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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岳 西 麓 ，群 山 众壑间有 一 举 世 闻 名 的 矿 山——金堆城 。这地方
出钼亦 出 人 才 ，被 省文 联 命 名 为 “职 工 书 画城”。测 量 工 人 出 身 的 郑
万民便是这一群体 中 出 类拔 萃 的 佼 佼 者之一 。

郑万 民 生于1949年 。从小学到 高 中 都在 重点学校读 书 ，当 过兵 ，
人了 党 ，进过 部队机关 。复 员 后又 到铜川矿 务局 当 了 一名 采煤工 ，在
千尺 井下 ，接 受汗 水 的 洗礼 。所幸 的 是 ，因 为 一 笔 好字 及 人 品而促成
他成为 一名 干 部 ，令矿 工 羡 慕地坐进 了 办 公 室 。为此他付 出 的代价是
自愿放弃他人生 中 最宝贵 的 高 考机会 。后 来 ，为 了 不再受两地分居之
苦，他调进金堆城 ，又成为一名 长 居深 山 的 测量 工 人 。四 十 岁 时 以优
异成绩 拿到了 成人 自 学考试汉语语言文学专业 的 大专文凭 ，又 以 对专
业技术的 锲而不舍 和 出 色 的 工作 ，被破格 评 为 工程师 。可能是郑万民
与书 法 有 一种生来俱有的 “情结”，所 以 ，他一生 中 的每一个关节似
都与 书 法有不解之缘 。因 为 书 法 ，中 学时 刻过蜡板 ，办事一向 认真的
他，那 时 真 诚 地将 蜡 纸钢板 揣 在 怀 里 ，视 若 性 命 。骑 自 行车带 着 弟
妹，三 人栽进 沟 里 ，爬起来 先 看那玩艺是不是还在 ；也 因 为 书法 ，经
他手的 无数 测绘 图不 知 留 下 了 他 多 少精细 的 心迹 ；还是因 为 书法 ，使
他从井 下 采煤掌子面走到地面 上来。1979年 ，他参加 了 煤矿书展 ，从
此，一发而不可收 。到1986年 ，成为 省 书 法家协会会 员 。十 多 年来 ，
他的 作 品 屡 次 参 展 获 奖 。这 其 中 ，有 地 区 的 ，省 上 的 ，也 有 全 国
的。他 读 中 国 书 画 函 大 ，被 评 为 优 秀 学 员 ，作 品 被 总 校 展 出 并 收
藏；全 国 有 色 系 统 两 届 书 画 展 ，他 得 两 次 一 等 奖 ；他 在 北 京 展 出
作品 五 次 ，有 两 次 就在 艺 术 最 高 殿 堂——中 国 美 术馆 。此 外 ，在 全
国各 类 书 赛 中 也 有 出 色 表 现 ，还 参 加 了中华 书 法 研 究 会全国书法
巡回 展 和 日 本 国 秋 萩 会 书 道
展。登 在 《中 国 文 化 报》、

《 中 国 书 画 报》、《解 放 军
画报 》等 报 刊 书 籍 中 的 也 有
好几 十 幅 。他 的 作 品 多 次 作
为礼 品 被 赠 送 给 世 界 各 地 的

客人 。他 的 名 字 也 被 录 入 《中 国 当 代 书 画 家 大 辞
典》。

郑万 民 说 ，人是 一 个 多棱体 ，艺术也必将反映这
种人格的 多 元构成 。郑 万 民书 法楷 、行 、隶 皆擅 ，尤
以楷 书 为 精 。小 字 追 摹 晋 唐 ，取 法 王 羲 之 《乐 毅
论》、王献之 《洛 神十三行》，兼及锺繇 《宣 示 表 》
以及 文 征明 、赵孟頫 等 ，也许是制 图 工作长期磨练 出
的精 细 ，而使他对小楷书有一种超人的敏感 ，他所书
无论条幅 、册 页 ，都很精到 ，笔 法 清劲 ，点画 简静 ，
深得淳 古质朴之妙 ；他的 大字 以颜真卿 大气磅礴为 根
基，旁涉 诸 遂 良 的醇和温雅 ，形 神俱 备 ，出 手不凡 。
尤以 他 所 书 《泰 山 金 刚 经 》体 ，沉 著 朴 实 ，不 事 雕
琢，意趣横生 ，自 然而不失规范 。总之 ，他的书法 一
如他 的 为人 ，形质在规矩尺矱之 中 而笔底线条 却奔 放
腾跃 ，郁郁大千 。

郑万 民 是 一 个 耿 介 而 讷 言 、貌 冷 而 心 热 的 人。
因而十 几 年 间 常 因 书 法 而被 人 误 解 ，但 他 并 不 计 较 。工作 照
样地 干 ，书 法 照 样 地 练 。他 在 艺 术 上 是个 不 知 满 足 的 人 。时
下，搞 书 法 的 人 确 有 发 了 财 的 ，但他 并 不 眼 热 ，反 以 “忙 里
偷闲 ，苦 中 作 乐”自 得 。他 练 字 的 最终 目 的 是 寻 求 人 格 的 完
善，精 神 的 洒 脱 和 超 然 。因 此 ，他 的 字 很 少 有 时 下 那 种 市 侩
气、江 湖 气 ，而 独具 一 种 清 气 、凛 然正 气 。唐代 韩 愈 有 一 联
日：“笔 追 清 风 洗俗 耳 ，心 夺 造 化 回 阳 春。”相 信 ，正 值 盛
年的 郑 万 民 ，依 他 的 才 气和 坚韧 不 拔 ，他 和 他 的 书 法 前 景 是
不言 而喻 的 。

耀县咸汤 面
赵勃

咸汤 面 是耀 县特有 的传统小吃 ，经济实惠 ，食用
方便 ，人们喜作早餐 。

咸汤 面 ，咸辣 出 头 ，筋韧爽 口 。碗内生 姜黄 、葱
韭绿 、油 辣 红 、豆 腐 白 ，色 鲜 而 合 谐 ，食 后 余 香 盈
口，周 身微汗 ，使人食欲大振 ，顿觉轻爽 。清早食用
一碗 ，日 久能暖 胃 活血 ，有食疗之功效 。

耀县咸汤 面历史悠久 ，妇孺 皆 知 。民 国 以来 ，专
营咸 汤 面 的 有 10余 家 ，尤 以 西 街 郑 王 才 最佳 。郑 死
后，其 子 汉杰继续经营 ，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 ，历30
余年而不衰 。

现在耀县 国 营 、集体 、个体咸汤 面馆仅城关地区
就发展 到30多家 。西街饮食公司 的 面馆 ，经常顾客盈
门。

咸汤 面 的原料 是 ：上 等 面 粉 、小 香 、大香 、花椒 、上
元桂 、姜 片 、良 姜 、草 果 、丁 香 、蔻 仁 、蓖 卜 、虾 皮 、胡椒 、
豆腐 （或羊血），生 姜 、葱 、辣椒油 。

操作 方 法 是 ：先 一天晚 上 用 适 量碱水将面粉 反 复
揉合和 好 ，扯成或宽 或窄 的 面条 ，煮 熟捞 出 、冷透 、拌上 熟菜 油 ，
储存 盘 里 ；翌 日 清 晨将 下 面 的 汤 烧开 ，放人 食 盐 和 配 和 的 调 合
粉，加上 压碎 的 豆腐 块 ；出 售时将面 条 放碗 里 ，用 调好 的 煎 汤 透
几遍 ，将 面 透 热 ，浇 上 原 汤 ，再加生 姜 末 ，生 葱 （韭 ）花 及 油 泼辣
子，即称咸汤 面 。加上羊血 的称羊血咸汤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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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州 至厦 门 ，公路的一边为海 ，另 一
边则为 山 。福 建 山 区 的 水 土保持工作搞得很
好，山 是青 山 ，水是绿水 ，真是风景如画 。
但在这如画的美景 中 却时有一座座漂亮的坟
墓映入眼帘 ，那种坟墓如我们北方的 罗 圈 椅
形状 ，山 坡上修一个半 圆 的 平 台 ，平台 上筑
一坟包 。询问方知 ，修成这种 形状是让墓主
如坐在椅子上安睡 ，取舒适安乐之意 。那墓
绝非我们北方的 土堆 儿 ，而是用 水泥和石料
砌就 。让我想 ，除了 人为 的拆除 ，大 自 然是
奈何它 不得的 ，这种坟墓保存一万年怕是没
有问 题的 。至于修墓的费用 ，当 地的 朋友说
有几万 元的 ，有 十 几万元的 ，还有 几十 万 元
的，他 说 要 带 我 去 看 一 座 几 十 万 元 修 的 坟
墓，后来天 下雨没去成 。

令人惊 奇的 是 ，这种竖 上 了 墓碑 ，安好
了供桌 的坟墓却是空 的 ，它的待葬人是仍健
在的青年 人 ，甚 至是孩 童 。这样的坟墓福厦
公路沿 线 比比 皆是 ，漫 山 遍野 ，星 星 点点 ，
随处可见 ，不可不谓为闽南一大奇观 。

在泉 州 某 镇 ，见 到 一 葬 入 场 面 ，非 常
壮观 。送 葬 的 队 伍 前 头 已 到 墓 地 ，后 头 尚
未出 大 门 ，蜿 蜿 蜒 蜒 足 拉 了 有 六 七 里 地 ，
队伍 中 有 扮 的 戏 剧 人 物 ，吹 器 ，旗 帜 ，花
圈，幡 幛 ，还 有 军 乐 队 ，军 乐 队 穿 的 不 知
是哪 国 军 队 的 服 装 ，白 色 ，有 分 不 清 等 级
的肩 章 ，队 伍整 齐 ，指 挥 在 前 头领 队 ，手 举 带 穗 的 长 杖 ，又
摇又 舞 ，劲 头 儿 十 足 ，吹 奏 的 歌 曲 有 一首 叫 做 《在 希望 的 田
野上》。还 有 不 知 是 什 么 人 组 成 的 花 哩 呼 哨 的 队 伍 ，鞭 炮
声，爆 竹 声 ，震 天 价 响 。据 朋 友 介 绍 ，死 者 为 一 老 汉 ，其 子
为华 侨 ，在 东 南 亚 做 生 意 。此 次 葬埋 ，花 了 30余 万 ，送 葬 的

亲朋 有 3000多 人 ，主 人 送 每 人
一把 自 动 伞 ，光 伞 送 出 去 3000
多把 ！

又过 二 三 日 ，又 见 一 出 殡
的队 伍 过 街 ，虽 不 如 前 几 天 的
那次 ，但 在 北 方 亦 算 得 上 场 面
宏大 了 ，亦 有 仪 仗 队 ，军 乐
队，吹 器 ，着 戏 装 的 人 物 和 震
天响 的 鞭 炮 。朋 友 说 这 一 家 花
了六 万 多 元 ，我 不 禁 为 之 咋
舌。

闽南 的 朋 友 D君 说：“我
们这 里 的 人 喜 欢 做 生 意 ，做 生
意自 然 要 神 仙 和 祖 宗 保 佑 了 ，
要得 保 佑 ，就 得 虔 诚 ，舍 得 花
钱，你 想 谁 愿 意 和 小 气 鬼 做 生
意呢？连 人 都 不 愿 和 小 气 鬼 打
交道 ，神 仙 和 祖 宗 能 愿 意 保 佑
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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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0日 ，在 相
传是 杜 康 故 里 ，仓 颉
造字 的 地 方 ，地 处 黄
土高坡的 山 城 白 水 县
城，锣鼓喧天 ，彩旗飘
扬，一 群 鸽 子 与 五 彩
缤纷 的 气 球 飞 向 高
空，揭 开 了 为 时 10天
的，93国 际 白 水 苹 果
节的序幕 。

白水 县过去一直
是全 国 有 名 的 贫 困
县，近 些 年 来 ，他们大
力发 展 苹 果 栽 植 业 ，
全县 共 有 苹果栽植面
积23万 亩 ，人 均 1.1
亩，产量 已 达1.5亿公
斤，仅 此 一 项 即 可 收
入1亿 多 元 。吃 尽 贫
困之 苦 的 白 水 人 ，终
于有 了 出 头之 日 。

此次 苹 果 节 上 ，
不仅有1500多 名 来 自
省内 外 的 来 宾 ，而 且
还有 日 本 、美 国 、新西
兰、澳大 利亚 等 8个 国

家和地区 的 商人和客 人 ，与摆脱贫困 的 数万名 白 水群众 ，把白水
县城闹得热火朝 天 。

开幕式上 ，240辆摩托车组成的4个方队浩浩荡荡 ，这 是 由 四
个乡 的 农民组成的 ，摩托车全是125型 ，有铃木 、本 田 、川 崎等 2万
元左 右的进 口 车 ，也有 嘉陵 、三羊 、幸福 等 1万余元的 国 产车 。这
些踏惯 了铁锨的 泥腿子 ，登起摩托车来 ，同 样 是那 么 自 如 。

由于 县城道路太窄 ，广 场面积太小 ，没 见过大 世面 的 乡 下人
一个劲 儿往城里拥 ，维持秩序便成了难题 ，白 水 县 干 警全 部 出 动
也不够用 ，又在蒲城等 县借了数 百名 干 警 ，手拉手 ，组成人墙 ，挡
着这强大 的 洪流 ，保证开幕式正常进行 。

来自 富 士 山 下 的 日 本箕轮町农场的客 人这次来带 了 乔纳 金
和千 秋两个苹果样品和 白 水苹果作比较 ，他们没有带富 士 ，他们
说，陕 西 的 红 富 士 苹 果 从 外观
到质 量 ，已 经 超 过 了 原 产 地的
日本 。

在这次展 出 的 白 水苹果样
品中 ，有20多个超过2斤 ，其中最
大的一个达 到2.6斤 ，像个大 南
瓜似的 ，堪称为苹果之王了 。

像这样 的趣事还能 举出 许
多，这 是苹果的 节 日 ，更是 白 水
人的节 日 ，那高高飞去的鸽子和
冉冉升空的五彩气球 ，不正是 白
水人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吗 ？

（ 文 /李 军 、志 彬 、建 功 、
雪峰　摄 影 /袁 耀 儒 ）

体
育
婚
俗

世界 上 民 族 众
多，习 俗各异 ，体育
婚礼的 习 俗 更是丰富
多彩 。

摔跤婚礼 ：多哥
政府规定 ，全 国 凡年
满18岁 的青年 ，必须
连续 三 年参加体育 节
的摔跤比赛 ，不达此
条件者 ，不准结婚 。

钓鱼婚礼 ：日 本
濑户 内 海小豆岛上 的
渔村 ，凡是 已 经订婚
的青年 ，都要相约 到
海边钓鱼 ，如果能钓
到1—1.5公斤鱼后 ，
就可择吉 日 完婚 ，否
则就要推迟 日 期 。

举重 婚 礼 ：南斯
拉夫一些地区 ，新娘 只能跟举得起 自 己 的新
郎结婚 。新郎如果举得起 与新娘体重相 同 重
量的杠铃 ，就算 “考试”合格 ，便可顺利结
束仪式 。

冷水浴婚 礼 ：喀麦隆 的婚礼非常 奇特 ，
举行婚礼那天 ，新郎 的父亲 要拉住新娘乘势
将她抛到冷水游泳池里 ，据说新娘洗了 冷水

浴后 ，可 以把一切厄运冲掉 ，婚后就走好运 。
登山 婚 礼 ：俄 罗 斯 高 加索 境 内 盛 行 登 山 婚

礼。凡进行婚 礼时 ，新 郎 新娘 要 在证婚 人 陪 同
下，竞相攀登 高 山 ，登上 高峰 ，婚礼即 算完成 。

赛马婚礼 ：蒙 古盛行赛马 婚礼 。结婚那天 ，
新郎新娘戴着大红 花 ，骑着 高 头大马 ，在证婚人
和亲属陪 同 下进行赛马 比赛 。

——教 授 ，我 不 怕 吃 亏 吕化 民

鲁迅 的 原 配 夫 人

鲁迅 ，是 一 位 早 有 定 评 的
中国 现代革命 史 和思想文化史
上的 巨人 。恰恰是这位巨人 ，在
其生 前 生 后 ，始 终 与 一 个 自 称
“ 蜗 牛 ”的 人物有 关 。此 “蜗牛 ”
即为 鲁迅的原配 夫 人 朱安女士

然而 ，半个 多 世纪 以 来 ，几乎
在所有叙述 鲁迅 一生经历 的传
记（包 括 他 自 传 性 质 的 种 种 文
字）中 ，涉及到他与 朱安女士 关
系一节 ，除了无法 回避而语焉不
详地提到有婚姻事实外 ，再无其
他描述 。至于朱安一生的 凄苦

等等 ，更不在文学史家 与传记家
们的 视野 之 内 了 。众 多 鲁迅传
记家和研究家 ，或许是出于维护
鲁迅崇 高形象和弘扬鲁迅精神
的一片诚心 ，但也不能不说是思
想方式偏颇的表现 。

鲁迅 与 朱 安 成 亲 ，决 非 出
于他个 人的 意愿 。他们前后相
处七八年光景 ，始终分房而居 。
朱安 当 然 知道 ，鲁迅并不爱她 ，
自己 也配不上他 。但她有她的
思维方式 ，她有她近于无望的追
求。她对 人说过 ：“大 先生和我
不好 ，我想好好地服侍他 ，一切
顺着他 ，将来总会好的 。我好比
是一只蜗牛 ，从墙底一点 一点往
上爬 ，爬得虽慢 ，但总有 一天能
爬到墙顶上的。”

“ 蜗 牛 ”与 巨 人是无法 比拟
的，但既然特定 的环境 ，将两 者

阴差阳错地连在了一起 ，历史
家与传记家们 ，除了不能不去
正视与探究两 者产生联结 的
种种复杂原因 ，并引 出必要的
教训外 ，还不能因为是巨人之
旁的 “蜗 牛”，而 忽略 了 她 本
身的存在与特定的价值 。

从进 入 周 家 那 天 ，朱 就
开始了默默的奉献 。她在悲
苦、寂 寞 的 一生 中 ，对周家亦
可称得上有功之臣 。朱安并
不懂得 ，也不可能懂得鲁迅事
业的意义 、鲁迅之于中 国的价
值，但她从特定 的 角 度 ，对促
进鲁迅事业和保卫鲁迅的事
业，不 自 觉 地起 了 一 定 的 作
用。在 头 一 二 十 年 ，在 鲁 迅
南下后十年和逝世之后 ，如果
没有朱安的操持家务 、陪伴和
照料鲁老夫人 ，作为 长子和文

化战士的鲁迅 ，恐怕难以静心于
他的事业吧 ！如果不是由 于朱
安的尽忠尽孝 ，鲁老夫人也很难
安享晚年吧 ！

当然 ，在 头一二十 年 中 ，朱
安勤于服侍周家 ，在很大程度上
是想 使 鲁 迅 慢 慢 地 对 她 好 起
来。在鲁迅来说 ，朱安的存在 ，
确实也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
然而 ，世事就是那样的微妙而悖忤 。
正是从 自 身 的婚姻悲剧中 ，鲁迅才
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封建制度及
其意识形态的严重危害 ，从而更
加激起了他抗争的勇气 ，锐利了
他批判 的锋芒 ，由 此 ，熔炼与升
华成了诸多不朽的篇章 。

朱安 没 有 文 化 ，也 谈 不 上
机敏 ，但她忠厚本分 ，识大体 。
鲁母去逝后 ，她孤苦伶仃 ，生 活
拮据 ，在无路可走 中 ，曾有过变
卖北平鲁迅故居藏书的想法 ，经
许广平委托别人劝说 ，她还是尽
心尽 力 地保全了 鲁迅在北 平 的
所有遗物 。鲁母生前 ，周作人每
月供给少量零用 钱 。老太太积

攒起 来 ，去 世 时 把 钱 留 给 了 朱
安。朱安呜咽着回答 ，她不要这
钱，“因 为大先生生 前从来没有
要过 老 二 的 一 分 钱。”朱 安 晚
年，生 活异常清苦 ，鲁迅崇拜者
们曾 多次要为她捐款 ，但她听从
了许广平的劝告 ，一一谢绝了 。
这些方面 ，都显示出朱安在 自 觉
不自 觉地维护着 鲁迅的 声誉 。
尽管她最终也并不理解鲁迅的
伟大与价值 。

与巨 人 相 比 ，朱 安 确 是 一
个小人物 ，但她是一个具有独特
意义的小人物 。

他
是
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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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主
席

他
是
个
好
职
工
表
演
艺
术
家

最
近，西安
市总 工会
决定 ，授
予西安人
民搪瓷厂
工会 主
席，著名

陕西快 书演 员刘文龙 “职工表演艺术家 ”
称号 。这是西安市首次对职工业余文艺工
作者进行表彰命名 。

刘文 龙 自 1958年 参 加 工 作 以 来 ，一
直是 搪 瓷 厂 业 余 文 艺 骨 干。1963年 以
后，他 主 攻 陕 西 快 书 ，先 后 创 作 出 三 十
多个 优 秀 的 快 书 节 目 ，演 出 三 千 多 场

（ 次），在 三 秦 大 地 享 有 盛 誉 。三 次 代
表陕 西 参 加 全 国 职 工 文 艺 会 （调 ）演 ，
多次 在 省 、市 会 演 中 获 奖 ，出 版 有 盒 式
录音 带 《油 灯 碗——刘 文 龙 陕 西 快 书 ·
陕西 幽 默专 辑》。

在长 期 的 艺 术 实 践 中 ，刘 文 龙 形 成
了独 特 的 艺 术 风 格 ：热 烈 欢 快 风 趣 幽
默，质 朴 无 华 ，健 康 高 雅 ，深 受 艺 术 界

行家 的 赞赏 和 广 大 观众 的 喜 爱 。
三十 多 年 来 ，刘 文 龙 保 持 了 一 位 职 工 艺 术 家 的 良 好 品 格 ，他经

常深 入 工 厂 、矿 山 、部 队 、农村 、学 校 为 群众 演 出 ，不 辞 劳 苦 ，不讲
条件 ，不 计 报 酬 。更 为 难 得 的 是 ，他 三 十 年 如 一 日 ，坚 持 从 事 业 余
文艺 活 动 ，从 不 以 业 余 活 动 耽 误 本 职 工 作 。他 所 领 导 的 厂 工 会 曾 多
次受 到 上级 表 彰 ，他 本 人 也 多 次被全 国 总 工 会 、省 、市 工 会 、市 委 、
市政府授于 优 秀 思 想政 治 工 作 者 ，优 秀 工 会 主 席 等 光 荣 称 号 。

（ 周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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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山

悬空

专
郭金 洲

恒山 ，亦 名 大 恒 山 ，又 名 元 岳 ，常 山 。相传 四 千
年前舜帝巡狩四 方 ，至此见 山 势雄伟 ，遂封 为北岳 。
始成为我国 五岳之一 。

悬空 寺 建 在恒 山 下 金龙 口 西崖峭壁上 。据《恒
山志 》载 ，该寺 始建 于 北 魏 晚期 （约 公元六 世纪），寺
内有殿宇 楼 阁40间 。寺 背 西 面 东 ，院 内 南北各有危
楼对峙 ，既是碑亭 ，又是门楼 。寺 内 建筑物都是在陡
崖上凿洞穴插悬梁为基 ，悬空修建而成 ，因而得名“悬
空寺”。寺 内 有超三层檐歇山 顶殿阁 两座 ，南北 高 下
对峙 ，中 隔断崖 ，飞架栈道相通 ，其上又起重檐楼阁两
层。高低错落 ，参差有致 ，曲 曲折折 ，构思之奇妙饶有
诗情画意 ，正如栈道上石刻所云“公输天巧”。

悬空 寺 地势窄 险 ，背倚 翠屏 ，中 有峡谷 ，面 对恒
山，风景优美 ，别具一格 。登楼俯视 ，如临深 渊 ；谷底
仰视 ，悬 崖 若 虹 ，瀑 布 飞 溅 ；隔 谷 遥 望 ，如 壁 间 雏
风，风景之美使游人留 恋忘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