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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祖杜康杯酒文化有奖征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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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一开始，便不断有高速公
路堵车的消息传来。我生性不爱凑热
闹，就干脆宅在家里。老婆临出门时
说：“该干点活儿就干点活儿，你这作家
别真成‘坐家’了。”于是，我在读书与上
网浏览之余也干些家务。

先是给冰箱除霜。我取出冰箱里
的东西，断电，等融化一阵，再开始除
霜，费时一个上午。然后将家里的设置
稍微变了样，看起来有了新鲜感，费时
两个小时。老婆不在身边唠叨，这活儿
干起来随心所欲，好不畅快。

重头戏是清理个人物件，那些成堆
的报刊、信件、书稿等，不清不知道，一
清吓一跳。报刊一部分是我喜欢阅读
并从中获得了教益的，一部分是在上面
发表了作品的。阅读过的，择其紧要收
藏，比如《大家》第一期。《大家》初入文学
市场时，以其版本设计不俗、内容标新立
异的特点，受到读者的喜爱。据说现在
的《大家》已举步艰难，有改风向的可

能，收藏创刊号，可作纪念。
对于发表过自己作品的刊物，无论

是首发还是多次发表，整理和收藏都是
对刊物和编辑的感谢。虽说现在临屏
写作了，但是整理起来发现手写的稿件
还是有几大摞，蓝黑的初稿红笔的修
改，一字一句地看起来，感慨颇多。

信件的整理则有些费神，每一封信
件都会引起对过去、对朋友的思念。有
素不相识的外地文友，看到当地报刊有
我的文章发表，马上找了地址给我邮寄
过来；也有编辑约稿的函件，打印和手写
的都有，一字一句中看出了言之切切；更
有固执的朋友坚持手书信件，甚至会逢
年过节手工做了贺卡邮寄来祝福。网
络往来亦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那分执
著与友情值得永久记忆。

整理和查验过去的生活，有许多该
舍弃的没舍弃，还有许多精华却被淹没
在了繁杂的事务中，清理一下，有所取舍，
轻装上阵，该是这个长假“坐家”的硕果。

辞别酸枣如玛瑙的紫砂岭，山
路伸向云蒙山的褶皱里。路边金菊
簇簇，似彩蝶晾翅，几只蝴蝶翩翩
起舞。

花显然是栽种的。谁有此雅兴？
曲径通幽处，花径至何方？

转过山，金菊们更热闹了，近午
时分，秋阳正暖，花如铺锦，熠熠生
辉。路隐进树丛中，房顶的一角露出
来。走下几级土阶，庭院出现在了眼
前。背靠山坳，前临缓坡，并排三孔
砖窑，侧有石墙篷屋。

窑中走出一瘦瘦的老者，精神矍
铄，眼神温和。窑里还有女神像，高髻
锦袍。老者说，这是女娲娘娘，她曾炼
石补天，救民于水火。我们叩手而拜，
不为祈福消灾，只想向有功于民者表达
敬仰之情。

我们下山时，见平坦处皆种菜。老
者说，庙里无事时他就种菜种花。菜虽
普通，却从不沾化肥农药。砌个水窖，
把雨水储存起来，既可吃又可浇菜。你
们还没吃饭吧？想吃什么菜就摘些，中
午就在庙里吃饭吧。

于是，众人立刻走进地里，采摘成
了一种“夜雨剪春韮”的诗意享受。然
后洗的洗，切的切，石墙篷屋里顿时热
闹起来了。

问老人高寿，他说81岁了。为他
啥身体这么好？他呵呵笑：与人为善，
与世无争，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
到胸中。问老人是否寂寞，他摆摆手：
虽然有时连续几月独处，一院冷清，却
有事可做，有景可看，伊水是弦，青山是
画，空闲时，会有老年人提着半篮挂面
上山，聊着家常话，吃着家常饭，这样的
日子真是赛过神仙啊！

饭好了，炒菜煮挂面。端一碗出
来，山为屏，花为伴，树为伞，石为凳，清
风徐来，令人陶醉，普通的饭菜却有人
间的至味。

与老者挥手作别，我们沿另一条路
下山，又见金菊绵延，穿花径如泛花
海。怀朴抱素者，才有亲手种菜之举，
心境澄明者，方有山路种花之兴。花明
山道，莫非是老者在借花以明“道”？微
笑而行，不觉念出两句诗来：“因过寺院
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伊滨区 村姑

花明山道花明山道

我13岁那年第一次喝酒，而且喝
的还是喜酒。

那是1975年的秋末，同一个生产
队的乔亮大哥要结婚了。因父亲在外
地工作，平常家里的活儿就经常麻烦
乔大哥。于是，母亲就对我和弟弟说，
乔亮哥为人忠厚，平时对你们不错，如
今他要成家了，咱们无论如何也要表
示表示。

可在送礼问题上，母亲确实犯了
难。送什么好呢？在那一个工才值一
毛钱的年代，又能送什么呢？

母亲翻遍箱子底，也没找到能送
的东西，只好随大流，也给乔亮哥送一
幅宣传画。

供销社的书店里，挂着《智取威虎
山》、《沙家浜》、《红灯记》等样板戏的
剧照，我和弟弟选了一幅标价为8分钱
的《红灯记》，小心翼翼地拿回家，等晚
上再送去。

掌灯时分，我和弟弟来到乔大哥
家。乔大哥不在，帮忙的人把我俩迎

进了上房。上房正中间一张方
桌上摆了花生、糖果和一瓶白
酒。人送外号“老小孩”的张狗
剩大伯一边接过画，一边为我和
弟弟倒上了酒：“娃啊，这是你乔

亮哥的喜酒，今天一定要喝，喝了长大
后也好娶媳妇。”因弟弟尚小，实在不
能喝，张伯就鼓动着让我代替。

那个年代，乡下喝酒的人不多，由
于年龄小，我也不会推辞，就接过张伯
的酒，仰头连喝两杯。顿时，那带着红
薯干味的火辣辣的白酒，呛得我差点
儿流出眼泪……

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结婚
等大事，喝酒是少不了的待客方式，
因此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我也
慢慢体会到中国酒文化的源远流长
与博大精深。

时过境迁，如今每每看到结婚时
的排场、宴席的丰盛、用酒的高档以及
动辄成百上千的厚礼，遥想当年随礼
时的一幅画，区区8分钱，且没有婚宴，
仅清酒几杯待客，不由人心生感慨，其
反差之大，恍若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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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西区 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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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稿件选自洛阳网河洛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