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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正月耍龙耍狮子，二月耕田种

豆子。”小时候，我住在乡下，每年正

月都能看到耍狮子。

乡下人耍狮子讲究朴实无华，

没有花架子，耍的是真功夫，图的是

热闹和快乐。锣鼓一响，耍狮子的队

伍进了村，村里人立即众星捧月般

把他们迎进堂屋。一个老者吆喝一

声，两个年轻人便各自拿着简陋的

狮头，随着锣鼓声，活蹦乱跳地舞起

来。两个年轻人舞完狮子，上来一个

精壮的汉子，大冷的天，脱掉上衣，

赤膊打起拳来。精壮汉子腾、挪、闪、

跃，进退灵活，身轻如燕，引来声声

喝彩。精壮汉子表演完后，又上来一

个年轻后生，也赤着上身，耍了一套

棒术。木棒被年轻后生舞得虎虎生

风，气势如虹，也博得阵阵掌声。

许是村民的掌声和喝彩声起了

作用，陆续又有人出来表演，有耍凳

子的，有耍桌子的。没想到这些平时

老实巴交的乡下人竟个个身怀绝

技，真是高手在民间。

武术表演完，就开始跳桌子。在堂屋中央

摆一个八仙桌，耍狮子的人一个接一个从桌

上跳过去。先是一个桌子，后来并排摆上两

个。那些人面无难色，用手在桌上轻轻一拍，

如蜻蜓点水般轻松跃过，看得大家直吐舌头。

叠罗汉没什么惊心动魄，但需要足够的

力量。一个五短身材的汉子来到场子中间，

弯腰半蹲。一个中年人先爬上他的肩膀坐

着，然后再上来四个大汉，身前身后各站一

个，另两个站在他左右两边，四个人都把一

只脚踩在他的大腿上，手挽着他的手。但见

他长吸一口气，大吼一声“起”，身子往上一

站，那几个大汉同时把另一只脚抬起。这汉

子负着五个人在原地停了几十秒，还转了一

个圈。五个人，至少有五六百斤重吧？怪不

得，那些人一落地，场上就响起了一片掌声，

还夹着惊叹声。

真正惊险的是“起排楼”。“单排楼”一般

三人高，最下面是一个粗壮的大汉，第二个

人先爬上他的肩头，接着站立起来，第三个

人扶着一根木棍，站到第二个人肩

上。最高处的人还做一些惊险动

作，没有一点安全保护措施，摇摇

晃晃，看的人都为他们捏一把冷

汗。最上面一般都是个十来岁的孩

子，一是孩子体轻，二是胆子大。我

小时候看过最高的排楼是三人高

的排楼，看完后，我的心一直悬着，

一晚上都不敢睡觉。“双排楼”是两

组人对面而立，最上面的两人得抬

着两根木棍，棍子上再上去一个

人，做一些玩双杠一样的动作。不

过在人搭的排楼上做动作比在双

杠上要惊险得多，往往一些胆小的

女孩子会吓得忽然尖叫一声。

压轴戏自然是狮子上高台。场

中叠着两个八仙桌，八仙桌上又叠

着两条板凳，看着就让人头昏。可

两个舞着狮头的男子，一边舞一边

还得往上攀爬。那可不是一般的攀

爬，一会金鸡独立，一会倒立，一会

又弯腰。到了顶上，更是花样百出，

惊险连连，看得人身上冒汗，脚像打摆子。

有时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后生嚷着要

和耍狮子的人角力，还有一些则缠着要学几

手功夫，于是欢笑声、喝叫声此起彼伏。温

馨、热闹的气氛，比姗姗来迟的春色浓。而这

一切，在时间过去很久以后，还会成为茶余

饭后的谈资。

那时候，乡下人崇尚武术，讲究礼义，每

到过年，就组织队伍耍龙耍狮子。那些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庄稼人，过年时放下锄头、放下扁

担、也放下所有的烦心事，脸上洋溢着快乐、

洋溢着轻松、洋溢孩子般的天真，尽情地玩

乐。过去一年的喜怒哀乐都消失在欢声笑语

中，而他们心里又在编织着新的愿望、憧憬着

本年的丰收。浓浓的节日气氛，浓浓的乡情，

浓浓的亲情，醉了早春，也醉了人心。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方式也发

生了改变，那些沉迷手机和电视的人们根本

不屑耍狮子了，而那些喜欢耍狮子的人又慢

慢老去。也许，若干年后，像耍狮子这样的民

间传统艺术，只能在书中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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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大诗人王昌龄，流

传后世的诗数量不是很多，

只有181首，但是他在诗界的

地位很高，有“七绝圣手”“诗

天子”的美誉。他在洞口留下

的两首诗和刻石的巨大寿

字，为人津津乐道。

王昌龄才高八斗，是“考

霸”，轻轻松松就能考上进

士、考中博学宏词科，但他的

仕途却并不通达。在繁华的

帝都长安，他只担任过秘书

省校书郎的九品闲职，天天

上班搞搞公文校对。大部分

时间，他是在远离京城的偏

远之地担任小官，四处奔波，

地位低微。

王昌龄从江宁丞被贬龙

标尉后，逶迤来到龙标（今怀

化黔城）。官场失意的王昌龄，

却有很多推心置腹的文友。孟

浩然、岑参、高适、张九龄、李

白等大诗人，都是他很要好的

文友。李白得知王昌龄从江宁

丞被贬为龙标尉，怕他想不

开，特意写了《闻王昌龄左迁

龙标遥有此寄》对他进行安

慰：“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

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

随君直到夜郎西。”

诗歌方面名气很大的王

昌龄，除了诗友，也有很多爱

他诗文的铁杆粉丝。对这些

粉丝，王昌龄很看重，对他们

很友好。在江宁丞任上时，一

个叫辛渐的粉丝来访，王昌

龄热情款待，送别时，还写下

著名的《芙蓉楼送辛渐二首》

相赠。“洛阳亲友如相问，一

片冰心在玉壶”的名句，便出

自其中。

从京城贬官至武冈的柴

侍御，也是王昌龄的粉丝。他

走马上任时，特意绕道龙标，

去拜访王昌龄。王昌龄大为

感动，对这位从京城外放的

九品小官惺惺相惜，一定要

亲自送他到武冈地界。这也

就是王昌龄第一次到洞口的

缘由。因为当时的武冈，管辖

着洞口。1952年，洞口县才从

武冈析出。

龙标与武冈是唐时相邻

的两个县治，相邻为官，对王

昌龄的热情，柴侍御不好推

脱，只好任他相送。于是，马

蹄哒哒声，在蜿蜒的湘黔古

道上响起，打破了茫茫雪峰

山的宁静。送到武冈地界的

宝瑶，早已人困马乏。他们来

到思义亭，下车歇马饮酒。柴

侍御苦劝王昌龄留步。王昌

龄只好命随从取出纸笔，略

一沉思，挥毫泼墨，写出了传

世名作《送柴侍御》：“沅水通

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

是两乡。”

收到赠诗的柴侍御，谪

官外放的阴霾一扫而空，满

怀希望地踏上了赴任的征

途。王昌龄第一次到洞口，以

传世的送别诗，留下了千古

佳话。

王昌龄第二次到洞口，

是去武冈回访柴侍御。常常

收到柴侍御邀饮信函的王昌

龄，觉得有必要回访一下这

位拜访过自己的谪居京官。待

到春暖花开，公务得闲，他便

携随从沿着湘黔古道，去武冈

探看了柴侍御，并游览了武冈

的风景名胜。觥筹交错的应

酬，王昌龄没留下可以传世的

诗文。归途中，他抵达武冈十

大名胜之一的“龙潭夜雨”（今

洞口县黄桥镇龙潭铺）时，因

天气突变，他避雨河边的西

崖洞，并留下了纪行的诗篇

《题龙潭夜雨》：“寒声殊足渥

桑田，叵耐中宵小洞天。纵使

岩霖无用处，老龙未肯偃鳞

眠。”这首诗，后勒石刻在龙

潭铺西崖洞的石壁上。

王昌龄返程的重要驿站

是湘黔古道上的宝瑶。在宝

瑶，见商旅络绎不绝，人声鼎

沸，王昌龄便决定住宿歇憩。

店主迎宾入室，以熬茶相敬。

宝瑶土著历来有喝熬茶的习

惯，熬茶迎客，是隆重的礼遇

之一。他们把茶叶放在铁锅

中加水反复熬煮，直至熬成

淡黄的汁液。闻着清香扑鼻，

入口味道苦涩，而后齿颊皆

有清凉芬芳之意。这与别的

地方用开水冲泡茶叶，大异

其趣。喝熬茶的人，老者个个

长髯飘飘，中气十足；幼者人

人面色红润，青春靓丽。王昌

龄询问土著们何以爱喝熬

茶。他们告诉他，雪峰山里冬

寒夏凉，湿气很重，喝熬茶可

以祛寒去病，养生延寿。王昌

龄感到十分惊奇，试着品尝

熬茶，果然味道殊异，喝着喝

着，便渐入佳境，神清气爽。

宝瑶是龙标与武冈邻近

的边界之地，商旅繁盛，民风

淳朴，尤其熬茶的韵味，给王

昌龄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

公务闲暇之余，常常骑马前

来驿站店肆品茶。与当地百

姓熟识了之后，当地长者恳

请王昌龄为宝瑶题字留念。

王昌龄也不推辞，在众人簇

拥之下，欣然在古道石壁上，

以村民凿石的铁钻子代笔，

一笔一划，凿出了一个巨大

的寿字。

至今，王昌龄题写的寿

字，虽然经历了一千多年风

雨，仍在石壁上隐约可见，引

得游览古道的人们驻足辨

认，赞叹不已。

王昌龄在洞口
张声仁

一些记忆与酒类同，越陈越香。

诸如，那些逝去年月里的大篷车。

大篷车其实就是普通的货车稍

微“升级”了一下，在车厢上装了一

组铁架，再蒙上一块军绿色的篷布。

临近春节，一辆大篷车从煤矿

缓缓驶出，开进大山深处，在弯曲

的碎石路上扬起一团团黄土尘灰，

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我离开煤矿后再也没有坐过

大篷车，但这样的画面一直清晰地

印在脑海深处。几年前，我写了一

篇散文《过年的大篷车》，似在回忆

那段年月，如今再写篷车，还似在

回忆那段年月。

我的家乡在群山深处，曾经是

山旮旯中的山旮旯，很多老人一辈

子没有走出过这里。但大家仍觉得

山里开阔、美丽，是一处走到哪里

也忘记不了的地方，是一处身在天

涯过年也要回到这里的地方。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老家极

为闭塞，仅有一条从县城到公社又

窄又烂的碎石马路经过这里，一天

到晚看不到几台车辆。记得那时，

我们大队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这条

马路除了人力板车或者马车拉着

物什经过外，几乎成了它的专线。

我的父亲在邻县煤矿工作，每次回

家要么从县城坐车到黄亭市，要么

从县城坐船到伏溪桥码头，再步行

回家，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后来，客车开进了家乡，虽然

一天只有两趟（下午客车从县城驶

向公社，次日早晨又从公社驶向县

城），即便这样，客运公司仍在大队

供销社设立了临时车站。平时供销

社营业时，把两条漆成墨绿色的长

凳摆在门外两侧，供销社俨然变成

了“候车室”。山里人看重规矩，哪

怕出工后累了，也只会坐在水泥阶

梯上休息，大多数时候凳子空空如

也。在大家心目中，能够坐在长凳

候车的一定是见过世面的“大人

物”。正是这样的年代，每一趟通过

的客车，都让我们感到兴奋。听着

车辆的喇叭声，或者车辆爬坡发出

的轰鸣声，我们或跑向路边，或立

在地头，呆呆地望着车辆从眼前消

失，忽而觉得家乡与外面的世界又

近了一些。

父亲也开始坐客车回家，但我

感到他坐篷车要兴奋得多。

那年腊月二十八上午，父亲突

然出现在家门口。我们惊喜之余，又

一脸不解：“这个时间段并没有客

车，父亲是怎么回家的呢？”父亲炒

豆子一般，快速解释起来：“今年开

始，矿里接送职工回家过年的篷车

开到我们这里了，往前还到了公社。

过年后回矿里在门口就可以坐车

了，再也不用转车了……”话语间，

父亲心底生出的那股满足和幸福我

至今闭上眼睛就能“招呼”出来。说

完，父亲又拉着我们去马路边看篷

车，其实篷车往前已驶向更远一些

的职工家去了。约摸半个小时，大篷

车从远处返回我的家乡往矿山驶

去。父亲不停地朝司机挥手。那一

刻，大篷车温暖了我的生活。

正月初四，父亲在下车的地方

坐上了回矿的篷车。车上有保卫干

部护送，有同事们的欢歌笑语。父

亲很风光地与送行的乡亲打着招

呼。那是一辈子本份、老实的父亲

的最高光时刻，也是山里乡邻最羡

慕的时刻。此后，每年年前我都会

在马路边迎接篷车，迎接父亲的归

来，年后又欢送父亲上车，送着篷

车离去。

1979 年 9 月，父亲走了，但过

年接送职工的大篷车依然经过我

的家乡，而我依旧在过年的那段时

间，来到马路边，去迎候大篷车。看

到车门上印有父亲单位名称的大

篷车从我眼前驶过，我如同看到了

自己的父亲。有几次，大篷车从我

身边离去时，突然从车上传来有人

叫我的小名“毛伢子、毛伢子”的声

音，接着又传来急促敲打篷布的声

音。大篷车很快停了下来，几个中

年人跳下车来，原来是父亲生前的

同事。他们将我拥入怀里，给我一

些糖果，之后又随篷车离开了，只

是父亲再也不会从篷车上下来。我

回到家中，告诉母亲“刚才我看到

大篷车了”，母亲的眼泪瞬间湿了

整个脸颊。从此，我不再与母亲说

大篷车，但大篷车在不知不觉中已

经开进了我的心里深处。

1985年正月初四，我在父亲下

车的地方，第一次坐上了大篷车，

那一刻如同投入到了父亲的怀抱。

篷车两厢绑有长条木凳，但由于篷

布并不透气，坐在里面并不舒服。

大部分人面向车后站着，脑袋尽量

伸向车外，随着车辆的晃动而晃动

着，像皮影戏一样。我小时个子瘦

小，体质也差，篷车开出不到 20公

里，开始晕车，吐得天昏地暗的，眼

泪鼻涕全糊在脸上。呕吐完，我依

旧倚靠在木凳上，接受着路上行人

投来的羡慕的目光。

这样的经历又有近十年时间。

每年我坐篷车回家过年，又坐篷车

回矿学习工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中期，矿里的篷车停开。

如今，通往家乡的马路已成了

炒砂路，山里人家很多买上了小

车，人们对篷车的记忆在一点点淡

化。我每年依旧回家过年，开着小

车在家乡那条公路上穿行，较之那

年月的篷车、客车，更舒服更快捷

更平稳，然而却再也找不到坐篷车

的那种温暖。

（肖建勇，湖南工人报总经理）

那年月，那篷车
肖建勇

◆昭陵史话

◆岁月回眸

湖湘地区大部分地方，

特别是山区，高粱穗、金丝

草、竹枝、扫帚草等资源丰富。

人民就地取材，将这些材料

充分利用起来，做成扫帚，拿

到集市上去卖。在农村较为

常用的是竹扫帚，比较宽大，

结实耐用。另一种常用的是

扫帚草做的。扫帚草嫩茎叶

可以吃，老株可用来做扫帚。

现在，城里家用的扫帚

通常都是商场买的塑料扫

帚。过去在大街小巷挑着扫

帚卖的农民，现在很难遇见

了。卖扫帚这一行当，也正在

慢慢消失。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
烙画传承人）

卖扫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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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三百六十行

(上接1版）

苏林表示，75 年来，两党两国

携手并进，凝结成“越中情谊深、同

志加兄弟”的传统情谊。越南党、

政府和人民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

视为越南外交政策的一贯主张和

头等优先。在国际地区形势深刻

复杂演变、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步入

关键阶段的背景下，两党两国最高

领导人一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

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我坚信，在

两党两国高层亲自关心指导下，双

方各部门将密切协作，推动越中命

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梁强表示，越中建交 75 年来

的历史实践证明，发展两国传统友

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

和长远利益，将为地区及世界和

平、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

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持续深化全面

战略合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

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相信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

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定将胜

利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各项目

标任务，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越南

政府总理范明政互致贺电。李强

表示，我愿同总理同志一道努力，

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

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两国

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

范明政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加

强对双方各部门、各地方的督促指

导，加快落实重要合作规划，推动

两党两国高层关于“六个更”的共

识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