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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操
肖 剑

    早晨起来，双手握不住拳。去
看医生，先拍片，后又做核磁共振，
被诊断为颈椎轻度增生，经络略受
压迫。医生得意地说，骨头没问题，
双手晨僵，多半是颈椎病变引起。
颈椎有问题，每个人的症状

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头晕，有的人
脖子不能动。有个朋友因为颈椎
不舒服去做推拿，不想反被推拿
出病，结果做牵引，在家休息了好
一段时间。

看电脑，看手机，阅读，颈椎
的负担一点点加重。人到中年，机
器用狠了，难免要出状况。颈椎不
适因此也是现代人的通病、许多
人的职业病。

因为惺惺相惜，朋友们之间也互相
交流经验。颈椎病的预防比治疗更
要紧。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注意
到脑袋的姿势，才能保持脖子不要
紧张不要太用力。一位朋友教我每
天把背靠在木椅上，两条手臂弯曲，

脖子往后仰。手臂一下一下拉开，好
像做广播操一样，往后用力抵住肩
颈后的一块肉，脖子配合往后仰。每
天做 100下。坚持下来，还真有效果。
脖子明显变轻松了。
电脑打字时，尽量平视或者把

电脑放得略高，低头作业是最犯忌

的。工作一段时间，一定要有间歇性
的休息，转动一下脖子。
也有朋友介绍，自己每天将脑

袋像小鸡啄米一样，在空中点一个
米字形，那无非是借这字形，令脖子
有各方向的扭动，防止肌肉固化。也
有人不做字形锻炼，只是把脑袋自
左往右转圈，接着再自右向左转圈。
左三圈右三圈……
在沙发上看电视，像坐在飞机

舱里一样，脖子上戴上 C形的护脖
环。看着形象有些狼狈，病号似的，但因
为脖子周围有软软的靠枕，人倚靠在沙
发上或座位上就浑身轻松。适合自己
的，就是有用的。关键就是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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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威，字伯武，是曹魏至西晋时期的
名臣，曹魏征东将军胡质之子，与父亲都
以廉洁慎重而闻名于世。一次，胡威奉召
入朝，晋武帝司马炎与他谈论政事，感叹
他父亲胡质的清廉作风，问胡威：“你与
你父亲相比，谁更清廉？”胡威回答说：
“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问：“你父亲在
哪些方面比你强？”胡威回答说：
“我父亲清廉行为唯恐别人知道，
我的清廉行为唯恐别人不知道，
因为这个，我远远不及我父亲。”
《晋书》卷九十专门介绍胡质

父子的清名。胡威的父亲胡质，正
是靠自己的清正廉明和勤勉政事
官居显耀，任东莞太守、荆州刺
史，后加封振威将军，赐关内侯。
病逝，“家无余财，唯有赐衣书箧
而已。”但细阅《晋书》，没有看到
胡威清廉行为唯恐别人不知道的
任何史料，倒是知道了胡威清廉
传世的一个典故，叫“胡威推绢”，
说的是他父亲胡质担任荆州刺史
时，胡威自京城洛阳去探望父亲，
因家贫，没有车马僮仆，独自骑驴
前往，每到客舍停下，胡威就自己
放驴，自己打柴做饭，吃完后再与旅伴一
同上道。到了荆州后，见了父亲，住宿马
房十余日，告辞父亲回家，父亲给他一匹
绢作行装，胡威说：“您为人清廉，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得有此绢？”胡质说：“是我薪
俸中节余下来的，把它作为你路上的盘
缠。”胡威才接受这匹绢，告辞还家。胡质
帐下都督见状，在胡威没有出发前就先
行请假还家，暗中置下路上所需物品，在
百里外假装碰到邀胡威同行，事事暗中

帮助胡威，一起走了数百里。胡威心中生
疑，就引他说话，遂得知实情，就取出父
亲所赐给的那匹绢偿付给都督，道谢后
与之分手。到家后胡威写信将此事告诉
父亲，胡质责打了都督一百杖，除去了他
的吏名。
胡威是带着清名离世的。太康元年，
他死在前将军、监青州诸军事、青
州刺史任上，朝廷追赠使持节，赐
给谥号称烈。为何晋武帝问他时，
他要自贬说自己的清廉行为唯恐
别人不知呢？我想原因只能有三，
要么与父亲比，自谦不如；要么
《晋书》没有详细表述，只择取了
他的清廉；要么胡威是在借己言
他，用这种方式痛贬当时朝政上
沽名钓誉假清廉的歪风。

记述历史为鉴后人。胡威与
晋武帝的这段对话，让我感到胡
威真是一个警示今人的名臣。今
人确有清恐不知之辈，两面人不
少。明明贪得房、库赃物满满，表
面上却装得吃糠咽菜，甚至看望
自己的老母，就拎几个苹果；明明
贪得的钞票堆得像书架，底下的纸

币都烂了，表面却衣着平平，恨不得打几
个补丁。一些人完全是为博眼球而装清
廉，事情还没有做，宣传策划就“锦囊”一
大堆。要使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而那些人
是如果人不知，打死也不为。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清廉是人的本
质决定的。为名为利装清廉，终难长久。
胡威不是晋代最著名的大臣，但“清恐人
知与清恐人不知”，是一个警世语，值得
我辈警醒。

园蔬入画

     一到冬天，饭桌上总有一碗土豆煨
白菜，哪天熬了鸡汤、蹄髈汤，第二顿就
要下点黄芽菜。后来吃美式中餐，连蟹粉
小笼包下面垫的也是白菜叶。参观台北
故宫博物院时，真对翠玉白菜提不起兴
趣，反而是沈周的一幅《园蔬图轴》，有点
惊喜。沈周钟情于质朴的白菜，他的《卧
游图册》和《辛夷墨菜图》中，都有抽薹开
花的白菜，或水墨，或设色，叶片向四面
张开，活力满满。《园蔬图轴》里的白菜，
菜梗以淡墨勾填，菜叶分层点染，深浅不
一。勾勒叶脉，运笔似书法，叶中飞白有
如虫洞，别有意趣。自题小诗一首：“南国
昨夜雨，肥胜大官羊。党氏销金帐，何曾
得一尝。”秋雨后的白菜，肥美鲜润，尝来
齿颊生香，秒杀北宋御膳房出品的羊肉。
至于节度使党进，虽然在华屋中喝着羔
羊美酒，终究无缘这般美味，许是奢靡和
应酬限制了想象力，无知者亦无口福。
懂得尝鲜的富裕人家

也不少，《红楼梦》里，刘姥
姥为了报答贾府的资助，
掐尖儿选了些瓜果蔬菜送
来。贾母很高兴，她正想吃
地里现摘的时鲜，还对专业农户刘姥姥
说：“我们也有个园子，园子里头也有果
子，你明日也尝尝，带些家去。”贾母从未
下地劳作，但依旧对自家特产，充满归属
感和自豪感。沈周淡泊田居，观赏着园蔬
的生长，品尝着美味的成品，为之赋诗、
写意，迷恋之情日益增长。这种墨客菜
痴，由来已久。宫廷羊肉一度是美食标
杆，苏轼自矜菜园里的白菜可以媲美羔
羊、乳猪，陆游盛赞山中野菜“超然气压
太官羊”，王冕提起自家山药，稍稍“谦
逊”些，只说“不馈大官羊”。

纳桑尼尔·培根爵士堪称英伦版沈
周，泰特美术馆有他一幅《厨娘蔬果图》，
继承了 17世纪荷兰语区厨房绘画的传
统，细致严谨地描摹了应季的作物。夏秋
之交，丰满的厨娘捧着同样珠圆玉润的
蜜瓜、芜菁，周遭摆满了南瓜、洋葱、樱

桃、葡萄、西梅等，庞大的
生菜堆在一角，曲叶昂
扬———培根热衷园艺，这
约摸是他庄园里的新品。

2016年我和父母去
北欧交流，与挪威儿童文学作家霍夫兰
德夫妇会面。得知我们想去蒙克博物馆，
霍夫兰德太太建议说：“现在有阿斯特鲁
普的画展，一定要去看看！”他们见到那些
夏至篝火节的绘画，身临其境，很有感触。
言谈间，大有“蒙克是世界的，阿斯特鲁普
才是挪威的”的意味。
阿斯特鲁普爱画乡间起居，深受日

本版画的影响，色调和北欧的天一般暗
沉。展览的亮点，是他对于大黄的挚爱，
据说种过十几种。小时候读到魔法保姆
玛丽·波平斯去买大黄，店主说：大黄卖
完了，大马士革李子要不要？看得我一头
雾水，一直以为大黄是泻药，孙悟空用大

黄、巴豆、锅灰，和上白龙
马尿，治好了朱紫国国王
的宿疾，怎么能用水果代
替呢？原来大黄叶柄加上
糖和柠檬汁，慢慢煮化，

便是酸甜可口的果酱，最适合搭配无糖
酸奶，还有芝士蛋糕。

最喜欢看画家描绘爱妻采摘大黄。
古今中外的男性视角中，莳花弄草的女
人温柔坚定，充满情趣和魅力。电影《天
国王朝》中，奥兰多·布鲁姆饰演的男主
角，曾回忆身怀六甲的亡妻种树，公鸡、
母鸡在她的身旁跑动觅食。倦了时，她起
身挺腰，感受到丈夫的深情注视，便忸怩
地笑了。片尾，男主角回到家乡，那棵树
已然长大开花，举重若轻的悲情处理，大
有归有光的遗风：“庭有枇杷树，吾妻死
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幸而，阿斯特鲁普太太高寿，在织物

印花行当小有名气。她穿着按照巴黎时
装杂志剪裁的白底印花裙，弯腰撷取红
艳艳的大黄，神态专注，但似乎随时就会
回头莞尔一笑。

醉 歌
叶 辛

    在我的长篇小说《五
姐妹》中，能逮鱼、能唱歌
又喜欢喝酒的布依族小伙
子耿庄，凭着他那独特动
听的歌声，唱得上海女知青
沙海红的心颤悠悠的，不
知不觉为他所吸引，后来
嫁给了耿庄。令沙海红作为
女知青的命运，一波三折。
有相同知青经历的读

者，特别是同样在少数民
族村寨有过下乡经历的
人，对我提出批评，说少数
民族男女青年的歌声，确
实好听，但也仅仅是听着
的时候觉得好听罢了，像
我写的那样，唱得沙海红
牵肠挂肚，唱得她心神不
宁，最终还嫁给了对方，是
不可能的事，是我为了小
说的需要虚构的。知青们
还起哄着，要我老实交待，
是不是这样。
我只能说，不少知青

虽然也曾在乡间接触过能
歌善舞的少数民族，有的
知青甚至也会唱、也会跳，
但是他们并不真正深入地
了解少数民族的歌舞文
化。具体到我描绘的桂村
这么一个布依山寨，他们
的了解都是肤浅的。

不是喝醉了酒唱歌，
也不是喝醉了酒听人们歌

唱。而是听
着那些动
人心弦的
歌，陶醉其
中的那种
腾云驾雾的感觉。

荔波地方的布依族，
也像散居黔南和全省各地
的布依族一样，要过六月
六，也是农历的六月初六。
到了这一天，除了像过新
年、过端午那样，要杀猪宰
羊，要唱酒欢聚之外，和其
他节日不同的，那就是以
歌会友、以歌抒情。荔波六
月六歌节，就是这么形成
的。中老年的布依人，在歌
节上畅叙亲情，边喝着米
酒，边唱大歌。歌唱的是布
依人的历史，民间传说和
神话，若有外来客人，还会
边招呼你喝米酒，边给你
歌唱“六月六”的由来，带
有叙事的性质，故而曲调
往往徐缓，悠悠地给你道
来。这类歌唱也叫“酒歌”，
边喝着酒，唱的唱，倾听的
倾听，在这一氛围里，不知
不觉地，主人和客人都会
沉浸其中，身心都会有一
种带着三分微醺的美妙的
感觉。而来自四乡八寨的
青年男女，唱的往往就是
清朗、激越、脆亮的小歌。

小歌是少
男少女们
最为钟情
的形式，他
们在歌节

上充分地展现自己的才
华，以歌传情，这情就是心
声，面对的是心心相印的
特定对象。只有双方心中
明白，歌声里带着他们对
初恋和爱情的向往，带着有
意无意的考察和盘问，表达
的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追求。心心相印的青年
男女，就在这一过程中深情
地恋上了对方，或者私订了
终身。
故而到了六月六歌节，

吃的是最好的酒饭，青年男
女穿的更是充分能显
示自己英俊和美丽
的民族服饰。

年年在“六月
六歌节”上评选出
的公认的前三名“歌王”，
会受到所有布依人的钦佩
和拥戴，家家户户会把“歌
王”请到自家院坝或是屋
子里唱歌，让寨邻乡亲们
都来学习和欣赏。鼓励更
年轻的男女争当来年的
“歌王”。

唱到兴头上，歌宴会
通宵达旦，久久不散。
我不擅酒，之所以要

写这一篇醉歌，是我听了
布依姑娘唱的歌，不知不
觉地就醉了，比喝了陈年
茅台还觉得是享受。
想想么，我已年过七

十，听过包括世界歌王在
内的许许多多男女歌唱家
的演唱，听了布依姑娘的
歌都会有一种陶醉之感。
这样的布依民间情歌，该
不该用文字书写下来。

布依姑娘的情歌，和
其他各民族青年男女的情
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歌
唱中很少有情啊爱啊等等
字眼，也不像很多民间歌
曲里带有种挑逗的谐趣意
味。而是更多地采用“比
兴”“比喻”的方式，让听者
去体会、去回味。

唱遍全国的那一首

“好花红”，是一首最著名
的布依情，唱了半个多世
纪了，就是一个明证。
荔波的布依情歌也是

这样，曲调柔和婉转，活泼
而又短小。让人刚听出点
滋味儿，新的一句又来了。
既无引子，又无衬句，歌词
往往即兴而成，布依人说
的这是“见子打子”。
在我面前唱的布依姑

娘，穿的是一身剪裁贴身
的朴素衣裳，只在前胸和
衣袖处绣有几朵小花。弹
奏的乐曲轻快地一响，她
的左手自然地往一边扬
起，亮开嗓门，就用布依语
脆脆地唱了起来，刚唱出
一句，那清亮亮如同山嶂

泉水般的嗓音就引
来围观者的一阵掌
声和叫好声：
“好！”
她唱第二句

时，就再没人鼓掌和叫好
了，那声音太好听了。布依
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的
眼前却随着她的歌声，幻
化出细雨中一对情侣，撑着
花伞在竹林边散步的画面，
幻化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在阳
台上下倾心交谈的画面，幻
化出河边的月夜里男女在
旁若无人地喁喁细语……
歌声是甜美的，悦耳

的，歌声里带着其他地方
的歌唱家所没有的那一股
糯糯的撩动人心扉的声音，
使得那柔柔的歌唱中倍添
了一股颤悠悠的滋味。
这是什么滋味呢？
我的思绪被一阵更激

烈的掌声和喊好声打断
了，来争睹六月六歌节的
客人们纷纷叫着：
“再唱一遍，太好听了！”
“用我们听得懂的汉语唱，
我们要知道你唱的是啥？”
布依姑娘微显羞涩地

瞅了伴奏的小伙一眼，弹
拨的乐曲一响，姑娘又用
独有的普通话唱了起来：
“你在坡上包谷株，听没听
见好嗓音？听见不用你答
应，只消知晓我的心。”
布依姑娘的普通话不

甚标准，可咬字清晰，大多
数人都听懂了。人们又报
以阵阵的叫好和掌声。我
只觉得，歌词显然是即兴
编的，一般了些，可经她的
嗓音一唱，一个怀春少女的
心事，一下子让人们感觉到
了。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
当人们再一次喧嚷着

让她唱歌时，一大帮布依
男女簇拥过来，顿时把她
淹没在六月六歌节的欢乐
海洋之中，锣声、鼓声、唢
呐声此起彼伏，一张张男
男女女的笑脸在我眼前
晃。我却仍沉浸在布依姑

娘的歌声中，那甜美中带
着磁性和糯音的旋律，一
遍一遍在我心中回荡，似
有远古的回音，似有少女
之心的呼唤和真情，那真
有一股醉了的感觉。

随着荔波布依人生活
的改善，今天的六月六歌
节，又增添了原先的风俗
中所没有的新的内容，那
就是到了这一天，女儿女
婿要去岳父母家中，带着
外孙探望老人的同时，要
为岳父母清洗棉被，要替
岳父母送上一套崭新的衣
裳，给岳父母带去节日的
欢乐。

我心里想，荔波的布
依老人们，享受到这一新
的习俗时，也会像我听到
布依姑娘的歌声一样，有
一种陶醉的幸福感吧。

戴萦袅

快乐游园（剪纸） 郑树林

假
日
风
景

冯

强

    老李有啤酒肚了，Polo衫盖在上面曲
线毕露，有点壮观。他任楼组长时，有时送张
表格让我认真填写，有时送一小袋宣传品给
我“尝新”，有时在楼梯口巧遇，点头微微一
笑……那时，我们见面机会较多，他像楼道
里的感应电灯，走近就亮。
电灯也有工作年限。老李 70好几，差

不多做了 10年楼组长，几番推来推去，接班
人总算选好。离任那天，老李敲开每家的门，
奉送一小袋巧克力。我接过这袋包装精美的
巧克力时，分明看到了他眼含泪花。

菜场旁又开出一家小菜场，“饭店门前摆粥摊”。
“粥摊”门口有个小广播，呜哩哇啦地以广招徕。里面男
工作人员都在抽烟，女工作人员都在随意地说说笑笑。
好在取货是超市式的，再怎么“茶馆店”，也不影响顾客
熙熙攘攘。花白头发的老爹大妈在里面挤来挤去，对架
上的货物“横挑鼻子竖挑眼”，心里大约一直在与隔壁
大菜场比价，盘算究竟又节省了多少钱。后来，我也去
里面挑挑拣拣，把鸡蛋、毛豆、青菜、茭白紧紧攥在手
里，像一个得了很大便宜的胜利者。
楼下的花圃擅长自说自话，某天长出一大圈金边

吊兰，某天又有些巨大的茨菇叶雨后春笋，假如某天它
弄出点沙漠地带的花花草草，也一点都不令人奇怪。谁
叫它是一个老小区?

花圃像自留地，种这块自留地的，或许是花艺专
家，或许以前做过农民伯伯。“学历”最高的种无花果，
专业级的种一圈矮黄杨，低年级的种月季、海棠、苏铁、
仙人掌和许多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一点沙土，总会让爱
生活的人显露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