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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挺举苦笑一声，摇摇头，埋
头攻读。

顺安想到什么，复拐回来，
言辞暧昧道：“阿哥，我……我想
让你去趟马家。”

挺举摇头道：“已经告诉过
你，我没这闲心看戏。”

“不是看戏，是望望齐伯。”
挺举奇怪地盯住他：“望他

做啥？”
“都到马家看堂会了，鲁家

没人，万一有人前去打劫，哪能办
哩？”

“打劫？”挺举笑起来，“这
……太平盛世，朗朗乾坤，啥人会
上门打劫？”

“我是讲万一。世道乱哩，
你不晓得，前阵子余姚县城就有
一伙人趁大户人家开堂会时上门
抢劫，还杀了人呢。”顺安信口胡
诌。

挺举长吸一口气：“阿弟，你
讲实话，是否有人去鲁家打劫？”

“不晓得呀。我是讲万一。”
挺举两眼逼视他。

“阿哥，”顺安躲闪他的目
光，“我……只能把话讲到此处。”

挺举收回目光，加重语气：

“阿弟，打家劫舍，人命关天哪！
你必须告诉我实情！”

顺安哭丧起脸：“阿哥，能讲
的我全讲了。哪能做去，随阿哥
你。我……走了。”扭身下楼，顺
楼梯直走下去。

挺举略略一怔，带上房门，
追下楼梯，见顺安已经拐出院门，
朝自家方向快步走去。

挺举连走带跑，不一会儿，
远远望见马家的高大院门了。

院子里灯火辉煌，隐约可听
出甫韩氏的说唱声。挺举放缓步
子，正要走向大门，一条黑影冷不
丁闪出，横在前面。

挺举吃惊不小，退后一步，
喝道：“啥人？”

“嗬，”那黑影逼上来，“真还
是贵人多忘事哩。你好好瞧瞧我
是啥人！”

黑影欺近，挺举定睛一看，
是葛荔。

“是你？”挺举暗吃一惊。想
到那日她在大街上的表现，想必
是有武功，再想到顺安方才所讲
的打劫，挺举脑海里轰的一声，汗
毛倒竖，情不自禁地打个寒噤。

葛荔嘻嘻一笑，欺上来：“是

本小姐，咋的？”
“我……有急事体。”挺举不

想与她饶舌应上一句，欲绕开她。
葛荔伸开两臂，左右拦住：

“听你脚步，观你气色，倒是像个
有事体的。伍生员，你这讲讲，是
何事体？”

“这……”
“哟嗬，你这是不想讲呀。

那笔旧账好像还没结哩，要不，我
俩就在这儿扯扯清爽？”

“我……”挺举也是急了，
“是这样，有人这要打劫鲁家！”

“啊？”葛荔吃一大惊，“啥
人？”

挺举摇头。
葛荔略略一想：“伍生员，我

这问你，你到此地，是不是要去通
风报信啊？”

挺举再次怔住。转念一想，
她问得这般直白，想也不是有鬼
之人。但她究底是何来路，挺举
实在没底，吞吐道：“我……”

“伍生员，”葛荔略一思忖，
替他决断道，“报信是万万不可
的。鲁家开堂会，二百多号人捧
场。你讲有人打劫，万一没有，你
作何交代？妄言事小，冲坏人家

喜气，害得满城达官显贵虚惊一
场，事体可就大喽！”

葛荔所言不无道理，挺举踌
躇起来。望着这个思维缜密的女
子，挺举觉得她简直有点不可思
议，良久，方才回道：“好吧，我不
说破，只去探看虚实如何？”

“好吧，小女子不误你的大
事体嗬！”话音落处，葛荔身子一

晃，人就不见了。
突如其来的黑影

挺举一边思索一边走向马
家大门，刚好看到齐伯与两个仆
役站在门口。

挺 举 揖 道 ：“ 晚 生 见 过 齐
伯。”

“是伍公子呀，”齐伯回一
礼，“哪能介晚才来？戏台上正热
闹哩，进去看看。”

“齐伯，能否借一步说话？”
齐伯点点头，跟他走到一边。
挺举耳语，齐伯有点吃惊，

怔了下，问道：“挺举，你哪能晓得
的？”

“我……”挺举迟疑一下，绕
个弯道，“是听朋友讲的。他也是
偷听来的，吃不准。我是怕万一
有个啥事体。”

“是哩，”齐伯微微点头，“不
瞒你讲，这几日我一直心神不宁，
觉得有人监视我。我晓得要出事
体，只不晓得事体出在哪儿。你
这一讲，一切全亮堂了。”

“我叫两个人回去看看就
是。”齐伯折进院子，不消一时，带
上两个仆役快步出来。

一行四人赶回鲁家，看到大

门紧闭。一个仆役推了推，里面
闩着。一个仆役正要大叫，齐伯
轻嘘一声，压低声音叫道：“小楚，
开门！”

没有反应。
齐伯打个手势，指指一边的

高墙。那仆役绕过去，翻过院墙，
绕过来打开门，弄开门房，果见守
门的小楚被两手反绑在门房里的
一张椅子上，嘴里塞着一团棉花。

齐伯抽出双节棍，几人也都
亮出家伙。挺举寻到一根顶门
棍，拿在手中。

“挺举，”齐伯看他一眼，“你
就守在此地！”

挺举焦心的是葛荔，摇头道：
“没事体的，我也过去看看热闹。”

齐伯没再讲话，率先走去，
几人沿墙根摸向后院。

后院一团繁忙，章虎等人正
从库房里朝外紧张搬运。齐伯观
察一会儿，示意三个仆役藏在暗
处，拉挺举径直走过去。

齐伯声若洪钟：“大胆毛贼，
放下赃物，束手就擒！”

几个阿飞吓傻了，手中包袋
扑通掉地。

看到只有二人，章虎稳住心

神：“兄弟们，上！”
众阿飞纷纷抽出刀枪，围过来。
章虎迎住齐伯，二人激战。

另外三个阿飞正要过来帮忙，三
把刀尖顶在他们后心，只好扔下
武器。

阿青看见，叫道：“阿哥，中
埋伏了！”

章虎示意，与阿青退后几
步，猛地从腰中拔出洋枪，枪口对
准齐伯。

“老倌人，”章虎故意沙哑起
嗓子，“你看清爽，这是洋枪，不是
土铳。要是你能挡住这支枪筒里
的洋枪子儿，我就真正服你！”

齐伯显然见过洋枪，也晓得它
的厉害，一把扯住挺举，退后几步。

章虎欺上来：“老倌人，哪能
不逞强哩？刚才不是挺风光吗？”

齐伯、挺举两眼紧盯乌黑的
枪口，退至墙角。

“老倌人，”章虎顿住步子，
“我不喜欢杀人，也不想跟你过不
去。姓鲁的为富不仁，我们只想
借他一点小钱用用，替他消点孽
障！识相的，放下棍子，
互相绑起来。若不识相，
休怪枪子儿不长眼！” 17

连连 载载

新年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几千年来无不使
文人墨客们心潮澎湃，从而吟唱出不朽的绝唱。

“诗以言志”，王安石的《元日》正是这样一
首：“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表面是
描写新年热闹欢乐的气氛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
象，实则抒发了政治革新的情怀。“总把新桃换
旧符”，实际上就是在呼唤废除旧的制度，进行
新的变革。

孔尚任的《甲午元旦》则描绘出一派老来童
心不泯的愉悦。诗人写这首诗时已经66岁了，
但在新年里毫无睡意，点爆竹，换桃符，听乐曲，
拜新年，字里行间跃动着孩子般的天真。“萧疏白
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剪烛催干消夜酒，
倾囊分遍买春钱。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
老兴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

和通常的元日描写新年欢乐、游宦思乡不
同，孟浩然的《田家元日》风格朴素自然、清新怡
人。“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
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
气候，共此说年丰。”作为田园诗人的代表人
物，作者年已四十而未出仕，但他并不忧虑，而
是在与老农牧童恬淡的耕作中享受到五谷丰
登的乐趣。

过年总是很忙，古代过年最忙的是妇女，她
们要为自己的亲人缝制新衣。清代著名诗人查
慎行在《凤城新年辞》中曾写道：“巧裁幡胜试新
罗，画彩描金作闹蛾；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
线岁前多。”这首诗描述了妇女们穿针引线，巧
手裁剪忙的景象，文字画面感强，自然巧妙地表
露出新年里妇女们风风火火忙碌，喜上眉梢的
一派吉祥如意之景。

在古人吟诵新年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
触摸岁月流逝的足迹，更能在平仄之中获取生
命本质的哲思，这无疑是一种美的享受和思想
境界的升华。

她是单纯善良的婚礼策划，渴望真爱，却
始终不得；他是不相信爱情的拆散专家，只因
曾被爱深深伤害。 他们是事业上的死对头，也
是生活中的欢喜冤家，更是史上最爆笑最好玩
的追爱组合。

从争吵到相知再相爱，风风雨雨，磕磕绊
绊。终于明白—— 原来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
对的人。他/她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更勇敢，
更美好。

这才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初恋。《第二次
初恋》，最别致浪漫的初恋纪念手册，给你不一
样的初恋感觉。

艾小图继《我曾纯粹爱过你》后又一纯爱
力作。暖暖的、甜甜的，每个字都流淌着幸福
的味道。

家乡的亲人常年将钱袋子捂得紧紧巴
巴，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才大把地花销。娶妻
嫁女的人家，提前喂养一两头大肥猪，在岁末
宰杀待客过年，既是一年劳作辛苦的回报，
也是一件重要的风俗。没有自养年猪的人
家，都要去集市或别处大块地割肉买肉，背
回家去。

左邻右舍纷纷传出“当当当”的剁肉声。
这优美动听的声音，此起彼伏，久久地在村庄
上空缭绕。厨房里，女人们挽起袖子，扎了围
裙，勤快的手挥动菜刀，熟练地在菜板上，反
反复复地剁。额角上都挂满了细碎的汗珠
儿，那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每年腊月，村庄里家家户户都要制作臊
子肉。流传了千年的臊子肉、臊子面是家乡
人逢年过节、款待亲友的主要佳肴，不仅为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钟爱，五洲四海
的朋友也喜欢这一美食，亲切地称之为“一
口香”。

臊子肉的制作过程极为讲究，选择不肥
不瘦的五花猪肉，带皮切成小丁，在锅里放上
纯菜籽油，烧热后撒进花椒、红辣椒干，放少
许白砂糖，化开冒泡，倒入肉丁，大火翻炒，炸
出膻气，转为文火，加精盐，放置姜末和桂皮、
八角等大料继续翻搅，再陆续加入酱油、香醋
慢慢熬制。

在焦急地等待中，口水不知流过多少
遍。将近一个钟头过去，沸腾的猪油在锅里
翻滚，热乎乎的蒸汽和香气飘得满灶房、满院
落、满村子，说明臊子肉已经熟透了，女人们
便吆喝男人和孩子准备吃肉。

喷香的臊子肉舀进碗里，放在炕头的方
木盘上，顿时，香气四溢。这种肉，肉质柔滑，
富有弹性，肥而不腻。白里透着黄，黄里透着
红，滋润养眼，色、香、味、鲜、嫩恰到好处，夹
到热蒸馍，肉油渗透，香味扑鼻，异常爽口。
饭量大爱吃肉的男人，这种刚出锅的臊子肉，
有时一口气能够吃上一老碗。

臊子肉从锅里盛出，放满坛坛罐罐，冷却
后可以长时间存放。豆腐、粉条、白菜、大葱
或蒜苗加臊子肉清炒，就是美味的大年菜。
要是有宾客光临，纯朴的乡亲就会取出臊子
肉，与木耳、黄花、红萝卜丝混炒，制作浓香的
臊子面，让你大饱口福。

村子里的人家不仅做臊子肉，还做粉蒸
肉、夹沙肉、红烧肉、猪头肉、皮冻肉，做肉丸
子、肉包子、肉饺子，整齐地摆放在屋子一角，
等待归来的亲人和上门的客人。各种各样的
肉制品，在寒冷的冬季里，不仅散发让人垂涎
欲滴的香味，还有一股温暖的气息。

全家人盘腿围坐在滚热的炕头，或高兴地
喝口白酒，或端碗臊子面，吃着大块的水煮肉
片，舒服惬意，满口流油。肉香阵阵，在大街小
巷里飘荡、回旋，让村庄高高兴兴、热热闹闹，这
才是过年的味道，幸福的味道。人生不能没有梦想，因为有了梦

想，才会有动力。为了梦想，有很多人
甚至可以付出一切。1805 年农历腊
月初三，司马光终于在春节前完成了
毕生梦想：编撰完成了共计 294 卷的
不朽巨著《资治通鉴》。为了这部书，
他花费了 19 年光阴，付出了全部心
血。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
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
书成一年之后，司马光便与世长辞。他在病逝
前念念不忘的仍是神宗皇帝下令已经在杭州开
印还没有印成的《资治通鉴》。

也许很多人看到修著《资治通鉴》的艰辛，
会对自己的梦想望而却步。但是实际上，追求
梦想是一件很有意义、很快乐的事情。2003年
春节，年轻的浙江小伙子吴海京，开始续写《资
治通鉴》。此后，每天下班一回到家，就开始一
杯茶、几本书、写笔记的生活。2013年春节前，
经七易其稿，他以文言文写成《资治通鉴续纪》，
涵盖7朝952年的历史，补上了五代以后到清朝
的历史。也许他并不能与司马光相提并论，但
是他的生活是充实的、有意义的。人的能力有
大有小，学识有深有浅，可每一个梦想都有存在
的价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努力才可能实
现。这世上真的没有不劳而获、一劳永逸的事
情，一切梦想的实现都要靠辛勤的劳动来获得。

人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孩童、青年、中

年到老年，如同一年之中的四季，虽然有暖有
寒，但总是在预期的轮回中度过，不同的是四季
恒久轮回、人生有始有终。生老病死，虽然无法
改变，但是这一过程中的思维框架和行动逻辑
却可以发生深刻的变化。新春不变，希望在变；
梦想不变，人生在变。没有不变的坚守，就没有
必然的成功，没有顺应时事的改变，就有可能会
丧失成功的机遇。改变能改变的，守住自己的
梦想，不迷失自己，不安于现状，克服已知的缺
憾，这个过程也许很痛苦，充满了风险和挑战，
但这是破茧而出、化蛹为蝶的必然途径。

2015年 1月，法国人佩兰带领中国足球队
在小组赛中史无前例地获得了三连胜，在最后
一场与小组赛中较弱对手朝鲜队比赛的新闻
发布会上，佩兰甚至在没有记者问起的情况下
主动讲出胜利的秘密：亚洲杯之前有人问我目
标是什么，我说是取得小组赛首场比赛的胜
利，因为我的目标永远都是下一场，现在也是

一样。佩兰实际上表达出了一个朴
素的道理：分阶段实现梦想。眼前
的阶段性目标和梦想同样重要，眼
前的目标完成不了，实现梦想更无
从谈起。

人生道路并非坦途，甚至充满艰
辛、曲折。有顺利、有坎坷，有欢笑、有
泪水，乃是常态。无论顺利或者曲折，
我们都需要回顾和反思，细细总结过

去究竟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这就需要
用一段一段的航标来划分人生的梦想，为自己
制定一个阶段性目标，设计一个反思的时刻。

春节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辞旧迎新是每个
人的愿望，农历的新春佳节，不仅是一次四季轮
回，也是人生的一次历练。这是一个有意义的
日子，在这一时刻，如果我们还没有梦想，需要
为自己树立一个梦想；如果已经有了梦想，还需
要为梦想设计一个阶段性目标，如此周而复始，
层层递进，最终实现梦想。

冬去春来，花落花开，有悲伤，更有欢乐；有
失去，更有收获；有失望，更有期待。新春的钟
声已经敲响，又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即将来
临。虽然过去有很多遗憾，但背负着梦想和新
的希望，会让我们懂得坚强。虽然时光无法倒
流，但梦想仍将继续。挥挥手告别过去，让我们
带上梦想，拥抱一个新春、一个新开始，一个全
新的自己吧！

古人吟新年
陈 莉

《第二次初恋》
张 宁

飘香的年肉
马科平

庙会，在国内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亦无论
是过去或现在，都会找到它的踪迹。它既是烧
香还愿的日子，也是物资交流的场所，在豫西
南这个地方，它更是农人情感交汇的盛宴。

庙会的序幕是随着春天的脚步拉开的。“正
月正（大年初一）”、“元宵节”、“三月三”、“清明
节”、“四月一”、“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

“八月半”、“九月九”、“十月一”、“腊月八”……一
年四季，轮番值会，会会不断，年年岁岁，周而复
始。哪个庙会的兴起，都有它的因由，或是王母
娘娘蟠桃会，或是七仙女下凡会牛郎，或是长寿
仙翁赐福赐寿给天下老人的时候，不一而足，而
农人大多不管这些，哪里有会，早就有人惦记
着，届时，呼朋引伴，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招呼
一声：“走，赶会去!”男女老少闻风而动，哪里有
会，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庙会也可称为“百老汇”，十里八乡的商家
不会错过这盛会的机会，而农人养的牛、猪仔、
鸡鸭、山羊，以及形形色色、五彩缤纷、五花八
门的农副产品，也要来凑个热闹，有的要趁这
个机会卖掉，有的呢，根本不想卖，只是赶来在
会上过个价，看值多少钱，自己心里有个数再
赶回去，平日在家看着心里也美滋滋的。

会上的物资也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有所
变化，比如开春早的时候，大多是衣服、鞋袜和
常用的农具、锅灶、家具之类，而向后靠点，割
麦用的镰刀、扫把、长裤、短袖、种子、化肥等等
就会登场了，再往后，就是柴米油盐调味料、粮
食布匹花棉袄、美酒糕点滋补品、新书旧书老
皇历、丝绸皮草拴狗绳、瓜果蔬菜和年糕……
庙会俨然“万国博览会”，并分季节，异彩纷呈，
物以类聚，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
暇。

因为是“万国博览会”，熙熙攘攘，摩肩接
踵，人声鼎沸那是常事。庙会的热闹除了人山
人海商品琳琅满目之外，最招人扎堆凑热闹的

便是那不绝于耳的叫卖声。
叫卖亦称吆喝，也叫市声或货声。这是一

种初级的广告形式，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韩非
子·难势》载：“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吾矛之
利物无不陷也。”这个卖矛又卖盾的“自相矛
盾”的故事，可以说是叫卖在典籍上最早的记
载了。自从西周时有了商品交换，随着贸易的
发展，形成了“行商坐贾”。而经商者求买求卖
心切，必然用叫卖这种方式（坐贾有自己的店
铺无须叫卖），尤其是那些做小生意的小商
贩。所以，走街串巷叫卖的历史非常悠久。而
最为集中也最具有乡村气息的当数庙会上的
叫卖声，悠长悦耳、抑扬顿挫，而且形成了独特
的风格，成了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 庙会上小摊
贩声嘶力竭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不仅吆喝声，
就连打扮也各有特色，手里一双鞋，头上戴着
鞋盒子，一看就是卖鞋的。

从前庙会上小商贩所卖物品及其叫卖声，
大都是按季节和节令而异的。以至于小时候
不知什么叫春夏秋冬季节的变换，后来便发现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庙会上的叫卖声中来
判断四季轮替。因为，按季节和节令而至的叫
卖，非常有特点。比如：从“桂花哟，元宵”的吆
喝声中，人们便知道正月十五上元节就要来
了；从“烫面的饺儿，热来哎……”的叫卖声中
便知道春天到了；而“嫩了芽的香椿哟”这吆喝
声则标志着仲春的到来。卖香椿的“小贩”臂
上挎着小篮，用柳条绑的小捆香椿摆放其中；
继“五月鲜儿来，桃子甜嘞哎！”“哎——雪花
落，好吃不贵嘞哎——尝尝口道！”还有：“给的
就是多嘞，盛的就是多哎——又凉又甜——又
好喝的冰淇淋哟！”声声叫卖声中便知道夏天
到了。不过，夏天庙会上常听到的叫卖声当数
卖西瓜的。大街上的瓜摊儿大都切成块儿零
卖，卖主儿拿把芭蕉扇，边轰赶着苍蝇边吆喝：

“吃来哎——闹块儿尝咳——沙着您的口儿甜
——这依个大嘞哎……”也有吆喝：“大西瓜
咳，脆沙瓤儿嘞——斗大的西瓜船大的块儿嘞
吃哎……”悠长悦耳，形象生动，非常动听，让
人不由地走过去买块儿尝尝。而“臭豆腐，酱
豆腐，韭菜花，酱黄瓜……”的吆喝声响起时，
人们就知道已是金风送凉、暑气全消的季节
了。“炸面筋来，熏鱼哟”刚吆喝完，“坛肉、扣
肉、米粉肉”的吆喝声又起，这说明隆冬已经来
临……一阵阵顿挫悠扬的吆喝声，伴着热烈的
叫好声、掌声、笑声，让赶庙会的男女老少不禁
为之驻足。

但也有一些小商贩一年四季的庙会上都
叫卖同一物品，是无季节之分的。这其中包括
一些手艺人，像修理皮、便鞋的，修理桌椅板凳
的，磨剪子戗菜刀的，修理雨旱伞的等，都有自
己的吆喝声。

由于工作忙碌，节假日又埋头写作，已经
很久没有赶过乡村的庙会了，但那摩肩接踵、
人声鼎沸以及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热闹与嘈
杂，尤其是那五花八门南腔北调的吆喝声，声
犹在耳，萦绕脑际。

我真的从内心喜欢乡村的庙会，那里面承
载着太多农人的希望和欢乐，承载着源远流长
的中华文化，承载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世
故，承载着笔者对家乡的思念。虽然时代的变
迁使赶会的人的年龄结构和货物的内容有所
变化，虽然现代超市大举跃进广大乡村，但是，
古老的庙会令人难以割舍，南腔北调八方来，
纷繁嘈杂货样全——仍然是当代庙会的特色
和风格，也是笔者记忆犹新和难以忘怀的情
愫。昨天从一则乡村新闻中再次看到家乡庙
会人声鼎沸、货塞街巷、熙来攘往的情景，颇为
流连，特作此文。但愿家乡父老乡亲人寿年
丰，幸福灿烂，家家户户日子如庙会一样热闹
红火。

吆喝声声话庙会
许圣义 许昌浩

追逐梦想 拥抱新春
张世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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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 采撷盎然嫣红的芳菲
春来 翦染翡翠大地的霓裳
满目红的粉 黄的绿 蓝的紫
漫山遍野激荡着翠翘的涟漪
恰似把心房沁醉在千年陈酿里
醉得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这一片暖融融的春江
淋漓尽致地抛洒着雨露阳光
浸润心窝
春来悄无声息又恍如隔世
春来光影无限又浓情蜜意
沉醉 这初春的新鲜里
弥漫 那婀娜万千的春云际
贪婪 吮吸着春的无穷魅力
此时愿作千缕春风
飘惹万里波影

春 来
樊军雅

田野（国画） 马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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