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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树果

这是一个妙合自然的去处，这是

一座养在深闺人初识的山庄。提起

山庄，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是苍幽的

大山，人烟稀疏的旷野。在我的印象

里，除了这些，也还有让我回味至深

的遇见，那是在辽宁建平县城南一隅

的鸿博轩山庄。

2021 年 10 月初，我应西乌旗外

甥之邀，俩人自驾去的鸿博轩一游。

一路行程300多公里，到达建平时，已

夜幕降临，灯火璀璨，外甥凭借之前

的记忆，直奔城廓外的鸿博轩，车子

在朦胧的夜色中旋来旋去，迷失了方

向，大约旋了半个时辰，才在主人手

机导航的导引下，驶进了山庄。车未

停稳，主人已热情迎上来，陪同我们

步入餐室，还没等落座，同桌的几位

客人微笑着过来与我们握手，寒暄中

得知他们来自首都北京，听说外甥我

俩是从内蒙古草原来的，顿时，陌生

的面孔熟络起来，如同久违不见的朋

友，酒桌上，我们谈天说地，故土风

俗，一直攀谈到夜深了才去休息。

下榻山庄的第二天一早，我沿着

庄园漫步，仔细打量周围的一切。山

庄坐南朝北，依山而建，紧挨着山脚，

中间形成个半圆弧，上面的山体近似

兀突，恰似一扇天然屏风，使山庄的

气韵多了几分厚重。放眼看去，高低

错落有致，松散相宜，一幅油画般的

写意山庄浑然天成。

山庄的门楼设计巧妙，由人工雕

琢的两棵榕树蓬起，树身健硕，左右

衔接，门楣悬挂的自然形物件上雕刻

着“鸿博轩”三个烫金大字，格外别致

醒目。踏入大门，彩砖铺就的地面左

侧，水槽形石座上镶嵌花岗岩石盘，

石盘正面彩绘着五星红旗、和平鸽和

托举钢枪的战士们，边围书写“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喻意锋从磨砺出，梅

花苦寒来。转过身来，眼前耸起彩钢

链接的拱形廊道，两边花木攀援，枝

吻叶合，装饰成斑斓的绿色长廊。

沿着长廊前行，好像穿过时空隧

道，来到了另一个空间。抬阶而上，

静然的田园映入眼帘，小桥荷塘，亭

台阁影，诸多叫不上名的绿植藤蔓和

花卉点缀其间。如果你慢慢浏览，还

会觅到百年的银杏树，难得一见的九

角枫，还有随性的枣树，闪烁着油亮

的叶片，垂挂枝桠的红枣摇曳生色，

炫人眼目。这些散发着田园气息的

色彩，冲击着我的视野，犹如刘姥姥

进大观园，一时不知道往哪里看，走

哪条路了。

正悠然踱步，篱笆墙上突然探出

一个毛茸茸的头来，我紧走几步，看

清里面是两只羊驼，长长脖胫，高挑

身子，浑身浅禢色的毛皮。我向前主

动打了个招呼：哈喽！它们并不理

睬，只是用深圆的黑眼球目不转睛地

看着我。再环视左右，仿佛走进目不

暇接，生灵活现的动物世界——美伦

美唤的孔雀、憨拙呆痴的大鸵鸟、赤

橙妖艳的火鸡、灵动乖巧的梅花鹿，

让你禁不住“哇哇”惊叹，啧啧称羡。

除此，庄园室内外散见诸多的乡土人

文景观：老榆木门、老榆木床、老榆木

茶几、老榆木座椅、花架，还有早年的

花岗岩石碾子、石磨盘、石臼……这

些近乎失传的老物件，在这里留存着

太多的乡愁和期冀，也足见主人耕读

传家、纯良处世的情怀。

鸿博轩山庄的美既有大自然的

眷顾，也凸显着管理者的睿智。那天

下午，我和山庄年轻的老总喝茶聊

天，聊乡土文化，聊当地美食。这个

刚到不惑之年的汉子，心气平和，说

话很有见地，聊着聊着，就说起了他

当初创业的那段艰辛。2015年，他投

资买下了建平城南的长脖梁山，随

后，山庄规划建设拉开惟幕，在建设

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阻力和困惑，

但他并没有灰心沮丧，他默默地告诉

自己，做事只要不泯良心，目标对路，

哪怕再苦再累，流汗流泪，也在所不

辞，无怨无悔。这期间，让他欣慰的

是建平政府鼓励开发乡村旅游，这为

鸿博轩山庄发展增添了后劲。那时

候，他似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不负初心，执着朝向既定目标前行

……

不知不觉间，我在山庄住了两

日。让我回味至深的不只是这里的

环境，还有熨帖人心的烟火气。这里

的厨艺没有所谓的名家大师，烹饪方

式却非常有地方特色。每道菜有每

道菜的味道，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做

法，不像大饭店流水席下来的千菜一

味。尤其所用的食材天然无污染，他

们用自己种植的蔬菜，自己饲养的家

禽，自己石磨的豆腐，还有木碳火烤

全羊、山花椒煮手把肉，原汁原味，味

道鲜美，留给游客舌尖上一生的回

味。

山庄夜晚的风情和韵致尤为迷

人。如果白天从远处看，只见浓郁的

绿植，看不清里面的房舍。夜间透过

枝叶闪烁的灯火，依稀窥到庄园的轮

廓，还有近处的山，身旁的树，都成了

剪影，透着一种温馨而朦胧。倘若篝

火有约，静谧便随之消弭。此刻，一

切变得自然、和谐、有序，不问你的年

龄、不论你的职业、不管你的性别，来

者都是客。大家围着篝火伴着音乐，

沉浸在欢声笑语，载歌载舞的氛围

中。

缀田园之馥郁，汲山野之空灵。

恬然于城郊一隅的鸿博轩，幽雅秀

美，娴静犹存。它萃取了大自然的菁

华和新鲜空气，又把人工美嵌入自然

中，如同天然大氧吧，让人情不自禁

地爱上这里。有时我想，什么时候真

的学会了放下，不再流于口号式的说

教，从城市生活的喧嚣和世俗的诱惑

中脱离出来，轻车简从来山庄小住几

日，沐着青岚，嗅着花香，披着早晚的

霞光，品茗赏景，读几页文字，感悟古

人“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意境，岂不乐

哉！

鸿博轩山庄，离繁华不远，离田

园很近。现在城里人逐渐知道了鸿

博轩，陆续地来寻这世外桃源。

鸿博轩山庄，好一个妙合自然的

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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哑巴四叔
大奶奶没给四叔取名字，大家都叫他

“小哑巴”。有一次登记户口，人家说小猫小

狗都有名字，人怎么能没名字呢？顺手给他

取了个名字——沈庆哑，按照家谱的庆字辈

起的名。

大爷爷大奶奶过世后，四叔就跟着大伯

一起生活，帮大伯家干活。每天天刚蒙蒙亮

就赶着牛出去，快到中午，远远的看着四叔

背着一大垛柴回来，腰弯成半张弓，柴在背

上摇摇晃晃，瘦小的身子藏在柴里，一步一

步挪回家。在村口遇见他，给他打招呼，他

费力的抬起头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到

我家来找我，比划着，嘴里发出噗噗的声音，

这是和我说话呢！让我给他找剪刀和纸，三

下五除二就给我剪了一对小狮子形状的窗

花，我伸出拇指，他咯咯地笑起来，比划着，

发出噗噗的声音，我懂了，这是让我把酒给

他找来，他笑着伸出拇指。

我放假在家的时候，他总是偷空去和我

说上那么一会，或者给我剪一个喜字，或着

剪一串娃娃，又或者几朵梅花，我也总是拿

杯酒给他喝。

后来，听说他喝醉了哭闹，大伯打了他

一顿。他再来我家，我到酒给他，他赶快摆

摆手，黯然神伤的样子。

四叔养的羊羔死了，我去看他，他抱着

羊羔正一边哭一边噗噗的说个不停。“一个

羊羔死就死呗，还嘟嘟囔囔说啥？也听不

懂。”村里人撇着嘴说。看着四叔那流泪的

样子，我觉得我听懂了。

如果，那时候我是个大人，我会告诉登

记户口的工作人员，四叔叫沈庆亚而不是沈

庆哑，他只是不想多说而已。

叔
叔是聋哑人，却有一手好木工活。做锅

盖、衣柜、猪盆等精细的木工都不在话下。

叔最擅长的是给人打棺材，叔没读过书，棺

材尺寸却掌握分毫不差，他的数据是一般人

看不懂的，他每次给人打完棺材都要躺进去

试试，遇见有上等木料的，从棺材出来的时

候，都要抚摸着棺口伸出大拇指一脸的羡

慕。叔给人打完棺材，往往还要给这人“杀

钉”，所谓杀钉，就是人死后棺材板盖上，在

四个角钉上钉子固定。东家会用红布包上

斧头交给他，他也会庄重的接过斧头，一斧

头下去，几寸的钉子牢牢定住棺材板，从不

用第二下。这时候，叔会带着骄傲的神情看

着东家的脸。东家会恭恭敬敬递上赏钱。

钱数不定，富裕的人家给的多些，贫寒的人

家给的少些，不论多少叔都是一脸的感谢。

叔有了这些钱就可以供两个女儿读书了。

叔有一年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木料

虽说不是上等的，却是叔小时候自己栽的树

长大后锯的木料。做好后叔躺了又躺，仿佛

那不是一口棺材，而是他盖的新房子。用油

漆刷了一遍又一遍，每油一次都开心的竖起

拇指。

有一年，村子有一个人得急病死了，天

气炎热的等不得打棺材，那家人来求叔，叔

心里一百个不同意，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那

口棺材给了那家，因为这事，叔还流了泪。

几日闷闷不乐，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后来，

那家人付钱了事。

2019年，叔突然脑出血去世了，他的女

儿没有请人给叔打棺材。叔化作一缕青烟

离开了这个让他留恋的世间。

二舅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

凳都是木头。”要说我二舅，可不是木头。前

些年去北京打工，看人家种大棚，自己回来

也学样！正值寒冬腊月，大火炕席子卷起

来，铺上黑土，种上蔬菜。左等右等等了一

个月也没见出苗。第一次实验算是失败

了。这不算事。夏天，又种一亩生菜，那年

雨水好，生菜丰收了，没考虑销路的事，好

么，全村人都吃他种的菜，愣是没吃完，好多

烂在地里。

有一年，二舅喜欢上了解放车，一个不

知道从哪里认识的朋友，给他弄来一辆，二

舅没那么多钱，就用几条牛和几十只羊交

换。“这么多牲口一个人也赶不走啊！”那人

说道，二舅拍着那人肩膀告诉他：“这不是有

车吗？你开车拉回去，再把车送回来不就行

了。”二舅目送那车扬尘而去，然后进入了漫

长的等待，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妈妈常常劝

他：“老老实实过日子不行吗？非得瞎折

腾。”二舅把眼一立，铿锵有力的回道：“人生

在世，就得有理想有抱负，不折腾几回，枉来

世上一回”。后来，二舅又开始种西瓜，种上

种子后还铺上塑料膜，那时候村子人觉得新

鲜，好多人还嘲笑他。他也不管那么多，一

头扎地里，鼓捣鼓捣这个，鼓捣鼓捣那个。

秋天到了，那西瓜长的那叫一个好。个大皮

薄，还特别甜。不用说，自然卖了个好价

钱。我那时候问二舅，西瓜为啥这么好啊？

他双眼闪出一种荣耀的光芒，说了两个让我

终生难忘的词——折腾。

我妈说我的性格随我二舅，我觉得也

是。我其实不会写闪小说，但我要试试。也

就是二舅说的——折腾。

红酒闪小说三题

老房子荡然无存后，母亲的那杆
老秤不知所踪，也许已埋进倒塌的土
墙里，但它在我的记忆中，却一直鲜
活地存在着。

母亲的老秤是杆秤，由木制的带
有秤星的秤杆、金属秤砣、麻绳提纽、
铁挂钩、铝秤盘组成，利用杠杆原理
来称物品的轻重。上世纪 70 年代
末，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村
经济也发展了起来，乡亲们开始把吃
不完的米面、攒下来的鸡鸭、鹅蛋背
到公社售卖。不过，私秤那时还不允
许出现。我们公社成立了“市场管理
委员会”，我父亲受命掌管全公社那
杆唯一的能称重 500 斤的大杆秤。
杆秤旁边还有一杆能称重50斤的小
秤。鸡、鸭、鹅用小秤称，猪、牛、羊就
得上大秤。货物被放在竹筐里过称
后，减去竹筐重量，才是实际重量。
因为是唯一的一杆秤，所以可信度
高，没有任何人对秤有不公允的质
疑，而实际上，我父亲也每次都把秤
砣左移右移好几遍，直到秤杆完全水
平才高声报出货物的重量。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公社的大
秤忙不过来了。供销社在政府的许
可下开始售卖小秤，慢慢地，家家户
户都有了私秤，再后来，屠宰场也放
开了，大秤私有化，成为宰猪杀牛的

“刀儿匠”们的标配。走村进户的“刀
儿匠”肩扛一杆大秤，一番讨价还价，
生意谈定。

我有一个远房大伯，上个世纪80
年代初期，他用背篓背了白砂糖沿村
叫卖，背篓里就插着一杆小秤，白砂
糖对我们小孩子的吸引力太大了，他
的背篓旁总围了一群孩子，大伯见我
衣兜里有鼓鼓的核桃，说可以用八颗
核桃换一汤匙白砂糖，我眼睛盯住那
粒粒晶莹剔透的砂糖，双手却把衣兜
按得紧紧的，大伯终是没有要我的核
桃，我却吃到了生平第一口白砂糖。

不久前，我的父母回老家吃寿宴，大
伯还提起当年的事儿，大伯对他们说

“小二娃”（我的绰号）真是鬼得很呀，
又想吃砂糖，又不想拿出核桃……”
物品等量交换、等价交换的刚性在大
伯对小侄儿的怜惜面前也柔软了，尽
管大伯家还等着他卖了砂糖往家里
买油盐酱醋。

回头说说母亲的那杆秤。上世
纪 80 年代末期，我家开始种了蔬菜
挑到集市去卖，生姜、土豆、四季豆、
莴笋、花菜、木耳、平菇……凡是能变
成钱的蔬菜，母亲都会种。菜贱伤
农，有一年，莲花白的价格低到两分
钱一斤，有个别菜农开始“耍秤杆
子”，还有的直接在秤上做手脚。我
的母亲从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她
在公社卖了二十多年的小菜，没有任
何人说少过半两。母亲从不在秤上
欺骗别人，但其中门道她门儿清，如
今她在城里各个菜市买菜，没人能抠
得了她的秤。当年，有比我家还穷的
人家里盖房子或栽秧打谷待匠人来
我家买菜时，母亲总是把秤称得望跷
跷的。现在，已经有了数字化的台
秤、磅秤等，只要秤本身没有问题，称
出的数字绝对精准，但准确的数字往
往冰冷，“望秤”仍是一种有温度的情
感交流。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对付个
别奸诈小贩，弹簧秤便出现了，弹簧
秤小到可以揣进裤兜，买完小件货物
掏出一挂，奸商原形毕露，脸皮薄的
从此收手，脸皮厚的依然故技重施，
终究声名不保，自砸招牌，生意慢慢
就淡了下去。

不由想起一首歌的歌词——“天
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
杆子挑江山咿而咿儿呦，你是定盘的
星。”歌词本是歌唱一位古代君王的，
其实，良心才是一杆秤恒久不变的定
盘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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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间有杆秤
■四川 宋扬

一个医生朋友给我讲

了她的同行讲述的真实

的故事。她的同行亲自

参与了治疗疫情期间的

阳性新冠肺炎患者，见证

了阳性新冠肺炎转阴的

全过程。那些心态平和、

乐观豁达的阳性新冠肺

炎患者经过心理疏导后

测试的身体指标较疏导

前要下降很多，经过治疗

后很快就由阳转阴了，且

气色、状态也都很好。反

观那些心情郁郁寡欢、悲

观失望，心眼小的人就难

转阴。有个特殊患者经

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就是

不转阴，医护人员和患者

本人都很着急，医护人员

也不断地进行临床实验、

多方进行考证，最后医生

们得出阳转阴的关键不

是药、不是免疫力……而

是人的情绪。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

是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在和情绪做斗争。喜怒哀乐

是情绪的表现形式。小时候就听说过“笑一笑，十

年少”“愁一愁，白了头”的至理名言。俗话说：“一

念天堂，一念地狱”，很多时候，你的心态决定了你

的人生走向。如果你只会抱怨命运的不公，遇事

不从自身找原因，那么悲观情绪就会让人失去看

待问题的态度，影响自己的决策。万事万物的根

源在于自己，当你转变心念，积极勇敢面对一切，

所有好运自会降临。结合自己的半生经历，每天

的分分秒秒都在和自己的情绪在对抗。心情真是

一种奇怪的东西，前一分钟还开心快乐、笑面如

花；下一分钟就可能悲观失望、愁容满面。情绪掌

控着人的心情，人的心情通过面部表情、气色来反

应。难怪人们说一个能掌控情绪的人就是了不起

的圣人。

2008年我换了新房，一并购置了车库。结果

等我去交款时，会计说车库调给了别人。当时，我

那个气呀，一股无名之火一下子就由内心升起，我

想找售房经理去理论，去吵一架，最终理智战胜了

冲动，我做了换位思考。当我平静下来，坦然去面

对时，却迎来了意外惊喜，售房经理给我调了一个

车库，就在我们楼下，而且在后来的交款中又给予

了我最大的优惠，这是我真实而切身的体会，就是

当开心快乐时，好运就会随之而来；当心情沮丧

时，不顺似乎排队来凑热闹。时间是最好的老师，

它印证了情绪是心情的阴晴表，它左右着人的大

脑和心性，它贯穿着人的一生。

好的情绪决定着好心情、好运气，反之则相

反。我想用生活的经验告诉自己和大家：让坏情

绪走开，这是我们一生不断进行的自我抗争。真

正的内心强大，是不让情绪左右自己，左右好心

情，这样就能快乐一生。

散
文

坏
情
绪
，请
走
开

■
鲍
敏
杰

倒退着走

经过故园和瘦雨

我们需要一根琴弦弹开马蹄

我们需要

在醍醐中，找出自己

寒蝉顺从绝壁

冰唤醒水

所有的说辞都开出焰火

遍地都是

红的、黄的、紫的、黑的、白的

掺在一起

多出来的黄昏

堆进人间的杂货铺

和乳名一起出售

缤纷的世界
■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