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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WANGSHIYOUYOU
腰腹下至足胫欲得常温，胸上至头
欲得稍凉。 ——《养生要录》

往事悠悠征稿啦

悠悠往事，总在心头。提起笔，记下那件

事、那个人、那段岁月.....往事悠悠专版欢迎

投稿。我们不要文采斐然、不要辞藻堆砌、更

谢绝抄袭；原创的，真实的，都是美好的。提

醒：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包含邮政编码。

2015年刊发的文章，没能收到稿酬的，麻烦联

系478702039@qq.com。

腊梅花开爱浓浓
重庆□何龙飞

腊梅花开，香气四溢，勾起我对那些浓浓爱恋的回忆。
读中专恰逢腊梅花绽放的时节，班上一名男同学

暗恋上邻班叫腊梅的女同学。我怂恿他大胆表白，少
受暗恋之苦。他想想也是，仅唱唱“红梅花儿开，朵朵
放光彩”之类的歌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鼓足勇气表
达爱意，否则，会后悔。在邻班好友穿针引线下，他
与她正式见面，互相表达好感，开启恋爱之旅。然
而，好景不长，他与她分手了，只任失恋的痛楚煎熬
自己。也许是初恋难忘的缘故吧，每到腊梅花开时，
他都会忆起与腊梅的短暂爱恋，渴盼着有奇迹出
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离他越来越远。至
此，无奈的他只好搁浅那份心思，奋力走出失恋的泥
潭，去寻觅属于自己的芳草。不过，为了追忆那段时
光，他总会在腊月里买腊梅花回寝室，让花香潇洒嗅
觉，慰藉心灵。渐渐地，他的初恋故事被传为佳话，
腊梅也成了我和他每次交流时敏感的话题。

毕业后，我当上了小镇文书，除干好本职工作外，就
是想有一个家。腊梅花开，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唱得正
火，孑然一身的我学唱着姜育恒的歌，享用着腊梅花的
浓香，在同事的撮合下，与师范毕业的她相遇了。本来
是有眼缘的，可她要求高，对我有些失望。任凭我如何
猛追，她就是不来电。此等形势，只好作罢，我陷入了痛
苦中。抬头看见盛开的腊梅花，联想到了“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等富
有哲理的话，我又振奋了精神，继续寻找我的知音。好
事多磨，谈的女朋友近十个，却因高不成、低不就而纷纷
吹灯。又是腊梅花开时，父母终于为我找到了对象，而
且一见面就来电，一谈就投机。不到半年，我和她喜结
连理。她，就是我亲爱的妻子。能有今天，我和妻都心

知肚明：是父母为媒、腊梅花为证的结晶。
有了女儿后，我倍感责任重大，通过做家务、关心

过问等方式，极尽父亲、丈夫之能事，奉献着浓浓的
爱。腊梅花开，我是在街上寻香而去目睹的。卖花的
老年妇女在寒风中吆喝着兜售，可是买者寥寥无几。
面对此情此景，多愁善感的我想起了年迈、在老家不辍
劳作的父母，想起了在小家等待我去关爱的妻女，陡地
涨起酸涩的心潮，情不自禁地掏腰包买了一大捆腊梅
花回家，插于水桶内，盛入水，置于窗台上。很快，花香
浓郁，弥漫在小屋内，令人陶醉，也犹如我浓浓的爱，浸
润进妻女的心脾乃至灵魂。

今年的腊梅花又开了，照样泛黄而馨香，照样被花
农挑、背到街上售卖。前些天，妻外出应酬，路过一个
叫高笋塘的地方，看见中年男子在卖腊梅花。妻也是
柔情似水、心地善良之人，简单侃价后，以8元/束的价
格买下两束。腊梅花到家，我欣喜不已，在妻的嘱咐、
指导下，洗花瓶、灌水、插腊梅花，忙得不亦乐乎。

长此以往，我的感悟越来越深：腊梅花开，情深深，
爱浓浓，铭刻进我记忆的窗棂里，值得我用一生去回味
与珍惜。

腊味里的亲情

广西□覃寿娟

年关将近，家家户户的楼顶阳台所晒的腊
味，就成为冬季最诱人的风景。

小时候家在农村，穷，一年到头吃不上几
次肉，所以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无
论家境如何窘迫，户户都要晒上一些腊肠腊肉
的。一是给孩子们打牙祭，二是用来走亲访
友，招待客人。

为了过年能给我们吃上腊肠腊肉，母亲在
春暖花开的三月就开始豢养小猪。猪的食量非
常大，母亲一人带我们三兄妹在农村生活，在挣
工分的同时，还要在自家的菜园种上相当数量
的菜，用来填饱猪的肚子。每天生产队收工后，
母亲除要做饭洗衣外，大部分时间，是在菜园里
忙碌，松土除虫，施肥淋菜，最后摘下满满的一
担菜挑回家，切碎了煮熟喂猪。很多个晚上，我
们都睡了，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刀刀地切
着青菜，一不留神，手被刀划开口子是常有的
事。对于这些，母亲没有半点怨言，甚至在猪吃
食时，抚着渐渐长大的猪，神情无比柔和。冬至
前后，猪也该杀了，除拿一部分去集市卖，换取
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剩下的猪肉，母亲就做成腊
肠、腊肉，过年时给我们打牙祭。每次看着我们
吃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母亲憔悴的脸总会露出
开心的笑。

母亲去世后，我和哥就随了舅舅生活。舅
舅是个小公务员，舅娘是个农民，本来就有三个
孩子，加上我俩，家里经济日趋捉襟见肘。家事
是外婆操持的，为补贴家用，外婆就养猪养鸡养
鸭。菜地里种的菜不够喂食，暑天，外婆就挎上
个大篮子，到街上捡西瓜皮。有一次，七十多岁
的外婆拎潲水喂猪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断了肋
骨。这事，外婆没说，是舅舅在我们放假回家时
告诉我们的，我知道，外婆是怕我们听了难过，年
末能让我们吃上香喷喷的腊肠腊肉，才是外婆最
高兴的事。有一年寒假将至，外婆养的十几只鸭
子不知感染了什么病，忽然接二连三地死了好几
只。怕读书在外的我们回来过年没有鸭子吃，外
婆就把剩下的鸭全杀了，腌制晒成了腊鸭。那一
年的寒假，我们吃腊鸭可谓吃得酣畅淋漓。外婆
去世后，每当想起她拾西瓜皮的背影，想起她看
着我们吃腊味时宽心的笑，仍唏嘘不已。

长大各自成家后，勤快的哥哥也学会了制
腊味，晒的腊肠腊肉，比街上小摊灌做的更好
吃。除了别人都放的烈酒、香料外，哥哥会买
来老姜、小白葱等榨了汁，一起放到肉里搅拌，
这样，灌出来的腊肠格外地香，我是吃了又想
吃。所以每年的冬天，晒着暖暖的太阳，我都
嚷道，哥，什么时候灌腊肠？十多天后，哥就把
晒好的腊肠便送到我家。前几年哥搬进了新
家，帮邻居家的阿婆修好了先前坏掉的洗衣
机。阿婆退休前是腊肠工厂的职工，见哥心肠
好，送了一些酒给哥腌制腊肠，那酒可不是普
通的酒，是泡了十多味草药的料酒，用它腌制
成的腊肠，吃一口，满嘴留香。哥见我爱吃，
特意又腌制了猪耳朵送给我。

如今，每每吃着这些腊味，想着腊味中包
含的浓浓亲情，都让我感动不已。人世间，还
有什么比这亲情更珍贵！

黄晔先生制酒，亦制诗。在陈瑶湖畔，陈瑶湖在安
庆枞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安庆报社当诗歌编辑，
他与黄复彩先生多有交集。他与黄是同宗，我与黄是
同事。彼时黄晔开书店，背唐诗，看马雅可夫斯基。秋
风起，黄叶如金，黄花遍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
国诗歌的黄金时光。黄金时代的黄晔，除了写诗他还
能干什么？他还会制酒。写诗他从古诗入手，而后写
新诗。制酒他从黄酒入手，而后酿白酒。从与人合伙
海神黄酒开始，到如今自创的缘酒，如今的黄晔如日之
升：缘酒已成中国驰名商标，黄晔也成为“诗商”的代名
词。他与诗人说酒，与酒友谈诗。在他的缘酒博物馆，
他又与我们说收藏。在他的田头晒场，五谷杂粮杂陈，
我又闻到了多年不见的稻花香。

就诗论诗，可以肯定一点，黄晔先生是个勤奋的
人。八本诗集，仅让你抄一遍，你头皮都发麻。有和尚
刺血写经，谁会像黄晔这样呕心制诗？应当说，黄晔先
生诗艺上的最高成就，就是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十六
行诗，正如阶梯诗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标签，破折号是庞
培的标签，慈悲是杨键的标签，“天空下的河流”是沈天
鸿的标签，甭管形式抑或内容，必须在奔走呼号的诗人
群像中找到自己的标签，找到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我这样说吧，小胡子和十六行，就是黄晔的标签，就是
黄晔的创新与坚持。

十六行诗很难写，就像“七律”与“念奴娇”，诗词一
旦署上格律的标签，就像戴着镣铐跳舞，铿锵作响容
易，自由飞翔就难了。细细揣摩黄晔之诗，正是早年的
唐诗宋词的浸润，暗合“起承转合”的节奏，信手拈来，
老树生花。每首四段，每段四行，计十六行。第一段为

“起”，第二段为“承”，第三段为“转”，第四段为“合”。
比如意境、比如押韵、比如节奏、比如张力，旧瓶装新
酒，源远而缘近。虽为短笺，却意味深长。在古诗翻新
中，除了甘伟的现代诗绝句，能这样系统写作十六行诗
的，黄晔是唯一的。

诗无达诂。可是黄晔的诗却很好懂。我试图在这
一本诗集中，找出好诗若干向读者推荐，可是正如在打
谷场上要找出更加饱满的谷粒，那也是很难的。随便

掬起一抔水，那是黄晔歌咏过的陈瑶湖的湖水。陈瑶
湖在黄晔诗中不断呈现。黄晔是陈瑶湖的守望者，也
是“陈瑶湖”的创造者。陈瑶湖是黄晔的“母亲之湖”。

“施湾的一条河，就在陈瑶湖的门口；
枫沙河的一座桥，连续一杯酒的去处……"
——《施湾的一条河》
像这样不经意开篇，旋即峰回路转。

“仿佛昨日的暖阳，
照在别人的田野上，
仿佛收割的镰刀，
割在风口浪尖上”
——《仿佛就在身边》
像这样一唱三叹的句式，层层递进，回环往复，最

后猛然惊醒：
“仿佛是自己的兄长
撞在了枪口上!”
他写《陈瑶湖》，写《瓦全铺子饭店开张了》等，都是

他“梦中的村庄”，都是些“温暖的句子”。在“时间的河
流”里，一些人走了，一些花开了，他都能欣然入诗，或

“悲欣交集”，如“诗人陈超之死”，“李玉刚出家”。这有
点像李白的诗。比如汪伦，比如岑夫子、丹丘生，最多
算个土豪吧，却因为李白的诗而著名。黄晔也是这样，
一切有情皆可入诗。而在安庆枞阳陈瑶湖这个地方，
天上九头鸟在盘旋，地上的人民在劳动，黄晔则把酒临
风，他在歌唱。黄晔的诗真的是可以歌唱的，有会作曲
的朋友，且将其诗作歌词试试。如此铿锵明快的节奏，
清新隽永的面貌，在当今晦涩混乱的诗坛，应当是颜值
很高的。

枞阳这地方，过去为桐城派区域，所以老古董多，
老传统多，老文人多。黄晔尚古，爱收藏，藏之缘酒博
物馆。黄晔善书，除汉隶写得一波三折之外，还会写一
笔大字。那字是真的大，谓之榜书。一人高的宣纸上，
总不忘标榜一个“缘”字。各种“缘”字集锦，尽态极
妍。喝酒也是一饮而尽，再而三，三而醉。将“缘”字发
扬光大，将酒气发散于江湖，将十六行诗歌进行到底。
我这样祝福黄晔。

黄晔先生的十六行诗

合肥□李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