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都艺苑

２０13

年

1

月

31

日 星期四

ＸＩＮＹＡＮＧＲＩＢＡＯ 7

责编：陈晓军 苏 鹏 照排：夏 丹

邮箱：

xyrbcd@163.com

故 乡 腊 月 集 市

如果说寻常日子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

画，故乡小镇腊月集市则是一幅色彩斑斓、气

氛浓烈的油画。临近旧历年关，这幅名曰《腊

月集市》的油画，在父老乡亲的众手涂抹中，

愈发显得色调浓重，景物众多，热烈张扬。

时序进入农历腊月， 小镇年节气氛犹如

文火慢炖的老母鸡汤，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高汤”之味弥漫在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整个

小镇呈现出一派采购年货，扫洒庭除，洗洗涮

涮，忙忙碌碌的年节景象。人们一年四季辛勤

劳作，似乎是为了春节的团聚与享受，即便日

常节俭成性的人，也会怀揣一年辛苦打拼积攒

的血汗钱，毫无吝啬地挤入采购人群采购年节

所需的一切。仿佛雨后春笋，小镇一夜之间冒

出无数商家，临时摊位遍布大街小巷，犄角旮

旯。商家为了捞足年底最后一桶金，不辞劳苦，

起早贪黑， 把压箱底的货物悉数堆放在店铺

中、摊位前。干鲜货品，南北吃食，时尚穿戴，林

林总总，应有尽有。

到小镇腊月集市赶集吧！映入眼帘的是花

花绿绿的糖果、红红火火的春联、成盘成挂的

鞭炮、韭黄葱绿的蔬菜、新鲜白亮的鱼肉、时尚

新潮的服装、南疆北国的杂货……如同父老乡

亲赶大集一般，争相挤在店里、挂在架上、堆在

摊中、摆在地面，直将大街小巷，商铺摊位塞的

满满当当，鼓鼓囊囊，令人眼花缭乱，步履迟

疑。粗大嗓门的叫卖，熙来攘往的顾客，满街占

道的摊位， 直将不甚肥胖的街道挤得龇牙咧

嘴，瘦削不堪。

腊月集市里高档服装店铺的时尚模特，和

墙角拐弯处一身乡土气息的卖白菜的老汉并街

而立。 锃光瓦亮的高档小车与沾满泥土的架子

车擦肩而过。 西装革履的阔绰之人和卖自产小

菜的农妇锱铢必较。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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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斤的牛羊肉和一

元钱二斤的萝卜比邻而售。 商家摊贩鼓噪着三

寸不烂之舌高声叫卖着， 熙来攘往的人们围着

摊位比划着、挑选着、讨价还价着，店铺里的高

分贝音箱疯狂地鸣响着， 进进出出的车辆不停

地按着喇叭，各种音调，此起彼伏，汇成一支多

章节、多声部的旋律狂热的小镇版《春节序曲》。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整个小镇就是一座大

商城，一个超级杂货铺。光鲜耀眼的摊位和摩

肩接踵的人群，似乎也把腊月集市的人们分为

两大类———卖家和买家。卖家忙忙碌碌、不遗

余力地兜售着货品，精明地包装、称量、算账、

收钱，每当做成一桩买卖，总不忘招呼买家一

声“再来”。买家也很精明，为买一个猪坐墩、一

条肥羊腿、一袋青萝卜、几棵大白菜，不惜挤来

挤去，货比三家。及至冬日西斜，卖家的如山商

品慢慢变成钱箱里花花绿绿、 折叠卷曲的钞

票，买家则心满意足地手提、肩扛、车载着各种

年货乘兴而归。你只有身临其境，参与交易，才

能体会到“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古老联语之美景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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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人查慎

行的《凤城新年辞》极富人情味、年节味。如果

拿它描写故乡小镇的风土人情， 腊月集市，很

贴切、很温馨、也很让人怀恋。

好

为

学

生

最近， 一个大学的学生辅导员在电视上

讲，他都当老师几年了，但不少人还是把他当

学生看待。 特别在他与教专业课的老师沟通

一些情况时， 那些老师一开始都以为他是学

生。他对此十分迷惘，觉得自己不够成熟，颇

想改变一下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

这位辅导员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 说句

实在话， 我是巴不得别人把我当成学生看待

呢。起码，我显得年轻，朝气蓬勃，永远不老；

再者， 他们把我当成学生， 就会非常乐意教

我、帮助我，我可以在他们那里学到更多的知

识，让我受益多多；更重要的是，既然我是他

们眼中的学生，那我就不会招来他们的妒意、

敌意，即便我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他们都会

原谅我，让我的人际关系更加融洽。

由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成学生，我想到，最

好还是自己先把自己当成学生， 永远保持一

颗学生心。

怎样才能做永远的学生呢？

首先，在知识面前，无论是在书本知识面

前，还是在实践技能面前，都要保持当学生的

那种新鲜感，要像牛儿吃春草那样忘情，那样

贪婪。在知识面前，没有谁可以特殊。不管你

是什么大学毕业，是硕士、博士，还是博士后，

甚乃院士， 只要你拒绝当学生， 马上就会落

后。因为一个人的脑子无论多聪明，无论你掌

握的知识再多， 也仅仅是装满了一个容器而

已，而知识的总体则是没有边际的海洋。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如

何博学，如何了不起。总有你不熟悉的行业，总有你不了解的专

业，总有你不会的技能。因此，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活到多大，无

论得到了什么官职、职称或者大师的称号，也永远要以学生的姿

态，关注国内外最新学术成果和科技最新发现，在努力工作的同

时，努力学习，处处学习，终生学习，永不故步自封，永不满足。可

以说，只有知识，才是最好的营养品和最好的化妆品；只有知识，

才能丰富自己，扮美自己。

其次，在别人面前，无论是在比自己身份低的人还是比自己

身份高的人面前， 也无论是在比自己年长的人还是年轻的人面

前，都要像在学校对待老师那样彬彬有礼，谦虚谨慎，虚心向他

们学习。一些人对于领导，对于学界泰斗、巨擘、翘楚，很会退避

三舍，谦恭有加，但对于一般人、平头百姓、“嘴上没毛”的青少

年、草根阶层、弱势群体，则多有藐视，往往吆五喝六，口出狂言，

露能显摆，妄自尊大，结果出尽洋相，弄得狼狈不堪。当然，领导

和名家确实是人中龙凤，应该对他们表示尊重，恭敬谦让。但一

般人也不是一窍不通的愚氓，更不是知识的荒漠地带。他们也各

有所好，各有所长，甚至身怀绝技，藏龙卧虎。如果换个场合，或

者说，遇到合适的机遇，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脱颖而出。因此，越

是在无名之辈面前，越要守拙，越要诚恳地向他们学习。对他们

要用尊称，要用商量、商榷、讨论的口气说话。例如，“我想向你们

求教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或许还会有另外一种

情况”，等等，千万不要以自负的口气，说什么“我敢肯定”、“我断

定”、“一定是这样的”等狠话和绝对的话。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对

待别人，别人不仅会给我们知识，还会给我们面子。

最后，在先人面前，无论是在先人的历史功绩面前，还是在

他们的经典著作面前，都要保持敬畏的态度。我们中华民族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出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贤良圣人。他们的道德

情操和伟大著作是宝贵的财富和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地去学习、

去继承并发扬光大。但是，有个别人对于某些先贤一生的作为，

对于某些先贤的作品，并没有深入地去研究，仅仅是凭着一点瞎

子摸象的肤浅感觉，就横加批评指责，甚至全盘否定。我个人觉

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对先贤和先贤们的著作一定要像学生崇

拜老师那样，像敬畏神灵那样，不轻易说三道四。要深入历史中

去，还原历史，读原著，不道听途说，不拿今天的眼光苛求古人，

历史地、客观地、辩证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和背景，找出他那样做、

那样说的原因，并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不能随便诋毁先贤、伟人的伟大人格和道德

品质。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此乃谦下之德也；

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

以其

善下之

,

则能为百谷王 。”在人世

间，如果把老师比作山的话，那么

学生就是水。让我们把“学生”二

字填到自己一生的身份证上，时

时、 处处做学生， 都成为不师而

师，不王而王的人。

花 布 年 衣

年关时，为了欢欢喜喜地过年，

上街买了大包小包的新衣， 和家人

说说笑笑地往回走。 走过桥头的市

场时， 看见在市场的一角摆满了花

布， 卖布的阿姨悠闲地给布摊前的

主妇们扯着布，一边扯一边说笑着。

刺啦———刺啦———的声音像一支回

忆曲的引子，慢慢地、轻轻地，将一

种温暖熟悉的记忆回放到我的心

头，到我的眼前。

我的幼年时， 还处于一个物质

贫乏的时代， 街上很少有五彩缤纷

精致漂亮的童装， 多是摆在集市上

成捆成捆的花布。 即使有一两家童

装小店，价格也是昂贵的，因为家里

经济条件差， 每次路过只能站在店

门前眼吧吧地看看， 然后被妈妈拉

走。因为太渴望拥有一件东西，所以

至今还记着那种感觉， 拼命地羡慕

试衣的小女孩， 看着她拉着妈妈的

手拿着新衣服高兴地离开， 我的眼

泪叭叭嗒嗒地往下掉。所以，我的童

年没有拥有过公主裙、小红皮鞋等，

新衣都是母亲扯布做的。

母亲那代人的手艺都不错，我

所熟知的婶娘们都有一手做衣服的

好手艺。每年进入冬月，母亲都会和

邻居们三三两两结伴， 步行到附近

的集市上，精挑细选，讨价还价，然

后每人扯回来一批颜色花形各不相

同的花布。 大部分的时候是自己裁

剪的，把布在平整的桌子上摊开，三

刀两刀就剪成了。 如果想要好看一

点或者流行一点的款式， 就到裁缝

铺去让裁缝剪，当然这得掏钱了，母

亲一向会心疼的。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种粉红色

的花布，不厚，但可以做冬衣，因为

罩在棉衣外面，所以不觉得冷。每年

年关，母亲都会扯回来一块，浆洗、

裁剪，晒干，然后自己照着从别人那

里借来的样图， 小心裁剪。 年年如

此，轻车熟路，一会儿就剪好了。这

时， 母亲就把缝纫机搬到光线明亮

的地方，穿上适合颜色的线，嗒嗒地

飞针走线。通常，我都像盼望一个果

子成熟一样迫切地站在一旁， 数着

看匝了几道线，钉了几个扣子，数着

数着，就听到母亲说，做好喽，来穿

上看看。我迫不及待地穿到身上，站

在镜子前照个不停，陶醉呀陶醉。也

在这时，邻居婶娘们都涌进屋里，争

着观看。

母亲的手艺很好， 这点很让我

自豪。她也总是耐心地等我过够瘾，

才把衣服拿去烫熨。

不仅我的，还有爷爷奶奶，爸爸

以及兄弟姐妹们的，花花绿绿，大大

小小，晾在草绳子上，阳光下，我看

着，就像我童年的快乐在跳舞，特别

温馨， 这也是色彩单调的乡间年关

时一道特别华丽别致的风景。

等到衣服晒好，收起，叠好，压

平，年关也就到了。

嫂 子 颂

有一种人， 她朴实无华却楚楚动人；有

一种爱，它默默无闻却深入人心。好嫂子辛

慧慧就是这样一种人， 她所呈现给我们的，

就是这样一种爱。

四九时节， 我见到了本文的主人公，简

单的一个马尾，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笑容

略显羞涩。 这个柔弱而坚强的嫂子叫慧慧。

走近慧慧，感知她的情怀，除了敬仰，更多的

是让人充满了力量，这是爱的力量，道德的

力量。

慧慧的婆婆三步并作两步迎了上来，拉

着我的手说：“我的媳妇真不容易，对我们是

真好！”说着，眼角就溢出了泪水。“我清楚地

记得亲家第一次来我家时说的那句话‘出门

看大山，低头看土地’，我的媳妇就这样走进

了我这贫寒的家，十几年如一日，从未和我

红过脸，老头子得病的七年间，和我一起照

顾他，任劳任怨。有一次，老头子又拉了一

身，媳妇给她换衣服，我的媳妇那时只有二

十多岁，一边给老头换衣服一边说‘爸爸，没

事，我是你的孩子，这不丢人’。我看到老头

子口中的涎都滴到了媳妇的头上，心中又难

过又温暖。”

慧慧的小姑子告诉我们：“我比嫂子大

五岁，但是我打心眼里敬重她。我的儿子政

政比侄女只小了几个月， 我常年在外打工，

满月后就将政政送到了母亲家，嫂子带政政

睡，喂政政吃，甚至喂奶的时候都让我的儿

子先吃，总说男孩能吃，先喂饱他，再让侄女

吃。上学后，嫂子风里来，雨里去，骑着车一

前一后地送孩子上学，每次家长会都是她去

参加，大家都以为政政是她的儿子。今年，我

的条件也慢慢好了， 把儿子接到了身边，但

政政总是要求回到嫂子身边，嫂子在他的心

中比我更重要，更像是她的亲娘。”

慧慧只比小叔子亮亮大一岁，进这个家

门时，亮亮还在读高二，那年，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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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十

几年过去了，点滴岁月见真情，嫂子在亮亮

心目中早已不仅仅是嫂子， 更多的是尊长。

每次放学回家， 迎接他的都是嫂子的笑脸，

每一次放假回家，嫂子都变着法的给他做好

吃的，替他收拾好行囊。在他的日志中这样

写道：“在我心中，无论鲍鱼龙虾也不抵嫂子

身上那最后五元钱买来的面包醉人心田。”

今年，家中最小的孩子亮亮结婚了，很多人

依然记得，寒风中，黑夜里，慧慧怀揣一张张

请柬送到每一位客人手中的情景，慧慧那忙

碌的身影令许多人动容。打电话回家，母亲

兴高采烈地说：“你嫂子昨晚忙到很晚，给你

房间拉满了花，每个犄角旮旯又重新擦了一

遍”，“你嫂子今天早上起得很早， 从客厅到

楼梯口，铺满了红地毯……”

慧慧的丈夫说：“这么多年， 对父母家

人 ，她比我强多了，与我同甘共苦，不离不

弃。我只是养个家，家里的一切都交给她，我

放心。”

婆婆迫不及待的又抢过了儿子的话茬。

“慧慧刚进门的时候，家里穷呀。记得外孙送

月礼的时候，按女儿婆家的规矩，得办挑子，

我急得直哭，我的媳妇知道后，拿出打工攒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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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钱说：‘妈，别急，咱有钱。’我拿着

这笔钱替女儿风风光光地送了个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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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正伏天的，老头又犯病了，真是祸不单行，

往返医院的途中，我又被车撞了。我的媳妇

挺着个大肚子，一天几趟的送饭、照顾我们，

回到家还要照看几头猪和田地菜园，一个人

忙里忙外，过度的劳累让孩子早产了，这么

多年一想到我的媳妇，我就觉得对不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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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慧慧是江苏徐州人。刚进家门时

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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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十三年过去了，慧慧融入这个

家庭，这个家便和谐幸福，温暖如春。

“穷不怕，只要人好。”慧慧与丈夫的相

识颇有些罗曼蒂克的色彩，在被坏人抢劫的

时候被丈夫救下， 丈夫的手还挨了一刀。自

此，她就认定了他。

“其实我没做什么。”慧慧一直重复着这

句话。我只是想着，人总是要老的，对老人好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爸爸生病了，我是他的

孩子，我应该照顾他。

慧慧兴奋地告诉我，她今年要回家过年

了，说起自己父母，我清晰地看到了慧慧眼

中的泪水，“我十三年没回去过年了，以前孩

子小，公公生病，小叔没成家……”种种理由

都阻断了她回家的路。“今年，婆婆说让我回

去过个年，我也想回去，父亲几年前得了脑

血栓，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我能回家过个年，

我也想了了这个愿。但我不能呆太久，亮亮

初五就要走了，我得赶回来团聚下。”

皆为女儿身，怀揣女儿心。慧慧在岁月的

磨砺中，携着弟弟妹妹的手一路走来，送走了

久病在床的公公，孝敬着日益年迈的婆婆，建

起了新房， 帮弟弟安了家， 养育着一双儿女

……嫂子，你用人间的至爱，表达着生活的真

谛；你用人间的至孝，与亲人不弃不离。天若

有情天亦老，道是无情最有情。你以一颗赤子

之心，见证着中华五千年血脉相随的道义。

大象无形

,

大爱无声，嫂子

,

有你在

,

家便

一切安好

!

寒 假

（组诗）

收 拾

试卷是甜的

奖状是香的

最是寒假作业的年味浓

捂在书包的最里层

到了那个家啊

一抖出来

比所有的烟花都迷人

火车票

把一年的幸福

压缩成二指宽的火车票

不要卧铺不要座位

就这样站着好了

站着站着 一睁开眼

就能拽着爹娘了

绿皮火车

迁徙 并不是

都飞往南方

譬如今年冬天

就向北 去黑龙江

穿得像个抱儿的老母鸡

把廉价挤得东倒西歪

是的 总有一天

我们会把绿皮火车

开成春天的

见 面

爹叫着乖乖

娘喊着心肝

雪花听得热泪盈眶

拍一拍脸蛋

下巴拱芽了

扯一扯衣服

胸脯扎根了

一家三口

搂热了他乡的冬天

丽江古街印象

（外一首）

茶马古道通向远方 仿佛

走来唐宋时期的一队马帮 丈量

古城悠悠的历史 使得

丝绸之路的神韵

恬静流淌

石板路隐约五彩 闪着

千年步履的光亮

廊檐木屋 镂花门窗

民俗的个性灵光传扬

依依垂柳 天然于

古街溪流边袅袅迎送

动画小鱼 静似无声音乐

动如利箭离弦

身后的玉龙雪山

坚守着洁白和昭示

以天地山川的清雅 让丽江

“活着的象形文字”

永续谱写新章

暴风雪

每当冬天驾临 我便

殷殷渴望来一场暴风雪

自由飘洒 纷纷扬扬

把世间污浊和尘霾

卷起 扫荡 覆盖

渴望呈现给环宇

从高空到地面

以满眼皆白

暴风雪

以你的 呼啸吼声和凌厉英姿

展示你 充满豪气和正气的本色

彰显你 摧古拉朽 抑恶扬善

敢作善为 义无反顾的精神

以及那 高远的品质性格

家

乡

的

那

条

小

河

以淮河为界， 向西北近三十公里处， 绵延起

伏，只能以丘陵小壑相称的那块地儿，就是我的家

乡，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站在高处，放眼望去，那

条近两米宽的小河温柔地盘踞在毫无规则的乡间

地头，像是乡里乡亲年复一年期盼丰收的守护神，

毫无倦意地看护着乡间的沟沟壑壑、山山水水，交

织着宁静而又淳朴的乡形民情。 清澈见底的流水

更像她永不停息的生命，诠释着静中有动、静动相

依的锦绣山河图。

春天的小河，万物复苏、芬芳争艳。略带几分

寒意的春风不倦地轻拂着大地， 残余的冰雪已彻

底融化，大地被雪水滋润着。自然界的一切仿佛都

被春风轻轻唤醒：冰封的小河焕然一新，活像翩翩

起舞的姑娘，跳着轻盈的舞步

,

演绎着美好的明天

;

哗哗的溪流唱着有节奏的歌，歌唱着新一年的美好

与希望。岸边更是让人心怡，被洗礼过的小草开始

褪去往日的陈旧，小芽嫩嫩的，略带微黄，破土而

出，春风吹着它们不停地摇摆，仿佛在向大地不停

地道谢；各种不同色彩的小花：黄的，粉的，白的，紫

的，蓝的……有的娇艳绽放，有的像情窦初开的姑

娘顶着或蓝的、或白的、或粉的小花伞，羞答答地站

在那里，很不自然地向大家打着招呼。当你轻轻地

踏入这片土地， 微风轻轻地抚着你的整个身心，淡

淡的清香把你整个带入淳朴的自然之家。

夏天的这个地方是永远值得我追忆的乡土。

那条小河， 或许是大自然的杰作吧， 是自然形成

的，长不过

3

千米，它最宽的地方不过两米，但够

深，深的地方估计有两米。儿时，那条小河成了我

们小朋友们的亲密伙伴：在她的怀里，我们哭泣过

（刚接触水，大家都被她无情地呛水），但给我们带

来更多是的欢乐

!

因为她———我们学会了游泳，学

会了捉鱼，学会了相互帮助，我们的心灵被她洗涤

与呵护……

那时的天气说怪也怪，好比娃娃淘气的小脸，说变就变，这会儿阳光

明媚，霎时满天乌云，再加上狂风雷电，整个地平面刹那间进入了水的汪

洋。凹地的农田被水无情地吞噬，此时的小河已面目全非，只有河岸两边

长势微壮的红叶野柳在势不可挡的洪水中拼命地挣扎，时而露出水面，仿

佛像落水的儿童向大家高呼：救命啊……救命啊……

雨来去自如，势不可挡！几袋烟的工夫，天由倾盆大雨转变为骄阳普

照。湾里的大人小孩不约而同地来到以小河为中心的农田里捉鱼。农田里

的鱼儿来回穿梭，急于逃命，诱惑着大家你拿鸡灶，我拿钉耙，他带鱼箍，

尽情、欢喜地捕鱼。那时的鱼真叫多呀：鲤鱼、草鱼、鲫鱼、鲶鱼……可以说

半斤以下的几乎全部放生，因为那时的老家着实太穷了，连吃油都是个问

题（做鱼太费油）。

我们这帮十来岁的孩子酷爱这条小河。 一开始， 捕鱼只有蛮劲与热

情，根本没有技巧可言。我们穿着大人们的衣服在本来就不宽的小河里来

回走动，把水搅得动起来，这时候鳙鲢乱跳起来，大家都把衣服解开张着，

鱼儿们一个劲地往你身上撞，你用力把衣物一裹，就能牢牢地把它捉住！

后来为解馋，伙伴们隔三搭五地来到小河里，最多仨人并排一致地搅动河

水，用腿脚探触鱼的大和小、少和多，再根据情况设置障碍，分段堵截，其

他人开始用携带的工具或者是手捉起鱼来，个把小时的样子，每人渔获三

五斤不是问题，然后各自欢喜地回到自己的家中……

偶尔回到老家，品味之余，再看看现在的小河，干枯的河道，灰灰的河

床，毫无生命气息，与原来的她相比起来，简直用语言无法描述自己内心

的失落与忧伤……苍穹之变，谓之可悲可叹矣！

□

耿纪家

□

刘元明

□

杜靓波

□

宋宗祧

□

郭 祥

□

陈 冬

□

虞 静

盛利者 摄

梅雪争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