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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退休前，堵纯信先生在河
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工作。而
他最得意的杰作——玉米杂交品种

“郑单958”，是在他退休之后育成的。
作为我国紧凑型玉米育种的重要

里程碑，“郑单958”具有非常出色的性
状，成功解决了品种耐密能力低、综合
抗性差等技术难题，开创了我国玉米
高密度种植的新纪元。

2001年，“郑单958”通过了山
东、河南、河北三省和国家审定，并被
农业部定为重点推广品种，成为我国
种业界一匹惊艳的黑马，种植面积一
路飙升：2002年1325万亩，排全国第
三名；2003年2135万亩，排全国第
二名；从2004年起（4300万亩）跃为
全国第一，2005年5400万亩，2006
年5895万亩，2007年、2008年连续
两年超过6000万亩，占全国当年玉米
播种面积的近三成，一直到2016年，
连续13年居全国玉米种植面积第一
位，被种业界誉为“一号种子”。

2008年 1月，“郑单958”斩获
2007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仅2013年，“郑单958”的种植面
积就达6479亩，增产37亿公斤，增加
经济效益44.6亿元。这一年，堵纯信
入选中国种业功勋人物候选人。

截至2016年，“郑单958”累计推
广7.7亿多亩，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单个玉米品种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

从1960年代初玉米单交种育种
开始至今，我国玉米品种经历了6次变
革：1960年代初至1970年代初，以

“新单1号”“白单1号”等为代表的第一
代；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以

“中单2号”“郑单2号”“丹玉6号”等为
代表的第二代；1980年代初至1990
年代初，以“丹13”“烟单14”“掖单2号”

“郑单8号”等为代表的第三代；1990
年代初至1990年代末，以“掖单13
号”“掖单12号”“豫玉22”等为代表的
第四代；19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以

“农大108”“鲁单50”“浚单20”等为代
表的第五代；21世纪初至今，以“郑单
958”“先玉335”等为代表的第六代。
玉米品种的6次更新换代，每一代优秀
品种代表都有河南的品种。

河南的玉米育种从1950年代至
今，除了1980年代有一个徘徊期，一
直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郑单
958”在本世纪初成为玉米“万种之首”
的“霸主”后，独引风骚近20年。目前
种植面积虽然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它
依然卓尔不凡，能超越者寥寥无几，近
几年继续排在全国优秀品种行列。

“玉米人”程相文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

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这是世界
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的名言。这句话
被著名玉米育种专家程相文写在自己
笔记本的扉页上。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程相文把自
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粒种子——玉米
育种事业。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
先琴专门为程相文写了一部报告文学
《玉米人》。

中专毕业的程相文，自1963年
毕业，一直到退休，都在豫北一个小县
的乡镇——坐落在浚县钜桥镇（现属
鹤壁市淇滨区）的县农科所（2009年
升格为鹤壁市农科院）工作。“天天干的
是玉米，想的是玉米，看的是玉米，一
天也离不开玉米”的程先生，把毕生的
精力都献给了玉米，直到2014年4
月，78岁的程先生才卸任鹤壁市农科
院院长，改任为名誉院长。退休后，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程相文成立了育种
工作室，带着几个研究生继续在育种
一线耕耘。

程相文刚到浚县的时候，玉米产
量普遍很低，亩产只有一二百斤。
1964年，在浚县原种场工作的程相文
向县农业局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

申请：去海南育种。当时，玉米南繁育
种虽然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但“南繁”的
科研单位都是省级和地市级的，还没
有一家县级育种单位。浚县农业局领
导班子对程相文的提议开始是惊诧，
讨论研究后变成了赞赏，最后给予批
复。于是，程相文带着50斤玉米种踏
上了十几天的长途跋涉之路。

早期的南繁育种非常艰苦，更没

有椰风海韵。当时的海南还很落后，
农村更是一片荒凉。不通电，不通自
来水。程相文一直租住在老乡家里，
在第一户人家住了17年，在第二户住
了22年，现在租住的人家也住有好多
年了。他白天下地劳作，晚上就着煤
油灯查找、阅读科技资料，统计育种数
据。当地人对他的称呼，也从“小程”变
成了“老程”，当年风华正茂的小伙子，
渐渐成为鬓发染霜的老人。从开始南
繁育种，程相文每年有半年时间都在
海南工作，连续50余个春节在海南的
玉米田里度过。

几十年间，程相文先生带领团队
引进和选育出浚单系列等39个玉米
新品种，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加经济
效益270多亿元。他培育的“浚单
20”，2004年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玉
米主导品种推广种植，成为黄淮海夏
玉米区种植面积第一、全国种植面积
第二的大品种；2005年，浚县钜桥15
亩连片夏玉米超高产攻关田单产达到
每亩1006.85公斤，创造了世界夏玉
米高产纪录；在全国种植面积连续4年
（2007年至2010年）排第二名，连续
5年（2011年至2015年）排第三名；
2010 年3月通过河南省科技成果鉴
定，著名玉米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戴

景瑞先生对“浚单 20”如此评价：“为我
国玉米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成果整
体达国际先进水平”；2011年，“浚单
20”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4年5月，“长期扎根基层，淡
泊名利，忘我奉献，潜心科研，刻苦攻
关”的程相文先生，与种业界泰斗袁隆
平、李振声等人被评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种业十大功勋人物”。
至今，已经85岁高龄的程相文，

仍然要坚持下田——尽管如今分子育
种技术很发达，但与许多优秀育种专
家一样，程相文要去大田里验证。

花生专家张新友
幸福的生活，不一定是天天海参

鲍鱼。一盘花生米、一壶老酒，也足以
让很多人体会到生活的惬意。

但这样的幸福，我们的先人却体
验不到。花生原产于美洲，传入中国
大约是在明代后期，至清乾隆朝，花
生还是贡品，寻常百姓难得一见。作
为一种重要的油料作物和日常食物，
花生种植研究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

以张新友院士为带头人的河南花
生科研团队已有40多年研究历史，一
直是我国花生研究领域的骨干单位，
先后承担过国家“863”重大专项、重点
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农业科技跨

越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和省
重大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选育出一大批优质高产早熟系列花生
新品种，其中“豫花1号”“豫花7号”分
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豫花14
号”“豫花15号”“远杂9102”分别被列
入国家农业科技跨越计划和农业科技
成果转化基金项目。

张新友长期从事花生遗传育种研
究，在多年的研究中，建立起花生远缘
杂交育种技术体系，创制一批聚合了
野生花生优异性状的新种质，开辟了
花生野生种质利用的有效途径，在花
生重要经济性状遗传与分子标记开发
等育种理论与前沿技术研究上取得重
要进展，培育出“豫花”“远杂”系列早
熟、高产、优质花生品种30余个，成功
克服了花生种间杂交不亲和障碍。

1984 年，21岁的张新友从百泉
农业专科学校（河南科技学院前身）毕
业，被分配到河南省农科院花生课题
组，从事花生育种工作。那时候，在河
南，花生属于小作物，全省种植面积约
500万亩，亩产200斤左右。

当时的花生课题组比较缺人，最
小的同事也有40岁，其他同
事都在60岁上下，张新友成
为花生课题组的新鲜“血液”。 48

连连 载载

2021 年黎紫书出版长篇小说《流俗
地》，因其扎实沉稳的写作，让马来西亚
华人的生活跨越地域，跨越国族，感动无
数中国大陆读者，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与回
响。《暂停键》这本散文集对她来说有重
要的阶段意义，这是一部创作意义上承前
启后的作品，亦是一部探寻自我的作品，
她在文章中说“只想写些不枉此生的文
章”，读者可以见到《流俗地》初成前的创
作信念。

自 1994 年出道，黎紫书的写作之路
已经走过 28 年，从微型小说、短篇小说、
散文集到长篇小说，她的写作横跨不同体
裁，屡获殊荣，写作成绩斐然。《暂停键》

是黎紫书多年行旅的散文作品，在工作了
多年以后，她决定四处漂泊，隐于都市人
群，避居异国小镇，行经千山万水，又穿
越文字的时光隧道。从北京到伦敦，从城
市到乡间，也让她重新整理旅途中的人和
事、物与景。黎紫书说“因为只是一种心
情或看法的记录，完全没想过这些文字以
后要发表，所以写的时候纯粹是一种记
录。我以前可能写很多小说就是为了生
计，可是《暂停键》里面的文章不存任何
目的，它就是在生活中停下来歇一口气，
好好看清楚自己，就是一种内在探寻的状
态，可以说《暂停键》不仅是一个承前启
后的作品，而且是生活的暂停键。”

荐书架

♣ 萱 齐

《暂停键》：召唤自己的魂魄在文字中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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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俊

远逝的积肥旧事
那天傍晚，我回到了远离多年而

又缱绻的故乡。因舟车劳顿，一搁饭
碗就沉酣到睡梦里去了，次日天色微
明，竟被院墙南蹦跳在嫩树枝上的鸟
雀啁啾醒了。向野外走去，肆意言欢
久别了的地埂、田畴，贪婪吮吸家园
清新的空气。

在村北头的村村通路上行走，
我偶遇担着两个粪桶的昔日同窗，
即招呼说：“早！往地里担粪哩？”
答：“往东河倒哩。”我出乎意料：“为
啥，泼到还没有起身的麦苗地里不是
有助于麦苗生长吗”“我家的地离这
里稍远一点儿，泼到别人的地里怕不
高兴……”我无言以对。过去，农家
肥在村人的眼里，可是金贵得很呢！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种
地不上粪 ，等于瞎胡混”。这朗朗上
口的农谚，言简意赅，妇孺皆知，仿佛
是维系温饱生活的座右铭。有鉴于
此，当时每个生产队都有几间牛屋、
磨坊、羊圈，有一两个大大的长或圆
的粪坑。隔段时间，队里就要组织社
员们除牛铺、羊圈。老虎耙子、铁锨、
架子车、箕畚一齐上阵，先堆到一起，
再敲打碎折叠起来焐、焖，一遍又一
遍，俗称“倒粪”。最后用牛车或人力
运到地里做底肥。任凭哪块土地、哪
种庄稼，都分外欢迎这一厚爱有加的
打理方式，庄稼叶子墨绿墨绿，结出
的果实饱满而光泽莹润。悉心捧起
一颗颗籽粒，如同捧起一朵朵怒放的

心花，藏不住的欢喜顷刻而至。
在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晨曦里，或

在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中，总能于大
路上、小径旁、地块边的沟壑里、房
屋的拐弯处，不经意间就会碰到微笑
着向你走来的拾粪者。

于是，生产队的大粪坑就派上了
用场，成为人们来来往往的集散地。
从四面八方捡拾回来的各类粪过秤
称重后，就倒了进去，有专人往上面
摊一层碎土，或从牛屋场上打扫的草
末子。一层粪，一层土，沤肥发酵，
制作出庄稼最爱的优质肥料。

爱肥、议肥、积肥、制肥，是农人
日常里不可缺少的热门话题和具体
行动。寒冷冬天的清晨，我的父亲就
迎着黑苍苍的微光去拾粪。光线虽
幽微，但有经验的父亲能迅速判断是
一坨猪粪还是狗粪。如是牲畜头天
晚上拉下的，一夜就冻成了块状，更
便于铲到箕畚里。一年夏天，母亲整
日里呼唤“猪娃猪娃”的小白猪已经
长成了大白猪。中午大白猪吃饱了
食物，扭动着身子，摆着尾巴去“溜
达”。穿着白色土布短袖上衣，拿一
把圆头短把铁锨的母亲不顾天气炎
热，尾随其后……端回自己饲养的猪
拉下的粪便，倒在东屋房后挂在槐树
半中腰的荆条萝头里，攒多了交给集
体。刚入初中的我，被父母嗜此不疲
的“身教”深深触动。去上学时就背
一个箕畚放到教室外，放学后先围着

村庄转一圈，然后满载而归，送到生
产队里的粪坑去。

每家每户必备的厕所、猪圈、鸡
笼、粪坑，各有各的独立用处。人粪
尿由生产队种菜的淘走统一使用。
一年四季的清晨，常会看见担着两个
大粪桶的那位中年男子走东家串西
家的身影。先倒在菜园边的化粪池
内发酵，适时随同小毛驴从井里车出
的水浇到菜地里。小粪坑是农户用
于自家积肥的，打扫庭院的灰土、草
末子，烧锅做饭后的草木灰，清理猪
圈、鸡笼的杂物，厨余垃圾……一律
倾 倒 在 内 ，混 合 腐 烂 ，转 化 为 有 机
肥，既疏松土壤又适宜各类农作物的
生长发育。

偌大个村庄，平时比较寂寥，因
人们一天三晌都要到田间奔忙。挨
着起挖住户小粪坑的早晨，男女老少
的欢笑声便连成了一片。肩膀上系
着垫肩的大人们，用粪筐将农家肥担
到指定的空场上，我和小伙伴们两人
抬一粪筐兴奋地穿梭其间。粪堆足
够大了，用铁轱辘牛车拉到地里去。
栽红薯时，人们总会捧一捧细碎的农
家肥培育在红薯芽根部。有时耕牛
实在忙不过来，一群男女青壮劳力就
驾了牛车抬辕，拉上装满农家肥的大
车往田间运送。劳动的欢快，追着咕
噜噜转的车轮在大路上飞奔。头年
预留的准备适时播种高粱、棉花、西
瓜、甜瓜种子的地块，一听到车轱辘

转动的声音，似乎不敢有半点懈怠，
即刻周密酝酿着来日的勃勃生机。

庄稼成熟了，收割采摘，碾压脱
粒，晾晒储存。用传统方式熬出的玉
米糁，蒸的馒头，擀的面条，贴的南
瓜托，包的水饺，搅的疙瘩汤，蒸、
煮、馏的红薯……魅力无穷，香甜味
儿盈满肺腑，回味绵长。从没有喂养
过 任 何 添 加 剂 饲 料 ，靠 吃 剩 饭、麦
麸、谷糠、杂草、少许杂粮长大的生
猪、鸡、鸭、鹅等家禽家畜宰杀后，放
少许天然的佐料烹饪，安全、健康、
释怀，到口即烂，鲜美无比，有滋有
味。之所以如此，我敢大言不惭地
说，无公害的农家肥所起的作用功不
可没。农作物、农家肥和家禽家畜，
年年季季都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人们
的内心怎能不敞亮，生活怎能不处处
充满阳光！

如今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现代
化，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满足。各
种化肥一应俱全，播种时节，种子和
化肥一同植入地里就算完事，只等收
获。农人不再积农家肥，也不再往庄
稼地里施农家肥了。一向很听话的
土地好像被娇惯得任性似的……物
产是丰富了，然而，不知何因，粮食、
菜蔬乃至肉类，与原先的相比，却索
然寡味了许多。不管怎样变着花样
去做，很难品尝到过去那个至纯至真
的味道了。那“味道”，简直成了味
蕾里的一种奢望，可望而不可即。

知味

♣ 贾国勇

煠萝卜缨子
萝卜缨子，是故乡称呼萝卜叶子的

土语。借用了古代武士的盔缨之意，只
有土里生长的块茎植物，从头顶长出的
叶子才能称之为缨子。除萝卜缨子外，
还有苤蓝缨子、蔓菁缨子。同是块茎植
物的土豆、红薯、山药等，叶子长在秧
子、棵子上，则不能称为缨子了。萝卜
缨子从块茎的头顶生出，避免了通过秧
子输出时的养分流失，不仅富含蛋白
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胡萝卜素
等，还有较多的维生素及矿物质，是一
种天然的保健产品，备受人们喜爱。

“煠”和“水煮”意思相近，都把食
材放进水中煮之。不过，煠是为了去
除青涩之苦，为烹饪准备原材料；水煮
则是一种重要的烹饪方法。一直认为

“煠”是故乡的土语。前段时间翻阅明
代科学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时，在

“救荒本草”一章中发现了“煠”字的踪
迹：“野生薑……采嫩叶煠熟，水浸淘
去苦味，油盐调食。”薑，生长在农村的
溪畔灌木丛中。在庄稼歉收的年景，
可以采摘其嫩叶煠之饱腹。煠萝卜缨
子和煠薑叶的过程差不多：把从萝卜
地里拣来的萝卜缨子淘洗干净，带有

小萝卜的可以切成四瓣，放进沸水中
煠之。待萝卜缨子煠至七成熟的时
候，就煠去了其中的苦味。尔后，从水
中捞出，搭在绳子上晾干。煠萝卜缨
子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看来，古人善煠，却是救民饥荒之法。
白萝卜或青萝卜、红萝卜的缨子

可以煠之，苤蓝缨子、蔓菁缨子也可以
煠之。萝卜缨子煠好后，可以保存一
个冬天。在大雪封门的时候拿出来在
沸水中烫一下，卷曲的萝卜缨子便如
睡醒的少妇般伸展开来，袒露出她青
脆的本色。佐以荤腥煮汤炖菜，可除
腥提鲜，增加营养，以味美制胜；佐以
煮熟的黄豆可以凉拌，若有腌制的红
辣椒相伴，更是风味独特；佐以面粉上
笼屉熏蒸，熟后淋以蒜泥、姜汁和麻
油，虽是隆冬寒月却能品味出春天的

味道，岂不妙哉？到了春节，把煠好的
萝卜缨子发开，拌猪肉剁成饺子馅，吃
起来醇香可口，筋道有嚼头，让人疑似
天下最美的味道。

当煠成为一种烹饪方法的时候，
在生活中就可以处处感受到她的神秘
存在了。春天的时候，可以煠柳絮，煠
榆钱儿，煠香椿叶，这些被故乡称之为

“树上馋”的食物，不仅可以帮助人们
度过灾荒年景，更是冬天过后大地给
人们的第一道美味。还有构树的花
穗，挂在树枝上如一条条的毛毛虫，看
起来非常恐怖。经过煠制却是人间上
品，不仅可以拌面蒸制、凉拌，也可以
炒菜、做汤。红薯秧不经过煠制既硬
又苦涩，无法食用。经过煠制，红薯秧
变软变香变成了农家的美味，切碎后
拌上面做成窝窝头，食后增加肠蠕动

能力，不仅是美容养颜的食品，还有通
便利尿的功能。

过去，乡村的集市上，萝卜大都带
缨子出售，甚至有来自田野里的泥土。
这就是人们说的“萝卜快了不洗泥”。
勤快的“煮妇”把萝卜买回家中，会把萝
卜缨子煠了备作冬天的菜肴。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的挑剔也越
来越高，特别是到了城市的超市里，萝
卜通过砍头去尾的“净身”过程才算合
格——不仅没有缨子了，萝卜尾巴也被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如白白胖胖的婴儿
躺在菜柜里任人挑拣。“煮妇”把萝卜买
回家中，说是因为萝卜喷洒了农药，还
要再次清洗去皮，才能吃得放心。更不
要说吃萝卜缨子了！

如今，随着健康养生的理念一步步
深入，曾经被遗弃在田间地头、甚至被
当作猪羊饲料的萝卜缨子再次受到了
人们的重视。一些大酒店里还用煠萝
卜缨子做出了不同味道的菜肴。在大
快朵颐之余，人们讲起童年时煠萝卜缨
子的故事，每每会引起一片唏嘘之声。
童年的味道总是让人回味万千，煠萝卜
缨子的故事也就成了美好的向往。

风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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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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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德国有一位叫弗兰霍斐的油
画大师，被所有画家景仰。他已经登临绘
画的最高殿堂，掌握了绘画的所有奥秘，随
手画出的草图，就足以征服世界，让其他画
家望尘莫及。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依然狂
热地追求着更加高深的艺术境界。他有一
幅密不示人的“卡特丽纳美人”画作，用了
10年工夫不断修改完善，试图通过这幅画
作实现他对绘画的全部理想和追求。当他
终于完成画作、向其他画家展示成果的那
一天，那些仰慕已久的画家们却站在他的
画作前惊呆了。他们上看下看左看右看，
看不到画布上有任何东西，只在一堆乱七
八糟的颜料下，找到“一只纤细美丽的
脚”。显然，弗兰霍斐已经失去理性，亲手
毁灭了自己的画作；画家们只能透过劫后
幸存下来的“一只纤细美丽的脚”，感叹在
这乱七八糟的颜料的废墟下，有着一幅何
等伟大的作品了。

这个故事来自于被马克思称为“小小
杰作”的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不可思议的
杰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艺术追求没有
止境，但也需要控制在理性范围内；一旦超
越理性，走向极端，就不仅毁灭了艺术，也
毁灭了艺术家本身。

如今的一些艺术家，也颇有走向极端
之势。从媒体上看到，一些画家已经不再
是用笔作画，而是用头发作画，用嘴画，用
胸作画，用屁股作画，甚至用鲜血作画了，
要么疯狂怪异，要么阴森恐怖，毫无艺术性
可言。一些书法家也不再将书法当作书法
艺术，而是当作“行为艺术”，连吼带叫，连
吵带闹，什么“吼书”“射书”“乱书”，乌烟瘴
气，不一而足。甚至个别书法家有纸不用，
拿着黑漆漆的笔墨往人家姑娘身上乱捅，
还美其名曰“人体书法”，真是匪夷所思，没
了底线。

弗兰霍斐大师是令人尊敬的，他对艺
术的追求是真诚而严肃的，虽然他的激情
使他失去理性，毁坏了自己“不可思议的杰
作”，但他毕竟留下了“一只纤细美丽的
脚”，证明他卓越的艺术才能。如今的某些
所谓艺术家，热衷于哗众取宠，沽名钓誉，
博人眼球，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鬼画符”
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一只
能够证明他们实力的“纤细美丽的脚”了。

如果说弗兰霍斐是为追求艺术而走向
极端，最终成为艺术的牺牲品，那么如今的
某些所谓艺术家，则是为追逐名利而走向
另一种极端，完全亵渎了艺术。

小姑奶我俩喜欢爬树折枝
做柳笛，把野花插在鬓角哼哼唧
唧地唱；或者去抵绒嫩的“毛芽”
来吃。跑累了，我们就找块儿干
净的平地坐下来，抓子。

小姑奶比我大一岁。她长
着 一 双 细 长 的 眼 睛 ，善 良 ，贤
惠。她是家里的老疙瘩，常把

“二姐”喊成“意姐……”可她喊
我“小娟”的时候，清爽利索，一
点儿也不大舌头。

子是石头做的，七个一副。
抓的时候，先是笼在手心，向上
抛的同时翻转手背去接。手背
抛落时接住一粒。这一粒再上
抛三次，同时把地上的石子分成
一、二、三抓起来放进左手，谁失
误了就轮到别人。

我身边总要带着弟弟。弟弟
不安生，一会儿就爬出老远。别
人嫌我麻烦，我只和小姑奶玩。
在我跟前，她像个小大人。

正玩得开心，我气急败坏地
去追弟弟。小姑奶就停下来，安
静地等我。或者她比我更早地
觉察到了弟弟的逃离，迅速跳起
来去抱弟弟。她的眼神和行动
减缓了我的急躁，我呵斥弟弟的
声音小了下来。

我做梦都想拥有一副像小姑
奶那样浑圆、洁白的石子。可我
又忙又笨。少年的心事总是一览
无余。或是我眼光如钩，或是我
爱不释手。总之，小姑奶看出了
我的喜欢。她说，要送我一副。

我没说话。这是一项大工
程，我怕太大的欢喜会生出太大
的失落。

放学路上，小姑奶悄悄说让我
等她。我坐在门前的石台上，看她
背着书包溜进家门。一会儿，她
用猫一样轻软的脚步，弹到我跟
前，把绵软、细长的手一伸：“给！”

一副七个，几乎一模一样
的、洁白的、浑圆的石子，闪着如
羊脂玉般润泽柔和的光，静静
地躺在她的掌心。

我几乎要尖叫出声。但我
迟疑着，不敢去抓，生怕她会突
然反悔。我缓慢地把手蜷握着
伸出一点，小姑奶把石子轻轻地
放在我的手心。我一把握紧，抓
起书包就跑。

跨进大门，我才敢停下来。
伸出手，再次确认。是真的：七
个，洁白的、浑圆的、闪着羊脂玉
一般光泽的、几乎一模一样的石
子，温暖地躺在我的掌心。那温
度，是刚才小姑奶掌心的温度。

我几乎要掉下泪来。我好
像看见：小姑奶哼唧着他放牛的
哥哥，从离家四里外的大岗上，
捎回这些四棱八瓣、疙疙瘩瘩的
石头蛋子。她把比她小手大了
数倍的疙瘩蛋石头垫在石片上，
右手握着一块石头，吃力地往下
砸，往下砸，尖利的石渣飞溅，大
棱角变成了很多个小棱角，更小
的棱角；然后是一个一个地打
磨，淘洗……

我手脚并用，抠着蹬着交错
的青砖，小猴子样爬上“人”字形
大门楼梁头上，把我心爱的石
子，轻轻地放在了一处废弃的嬔
蛋窝里。

那些可爱的石子宝宝们，我
一次也没有舍得用过。我每天
都要爬上门楼偷偷看一眼。它
们静静地藏在那里，替我守护着
童年最大的秘密和幸福。

聊斋闲品

♣ 喻成

艺术不能走极端

百姓记事

♣ 时兆娟

一副石头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