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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多年官场生涯，把职业套裙和
公文包锁在大衣柜里，换上休闲服，散
落开多年习惯盘起的发髻，从此当起了
家庭主妇，可心中的失落却无以言表，
一个人躲在家里 20 多天没敢出门，好
似大病了一场。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借着月色第一
次外出散步，来到北山广场，被广场热
闹的景象吸引住了，跳舞的，练太极拳
的，打球的，滑旱冰的……中老年大秧
歌队在鼓乐声中翩翩起舞，年逾花甲的
老人身着彩色秧歌服，手持扇子、手绢，
扭得个个喜笑颜开，汗流浃背，周围还
有好多散步的群众在观看着表演，我也
随着鼓声挤了进去。他们扭得可真带劲
呀，有几个我认识的老人是我妈妈的老
同事哩，想想能有70多岁了，可在队伍
里，穿上花裙子，扭得有模有样，一点不
像古稀老人。

正在这时，遇到高中同学李平和张
秀兰。闲聊中，得知她们早就退休在家，

每天晚上都来广场扭秧歌。李平对我
说：“秋思，现在你退休了，也来参加扭
秧歌吧，鼓点一响，啥愁事都没有啦，而
且特别锻炼身体，减肥效果也不错呢！”

“啊？让我也扭秧歌？”张秀兰跟我特熟，
使劲瞪我一眼，“你以为你还是局长？在
位时是领导，退了休，就是普通老太太，
你看有多少比你职务高的领导，离岗了
都和我们一起扭秧歌练太极拳呢！”让
同学数落了一顿，我的心里有点开了
窍，在她俩的怂恿下，我站到了扭秧歌
队伍里，感觉好像赤裸着身子站在大街
上，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觉得浑身不自
在，李平在我前面小声叮嘱：“别怕！有
我呢，你看我怎么扭，你就怎么扭，这秧
歌好学着呢，你原来有跳交谊舞的基
础，一看就会的！”别说，跟着队伍走了
一圈后，自己的心也稳当多了，脸也不
红了，脚步也轻松了许多，随着鼓点脚
上踏着小碎步，左手举着手绢，右手转
着扇子，扭动着腰活动着腿，这自我陶

醉的表情还真是不错呢。
有了这第一次，接下来的事儿就变

得顺理成章了。第二天，我立马去了商
场，备齐了扭秧歌的物品，一条红丝绒
镶金边手绢和一把绿绸扇，正式入行，
参加了老年秧歌队。

休息的时候和这些老人聊起扭秧
歌的事，原来这些看似普通的老人，在
职的时候不少都是风云人物呢，有教
师、有医生、有领导，也有工人、农民
……好多人都扭了十几年秧歌了，有位
孙阿姨，她说扭秧歌成了生活中的习
惯，不管身子骨咋难受，一听鼓点响，下
了秧歌场，一切烦恼一切病痛全忘记
了，腿也轻快了，心里也亮堂了，病也没
有了。

华灯初上，北山广场的秧歌鼓乐就
响起来了，这是一天中我最开心的时
刻。参加老年秧歌队，是我离岗后的第
一次集体活动，扭秧歌，带给我新的生
活情趣，“扭”出了我新的生活！

秧歌“扭”出新生活
秋 思

江南的古村落多是青山围绕、
碧水环抱。位于江西安义东南约10
公里的西山梅岭之麓、石鼻镇罗田
村内，有一座由富商黄秀文于清乾
隆年间创建的世大夫第古宅，便是一
处游览的好去处。

此宅占地面积4400多平方米，主
体建筑中有三幢房子，虽是单独建筑，
却又前后幢相依、紧贴而建，串在一条
轴线上纵向排列着，成为面阔三间进深
11间之深。古宅主体建筑坐东朝西，其
北侧是由四幢古屋组成的纵向排列相
串而成的房子，再北侧仍是由四幢古居
串成的房子。上述共11幢房屋组合成

一座特大型的房屋，古诗所云“庭院深深深几许”，信然。
古屋的雕刻细致繁缛，主要采用镂空雕和浮雕。

在八字形正大厅大门门楣上有精美的镂空高浮雕和
匾额，匾额的匾文曰“爽挹西岚”，为祭红石。门楣浮雕
分三层，下层是鲤鱼跳龙门，中层是状元打马游街和
麒麟图，上层是丹凤朝阳等。门楣浮雕的两侧的墙体
中嵌入几块祭红石，像官帽双侧的帽翅，从整体上看
这个门楼上的装饰就像是一顶特大的官帽。正前堂天
井北侧的花窗雕刻有三国故事，极富于民间韵味。

古屋为砖木结构。屋顶部为硬山顶和半坡顶
组合而形成天井。墙体为井圈式，两侧山墙建成马
头式风火墙。正大厅由于跨度大，木架结构上采用
了穿斗式与抬梁式结合，形成一个特别高旷的大
厅堂。大厅内撑立着二十多根柱子，柱下石礅都雕
刻着精美的图案，托举出一派豪华气势。古屋为砖
木结构，两侧山墙建成徽式马头墙。

“世大夫第”至今保存有四条巷，八十个门槛，
二十二个天井，六十个房间，十一个厅堂，三个过
堂，每幢房屋功能齐全，有学堂、下人用房，还有祭
祖堂、宴席堂等，具有典型的江南乡村建筑特色，
整个建筑布局合理、构筑精美，高大气派、古朴厚
重，让人流连忘返，久久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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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暖”是我苏北老家的方
言，意指冬天晒太阳取暖的意思。

冬日晒暖适合在上午十点
以后，此时寒气消散了不少，暖
意上升，阳光晒在身上暖洋洋
的，较为舒适。

古往今来，晒太阳一直是人
们喜闻乐见的驱寒方式。大诗人杜
甫就曾写下自己冬季晒暖的诗句，

“杖藜寻晚巷，炙背近墙暄”，诗人
拄着拐杖，坐在墙根下晒太阳取
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
中说“凡天气和暖无风之时，令母
将儿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令
血凝气刚，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
致疾病”，由此可知晒太阳还能治
病，增强肌体免疫力。宋朝词人、文
学家周密也曾在他的笔记文集《齐
东野语》中讲过晒太阳治病的故
事，有个叫晁端仁的人患有冷疾，
无药可治，后来他用晌午晒背的方
法使病情痊愈。

晒太阳能驱寒、养生，也是
北方乡下最常见的风景。

严冬里的村庄，枯草遍地，
树木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生气。遇
到雨雪交加，天气阴沉，只有冷风
在巷子里打着呼哨，家家户户关
门闭户，把寒冷挡在门外。村子看
起来像沉在冬日的长梦里不愿醒
来，满满的孤独和落寞。

天一晴，村子就变得活泼、
灵动起来。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当
空，洒下万道柔和的光芒，给冬
日小村笼上了一层淡黄、明亮的
色彩。老人和孩子纷纷走出家
门，坐在墙根下、草垛边晒起了
太阳。阳光照在身上，不一会，棉
衣就被晒得暖烘烘的，给人一种
春天临近的感觉。

小孩子们闲不住，聚在一起
跑来跑去地玩耍。老人们坐在暖
阳里眯着眼睛，有一搭没一搭地
说着闲话。那话漫无边际，有陈
年旧事也有家长里短，有些文化
的老人还会谈些国内外大事。无
论说什么，说的人津津有味，听
的人呵呵一笑，时光就这样在轻
松惬意里溜走了。

也有人晒太阳时不喜欢聊
天，喜欢听戏，那“咿咿呀呀”的
唱腔带给他们许多美的感受。听
戏的人拿着唱戏机坐在墙根下，
一边晒太阳一边听，偶尔跟着唱
上两嗓子，怡然自得。循了这戏
声，有人走过来，也坐在旁边有
滋有味地听下去，听到精彩处情
不自禁地叫声好。

晒太阳是生命里的慢时光，
沐浴在暖阳下，静静感受大自然
的恩赐，享受冬日难得的温暖，也
是人生一种美好的幸福。

冬日晒暖
邓迎雪

下榻磁器口，事先没仔细计
划过。磁器口对我来说只是个路
过的点儿，因为要陪老人前往渣
梓洞和白公馆游览，磁器口正好
顺着道。加上行程并不很紧，正好
可以好好逛逛，于是，就近入住到
街边的古镇酒店，丢下行李，我们
便融进了熙熙攘攘的人流。

古镇的街口立了一座石牌
坊，磁器口三个大字显眼地嵌在
石头里，我站在路边一字一句琢
磨着两旁的一幅对联，字是描了
金的，字体别具一格，是我在别处
从没见过的一种体，我定定地立
住，横看竖看，居然没认全，上联：
白日里［］人［］手，下联：入［］来万
盏明［］。十四个字，竟还有四个字
不认识，凭感觉四个字不冷不僻，
认繁体字对我来说也并不是难
事，比如“俚”字，比如“萬”字，一
眼就认出了，可是那几个字仍像
谜语一样躲躲闪闪，让人猜不着，
于是，问了身边的几个游客，结果
他们和我一样尴尬。好在手机方
便，一查，竟然是两句民谣：白日
里千人拱手，入夜来万盏明灯。

眼前的景象，人头攒动，万家
灯火次第亮起，不就正是这样一
幅画面么？如果时光逆转，那这一
千一万就足以还原古镇当年的繁
华盛景，特别好理解了。

古镇原叫白岩镇，后因明朝朱
家皇帝南逃的传说，改名龙隐镇。

传说总是美好的，故事继续
在民间发酵。曾听说过湖广填四
川，那是历史上不多的西部大移
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建江氏
家族也在西迁的大军中，举家流落
至此，遇到白胡子神仙指点，在江
家这个瓷器名家的带领下，龙隐镇
一时遍地瓷器业，鼎盛时竟达七十

多家，瓷器从嘉陵江下游启航远销
蜀外，乡民言必瓷器，叫得顺了口，
于是瓷器口便不知不觉替代了原
来的镇名，因“瓷”“磁”同音，故又
称磁器口，一直延用至今。

事实上，磁器口是因清朝盛
产青花瓷而名闻遐迩，作为巴渝第
一古镇，理所当然成为了最佳的转
运码头，在我的心里，实至名归的
磁器口再添上一层美丽的传说，愈
发让人的心熨帖得小巧而紧实。

千年古镇的石板街，现在不多
见了，一脚踩上去，脚板里有种酥酥
的感觉，石板厚薄不一，长短各异，
连断裂的地方都已被磨得有了光滑
感，两边店铺的门槛多是留下了风
霜的印迹，象一个耄耋老人安坐在
家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脚步。

街上的游人很多，走得并不
急，常常是走走停停，买份小吃，
边吃边享受晚风中的热闹。重庆
的小吃当然有名，现成的、现做
的，随便看一眼，就想掏出钱来，
满街流动着香味、辣味、甜味，还
有一些说不清的美味挂上心尖
上，颤颤地诱惑着你。

吃倒在其次，我习惯比较小
街的独特之处。上海的豫园，小商
品家家琳琅满目，湘西的凤凰，姜
糖在墙上拔得丝丝晶亮，苏州的
小巷，丝绸上的刺绣不容你不停
下脚步，就像北京胡同的京腔京
韵，一走进去就会撞个满怀，无
疑，这是一种文化的撞击。

磁器口就在这种千年撞击之
下，沉淀出了一处处黎黑的房舍，
一段段沧桑的砖墙，“一江两溪三
山四街”，早把磁器口的地理人文
概括得很详尽了，石板街只是一
张古镇的名片，持有了这张名片，
说明你没白来重庆。

没有约定的相遇
刘玉新

初冬的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景色秀美，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