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 母 亲
陈华 冬

母亲 己故去十六 个
年头了 。

我虽然 已进入而立
之年，生活的 艰辛 ，岁
月的蹉跎，早 已将我 们
柔弱心肠磨炼得冷漠 和
坚硬了 ，但，母亲 的形
象仍然 时有 时无，若现
若隐 地出现在我 的脑海
里，尤其在一 天辛苦工
作之余 、托肘遥思 之时
更是如 此 。

我没有享受到 完全
的母爱，母亲是我在上
高中 一年级 时去世 的 ，
记得那天我 正在操场 和
同学们 无忧 无 虑 地 打
球，有 人来捎信要我 回
去，当 我 赶 回 家时，母
亲已是 弥 留 之 际，当
时，我只有哭的 份 儿 ，
越哭，母亲 形 象 越 亲
切，越哭，越觉得 自 己
以往 的不董事对不起母
亲……

在那瓜菜代的年月
里，母亲 从 人民公社那
大饭锅里每 天分 回十几
个比拇指大不 了多 少的
红薯，却要 满足四 双饥

饿的 眼光那该是多 么 困
难，当我们 狼吞虎咽的
时候，母亲正从锅里往
自己碗里盛那我 们闻见
就头晕的清水煮蚕豆叶
子！

在我去离家几十 里
路以 外的县 中 学 读 书
时，母亲总是每星期六
早早 站在村 口 等我 ，几
里路外，我就能远远看
见那高高 的槐树下母亲
用手 遮着夕 阳 的余光在
迎接 我 …

母亲 的 朴素和 整洁
当时 在 村里 是 出 了 名
的，一 身 半新半旧 的蓝
布衣服总是那么 熨贴 、
合身 ，头发一然 不 乱，
院子里经常是不 留 一根
杂草 、半 片枯叶。我在
小时 一听 人说 起母亲是
如何干净 ，心 里就 泛起
一波不大不小的骄傲 。
母亲不是知识妇女，仅
仅在解放初 的 扫 盲 班
里，学 会了 简 单的 日 常
生活用 字，但她以 自 己
善良的心性和一个劳动
妇女特有的美德形成了

自己的 家教规范，从我
们的 站立 姿势到为 人处
事都给我们 以 谆 谆 教
诲，教我们 做人，教我
们生活，但更多 的是给
我们 以保 护……

没有得 到 过 母 爱
的，对母爱怀有一种朦
胧的 期望和失落感 ，而
中途失去母爱的，则更
多是对母爱 的 强 烈 思
念和渴望 。我 怨上天，
给我一个残 缺 不 全 的
爱，我也 感谢上天，让
我对母爱留 下了 如此美
好的 回忆。（请作者告
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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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　边　风”辨
户　人

“ 枕 边 风”者 ，系 指 男 人 听 从 自 己老 婆 出 的
馊主 意 。

自古 迄 今，“枕 边 风”的 确 弄糟 了 不 少 事
情，产 生 了 严 重后 果：或 坏 了 家 人 关 系 ，或 伤 了
同志 邻 里，或 搞 乱 了 国 家 ；小 则 丢 面 子、丢 财
物，大 则 丢性 命 、丢 江
山。正 因 为 如此，大 凡

刚直 者 ，都 对 “枕 边
风”深 恶 痛 绝 。

然而，中 国 有 些 事
情往往容 易 办 得 扩 大
化。有 人 以 此 为 据，便 说 “老 婆 的 话听 不 得”，
甚至 进 而 推断 曰 “女 人 的 话 听 不 得”。则 大 谬 矣 ！

唐太 宗 乃 一 代 英 杰，“贞 观 之 治 ”垂 范 后
世。但 是，他 就常 常 听 自 己 老 婆 的 话，据 《资 治
通鉴 》载；长 孙 皇 后 “常 与 上 从容 商 略 古 事，因
而献 替 ，裨 益 弘 多。”贞 观 十 年 ，皇 后 病 重，在 与
唐太 宗 诀 别 时，又 最 后 一 次 大 大 地 吹 了 一 通 “枕
边风”：一 是 要 唐 太 宗 恢 复 房 玄 龄 左 仆 射 的 官
职；二 是 要 唐 太 宗 不 要重 用 她 的 本 宗 ；三 是 要 唐
太宗 不 要 为 她 的 坟 墓劳 费 天下 ；四 是 要 唐 太 宗 亲

君子、远 小 人、纳 忠 谏、屏 谗
慝、省 作 役、止 游 畋。皇 后 死
后，唐 太 宗 不 仅一一照 办 ，而
且极 为 悲 痛 地说：“朕 非 不 知
天命 而 为 无 益 之悲 ，但 入 宫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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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言，失一 良 佐 ，故 不
能忘 怀 耳！”

唐太 宗 的 话说得 很
明白 ，他 之所 以 不 阻止

老婆议 政，听 信 “枕 边 风”，是 他 深 知孙 皇 后 性
情仁 孝 恭 俭 ，好 读 书，具 有 良 好 的 个 人 素 质 。而
且长 期 的 实 践 证 明 ，她 不 出 馊 主 意，乃 一 “良
佐”。

男人 中 有 英 杰，也 有 庸 才 混 蛋 ；女 人 中 有 庸
才混 蛋，也有 英 杰 。不 要 因 为 是 自 己 的 老 婆，就
连馊 主 意 也听 ；也 不 要 因 为 是 自 己 的 老 婆，怕 别
人讥 之听 信 “枕 边 风”，明 知 说 得 对 的也故
意不 听 。这 里 用 得 着 一 句 格 言；不 要 以 人 废
言！

刊头设计 董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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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子酒和猜拳歌

岚枫

陕南 盛产 柿子酒 ，尤 以 旬 阳 县 为
最。“旬 阳 三大宝，柿子 酒 ，龙须草 ，
罐罐 提水吃到老”。

柿子 酒是用 青柿子酿制 烧 烤 而 成
的。度 数低，所 以男女老幼饮者多 。少
者三杯五盏，多 者 四斤 六 斤 ，春 节 期
间，闲 暇 无事，亲友相聚，饮起酒 来更
是没 完没了 。

不少地方的 妇女也是饮中 的强者 。
她们 往 往开始不上桌，待到人有 了 三分
醉意，便突然 中途上阵，先是敬酒，接
着便是对饮 ，若小看了 她们，往往便难
得下 台 。杯来盏 往，倘若不 愿 服输 告
饶，便会被灌得酩酊大醉 。

山民们 待客 极醇
厚，大 凡 有 客 人 到
家，菜虽 不丰富，酒
却是劝着 你 尽 量 多

喝。客 人醉 了，主 人高 兴，情
愿受许多麻烦来侍 候 你。所 以
劝酒的 方 法也就极多 。入席先
要喝三杯，谓之 “门杯”。下 菜 以 后 再 由 主 人
一一敬酒，先长而后幼，家庭成 员 凡 能 端 得 了
杯子的 ，几乎都要上来敬酒 。喝 了第一 杯，不
算，那 是 “门杯”，非要饮干 再斟第 二杯 ；喝 了
这一杯，还 不行，须得连饮二杯，谓 之 “酒 单不
行”。硬是敬得你 连连告饶 方肯罢 体 。

敬酒毕 了 就要吃罚 酒 。猜拳 行 令，输 者 喝
酒。常常是主 人先打 “通官”，即和在 坐 者 人 人见
到，每 人六拳或十二拳。

猜拳有拳歌，各种拳歌，均有 自 己固定 的套
路，格式和音 韵，悦耳动 听，诙谐有趣 。

有的拳还有歌头。歌头内 容一样，每 出拳一
次，都要 先说一遍。如 “姑娘 拳”，开 拳 都 要
说：“一个姑娘一 （呀 ）一十 七，再 （呀 ）过 四
年二 （呀 ）二十一，扬 州 花 鼓 吃 不隆咚打，兄

（ 呃 ）提壶 来弟又端杯。”有的歌头内 容虽 然一
样，但每喊一次，需要变化一次 数 字，变 化 错
了，即使后面 猜拳 数 目 相 符，也 算 输 了 。比 如

“ 螃蟹拳”的歌头：“一只 螃 蟹 八 （呀 ）八 只
脚，两个眼 窝 一 个 壳，两 个 大 夹 夹 （呀 ）夹

（ 呀 ）夹得紧，撕也撕不 离，扯 也扯不 脱 。”说
罢然后 出拳
对猜。第二
次再行拳，
歌头中 的数
字就 要 变
化：“两 只
螃蟹十六只
脚、四个眼
窝两个 壳”
往后 以 此类
推。这 样的
猜拳 歌，气
氛热烈，还
能锻炼 人的
敏捷，提 高
智力，故在
农村广为 流
传，经久 不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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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近 四十 年来，我 国 国 内 互寄
平信的 邮资 始终没有变动。这在世界
邮政史上是极少见的。那 么，这个 8
分邮资 是怎样来的 呢？

解放初期，我国各大区的 邮资 是
不统一的 。并且由 于物价不稳，邮资
也随之调 整。当 时华北地 区 平 信 邮
资，大体 上是半斤 小米的价钱。1949
年底为 旧 币 300元，东北地 区是 400
元，其它 地 区也是 300元 。

1949年12月 ，中 央财 委第九次会
议决定 调整邮 资：“平 信 每 重20公

分，以 小米 12两 为标准，于物价涨落百 分之二十
至百 分之二十五 时调整之”。1950年 1月 政务 院
会议决定：“中 财委核准邮资 ，国 内 平信 （本、
外埠一律 ）以 小米 12两 为标准 ，按物价涨落，随
时呈请 调整，至多不使落后25%。现华 东 地 区平
信每 件400元，其它地区300元，一 律先调为500
元。”

根据中财委的 决定，1950年 1月 10日 起 ，实
行国 内 平信每重20克邮 资500元。后 由 于 物 价变
动，同 年2月 调整为800元，3月 份增 为 1000元 ，
5月 又 降 为 800元 。

1955年3月 币 制 改革，按旧 币800元人 民 币 比
值折 合新 币 为 8分，一直实 行至今 。

秦陵探 胜
泥土 中 的科技光华 （下 ）

张文立

标准 化是 现代科学
技术重要原则之一。我
国古 人早就有荀子提 出
了“型范正”，秦代法
律还提 出了 “为 器同物
者，其 小 大 、短 长 、
广，亦 必等”，秦陵 的
出土文物 ，符合这个要
求。秦俑 坑中 的 砖，按
系列可以分 为 四 个 型
号，每一 型 号 的 长 、
宽、厚都一样。秦俑 坑
中出土 的铜弩 机的各个
部件可 以互换。这些都
是标准化中 要求的系列
性和互换性。这种高标
准的规格和标准 程度 ，

对全属加 工工 艺提 出 了
更高要 求，没有一定 的
简单机械 ，仅凭双手是
达不到 的。

秦俑坑中 兵 器 的 防
锈技术，一直被 人们 津
津乐 道 ，而且视为 民族
的又一骄傲。青铜剑 、
镞、矛 、镦 、殳 的 表
面，光洁锃亮 ，颜 色 深
灰。经过 各种 现代科学
方法 检 测 ，它 表面 有一
层含 铬 化物 的氧化层 ，
起着 良好 的防 锈作 用 。
这层 氧 化膜厚约 10—15
微米，含 铬 约 1%—
2 %。这是一项特殊 的
工艺。科学 工 作 者 认
为，这可能是 把剑 、镞
等放在 重铬酸钾 溶盐或
水溶液 中 浸 煮 过 的 结
果。这不是一种偶 然发
现，是有 目 的 的 制造。
因为 ，它不但秦 人使用
了，也流 传到了 汉。河
北满城汉墓 中 的 青 铜
镞，也是 经过铬盐氧化
处理后，表面有一 层 氧
化膜，同样防锈。使 人
们惊 奇的是 ，有意识用
铬盐氧化物保 护 金属 ，
方法得当 ，效果 良好 ，
工艺 简便。我 国在两 千
多年前 已经成 功地掌握
了这一 工艺 ，而在二十

世纪 三十年代西方 国 家
才有了 这项技术 的专利
权，而它又是 近代科学
技术参与下有一套较 复
杂的工艺过程和设备才
达到 的。

以上这些 ，是 从秦
陵出土文物中 反映 出 来
的我国古代技术方面 的
几个方面。它们 从不同
的角 度 展示 了 古代中 华
民族中 的英才 的 智 慧和
聪明。有 许多方面 ，对
现代 的技术，仍有借鉴
作用。我们 从这些技术
的应用 来看，有许多是
用于 帝王 的 消 费 方面。
垄断权力 的 人 ，也垄 断
了技术，把这些 发 明 占
有了 来为 自 己 享乐 ，甚
至加 以埋葬。人 民不是
自由 人，先进技术 也失
去了 它报 效 人 民 的 机
会，封建 国 家的思想禁
锢，“焚 书 坑 儒”，

“ 偶 语弃市”，使 人们
不能不从理论上对这些
技术进行科学总结。统
治者提倡 实用。鲁 班造
了能飞 的木鹊 ，墨 子 认
为，“子之为鹊也，不
如匠之 为 车 辖，须 臾
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

石之 重”。发 明 木 制飞
鸟，不如 做 木 车 的 实
用。统治者 从 实 用 出
发，使技术沿着 实用 发
展，不能进入高层次 的
发明 ，也不容易 进 入理
论的总结。这便是 人们
在参观秦俑 、铜车 马时
经常提 出的问 题：秦代
科技这样发展，为什么

以后 进 步 不 大？从 这
里，我 们找到了 答案 。
我们要 看到 祖先在科学
技术上 的 发 明 ，对 人类
的贡 献，也要 看到 由 于
社会 的原 因，对科学技
术的 制约 因 素，清醒地
继承 历史遗产，为 我 国
的现代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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