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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清

昨夜与几个好友一起喝酒，得
知一朋友修的新房即将封顶，我笑
问还上梁么，我们来捡点东西吃。
朋友马上明白意思，笑着回答说也
想上梁，可惜现在的钢筋水泥搭建
的房子真不知道怎么上梁了。大
家都是农村出来的，纷纷你一言我
一语地回味起难忘的小时候参与
上梁的美好情景来。

都说修屋是千百年的好事，尤
其是那个年代的农村，大家都手头
紧，一辈子能在自己手里修建一座
新房子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房子
一般是那种一层的红砖屋，上面盖
瓦的，也有家境不宽裕的用田里的
熟泥踩出来的泥巴砖。不管是用什
么砖，修房子都是一件伟大的事业，
而等房子落成时上梁更是一件神圣
的事，在房子开工之日就已经找能
掐会算的先生把上梁的黄道吉日看
好了的，并早早地告知亲朋好友。

接下来的第一件大事应该就
是偷梁树了，也不知是哪朝哪代传
下来的规矩，梁树不能买只能去
偷，梁树一般用的是杉树，而且必
须是那种笔直的树干上没有任何
伤疤的杉树。所以在房子开工后
的一段时间里，都会看到修房的主
人在附近几里路的山上转悠，其实
是在偷偷地物色合适的梁树。上
梁前那天晚上，叫上几个帮忙的
人，一顿好酒好菜招待后，趁着深
夜，主人和几个帮忙的人带着斧
头、锯子等工具出发了，当然还不
忘带上鞭炮、米花、糖果等和一个
封好钱的红包。

梁树偷回来后是不能落地的，
得放在马凳上架着，到第二天天刚麻
麻亮的时候就开始下一道重要程序
—剁梁了。剁梁一般得由那些德高
望重的老木匠师傅来操持，师傅先把
斧头磨得飞快，用斧头把树枝去掉后
再剥树皮，然后再用斧头把树剁得四
方四正。把剁好了的梁树抬到新房
子的堂屋里用马凳摆好后，主人就会
递给师傅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把
鸡杀了后，师傅拿着鸡绕梁一圈，把
鸡血涂在梁树上，然后用凿子在梁的
中间凿一个孔，孔里放几个硬币，富
裕的家庭会放上银币或者古钱，在孔
外钉上梁花，梁树上裹上红布，剁梁
就算顺利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重头大戏：上梁，
也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最最盼望
的一道程序。堂屋两边的木楼梯
早就安排好了的，梁树的两头都已

系好了箩索，两个木匠师傅一只手
提竹篮，篮子里放的是碗筷米酒和
一碗廋肉炖粉条，另一只手拿着栓
在梁上的箩索慢慢地爬上楼梯，一
边爬一边齐声念着：

上梁，上梁
大家都来看上梁
老板娘子竖华堂
华堂竖得四四方
上梁，上梁
又抛粑粑又抛糖
大家都来看上梁
老板的华堂真漂亮
老人们看上梁
身体长寿又健康
细把戏看上梁
人人争把三好当
………………
都是一些既押韵又朗朗上口的

好话，终于两位师傅爬到了屋顶并
稳稳当当地坐在了墙朵子上，在把
带上去的酒和粉条象征性地吃两口
后，随着两位师傅的一起用力，大梁
缓缓地升起并妥当地安放在屋顶架
梁的位置。在确保梁已经稳妥后，
两位师傅就会把箩索的另一头放下
来，主人在下面已经准备了几个谷
箩了，箩口都盖着红纸，主人把箩索
系在谷箩上，两位师傅把谷箩吊上
去，此时几间新屋已挤满了人，大家
都在等待那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

要知道那谷箩里都是大家盼望
已久的美食，有纸包糖、米花、团皮、
糖饼、花生瓜子、糍粑，还有血粑腊
菜，这些美食都是上梁前一天傍晚
的时候新屋主人的娘家挑来的。娘
家挑来的东西越多说明越看得女和
郎巴公起。所以每当村里谁家上梁
娘家来人时，大家在看热闹的同时
也在默默地数着挑来的担子数，久
而久之大家都总结出经验来了，说
高沙的娘家人最狡猾，只用几升糯
米做米花团皮就可以挑几担，实际
没多少东西，而江口等山区的娘家
人最实诚，他们娘家人挑东西的箩
口都是用箩口那么大一个的糍粑盖
的，还分一个“娘粑“，一个”爷粑“，
别的不说，光那两个大糍粑可能比
米花团皮用的糯米还要多。

两位师傅终于开始抛梁了，他
们抓起谷箩里的东西随意地抛向站
在下面的人群，下面的人群里顿时
像炸开了锅，有因为捡到一片腊耳
朵或者血粑而放声大笑的，也有因
被一个糍粑砸在头上喊“哎呦“的，
下面的人也是各显神通，有打开雨
伞接东西的，也有把斗笠翻过来或
者脱下衣服敞开来接的，我们这些
个子矮的小孩子们只能夹在人群里
捡漏。整个抛梁的过程大约要持续
半个小时左右，这时候的主人一般
都会笑眯眯地站在一边，因为来的
人越多说明在院子里越有人缘，脸
上有光。我们这些小孩子们一般
在”战争“结束后，都会聚在一起清
点炫耀自己的”战利品“，当然最多
的还是一些花生、糍粑、糖，偶尔也
能发现有一片腊菜，生怕伙伴抢了
去，不顾上面沾满了泥巴一口吞了
下去，那是何等的美味！

现在，住在火柴盒子一样的商
品房了，我想再也看不到那样的热
闹场景了，再也体会不到那样的快
乐，吃不出那种味道了。

（曾昭清，国家税务局洞口县
江口分局局长。闲时喜欢写乡里
趣事，偶有散文在报刊杂志发表）

上

梁

曾科进

我早几年养过花草，得闲
时喜欢观察，竟意外发现不管
是从花鸟市场搬回来的的花，
还是空盆里的冒出来的草，只
要靠近阳台，便会是一个样：总
会倔强地把枝叶伸出铁栏外，
哪怕枝干被挤压的扭曲变形，
而只要是伸出栏杆外的叶和花
便会异常繁茂，而靠近阳台内
侧的却会零落稀疏，只因铁栏
外有那灿烂的阳光！

由此，我想到孩子，那些常

被父母指责唠叨的孩子们，哪
一个不需要成长的阳光？需要
被看到和欣赏？

接触过许多的家长和孩
子，父母都习惯抱怨自己的孩
子叛逆，好像现在的孩子都格
外不一样了，他们都是三头六
臂的顽劣之身，非要时时与父
母短兵相接？我疑惑了……

中午休息时间，我看到课
堂上那个心思聪慧、热情似火
的学习能手正在父母面前紧锁
眉头，眼含泪光，一旁的奶奶则
聒噪地数落着她这个不行，那

个不对。为什么在课堂上、游
戏间，他们是欢快的，释放着活
力的，而此刻却判若两人？就
像铁栏外那肆意生长的的花花
草草，孩子们的成长也需要“阳
光”，能照见他们的那一束光。
对抗、冷漠和执拗，只是他们在
否定、评判、指责的阴霾中表达
对“光”的渴求。

作为老师，我告诉自己：要
做那能照见心灵的“光”，尽己
所能去欣赏、鼓励和保护那每
一颗向上、本善、本真的心，陪
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心灵的“光”

对句：
忠心履职莫三心 （新邵 陈联群）
大方济困誉八方 （邵东 彭国兴）
偏心修正要全心 （郴州 朱珉辉）
忠言逆耳胜千言 （湘潭 曾叶冰）
中秋为节已千秋 （衡阳 李百顺）
人生修好要终生 （河北 洪 荒）
禅心修满要全心 （辽宁 藏义梅）
先生相伴过一生 （江西 易鹏飞）
初心点亮靠全心 （贵州 唐 波）
人生读懂得一生 （陕西 武 楠）
点评：月有阴晴圆缺，初一到十五，从一弯

蛾眉到一轮圆月，恰好需要半个月。这种自然

现象，司空见惯，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作者仅
仅用了一个“养”字就顿然生色，情趣盎然。
它不仅仅是因为拟人的修辞手法才生动，而
是这个“养”字让人联想到许多人生哲理，每
个人可以依据自己的人生经历感悟点什么，
触动到心灵深处的某一根弦，因而产生某种
共鸣。这个句子有两处机关，除了拟人修辞
手法的运用，还有两个不同含义的“月”字，前
者是指月亮，后者是指时间。要做到这两点都
很难。来稿中没有见到运用了拟人修辞的对
句，与“月”相对的字有双解的也不多，只有“大
方济困誉八方”“中秋为节已千秋”“先生相伴
过一生”几句。其他的句子虽然未能破解机
关，但以哲理见长，也选了几句，请读者赏读
之，辨析之。 （邹宗德）

本期出句：一抹秋红涂渡口（安徽 何学
忠）

对句请在 china- liandu.com.cn 联都网
《邵阳晚报》巧联句专栏跟帖 截稿日期
2019年12月6日。

明月养圆需半月

巧联句 出句

吴和君

第一击桨声
就注定打碎了镜面
打乱了桥墩下两张半圆的重合
打翻了城市钢筋混凝土丛林喧嚣的倒影

资江水总是免费清洗——
渔夫黝黑的脸，船尾升腾的炊烟
天际一段蓝布绸与褶皱的回声

和一个释义寂静的词语

网状波光粼粼是寂静
网状发动机轰鸣却不是
网络上的信息错综也不是

（吴和君，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邵东市作
协副主席。有诗文散见《哲理诗刊》《散文网》
《湖南日报》《诗歌世界》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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