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
集体抒情诗。”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
节日，每到节日，各种民俗就把日子
渲染得多姿多彩。每个人都成为了
这首集体抒情诗的创作者，大家一起
创造缤纷的生活，祈愿美好的未来，
整个世界洋溢着节日的浓情。

整整一个腊月，都可以算是春节
的序曲，人们会提前准备过节。向往
美好和幸福的人们，把腊月的每一天
当作节日来过，营造出喜庆和欢乐的
气氛。

在我的家乡，腊月这首抒情诗，
一般是以村里高跷队的排练开篇。
过大年的时候，各村都要进行高跷表
演，所以，刚进腊月高跷队就要加紧
排练。表演踩高跷的演员，都是村里
的大叔大娘。腊月农闲，便有人开始
组织高跷队了。演员们凑到一起不
容易，张家的大叔，李家的大娘，王家

的大婶，赵家的大嫂，摇身一变，从田
头农民化身临时演员。别小看这些
演员，他们的敬业精神堪比专业演
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不好
好准备一番，到年初一表演时会出丑
的。腊月里，这些高跷队演员每天都
要排练一番。他们不怕辛苦，把踩高
跷当成一项了不起的任务来完成，同
时大家凑在一起，享受快乐的时光。
高跷队排练的时候，经常传来大笑的
声音。有的队员动作不熟练，踩起高
跷像笨鸭子一般，逗得大家哈哈大
笑。不过不要紧，练上个把月，人人
都成了高手。这些乡邻们，在田里干
活儿是把好手，踩起高跷来也不含
糊。腊月里，每天都会听到村里的锣
鼓声响起来，让人感觉到年越来越近
了。

腊月里的民俗多种多样，让人
眼花缭乱。村东的人忙着排练踩

高跷，村西的人也不闲着，他们要
排练舞狮 ，准备在春节时一展身
手。村中的戏台也早早搭起来了，
腊月里唱大戏，一直是我家乡的习
俗。唱大戏最能烘托气氛，男女老
少齐聚戏台下，看着戏台上演绎的
精彩故事 ，感受着腊月的喜庆气
氛。乡邻们一年中忙忙碌碌，终于
可以在腊月里稍事休息，把日子过
得悠闲一些了。看看戏，赶赶集，
凑凑热闹，腊月里人们的脚步都慢
了许多。

腊月这首抒情诗，是一首长长的
诗，还分好多个篇章呢！腊八算是比
较重要的篇章，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
熬腊八粥吃。一碗暖暖的腊八粥里，
已经有了年的味道。“小孩小孩你别
馋，过了腊八就是年”，接下来的日
子，人们几乎每天都在“忙年”。说是

“忙”年，其实一点也不忙。今天买点

碗碟，明天做点豆腐，后天杀年猪，每
天都有事做，但并不着急，为的是把
幸福的时光拉得长一点，再长一点。
人们准备过年，享受一段幸福安闲的
时光。一年中再辛苦，有这样一段幸
福时光就足够了。

腊月这首抒情诗还在继续，各种
民俗一一登场。杀年猪，赶年集，蒸
年糕，蒸馒头，灌香肠，做腊肉，做豆
腐，炖羊肉……每一项都很精彩。民
以食为天，很多事都与吃有关系。吃
着吃着，乐着乐着，就到了腊月二十
三。小年到了，腊月这首抒情诗来了
一次小小的高潮。人们买糖瓜，祭灶
神，感觉年立马就到了。

到了大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要把
屋里屋外再打扫一遍。人们贴春联，
挂灯笼，张灯结彩来迎新年。腊月这
首抒情诗，来了一个精彩亮丽的收
尾。腊月过完，新年就来啦！

□王国梁

腊月是一首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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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你下一场雪
我要为你一下场雪
让你枯瘦弱小的身体
在鹅毛一样温暖的
被子里
度过寒冷的冬天
因为我对你的爱
像空气一样存在
我要给你温暖
我要为你输血
我要让你重新焕发生机
不需要你的回报和感谢
我只想让你碧绿的生命
一望无际

雪花辞
雪花多么漂亮
好像美丽的女人
穿着一件洁白的婚纱
穿过祝福的人群
走上舞台
我始终坚信
她比婚纱更洁白
在寒冷中更会暖人心
她有满腔热血
足以换回春天

无论多么寒冷
无论多么寒冷
春天都会在远方赶路
雪花盛开之后
她会把映山红
铺到你家门口
所以，我盼望春天
是从盼望雪花开始的
今天的天，无云无风
正在沐浴的树
准备穿上新衣服

□王安斌

春天正在远方赶路
（组 诗）

只要是有雪的地方
就会有淡定的阳光
我躺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上
倾听着春天破晓前的吟唱
溪水流淌 草木生长
我回到了童年的故乡

我想与一片雪花交流
只有它懂得洁白的珍贵
当它化作一滴泪珠
我愿为它擦去所有悲伤

从林中吹来的风在呼喊
远处蜿蜒的山在挣扎
就在仰起那颗
卑微头颅的蓝天上
有两只走失的大雁
依然在茫无目标地
扇动着激情的翅膀

从白天到黑夜
从黑夜到黎明
袅袅炊烟
冻成了欢笑的镜象
我拾阶而上
去叩问一个关于
冬天的梦想

脚下的雪
已融化成一朵朵腊梅
流淌成一路清新的风光

□杨勤华

冬之语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第一次听到腊八，缘于这个儿时
的歌谣。那时候的懵懂岁月里，我日
日扳着指头盼望着腊八节，心中充满
了美好的期待。

孩提时代，家里贫困日子艰难，一
年到头难得吃上点好东西。那时候，
我们兄妹众多，父母整日里辛辛苦苦
地土里刨食，可孩子们还是常常吃不
饱。眼瞅着到了腊八，我们都很高兴，
因为这一天的餐桌上，将会有一碗无
比美味的腊八粥。

腊八这天一大早，勤快的母亲便
早早起来熬粥。腊八粥是用一些当年
收获的新鲜粮食和瓜果做成，有大米、
小米、糯米、红枣、豆子、花生、莲子、栗
子等，八种农家食材，寓意吉祥而营养
诱人。日子艰难的年代，一般情况下
是凑不齐这八种食材的，家里往往是
东拼西凑，也只能勉强准备。就着土
灶和大锅，母亲开始细细熬煮。灶膛

里的柴火很旺，烧得红彤彤的，炊烟爬
出烟囱袅袅而起，不一会儿，铁锅上就
冒出了丝丝热气。

我趴在锅台边看着，妹妹们也停
止了玩耍，几个孩子都伸直了脖子，焦
急地等候着。我问母亲：“腊八粥熬好
了吗？”母亲笑着说：“傻孩子，早着
呢。粥需要好好地熬煮，急不得的。”
顿了顿，又说：“熬粥，就好比你们学
习，要勤奋努力，不断坚持下去，最后
才能有个好结果。”看着我们一个个着
急的样子，母亲说：“你们先出去玩一
会儿吧，回头我叫你们。”我们便小鸟
般跳跃着，乐颠颠地出去了。

当那个懒洋洋的太阳窜上一竿子
高的时候，正在玩耍的我们，听到了母
亲那熟悉的呼唤声。我刚要去端碗，
母亲却一筷子打在我手上，我摊开小
手一看，自己也乐了，满手的黑泥巴！
母亲把几个孩子的手和脸擦洗干净，
每个人面前放了个粗瓷大碗，十分小

心地用大铜勺靠近碗边，直到里面盛
满那期待已久的香喷喷的腊八粥。

长大以后，像一只只张开翅膀
的鸟儿，我们兄妹几个都陆续离开
了母亲，在不同的城市里飞翔着。
母亲已经年老，两鬓染霜的她，和
父亲一起居住在乡下老家。每年
腊八节，她都会一如既往地，早早
煮上一大锅腊八粥。可是我们几
个孩子工作很忙，住得又太分散，
每 次 不 是 缺 了 这 个 就 是 少 了 那
个。每年腊八节，母亲总是会给我
们一个个打电话，一边唠叨着孩子
们的童年往事，一边说今年谁没有
回家过腊八节，谁又没能喝上她亲
手煮的腊八粥。

日子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船，一
路劈波斩浪，轻轻驶进腊月的港湾。迈
进腊月的门槛，久违的年味儿渐渐浓烈
起来。如果说过年是一场大戏，那么
腊月就是彩排和热身，从这一天开始，
团团圆圆的幸福，跨越一年四季的三
百多个日子，正向我们每一个人奔
来。腊八是一碗亲情粥，以浓情为馅，
用温馨和爱心熬煮，散发着浓浓芳香，
每一口都是无以伦比的至爱亲情。

□马从春

腊 八 粥

三面环水，一条小河穿村而过，使
得石桥钟这个小村庄格外显得水灵灵
的，静谧而安详，隽秀而深沉。

石桥钟不大，是铜陵市义安区西
联镇犁桥村的一个自然村地名，一个
宁静秀丽的好地方。这个只有4个村
民组1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
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圩区水
乡村落。

据了解，犁桥村石桥钟现
存明代古桥一座，历经风雨，
巍然屹立。相传明塘岸畔，曾
建钟氏祠堂，逢节祭庆，人声
欢腾，灯火通明。犁桥石桥钟
氏，据传四千年前起源于粤稽
颖川宋微子，桓公元孙州黎仕
楚为大夫，食采于钟，故以此
为姓。先祖钟子期与俞伯牙
成知音传为佳话；孙钟馗，刚
正不阿，成为斩妖除魔的守门
神，石桥钟地名由此而来。现
如今，傍依古石桥修建的祠
堂，清新风雅，古朴庄重。

我们一进村，就看见村口
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刻印着

“石桥钟”三个大字。走过小
桥，村口文化墙上绘制着《石
桥钟记》：“莲香生藕鱼虾肥，
更见古桥犹存，……”文笔流
畅，词语优美，大气雅致。穿
行在水乡石桥钟，脚下的路都
是组组通、户户通的水泥路，
清扫得干干净净，跃入眼帘的
是家家户户的“文化墙”上，既
有该村人文历史介绍、水乡风
景画，也有诗词书法、名言警
句。多数农户住上了二层以
上的小楼房，邻里之间的空闲水塘里，
是一塘荷香，硕大的荷叶亭亭玉立，水
乡犁桥村石桥钟的景色，真令我们陶
醉。尤其是村里的一口约百亩面积的
水塘，村民们叫它为“明塘”，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村里修建了环“明塘”通道和
水上人行桥，并对“明塘”进行了护坡绿
化和清淤，安装路灯和护栏。如今的

“明塘”，村民们称之为“西联的天井
湖”，成为水乡犁桥村石桥钟的最亮
点。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石桥钟以厚重
的文化底蕴，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先后
荣获全国首批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全国
美丽乡村创建试点村、全国第四届文明
村镇等国字号殊荣。

在犁桥石桥钟，还可以欣赏到具
有浓厚江南徽派建筑风格的私家园林
——漫园和明塘文化艺术村。漫园是
由3栋古民居和8个院落组成，占地面
积为 37亩。全园以木为本，深宅大

院，重脊高檐，穿竹石栏，临河水阁，呈
现一派古朴、明洁与幽静，是典型的明
清徽州文化景观古建筑。全园山水萦
绕，亭榭精美，分东园、中园、南园三部
分，各园建筑间铺筑石板过道相连，按
徽州明代园林形式总体布局，完整地

保留和展示了徽州原木文化
的风格。而正在兴建中的明
塘文化艺术村，总投资为5.6
亿元，总建筑面积为42000平
米，包括建设以皖南古村落石
桥钟为中心的皖南民俗文化
博物馆群落、以农业发展脉络
为主线的农耕文化体验区
等。同时，配套游客接待中
心、生态停车场、景区道路等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力争打
造成集民俗文化展示、乡村休
闲旅游、农业观光体验、影视
拍摄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休
闲5A级旅游景区。

秀美的犁桥石桥钟，既是
宁静的，也是喧嚣的。我站在

“明塘”人行桥上，只见这里静
悄悄的，薄薄的雾气笼罩在水
面上，到处充满了神秘的梦幻
色彩，在这平镜般的水面上有
一种朦胧的感觉，周围的树木
和房屋都倒映在水中，尤其是
村旁的那条小河，河上有小
桥，河边有人家，小桥、流水、
人家，真有点像江南水乡周
庄，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著名的
古诗：“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
无风镜未磨。”此时，在这薄雾
氤氲的水面上，清风徐来，波
澜不惊，水波不兴。忽然，我

看到一只菱角盆从“明塘”一角的岸边
划来，在“明塘”里荡起层层涟漪，菱角
盆里站着一位村妇，她是村里的清洁
工，是专门打捞“明塘”水面上的杂物，
村妇的撑篙声与“明塘”边的洗衣棒槌
声，划破了石桥钟清晨的宁静。我向
远处眺望，那一望无际的田野，绿油油
的稻田，汇聚眼前的薄雾、露水、鸟鸣、
野花、竹林、田野，加上点缀在村庄里
的徽派建筑，都慷慨无私地向我们展
示着水乡石桥钟之美。

犁桥村石桥钟，在我的心中，犹如
一杯浓浓的茶，品之悠远，吮之解渴润
情，让我所有
的思念和烦恼
都烟消云散，
沉醉在这素朴
而浓郁的江南
水 乡 的 画 面
中。

□
詹
敬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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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放的电
视剧《装台》是部很有意味的市井情景
剧。

称为市井情景剧，是因为剧中反映
了都市城中村里那些小人物的现实生
活状态。也因为体现的是市井人物，所
以剧情不是以大视角、大格局、大排场
去铺设它，而是在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中
去编排角色，以及在剧情中呈现的这个
时代。

故事是以顺子领头的一群为舞台
表演搭设台子的人。他们装台的场景
既有视为艺术的表演舞台，如秦腔剧
团；也有各类歌舞演出、乡村婚丧红白
喜事典礼舞台，在这些过程展现社会百
态、人情冷暖、生活烟火、情感咸淡。

剧中背景是当下西安，场景是生活
在繁华城市中老旧小村——摆着各种
摊点的拥挤街道，匆忙行人、破旧的房
屋、狭窄的巷道、相互熟悉却道不尽的
邻里、慵懒的守着祖屋吃租的房东、融
不入都市圈的为生计忙活房客、想摆脱
却无力摆脱困境的年轻一代，还有成就
了却又思土恋乡的游子等，纠结成居住
在这里的这群人，五味杂陈、世间百态。

与片中低矮房屋和破败院落相对
应的背景是：气派高大的现代都市建
筑、展示着千年文明的古老塔楼、聚集
着秦地丰富饮食文化的美食、穿梭在都
市里流动的时尚车流灯流人流。构成
了现代大背景之下繁荣与兴旺。

但这些都无法遮掩这群普通人物
面临的生活艰辛，如同繁华的霓虹灯影
下盲区，映射出苍白而晦暗的色调。

剧中以轻松欢快的秦腔曲调贯穿
剧中。用秦地语言体现在屏幕上是该
剧特点，那语言不仅有通常的文化内
容，最主要有区别于他处的符号特征。
这语调里自带个性、性情和情绪，能够
很立体的表达故事内容。

《装台》中，在缓缓舒展的市井图
中，秦腔秦话在空气中弥漫秦地气息，
氤氲在电视画面里。这让观众很快进

入到场景与剧情中。在当今五花八门
的电视节目中，凭吆喝不行，能从形式
与内容上搏取观众认可，才能得到观众
追捧。

当然，能秒杀观众眼球并让观众能
为此追剧很不容易。

它没有大都市言情剧那般撩情，也
没有职场精英剧那般励志，更没有家庭
伦理剧那般煽情。而《装台》更似一部
真实的社会题材纪录片，聚焦这群小人
物，看着他们用生活磨得光秃的笔，费
力地绘制粗陋线条和杂乱图像。它让
你体会生活沉重，看到不同境况下的人
们为生计奔波、苟且。它让你见识人性
本质的一面：或善良敦厚，或贪婪自私，
都以艺术形式呈现出生活原景。它让
你真实体会世间冷暖，人世百相。因为
真实，观众随着剧情发展为人物悲喜交
织，受到感染。

但剧中给人的主色调依然是温暖
与明朗。即便生活呈现的是黑白色调，
但是简洁而明快。任何一种着色都能
为画面调上暖色。这种着色里有装台
的工友间纯朴的情感、有村中邻里间或
家人间的相爱相杀、有利益之下霎时的
良心回归，这些都如同主题曲里所唱
的：“生活虐我千遍万遍，我待它如同初
恋”。爱在，就是暖阳。

这部影视剧最有看点的是几位演
技派演员，其中主角刁顺子扮演者张嘉
益、蔡淑芬的扮演者闫妮、菊的扮演者
凌孜、疤叔扮演者李传缨、疤嫂的扮演
者陈小艺、铁扣扮演者孙浩，都在戏中
很出彩。尤其是张嘉益，招牌佝偻背象
是被量身定制的顺子角色。

本剧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陈彦是
陕西本土作家。八百里秦川是一片神
奇土地，孕育出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乡
土作家，我们从小说、电影、影视剧中陆
续欣赏到反映秦地人物风貌的作品，耳
熟能详的有《平凡的世界》、《废都》、《人
生》、《白鹿原》等等，成为一个时代文学
和文艺符号。

一方土地孕育着各自文化，在西安
这个有着四千多年文明、三千多年建
城、一千多年建都的古老城市，以文学、
影视或非遗传承方式记载它的历史和
各个时段人文，这不仅是娱乐，而是以
艺术手段凭借各种形式予以传承。

□陈玲琍

《装台》里的市井文化

许是我孤陋寡闻，一直以为桂花
树只开花不结果。之前，单位办公楼
前前后后都有桂花树，一到中秋，香味
浓郁袭人，仿佛走到哪儿都沾着满身
清香。其中门前有一棵树，与众不同，
别的桂花树一年只开一次，而这棵开
了谢，谢了开，一年开好几次，后来知
道这是四季桂，但是从来没结果。

上周下雪乘公交上班，下了公交
走到翠湖二路，发现路边一棵桂花树
上挂了许多果子，这可让我像发现新
大陆似的。前段时间我还听好友说，
小时候她家院子有棵多年的桂花树，
她母亲听人说桂花树只开花不结果，
不宜栽在院子里，所以忍痛锯掉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桂花是不结果的呀！

我饶有兴趣地踮着脚靠近树边，
仔细瞧了瞧，树上确确实实挂满了绿
色椭圆形的果子，像秋天的葡萄一样
一串串挨挨挤挤在一起，也有三三两
两互相取暖做伴的，也有不惧孤单优
哉游哉吊在树上的，它们大小差不多，

像未饱满的莲子，又像微版青芒，有的
果子已经变成深紫色，就像晒干了的
莲子，可爱有趣。

沿着翠湖二路往前走，路边的桂
花有结果的，也有不结果的，树杆粗壮
繁茂的，结的果子就大些，反之则小
点。那是不是和银杏树一样，桂花树也
分雌雄呢，这个就有待考证了。上网查
了查，原来这种结果的桂花树叫“结子
桂”，简称“桂子”，因为寓意好，所以特
别受欢迎。摘一颗“桂子”，小心翼翼剥
开，一股清香，果肉是白色的，里面的水
分还比较足，用舌尖舔了舔，酸酸涩涩
的，网上说桂子营养丰富，含有多种氨

基酸和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须的微量元
素和大量的激素、酶、生长素等，还可以
入药，原来桂子是个宝啊！

传说吴刚在月亮上砍树的时
候，桂树之子落到人间，杭州灵隐山
寺中的僧人将拾得的桂子都种下
了，唐朝诗人宋之问听到此事后在
《灵隐寺》诗中写到“桂子月中落，天
香云外飘”。

这个发现令我心情愉悦。有人
说，享受生活易，感悟生活难。难就难
在你是否始终抱有一颗童心，去发现、
感恩生活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点点滴
滴的美好。

□汪红霞

原来桂花树也结果

冬日美餐 苗 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