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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 史越三

群 猫 会
灯下漫笔

♣ 韩心泽

故事越走越远

很多现实中甚至一个楼院的人我们形同
陌路，他们悲欢离合的经历我们一无所知，而
对不少小说里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我们却耳
熟能详，就像很多自己现实中经历的事已经忘
得一干二净，很多离奇古怪的梦境却让我们一
生都记忆犹新。这是因为没有交集的陌生人，
我们对他们的一切兴趣不大或不便多问，而故
事里或书中的人物，我们却通过一篇小说或者
整整一本书，兴致盎然地了解了他们有趣的或
有意义的经历。

有的人的一生，就是文人笔下或别人口中
流传的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可能浓缩了一个
人的一生，也可能只是截取了一个人生命中的
一个片段，就像一张纸一样轻飘飘的，可读来
又沉甸甸的，又有多少人的故事，在人间片纸
不留，就消逝得无声无息。每个在世间留下故
事的人，无疑都是幸运的。比如下面说的这个
姑娘就足够幸运。

故事还得从从前讲起。从前一座名山脚
下的一个村子里，一个大姑娘莫名其妙怀孕
了，这在以前的农村可是个很麻烦的事。进
退失据、栖栖惶惶不知如何是好的姑娘，随口
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在山上的溪水里洗衣服，
遇到一个道士托她帮忙洗道袍，道袍上有九
个线头，她顺嘴给咬了下来，没想到就怀孕

了。更没想到的是，厚道的乡亲们信以为真
了，不但没人再风言风语地难为她，还把她讲
的故事世代流传。这个传说也是越传越神，
说姑娘后来生了九条龙，她当年洗衣服的小
溪从山顶顺流直下刚好形成九个小石潭，这
一条山溪于是被称为九龙潭。姑娘呢，在人
们心目中慢慢也被传成了神仙，被塑成神像
供奉在庙里，尊称为九龙圣母，至今享用着袅
袅的香火。

冇办法，你想在人间留下故事，就得允许
故事长脚，允许故事在人们的讲述和流传中越
走越远。这其中，杨家将里的潘仁美、罗家将
里的苏定方被写得坏成那样，一定是原型人物
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以前到乡间讨生活的说书人，眼盲心明，
看不到世间的一切，却掌握了抓住所有人心理
的技巧。说书人说多长书，就可以在村里吃多
少天百家饭或收多少天粮食，所以在一个主角
生死关头的紧要处，他们都会岔开来说另一个
人，正说杨六郎，却说八贤王，正说欧阳春，转
头说徐良，转了很大一圈，有时候是说了几个
夜晚的书，眼看听众都忘了再关心先前那个角
色的生死，才转回来说先前的那个角色。不知
会不会有人担心说书人把自己转晕了转不回
来咋办，反正说书人转这一大圈，就要敷衍编

造更多不要本儿的离奇情节。也不知道以前
很多历史故事慢慢变成演义、变成传奇，是不
是就是这样一步步变得越来越离谱的。

古典小说里，热闹不过《说唐》。《说唐》里，
最被津津乐道的十八条好汉中，李元霸、宇文
成都、熊阔海、伍云召、伍天锡等，最厉害的都
是虚构的英雄。这些英雄生时打得神哭鬼嚎，
死时死得奇奇怪怪，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这些
虚构的英雄不死，转不回真实的历史大势上。
但前边又把虚构的英雄编造得太厉害，离谱到
没法死，只好像李元霸一样，恨天无把，恨地无
环，恨老天爷打雷太吵得慌，最后把单个重
400斤的大锤扔到空中砸天，大锤落下来终于
把自己砸死了。可是，这种离谱的情节却在民
间流传成经典桥段，大概这种转了一大圈儿，
总能锁住边儿的手法，给后来的说书人带来了
怎样把书说圆满的启发吧。

编故事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与智慧，给一个
支点，阿基米德能撬动整个地球，给好的作者
一个支点，他就能编造一个很长很长的引人入
胜的故事。名著里有很多岔道和缝隙，这些岔
道和缝隙便是很多作者都喜欢的讲故事的支
点。但《金瓶梅》从《水浒传》里拐了一个弯儿，
一路走下去，远离了英雄好汉，离整部水浒传
都越来越远，却深深地走进了明代中晚期的市

井生活中，作为世情小说，位列明代“四大奇
书”之首。好的故事，不怕在口耳相传中离真
实的事件越来越远，只要越来越走近生活真实
与人的内心。

如今，网络上续写《西游记》颇为流行和
热闹，大多是从孙悟空打死六耳猕猴处拐弯
儿，由头是其实被打死的是孙悟空，大慈大
悲的如来及很多大神被写成小心眼儿的阴
谋家，真假孙悟空的戏码，就成了如来安排
自己的亲信窃取取经正果。而孙悟空真灵
未死，作者在续书中引进平行宇宙、时空逆
转、外星世界等现代观念，让悟空在历经磨
难后悟道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能够调动巨
量时空能量的真正的大圣，在复仇之旅上，
五老五方四御三清纷纷甘拜下风。我看很
多玄幻、恐怖小说，开始都为其离奇的情节、
宏大的架构吸引称奇，读感确实很爽，后来
却慢慢读不下去，实在是主角本领越来越
大，大到诸天战栗诸神惊惧，大到天地不容
或能毁天灭地甚至能再创一个世界，在虚幻
宇宙中折腾得不亦乐乎。因为不少小说都
没看到最后，也不知道作者们转了那么大一
个圈，云里雾里的，还能不能回归到被自然
法则限囿的世界中来，或者主角是不是也有
一个李元霸式的花式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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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温度热一分，须水河河床里
的淤泥就暖一分。这不，春分刚过，在淤
泥里藏身猫冬的鲤鱼开始甩动尾巴，或
是深深地呼吸，就像刚刚睡醒的人们打
了个呵欠，淤泥里就会冒出一串串的水
泡冲出水面，沉寂的河水就有了活力。
陈年芦苇下面的芦芽开始偷偷地生长，
或许一阵春风刮过，它们就会冲破覆盖
的枯叶脱颖而出，展露其旺盛的生命
力。还有水中的菹草，一团团一团团地
纠缠在一起，从水底浮上来的鲤鱼在其
中游来游去，不停地甩动着尾巴，把肚子
内的鱼卵甩到水草上，就像鸟儿张开了
翅膀，“扑棱棱、扑棱棱”，荡起一阵阵的
涟漪来。很快，菹草就被一团团如云雾
般的鱼卵包裹着，用不了多久，最多是一
周的时间，这些鱼卵就会蜕变成无数的
鲤鱼秧子。

人们把芦芽称之为芦笋，没有钻出
水面的称之为白笋，钻出水面的称之为
绿笋。无论是白笋还是绿笋都是做菜肴
的上等原材料，只需剥去芦芽的一层层
外衣，很快就露出里面处子般皮肤的白
皙，水灵灵的，出水的芙蓉也比不得此物
的灵性。唐初十八学士之一的孔颖达在
《五经正义》中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注释时称“初生为葭，长大为芦，成则名
为苇”。一个“葭”字把芦芽描绘得惟妙
惟肖，怎么不让人垂涎三分？每当芦芽
初生时，父亲就会忍受初春的寒冷赤膊
下水采摘芦笋，一根根在水中洗干沥净，
收集成捆，就像一捆捆的大葱白，耀眼夺
目。有人站在河岸上看热闹，问父亲采
摘芦芽有什么用？父亲会神秘地告诉他
们说，这些芦芽可是个宝贝，珍贵着呢！

芦芽确实浑身是宝，不仅仅可以食
用，还是一种非常有名的中药材。在唐
代孙思邈著的《千金要方》中有一名方为

“千金苇茎汤”，即采摘芦芽炮制后入药，
能够达到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效果，临
床上经常用于治疗肺痈以及肺炎。食用
芦芽的方法有多种，既可以凉拌，也可以
热炒。首先要将芦芽切成片在滚水中煠

一下，煠去芦芽的青涩，使之变得更加柔
软而筋道，沥干水分后备用。凉拌时非
常简单，先把捣碎成泥的蒜蓉浇上去，再
撒上葱花和姜丝，把在锅内烧热的油浇
上去，只听得一阵“吱吱拉拉”的响，一盘
凉拌芦芽就做好了。热炒就比较麻烦
了，要先把猪里脊肉洗净切成薄片，放进
菜锅内煎得出油透明，再放进备好的芦
芽丝翻炒。出锅前要加入青椒丝和葱
花，不仅可以让菜品美观，味道也更加可
口。需要注意的是，炒芦芽八分熟即可，
以清爽为佳，色泽才能鲜艳。

不仅仅须水河畔的芦芽鲜美，故乡
淮阳县的龙湖也产芦芽，同样是上等的
品质。在故乡居住的时候，每到春夏之
交，父亲会到集市上买来芦芽凉拌，那种
酸酸滑滑的凉一直是我心中最美的记
忆。后来，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龙
湖里芦芽就成了禁品，不许随意采摘，就
再也没有机会品尝芦芽了。如今，与须
水河比邻而居，发现这里的芦苇生长得
非常茂盛，属于野生野长的状态，父亲就
打起了吃芦芽的主意。要知道，芦芽以
深埋水下为上品，这段须水河有着经年
沉积的淤泥，富含各种各样的养分，对芦
芽的生长极为有利。这里生长的芦芽银
白透亮，生吃时脆甜可口，咀之无丝，并
不比山中的春笋差。无论采取什么样的
烹饪方式，永远不会腻烂，吃起来香脆可
口。特别是和鸡鸭鱼肉搭配烹饪，更是
美味无比。

因为爱吃芦芽做的菜，父亲就把春
天采摘的芦芽煠制后在冰箱里贮存起
来，时不时地拿出来食用，满足我的口
腹之欲。远在他乡打拼的人来聚会时，
父亲就会拿出来招待客人，每每听到大
家的赞美声心里就乐开了花。其实，大
家还真的是冲着这道炒芦芽来的，须水
河的芦芽在他乡和故乡之间架起了情
感的桥梁，他们吃着父亲做的炒芦芽，
喝着家乡的土酒，畅谈着故乡的往事，
一段段乡愁故事涌上心头，往往都会喝
得酩酊大醉……

知味

♣ 贾简静

须水河畔芦芽鲜

荐书架

♣ 化 城

《猛虎下山》：一部浓缩时代精神的人间戏剧

鲁迅文学奖得主李修文酝酿十余年，无数次
起念动笔，终成《猛虎下山》。该书以上世纪 90 年
代末为背景，讲述了镇虎山下的炼钢厂正在改制
转轨，末位淘汰制像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
厂的光环黯然逝去，作为炉前工的刘丰收，从前
的骄傲与尊严碎了一地。时代的大变局下，生存
成为前所未有的危机。李修文回到历史和记忆的
深处，打捞那些有名有姓的普通人，精细的田野
调查通过象征、变形的艺术手法转化成一部浓缩
时代精神与显影人性幽微的人间戏剧。真真假
假、现实与虚幻的错杂形成了一个关于我们存在
于世的哲学性隐喻。

来自山下炼钢厂的主人公与山中猛虎从相互
较量到融为一体，人性的变异与时代精神互为辉
映，闪耀着独特的艺术灵光。《猛虎下山》延续李

修文长期以来的艺术探求与深沉关怀，充满激情
地书写人间的跋涉、命运的困顿与人的庄严，并
以新的叙事视角，融入话本传奇、戏曲等中国古
典艺术元素，重新淬炼后的小说语言，铿锵而又
奔放，恣肆而又浓烈，不仅集中呈现了李修文式
的小说美学风格，更是书写了中国人最为根柢的
生命哲学。

长篇小说是时间的艺术，这一次，李修文将众
多“身经”写进这部小说。《猛虎下山》是李修文的遭
逢之作、际遇之作。该书以一种古典的叙述方式将
人类生活中复杂而强大的动机凝练成“庄严和狂暴
的力量”，迅疾如风的语言，亦真亦幻的场景，抽象
而又强烈。这种经验来自于我们的经验，又超逸出
我们的经验，无论是召回还是根植，刘丰收的普遍
性注定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会与他相遇。

人与自然

♣ 宋守业

小满时节忆大麦

前几日翻阅台历，发现“小满”快要到了，忽
然想起一种农作物——大麦来。这缘于儿时听
过的一句农谚：“大麦不过小满,小麦不过芒种。”

说起大麦，对于城市市民来说，可谓是一种
稀罕物。尤其是年轻一代，也许根本没见过。大
麦与我，只记得儿时见过、吃过，如今却是好多年
没见其踪影。

儿时记忆里，冬天小麦长到一寸长时，大麦
才如野韭菜一般纤弱，在寒风里颤抖。到了春
天，小麦如疯了一般生长，一片连一片地碧绿。
再看地块里零零星星的大麦，虽然也呈现着一些
青绿，但却不甚有力，就像荒田里无人理睬的老
野韭菜。当时我曾问过村里的大人：“大麦和小
麦相比，它是这么弱小，为什么要称它为大麦呢？”
可大人们的回答似乎很接地气：“因为它比小麦
先熟，是小麦的老大哥！”村里有个家庭，两个男孩
子都到了说媒成亲年龄，一旦有人要先给老二介
绍对象，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总会委婉拒绝说：“大
麦不熟，小麦怎能先熟。”

大麦之所以叫大麦，除了它具有先于小麦成
熟的原因外，还有更多的讲究：一是幼苗时期，大
麦的叶子比小麦宽大。二是成熟后，大麦逆势生
长，显得比较高大，且籽粒较长，麦芒更是长得像
老头儿的胡须。与大麦相比，小麦籽粒则较短，
麦芒的长度也短了许多。《周颂·思文》曰：“贻我来
牟，帝命率育。”其中的“牟”即指大麦。而“牟”字
曾被东汉官员高诱在《吕氏春秋注》中注解为“牟，
犹大也”。

尽管大麦与小麦相比，似乎显得高大上，但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它的种植面积却小得多。那
时候的生产队每年仅在零零星星的几个小地块
里种植一些，而且很不注重对它进行施肥、浇水
等管理。好在大麦就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具
有很强的生活适应能力，它对土壤要求很低，甚
至在缺水少肥的贫瘠土地里都能拼命成长。它
除了能给生产队里的牲畜提供饲料外，还能帮助
人们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呢。

儿时记忆里，老家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单元的
种田方式，靠牲畜、人力耕作，粮食产量不高。每
年农历三四月份，是人们最难熬的日子，常常是
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时候的小麦离成熟期尚早，
恰逢大麦可以收割，生产队里便会及时派人到大
田里收割大麦并运回事先准备好的麦场里脱粒
后，按工分、人头分给每户一些大麦制成炒面、碾
转儿，以解当时饥荒。

记得那时候各家各户领到大麦后，都会先

拿出一部分放入石碓窑中，用石锤捣砸脱皮，然
后放入不加油的大铁锅中炒熟，再用石磨磨碎，
过一下细箩筛，筛出的细粉儿就成了当时人们
常吃的炒面。这种炒面食用时，取出一些放到
碗里，倒入开水，有条件的可以加少许白糖，再
用筷子用力搅拌至稠糊状，就成了难得的美食，
其中的香、甜、糯等特点，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感
到津液绕唇。

那时候经常会出现没有白糖加入，致使炒面
不再那么吸引小孩子吃的问题，大人们总是会
说：“孩子，吃吧，炒面是个好东西。朝鲜战场上的
志愿军都是因为吃了炒面，才打败美国鬼子的！”
当时我虽然年龄小，由于看过电影《奇袭》和《上甘
岭》，便对志愿军很崇拜，所以也就狼吞虎咽地吃
起炒面来。

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的增加，我发现抗美援
朝期间还真有志愿军吃炒面这个事。据资料讲，
在朝鲜战争史上的“炒面煮肉会议”中就专门提

到过炒面。朝鲜战争期间，国内曾把2000吨炒
面运到朝鲜战场，很有效地解决了志愿军最困难
时期的吃饭问题。

再后来，为解决缺白糖、少糖精的问题，我家
也曾和其他一些家庭一样，把大麦做成大麦粥和
碾转儿吃。

做大麦粥稍简单些，先是将大麦粉加水调成
糊状，烧至七成熟后，将其加入烧滚的稀饭中调匀
并放入适量食用碱面，再用小火慢熬一个时辰，香
喷喷的大麦粥就做成了。喝了这样的大麦粥，给
人的感觉不仅香气满满，而且还有益气消食的作
用呢。曾听老母亲说，我小时候得过肚胀不适、面
黄肌瘦的毛病，就是喝了几次大麦粥才治好的。

而做碾转儿就相对复杂些。那时候我家都
是将自留地快要成熟的大麦穗儿掐下来，趁湿摔
打出一些大麦粒，用柴火烧锅炒熟后，趁热倒在
手推小石磨上，随着小石磨的转动，麦粒就顺着
磨眼流进磨膛里，并被搓碾成细细的长短不一的

“小麻绳”状旋落出来，这就成了“碾转儿”。待你
将带着新麦芬芳的“碾转儿”抓一把塞进嘴里后，
顿觉又香又甜又润，真是美味至极。

宋朝诗人潘柽曾有诗云：梅花眼中春,故情
千里远。如今，随着小麦等农作物的连年丰收，
那个依靠大麦度饥荒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加之
大麦产量较低等原因，种植它的人和地区已是
越来越少。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关于大麦的那
些糯润香甜味儿和耐贫瘠且默默奉献的品格，
将永远留在我的心底而不会忘记。

《庄子·天下》讲：“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
极。”即对人对事抱有一颗宽容之心，算得上至境至美。

宽容之美，乃品德之美。子贡曾求教孔子，有没
有什么是需要一辈子去做的呢？孔子答，就一个“恕”
字而已，待人要有一颗仁爱宽谅之心。千古奇文《省
心录》中也说：“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君子
人也。”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桐
城人张英，其邻居是桐城另一大户叶府，主人是张英
同朝供职的侍郎，两家因院墙屋基发生纠纷。张老夫
人急修书一封送张英。张英回复老夫人：“千里家书
只为墙，让人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
年秦始皇。”张老夫人接信后令家丁后退三尺筑墙。
叶府很受感动，命家人也把院墙后移三尺。从此，张
叶两府消除隔阂，成通家之谊，也诞生了一段历史佳
话“六尺巷”的故事。如今，“六尺巷”是桐城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也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到底俗话说得
好：“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雨过天晴。”

宽容之美，乃智慧之美。儒家“恕”文化，仁爱，宽
谅，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既是美德，也是智慧。三国
时期的蜀国，在诸葛亮去世后任用蒋琬主持朝政。蒋
琬有个叫杨戏的属下，性格孤僻讷于言语，对蒋琬的
问话也常常只应不答。有人看不惯，在蒋琬面前嘀咕
说：“杨戏这人对您如此怠慢，太不像话了！”蒋琬笑笑
说：“人各有自己的脾气秉性。让杨戏当面说赞扬我
的话，这不是他的本性；让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的不
是，他会觉得我下不来台，所以只好不作声，可这正是
他为人的可贵之处。”有人赞蒋琬“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当然没错，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蒋琬对属下，以
及如何对待属下，心中有数。歌德也有一个小故事，
有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经常无理抨击他作品的人，这
次这个人不仅当着歌德的面出言不逊，并且挡道不
让。歌德只是微笑着闪在一边。旁人看了很生气，劝
歌德反击。歌德笑着说：“我若和他一样，岂不也成了
疯子？”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耿耿于用忿恨去解决
的问题，由宽恕来化解效果或许会更好。

宽容之美，乃境界之美。春秋时，鲍叔牙和管仲
曾各助其主为争夺王位而厮杀，当鲍叔牙助齐桓公夺
得政权后，却极力把管仲推荐给桓公，认为管仲比自
己更能胜任相国一职。齐桓公也不记当年管仲曾一
箭差点要了他小命之仇，欣然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
管仲担任相国后，悉心辅佐桓公，数年之间，齐国由弱
变强，齐桓公也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
业。“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
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
容”。三国时政治上不得志的曹植，却说出了如此有
见地的话语。其实，人的阅历到了，认知到了，觉悟到
了，或者说修养到了，境界到了，悲悯情怀和宽容之心
也便有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要多经历、多体验、
多经事、多磨砺，以不断提升和超越自己。

♣ 周振国

宽容之美
聊斋闲品

一群猫正在房间里玩耍，一只老鼠走了进来。
老鼠竟敢闯进猫的世界，这无疑是对猫类权

威的蔑视。猫们立刻召开全体紧急会议，讨论对
付老鼠之举措。

“喵喵”，老花猫德高望重，是当然的权威。她
首先讲话，她的讲话分三部分：一、自古以来，伟大
的猫类就是老鼠之天敌，消灭老鼠是猫类义不容
辞的崇高职责；二、老鼠乃“四害”之一，为害人类
久矣，老鼠不除，猫类颜面何在；三、猫类祖先在长
期捕鼠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建立了不朽功
勋，我们后猫应发扬光大前猫的优良传统，把老鼠
消灭在猫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老花猫口才极好，她的讲话词汇丰富，语言生
动，使用了胆小如鼠、鼠目寸光、鼠头鼠脑、贼眉鼠
眼等成语，还引用了老虎拜猫为师，而猫保留了爬
树绝技的传说。

老花猫的讲话妙趣横生，引出众猫不断的笑
声和掌声。

老花猫讲话结束，老黑猫又讲了起来。老黑猫
形象思维显然不及老花猫，因此，讲话的生动性差了
许多。但理性思维极好，逻辑性很强。他的讲话也
分三部分，三部分又分一二三小部分，一二三下又分
甲乙丙丁，甲乙丙丁下又分ABCD。他条分缕析，
环环紧扣，讲了灭鼠之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紧迫性
与可行性、道路之曲折与前途之光明。历时两小时
59分48秒，博得众猫热烈的掌声。

掌声未落，一只老黄猫清了清嗓子也开始讲
话。老黄猫着重介绍了捕鼠十大技巧，总结了老
鼠十大危害，比较了老鼠与蝙蝠十大差异。他还
讲了老鼠与猫的食物链关系，且对食物链进行了
详细阐释……由于年事已高，老黄猫说话有些口
齿不清，思维也混乱，既缺乏老花猫的生动，又缺
乏老黑猫的条理，兼之开会时间已长，群猫都很不
耐烦，在下面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的猫看起了
小猫书《黑猫警长》，有的猫吃起了随身携带的小
黄鱼，有的猫干脆伏在地上呼呼大睡。

三只老猫讲话完毕，群猫开始讨论。
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滔滔不

绝。讨论异常热烈，气氛十分活跃。
会议形成两派：一派以一只驼背猫为首，主张

派一只精明强干的猫去捕食那只老鼠；另一派以
一只斯文猫为首，主张大家一齐出动，去围歼那只
老鼠。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斯文派战
胜了驼背派。

老花猫开始做总结。首先，她对群猫的捕鼠
热情表示高度赞赏，希望大家发扬这种主猫翁精
神，要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对待老鼠要像秋风扫落
叶一样残酷无情。最后她宣布，捕鼠开始。

群猫得到号令，欢声雷动，争先恐后去捕捉那
只老鼠。然而，搜遍房间每一个角落，却连老鼠的
影子都没找到。

在群猫开会之际，老鼠已咬坏房间里的一张
高档真皮沙发，啃破书架上三本珍贵的线装书，之
后从容地睡了一觉，又在厨房里美美地饱餐了一
顿，然后逃之夭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