心
里，略略迟疑一下，从怀里摸出那
只装着玉佩的锦盒，伸手递过去：

“阿妹，这个是送你的。”
阿秀脸色绯红，刚要伸手去

接，碧瑶一把抢去，假笑道：“阿
姨，我先瞧瞧阿爸送你的是啥宝
贝！”话虽如此，却连盒子也没打
开，顺手塞进衣袋。

鲁 俊 逸 不 曾 料 到 碧 瑶 会
来这一手，一时怔了：“瑶儿，
你——”

老夫人心明眼亮，顺手拉过
碧瑶，温存道：“瑶瑶，你和阿姨外
面耍会儿去，外婆跟你阿爸唠唠
闲话。”

碧瑶瞪一眼阿秀，也不叫
她，顾自走出门去。

阿秀晓得姆妈要讲什么，脸
色绯红，勾着头，亦跟出去。

看着神情恍惚、面色尴尬的
俊逸，马老夫人决定直接捅破窗
纸：“俊逸呀，姆妈叫你回来，一来
想你了，二来是想跟你商量一桩
事体。”

“姆妈请讲。”
“唉，”老夫人长叹一声，“阿

芝走后，你一直没有续弦，真正不
容易哩。你对阿芝这番心意，姆
妈也早看在眼里。只是，偌大个
家业，没人操持哪能成哩？阿秀
命苦，过门后一直没添小人，官人
这又撒手人寰，年纪轻轻的就守
空门。姆妈早晚看着，实在不忍
心哪。”

鲁俊逸两眼眨也不眨地望
着老夫人。

老夫人言辞恳切：“姆妈跟
亲家讲妥了，不要他家一文钱
财，只要阿秀回门。阿秀年初回
来，登门提亲的人倒也不少，可
阿秀没有中意一家。姆妈晓得，
阿秀中意的是你。姆妈看得出
来，你也欢喜阿秀。姆妈起下念
想，干脆让阿秀随你，给瑶瑶做
个 晚 娘 。 一 则 亲 上 加
亲，二则瑶瑶也好有个
照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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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风雅
王吴军

凡尘俗世里是有着许多风雅的。
樱花谢了的时候，黑发在玉石的梳子下如飞瀑，

重重的绸缎，几瓣落花，含着口香，敛眉阖上那单薄
的窗，美好的女子青丝低挽，任凭樱花飞，慵倦的手，
纤美如玉。

我知道，这是风雅。
阳光在树影间渐清渐浅，徘徊的三弦，半启的折

扇，濡湿的红唇，清风入帘，屏风上画色淡雅，梦醒
后，轻轻地翻着枕边的书。

我懂得，这也是风雅。
静谧的时光里，读典雅而婉转的文字，欣赏着一

字一字地吟说，那一刻，仿佛在静静倾听一个美如兰
花的女子在深夜里轻声叙说，耳边是缠绵萦回的音
乐，书卷上是深深泛起涟漪，精致，风雅，私密，闲适，
随意。

忍不住想起了年少的时光。
那时，我喜欢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看书写字。晨钟

暮鼓，日复一日。素净的纸，端正的字体，衬着令人愉
悦的文字，赏心悦目。柳丝长夏风短的日子，我在旧巷
里买到一本破旧的古书，一遍一遍地看，逐渐心意难
平。我不明白，纸张单薄，怎能承载起遥远风尘里一个
女子的浓情深思。我深深喜欢上了书上那些缱绻的文
字，还有文字里的风雅，眉间也似乎有了淡淡的轻愁。

那些缱绻的文字是风雅的，这样的文字描述的
四季、花草和虫鸟，让人心里会涌起熨帖的浅笑。

风雅之趣其实常常在于日常的事物中，像淡紫
色的衣、外面穿了白汗衫的人、小鸭子、刨冰放进细
腻的瓷碗里、藤花、梅花上落雪积满了，还有非常美

丽的小儿在吃着覆盆子，这些都是风雅的。
四季的时光里洋溢着风雅的韵味，春天的破晓时

分，渐渐发白的山顶，有点亮了起来，紫色的云彩微细
地飘横在那里。夏天的夜晚，有月亮的时候，不必说
了，暗夜里也是好的，许多萤火虫到处飞着，或只有一
两个发出微光点点，也是很有趣味的。飞着流萤的夜
晚连下雨也很有情趣。秋天的傍晚，夕阳辉煌地照着，
到了很接近了山边的时候，乌鸦都要归巢去了，三四只
一组，两三只一组急匆匆地飞去，这也是很有风雅之趣
的。若是有大雁排成行列飞去，随后越看去变得越小
了，也真是风雅。冬天是早晨，下雪的时候不必说了，
有时只是下了霜，或者就是没有霜雪也觉得很冷的天
气，生起火来，红泥小火炉，很有冬天的风雅。

琐碎的事物有着细致的风雅。云是白的，紫的
和黑色的云都是很好玩的。风吹时的雨云也很有情
趣。夏天和冬天，夜间和白昼，雨天和晴天，年轻人
和老年人，人的喜笑和生气，都可以是风雅的。

多情的人也是风雅的。多情的人凝神磨墨，认
真地给心上人写信，坦荡柔情的姿态显得非常风
雅。心上人拿了信，忍不住一面读一面笑，也实在是
非常风雅的。

怀恋过去的事也是风雅的。枯了的黄叶，温润的
器具，在书本中夹着的绸绢碎片，昔日的信笺，下雨觉
得无聊的时候，找出来看。去年用过的扇。月亮明亮
的晚上。这都是使人记忆起过去来，很可怀恋的事。

当然，愉快的事更是风雅的。洁白清楚的檀纸
上，用很细的笔，几乎是细得不能再细了，写着美丽
的词。河里的下水船的模样。夜里睡起喝的凉水。

闲着无聊的时候，有虽然不是很亲密，却也不大疏远
的人来讲些闲话。

优美的事更是风雅的。瘦长而潇洒的人穿着直
衣的身段，可爱的童女只穿了一件开缝很多的汗衫，
挂着香袋，带子拖得长长的，在栏杆旁边，用扇子遮着
脸站着的样子。年轻貌美的女人，将夏天的帷帐下端
搭在帐竿上，穿着白绫单衣，外罩蓝的薄罗衣，在那里
习字，这是很优美的。汗衫、香袋、勾栏、扇子、夏天、
帷帐、白绫、薄罗衣、习字，已然是无限风雅了。

还有，余香也是风雅的。衣服上薰得很好的香，
经过了昨日、前日和今日好些时候几乎忘记了。夜
里将这件衣服盖上，觉得在那里边还有薰过的余香，
比刚薰的还要好。这是生活琐事，却可以从耳熟能
详的物事中品出风雅的滋味，细细揣摩，别有一种缱
绻的情味。薰香、笔砚、乐器、风、瀑布、河川、草花还
有说经师，通透玲珑心总能有一番别样的见地，令人
忍不住去猜测那是一个怎样风雅的女子，才能有这
样剔透别致的韵味和情怀。

眼里看到、心里想到的平常的事情，用温婉清雅
的文字写在锦笺一般的纸上，就有了令人惊悚的美，
这才是真正的风雅，才真是好。尽管是素面朝天，只
要是真的风雅，眼中的风物就是明净、妩媚的，平常
日子中细微的一朵花、一种表情、一件衣裳的颜色、
一声深夜的鸟鸣，就都成了有意思的事，随便欣赏，
可消永夜。

更可喜的是，只要心怀欣赏的愉悦，只要有一双
发现美的眼睛和一颗感受美的心灵，即使在梦里，风
雅的余香也会悄然弥漫。

德国婚礼
田 野

一位在德国工作的朋友托我给
他买一件蘑菇酱邮寄过去，并且一
再叮嘱：价格不能超过 350 元人民
币。我本以为朋友离家久了，思念
家乡的美食。然而，让我想不到的
是：朋友买蘑菇酱竟然是给自己的
同事送结婚“贺礼”。

原来，德国人举办婚礼，主人是
绝对不能接受礼金的。参加贺喜的
客人可以送一些礼品，但礼品的最
高价格不得超过 50 欧元，否则，就
会被主人拒绝。不仅如此，客人送
的礼物一般要在主人指定的商店购
买，购买的物品也是主人列出的自
己急需的东西。有衣服，有厨具，还
有婚宴用的白兰地、香槟，甚至蛋
糕。不仅价低，而且实用。因为主
人曾来中国旅游过，吃过中国的香
菇酱，特别喜爱。这才向朋友索取
这份“特殊”的贺礼。

据朋友介绍，德国人举行婚礼，
不仅为贺喜的客人“减负”，而且也
为自己“减负”，一切都以节俭和实
用为原则。拍摄婚纱照一般不去影
楼，而是玩“自拍”：新郎新娘在公
园、郊外或者家中，摆好姿势，自拍
或者请朋友帮忙按下相机快门。不
仅如此，就连新娘穿的婚纱也是

“旧”的：常常是母亲、姑姑、姐姐用
过的。一件婚纱两三代人穿，这在
德国婚礼上也是常见的事儿。

不仅婚纱照是这样节俭，德国
婚宴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德国婚
礼一般在下午2点举行，3点开始举
行婚宴。婚宴一般只提供糕点、饮
料和酒水。晚上有舞会和文艺演
出。不过，舞会是由参加宴会的人
自己跳舞，文艺演出也是由宾客自
带乐器演奏或歌唱，完全是一种自
娱自乐，其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一场婚宴下来，一般不会超过
2000 欧元。这与中国大鱼大肉铺
张浪费之风相比，要有意义得多。

最有意思的是来宾的车辆。在
中国，参加朋友的婚宴，宾客们除了
递上厚厚的贺礼外，驾驶一辆豪华车
辆也成为其身份的象征。而在德国，
如果在婚礼上出现豪华车辆，那么，
车主就会被人看不起。因为，德国人
崇尚节俭，开豪华车参加别人的婚礼
是一种奢侈浪费的行为。这与中国
大操大办的婚礼相比，不仅节俭，而
且要轻松、热闹、浪漫、实用得多。

随笔

草原诗笺
王继兴

去了内蒙古一趟，回来多年了，却把
魂丢在了那里……

真的，草原的风光太豪放、太奇特、
太媚人了！我时时都在念想在草原上所
看到的一切。

且说云吧，堪称瞬息万变，奇妙无
比，正是：“蓝天一缕若诗魂，聚聚散散
变化勤。时而凝为絮绵绵，倏忽化作
雨淋淋。峥哉嵘哉艳似火，绚然丽然
灿若锦。浓淡缥缈如梦幻，至奇至妙
草原云。”

雨更奇俏，常常来有形，去无踪，
往往是：“正值晴空艳阳天，悄然飘来
一片云。天佩蛇曲霹雳剑，云着斜摆
坠地裙。略过爽风细似缕，甩下雨点
大如盆。来得突兀去得疾，抹弧彩虹
至媚人。”

放眼辽阔草原，一望无际，真乃千里
画卷：“绚丽云霞作大幕，绿毯铺向天际
处。草浪翩翩迎风舞，驼群悠悠闲踱步。
牧童歌声忽高低，马头琴声时有无。千里
草原赏画卷，魅力无限耐品读。”

遥看草原落日，峥嵘辉煌，令你意醉
神迷：“昔日常吟晚晴赋，今赏夕阳在草
原。似镶似嵌云峰奇，如火如荼霞光灿。
依依牵恋一轮日，浓浓红透半边天。遥听
牧歌韵若酒，一声一醉一陶然。”

立在山巅，可品悠悠绵绵婉转流
淌的河韵：“葱葱翠翠草原上，飘飘忽
忽一条河。千绕百转意如诗，回肠荡
气韵若歌。天蓝云白苍穹高，风吹草
低牛羊多。夕阳一抹境更奇，惊叹造
化出杰作。”

站在河畔，可赏夕阳余晖里悠游
踱步的马群：“云锦天幕衬矫姿，清溪
波光映倩影。俨若俊秀浴夕阳，更似
佳丽沐晚风。矫姿纵驰极骁勇，倩影
静立也从容。画境漫吟堪如诗，诗韵
细品乃画境。”

穿越大青山，我恍若看到了历代边
塞名将的身影：“塞外屏障是阴山，其势
巍巍且绵绵。马嘶断续因风起，箫咽隐
约伴日残。四季岁月随星斗，千年往事
成云烟。确信石崖斑驳处，应是飞将旧
诗篇。”

走进白桦林，我蓦然看到了万千绝
美佳丽的倩影：“亭亭玉立皆白桦，身着
盛装兼薄纱。叶片漫吟婉约词，眸光悄
传痴情话。艳阳浓抹真妩媚，微风轻拂
倍潇洒。老夫若是少年时，愿牵纤手走
天涯。”

谒拜成吉思汗陵，你会加倍崇敬英
雄的豪迈！真正是：“天高地阔辽无垠，
帐陵浩然奉伟人。驰骋阴山阅沧桑，纵
横草原啸风云。气壮山河揽欧亚，大写
版图惊鬼神。莫问天骄葬何地，口碑处
处颂英魂。”

瞻仰昭君墓，你会豁然顿悟思辨的
人生！正所谓：“仰望青冢发幽思，漫步
碑廊吟诵辞。佳人泪洒塞外土，芳名彪
炳千秋史。历数所有祸福事，细品全是
哲理诗。当年若无毛延寿，老死宫中谁
人知？”

…………
还有，内蒙古《北方新报》朋友们十

分豪爽、率直的性格，极为热情、好客的
情谊，令我由衷地感激！挥别时，我有小
诗相赠：“梦境也响马头琴，北国行旅终
成真。踱步成陵生豪气，驰骋草原畅心
神。面对青冢思绪多，考察红山感悟
深。今日痛饮草原王，杜康待酬新报
人。”《北方新报》总编辑李德斌先生立即
酬道：“肝肠洁如雪，意气艳如虹。君别
塞北去，常留一段情！”

眼看又到岁尾了，思念之情又涌心
头！远隔关山，相见也难，且将我的思绪
填入《西江月》的“信封”作为“尺素”，寄给

《北方新报》的至朋好友：“难忘把盏北国，
蓝天白云牛羊。神聊古今意飞扬，亦吟亦
歌亦觞。无奈一别数载，花红复又叶黄。
何时再约草原上，还说还笑还狂！”

新书架

《日本百年航母》
祝玉婷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海军利用“若宫”号水上
飞机母舰搭载的水上飞机，对德国设在中国青岛沿海内的军事基地进
行了攻击，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海上航空实战记录，也正是这次战
斗，让日本认识到了海上航空作战的优势及其无法取代的战术价值。

延至今日，日本的航母发展历史已达百年，一个多世纪的轮回中，
日本帝国海军覆灭，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战后的格局中继续扮演着重要
角色，未来的走向如何，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日本帝国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三大海军、亚洲第一大海军，代表着亚
洲海军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与建设航母特混舰队的
海军，并在太平洋战争前期重创美军。读者不禁要问，日本帝国海军如
何兴盛，又是如何衰败乃至走向覆灭的？《日本百年航母》一书以航母这
一坐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日本百年航母》以鸿篇巨制全面爬梳史料，对日本航母发展的百
年历程进行了清晰的勾勒和翔实的介绍，不仅包括对日本帝国海军时
代航母运用及其经验的介绍，也包括对日本海上自卫队航母发展的历
程、现状和走向的分析。该书对日本航母发展中涉及的基本发展历程，
航母发展思想和作战思想，各主要型号航母的建造历史、技术参数和技
术性能、作战情况、历任舰长等均进行了详细的展示和精辟的分析，堪
称日本百年航母发展历程的“百科全书”。该书还配有近千幅珍贵的图
片、图表，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日本航母的前世今生。

掌故

会 馆
阎泽川

会馆出现在明末清初。清朝则
是会馆兴盛昌隆的时候，民国时期也
曾经设立过一些会馆。北京目前保
存完好的会馆也大多是清代和民国
留存下来的。

会馆的兴盛和科举制度有着密切
的关系。每逢京师举行会试“春闱”，
数以千计的举子涌入京师。于是出现
了一些专为考试举子开办的“状元
店”，但这类“状元店”租金昂贵，一般
贫寒子弟难以负担，他们中不少人在
来京的路上省吃俭用，有的甚至被迫
乞讨。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了，这种

以接待举子考试为主的会馆有的就叫
“试馆”。

后来，科举制度废除，但仍有大
批各地的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在京
商人及学生借会馆居住、集会，这些
在京人员为联络乡谊、互相照顾同
乡利益，设立馆舍，称为会馆。“试
馆”经过这样的变革，后来就发展成
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另外，还有
一 些 会 馆 属 于 行 业 性 质 的 联 谊 场
所，这类会馆被称为“行馆”。现在
所说的会馆，实际上包括了“试馆”、

“会馆”和“行馆”。

搬倒井
杨洪昌

搬倒井位于登封市唐庄乡搬倒井村，沿郑少高速向西行至唐庄出站口，再
由镇区向西经过三官庙北上，便来到了搬倒井村。村里有一口古井，井深 10
米，井口向东北，井筒朝西南，井壁用青石垒砌，井水清澈见底，水流咕咕从井
口流出，常年不涸，这口井就叫搬倒井，该村子因搬倒井而得名。

相传西汉末年，汉朝宗室刘秀在南阳发兵反抗王莽。初战不力，刘秀带兵
退到嵩山东麓，将士们人困马乏，口干舌燥。探子回报，不远的山坡上发现有
一口水井，井深两丈有余，井壁石头垒砌，井水清澈见底。将士们说：“水倒清
澈，无绳无桶如何取水？”刘秀走到井旁，笑着说：“这个好办，把井搬倒水不就
流出来了吗。”话音刚落，井真的倒了下来，井水掩住了半边井壁，咕咕从井口
流出，此时刘秀拔出宝剑，顺势一划，一条水沟从井口流向山下，将士人马跪爬
饮足喝饱……搬倒井因此而得名。

现古井犹存，井水清澈见底，干旱不涸终年不断。1995年政府对古井周
围加固了券门进行保护，并题写“搬倒井”青石匾额。

张伯英 书法

九江小景（国画） 白启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