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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等了一个多小时也等不到事先叫好的车
子。可巧，一位从藏地来的大师傅的小车，顺便捎
带上了我。

车子沿着小道，往古城方向疾驰。望着沿着小
道一直排列下去的白色佛塔，我想起前不久的一天
傍晚，我出来散步，一边走着一边数着，看是不是有
三百六十座，数着数着，不留意就到了村庄附近，一
只狗突然从一辆农用运输车后面窜了出来，对着我
汪汪汪地狂吠起来！接着又跑来两只，三只狗围着
我狂吠，我吓得都快要坐地上了！哎呀，我拼命大
叫……也许是在空旷地带，狗的狂吠声和人的呼喊
声传的比较远吧，正在寺院大门口玩耍的几个孩
子，一面大声吼叫着，一面高举着拳头，沿着小路就
奔了过来，正在不可一世的几只狗，老远看见他们，
掉头就跑走了。看见这几个小救星，我眼泪都快要
出来了，感动之余，一个劲的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
我在这被狗困住了？

“你现在一走，谁教他们？”大师傅的问话打断了
我的遐想。我告诉说：还有一位尼姑老师（近些年来，
由于改革的春风，人们对汉语以及对世界文化的需求
在一天天增长，西部地区，包括寺院也不列外）。

说起这些孩子们，我们都忍不住的笑。听说他
们是去过附近的小学，和那里的小学生们一道学习
过汉语的。他们无拘无束惯了，对于学校的纪律约
束等一概不管，尽管学校里的老师每天都一遍遍地
告诉他们：上课不能说话，要遵守课堂纪律等等。
可天生自由惯了的他们，哪里能忍受这个！不仅他
们不学习，扰得别人也学不成。没办法，学校把他
们又送了回来。这样一来，师傅们只得去外面找老
师，到寺院里来教授这些孩子们学习。

说实话，与这些孩子相处并不容易。他们都是
一些几岁、十几岁的藏族孩子，对汉字、汉文化的了
解不是太多，加之也并不怎么喜欢读书，也许是童
年的孩子们贪玩好动的天性吧？无奈他们的师傅

逼得紧，有时甚至对他们棍棒相加，才略使他们不
得不在功课上用点功。尤其是大班的孩子们，大多
都十七八、二十出头了，对于学习更是得过且过。

尽管与他们相处并不轻松，但还是有着许多记
忆的事情。

刚回到古城，电话就响了：
“老师，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谁教我们？”一个

快要哭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
“你是谁？葛勒？我走时没有见到的就只有你

了，今天上午你去哪儿了？”
“我去山上砍柴去了，老师。”我赶忙安慰他：
“我已经托人给你们找汉语老师了，一旦找到，

马上就会过来的，我有机会也会去看你们的。”放下
电话，不由的心里一阵翻腾，想不到，这些看上去这
么不在乎的孩子，竟还有这么深的感情！

葛勒，是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大概有十七八岁
了，长得挺敦实的。他哪都好，就是太拖拉，什么事
好像都不在乎的样子。上课经常不按时到，什么时

候想来了他就来，正上着课，他也会大大咧咧的就
进来，进来就朝他的座位径直走去，噼里啪啦的拉
桌子、翻书包，还不断地向左右问这要那的。我呵
斥过他好几次，好像都没有多大效果。有一次，下
了课，我把他叫了过来：

“告诉你，从下次开始，上课你不要来了，我几
乎见不到你的作业！我看，这个班也盛不下你！”

比我还高的他，站在那里，看看左边，挤挤眼；
又看看右边，再咧咧嘴，并使劲做着鬼脸。

“我不跟你开玩笑！我一向是说到做到的。这
么长时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我虎着脸
说。他即刻放下了手，站的更直了。

“你好像身体不太好，走路老是拖着脚？”我看
着他的脚问他。

“我腰疼。”他开口冒出一句。
“哦，那就要多注意点了，尽量不要用凉水洗

脚。”
他抬起他的细嫩的一双手，翻开他的作业本，

讨好地送到我前面。胖乎乎的手上，随着动作，手
背上呈现出几个小小的窝窝，整个手背看不到一点
骨头，一个大男孩，居然有一双小女孩的手！怕是
性格也一定偏向多愁善感的那类人吧？我一边下
楼，一边心里这样想着。

我是从他的作文里，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什么地
方，而且他也是上过中学的。怪不得！一个上过中
学的孩子，虽然学的不是很好，再让他去学小学三年
级的课，该是多么的索然无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我从心里感到了这个孩子与其他孩子的不同。

后来，他好了许多，我特地找了他，表扬他这些
天做得好：“我要求课后写的作文，班里面几个孩
子，就属你写的好”。我还不失时机地在班里读了
他的作文：“你知道我的学校在哪里吗？告诉你，你
准会吃一惊。它即不在乡村，也不在城市，而是在
山上的一座庙里。” （未完待续）

有一天我到我大妈家玩，问大妈什么是“铸我中华魂”？大
妈说：“铸我中华魂”就是：以真诚的言行对待他人。要乐于助
人、富有同情心；不随便拿他人的东西，借东西要归还，不贪图
小便宜；不要不懂装懂、不说谎话，文明用语。作业和考试求真
实，不抄袭、不作弊；不隐瞒自己的过失；守时遵纪；说到做到、
言行一致；虚心接受批评，知错就改；勇于承担应有的责任。

哦，“讲诚守信·铸我中华魂”就是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
起、从自己做起。记得在我记事起，爸爸妈妈就给我讲《狼来
了》的故事，进入幼儿园，老师又给我们讲《狼来了》。上了小
学，还读了《狼来了》这篇课文，这个故事以生动、有趣的情节，
教育我们要讲诚信。在家里，祖父、奶奶、爸爸、妈妈都讲诚
信，我就生活在一个诚信之家里。

我的祖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退休领导干部，在他身上根本
看不到领导干部的高高在上。他特别爱我和全家人，吃穿不
讲究，生活上很节俭，干起活来比真正的农民叔叔还厉害。乡
里乡亲谁家有啥事，他肯定第一个到场帮忙。可是，今年春节
前几天却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出殡时我们家居然来了很多
很多人，我很奇怪？妈妈说：“虽然现在离春节只有几天，我们
家又在那么远的次卡通山村，但是，来送祖父的人怎么这么多
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祖父生前是个非常诚实守信、说
话算话、不弄虚作假、助人为乐的实在人!”虽然，祖父人已经
离我们远去，但他讲诚守信的优良品质却会伴我成长。

是啊！作为学生，我们不能像体育健儿那样为祖国勇夺金
牌，让国歌一次又一次唱响世界；不能像孔繁森、任长霞那样
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生命去奉献社会、奉献人民；更不能像革
命先烈那样“拼将十万头颅血，却把乾坤力挽回”，为国而甘愿
牺牲一切。

那么，怎么样做才算是铸我中华魂呢？其实，不一定要做
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当你把自己
的红领巾洗得干干净净，戴在脖子上，看着它迎风飘扬的时
候，这是铸我中华魂；当你瞻仰着旗杆上冉冉上升的五星红
旗，庄严地向它致敬的时候，这是铸我中华魂；当你坐在宽敞
明亮的教师里，认真地听老师讲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时，
这是铸我中华魂；当你拒绝一次性用品，不乱扔垃圾、参加环
保活动、保护好环境卫生时，这就是铸我中华魂；当你把废水、
废纸恰当地利用好，极力反对铺张浪费时，也是铸我中华魂！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如
今，我们伟大的祖国日益繁荣富强，铸我中华魂更应该成为我
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让我们先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爱自己、爱老师、爱学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迟到、不早
退、上课认真听讲，遵守纪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树立起为中
华之崛起而努力读书的崇高理想。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诚实守信的好孩子，努力学习，共
创祖国更美好的明天。

藏族孩子

日子渐渐向年边滑去，隐约在日子的滑动里感
受到一丝过年的味道。在往日的记忆里浓浓的年
意在这个时节里悄悄来临。

腊月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传统的习俗，那就是
杀年猪。这是春节前夕最重要的日程安排。以往，
家家户户都有养猪的习俗，每每在天气渐渐暖和的
三四月间，都会买来猪仔喂养。那时候，几乎家家
户户的院坝或园子里都有猪舍，于是还有一种相互
间的评判方法，那就是谁家养的猪头数越多就越表
明这家人越勤快，同时会得到左邻右舍的好评。

那时养猪家家户户都会把猪养得膘肥体壮，谁
家养的猪如果是瘦骨嶙峋的就会受到别人的嘲
讽。家家户户都精心喂养自家的猪，到年底时人们
都会怀着喜悦的心情享受一年来所付出的辛苦而
得到的报酬。

杀年猪可算是年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杀年
猪前邀请亲戚邻居前来帮忙，同时也是趁杀年猪的
机会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杀年猪
的头天先要把杀猪用的水准备充足，那时，在我们小
的时候还没有自来水，要到古城的古井里挑水，往往
要挑十多趟来回才把水准备充足。虽然累得腰酸肩
痛，大人们往往会告诉我们“年轻人今天不使明天
力”意思是说年轻人有的是力气，今天累了，明天就
会恢复如初。想想大人们的话，又想想明天是杀年
猪的日子，尽管杀年猪在大人们看来是一件劳心劳
力的事，但在我们孩子看来却是和过年一样高兴。

头天父母便会准备杀猪前的工作。父亲会用锄
头在菜地里挖个土坑，在土坑的周围再垒上几块石
头，简便的土灶就做成了。然后把大点些的铁桶放
在土灶上，以便在第二天早上烧开杀猪用的开水，再
把杀猪用的刀子磨得锃亮。母亲则将大大小小的盆
器找出来以便第二天使用。准备完这一切后父母又
会再把细节细细回想一遍，才放心的睡觉。

第二天天蒙蒙亮，父亲就已起床在菜地里劈柴
烧火了。烧杀猪用的开水要把握好水的温度，水温
过高按父亲的话说则会把猪皮烫熟，水温过低则猪
毛很难褪尽，所以杀猪前人们都很重视水温，父亲
对水温的要求把握得很认真，如果水温把握不好就
会延长时间。所以从起床到水烧开前是不会离开
火坑半步的，父亲做事一直是这样认真，从不会马
马虎虎。

母亲则在厨房忙碌着做早点，以便招待来帮忙
的人。渐渐地父亲把开水烧得沸腾，就又会往铁桶
里兑些冷水，然后又继续烧火，其实这样做的目的
无非就是等待来帮忙的人。把水烧得沸腾父亲又

往铁桶里兑些冷水，如
是几次三番。来帮忙
的人陆续到来，吃过早
点后，见来帮忙的人到
得差不多了，大家就拿
着绳索、刀具来到猪
舍，先由父亲用绳索套
住猪，然后大家用力拉
绳索将猪拽出猪舍。
这时我们几个小孩虽
然有点害怕但还是躲
在大人们的后面帮大
人拉绳索。

猪嚎叫挣扎着，不
过还是抵不过这么多
人的力量。很快它就
被拽出猪舍，被拉到宽
敞的地方，被大人们按
翻在地上，用绳索套牢
嘴筒和攒住四蹄动弹
不得。母亲则会在这

时点燃三炷香，祈祷来年牲畜旺盛。后来，我问过
父亲，为什么人们杀猪总是要将猪按翻在地然后再
用绳索将它套牢，父亲说猪有竖劲，没有横劲，所以
一旦猪被人们按翻在地就没了挣扎的力量了。用
绳索套牢猪的嘴筒则是防止它咬伤人，其实我在想
人们在千年的动物驯养史中早把动物的特性、弱点
摸得一清二楚了。

掌刀的任务则要由稳重，出手又快又准的人来
担当。这个任务自然是由我的大爹（父亲的大哥）
来完成。其余的人则按住猪不让它动弹，大爹摸摸
猪的脖子就操起刀戳了进去，这时我们都会觉得害
怕，于是就扭过头去，要么赶紧将眼睛闭上。尝到
痛的猪这时也有对生存的渴望，于是大声的嚎叫起
来。不过很快嚎叫声渐渐弱下去了，大人们这才放
开手齐声喊一二三将猪用力提起来放到烧有开水
的铁桶里，这时大人们一个劲的嘴里发出“噗噗”的
吹气声，让小孩看着好笑，于是我们也边“噗噗”学
着大人的样在嘴里吹气，边帮他们刮猪毛。

一会儿的功夫一头整身浑黑色的猪被人们弄
得干干净净。于是有人开玩笑说这畜生一年只洗
一次澡却还要由这么多的人来服侍，它太有福气
了。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于是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的边忙活边开玩笑。一时间透着热闹的气息。

最后一道用冷水漂净猪身后接下来的主要程
序便是开膛破肚了。这也是我们小孩能够帮得上
忙的时候了，主刀的依然是我的大爹，他的动作熟
练而富有弹性。这时所有的东西都归类到应该归
属的盆器中。当然，猪大肠和小肠自然要放在水桶
里等一切忙完后就会有人来清洗，这道工序自然是
父亲来完成的，父亲叫过我然后叫我生平第一次清
洗猪肠子。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慢慢地清洗，不久也
就清洗完了。

杀猪完毕，家中的女人们也把午餐做好了，于
是大家洗净手一起坐下来吃中午饭，上桌的依然是
那美味的腌菜炒瘦肉，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令我们
小孩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玩猪尿泡，后来读书之后
才知道那是猪的膀胱。我们会把猪尿泡在墙上用
力揉，一边揉一边会在嘴里喊猪尿泡，猪尿泡大
……大。然后在用嘴往猪尿泡里吹气，不久猪尿泡
就会慢慢膨胀起来，有点和气球相近。

我们小的时候，气球很少见，许多玩具都要自
己亲手制作。杀猪的日子里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玩
具，我们往往分成两拨拍打猪尿泡，这时猪尿泡便
会发出“砰砰”的声音，到夜晚睡觉时将猪尿泡挂在
柱子上，第二天会不见它的踪迹，便会问父母看到

猪尿泡没有，父母们思索之后便会告诉我说，肯定
让猫叼走了，于是便会无端的痛恨起哪只叼走猪尿
泡的猫来。不过这样的恨对于小孩来说来得快去
得也快。心里还是惦记着父母灌制香肠。

华灯初上，父母就忙着将猪肉上架，一般我们
这里将猪肉分切成条，方言里叫挂，往往猪肉的挂
数越多就表明你家猪养得好，我这时也帮父母打打
下手。做完这一切，父母的主要任务就是灌制香肠
了，当然，在我们这里灌制香肠用的是猪的小肠，一
般猪大肠用来灌制成米肠，在我们的方言里叫做饭
肠。母亲制灌饭肠时先将大米蒸熟做成米饭，然后
将猪大肠一头用细线扎住，将米饭从猪大肠另一头
灌入，不久饭肠就灌制完成了，这也可以算得上是
颇具特色的食品了。

灌制香肠先要选精瘦的猪脊肉，然后再将猪脊
肉切碎。这时父亲又会在切碎的瘦肉里撒上些许
的青稞酒，当然这样做的目的一是防止肉变质而发
出臭味，另外，又可以使香肠的味道更美。父亲还
会在用于灌制香肠的瘦肉里撒上适中的盐巴，然后
用手撮着瘦肉往猪小肠里灌肉，猪小肠很顺滑不久
香肠就灌制完毕了，父母又会将香肠挂在肉架上，
让它自然风干。

其实，香肠对于古城人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几乎所有的节气都要用到它。香肠风干透后很脆，
只要用手轻轻一掰就断开了。父母每回用到香肠
时都先将它煮熟再切成香肠片，味道非常可口。有
时肚子饿的时候我便会悄悄潜入肉房，从肉架上掰
下一小段香肠来烤着吃，那时我才知道原来香肠烤
着吃比煮着吃味道要好。掰的次数多了香肠渐渐
变短，这引起父亲的警觉，父亲便会对母亲说是不
是猫吃了香肠，母亲说不知道。父亲便会嘟哝，这
香肠难道自己吃自己不成？我听后早悄悄的在肚
子里笑开了，但强忍着不敢笑出来。

当然还跟香肠有点小故事。那时，读小学六年
级，一天放学后几个人闲着没事，便商量晚自习下
后准备做什么。后来，有人出主意说何不如从家里
偷些香肠出来到外面烧吃。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大
伙的积极响应，但由谁从自己家偷来香肠这又成了
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解
决，有个同学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这个“重任。”我
们都纷纷向他投去赞美之词。

其实，那晚上自习我们都心不在焉，每个人都
在想着诱人的香肠，并不时悄悄将眼光瞟向那位拿
来香肠的同学。

好在小学里上自习的时间不是太长，当老师说
下自习，我们几个便马上背上书包一溜烟跑到大龟
山上。那时，大龟山还没修葺一新，依旧是残垣断
壁正适合我们的要求。我们拿出火柴，找些树枝烧
火烤香肠吃。那天，大家都觉得香肠的味道不仅香
而且很特别。

第二天，那位从家里偷香肠来的同学走路有点
怪怪的。我们于是上前问他怎么了。他哭丧着脸
说：他偷香肠的事被他父亲知道了，所以被他父亲
狠狠地揍了一顿。望着他的这幅模样我们忍不住
笑出声来，这时他便将一股怨气全撒在我们身上，
不过很快就忘记了。大家又都在一起高高兴兴的
说笑起来。现在，每当提到这件事，都会忍不住哈
哈大笑起来。

现在，生活日益富裕人们当然不会再为物质生
活发愁，而且猪肉在市场里随处可买。现在古城里
自家养猪的人越来越少，当然自家亲手灌制香肠的
人也越来越少，多的就是超市里卖的火腿肠，还有
就是市场里卖的甜香肠。但在我口里味道都远逊
于我小时候吃到的自家亲手灌制的香肠。

年节香肠，属于独克宗人的记忆和过去的生活
场景之一。

年 节 · 香 肠
◆ 叶永军/文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面对生活，大人们有着无法言说的
压力，而我们小孩子所面对的压力也不小。我们的生活从“开
心玩乐”变成了“试卷补习”，面对家长们所施加的压力和望子
成龙的急切心理，实在有些吃不消。

当我们放学回家，想看会电视时，父母总会冷眼相对，甚
至大发雷霆，看着这可望不可及的轻松一刻，也只好叹息作
罢，又回到房间与试卷“同眠共枕”喽！父母们恨不得把一天
撕成两天用，自由也就与我们无缘，慢慢消失了。

想必每个孩子都向往能够支配时间，一个星期多出一天，
让我们自由支配，自由玩乐——这，就是我们所向往的星期八。

这天，我们能够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哪怕睡到太阳晒屁
股，家长也不会用鸡毛掸子叫醒你。

起床后，也不必与试卷面面相觑，拿起足球就狂奔到足球
场上，尽情地踢一场比赛，还不用担心回家会被“家法伺候”，
这种自由，一定会使我们乐疯了的。

中午回家后，亦不必再去上补习班，被老师训斥，在补习
班中“昏昏欲睡”。而是可以不用提心吊胆地看完一集电视，
让大脑放松放松，让紧张了一个星期的神经松弛一下，做到真
正的劳逸结合。

吃过晚饭，不须像往日一般大声背诵，提高记忆。可以听
听歌，玩玩游戏，让一个星期都生活在重压之下的我们，得到
一点儿奖励。

星期八，我们的心之所向，虽然现在并没有星期八，但我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属于我们自己的“星期八”，一定会来临。

我真想有个星期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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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塘小学六一班 马靖 指导老师 杨丽娟

☆ 德钦县第三小学二年级 慈仁卓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