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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旅 游

那场婚礼放在了大年
初二，以至于这么多年过
去了，每到初二，我的脑海
里便会浮现出30多年前
去泰州吃喜酒的往事。
邀请我去泰州参加婚

礼的是我的一名作
者：小李。当年农
村青年能在省级报
刊上发表文章的不
多，有的也因此改
变了命运，小李便是其中之
一，当了老师。因为我是他
的责任编辑，他对我是心存
感激并信任的，这才有了邀
我参加他堂兄婚礼的计划。
其实我并不认识小李

的堂兄。按理说我不可能
在年节里去一个陌生的地
方参加一个陌生人的婚
礼。然而，我的感性远胜于
理性，当小李陆陆续续地写
信把来龙去脉告诉我后，我
当即决定当他们的“道具”。
原来堂哥是村里公认

的穷小伙，从小没了父母的
他十几岁时拜师学木匠，照
例说手艺人穷不到哪里，可
他几年前咳嗽不止、低烧不
断，人像竹竿一般瘦，丧失
了劳动能力。村里人并不

嫌弃这个缺少父爱母爱的
青年，他们想方设法要给他
找个媳妇成个家。
小李口中的堂嫂就是

村里长辈替堂哥物色的对
象。在小李的信中，堂嫂美
得像仙女，但先天视力残
疾，是个半盲人。偏偏她又
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担
心女儿出嫁受苦，凡是他们
看不上的男子一律不让进
门。堂哥头一回托媒人上
门，带去了定亲必带的尼龙
袜子一双、雨鞋一双以及

300元现金，却当场就被打
了回票。架不住村里的长
辈二次、三次、四次上门，
二老终于开出条件，自家
女儿的嫁妆一样不会少，
但做女婿的聘礼也不能马

虎，必须拿着上海
老凤祥的项链戒指
和耳环上门才行。
我猜想这是女

方家长希望穷小子
知难而退吧？没想到全村
人你1元、我5元地提前送
了礼金，硬是凑了5000元
交给小李寄到上海，由我
代购黄金首饰。
我和小李的异地联络

大都靠信件往来。好在我
替人办事很少顾虑，别人的
事如同自己的事，必须尽心
尽责尽力。记得我在南京
路老凤祥买的三件金首饰
一共用掉4000多元，立刻
打了长途电话和小李约定
年初二一早到泰州，不耽
误新郎接新娘的仪式。
乘坐了初一晚上的绿

皮车去泰州，背包一路没离
过身。毫不夸张地说，那些
金首饰等同于小李堂哥的
幸福，我绝不能掉以轻心。
火车到达目的地时是凌晨，
虽然和小李从未晤面，但仿
佛心有灵犀，我们都是第一
时间招呼了彼此。
小李骑着借来的28寸

自行车载我去村里，听他说

这一路有十几公里，难怪我
的双腿麻木了，屁股颠疼
了，还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的乡间路上。等到我们进
村天色已大亮，我做的第
一件事情就是小心翼翼地
掏出首饰，我能感受到在
场每个人的眼睛都紧盯着
黄灿灿的金饰，它们象征
着堂哥幸福的开始。
那天婚礼的许多细节

我都淡忘了，而记住的都
是美好的事情：我竟然没

有听见堂哥咳
嗽，我甚至于吃
惊他背新娘进门
时的力量，哪里
是村民口中的半
条命？小李告诉
我，当地人有个
习俗，新娘子出
嫁那天，出门兄
弟背，进门老公

背，以后夫妻吵架媳妇可
以理直气壮地回敬：我可
没走到你家来。
那天婚宴前点了“万

子鞭”，全村人齐上阵，女
人负责招待来客，男人帮
厨，像自家办喜事一样。
我被当作上宾，喝着又辣
又混浊的散装酒格外地兴
奋。农村婚宴虽朴实，却
给我一种真实的感觉，大
家心中的热情将婚宴装扮
得五彩斑斓。
回来后，我和小李的

通信仍在继续，听说堂哥
结婚后身体渐渐强壮了，
后来又听说堂哥堂嫂出去
打工了，再后来他们在无
锡定居，有了一双子女，也
有了自己的装修公司……
一切向好，他们的生活就
像当初的婚宴，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幸福。

章慧敏

初二的那场婚礼

春节假期陪爸妈，首先解决了
妈妈的手机银行登录问题。有一天
突然登录不上，她赶紧打客服电话，
对方解释需要Wi-Fi和蜂窝数据同
时开才行，我帮她把数据打开，顺利
登录。我问：“为啥不开数据？”她
说：“我怕流量会产生费用，所以一
到家就关了，我们这一代的节约是
刻在骨子里的。”我一听就笑了，可
不是，她习惯一出门就关暖气，哪怕
就出去两小时。随手关灯、
关暖气，这是他们这代人和
我们突出的不同。
从前我总觉得母亲的节

俭没太大必要，比如随手关墙
暖，能节约几度燃气？回来后所有的
暖气片又得重新开一遍多麻烦；随手
关灯能节省几度电？我可不想所到
之处漆黑一片。后来才发现，节俭更
重要的意义在于环保。我跟着母亲
去楼下菜园浇水时得知她用的是淘
米洗菜水，她说这些水自带营养，比
自来水好。我想到自己的用水习惯

有些浪费，其实很多生活用水都能循
环使用。母亲节约了自来水，却花钱
买饮用水，这得益于我的影响。自打
她在我家小住，发现饮用水无论是泡
茶还是做饭都口感更佳，就开始订
水，我教她用小程序下单，送水上门

特方便。爱省钱的妈和爱花
钱的我就这么互相影响着。
正如母亲和我互相影响，

孩子和我也同样。孩子常常
挑战一些我的固有观念，比如

快餐食品是不是垃圾食品。我论证
后才转变了观念，汉堡还真不是垃圾
食品，有肉有菜，健康得很。不够健
康的是可乐和薯条，但这两者能给人
带来情绪价值，好心情有益身心健
康，只要控制摄入量，偶尔吃吃并无
妨。孩子让我吃肯德基要选周四，因
为有“疯狂星期四”。他教我省钱，我

则教他花钱。夏天时他喜欢的蝴蝶
刀出了限量款需要预订，因为价格较
高一直犹豫不决，我劝他订，理由是
在经济允许的范围内买贵点的东西，
可以知道它贵在哪、好在哪，然后判
断值不值。他听我劝就订了，等了半
年，货到了，果然手工打造的刀非常
精致，不仅可以更换刀上的装饰宝
石，商家还附送了一些美好的小物
件，他把其中一个别在校服上，天天
戴着。因为国内限量发售，预订期后
海外出售价格翻了几番，国内现货立
马升值。他感叹道，这把刀买得值！
通过这次购买，他得出一个结论：该
省省，该花花。我说，这个“该”字，可
是门学问，尤其是花钱，这门学问只
能从实践中习得，要不哪来“买手”这
个职业。省钱惠生活，花钱优生活，
优惠优惠，我们最好先惠后优，省下
小钱办大事。
春节是个花钱季，愿你能省会

花。愿你不仅袋里有钱，而且眼中
有光、心中有爱、前行有梦。

北 北
省钱与花钱

我喜欢过年，常为寻找年味
去各地过春节。能留下深刻印
象的地方不多，亳州是个例外。
最早知道这个地方，因为侄

子去插队，每次回家总说吃不
饱。一个甲子后，已改名为亳州
的亳县，早已不是旧时模样，诞生
了曹操、老子、庄子、张良的这片
热土，人们生活安逸，文化底蕴深
厚。碰到的司机、服务员、讲解
员，都彬彬有礼，说话带着笑意。
过年了，这里凡有台阶、门

槛的地方，都做了斜坡铺了红
毯，一片喜庆之余，是无处不在
的善意。街上满眼是红彤彤的
春联，厕所墙上也贴着书写在红
纸上的道德经、曹操的诗。传统
的年味到处都是。花戏楼前有
四面大鼓，一直有人用夸张的姿
势敲出各种鼓点，游客很多，没
人觉得难听，耐心地排队。我也

拿起鼓槌，兴
高采烈地敲出

惊天响“年”的欢笑声！
最热闹的市中心大马路两边，

是一长溜摊位，香味扑鼻，都是美
食；还有套圈、打枪、射箭、飞镖、破
气球……都挤满了人，欢声笑语直
冲云霄。已几十年没见过这样的
集市，我们全家参与其中，套圈真
是阔别半个多世纪了。
地上琳琅满目，每件都令
人垂涎。买了圈，瞄准了
甩出去，却总是套不到。
换个角度，手臂都酸了，
还是套不中！越是套不中越不甘
心，连着买连着套，全家老小齐发
力，才套住了一条浑身通红、气宇
轩昂的龙，我像孩子一样，高兴地
跳起来，真是好兆头！
套圈最能激起人的好胜心，没

套住，想下一次也许能中；套中了，
想再套个大的，满地花花绿绿的物
件，像过年一样五彩缤纷，令人欲
罢不能。一人套，旁边围一堆人在
使劲、鼓动、喝彩……不管本地人

还是外乡人，都亲密无间地为同一
个目标努力，加油声如同出自一
人！年味就这么被渲染得淋漓尽
致。正玩得起劲，忽听一声声惊
呼，只见一位阿姨牵了只猴也来套
圈。阿姨原是杂技大世界猴戏班
的，戏班解散后，眼看因伤致残的

母猴无处可去，她向有关
部门申请得到批准，把猴
领回家。母猴拿着圈，像
煞有介事地眯眼瞄准，用
力甩出，但一只也没套

住。它看看只剩最后一只圈，眼睛
骨碌碌地转，忽然一个跟斗翻到最
高处，那里有只活鹅，是大奖，它一
下子就把圈套进了鹅脖子，全场哄
然大笑。鹅嘎嘎叫着，扇动翅膀把
母猴揽进了怀里，人们兴奋地跺脚
拍手欢叫：“大白鹅，跟猴妹妹回家
去！”摊主还没反应过来，鹅双翅展
开飞了下来，头也不回地走了。摊
主大叫，哎，真走啊！回来回来！
鹅看看主人，似乎在犹豫，大人小

孩喊，让它
们 一 起 回
家！有人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地往
前走啊……好多人跟着吼：“往前
走，莫回头！”笑声吓得鹅退几步，
又朝前走几步，一副呆萌样。
旁边一小女孩却在哭，原来她

套了不知多少次，一只也没套中，
妈妈要拉她走！有人说，过年嘛，
用钱买个希望。我买了一叠圈塞
给她，还有个叔叔也塞给她一叠圈
说，过年花点小钱，旧的不去新的
不来！说得大家都笑，我也笑了。
年味在哪里？就在红红火火

的相聚中，在热热闹闹的祝福里，
那是友爱、喜乐，有盼头。就如套
圈，这次不中，下次不中，再努力一
次也许就会中了！怀着希望，彼此
成就，日子就有奔头。
亳县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是一个充满文化积淀、被道德经
浸润得特别快乐的城市，在这里，
有温暖的可以久久回味的年味。

叶良骏

年 味

曾经风靡的贺卡拜年现已鲜见。新年伊始，收到了
来自台湾的贺卡，让我意外。这是一张别致而漂亮的贺
卡，封面是一位宽额、大耳、银发、饱腹、福态显露的长
者。身边的玫瑰火红，兰草翠绿，喜气洋洋。封内是流畅
俊秀的贺词：“虽然在太平洋的小岛，我的梦和骄傲与大

陆连在一起。新春新喜，与您同行。”落款
是中国台湾丽星诊所陈丽娟。睹卡思人，
我想起十几年前与陈小姐邂逅的情景。
飞往新加坡的客机呼啸着向空中冲

去，不断地拉升与气流的撞击，使飞机较
长时间地颤动，与我邻座的一位小姐先是
微微呻吟，继而呕吐起来，来不及吐入清
洁袋，无意中秽物溅到了我的衣服上。小
姐见状，连声“抱歉”，随后要为我擦拭。
我赶紧说：“没关系！这是意外。”稍后，她
吞下了空姐送来的药片便恢复了一些
了。后来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她是一位医
师，来自中国台湾。此次休假游览中国香
港后去新加坡会见朋友。当闻知我来自

上海时，她透出向往的神情：“哦，上海，我还没去过呢！”
我如数家珍地向她介绍：浦东的巨变，标志性的

“三件套”；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十里南京路鳞次栉
比的商店……陈小姐全神细听时，脸上交替出现陌生
遥远、熟悉亲切的神情，最后竟情不自禁地轻声拍掌叫
好。欢快地问：“不知浦东的‘上海中心’与台北的
‘101’哪个楼高？不知……”飞机向更浩渺的天宇冲
去，我们的交流也向更宽的领域伸展：她说民俗风情和
时尚轶事，我讲改革开放和日新月异的变化。直至飞
机着陆，挥手道别时，我们仍意犹未尽。
或是天意，或是有缘，在新加坡我们竟然再次见面，

原来她去会的朋友正是我们的新加坡友人。这天在露
天酒会，彼此谈兴越来越浓。饮毕，大家骤然相坐无
言。此时，四周静谧，皓月当空，微风徐拂。摇曳的树叶
沙沙作响，此时，我脑海里却反复出现了著名诗人余光
中的那首诗《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余韵缭绕，让我泪奔难忍。
此后，我与陈小姐有着不间断的联系。她以贺卡

祝福新春佳节，勾起了这一段丝丝情思。

薛
全
荣

来
自
宝
岛
的
新
春
贺
卡

每年春节前后，我总爱到中学校园里去转一转。
校园里寂静无声。操场上没有学生，寒风呼呼劲

吹，整个天地都独属于自己。到校园里是去看我的老
师，因为有我的张老师，我的作文才第一次在全年级传
阅，他让我爱上了阅读写作。我考上大学坐火车南下，
老师给了我他两个月工资，嘱咐我疼惜自己，不要在开
销上太节约。二十多年了，我年年回校园，年年想到这
些。每想到这些心中总有一匹快乐的马
儿在欢腾、舞动。我感到我很幸运。
在中学校园里，我喜欢班里的学习

委员，我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这
当然也是我喜欢到校园里走一走、忆一
忆的另一个理由。高三，有一天落雪了，
美术老师扔下课本，对大家说：“走，到操
场上玩，看雪去，拍照去。”我请美术老师
给我和学习委员在校门入口左手斜坡的
第六棵松树旁拍下了我人生中第一张跟
女生的合影，她穿着蜜黄色的绒毛衣，我
戴着一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红帽子。
我的高考成绩比她只多一分，填报高考志愿时，我

邀请她跟我填同一所学校，她不解地笑着问，凭啥我俩
要填同一所学校？我无法坦诚说出因为我喜欢你这样
勇敢的话。我们就这样分在异地读不同的大学。

默默对她的喜欢，也
是自信对我在呼唤。足够
自信，才能勇敢地表达情
感，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把我们的照片夹在

书里，放在枕头下，在陌生
的城市和崭新的校园迎接
孤独。我很怀念中学的生
活，我想起活泼开朗的我每
次碰到她时，总会瞬间变得
安静；想起我跟谁说话都流
利顺畅而一跟她说话就卡
壳结巴；想起她生病没来学
校的那几天，我总是心神不
宁、寝食难安；想起有壮实
威猛的孩子胆敢对她出言
不逊，瘦小的我会奋不顾身
扑上去……我确认在这个

世上我最在乎她，而我们却在不同的城市上大学，我害怕
人生道路的枝杈把我们越分越远。这样的恐惧一天比一
天深，终于让我在一个学期的犹豫之后鼓起勇气，把我对
她的喜欢告诉她。我们开始通信，常常通电话。到了又
一个学期的国庆假期，我邀请她来看东方明珠、来西湖
玩，她说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坐过火车，不敢。
火车我七岁那年春节坐过一次，我们全家挤在绿皮

火车上，离开故土去矿上迎接未知的生活。我对她说，我
来接你，坐火车，我是老手了。我在如潮的人海里排队一
天一夜，买到一张绿皮火车的站票，站了24小时去接她，
返程还是这趟车，我又站了24小时陪她。毕业后我们结
婚了。她说，我去接她的那天傍晚，我下火车出站后，没
有一直朝她跑去。我跑了一会儿，又慢下来，朝着她一点
点移近。两人没有牵手，也没有拥抱。她看到慢慢靠近
她的我，肩膀上有光芒。爱，是光芒在对方肩头绽放。
我们结婚时买婚房，我的老师和他爱人去信用社

取出两人的工资拿给我凑房款。我在中学校园里停留
的时光太短暂，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我在那里遇到
照亮我的老师，遇到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爱人。每个

春节在校园里回味往昔，都
让我感到不舍。我实在无法
阻挡日子奔涌向前。“倒满酒
杯。”师母对我说，“晓飞，不
要回头，往前看。”

张
晓
飞

爱
是
勇
往
直
前

如果冬天有个
小酒窝，那一定是
蜡梅。
“能在凛冽中

保持微笑的，舍我
其谁？”这是梅的铮铮傲骨。人们看
重的是它的风骨，至于那小小的花
朵，并不值得太多夸耀。“那不过是一
根年久的铁条上，生了些好看的锈罢
了。”这是梅的谦逊低调。与梅品性
相近的，是那些真正怀揣喜爱的看梅
人。我们总是惊讶于梅盛时，神兵天
降般呼啦啦冒出的人，对着一株株梅
花品头论足，这里有真正的喜梅者，
更多的是附庸风雅之徒。看梅人，多
喜欢一个人走，在他们看来，梅香，是

抽丝剥茧，一点点
被拉拽出来的。
人间的每一种

花都不是多余的，
都有其各自的使

命。金达莱报春，步登高怀秋，菊寄
哀思，兰喻高洁。如果荷花的使命是
负责打捞尘世的良心，那么梅花的使
命，便是在那严寒里，给人点亮一盏
带着血丝的小小的灯笼。“敢为花先”
的梅，在瑟瑟东风里，耸了耸肩膀，小
芽孢瞬间便绽出笑容来。来看吧，这
东风里的第一枝，第一朵，第一瓣。
寒冷还未消散，你是缩在被窝里

等待，还是披上衣服，勇敢走出去呢？
听梅的，它说咋办就咋办。

朱成玉

梅为东风第一枝

百事如意图
（中国画）林 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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