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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不懂微信群，是蓝天白云把他拉进微
信群里的，蓝天白云是他一个老朋友的网名。蓝天
白云开导他：你应该加入微信群，在微信群里你不
但能结识很多朋友，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和信息。

带着好奇心，他加入了蓝天白云当群主的微
信群，初来乍到，他的第一感觉是群这个世界好
刺激。在群里可以互相问候、互发红包，可以把自
己的一些照片晒出来，还可以自在地发表自己的
言论。群里的喧闹，让他兴奋了好多天。

后来，他又入了不少群，有些是他自己加入
的，有些则是群友把他拉进去的。拉进去时他自
己都不知道，等他把微信打开，里面冒出了好些
个新群。而这些微信群的群主，大多是蓝天白云。
他不明白，群主又没什么报酬，蓝天白云为什么
要建那么多的群。

这些微信群的信息特别多，过不了几分钟，
就有一条信息发过来，信息一到，手机就嘀的一
声，提醒他看。他手忙脚乱，看了这条看那条。群
里的消息大多是重复的，这个群有，那个群也有，
有些是同一人发的，有些是不同的人发的。还有
一些群友喜欢发广告，看得多了，他就感觉到累，
甚至有点厌烦。

儿子对他说：“你要那么多的群干什么，退出
一些，就不会这么累了。”

他也想过退群，但不好意思退。人家看得起
你，才把你拉进群里，退了，怎么对得起人家。儿子
的观念却和他截然相反：“这有什么对不起的，他拉
你入群时商量都没跟你商量，你有什么对不起的。”

他觉得儿子的话有道理，但他仍然不好意思
退群。他发现群里也有人退出过，刚一退出，群里

就有提示：“某某退群。”他不想让自己的名字也
这样在群里“昭告天下”，这样太难为情。

有人还在不停地拉他入群，手机的网速越来
越慢，时不时地就卡住了。有好多次他去超市购
物，付款时微信支付老打不开，急得他满头大汗，
后面等着付款的人也不高兴。回到家里，他羞愧
地向儿子说起此事，儿子说是手机里的内存已满
垃圾太多。

他说：“我过几天就清空一次微信聊天记录，
内存怎么还会满？”

儿子说：“清空聊天记录解决不了问题，你得
把那些微信群删除一些，手机就流畅了。”

他问：“把群删除，群主会知道吗？”
儿子说：“不但群主知道，群里的朋友都知道。”
他马上想起了那个提示：某某退出。不，不，

他不能那样做，他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做出退群
的事。他的手机容易卡，不会是微信群太多内存
太满的原因，一定是手机太旧。他的手机已经用
了5年，早就该换新的。

他买了一台新手机，不会安装系统，就请儿子
帮忙。儿子也不征求他的意见，代老爸退出了十几

个群，几乎都是蓝天白云建立的。他发现了，忧心
忡忡地问儿子：“你为什么要让我退出这些群？

儿子说：“你不是不喜欢那些群吗？”
他说：“我是有些不喜欢，但你不应让我退出，

蓝天白云知道我退了群，我怎么好意思面对他。”
儿子说：“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他也觉得自己在受罪，不安天天在折磨自

己。蓝天白云肯定知道他退出群了，蓝天白云一
定会对他耿耿于怀，说不定，群里所有的人都对
他有了成见。他怕见蓝天白云了，以前他总是很
乐意见到蓝天白云。

那天他在街上碰到了蓝天白云，想躲，蓝天
白云却先朝他打起招呼。面对蓝天白云，他很不
好意思。蓝天白云却还像过去那样，热情，开朗，
一脸灿烂地对他笑，说：“我们明天组织爬山，你
去么，群里有好些人都报名了。”

“噢，噢……”他有点语无伦次。
蓝天白云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呵，你已经

退群了，不知道这回事，你要是愿意去，后天在星
光广场集合。”

他没有说“好的好的”或是“我愿意去”之类
的话，而是忙于洗刷自己，看着蓝天白云说：“不
是我要退群，是我儿子乱搞，那天他问都没问我，
就自作主张让我退出了那些群。”

蓝天白云明白他的心情，善解人意地说：“退
就退呗，我也退出过好多群哩，喜欢就进去，不喜
欢就退出来，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微信群本
来就是自由进出的。”

是吗？看来还是自己多虑了。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协会员）

退退 群群
（小小说）

龙会吟

春 联

门越来越高，路越走越宽
但祖宗传下的
光耀门楣的门路不能丢
方块字在堂前闲庭信步
带着乡下人的韵脚
和平平仄仄

春风那么暖，那么软
擅长一笔一划勾勒
饱蘸浓浓的喜庆
描红乡下人
诗画般红火的日子

红灯笼

大肚子的红袍将军
年前就开始驻防
大街小巷，城镇村组
在檐下、庭前、道旁
在那树梢一轮弯弯新月间

千里之外灯下那个人，把行李
收起、放下，放下、收起

红灯笼高擎着祝福
像圆圆的红月亮
夜愈深，愈加亮堂

中国结

母亲从乡下
不情愿且不得已地来到县城
她又一次被自己的勤劳绊倒
导致髋关节骨折

快过年了，她缠着医生
说要回乡下
她很纠结。有一个结
藏在老家，藏在她心里
有点褪色了，但美丽依然
那是父亲生前送她的
扮靓每年春节的
大红中国结

门 神

踮脚贴到门上，就不怕
北风像野兽一样嘶吼，不怕
乌云吞噬所有星光，不怕
比老井还深的
漫漫长夜

多少年了。我们不再张贴
不再是懵懂少年
我们，怀里揣着的一切
却更加诚挚、热烈

真正的“神”常驻心间
开门便是丽日青山
（唐志平，邵东市作协主席）

浓浓的年味（组诗）

唐志平

◆湘西南诗会

◆百味斋

“今天莫回去了，在我家歇吧！”
“那要不得，家里事多，你也难寻菜呢！”
“就吃现菜，热一下就要得了……”
“那要得吧，不回去了，只是莫讲我脸皮厚

……”
以前，拜年的时候，主人都要热情留宿（土话

叫“歇”）客人，家家都有歇客。在我小时候，农家
基本都是大家庭，兄弟姐妹成年后开枝散叶，娶
的娶，嫁的嫁，拜年的客人越来越多，为避免时间
冲突，那就要提前“约客”。三兄四弟七大姑八大
姨都提前将客人预约好，轮流做东，集中接待。

那时候，拜年是一件非常隆重的有仪式感的事
情，穿新衣自不必说，出门之际，必要燃放鞭炮，可
称自己欢送自己吧。快到主人家了，还要燃放鞭炮

“报到”，听到鞭炮响，主人会立即出门放炮相迎。中
餐，客人吃饱喝足再喝点茶后，就算有意留宿，也会
说声“吵烦”作出要回去的架势。此时，主人必会全
力挽留，以示好客。那时侯没有电话，没有便捷的交
通工具，亲戚之间平时见一面或通个消息并不容
易。拜年走亲戚，不管三里五里还是十里八里，全靠
步行，当天去当天回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再
者，大家平常肚子里都缺油水，也只能在过年的时
候多沾点荤腥，所以主人家的鸡鸭鱼肉有着难以抗
拒的诱惑力，面对留宿的盛情，一般从心底里还是
乐于接受的。

心底里再乐于接受，也不能应承得过于爽
快，这样会显得“好吃”或“脸皮厚”，所以总要摆
出“不想多添麻烦”的姿态，秀出一定要打道回府
的样子。这时候，主人也会“非常配合”地强行挽
留，又是抱腰又是牵臂什么的，甚至还把客人的
行李雨伞之类的藏起来。一句话，要做足真心实
意留客的功夫，要给足客人面子。主人面子给足
了，客人再不好过于矜持了，于是正式表态：“好

好好，不回去了，就在你家当一回赖皮客吧。”
家有歇客，主人是发自内心欢迎和喜悦的，不

是说“客走旺家门”嘛，不但在物质方面倾其所有，
而且尽可能让客人玩得开心，如陪着打字牌玩扑克
等等。

家有歇客，菜好找。蔬菜嘛，白菜萝卜之类自家
都有种的，管够。荤菜嘛，相对难些，毕竟大家经济
都不是很宽裕，在这方面没有太宽绰的安排，晚上
摆在桌上的菜“脸不脸面”（体不体面），全在于主妇
的慧心巧思了。鱼肉不够，就多加点粉条，还加点姜
丝蒜苗什么的，反正要显出菜碗的饱满堆尖。最受
欢迎的瘦肉中餐基本被吃完了，剩下的都是白亮亮
的肥肉或半精半肥的五花肉，让人看着生腻。那就
加点黑豆豉翻炒，再佐点干豆角干萝卜什么的，一
则去腻，二则增量，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家有歇客，床位难安排。那时候，大家住房都不
宽敞，家庭人口又多，没有哪家床位不紧张。一般是
夫妻俩挤一张不宽的床还得搭上个“老满”什么的，
其余则按性别安排，两三个兄弟或姐妹挤一张床是
常事，哪里还会有多余的床位腾给客人？全靠借铺。
优先安排大人，左邻家安排一个，右舍家安排一个。
小孩嘛，基本采取加塞的办法，反正大冬天的，挤一
挤没关系。

那时候，我们似乎都是“人来疯”，有客人同宿，
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觉得特别开心。三五个小屁
孩挤在一张床，有说不完的话，有的讲学校生活，有
的讲小伙伴的故事，有的分享连环画故事，有时候
搞“大合唱”，有时候开玩笑挠脚板心搔胳肢窝，被
窝里顿时鸡飞狗跳……大家反正要闹到深更半夜
筋疲力尽才沉沉睡去。

时代巨变，如今拜年已不是过去那回事了。特
别是便捷的交通和富足的物质生活，已让拜年似乎
越来越成为一种敷衍。至于“歇客”，更是一种难以
想象的存在。

有人说：“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
去奔命，却忘了人生真正的幸福。”在我看来，家有
歇客，大家不论贫富，不拘贵贱，叙叙亲情，话话生
活的酸甜苦辣，也是一种人生的幸福。

（杨能广，任职于新邵县融媒体中心）

家有歇客
杨能广

◆精神家园

四十年前的湘南，人们还是遵循着
“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的
原则，婚嫁不能没有媒婆。媒婆的基本职
责是穿针引线。十里八乡哪家伢子妹子
多大年龄，家里有几担谷米、几只鸡鸭、
几坛子腌菜、几张桌椅板凳，她都了如指
掌。到了男女该谈婚论嫁了，琢磨着双方
门当户对，就上门“扛猪头”去。“扛猪头”
是借代的说法，意思是做媒成功后，男方
会给媒婆一个大大的猪头作为报酬。

俗话说“媒婆的嘴，公猪的腿”，媒婆
一上门，主家是“不费灯盏也费油”，是多
少要破费一点的。一般来说，媒婆是先登
男方的门，说哪家女孩怎样怎样，与你家
儿子年龄相仿，双方家庭条件也差不多
等等，总之是你家的儿子与那个女的很
般配。交谈中，媒婆说：“你觉得怎样？如
果可以的话，我去帮你扛这个猪头？”如
果男方觉得可以，酒足饭饱后的媒婆，带
着伢子的照片兴冲冲地来到女家。如此
这般的一番说道，女家也觉得可以互相
了解的话，就给媒婆一张女子的照片，让
她带给男方看看。

男方远远地看见媒婆来了。媒婆笑
盈盈、喜洋洋地拿着女子的照片给男方
看：“你看这女子，多漂亮、多水灵，又能
干又勤快，找到这样的儿媳是你家的福
气啊，老姊妹快抓紧啊！”男方看了照片
后觉得可以，媒婆就又回到女家，说男方
很满意：“老姊妹老哥哥，这伢子脚勤手
快，父母又通情达理，你女儿嫁过去吃穿
不愁啊！”男女双方都觉得可以进一步了
解的话，媒婆又要双方走动传话……

如果双方满意，伢子就决定哪天去
看女子以及女子的家人，俗称“上门”或

“看亲”。伢子上门看亲一般要带一只大
“叫鸡公”、一块四五斤重的猪肉、一条大
草鱼，还要将礼品缠上红纸。这天女家是
很热闹也很神秘的。女子也许会事前告
诉几个相好的闺密，来给自己作参考。长
辈里除了至亲，姑妈姨妈一般也会到场，
帮着看看这伢子怎么样。

男女互相见了面后，媒婆过会就私
下询问双方感觉怎么样，如果男方觉得
不对眼，也许会马上向媒婆提出回家；如
果女方觉得不对眼，就会在做午饭时不
动男子带来的菜。如果双方都对眼了，妹
子会羞涩地走进厨房帮着母亲做午饭款
待未来的恋人，这时媒婆就显出很得意
的神态，与七姑八姨家长里短说着自己
的能耐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双方会进行
“明察暗访”。双方觉得可以再继续下去的
话，就商量着妹子去伢子家了，俗称“看地
方”。妹子决定去伢子家，说明事情十有八
九会成，故而这天伢子家的准备就多了许
多。女方的主要长辈、侄儿外甥什么的，一
家至少要去一个，而男方必须给陪同来的
未来的娘家人每人准备一件礼品。给妹子
的礼品，就看男方家的经济条件给多少礼
金，但几身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伢子妹子就进入正式的恋爱
阶段，写情书、看电影是主要形式，私下
约会一般不是很多。一段时间的热恋之
后，到了法定年龄双方就商量着结婚。

上世纪80年代，一般的家庭结婚男
方要有“三转一响”，既手表、自行车、缝纫
机、收音机（后来是录音机）。女方的嫁妆
一般是两张大木柜、两口木箱、一张大摆
桌、一张三门柜、一张高低柜、一张四方
桌、烤火柜这几大件，其他就是四根条凳、
两条摆凳、洗脸架、小火箱等小物件。

女子出嫁时都会哭哭啼啼的，装着
依依不舍的样子。但毕竟“出嫁女子哭是
笑，落第举子笑是哭”，几抹“假惺惺”的
眼泪之后，在催嫁的鞭炮声中，妹子终于
在以父兄为首的送亲队伍的陪同下，走
向了人生的新的历程。

这天的午餐上，最得意的是媒婆，一
番劳心费力，终于功德圆满了。

（蒋双捌，任职于新宁县第五中学）

媒 婆
蒋双捌

◆樟树垅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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