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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一首 明净
飘逸的元 曲 ，山 街则
是一首清新隽永的小
令。

街随 山 势走 ，水
伴山 街行 ，山 在街外 ，
水在街 中 ，“翠 湿 衣襟
山满楼 ，山 间溪水绕床
头”，如此的和 谐 、统
一，如此 的妙然天成 ，
加上秋之色 ，秋之律 ，
秋之情 调 ，为 山街注入
了风标娟秀 的神 韵 ，步
入街头 ，使你不觉融进
了诗画 的怀抱 ，不知是
街融化了 人 ，还是人融
化了街 。

山街何处？在秦之
商洛 山 中 。街 长 不及一
里，宽仅容 车 ；街道石
板铺面 ，水流其 上 ，淙
淙作 响 ，马行其上 ，蹄
声踏踏 ，如 同擂响了 一
面长长 的大鼓 。山 里人
喜种花草 ，将葫芦 、丝
瓜，也挂满一街两行 ，
绿荫青棚 ，累 累 垂垂 ，
不怕人偷么 ，不怕 ，家
家都这么种着 。

山街有一个娇好 的
名字 ，清油 河 。相传赵
匡胤的大将鲁 正恩 ，年
轻时 在 此 开 一 榨 油 作
坊。他力气大 ，用 的 油
榨重 千斤 ，动作起来 ，
轰轰然声若雷鸣 ，油槽

状若 巨碑 ，中 间有 一石
臼，迄今还完好地保存
在清 油河街头 。他榨出
的油 ，清清亮亮 ，质好
量足 ，信誉也 高 ，出 于
对这位油 匠的 怀念 ，当
地人便将此地名 叫 “清
油河”。如今河 东 十 里
路侧 ，还有 正恩坟 一 座 ，
每年秋末冬初 ，当 地油
匠纷 纷 前来凭 吊 ，祝告
榨出 的 油也象 清油 河 的
水一样 ，源远流长 。

山街动人之处 ，不
在其 优美 的传 说 ，而 在
于它独有 的秋韵 。火红
的柿 子 ，紫黑的 山 葡萄 ，
青褐色 的猕猴桃 ，青 中
带白 的野 百 合 ，至 于板
栗、核桃 、花生 、山楂 、
绿橘 ，更是堆 如小 山 ，
挤挤挨挨 ，引 得湖北 、
河南客 商 ，带着蛇皮袋 ，
开着小 四轮 ，蜂拥而 至 。
你吃过八 月 炸和秋黄瓜
么？八 月 炸 ，又叫荞麦
茭，象香蕉一角 ，内红
瓤鲜 ，味酸甜 ，小孩最
爱吃，“八 月 炸 ，九 月
开，十 月 成个蔫布袋”，

采摘 ，要掌握好时 月 。
秋黄瓜确 为 黄 色 ，粗 、
短、光滑 ，种 在玉米地
里，爬缠 在 玉米杆 上挂
蔓结 实 ，凉 调 、炒烩 ，
色亮味鲜 ，为 山 乡 此时
特有 的佳 肴 。

山街 的 情 思 在 何
处？占朴明 洁不足为 其
情，五 彩斑斓不足状其
态，它 的情思在 于一种
氛围 ，一 种感觉 。如果
你有兴致站立 街头 ，就
会看见一群群 山 民 ，从
山坳 里骑 自 行车来 ，由
水边渡过 来 ，脚上 的偏
耳子 草 鞋 不 见了 ，布绺
裹缠也不知扔到何处 ！
代之 以皮鞋 、胶底鞋 、
丝光袜 。卖生 漆 、药材 ，
已不再肩担背驮 ，小 四
轮突突满载着 ，驶放在
收购站院 内 。下 了 班的
纳纱绣花女 ，一扫昔 日
羞怯之态 ，簇拥 在计 划
生育宣传站周 围 ，嘁嘁
喳喳 ，询问优生 优 育 的
好处 。负薪沽酒 者有之 ，
学习 小麦播种技术 者有
之，为捞取信息逛街闲

游者有之 ，屈于 “父
母之命 ，媒妁之言 ”
前来相亲 者也有之 。
世态纷呈 ，价值观念
不一 ，可见又不可见 ，
在一条秋光明洁 的 山

街上交错混 合 ，互相撞
击。

山街是一幅 乡 土社
会变革 的 风俗画 ，这 里
既有 山 水的灵秀 ，也有
人生 的况味 。画边镶 嵌
的新盖楼房 ，熙熙攘攘
的一溜 商 业摊点……它
向人们 显示了 毋容置 疑
的事实 ，山 街在 变 ，在
向繁 荣 、富裕变。山 乡
哟，你 已不再是马致远
笔下 的 断 肠 人 悲 秋 环
境，你正 在 以 一 种 超越
形体 的 力 量 ，冲 决着 凝
固了 千 百 年 的 街 衢 格
局，静 中 有动 ，动有 有
奇，吹起 了 一 支从封 闭
到开放的变奏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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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 ，一 些基层
干部 开 会 ，最 头疼 一
些领 导 讲 长 话 。这 些
人讲起 话 来 ，海 阔 天

空，漫 无边 际 。有 的
常常 是 穿 靴戴 帽 ，言
之无物 ，空 话 多 ，实
话少 ，冗 长 无味 ，无

休无止 ，无 端耗 费 了
听众 宝 贵 的 时 光 。为

什么 会 形 成 这种 好 讲
长话 的 习 气 ？我 想 恐
怕是 由 于 我 们 一 些 领
导，不 能认真 对 待 自
己的 讲 话 所致 。据说 ，

美国 总 统 伍德洛 ·威
尔逊 ，讲话 简 短 有 力 ，甚 得 人 们 赞
扬。有 人 问 他 讲 一 次 话 要花 多 少 时
间。威 尔 逊 说：“这要 看 情 形 而 定 ，
比如 我讲 十 分 钟 ，那 要 准 备 一 个礼

拜；十 五 分 钟 要 三 天 ；半 小 时 的 话 ，
约需 两 天 ；假 若 一 小 时 那 么 现 在 即
可讲。”为 什 么 讲 话 时 间 越 长 ，准

备的 时 间 越 短 ，讲话 时 间 越 短 ，反

而准 备 的 时 间 越 长 ？

这就说 明 ，讲 长 话 容

易，讲短 话 难 。因 为
讲长 话 一 不 用 认真 准
备，二 不 受 时 间 限 制 ，
讲到 哪里 算 哪 里 。没 有 奥 斯 卡 金 像 奖
发奖 仪 式 上 的 那 种规 矩 ：凡该 奖 各 位
得主 ，致 答谢词 时 ，只 准 发 言 四 十 五
秒钟 ，一 有 超过 便 有 红 灯 警 告 ，同 时
乐队 奏 起 “请 君 下 台 ”的 乐 曲 。我 们
一些 爱 讲 长 话 的 领 导 ，自 然 是 没 有 这
种后 顾之忧 的 。

讲短 话 实 属 不 易 ，它 不 仅是 一 种
艺术 ，更 重 要 的 是 一 种 学 问 。它 需 要
认真 准 备 ，需 要 有 高 度 的 观 察 、分 析 、
提炼 和 概括 的 能 力 ，要 有 简 洁 的 思 维 ，

没有 简 洁 的 思 维就 不 可 能 有 简 洁 的 讲
话。我 们 一 些 好讲 长 而 空 的 话 的 领 导 ，
其要 害 是 懒 于 学 习 ，懒 于 动 脑 ，更 懒
于准 备 。学 会 讲 短 话 ，就必 须 学 习 马
列主 义 和 各 种 知识 ，丰 富 自 己 的 头 脑 ，
提高 自 己 的 思 维 能 力 、概括 能 力 ，这

不仅是 短 话 的 需 要 ，也 是 提 高 领 导 水

平的 需 要 。

“ 抬 脚 ”和 “报路歌 ”
岚枫

陕南 山 高坡陡 ，交通
很不方便 。住在 山 里面 的
人家 ，出 门就要爬坡 。道
路多为盘 山 小径 ，坑凹 不
平，曲折难行 。特别 陡 的

地方 ，象是飘挂在半空 里 ，看看都吓人 ；
走起来更是提心 吊 胆 ，若 要扛抬重物 ，
那就越发危险了 。

山里边有 专 门为别人搬运重物的
壮汉 ，过去被称之为 “抬脚”。他们
成天就在这样 的羊肠小 道上奔波 ，冒
着危险 ，扛抬重物 ，挣几个钱 ，养家
糊口 。有 的 “抬脚”不慎失足 ，摔下 山
崖，或伤残 ，或丧命 ，结 局往往都很凄
凉。

过去 ，在 山 里需要 两人 以上抬的大
物件不 多 ，主要是抬轿 ，抬嫁妆 ，抬丧 。
因为物件较大 ，挡住了 后面 人的视线 ，
加之 山 路 曲狭 ，地形多变 ，前 面 的 “抬
脚”就要不断 向 后面 的抬脚报告路形情
况，时间长 了就形成了 一种 固定 音 调和

专用俗语 ，山 里 人称之 为报路歌 。
报路歌属于劳动 号子 中 的 一种 。在

陕南 山 歌 中 占有 十分重 要的位置 。多 种
多样 的 劳动 ，产生 多种 多样的 号子 ，都
是劳动者情绪 的 直接体现 。它可 以统一
步调 ，统 一 意志 ，同 时 也能 鼓舞 热情 ，
调剂精 神 。报路歌和 车 站 码 头 上 的 “装

卸号 子”、“搬 运 号 子 ”类 似 ，但 音
韵没有 前 者 粗 犷 ，歌 词也较 前 者 诙 谐 ，
内容 与 劳 动 密 切 相 关 ，句 式很 短 ，虚
词衬 句 不 多 ，一 报 一 应 ，没 有 歌 头 歌
尾，多 为 吆 号 性 的 喊 句 ，节 奏 明 快 简
捷。比 如 甲 乙 两 人 抬物 ，甲 前 乙 后 ，
甲报 乙 应 ：

甲：阳 阳坡喂——乙 ：慢慢梭 。
甲：陡上坡喂——乙 ：凑起走哇 。

甲：莲花之字拐 ，乙 ：你去我不来 。
甲：摆左 手 ，乙 ：靠右手 ！
甲：大步墩子 ，乙 ：一 步 一个 ！
甲：外面虚空 ！乙 ：端踩 当 中 ！
甲：青棚挂 围 ，乙 ：扯烂 了不赔 ！
甲：路 上一 筒 柴 ，乙 ：一脚挝下岩 ！
这里面大部分号子 的 内容都与劳动有

关，前面喊 的是地势路形 ，后面应 的是
行走办法 。有些专用俗语 ，只是 “抬脚 ”
们明 白 ，“墩子 ”就 是 “梯坎”，“青
棚”是指藤蔓，“凑起走”就是 “推着
走”。也有些是开玩笑骂人的话 ，象 “路

上一筒 柴”，是说前面有 人挡路 ，后面要
他让开 ，便说“一 脚挝下岩。”挝是方言 ，
踢的意思 。

随着 山 区 地方公路建 设的发展 ，许 多
区乡 都通 了 公路 ，较大物件 ，多数都是靠
汽车 、拖拉机 、架子车拉运 ，靠 “抬脚 ”
扛抬 已 不 多 见 ，但 山 区修 田 造地搞工程建
设，经常要抬石头 ，这种 “报路歌”倒不
时有所耳闻 。

傲霜菊花夺春华
杜恒 庆

深秋季 节 ，群 芳 尽 落 ，唯 有 菊 花傲 然挺放 ，吐 芳
争艳 ，将 清秋 世界妆扮得分外妖娆 。

菊花 又 名 延 年 、更 生 、帝 女 花 等 ，是 源 于 我 国 的
名花 。远在 四 、五 千 年 前 ，它就野生 在 山 川 上 或 沼 池
边，《神农 本 草 经 》中 记述 了 菊 花 的 药 用 价值 。秦汉
时，更为注 重菊花的 医用 和 食用 ，特 制 的 菊酒 、菊 茶 、
菊花糕 、菊花汤 圆 、菊 花 肉 和 油 炸 菊叶 等 ，成为 一 时
名菜佳肴 。后 来 ，随 着 菊 花 的 普 遍 栽培 ，逐 渐 成为观
赏花卉 。

我国 古 籍 《礼 记 ·月 令 》中 有 “季秋之 月 ，鞠 有
黄华 ”之 句 。战 国 时代 的 大 诗 人屈 原 ，就 曾 写 下 过 关
于菊花 的 诗 句 。晋代 诗 人 陶 渊 明 更 是爱 菊成癖，“采
菊东 篱 下 ，悠 然 见 南 山 ”和 白 衣送 酒 的 故 事 ，一 向传
为美 谈 。唐 宋 两 朝 ，种菊赏花 ，蔚然成风，“菊社”、

“ 菊 展 ”成为 品菊 评 诗 盛会 。同 时 ，记载 菊 花栽培技
术的 专著 《菊 谱》、《百菊集谱》、《范 村 菊 谱 》等
相继 问 世 。元 、明 、清 以 来 ，又 有 《黄 花传》、《广
群芳 谱》、《艺菊 书》、《花镜 》等 书籍 出 版 ，列述
菊花近500种 。经过长期 的 自 然选择和人 工 杂交 育 种 ，
现在 ，我 国 的 菊花 已 达 到3000多 个 品 种 ，为 古 今 中 外
花卉 中之 奇观 。

人们爱菊 ，不仅 因 为它 高 洁 、韵逸 、彩 色缤纷 ，
更由 于 它 开 在深秋季节 ，傲霜挺 立 ，凌寒不凋 。因 此 ，
被诗 人 们誉为 “花 中 君 子”，用 它 来象征 坚 贞 不屈 的
意志和 坚定 顽强 的 斗 争 精神。“寒花开 已 尽 ，菊蕊独
盈枝”，“凌 霜 留 晚 节 ，殿 岁 夺 春华”，这 就 是菊花
最可 贵 的 地方 。

菊花又是 中 国 的侨 花 。世 界上 很 多 国 家 的 菊花 ，都
是从 我 国 传 去 的 ，大 概在 十 世 纪初 传 至 朝 鲜 、日 本 ；十
七、八 世纪传 到 荷 兰 、法 国 、英 国 ；大约 在 十 九 世纪 中 叶
传至美 洲 一带 。如 今 ，菊花 已遍 布全球 ，它侨居 在 世界各
地，是友 谊 的 象征 ，又 是 中 国 文 明 古 国 的象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