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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 灶 （散 文 ）

黎郫

左邻右舍有 几户 已
经用 上了 液化灶 ，我心
里痒的什么 似的。头些
年住农 民房 子 ，孩 子又
小，他跑车 一 走 四 五
天，我们可 没少受 罪。下
班回 来 ，冰锅 凉灶的 ，
孩子 饿 得大 的哭小 的 叫
。 我把小 的 往胳膊窝下
一夹，一只手添 柴 ，扇
风。劈 柴 潮 ，光冒 烟不
起火 ，我 心 头火可直个
劲地往上窜 ，烟熏火燎
呛得 鼻 涕一把 泪一把 。
要不 是 为 了 孩 子 ，我真
就不 点这倒 霉 的炉 子 ，
非坐在地上痛痛快快哭
一场不可 。

他跑车有 时后 半夜
回来 ，我想爬起来给他
弄口 热汤 热水 的 ，炉 子
偏偏不 争气，等我把 饭
鼓捣熟，他 早 就呼噜呼
噜地睡成 了一滩泥。盯
着他那张蜡黄 的脸和眼
睛周 围 淡淡的 灰晕，想
想自 己忙 了 一场，挺委
屈的 ，鼻子发 酸，嗓子
发紧 ，泪 珠子叭嗒叭嗒
落了 下来 。

那时 候 ，我 总 盼
着，什么 时候做饭 ，炉
子能 赶 趟 ，大人孩子别
挨饿 ，也算我 的福分了

如今 俺家真 的有了
一套液化灶，我高兴地
颠儿 颠 儿 的。灶 一 装
好，我 就烧开水 ，一连

烧了 三壶，自 家暖瓶灌
不下，干脆倒 给了 别人
家。

第二天上班，我 见
谁都想告诉人家我们有
液化灶了 。几个相好 的
姐妹眼气得只 想合 伙儿
动手 捶我一顿 。

一下班火 上房 似地
往家蹽。点火 ，座锅 ，
洗米 ，米 没洗净锅就开
了。米倒锅 里 ，出 来择
菜，想想他们一进家 门
就能 吃 上可 口 的 饭菜 ，
心里喜滋滋 地 暗 自 笑
了。

呀！一股 焦饭味儿
直刺 鼻腔，我一 步跨进
厨房 ，我 的 天爷 ！饭全
糊到锅 里了 。灶台 上溢
出的米汤 结了 一层 薄薄
的痂，热气烘得它们 婉
如一只只 忽 闪着翅膀 的
蝴蝶，在 故 意嘲 笑我 的
无能 。

瞅瞅表，他们快到
家了 ，我 只好压住心 头
火，再重做一锅。锅刚
端起来，手指就 跟被蛇
咬了 狠命钻心地疼。锅

“ 啪 ”地扔了 老远。锅摔
成了 老太太的瘪嘴 巴 ，
饭洒了一地，正巧他的
两只大脚迈进了 门 。

“什么烂液化灶 ！
谁家要，让出 去！”

他一声不吭地帮我
收拾。我找了 口 锅 重新

做饭。总 阀 灶 阀 都 开
着，谁知一 根火柴燃到
头，也没点着火。他抓

着我 的 手关 住阀 ，仍飘
着我 的手不放：“你 看
你开的哪边阀，点 的哪
边灶？”

哎呀，真难 闻，液
化气跑 出来了 ，搞不 好
真要 出 危险 呢，我吓出
了一 身 冷汗 。

用了 十 几 年 蜂 窝
炉，慢惯了，乍一换液
化灶，又不懂，真是手
忙脚乱一 阵 子。唉，没
有液化灶盼得眼睛睁多
大，有了 又 嫌 侍 弄 不
了，嘿，这才是 ！

笔走龙蛇

“盗 亦 有 道 乎？”
若　白

近闻 一 抢劫 犯 在 供 其 作 案 动 机 时，废 了 这 么
一番 “高 论”：现在 是 金钱 社 会，有 钱 ，就可 以
吃得 看 ，穿 得 光 ，摆 阔 气 ，耍排场 ，谁 不 想 多 捞
几个？有 权者 ，以 权致富 ，有 人 请 吃，有 人 送
礼，有 人孝 敬 现代 化。他从 中 受 到 启 发 ：权可 以
使无 权 者 服 贴，“拳”不 是也可 以 使 弱 者 安服？
于是他 就抢。听 之愕 然 ，莫 非 “盗亦 有 道乎”？

这自 然 二 安 分 的 常
人百 姓 想 出 不 来 的 ，强
盗逻辑 ，十 分 荒 谬。其
一，我们 的 掌 权者 绝 非
都是 “以 权 致 富”！其
二，致 富 之正 路也 绝 不 是 抢 劫。然 后 ，冷 静 思
之，这 荒 谬之 中 却 也 向 人们 透 出 一 些 特 别 的 味
来，绝 非 简 单呵斥 一 顿 就算 完事 。

据说 ，清 乾 隆 帝 曾 下 令禁 人 看 《水浒 》，理
由是 ：愚 民 闹 事 ，不 守 纲 纪 ，滋 事 生 非 ，皆 因

“ 看 此 恶 书 所致”。于 此 看 来 ，这 位 颇 有 作 为 的
乾隆 大 人，实 在 也不 怎 么 聪 明 的 。难 道 就 没 有 想
到水 泊 梁 山 的 宋 江李逵们 ，不 正 是蔡 京 高 㑛们胡

作非 为 逼 出 来 的 ？一部 《水 浒 》便 能 亡 大 明 天
下，岂 不 谬哉？真 乃 冤 枉 了 书 生 施耐 庵也 ！

古有 “圣人 治 吏 不 治 民”之论 ，意 思 是 天下
难治 ，人们 往往 以 为 是 百姓 ，其 实 不 知 “难者 ，
官也！”历 览古今 ，社 稷之覆 ，多 因 于 吏 制 的 腐
败。政 以 贿 成 ，贪 官 污 吏 巧 取 豪 夺 ，无不 酿 成 人
亡政 息 的 惨 祸 。司 马 君 实 先 生 耗半 生 精 力 编 修

《 资 治 通 鉴 》，用 心 自
然十 分 明 白 。可 惜 北 宋
以降 ，八百 余 载之 间 ，
兴衰 更 替 不 迭，而 真正
鉴之者 几 人欤？“后 人

衷之 而 不 鉴之，亦 使 后 人 而 复 哀 后 人也！”
今人何 尝 不 哀 。反忍 反思 ，反思 而 后 ，千 丝 万

缕，可 惜 它 常 是 空 对 空 罢 了 。世风衰败。正 声 微 茫 ，
长此 以 往 ，党 何 以 堪 ！此 忡 忡 忧
心，早 己煎 熬 着 亿 万 赤 子 ，莫 非 又
有人视 而 不 见 ，听 而 不 闻 ？在 思 之
鉴之 问 题 上，我们 倒 应 从 那 位抢
劫犯 的 道 白 中 得 出 一 点 启 示 来 。

本版 编辑　杨 乾坤

刊头设计　董风 山

“厦　门　话”
寻觅 外星知 音 的 使者

由
“
旅
行
者
二”

宇
船
飞
船
携
带
的
那
张

可
保
持
十
亿
年
之
久
的
镀
金
唱
片
上，

还
汇
集
着

六
十
种
经
过
精
选
的
地
球
各
民
族
语
言
最
富
代
表

性
的
同
侯
语
；
其
中，

就
有
福
建
南
方
的
“
厦
门

话”

“

你
好
！
”

“
厦
门
话
”
是
闽
南
方
言
的
代
表，

操
“
厦

门
话”

的
闽
南
籍
华
侨
几
乎
遍
布
五
洲
四
海，

在

台
湾
则
属
第
一
方
言。

“
厦
门
话”

的
最
大
价
值

在
于
它
保
留
较
多
的
中
国
古
语，

堪
称
古
代
汉
语

的
“
活
化
石”
，

据
学
者
考；

在
兰
千
年
前
的
甲

骨
文
里，

“
你”

写
作
“
女
”，

而
当
今
的
“
厦

门
话”

仍
将
“
你”

读
作
“
女
”。

在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
丈
夫”

是
男
人
的
统
称，

并
非
指
今
日

夫
妻
中
的
男
子
，

然
而，

在
厦
门
人
眼
星，

仍
然

称
男
子
汉
为
“
丈
夫”

。一
千
多
年
前
的
长
篇
叙

事
诗
《
孔
雀
东
南
飞
》
中，

有
“
上
堂
拜
阿
母，

阿
母
怒
不
止
”，

“
奉
事
循
么
姥”

等
诗
句。

其

中
的
“
母”
、
“
姥”

（
与
）“
母”

同

音
）
指
母
辈，

母
亲
或
婆
婆，

与
当
今

的
“
厦
门
话
”
相
同
无
异
，
更
为
有
趣

的
是
一
九
七
二
年
出
土
的
湖
南
长
沙
马

王
堆
汉
墓
中，

有
一
大
批
二
千
一
百
多

年
前
的
珍
贵
文
物，

其
中
曾
遇
到
帛
书

上
一
个
费
解
的
“
勺
”
字。

若
让
厦
门

人
读
“
钓”

字，

再
读
“
赵”
，

正
好

同
音
；
可
见
“
钓”

字
声
旁
的
“
勺”
，

正
是

指
战
国
七
雄
之
一
的
赵
国。

更
值
一
说
的是

；
历
经
千
余
年
之
沧
桑，

河

南
当
地
的
中
原
古
音
几
乎
面
目
全
非，

发
生
了
急

剧
的
变
化
，

相
反，

由
于
关
山
叠
障，

以
“
厦
门

话
”
为
代
表
的
闽
南
话
却
得
到
相
对
稳
定，

完
好

地
保
留
着
不
少
汉
唐
古
语。

今
天，

科
学
家
把
“
厦
门
话”

选
为
人
类
寻

觅
外
星
知
音
的
语
言
使
者，

闽
南
人
不
能
不
引
以

自
豪。

美
国
康
奈
尔
大
学
行
星
研
究
室
主
任
卡
尔

甚
至
预
言；

仅
仅
在
银
河
系
中，

或
许
就
有
一
百

万
个
技
术
发
达
的
文
明
世
界，

这
反
映
了
人
类
寻

觅
外
星
知
音
的
自
信。

当
地
球
人
与
外
星
人
对
话

的
那
一
天
终
于
到
来
的
时
候。

说
不
定
见
面
的
第

一
句
问
候
语，

会
是
亲
切
的
“
厦
门
话”
—
—

“
你好！”

　仲
敏

钟馗 与 年 节
尤金山

习俗 。
那时 ，春节 前后 ，

文人墨 客 以 钟 馗 为 题
材，作诗做画也较为 盛
行。如 明 代画家 、文人
刘珏 （字廷美 ）为刑 部
主事时，一年除夕 觉官
舍无聊，便约师友刘原
博守 岁 ，并取出 《钟馗
画像 》求题 。原博诗 兴
大发 ，没有推辞，挥笔
题诗于 画上；“长空糊
云夜风起，不 忿成群跳
鬼狂。倒提 二 尺 黄 河
冰，血 洒 黄 花 舞 秋
霜……中 有 巨 妖诛 未
得，盍驾飚风驱霹雳 。
如何袖 手便忘机，回 首
东方又生 白。”诗风之
博大，语言之精美，深
得刘廷美赞赏，便于第
二天将钟 馗诗画 挂于 堂
屋中 间 墙上 。
　京 城 旧 俗，正 旦

（ 正月 初一 ）主人 皆外出

贺节，置 白 纸簿和笔砚
于桌上，客人来时只在
纸簿上留 下姓名 即可，
无须迎送。当 日 朝罢，
学士刘定之 、黄廷臣等
人到刘廷美家中 拜年 ，
看到屋 中 悬挂的钟 馗诗
画连声称好，各撕纸簿
一页，将诗录 去。朝士
相继来 贺，都 如 法 炮
制。晚上，刘廷美回 到
家中 ，寻找纸簿，看看
都有 什么人来过 ，以便
第二天回 拜。但见纸簿
被撕得精光，家人告知
其故，刘廷 美 放 声 而
笑，命家人 再取一本 。
第二天，前来拜
贺者又因 抄诗。
撕了 纸簿。事后
中书舍人金本清
同刘廷美开玩笑
说；“此钟 馗耗
纸鬼也。”京师
一时传 说趣话 。

黄　土　高　原　的……

徐　勇

黄土高原起初是赤
禊的 ，凄 凉 的，荒 芜
的。

黄土高原第一声硬
梆梆 的 呐喊，使整个高

原弥漫着 尘烟 。
黄土高原的爱，深

沉；情 ，痴憨。
黄土高原 的 青春 ，

年年播进黄 牛开出来的

钟馗是我 国古 代传
说中 的 故事人物。说是
唐明 皇一 天晚上梦 见一
个大鬼吃小鬼，著名 画
家吴道子据这一传说塑
造出钟馗形象。至此，
钟馗便成了 打 鬼英雄 ，
流传 至今。旧 俗 ，端 午
节各家多悬 挂钟馗 像 ，
到五代时才挂于 除夕 ，
意在 打 鬼 、驱 邪。明
时，除夕 夜 还有用 炭末
塑钟馗像 ，立在 门 旁的

犁沟，年年又从黄 色的
土中 收获。

黄土高原因高原人
而年轻，被高原人 簇拥
而成熟，和高原人耸立
而巍峨 。

高原人 的胸 怀却 因
黄土高原而无垠，因 为
高原广 袤而 宽阔 。高原
人拥有了 这片土地和肌
肤，于是就有了 伟大的
创造 。

呼噜和扯鼾终于成
为勤劳、勇 敢、坚贞 的
性格 。

黄土高原给高原人
无私 的奉献，高原人宣
誓为 了 高原的强悍 。
　黄土与人的 聚拢属

于高原。
人与黄土的组合属

于高原 。

去
年
已
是
立
春
早

今
年
又
见
春
节
迟

余
仁
杰

去年和 今年 的 “立春”都是
在2月 4日 。去年 的春节在 2月
1 7日，“立春”后 13天 ；今年 的
春节在 2月 6日，“立春 ”后两
天。最近两年都是 “立春”早而
春节迟，这是为 什么 ？

“立春”是 指视太阳 到达黄
经315度 那个时刻 （春 分 点 为 0
度，全年360度 ）。节气实 际上
是阳 历，所以 它在 阳历 中 的 日 期
基本上是固定 的，如“立春”总

在每年 2月 4日 或5日。两 个 “立春”节气之 间 的
长度，基本上等于一 回归年，即365.2422天。春
节是农历 年 的 岁 首——正月 初一。由于农历 的历
月根据 朔 望月 安 排，大月 30天，小月 29天。这样
农历 平年12个月 仅354天左右，比 阳 历 年 少11
天；农 历 闰年13个月 384天左右，又 比阳历年多
1 9天。从 去年 “立春”到今年 “立春”是366天
（ 去年2月 29天 ）；农历戊辰年是平年，355天 ，
比前者少11天。因 为 去年春节在 2月 17日 ，所以
今年春 节落在 2月 6日 ，但仍在“立春”之后 。

春节在 “立春”的前或后，是历法安 排的结
果。农事活动安排要根据节气或阳历。

小
幽
默

病
人
对
牙
科
医

生
说：

“
你
真
会
赚

钱，

只
用
三
钞
钟
就

赚
了
三
美
元。
”

医
生
回
答
说：

“
如
果
你
愿
意
的

话，

我
可
以
用
慢
动

作
给
你
拔。
”

“你爸爸 是个粗心 鬼 ” 吕化成

新
春
联

弘
扬
正
气
维
护
职
工
权
益

保
持
本
色
当
好
群
众
公
仆

（
张
新
林
）

此
地
是
职
工
家
须
抛
开
升
官
发

财
诸
般
邪
念

斯
人
为
群
众
友
当
养
成
清
正
廉

洁
一

片
忠
心

改
革
乘
长
风
兴
利
除
弊
建
工
会

千
载
基
业
难
得
此
遇

政
策
化
细
雨
润
物
滋
人
展
祖
国

万
里
宏
图
恰
逢
其
时（
吴
身
明）

系
社
会
政
治
团
体
时
时
胸
怀
全

局是
广
泛
群
众
组
织
处
处
心
向
职

工

　（
张
赢）

岁
岁
除
旧
今
亦
除
旧
除
旧
应
除

腐
败

年
年
迎
新
今
又
迎
新
迎
新
当
迎

廉
洁

　（
邓
传
波
）

坚
持
一
个
中
心
两
个
维
护
工
会

乃
国
家
政
权
支
柱

创
立
千
项
奇
迹
万
项
殊
勋
职
工

是
文
明
建
设
主
力
（
白
仲
谦
）

建
设
为
己
任
工
人
还
是
主
人
翁

维
护
作
宗
旨
工
会
不
失
工
人
家

（

张
天
祥
）

勘
政
廉
政，
群
威
群
胆
共
整
顿，

盼
大
地
复
阳，

安
邦
定
国
全
民

齐
颂
功
德；

参
政
议
政，

群
策

群
力
同
治
理，

望
人
心
重
振，

和
衷
共
济，

华
夏
常
驻
春
光。

（
张
鹏
）

维
护
权
益
情
系
劳
工
百
万

扶
正
祛
邪
暖
及
古
地
三
秦

（
孙
玉
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