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 山 的 风

一
一直以为灵山的风是有灵性的， 山里的一切

都是风从远处搬运来的。

村庄、柳树、牯牛、黄狗，以及面容模糊的村
人，似乎都与那窜来窜去的风有关。

因为， 我曾亲眼目睹了一股风搬走一座巨大
的草垛的全部过程。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在山
垭口，突然起风了。那风是墨绿色的，披着长发，踮
着一只脚，风风火火的过来了，还带来一阵瓢泼大
雨。走到我身边，她犹豫了一下，可能是看我太弱小
了，没有带走我，却把谁家堆在山腰的草垛衔走了。

灵山森林茂密
,

山谷幽深
,

给山风提供了施展
野性和才能的空间。尤其在夏天，经常听到风把一
头猪一只羊一棵树搬来搬去的故事。

山里人对风都有敬畏之情。

二
风是山里的精灵。

有风的地方花儿开的艳，草儿长的绿。有风的
地方就有炊烟有鸟鸣有狗叫有人声。

刚插进泥土的柳枝见风就活，才出蛋壳的鸡崽
见风就会叫，呱呱落地的新生婴儿见风就长。再丑
的婆娘在风中理一理头发，嗨，立刻就漂亮三分。

我家小院种了棵香椿树， 两年了一直不长个
儿，在其根部上了许多肥料也没有效果。父亲抬手
摇了摇树干说，缺风。他指挥我们姐妹把树移栽到
门外的池塘边。

果然，这棵香椿在水塘边得了风水，就像人得了
机遇，在时令的风里东摇摇西晃晃，左右逢源，呼足了
阳光和空气中的养分，第二年，就长得枝繁叶茂。

此后，这棵树年年抽枝发芽，醇香的枝叶，香
醉了我的童年，成为我留恋家乡的一个标志。

三
风从这村庄跳到那村庄，从这山坡转到那山坡，

把一些声音、气味和各种信息在彼此间传来传去。

风是最灵通的使者。

我家的牛和邻居表叔家的牛一直要好。 放牧
时，俩牛如影随行，很好管理，两家因为牛的关系
也相处的很和睦。有一天，表叔为了给孩子凑够学
费，决定把牛卖给一外地人。

那天， 当牛贩子把表叔的牛装进一辆破卡车
扬长而去时，我的牛突然挣断缰绳，拼命朝车的方
向追去。足足追了五里路。我和表叔家的二妹也跟
着足足追了五里路。跑累了，我们就停下来心疼地
抚摸着也跑累了的牛，想来思去，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清晨，奇迹发生了。我们发现表叔的牛
居然和我的牛亲密地卧在一起， 浑身还冒着热腾
腾的蒸气呢。

表叔背着手绕着牛琢磨了一圈， 最后伸出一
根食指很有见地的说，都是风惹的祸啊。

风把牛粪的气味吹得老远老远， 牛就寻顺着
熟悉的味道找回了家。

四
灵山的风是热情的， 就象一场又一场戏的伴

奏，不停地敲打着鼓点。

在风的鼓动下，田野替换着颜色，村庄变幻着
摸样，岁月更改着节拍。

有风的日子常常是恋爱的时刻。 庄稼与庄稼
恋爱，家畜与家畜恋爱，姑娘与小伙恋爱。

某个傍晚，灵山冲的荷塘在微风下荡起涟漪，

谁家姑娘出落得如一枝新莲在池塘边浣衣。忽然，

树林里传来一阵熟悉的芦笛声， 姑娘羞涩的拽着
被风吹动的衣襟，一袭嫩绿的碎花小褂，怎么也藏
也藏不住一颗青春的滚烫的心。在风的感召下，姑
娘勇敢地走向爱情。

在小伙多情的芦笛声里，夜色渐渐的深了。

夜幕降临的晚风，足足的是位热心快肠的媒婆呢。

五
无数文人墨客都企图解读风。

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好风凭借
力，送我上青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等等。

然而，对风感悟的最深，利用的最好的，还是
那些可敬的乡亲。

他们一生与泥作伴，与风共舞，土地在他们手
里如一团绵软的泥，变戏法似的，捏条渠是渠，搓
条路是路，种瓜就能得瓜，种豆就能得豆。他们把
握着风，改变着风。风也把握着他，改变着他。

给儿女盖新房、 为老人选寿地要请阴阳先生
看风水。春天里撒种子，秋天里扬稻谷，村人都爱
在田埂上插一支系着布条的木棍， 为的是辨别风
向。好苗子的树和蔬菜，要种在阳光充足的高处，

是为了得风。清晨起来打开木板门，伸手试探一下
风就能安排好一天的活计，知道今天要干什么。

时下人们流行的词语诸如接风、借风、跟风、

追风、捕风捉影、见风使舵等，大概都是从我的乡
亲们那里借鉴来的。他们因时而作，顺应自然，是
世界上最高明的风水大师。

有趣的是山里人对风还有独到的见解
,

常常用
风来形容一个人的品行。爱图小便宜的叫占上风，

乱搞男女关系的称风叉、败坏门风，爱买弄小聪明
的为出风头，一夜暴富的是树大招风。

有一年秋天，人们不经意的一棵木籽树忽然窜
出瓦屋脊，在秋风里招摇金黄色的旗帜，得意的很。

村头的刘木匠瞄见了，朝手心吐了口唾沫，掂了掂
手里的锯诡秘的一笑，说道，嗯，这棵树要成材了。

六
不一样的地方造就不一样的风， 不一样的风

造就了人的不一样的脾气性格和容貌。

山里人粗粗一看，好像没啥区别，但是，从他
们站在风里的姿态，说话的语气，脸上的笑容，甚
至从他们飘动的头发，深陷的眼窝，眼角的皱纹，

手上被风吹的裂口， 却能分辨出他是哪一座山凹
里的人。

我们灵山的风和其他地方的风是不一样的，

造就的灵山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灵山的男子非常聪慧而又文雅，他们说话
不象其他地方的男人没心眼似的扯个嗓子喊，而是
带有磁性的很稳重地与人交谈。那是因为灵山的风
是扩音器，能把声音传递的响亮高远，天长日久，灵
山人说话就既简洁又明快，既省时又省力。

再如， 灵山的女子比其他地方女子的牙齿白，脸
蛋红，那是灵山人独有的石榴白山里红呃。不仅仅是
因为山里的泉水清澈， 不仅仅是因为山里的阳光明
亮，实际上那也是灵山的风描绘的最美的花朵啊。

我在少年时， 面颊也盛开着令人骄傲的山里
红，离开家乡三十年了，城市的自来水早就把我那
儿时的印记冲洗得不留痕迹。 我常常驻足在城区
的某个街巷，朝家乡的方向眺望，回想着我那美丽
的姊妹们，在山林里穿行的俏丽的模样。

我感到家乡的风甜甜的，爽爽的，从我的心头
生起。风还带来几滴雨，轻轻打湿我的忧伤。

七
一拨又一拨的山风弹奏着岁月的琴弦， 像一

首老歌，历久弥新，我们百听不厌。

风把山路吹得弯弯曲曲， 把大道吹得宽阔平

坦，把村庄的茅屋毫不留情地搬走，一栋栋小楼这
些城市的复制品，忽然就又在风中昂然挺立。

风塑造在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世界。

一年又一年，我们那些可亲可爱的家乡父老，

在风中如一片片树叶，从青翠欲滴到叶落归根，然
后，飘逝在季节的风里。

风，曾经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最后，他们也
变成风的一部分，泥土的一部分。就像他们在二十
四节气里耕种一样，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该
忙时就忙，该闲时就闲。他们知道自己到了该歇下
的年龄，就彻底的歇息下来，隐藏于一缕风或一撮
泥中，把忙碌的事情，留给后人。

一茬茬的风吹老了一茬茬的人， 不老的是山
和水，是生生不息的风。

我仍然对风有敬畏之情，这种敬畏的情感包含
更多的是怀念。人到中年，我喜欢听风声。尤其是在
乡村的傍晚，我从一阵阵的风的语言里能听到乡邻
的声音母亲的声音，那些远去的乡亲的声音。

八
那天， 我在村口临风而立， 正赶上是冬日的

风。我并不感到寒冷。我看到不知疲倦的风窜来窜
去，如我在童年时看到的一样。她辛勤地搬来铺天
盖地的雪花，在天空挥洒。大地披上绵软的雪被，

温润的泥土里，一些新的生命支楞着耳朵，聆听着
风的呼唤。这些小生灵即将穿越泥土，携带着又一
个春天的消息在萌发，萌发。

我童年时的感觉是对的， 我们这些生命都是
风从另一个世界搬运过来的， 为完成某个使命搬
运而来的。春华秋实，四季更替，伴随着梦想和希
望，走过岁月的风风雨雨。

风是泥土的呼吸，是田野的招唤，是流水的歌
声，是森林的呐喊。

有了风就有了生命，风是缔造生命的天使。

我的家乡我的风啊， 我们感恩于你那伟大的
生命奏鸣曲。

吟 荷

———致w.e

一些情节在水的对岸田田的静
静的开着，隔着水，我读你。读你的
注视，你的微笑，还有这风，这水，这
温润的泥。

清香的意味，弥散开来，我知
道，来自于你优秀的品质，你优雅的
气息。晶莹的露珠，如酒，淡淡的，让
我微微的醉。

你袅袅的影，娜娜的姿，翩翩的
舞，在夏日里尽情舒展。我的心掠过
一丝凉爽，也掠过一丝悄悄的侥幸，

我没错过你，在你盛开的时候。

惊奇于那些诗的语言，野马一
样，在我思绪里奔跑，不羁的蹄声，

敲响这个翠绿的早晨。 我的心像风
中的禾苗，慌慌的有些乱。

你的目光遥遥的过来， 带着光
泽。我并不感到炎热，可我的面颊却
感到烁人的烫。然而，我却羞于和你
对视。你是那么出类拔萃，那么出泥
不染， 那么震撼人心。 你是花中之
王。恍惚整个世界都因你而准备，因
你而存在， 因你而改变， 因你而期
待。

愿做你身边的那枝卑微的叶，

不惧炎日盛夏，风霜严寒。为一个信
仰，一段情怀，守候到大雁南飞，雪
染红梅，直至新春回归。

季节的风一遍遍的吹， 瞬间即
为回忆，注定这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主人翁站在那水中和岸上， 谁能越
过这近在咫尺而又遥远的距离。

清澈的水荡起芬芳的涟漪，吟
唱的歌曲，深情而忧郁。想起天地间
有多少遗憾， 遗憾却又成为美丽的
风景。

洁白的莲藕，是岁月的符号，在
你的足下拔节生长， 我的心躲藏在
夏季的空隙，莫名的隐隐的痛。一丝
丝情意在一个个日子里结下一缕缕
眷恋的网， 即使是徒然， 也在所不
惜。

有一天，你会俯瞰到我，你会对
我那颗颤抖的心有所感应。 莫笑多
情，只放在深深的记忆。

你是荷我是叶， 紧跟时代的潮
汐，默默地追随你到天涯啊，爱的颜
色永远青翠。

责编：肖胜陈晓军照排：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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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２０1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 信阳作家
6

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河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省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协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员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陈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晓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玲陈晓玲

女， 河南
省作协会

员， 信阳市散文学会副
会长， 现任信阳市地方
史志办公室主任、 党组
书记，《信阳年鉴》主编。

在大学时期开始发
表作品， 先后发表了诗
歌、散文百余篇，其中，

有诗歌入选《

1984

年中
国诗歌年鉴》，多篇散文
获奖。出版了诗歌集《芬
芳》、散文集《追梦》等作
品。

咱 信 阳 城 的 年

说着说着年节就到了。

一进腊月，信阳城的大街小巷渐渐弥漫起
年味儿来。河两岸，贤山脚下，凡是有居民的
地方就热闹非凡。不大宽阔的马路上，车流人
流冷气流裹挟着年节的味道， 越来越浓密，越
来越热烈，越来越势不可挡。忙年的人，就像开
春里咱那河里的鱼，一拨接一拨，一阵连一
阵，翻了花儿，浮了泡儿，结成团儿。

不知你仔细观察到没有， 一挨近年节，满
大街行人的脸上都挂一层厚厚的笑。 有点愉
悦，有点烦躁，有点苦恼，有点期盼，给人一种
想说又说不清的感觉。

这会儿说不清最好，说清楚了也许人们就
把年味看淡了，年味儿淡了那过年还有啥意思
呢。

咱信阳人爱过年。这种爱是有传统的。

小阿儿小阿儿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从前的信阳人，生活艰困者居多数，平日粗茶
淡饭，总盼望过年，以便生活上得到一些改善。

到了腊月初八，人们就开始准备年货。一年到
此，就像有了盼头。

腊月十五街上走。 各类商贩全部出动，在
街市路口占据摊位，把琳踉满目的货品摆上街
头，以应市民需要，叫着上街赶集。

腊月十六做米酒。在城市和乡村都有这个
风俗，腊月中旬后就忙着做米酒。将酒曲和大
米按土方法发酵，酿出的酒醇香甜蜜，微微醉
人。米酒荷包蛋是上等的佳肴，最尊贵的客人
才能吃到。有句皮影戏的唱词，“喝了三姑娘的
酒，一辈子心里装满酒”，说的就是这种米酒。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 传说灶王爷是
“东厨司命主人间保护神”，认为这一天灶王会
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人间所见所闻。因此每
年腊月二十三，就有“祀灶”、打糍粑之举，表示
人们要向灶王求情，或用绵绵甜甜的糍粑粘住
灶王的嘴，不让他向玉帝说自家的坏话，求其
“上天言美事，下地保平安”。

腊月二十四扫扬尘。 经历一年的雷雨风
霜，住宅内外已积满灰尘，适此时节要打扫干
净，内外整洁。扫完房子，还要把旧窗纸撕下，

房顶、墙纸也要除旧布新，贴上新窗纸、红窗花
及糊（刷）白墙，并贴上新年画。

腊月二十五二十六杀年猪打豆腐。这些场
面甚是热闹和有趣。可惜都是在乡村，城市居
民很难见到。

腊月二十七宰公鸡。信阳人俗称鸡是“大
吉大利”之物，所以要预备大公鸡一只，在除夕
享用，但不吃完，要剩余到跨年后再吃其余部
分，以求富余。

腊月二十八白面发。即蒸馒头。信阳是鱼
米之乡，白面金贵。新蒸的馒头可在正月拜年
时，作为礼品馈赠亲友。一些心灵手巧的家庭
主妇，把馒头做成花朵、瓜果和动物的形状，点
上红色图案， 刚起锅的香喷喷的馒头摆上案
板，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既好吃又好看。

腊月二十九炖大肉。春节期间多炖一些肉
菜，每天用白菜、粉条烩一下，以应宴请亲友时
方便及时，减少很多麻烦。

年三十放鞭炮、贴春联、还要倒贴“福”。用
斗大的方纸写上“福”字，贴在容器或箱柜之门
上，预祝来年粮物常有，什么也不缺。然后合家
欢乐吃饺子，热热闹闹过大年。

这里说的都是一些传统旧俗。现在的信阳
人在继承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又给年节增添了
新的内涵。还得从腊八说起。

吃了蜡八饭，一天长一线。白天长出的那
部分，信阳人都用在置办年货上了。时下信阳
人的购物场面真乃激动人心，叹为观止。

不说别处，单说中心城区那个大型购物广
场，节日里简直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购物者
不知从哪里冒出， 如同当今年青人说的“闪

客”，比平时多了几倍。人们推着小货车，不假
思索地往上码东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献给
老人的，送给儿女的，捎给兄弟姊妹的。这些花
花绿绿的物品寄托着沉甸甸暖融融的孝心爱
心和热心。交款时，长长的队伍井然有序，个个
就像大福翁，眉开眼笑，没一个皱眉头的。真正
的是个“不差钱”的年代啊。

膨胀的物欲瘦了钱包，肥了肚肠，富了商
贾。殊不知，此时某老板正手执鼠标，在电脑上
轻轻一点，乖乖，屏幕上跳出来好大一块利润。

商家就情不自禁地站在高高的玻璃墙边向下
俯瞰， 见那蚂蚁一样在商场搬进搬出的人群，

就捂着嘴角偷偷的乐啊。

购物者乐在购物，赢利者乐在赢利，各得
其所。这就是生活。

信阳人聪明就聪明在会找乐、 会生活、会
过年。

信阳人会过年还主要表现在吃吃喝喝上。

老一辈的信阳人常用的问候语是“吃了吗”？可
见吃的重要。现在改进了，熟人见面会很文明
很礼貌的打招呼“你好”。若再寒暄一会儿，就
会察言观色，相互送上一句“气色不错啊，你吃
胖了啊”之类的话。还是忘不了吃。

难怪，年关年关，年节后面跟着的是一道
关口，一个关节，一段关键。要翻过这道坎，那
当然要兵马没动，粮草先行，先吃饱肚子，攒足
干劲好过关口哦。信阳人是真正的智慧之民。

腊月里，你走进任何一个居民小区，随意
抬头一看，好家伙，许多家庭的阳台上都挂满
了腊制肉食。有腊肉、腊肠、腊鱼、腊鸡、腊鹅。

这些干腊肉食，在冬日的阳光里闪动着酱红色
的光泽，晶莹透亮，滋滋冒油，散发出诱人的香
味儿。

如果正赶上做饭时间，楼道里还会飘出闷
罐肉、筒鲜鱼、汉鹅块和卤肉炖菜的味道，与其
会聚交融，让人垂涎欲滴，留连忘返。

爱美的信阳人在院子里种的几棵腊梅，此
时也恰于其分的盛开了，幽幽梅香，点点嫩黄，

与年节的气氛交相辉映。这样的场景让你嗅到
了温暖的家的味道， 让人立刻想象出家人欢聚
吃团圆饭的景象，也常常勾起你对儿时的回忆，

对遥远的家乡的怀念，对身边的亲人的爱惜。

信阳人的年节真是筹备的从容和丰盛啊。

年节热闹的高潮当然是在年三十这天。好
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前三百六十四天都是为
这天准备的。年年岁岁，春夏秋冬，走马灯似的
匆匆走过，该播的播了，该种的种了，该收的收
了，颗粒归仓，人勤地不懒。无论是何种职业，

何种人物，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年这天是
年节的高峰，是兴奋的节点。

孩子们庆贺又长了一岁，老人们庆幸又增
了一寿。出外打工的，在家做小生意的，或者是
一些国家公务员，一些官员，总之，那些为了家
庭和事业奔波了一年的中年人，都会在年根儿
静下心来，各算各的账。嗨，里里外外一盘算，

东方不亮西方亮，活着总是有希望。对一年的
情形还是比较满意的，脸上就浮出一层涩涩的
笑。 所以年节里人们表现出极大的慷慨与豁
达。

闹点小矛盾的邻里，会在相互问候中化解
积怨。 平日不咋联络的亲朋从过年这天开始，

不记前嫌地你来我往。

这时你才明白，满大街的行人，脸上挂的
厚厚的笑为什么那样耐人寻味呢。

有些很好的习俗，我们一直传承的很认真。

吉祥的春联、年画和窗花贴上了，喜庆的
灯笼挂上了， 给老人和孩子的红包也准备好
了，热烈的炮竹声响起来了。走在街巷，家家户
户门楣上的主色调都是火辣辣的中国红，仿佛
天地间都弥散出红彤彤的光泽和圣洁，这种大
俗大雅的红色， 释放出老百姓对生活的热情，

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最震撼人心的，是那火热的鞭炮声。按照
老人们的说法，放鞭炮是为了去除和撵走过去
一年的晦气、霉气，企求来年的五谷丰登、人口
平安。信阳人认认真真的过年，认认真真的放
鞭炮。从年三十的清晨到新年的初一、十五、十
六，炮竹声此起彼伏，绵延不断。

今年过年，我和家人在乡下老家吃过团圆
饭后，就兴高采烈的驱车回城。远远地，我们就
看到了信阳城年夜里壮烈的景观，感受到浓浓
的年节的气氛。我们一走进市区，就被那铺天
盖地的焰火与轰轰烈烈的炮竹声感染了。这里
那里，一声声，一阵阵，劈劈啪啪，层层叠叠，一
浪盖过一浪，有排山倒海之势。

在灿烂的烟花里，我们看到古老年轻的信
阳城变得更加可爱，那蜿蜒的河与雄壮的贤
山也变得更加美丽。 在劈啪作响的炮竹声里，

我们还恍惚听到一个城市老人的歌唱，坚毅而
平和的声音穿过悠远的历史，在信阳的夜空里
回荡，回荡。

啊，信阳，我们陪伴你又即将迎来新的一
年。在漫漫的时间长河里，我们这代人能给你
增添多少绚丽的浪花和美丽的印记呢。

过了除夕，正月初一到十六之间，亲朋好
友要相互拜年走动。一些家庭茶余饭后就支起
牌桌“垒长城”、“打黑七”、“斗地主”。但如今的
信阳人，拜年及娱乐的方式多样化。对亲戚朋
友一部分选择电话和手机短信问候，彼此表示
祝福，一部分喜欢几个家庭相约到城区四周休
闲娱乐，以愉悦的心情走进新的一年。

信阳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且不说鸡公山、

南湾湖、灵山寺、汤泉池等诸多风景名胜，就说
城区这一块， 也需要十来天时间你才能玩个
遍。

近年来，信阳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建的
几十处开放式的绿地、游园、公园和广场，成为
老百姓休闲的好去处。那飞架在河两岸的一
座座桥梁，大气磅礴，蔚为壮观，是信阳人引以
自豪的重要景观。河岸边带状公园设立的亭台
楼阁、园林小景，又给信阳增添了厚重的文化
娱乐元素。还有，你乘二十二路车，到羊山新区
看一看，你又会因为这座才崛起的新城而大开
眼界，感叹万千。尤其是百花园园区，真乃四季
长青、百花盛开，那刚劲有力的现代化雕塑与
各种观赏植物自然结合，渲染着一个城市喷薄
的生机和昂扬的精神。一进百花园，人就增干
劲，长士气。

是啊，咱信阳这个地方非同寻常，咱信阳
的年节也非同寻常。

民俗纯朴，乡情浓厚，山水秀丽，风光无
限。好听的故事一桩桩，一件件，好看的景色一
处处，一片片，怎能不激起人们有诗人一样的
情怀，画家一样的灵感，哲人一样的遐思啊。

正月初六，我和几家亲戚领着孩子到百花
园游玩， 随处可见休闲度假者扶老携幼的身
影，听到游人愉快爽朗的谈笑声，新春的气息，

已在周遭弥散开来。 广场上巨大的电视屏幕，

播放着动人的音乐，那首深受信阳人喜爱的歌
曲《信阳最美丽》与四周的鞭炮声一道热烈响
起，传递出一个崭新而古朴的城市的心声。

千年不老的名字，万年不变的美景。

一段厚重的历史，一篇传奇的故事。

豫风楚韵的魅力，含着绿茶清香的气息。

山水连着古刹的灵光，养育出勤劳勇敢的
人民。

信阳最美丽，你美在传奇的故事里，你美
在茶乡飘荡的春天里，信阳最美丽，你美在昨
日的烽烟里，你美在信阳人今天的心里。

听着听着，我也想高歌一曲，清了清嗓门，

却喊了一句很土气很俗气的话： 咱信阳人的
年，过的是真得劲儿。

乡 村 媒 婆

“沟洼沟洼，老鼠也成家，婚介
做媒，结果开花”。散步时，偶尔在
河大桥下看到这则张贴在桥墩上的
民间小广告，因其形象生动，付之一
笑，回想起少年时老家那些乡村媒
婆来。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媒婆很有
市场。媒婆们进百家门，吃百家饭，

能说会道，可算得上有能耐有本事
的人。我们邻村有位村妇，人称王婆
的，就是位优秀的媒婆。她聪明狡
黠，诙谐幽默，具备了当个好媒婆的
特点。我曾用诗歌的语言描述过她。

题目是《王婆眼角的膏药》。

东家进西家出
王婆眼角的膏药
是漂浮在村子的树叶
说媒看病算命
王婆眼角的膏药是村民的灵丹

妙药
可以不出门
可以不出工
王婆眼角的膏药
是她休病的假条
实际上王婆的营生还是以牵线

说媒为主
王婆走到哪里，动静很大。乡间

的小路上，你遇见她，离老远就能看
见她蜡烛一样鲜艳的的身影。她爱
说笑，声音嘎嘎的，带着沙沙的尾
音。身材和走路的姿态很好看，大家
都说她是夏天的湖萍

,

水上漂。她爱
打扮，盘起的发髻，别一个闪亮的黑
卡。可惜，长相差了些，外飘牙，肤色
重。听说她有头疼的毛病，所以，眼
角经常贴着两块膏药。

王婆的知名度，不亚于一位村
干部。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谁家儿
女长到二十来岁，要成家，就想到了
王婆。

王婆好记性，很敬业，能记住相

邻十几个适龄男女的出生年月。

哪家姑娘小伙要成家了， 她心里有
本账呢。 张家的四宝和老李家的幺
妮子班配， 刘姓的大毛和袁家的老
五相克。王婆微闭着双眼，每天念的
都是这本经。

王婆的人缘好， 村人有事没事
就到她家窜门儿， 孩子们也喜欢听
她聊天。她低头一个主意，抬头一个
见识，一张口就来一段故事。她有个
口头语，爱说“那个”。“那个呀”，王
婆开口说话， 眼角的膏药就跟着颤
动。一些关于狐狸精、美人鱼、放牛
郎的故事就随着她的飘牙神秘的飘
出。 我们怀疑她那眼角的膏药就是
一个神奇的按钮，按钮一启动，就有
许多神话传说涌出来。

我们既爱她，又怕她。怕她盯着
看人， 尤其在当时我们这些即将成
熟的女孩子。 她喜欢对女孩品头论
足，拉起女孩的手琢磨你的手相，说
一些预测你的未来之类的话。 她看
我们时，我们心里发毛，就躲着她的
视线。 我们怕她老早就把自己纳入
她的账本里。 小伙伴之间闹别扭就
有一句最狠的话备在后面，“你再拐
（坏）就让王婆给你说婆家嫁出去”。

王婆天生有张好嘴巴， 很会说
话，用在说媒上是如鱼得水。她能把
普通村姑夸成仙女， 把平常小伙夸
成牛郎。王婆大概没学过心理学，但
她使用的是先入为主的心理战术。

介绍亲事时
,

不断帮你挖掘和夸大
对方的优点， 帮你培养与对方的好
感，等你醒悟过来，也就情人眼里出
西施了。青涩的爱情，在王婆的精心
呵护下，渐渐成熟。

王婆巧妙地周旋在想要成家的
男男女女之间。 她不厌其烦的领着
男方和女方，相亲、定亲、下聘礼、瞧
日子，一直到送新人进来了门，才算

歇下一口气。她巧舌如簧，说媒的成
功率较高。

我有位远房亲戚，成分高，富农
出身，受人歧视，家有三个儿子，亲
事难提，王婆硬是下工夫，帮其说成
两个媳妇，娶回了家。

受益的年青人， 尤其是那些家
庭和相貌都困难的单身汉， 在她的
撮合下，欢天喜地的成了亲，就对她
非常感恩，不断传颂她的情义。其他
的村人知道了就一传十，十传百，求
她说媒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王婆像个明星，名气不断增大，

生意日益兴隆。

王婆交了好运， 可能头疼的毛
病也没有了，眼角的膏药不见了，人
也变得越来越精神。

在那个相对闭塞的年代， 王婆
这类热心快肠之人

,

是丰富乡村生
活， 给普通人家带来希望的多么重
要的角色啊。

嘴巴甜，吐沫粘，不是占点物，

就是占点钱。这句乡村谚语，是说
给媒婆的。实际上，在物资匮乏的
岁月， 王婆们也只是弄个鸡鸭吃
吃，赚个丈把布料穿穿，混个好人
缘乐乐。

时代造就了王婆们。 她们那个
年龄段的人， 出生在建国前的封建
时期，成长在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成
熟在改革开放的启动时期。 她的人
生深深刻着不同年代的印痕。 王婆
现象足足影响了几代人。 羞涩的爱
情，媒妁的婚姻，贫贱不弃的夫妇，

相濡以沫的家庭， 最后是白头偕老
的亲人，等等，这些看似精彩的故事
情节， 其实都发生在平平常常的家
庭。当时，这些稳固的家庭与王婆们
苦口婆心的劝媒说教有着密切关
系。 王婆时代那些坚贞不屈的爱情
典范， 让时下年轻人中的闪婚闪离
和所谓爱情快餐者大大汗颜。

后来听说王婆很长寿， 活了近
九十岁。她离世时，给她送行的队伍
中， 祖孙三代都经她做媒成家者有
之。正应了村民的那句老话，修桥行
善，万人挂念。

土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