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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对题目做一点解释。
峰林专指贵州省黔西南州的万峰

林风光旅游景区。这个景区是世界自
然遗产，美得让人不忍离去。之前我曾
写过散文《万峰林
乐章》，文章在北
京的报纸上发表
以后，我又去过那
儿两次。
布依则是贵州第二大少数民族布依

族的简称。
万峰林景区的里里外外，都是民族

风情浓郁的布依族村寨，布依族有自己
的民族语言、独特的民族习俗，还有他们
动人的民族歌谣，我还写过一篇《醉歌六
月六》，写的就是在六月六日的布依民族
节日中，听了他们演唱之后的感受，那真
是令人荡气回肠、如痴如醉的一种享
受。不过这篇小文是前些年写的了，那
时演唱布依民歌的民间歌手，一个进入
了省城，一个调去了北京。
今年盛夏时节的8月初，我又一次

来到了峰林东坡的布依村寨。只不过这
一次，我是在夜间走进去的。为啥要专
门在夜间去呢？是因为峰林、峰丛、峰洼
都只能在白天欣赏，晴天也好，阴天也
好，哪怕是飘着细毛雨的天色里也好，去
云罩雾绕中的万峰林都有其如梦似幻的
美景。
一到旅游旺季，尤其每年七

八月份的暑假期间，成千上万的
游客涌进万峰林，走进布依寨，
畅游之后，到了晚上，就没啥事
儿干了。于是，来过的游客提出
意见，说万峰林是世界遗产地，不但白天
要有好玩好耍的地方，晚上也该有夜景、
有游乐设施啊！
地处峰林东坡的这一处夜游的娱乐

谷，就是这么应运而生的。
下了汽车，向峰林布依景点走去的

时候，天空中响起了贵州夏夜里常有的
雷声。这无疑是在预示，夜间会有雷
雨。但我环视前后左右的游客们，谁都
没在意雷声，有说有笑地走向景区的入
口。翻过垭口，我的眼前顿现一个偌大
无边的灯光海洋。
海洋是平面的，而我眼前的灯光，却

是顺着山坡的走势，错落有致地延伸舒
展开去的。大灯、小灯、高处的灯、峡谷
里的灯、水面上的灯、桥上的灯、移动入
口的大小电瓶车的灯，在我眼前展示着
璀璨灯光明亮无比的光影、光色。我不
由得停下了脚步，想静静地欣赏一下这
片难得见到的夜景，可左顾右盼，却是怎
么也环视不了，只觉得每一处景都好看，
每一处景都不能漏掉。
陪同的朋友有点急了，说：“叶老师，

这才是刚开头。后面好看的景色多着
呢，要不你一晚上都看不过来。快，前头
霓虹桥上，要打铁花了。你先看那座桥，
看见了吗？”

我顺着他一
指的方向望去，只
见灯光勾勒出的
一座弧形的穹桥
上，有个影子隐隐

约约在动。不由得问：“那就是打铁花的
人吗？”
“是啊，是啊，他马上要开打了。”
话音刚落，随声响起了阵阵高亢的

音乐。音乐声，穹形桥上的铁花顿时闪
耀在桥面上空，闪闪烁烁的像伞形的灯
彩一般落到河面上。人们欢呼雀跃地原
地跳跃着，娃儿叫，姑娘们笑，人群喧哗
着，嚷嚷着，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他们的
欢欣鼓舞之情。我环顾前后左右，所有
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所有人都以独有
的方式在记录这难得一见的打铁花的实
景。
我也是，打铁花这一民间的喜庆形

式，我只在电视上见过，今晚能在峰林布
依夜里，如此近距离、如此安全、如此逼
真地观赏到这一天女散花般的美景，还
是人生第一次。老天爷仿佛也能洞悉人
间的喜悦，在20分钟的打铁花刚刚结束
时，一场大雨哗然而下。

人们纷纷抖开雨披，打起雨
伞，继续着他们兴致勃勃、津津有
味的夜游。我们几个没有带雨具
的，只能退避到布依风情的楼阁
上，眺望着峰林布依夜的雨中景

致。滂沱大雨的哗哗声里，雨水给所有
的灯光披上了晶莹闪亮的外衣，眼前的
一切都似水晶宫般，自近而远地形成一
条又一条灯河。
有宽有窄，有长有短，有高有低，欢

声笑语组成了一阵又一阵鼎沸的热潮，
伴随着山谷里的风声、雨声，让我目睹从
未见过的道道景观。
更令我惊喜的，是峰林峡谷间，耸立

着五座高低错落的宝塔，山巅高处的宝
塔，仅有三层，每一层上都缠绕着彩灯，
显得最为醒目。
峡谷深处的那座宝塔，共有九层，尤

为壮观。另外三座宝塔分别坐落在有高
有低的半山坡上，有五层的，还有七层
的，每一层上都悬挂着耀眼的彩灯，把整
个东峰林布依峡谷，照耀得晶莹透亮，如
同白昼。
哦，这真是一个欢乐喜悦的夜晚，美

不胜收的夜晚，兴奋得我忘记了自己是
如何回住处的。
直到现在提笔写这篇小文，我也没

想起来。

叶 辛

峰林布依夜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白
居易有诗云“头痛牙疼三日卧”，可
见，古代大诗人也难逃牙疼的折磨。
小时候爱听相声，马季、刘宝瑞

有一段经典节目，名字就叫《拔牙》，
讲述游医在北京天桥摆摊给人拔牙
的故事。相声荒诞好玩，但小朋友
当真，还以为拔牙就像节目里说的：
要么就是拿老虎钳子，在嘴巴里钳
住牙，生往外拽；要么就是拿绳把牙
绑着，一头连上火药，点燃了吓一
跳，不知不觉中就把牙给拔掉了。
这是北派的牙医故事，我们上

海“特产”滑稽戏，也有类似的经典
节目。也是两位老先生——王双庆
吴双艺，联袂表演的《大阳伞拔牙
齿》，把旧社会上海滩贪小的小市民
和宰人的江湖牙医之间的“斗法”表
现得惟妙惟肖。节目的时代背景是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地
点在霞飞路今淮海公园这一带。当
时江湖郎中群集摆摊，卖药治病，颇
有贪小便宜的市民到这里找游医拔
牙。北派相声经典，笑点主要是游
医拔牙术的荒唐，我们上海滑稽戏，
重点却在表现游医的奸猾。一个从
浦东来的市民，为了省钱，特意过
江，来找三代祖传的山东师傅拔牙，
以为花费比医院里便宜一半，但没
承想，从付了第一笔钱开始，就已经

落入了圈套。一会儿要付材料费，
一会儿又要付手术费，坐着拔还得
付凳子的折旧费，要不疼还得付保
险费，花销比去医院还高。最后，游
医开拔，手段倒是没有天桥牙医直
接上火药的“残暴”，但笑料南北通
吃，结果都是拔错了牙！
滑稽戏和相声，荒诞幽默，总让

我们笑得前仰后合，可同时，看牙医

在我心里，就渐渐成了一道阴影。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10个人中
9个都是怕牙医的。那时候，到牙
防所看蛀牙，进了诊室，耳朵里听到
牙科钻头开动时发出的尖锐的“吱
吱”声，便浑身酸软。要知道，我小
时候踢球时摔上一个大跟头，膝盖
见血，站起身来没事人一样，继续
踢。这么“凶悍”的娃，到牙防所也
瞬间化身小羊羔。
对牙医的敬畏心，一直持续到

三十岁。其间，就算牙疼，也不敢轻
易见牙医。终于，有一年，智齿发
炎，实在扛不住，只好去牙防所。那
真是毕生难忘的经历。那位年轻女
医生，给我拔牙之前，让我躺平，拿

出一块白色的布盖我脸上，布上有
一个大洞，正好露出牙。我以为这块
布遮住眼睛是为了减轻病人心理负
担，好奇之下，就问医生，为什么要盖
这么一块布？伊淡淡一笑说，防止拔
牙时血滋出来，搞脏了脸。好嘛！就
凭伊这么一句话，我心跳立马过百。
后来果然整个手术动用了老虎钳、小
榔头和钎子，血也真出了不少，总算
拔牙成功，术后疼了整整一天。
自此以后，我真是对牙病有点

讳疾忌医，直到去年，实在是好几颗
牙陆续出了问题，下决心找了一家
牙医诊所，修修补补，大搞了一番。
原以为一番治疗之下，少说掉肉三
斤，没想到结果大出所料。整个过
程，流程众多，光种牙，就从拍片到
根管治疗再到开模最后种成，去了
四五次诊所，但真是没有再感受到
疼痛。现在的器械、手术方法都已
有了革新，在诊疗效果和减轻病人
疼痛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原来，坐上牙医的大椅子就开

始心慌，如今再见牙医，真是毫无心
理压力。从滑稽戏、相声里跑江湖
的庸医害人，到今天的无痛拔牙种
牙，不到百年，医术天翻地覆，真是
我们普通人的福气。希望拔牙的种
种糗事，以后只会出现在相声、滑稽
戏里，成为古远的传说吧。

孙小方

拔牙趣谈

美 食

七夕会古人见秋风起而思家乡的菰
菜羹、鲈鱼脍，我在秋风起的佳节
里不由得思念家乡的鸭子鲜味。
早年“双抢”时节，生产小组给每户
人家在田畈的河塘上划分一段，用
于晒稻草。我挑着鸡笼鸭笼，赶着
鹅群，到河塘放牧。放鹅放鸡，不
费劲。讨厌的是鸭，一不留神，不
是下田就是下河。鸭子也有可爱
的时候，那是在自家菜园里掘蚯蚓
给雏鸭们吃，小鸭子们欢唱抢
食的场景。许多人只知绍兴
三黄鸡的味美，我要说的是绍
兴麻鸭的那个味道，真鲜。
绍兴麻鸭，很有名。古越

之地近海，多沼泽，绍兴的鸭子应
该是先民们将野鸭长期驯化而成
的。陆游《稽山行》诗云：“村村作
蟹椴，处处起鱼梁。陂放万头鸭，
园覆千畦姜。”如果你到绍兴柯桥
的安昌古镇走走，看到的一道风景
线就是一排排挂着的酱鸭。酱鸭
是常用的冷盘，下酒过饭两皆宜。
日常生活中，农家养几只鸭子，母
鸭生蛋，公鸭用来送礼或待客。家
乡饮食习俗，生病不吃鸡肉鸡蛋，
却可以吃鸭肉鸭蛋，故而鸭子鸭蛋
也用于探望病人。鸭蛋的另一个

用 处 是 腌 咸
蛋。好吃的是

咸蛋黄，流油的那种。绍兴咸鸭蛋
味道不逊于汪曾褀先生家乡的高
邮咸鸭蛋，不过双黄鸭蛋可能要少
一些。
以前按当地风俗，女婿每年要

到丈人家望端午节、望八月半。带
的礼物中，通常有两只雄鸭。雄鸭
个儿适中，煮熟之后，可斩两碗鸭
肉。白斩鸭肉蘸酱油，鲜嫩味美，
胜于鹅肉、鸡肉，而且不肥腻，最适

于夏天。鸭汤，放入青菜、杭白菜
或药葫芦片，做成鲜味菜汤。吃饭
时，毛脚女婿比较斯文，如果是结
婚多年的光脚女婿，会先夹一块鸭
肉给丈母娘，再夹一只鸭脚掌给岳
父，给自己也夹一只鸭脚掌。翁婿
俩啃绍鸭脚掌，下绍兴老酒烧酒，
其乐融融。
“双抢”忙季过后，是女婿们望

八月半的最佳时令。说是望八月
半，却必须在农历七月半之前完
成。新订婚的毛脚女婿第一年到
丈人家望八月半，穿上崭新的的确
良长袖衬衫，显得有点拘谨。那时
候，普通农家还没有电风扇，毛脚

女 婿 一
手 轻 挥
扇子，一
手拿刚炒的葵花籽，斯文地吃。扇
子，通常是新买的蒲扇，用干净的
布条镶边。毛脚女婿心里期待的
却是麦草扇。家乡一带年轻女子
都有编制麦草扇的手艺。麦子收
割后，剪取麦草，加工后，编成麦草
辫子，再绕缝成圆形，装上竹柄，便
制成一把麦草扇。扇子圆心
位置缝上一个绣花。绣花的
图案，多为绿叶黄蕊鲜红的太
阳花，边上还有一只展翅的蝴
蝶，或者“一心向党”的文字。

过了一会儿，姑娘拿来一把自己编
制的麦草扇，说：“这把麦草扇，用
用看，风凉不风凉。”小伙子赶紧接
过扇子，还没有挥动扇子，却连声
笑着说：“风凉，蛮风凉！”
拔鸭毛比较麻烦，尤其是脖子

和头部。在毛脚女婿吃瓜子的时
候，母女俩抓紧时间拔鸭毛。姑娘
今天穿的衣服整洁大方，衬衫上有
小小朵朵花样，系在腰上的围巾是
新的，腰身自然收细，显出苗条的
身材。明亮的眼睛看着手中鸭脖
子上的细毛，手指有节奏地动作，
长长的眼睫毛，宁静专心的神态，
缕缕情意，倾注在其中。

秋 水

绍兴麻鸭

阅读的好处不胜枚
举，古人云“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憎”。英国作家毛
姆专著《阅读是一座随身
携带的避难所》一书，说
“培养阅读的习惯
就是为你自己构建
一座避难所，让你
得以逃离人世间几
乎所有痛苦与不
幸”。
今春在社交媒

体上风行“公园20

分钟效应”，令我不
禁畅想：第20届上
海书展引发的阅读
热刚刚过去，何不
来一个“图书馆半
日效应”呢？一本
名为《世上为什么
要有图书馆》的书
在今春横空出世，豆瓣上
已有一万余人打出9.0的
高分。图书馆半日效应的
场所必须是图书馆。
在图书馆里，工作人

员之外的所有人都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读者，这
个身份“英雄不问出处”，
不分男女、不论老幼、不问
贫富。图书馆拥有丰富的

藏书。有些精装、
套装或者价格比较
昂贵的稀有图书，
个人舍不得购买或
无处购买的，图书
馆往往有馆藏可供
读者借阅。如上海
图书馆藏书量达
5800余万册，各区
图书馆都拥有几百
万册的藏书，另有
散布于全市各处的
二百余家社区图书
馆，藏书从几万册
到十几万册不等，
“15分钟阅读圈”

足以满足一个普通公民的
阅读需求。现代的图书馆
还都是颜值在线的公共文
化空间，更看重人的感受
和需求，强调读者的体验
感、互动性，关注空间设
计、公共空间的多样性和
多元化，尊重差异、兼顾特
殊，全方位回应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新需求。
图书馆半日效应，半

日可以做什么？有什么好
处呢？
公园20分钟效应，主

要针对身体的放松，20分
钟左右即可见效。在图书
馆内身心一体地放松与滋
养，以半日为佳。半日泡

在图书馆，动静皆宜，净心
静思。可以找一隅静静看
书，可以使用图书馆或自
带的设备享受免费网上冲
浪，也可以参加一场公益
阅读推广活动：活动的主
题和范围包罗万象、一场
关于AI的科普讲座、一个
绘本插画主题展、一段走
读城市的Citywalk；一出
沉浸式戏剧朗读会、一场
落日音乐会，甚至是专业
的“阅读疗愈”活动等，不
一而足。
心理学家教授利特尔

提过一个词“恢复壁龛”，指
当人们想放松身心、恢复能
量时可以去的“地方”。图
书馆正是一个对所有人都
开放的“恢复壁龛”，具备包
容、安全、舒适、安静、不被
打扰等关键词。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
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
野”。半日闲暇，不足以
背上行囊出走远方，但足
以在图书馆里寻找“诗”
和“远方”，中外诗集、旅
游图册都不在话下，还有
诗歌赏析、旅行分享、人
文走读等各类文旅融合
活动，让人暂时摆脱眼前
的苟且，全身心沉浸在图
书馆构建的“诗与远方”
之中。

张

苡

图
书
馆
半
日
效
应

这个暑假，不知又
有多少小朋友和家长
是在各种课外班，或奔
赴课外班的路上度过
的。
其实家长的焦头烂额是可以避免

的，虽然他们心甘情愿；孩子们的快乐是
可以不被剥夺的，虽然他们可能已经习
惯；如果家长引导孩子找到“自学”这件
利器，或许可以迎刃而解。小时候，我照
着书自学写格律诗，跟着广播学朗诵。
我的父辈，拉二胡，吹笛子，甚至制作笛
子，都是自学。而现在，条件好了，各种
培训班多了，人们都忘了，还有“自学”这
回事。
自学，省钱省时是其次，对父母来说

最大好处是省心省力。对孩子来说，自
学的前提肯定是兴趣，没有兴趣的学习，

是被动服从父母安排，
机械听从老师说教，不
会注入激情，无法全身
心投入。而人对感兴
趣的东西，会像嗅觉灵

敏的猎犬，任何与之有关的信息讲座、书
籍影像资料，都能想方设法搜寻到，现在
更是鼠标一点，网上资料应有尽有。如
饥似渴学习，欣喜若狂获得，少花钱、主
动学习得来的，比花大价钱、被动接受灌
输获得的知识，要牢固扎实。课外学习，
父母只要发现或培养孩子的兴趣，引导
其自学，定会有成效。
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条件优渥，不

能成为人类挖掘自身潜能的阻碍。AI

时代来了，人工智能可能无孔不入，人类
的工作可以让AI替代，但人脑不能被废
掉。

刘笑冰

自学

人民英雄纪念塔（摄影） 赵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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