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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
龙潭，位于我的家乡华丰坪，澜沧江东岸。是一个面

积约30平方米的小池塘。池塘与澜沧江之间是一大片沙
石滩，约比一块足球场还大。龙潭水应该是从上方渗透下
来，恰好在此有块半月形凹地便形成了池塘，自古以来人
们将其称为“龙潭”。

每年夏天，澜沧江水位上涨，江水会从上方漫延而下
流经龙潭，严重时还会把龙潭西面的沙石滩全部淹没，龙
潭全无踪影，直到农历八月份江水落潮退去，龙潭才会显
露原形。故有“七涨八跌九落潭”的说法。

龙潭面积不大，水最深处也就两米左右，但曾吞噬过
几个人的性命。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两个外地来燕
门的支边干部，一个姓汪，一个姓陆，两人在龙潭里游泳时
一人不幸溺水，另一人在去营救他时也不幸溺水身亡。这
些都是听大人们讲述的。我亲眼目睹过的是村里一位叫
郭光的小伙子也在龙潭溺水身亡事件。那是大约老汪老
陆死后十年的事了。印象中的郭光是华丰坪村里长得很
帅的小伙子，当时他在德钦石棉矿工作，会吹小号。那时
正值炎热的夏季，回家探亲的郭光耐不住炎热的气候，就
去龙潭游泳，那时候没有什么泳裤，他就穿着衬裤游，也许

是衬裤浸水后缩筋松了，衬裤滑落套住了双脚踝，下水没
多久便溺水不见踪影。当时游泳的大多都是小孩子，不敢
前去营救，大家便回村中求救，大人们赶来后用木弯勾将
他打捞上岸，将其倒立空出腹腔积水，还做了人工呼吸，终
究没能把他救活。我还目睹了燕门乡信用社职工鲁茸区
品差点溺水身亡的事。鲁茸区品不会游泳，他开始时坐在
浅水中，后来他慢慢踩着水底向深水处走去，走到水刚好
淹没双肩时脚下一滑便溺入水中，他一挣扎就往深水处滑
去，只见头发露出水面。那天幸好我哥哥也在游泳，他见
到后立即游过去抓着鲁茸区品的头发将其拖到岸边，如果
再晚一点就有可能被水淹死。后来人们给鲁茸区品取了
个绰号叫“玛尸鲁茸”，意为大难不死的鲁茸。

尽管龙潭水中时有险情发生，但还是挡不住人们去潭
中游泳。特别是在夏季，不管大人小孩，不论男男女女，都
会到龙潭中游泳。小孩们光着屁股先是在水边戏水玩耍，
一段时间后就敢“扑通”跳入水中游了。有时还抱着一块
石头潜入水中看谁在水里潜得最深最远。龙潭水成了人
们夏日避暑的好去处。

岔江边
岔江边，澜沧江边的一个地名。据说过去澜沧江自北

向南流至华丰坪村上方时，因东岸山脚地势低洼，一股江
水分岔顺东岸洼地流淌下来在该村头又汇入澜沧江，江水
汇集处有个回头湾，这个地方便是岔江边。

记忆中只有澜沧江上涨时才会出现分岔流淌的情
形，上游的支流顺东岸山脚流到龙潭，又从龙潭溢出来流
到西岸山下的大江中。过去离江岸约十米的地方有一眼
温泉，水温估计有二十度左右。江水上涨时 ，温泉会被
江水淹没，江水退潮后又显露出来。温泉溪流缓缓流入
江中。

小时候，岔江边回头湾是打鱼的好地方。冬季，有的
人用竹签编成鱼笼，鱼笼入口竹签相互交错，鱼进入鱼笼
后就出不来。鱼笼尾部呈圆锥斗笠状，是放鱼饵的。鱼饵
常用酒糟拌糌粑，捏成团用纱布包裹置于斗笠中。鱼笼尾
部还有一个环扣，拴上绳索，一头固定在岸上后将鱼笼抛
入江中。鱼儿闻到鱼饵味后会钻进笼子，用绳索把鱼笼拖
上岸后，即可伸手捉鱼。一般是晚上下笼，次日凌晨打捞，
每天都有收获。有的人用下揽钩办法钓鱼，那时候没有什
么尼龙线，只能用麻线或棉线。鱼钩大都自制，常用缝衣
针制作。制作方法是将针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在针尖半
公分处捶扁后用刀切一个小齿，然后将针弯成鱼钩，再加
热淬火便完成鱼钩制作。鱼饵常用蚯蚓、河虫和螳螂。有
一次我用螳螂作鱼饵下揽钩，钓到了一条约两公斤左右重
的江鱼，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夏季，江水上涨，江鳅、石
扁头、红鲢鱼异常活跃，用河虫垂钓，几分钟便可钓到一
尾，我们或用麻线、或用火棘刺条将鱼儿一尾一尾串起来，
运气好的时候一两个小时就能钓到二、三十尾。在那个生
活十分困难的年代，钓鱼成了改善生活的最佳选择。

如今，我驻足岔江边，原来的模样荡然无存，回头湾变
小了，温泉也消失了，只有儿时淡淡的记忆。

2018 年，是狗年，狗又称犬。狗以机智
勇敢，忠于职守，赢得了人们喜爱和尊敬。中
国有句民谚：“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从
这句朴素的话中看出，狗是人类忠诚可靠、可
同甘共苦的朋友。在数千年的生产和生活实
践中，人类跟狗结下了不解之缘。

常言说：“狗守夜，鸡司晨”、“马忠、羊
孝、犬义”。狗活泼可爱，又是人们生活中的
忠诚伙伴。曾国藩的后裔曾约农，出身名门，
身为学者、教育家，温文尔雅、对人和善有
礼。但此人却养有一条剽悍的狼狗，曾约农
在长沙某中学兼课的时候，那只狼狗也如影
随形。曾约农讲课时，狼狗就蹲在讲台之侧，
面对学生，一动不动，狗视眈眈课堂纪律特别
好。

与曾约农迥异，巴金曾经养过一只“知书
达理”的日本种的黄毛小狗，在他的文章《包
弟》里，他亲切地叫这只小狗“包弟”，说：“它
有什么要求时就立起身子，把两只前脚并在
一起不停地作揖。”

季羡林曾经被一条不起眼儿的狗揪住了

心。他为母亲奔完丧，即将离开那一座破房
子时，他一眼就看到那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
在篱笆门口，见了他，它似乎预感到他要离开
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
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季羡林一下子泪
流满面。他知道这是他们的永别，他抱住了
老狗的头，亲了一口，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
里，眼泪向肚子里流。

有人爱狗，就有人厌狗，骂狗最多最尖锐
的莫过于鲁迅，大约鲁迅是不喜欢动物的，猫
狗在他眼里，皆是异物。但事实上，在鲁迅所
处的年代，他对猫和狗的不善之辞，却不是针
对猫狗，而是针对他自己认为的那些有着动
物身上不可避免的“兽性”与缺点的人。林语
堂曾这样评价鲁迅：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
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
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仿佛鲁迅生性与狗
过不去，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狗也背负了很多骂名。“狗嘴里吐不出象
牙”说明狗的诚实，实事求是，不像有的人口
吐莲花，把无的说成有，把有的说成无。“狗

急跳墙”狗不画地为牢，束手待毖，危急时发
挥一技之长而逃生，有何可指责的。“狗皮膏
药”狗牺牲了自己，用自己的皮制成膏药，给
患者带来福音，不像卖假药者竟坑人。至于
狗叫，有谁不愿意听啊--老百姓喜欢听：日
子旺旺！商家喜欢听：财运旺旺！人人都喜
欢听：事业旺旺！国家旺旺！

“走狗”这名字可不雅，但郑板桥、齐白
石却偏爱“走狗”，刻闲章自称“青藤门下的
走狗”。陆游有诗曰：“犬喜人归迎野路”，范
成大有“随人黄犬搀前去”，你看，狗有多可
爱，当你从远方归来，它像欢迎亲人一样迎接
你回家。想当年，努尔哈赤骑着他的大青马，
眼看就被追兵追上，这时他的义犬扑上去，死
死咬住追兵的大腿，努尔哈赤才得以逃脱，而
义犬却惨死在追兵刀下。就是在今天，狗在
国防、公安方面的功能也不可缺少。

狗年说狗，确实有趣。狗在人的世界里
所显示的一些优秀品格，比人类更珍惜人性，
永远是人类道德的一面镜子，诚如米兰·昆德
拉所说：“狗是我们与天堂之间的媒介。”

辛弃疾，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
龙”之称。辛弃疾一生以词赋为业，以功业自诩，
然而，虽有出色的才干和满腹的才学，他却一生命
运多舛，怀才不遇，甚至还因为一首词而备受排
挤，致使壮志难酬。

公元1179年三月份，辛弃疾被调到湖南当转
运副使，当时正值农民起义高峰期，而辛弃疾此番
上任肩负着两大使命：一是为了治理荒政、整顿治
安；二是为了助安抚使王佐一臂之力，以平起义之
乱。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农民起义军最终因为伤
亡惨重，不得不退回宜章深山的营寨中养精蓄
锐。辛弃疾考虑到当时正为农忙季节，而起义军
因为元气大伤，估计一时半会也出不来，于是以转
运司的名义向各州发文，希望他们趁此机会赶快
抓好农业生产，切不可顾此失彼，误了农时。

王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异常生气，认为辛弃
疾“无长远之见”，当即以安抚使的名义发了一个
针锋相对的文件，文中强烈指责了转运司的做法，
并说起义军一日未灭，必定后患无穷，而当下工作
的重中之重是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地把起义军消
灭掉。

王佐和辛弃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并由此而
在各自心里产生了嫌隙，虽同在湖南为官，却也很
少走动。五月份，王佐在宋孝宗的支持下，调集几
万人马，声势浩大地将农民起义军彻彻底底地给
镇压了下去，而他也因为平乱有功，得到了加官晋
爵。

喜报传来，军中一片欢腾。为了缓和矛盾，辛
弃疾写了一首名为《满江红》的祝贺词，其中有几
句是：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

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
出。大意为赞美王佐书生出身却立了军功，以后
必定前途无量，官运亨通。

然而，王佐在读了这首词后，却认为辛弃疾是
借着祝贺的名讽刺自己。因为其一，在镇压农民
起义军的时候，死伤无数，这其间也不乏屈死、枉
死之人，这样就招致了许多非议，甚至于有许多人
说王佐身为一个读书人，却借着杀人升官，有违孔
圣人的“仁”；其二，宋朝重文轻武，都以读书人为
荣，而辛弃疾却偏偏说他武大于文，摆明是说自己
官职不及他大。

虽说辛弃疾写《满江红》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其
他因素，怎奈王佐愣是以小人之心度了君子之
腹。而两人之间的矛盾不但没能得到缓和，甚至
还导致了升级和恶化。

辛弃疾的词一向受人追捧，而《满江红》也很
快被争相传诵。王佐对辛弃疾恨得咬牙切齿，为
报一词之仇，他开始在宋孝宗以及朝廷重臣之间
故意诋毁辛弃疾，并说指不定哪一天他又会写出
一首词来，并在字里行间穿插嘲讽。懂得诗词还
好，若不懂诗词的，看不出里面的言外之意，或许
还会拍案叫绝呢？

在朝为官的谁都不想落个“傻子”的下场，为
防自己不小心成为辛弃疾含沙射影的对象，都和
王佐保持了统一战线。

最终，辛弃疾因众多的排挤和弹劾而去职，不
得不退隐山居。可以说，一首《满江红》给辛弃疾
惹来了大麻烦，不仅受人排挤，还被削官落职。而
如果没有《满江红》，或许辛弃疾官运亨通也未尝
可知，然而这世上终究没有“如果”，辛弃疾也只能
败在自己的词里了。

农历腊月初八，俗称腊八
节，又叫“腊日”，是我国一个重
要的传统节日。自先秦以来，历
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描写腊
八节习俗的诗篇，腊八来临之
际，吟咏这些古诗，我们可以真
切地感受到古人过腊八时的热
闹场景。

最初的腊八是祭祀祖先的
日子，用以祈求丰收和吉祥。
腊，即腊祭，《礼记·月令》记载：
腊先祖五祀。历代描写腊八祭
祀的诗篇众多，其中不乏精品。
晋代裴秀在一年过腊八节时，挥
毫写出了一首著名的四言古风

《大腊》：“岁事告成，八腊报勤。
告成伊何，年丰物阜。丰裎孝
祀，介兹万祜。报勤伊何，农功
是归......”用简洁的语言为我们
描绘出晋代过腊节，要贡上丰厚
的祭礼，祈求“年丰物阜”的习
俗。

食腊八粥是腊八节最重要
的习俗，古今皆同。相传农历腊
月初八是佛陀成道的日子，寺院
会在这天煮腊八粥供佛，并分送
十方善信，因此腊八粥也称“佛
粥”。清李福《腊八粥》诗中有这
样几句：“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
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糁入。”

详尽地描写了腊八粥的起源和
制作方法，读来仿佛可以闻到腊
八粥的清香。

古时食腊八粥的风气盛行，
连皇帝也不例外。清代雍和宫
有四口大锅，硕大无比，专门用
来熬煮腊八粥。相传道光帝就
曾亲自熬煮腊八粥赏赐众臣。
夏仁虎《腊八》一诗，“腊八家家
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对慈
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
就记载了这件趣事。

至于民间，更有邻里互赠腊
八粥的乡俗。读一读陆游的《十
二月八日部至西村》：“今朝佛粥
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邻
里交换品尝各家的腊八粥，相互
品评滋味，一股淳朴清新的乡土
气息，扑面而来。

“童稚饱腹庆州平，还向街
头击腊鼓”清道光帝的这句诗向
我们展现了古时腊八节的另一
项习俗，击腊鼓。明代李先芳的
诗句：“村村闻赛鼓，又了一年
中”，也描述了腊八日乡间赛鼓，
欢庆丰收年景的盛况。

食一碗清香扑鼻的腊八粥，
相约三五好友去参加击鼓比赛，
再写下一首首文采飞扬的“腊八
诗”，古诗里的腊八节好精彩！

不知你有没有留意过，我们
民族的节日都与吃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而厨房也是传承民
俗文化的好地方，很多习俗正是
在厨房里，由父母教给儿女，代
代相传的。这样的传承过程中，
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形
成了不同的家庭风貌。所谓“家
风”，其实都是在生活细节中体
现出来的。

我印象中，父亲和母亲从小
就教育我们要吃苦耐劳。他们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
总觉得没有谁比父亲和母亲更
吃苦耐劳了。他们的言传身教，
影响着我们姐妹。久而久之，吃
苦耐劳就成了我们的家风。记
忆中，每到腊八这天，我们一家
人都要忙活起来。

一大早，母亲就催我们起
床，说是要熬腊八粥。父亲在院
子里忙着收拾柴火，本来家里冬
天里煤火，根本不用烧柴火熬腊
八粥，但我家每年的腊八粥是一
定要烧柴火熬出来，而且全家人
都要参与进来，热热闹闹的，类
似今天所说的“仪式感”。父母
都很重视节日，我的记忆里，那
么多的节日装点了贫瘠的生活，
让日子活色生香。

母亲早就给我们讲过腊八

粥的传说：说是有一家人，夫妻
俩吃苦耐劳，非常勤俭，好不容
易攒了一份家业，还经常周济村
民。可这家的儿子是个败家子，
而且娶了个懒媳妇。夫妻俩去
世后，小两口过日子，很快就败
光了家业。到了腊八这天，小两
口连吃的都没了，又冷又饿。村
里人念及他们父母的好，于是都
来接济他们，这家给点小米，那
家给点豆子，凑成了腊八粥。村
里人用这种方式教育小两口：吃
了腊八粥，教训记心头。从那以
后，小两口改邪归正，开始像他
们的父母一样吃苦耐劳，日子越
过越好了。

这个故事，母亲每年都要
讲，而且常讲常新。母亲用这个
故事给我们上了“思想教育课”，
父亲则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
示领会了故事的意义。母亲早
已把做腊八粥的材料一样样备
好，父亲让三妹抱柴，让二妹淘
米，我负责烧火。现在想来，母
亲和父亲并非刻意对我们进行
什么教育，只是觉得腊八节应该
过得郑重些，过得有趣味些。而
他们希望我们成为吃苦耐劳的
人，所以想办法让我们懂得，人
要勤俭才能有好日子过。

开始熬腊八粥了，我把火烧

得旺旺的。父亲和母亲坐在桌
前聊天，一边聊天，他们手里还
忙着剥蒜，准备腌腊八蒜。父亲
说：“咱再好好干几年，就把家里
的房子翻盖一下，到时候就能住
新房了。”母亲微笑着，脸上是神
往的表情：“分了地，只要肯干，
日子肯定能好起来！”

开锅了，我开始烧小火，慢
慢熬腊八粥。两个妹妹坐在我
的旁边，不时帮我递柴火。她们
吸吸鼻子说：“腊八粥的香味出
来了！真香！”母亲笑眯眯地说：

“这腊八粥里，都有你们的功
劳。你干了活，吃起饭来才香
呢！”父亲点点头说：“就是，不干
活的懒汉吃什么都不香。”二妹
说：“爸妈说的对，老师说了，劳
动最光荣！”我们一家人哈哈大
笑。

小屋里，欢声笑语，温馨弥
漫。要开饭了，我和妹妹抢着干
活，我们给父母搬凳子、盛粥，他
们开心极了。浓浓的腊八粥，香
得没法形容，就着母亲拌好的小
菜，一家人都吃出了幸福的味
道。

如今想来，每年的腊八节，
父亲和母亲不仅把节日过得有
声有色，更重要的是传承了吃苦
耐劳的家风。

琴棋书画，是文人四友。把琴排在首位，说明文人对琴的重视程
度。

《诗经》里有许多关于琴的诗句，如“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和“琴瑟
在侧，莫不静好”，可见清幽的琴声早已深深浸淫在先民的日常生活里
了。而月明风清之夜，文人骚客雅兴相聚，把酒吟诗，赏月观花，这时
怎么少得了琴呢。一支琴曲，把人的神思提了上去，仿佛进入了一个
缥缈世界，从而进行了一次精神的升华。怪不得自古文人都将琴视为
珍贵之物，将弹琴视为高雅之事。

“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典故就是关于琴的。传说伯牙一次在荒山
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琴声是在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

“洋洋乎志在流水”，这使伯牙很吃惊：“善哉，子之心与吾同。”二人遂
成为极好的朋友。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身不操。

魏晋奇才嵇康，精于笛，妙于琴，善于音律，在音乐方面有极高的
天赋。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
向尚书令讨了一块河轮佩玉，截成薄片镶嵌在琴面上作琴徽。后为钟
会陷害，被司马昭杀害。临刑前，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演奏了一
曲《广陵散》，惊天地泣鬼神。可是嵇康死后，这支曲子便失传了，从此
成为千古绝唱，使“海内之士，莫不痛失”。

陶渊明对琴的态度很有意思，他的“乐琴书以消忧”中的乐，跟别
人都不大一样。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
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别人弹琴，他只是抚琴，而且他的琴没
有弦。别人对他这种“弹琴”的方式很不理解，他却说：“但识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这和他读书的方式是一样的，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

“书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古人说：“笛以无腔为适，琴以无弦为
高。”陶渊明的抚琴是一种姿态，像姜子牙钓鱼，在这个动作本身以外，
更有了悟道的意味。

在陶渊明那个时代，他还能弄一张无弦的琴，在读书或者饮酒的
时候随意摆弄一下，跟手边的扇子啊酒杯啊没什么大区别。到了隋
唐，琴更多地成了文人的标志，开始出现许多专门为听曲所作的诗歌，
如李白《听蜀僧睿弹琴》、韩愈《听颖师弹琴》、常建《听张山人弹琴》、白
居易《听弹古绿水》、贾岛《听乐山弹易水》等等。琴曲也逐渐成为独立
的品赏对象，自己不会弹也不要紧，只要会听，能体悟就可以了。

白居易在《听弹幽兰》一诗中就说：“欲得身心归静好，自弹不及听
人弹。”大概让别人弹琴，自己端坐一旁，更能完全集中精神来听出琴曲
的意蕴。而像王维这样“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其意也许不在听
曲，只在这月夜深林的意境。弹一段琴，再停下长啸一声，将心中的积
郁或快意，都诉与来相照的明月，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诗意的，类似于
现在的行为艺术吧。不然，为什么大老远把一张琴搬到竹林子里去呢。

“文人皇帝”宋徽宗赵佶对琴也非常爱好，在其宣和内府设“万琴
堂”，广罗天下古琴神品于其中。《听琴图》描绘在一棵高耸入云的青松
之下，宋徽宗身穿便服信手弹琴，旁边山石之上坐有两人，正侧耳倾

听，神态一派陶醉。在天子的倡导与影响下，朝野大臣，无不以能琴为
荣。

徽宗政和年间，钱塘太守梅公，在风景秀丽的西子湖畔举行琴会，
曾齐集当地文人学士，带来名琴数十张，弹奏品评，一时传为佳话。只
可惜这位皇帝在治国方面却没有什么才能，导致亡国之灾。这便是古
代文人普遍的苦闷吧，“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总是矛盾的，身在朝
野之外梦想着为国效力，但在实现了理想之后，心中仍然怀有那一片
缥缈的诗境，但已经不可触及了。

由此可见，琴对文人来说，不管是为了消忧，或者怡情，再或是像
陶渊明那样，仅作为自己精神的一种象征，都是漫长岁月里一种妥帖
的慰藉。而今，能放得下一张古琴的位置，已经很难找到。幽远的琴
声，被裹挟在喧嚣的噪音里逐渐变得微弱，但只要中华文明还在延续，
这琴声就永远不会消失。

■斯那农布

乡梓两题
●朱卫东

古诗里的腊八节习俗

一首词惹来的麻烦
★许群兄

狗年说狗
□艾兴君

文坛里的弹琴高手
◆张光茫

腊八传家风
☆马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