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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中有万里汪洋，常因一些小事哭哭啼啼。她的脸上有万尺软

泥，常因柔软被我玩于掌间。她的耳朵常白里透红，常因红色带给我们快

乐。

她是一个开心果，并不是她很逗，而是她的“傻”成为了我们的快乐源

泉。一次上课时，某同学的东西掉了，因为够不到，她便嘲讽某同学说：“够

不到吧？看我的。”因东西据她很近，她明明很轻易地捡起来，却向那位同

学炫耀自己胳膊长。于是，我们“大度”地送她一个绰号——“长臂猿”。

她的眼睛很小，一笑起来便更小了，与她那眼睛大到瞪人方便的同桌

相比，真是小之又小。她的眼睛虽小却明亮，似是一池柔静清澈的湖水，随

时等待着泪点被引爆。

她的英语非常好，好的程度简直可以和外国人相提并论了。英语课

时，她简直吸引了全班同学的眼球，老师问了一个与某单词有关的短语，在

每个人都说的“弹尽粮绝”时，只有她还滔滔不绝，犹如一个大演说家，全班

同学都在下面“哇塞”，她还意犹未尽，直至最后，“演讲”完毕。最后，老师

也“默默地”问了一句：“XX，你还有吗？”此时，她也禁不住笑了，果不其然，

耳朵又红了。

她童真可爱，像一个三岁未满的孩子，傻得可爱，她只能接受别人说她

傻，250这样的词，若是说了超出这样词语的话，如“有病”等等，她便会嗔怪

着和你生气，不超二十分钟，傻傻的她便会递过一张纸条：我错了。每每这

时我都会觉得她很可爱。

她还有一个不良癖好——“爱吃小孩”。一天晚课下课，她捏着我的脸

说：“我要吃小孩。”当时觉得她说出这样的话，还真是稚里稚气的可爱。

最后为她赋诗一首：面对骗术无动于衷，却又很爱天马行空。嘿嘿一

笑耳朵通红，宛如一个“智障”儿童。有时又像个大懒虫，有时却又气贯长

虹。被她“欺负”得“心痛”，却又感叹时光匆匆。

我的“傻”同学
■经棚一中 刘题毓 指导教师 丁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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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月过半，前山及后山山脊的阴
坡积雪不再融化，于是，村子里东头西
头的杀猪声便此起彼伏，直至腊月学
生放了寒假、打工的男人们放了年假，
杀猪的嚎叫声好似戛然而止；白雪映
衬着蓝天，似水一样洁净；“嘭”一簇白
烟腾空而起，随后”啪”的一声，“二提
脚”炸响了新年的序曲……

杀猪是农村里又脏又累的家务
活，只要定好了杀猪的日期，男人们就
开始在外面架好八印大铁锅，劈好足
够用的木柴；女人们要榨好一大锅干
白菜，榨烂、洗净、切碎，然后攥成团子
放在仓房备用；杀猪的前一天要告诉
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
明天杀猪该帮忙的帮忙，该等着吃杀
猪菜的就等着吃，反正家里不必做饭
了，最后就要定好杀猪的屠夫，要选村
里手脚麻利、收拾利索的干净人。

吃罢早饭，屠夫指挥着年轻力壮
的小伙子们开始抓猪，小小子儿们拿
着木棍驱赶着“哼哼”叫的前来打抱不
平的猪伙伴儿们……

接猪血一般都是家庭主妇，把盆
子事先放好适量的荞面，用筷子不断
地搅拌，防止猪血结块儿……

在猪的其中一条后腿割一个小

口，屠夫从小口处往里吹气，另外一个
壮汉抡着木杠子用力捶，直到死猪四
脚朝天被吹的圆鼓鼓的为止，屠夫用
事先搓好的麻绳把吹气口扎结实，就
可以进行下道工序了。

两大铁锅开水足够秃噜猪用的
了。用水壶把开水均匀地浇在猪身
上，不要浇得时间过长，只要手能薅掉
猪毛就要立刻停止浇水，迅速用蕱谷
刀刮猪毛，浇水时间过长或凉了猪毛
是很难刮掉的，等到猪毛全部刮净，剩
下的绒毛就要用火山石或砖头搓掉，
然后洗干净，再浇上凉水冻上五、六分
钟，这个间隙屠夫和打下手的就可以
休息片刻抽一支烟了……于是，那个
年年杀猪就讲，每家每户都讲的关于
四爷的故事在人们的笑声中又重复开
来……四爷是地主成分，是旧社会靠
省吃俭用刚刚能解决温饱的破烂地
主，有一年腊月他自家侄子给他杀猪，
活计都干完了，他非常诚恳地对他侄
子说：“小子，你回家拿一碗小米，晌后
就在这吃吧！”……

抽支烟的功夫浇过水的猪身上已
经冻冰碴了，屠夫用磨的锋快儿的钐
刀从猪头到猪尾刮掉污物，这样反复
操作两三次，一只白白净净、胖胖乎乎

的大肥猪豁然映入人们的眼帘……
打下手的把猪抬到洗干净的木板

上，屠夫开始了下一道工序……
首先把猪头割下来，挂在猫狗够

不到的墙上，然后把猪勺子头碹下来，
这是屠夫独享的专利，再把猪血脖子
割下来，一同放进滚开的铁锅里；屠夫
换一把尖刀把猪开肠破肚…

下面的工作就有分工了，摘肠的
摘肠、剔肉的剔肉、兑血的兑血……兑
血是大家推选能兑出滋味儿的人，荞
面要放适量，放多了血肠太硬，放少了
又切不住，然后放上刚从猪肠上摘下
的满肚油，还有葱姜蒜等各种调料
……洗猪肠子也是大家一致认为洗的
干净的人选，俗话说：沾屎的不吃，盛
屎的恶逮。没办法，人们就爱这一口。

猪血肠灌完了，锅里的肉也煮烂
了，捞出来再接着煮血肠，煮上几分钟
血肠就开始膨胀了，这时就要用锥子
或牙签在血肠上不定位地扎眼儿放气
儿，不然就会煮崩了，煮血肠这会儿，

那个年年杀猪就讲，每家每户都讲的
那个关于四奶的笑话在女人们的笑声
中也传扬开来，四奶是四爷的老伴儿，
是个馋老婆儿，谁家都怕她吃饭时候
来，不让不合适，一让也不客气，“我不
吃，我就尝尝”，这一尝就尝饱了；有一
年她邻居家杀猪，吃饱喝足了，随手就
偷了一根猪血肠掖在棉裤腰里，等回
到家里，半边腰都烫起了大黄泡……

血肠煮上七分熟就可以把榨好的
白菜团子放进锅里了，咕嘟咕嘟满满
的一大锅……

小小子儿们追着、吵着抢夺着飘
在空中的吹圆了的猪尿泡……嘀嘀嘀
……汽车的喇叭声，城里的侄男哥女、
亲戚朋友也都回来了，地上一桌，炕上
一桌，温上醇香的老酒，盛上热气腾腾
的杀猪菜：一盘猪肉、一盘血肠、一盘
猪肝、一盆干白菜。

主妇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总算直
了直腰……

这一天啊，累并快乐着！

杀 猪 菜
■付蕴东

总有人带着鄙视的眼光称现在的
读书人为“文化人”。为什么鄙视呢？
大概有几种想法。其一，“百无一用是
书生”，读书无用。其二，“书不能当饭
吃”，读书不会挣来钱，也不会当多大
的官，在功利心作怪下，是以鄙视。其
三，读书人只会纸上谈兵，无济世用，
大体不读书只实践便可济世。诸如此
类，不一而足。而每当我看见这样人
的时候，只好避开其目高于顶的眼光，
无视其“巍巍然”。

文化的意义，不是几个人就可以
贬低的，我甚至连争辩的欲望都没
有。上及三代，有多少文盲都是我们
的祖辈。那个时候，他们多么的想读
书！可是读书的门槛高到还需要几代
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之强盛，也
并非是几个不读书而闷头实践的人的
功劳，能够不妨碍社会发展就是最大
的功绩了。那么何以那么多的人都不
喜读书呢？也无非有几种想法。其
一，功利心。一种人心在功利，余事皆
看不见。一种人用什么看什么，浅尝
辄止，然后用“学以致用”四字来堂而
皇之。其二，流俗心。眼睛只在手机
电脑上，在熙熙攘攘上，头脑空白，行
为简单。其三，辛苦心。没有长期读
书的打算，看几本书便想着能极大提
升自己，也只是妄谈。古人说，读《论
语》，读之前是这等人，读之后还是这
等人，《论语》未曾读。片断的、掠影的
读书对人的帮助甚微。

要读书就要理解什么是文化。文
者纹也，美好的意思。化者为融入，把
美好融入生命就是文化。文化还应该
怎么理解？文者，五色为文。古人以

“藻”和“采”来说明文，为什么叫文章
呢，章者，上面是音，是音乐；下面是

十，古人把文或音乐十篇为一“什”，叫
“篇什”，音乐一组、诗歌一组便是
“什”，歌所止为章。《诗经》中说，“追逐
其章，金玉其相”，意即琢磨良材，雕刻
花纹，将美好的纹雕琢其上，用“藻”和

“采”附着在文上，成为篇什所止后便
成为文章。“文藻”和“文采”我们看老
杜的诗《咏怀古迹五首》，“江山故宅空
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讲“采”不是
五颜六色、花里胡哨的意思，这里面包
含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在里面，是取雕
琢和修饰的含义引申到审美里。一篇
文章里，其“藻”与“采”好，便可取得感
染人的效果。“化”的含义比较多，其
一，造化，造化者，大自然也。大自然
好像就是一个本体，就是那个样子，它
不会对任何别人起什么作用，它本体
没有什么想法，只是我们身处大自然
久了，便会体会到它的“造化”。它不
但创造，它还“化”，化者，不是一朝一
夕便能发觉，而是点点滴滴，很难察
觉，忽然一旦发现，便觉沧海桑田。中
华民族讲文化，便是用“文藻”“文采”
来春风化雨式的“化”整个民族的知
识、性情、道德、发展诸方面，一步一步
地前进提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书
中的知识和智慧可以悄无声息地化入
你的生命，使你感觉到真正生命的大
喜悦、大美好。

同样，读书不但要理解什么是文
化，也要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
一”。怎么解释呢？一种解释，人就是
天的一部分，他们本来就是一体，不过

“人”要特别分出来，这是中华传统的
思想，“三才者，天地人”，“人”是与

“天”“地”并列足一的。如果以“人”为
本体，人类想和“天”分开，但是人类明
白人是离不开大自然的，也不可能离

大自然而存活。所以呢，便和天合一，
达到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还有一种
解释，“天”和“人”永远在那里无形地
交流、交感，彼此来“化”。《文心雕龙》
里，人是天地之心，天地本无心，但是
人有。心者，思考之官能也，代表思
考、智慧、性情、感受、表达等一切能
力，人代表天地来表达、表现“天”的各
种感受,思考、认识、理想的，实现“天人
互通”，这就使得“天”具备了灵性。所
以我们看古代神话，女娲创造了人类，
具有了灵性，但是女娲造人是按照人
的意愿来造的，尽管女娲有神的体格
和体性。中华文化自《易经》以降，学
问都在天人之间。为什么叫天人之学
呢，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读书还要辩析“情”与“理”。“情”
与“理”相伴相生，不可或缺。“理”不必
解释，无“理”者，不可为文，强为文就
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情”之一事，便
需深思。孔子对《诗》非常推崇，说“诗
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
里“情”很多，“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等，
诸如此类，拈之便有。孔子喜欢诗，而
诗言情，但他就不谈“情”，他说“诗言
志”。而一部红楼，鲁迅先生在《中国
小说史略》里便说，是“人情小说”。为
什么孔不谈而曹却大谈呢？孔子不是
不懂情，而是孔子讲仁爱，主要面向当
时社会伦理，一讲情他认为会有不利
的一面，他有意地避免，把人的情社会
化、伦理化，所以他讲仁讲孝，有君时
讲忠，朋友讲信，兄弟讲悌，来树立一
种道德标准，就是不谈情。孔子说“诗
言志”，不说“诗言情”，他那么喜欢

《诗》三百，删诗、订诗，何尝要把情抹

去呢？所以儒家讲情，避免多谈情，因
为情一旦一放纵，便会流弊丛生，危及
社会和道德秩序。孔子讲情，要“发乎
情止乎礼”，一旦没有这个约束，那么
西门庆之流也就不借助王婆而光明正
大登场了。道家说“太上忘情”，要忘
掉“情”而超越于“情”，这里面的“情”
和人类的悲欢离合的感情是不一样
的，不可混为一谈的。道家的情是归
到造化，返回大自然，实现真正的天人
合一的。释家的“情”则更加不同。佛
家以“情”为万恶之源，一切的痛苦都
因为“情”之所系，斩掉情则无怖，无悲
欢喜怒，无烦恼，这样就从根本解决了
人生苦的问题，达到渡世的目的。

读书的好处也罢，方法也罢，总归
是要读中求的。我们读书，首先要选
好书单，旨在学习、吸收、化入生命，而
不可以持挑毛病、乱批判、吹毛求疵。
现在一些人，书还未尝读一本，先生批
判之心，“某书好，某书不好”云云，实
为读书人所不齿。韩退之诗中说，“李
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堪叹群尔愚，
哪用故谤伤”。李杜文章我们只要欣
赏，我们也谤不了。老杜也说过这样
的事情，“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
哂未休。尔曹名与身俱灭，不废江河
万古流”。当年哂王杨卢骆的人，我们
现在看得见他们的文字吗？即使我们
想看，他们也没有流传到今天的生命
力，而王杨卢骆的文章仍然江河万古。
我的朋友问我，“你安静时做什么”？
我回答“读书写字”。他又问，“有什么
好处”？我觉不好回答，因此写这篇小
文共勉。

只为伴我同行——论读书
■郭丽明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话儿说的真够实在。河洛沟就在我的家

乡，虽没有九寨沟的名气大，但在旅游名旗克什克腾旗也是有一号的，那原

始的风貌朴实的犹如家乡烧锅里的纯粮酒，闻着闻着就醉了，醉的浓烈，醉

的痛快淋漓。我对河洛沟有着深深的感情，在我心中她就是我的九寨沟，

那里的奇石俊柏绝不逊于黄山，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河洛沟地处克什克腾旗芝瑞镇永兴村的西北部，属芝瑞镇旅游有限责

任公司的重要景区之一，目前尚处于半开发状态，植被保护良好，乔木高

耸，灌木丛生，物种丰富，溪水长流，是天然的氧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

春季勃发，生命盎然，夏秋鸟语花香，野果遍地，是动物的天堂。如果说黄

山有“五绝”，那么河洛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

纯真是河洛沟的本色。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原汁原味原生

态，没有半点人工的雕凿，深秋的五角枫红的似火，恣情奔放，那是大山里

毫无遮掩的爱情；山巅上，山脊处，都挺立着郁郁青青的崖柏，昂首向天，那

是大山深处男子汉的气魄和胸怀，更像警戒的哨兵，俯视着每一个进口和

出口，用责任和担当挺起脊梁。

险峻是河洛沟的性格。有的山突兀的好似刀削斧砍，韧脊锋芒毕露，

山峰起伏，酷似鳄鱼背部的鳞甲；有的山乖顺的犹如讨巧的老人，石质经过

风蚀、水蚀没有任何棱角，圆润温顺，有的岩面似神牛舔舐过一般，舌痕道

道，让人展开无限的想象。有些树木像从石缝里冒出一样，根部看不到有

土存在，但却依然茂盛，不得不惊叹其生命力的神奇。

梦幻是河洛沟的特色。进入河洛沟的纵深，衍生出两条沟，一条是北

沟，植被茂盛，獐狍野鹿常有出没；一条称庙沟，因沟里建有寺庙而得名。

庙沟向里，再生分支，寺庙在侧沟，只存有遗址，石头墙勾勒有秩，黄土墙土

色泛黄，虽经陈年，不见陈香，更为惊奇的是，河洛沟方圆10余里没有黄土，

在树木狼林的久远时期，不知道黄土是怎么运进去的，通向庙宇处，有一条

石铺小路，宽1米有余，据说是当年寺庙的和尚所铺。寺庙三面环山，地域

并不开阔，避风，清净，雅致，是清修的绝佳场所，庙后山上有清流流出，山

上有五大石锅，串联成型，满者自溢，依次传递，五个石锅都满，清流则顺流

直下，形成小的瀑布，这条山溪水就是僧侣们的生活用水水源。一面山岩

平展如墙，是僧人犯错的面壁崖。正沟向里，有一指山直插云天，很远处就

望得见，手指纤直细长，似是临凡仙女对天君的哀怨，五大石锅似是天女凄

婉的泪珠滴打而成，要不然正沟里又怎么有了无人能攀的天梯，险峻无比，

直达天庭，那或许就是天女的回天路。在河洛沟的群峰间，有两个神奇的

山洞，一个唤作金洞子，相传是高僧闭关修行的地方；一个唤作银洞子，是

高僧的高徒为师傅守关的地方。在后来的剿匪武装斗争中，相传百岔地区

的大土匪头子史增喜曾在这两个山洞徘徊，一洞藏宝，一洞藏身，他能在此

瞭望到所有进沟的出入口，而出入的人不能看到他。

河洛沟山高路险物种全，深秋季节，踏着窸窸窣窣的落叶，脚下有着初

春土地拱动的感觉，听着山泉潺潺之音，“石上苔藓绿，树下落叶黄”，深入

其中，你会感受到一步一世界，几步不同天，这感觉——刚好！

河洛沟小记
■于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