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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星期天夜光杯
制船邀请络绎不绝
每逢春节和其他喜庆节日，老

家的乡亲们就会用花船表演这一形
式来庆贺。
花船是以木头、竹子和各种花

布制成的，虽有船名，但无船的功
能；不能在水中航行，只能在陆地徘
徊。制作花船虽没有造船那么复杂，
却也不那么简单，不但要外观美，看
上去喜气洋洋，重量也要求越轻越
好，好让表演者轻松自如，不至过分
劳累。

我二叔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农，
却是个制作花船的能手，十里二十
里的乡邻没有不知道他的大名的。
二叔制作的花船造型各异，美如仙
花，每逢年节将至，前来请他制作花
船的人络绎不绝。只要时间允许，体
力能行，二叔总是有求必应。不管花
多少时间，费多少精力，他从不收人
家一分钱，连干粮都是自备。怀揣两
个馒头，几根萝卜干，再来一碗白开
水，这就是他实实在在的午餐。
在我的记忆里，二叔会制作花

船，但从未见他登过花船表演节目。
那时，登花船表演者多数是乡间男
子汉，穿红戴绿，男扮女装，像个大
姑娘。表演时手扶船舷，翩翩起舞，
一面唱着根据当前形势自编的小
调，真是热闹非凡。功夫不到家的人
表演节目，肯定是不会受到广大乡
邻们欢迎的。

哪家姑娘这么能干
这年春节，二叔来电，要我回去

过年。到车站来接我的是堂弟立中，
下了长途车，我们哥弟俩就步行向
村里走去。刚进村，就传来了阵阵锣
鼓声和悠扬的民乐声。我不禁抬起
头来循声望去，只见村头的打谷场
上围得人山人海。不用猜，一看就知
道这儿正在举行花船表演。立中看
我很惊奇，忙对我说：“哥，你在大城
市这么多年，没有看过我们农村这
些土节目吧？走，咱们看看去，今年
花船表演很不错。”

乡亲们看到我这远方来客，主
动为我让出一条路，让我站在他们
的前面，看得清楚些。花船表演还在
紧张有序地进行。随着锣鼓和民乐
声，船随浪逐，时儿把花船推向浪
尖，时儿又急速往下倾滑，一个一个
惊险的动作，让观众心都提了起来。
更让人喜爱的是花船里的那个“姑
娘”，打扮得俏丽动人，不但表演得
灵活生动，唱腔也特别好听，引起了
人们阵阵掌声和欢笑声。

“这是哪家的姑娘这么能干

呀？”我不禁问立中弟。立中弟扑哧
一笑，对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难
道你没看出来吗？那是俺爹。”
啊，二叔？怎么可能呢？算起来，

如今二叔该是 !"多岁的人呢！这么
一大把的年纪，哪能扮成如花似玉的
大姑娘？哪会有这么优美的舞姿和动
人的唱腔？我不信，一点儿也不信。
立中弟见我愣着，明白我心里

在想什么，他笑了笑，再次对我说：
“哥，真的是俺爹，不信，你再仔仔细
细地看看。”
我特地戴上眼镜，睁大双眼，对

着花船里的那个“姑娘”一看再看，
终于认了出来，确确实实是我二叔！
花船走到离我较近时，二叔还向我
会意一笑，又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
继续进行他的表演。

意外演红了新明星
回家的路上，立中弟与我肩并

肩地走着，一面向我讲述着二叔与
花船的故事来———
原来，前几年村里有名的花船

表演“明星”王二律病了，一直卧床
不起，动弹不得，再也不能进行花船
表演。眼看春节就要来临，村长急得
团团转，就来与二叔商量，看如何是
好。想不到二叔竟说：“就让我来试
试吧！”这是村长意想不到的事儿，

忙问：“您老行吗？”二叔自信地说：
“我看没问题。”

从那天始，二叔就全心全意地投
入到练习表演之中，只要一有空，他
就对着大镜子排练，一早就对着大山
练嗓子。每次排练，他都拉着二婶当
“参谋”，要二婶对他每个动作，每段
唱腔进行评判。时间短，任务重，经常
累得二叔筋疲力尽，大汗淋漓。但他
一想到乡亲们渴望他的表演，就浑身
来劲，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练
习，二叔终于学会了花船表演，此后
每次演出，都会得到广大乡亲们的
热烈欢迎。后来每年过节，村长都要
来请二叔表演，数年磨炼，加上不断
琢磨、研究，二叔的演技更进一步，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只要一听
说二叔表演，四面八方的乡邻们，都
会潮水般地涌来。
晚饭前，二叔回到了家里。我一

把拉住二叔粗糙的双手，激动地说：
“二叔，今天你的表演绝啦，我差一
点认不出您呢！”二叔大手一挥，谦
虚地说：“哪里，差远呢！”说着就吩
咐立中拿酒来，“快让我与你哥痛痛
快快喝两盅！”

外面传来了噼噼啪啪的鞭炮
声，二叔边喝酒边笑，我想此时二叔
的心里比蜜糖还甜！

! ! ! !走亲戚，是老家农村新年里一
幅沿袭千年的民俗风景画：暖暖的
艳阳下，阡陌纵横的乡间土路上，
一对夫妻正从前面走来，他们衣着
整齐，男的往往背上驮个小孩，女
的也许身前还走着个较大的孩子，
手里则拎着几个红纸和毛纸包扎
的礼包，多半是南货店的食品，酥
糖啦、云片糕啦、枣子柿饼啦……
他们的脸上喜气洋洋，刚与你擦肩
而过，前面又有相似的人在兴冲冲
地走来……

这些人赶路的目的相同———
走亲戚。
多少年后的新年里，民俗风景

画依然在艳阳下展现，但画面大大
地新颖生动起来：我和妻坐在姨外
甥春泉驾驶的轿车里，平整的乡村
公路上，不时有靓车、摩托车交会
而过，连轮子转动的声音，也奏响
着新年的欢乐。
哦，走亲戚的画中人的我，此

刻脑子也似滚滚的车轮，旋转出当
年走亲戚的情景来。

那是我们夫妻婚后第一次新

年里到姨娘家走亲戚。
姨娘年纪五十挂零，不幸两年

前死了姨夫，膝下一儿一女，表弟
#!岁了还没找对象。为了还姨夫患
病时借的债，全家人正过着紧巴巴
的日子。我们知道姨娘接下去还要
招待来走亲戚的客人，讲好吃饭一
定要“筷下留神”。哪知上了桌面，出
乎意料，满满八大碗，全是鱼呀肉呀
鸡呀蛋呀，丰盛得让人咋舌。咦，姨
娘刚才还在叹苦经，生产队扣除借
款她家无红可分，难道为招待我这
个姨外甥女婿，又借了债吗？

姨娘见我俩吃菜伸伸缩缩，
一把抢过我们的筷子，大块鱼大
块肉地搛了过来，拦也拦不住。我
俩吃了个不亦乐乎，可心中却捣
腾着个“谜”。
吃罢午饭，正和姨娘谈心，听得

隔壁的二婶婶在呜呜哭泣，声音还
挺伤心。姨娘说，今天她的大女儿一
家来走亲戚，刚才还听他们在嘻嘻
哈哈呢，怎么女儿女婿一走就哭鼻
子啦？我们也觉得奇怪：新年里受啥
委屈啦———这又是一个“谜”。

! ! ! !我们一批老知青去太仓璜泾镇
活动，礼物中各有一袋小包装的大
米。拎着这白花花的大米，不禁回想
起去铁路上海北郊站提取一麻袋大
米的经历。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时近

小年夜。单位提前放春节假，午后我
一到家，看见一张北郊站寄来的到
货通知。这是远在东北的朋友托运
来的 $%"斤新大米，须在两天内提
货，否则，一要移库，二要收保管费。
朋友早先来信说：怕我回到上

海生活后，吃不惯籼米饭，临近春节
了让我们全家尝个新鲜。那年代上
海市场上少见又香又糯的东北大
米。我决定立即去提出大米，拿回来
分点给亲友，也让大家分享一下。

北郊站离我家约 $"公里。那
时，住在浦东的居民到浦西去，唯有
坐轮渡过江。单位的车子都封存，租
车更没条件，无奈之下，我到公用电
话亭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弟弟，让
他请半天假，骑自行车到北郊站帮
我将大米拆包一分二，把大米“踏”
回来。
我从家里带了两只麻袋，骑着

自己的“老坦克”出发了。赶到北郊

站办完提货手续，却左等右等也不
见弟弟到来。联络不便，无法知道发
生什么变化。等到下午三点，仓库发
货员要下班了，我只好一个人将这
包 $""斤的大米慢慢拖到站台上。
夕阳已西下，不能再等了。我鼓

足力气将大米掀到自行车后座上。
幸亏是“老坦克”，车子自身较重，算
是扛住了大米的重量。我费力地推
着车子开始起步，稳住车把骑上去。
从北郊站（当时叫走马塘）出口

出来后即遇到上桥。坡度虽说不大
也不算长，可是对我这个第一次骑
如此沉重货物的人却是个考验。摇
摇摆摆骑上桥，虽是寒风凛冽的天
气，却一身是汗，好在没翻车。
夜幕降临，路上行人和车辆多

了起来。我小心翼翼地靠着路边向
秦皇岛路轮渡码头慢慢骑行，快到
五点半时，才算“踏”到了轮渡口岸。
此时，乘轮渡过江正是客运高峰，黄
浦江水位又是退潮期，轮渡口岸与
码头连接的浮桥呈大下坡形。我使
劲把着龙头，车子还是控制不住，直
冲下去闯到船内，连人带车及米包
翻倒在地。还好船不太拥挤，没伤及
他人，几位好心人帮我扶了起来。

到了浦东后，我又振作起精神，
将米包和自行车移离轮渡，撂在码
头上。浦东码头到岸上的浮桥是大
上坡形，桥面又是网眼状钢板，在那
桥面上移动米包，阻力很大，简直像
拖死猪一样。等了一阵，见到一位拉
泔水的，我们互相帮对方把车子和
货物推上岸去。

这时，我已精疲力尽，老天却开
始飘下雪花，而且越来越大，眼睛几
乎都睁不开。晚上七点钟时，总算到
家了。不一会儿，弟弟推着自行车也
回来了。原来，他在去北郊站的途中，
车子轮胎被碎玻璃扎破，一路推着车
子找补轮胎的地方。小年夜了，大家
都准备过年，上哪儿去找啊？等他到
北郊站时，我早已离开那里……

一个人“踏”回这包米，元气大
伤，整个春节期间都呆在家里休息
恢复。事后，我给朋友去信，除感谢
之外，恳请他今后再也不要托运任
何东西给我，因为去北郊站提一次
货物实在不容易！
如今，上海市民早已不吃籼米

了，上好的东北大米成了每家每户
很平常的东西。可是不要忘记农民
朋友，为了我们的每日三餐，他们起
早贪黑、冒着严寒酷暑，在广袤的土
地上辛勤地耕耘着。更应该要让我
们的后代知道粮食来之不易，“粒粒
皆辛苦”啊！

二叔与花船
! 张立俊

“踏”米 ! 肖俊锋

走亲戚
! 徐振琪

! ! ! !二婶婶越哭越揪心，姨娘和表
妹忍不住跑去她家。一会儿，她们
拖了二婶婶到自己家，只听她们
说：“你看，我家碗橱里菜多着呐，
谁骗你呀。”“不，我不能拿！我知
道这些菜，是冬生……”二婶婶看
了看我们，涨红脸逃回了自己家。
姨娘和表妹各拿了两碗满满的荤
菜，“咚、咚、咚”跑着送到了二婶
婶家去。
母女俩回来一说，我们心中的

两个谜都揭穿了。原来，姨娘款待
我们的这些丰盛菜肴，是表弟冬生
冒着刺骨寒冷，穿了橡皮衣，下河
摸了三天鱼换来的。如果说这个谜
底让我们深受感动的话，后一个谜
底却让人颇为感伤了。原来，和婆
婆相依为命的二婶婶，好不容易置
办了这些鱼肉，准备招待来走亲戚
的两家女婿。靠挣工分吃饭的乡下
人都知道，置办一桌新年饭是多么
的不容易，因此即使走的是最亲近
的娘家，桌面上都懂得要“筷下留
神”，下饭只搛垫底的青菜菇果之
类蔬菜。无论主人“请”字喊得多么
响亮，客人至多吃一块肉、一个蛋
……因为主人家添
添加加，这菜肴还要

留着招待后来的客人哩。可今天大
女婿一家，全不遵守这个“潜规
则”，三个人敞开肚子，单小外孙一
人，就吃了两块红烧肉、三只油豆
腐塞肉、四个酱茴蛋。一顿饭，一桌
菜肴吃掉十之八九。二婶婶心都抖
了，后天二女婿一家来再也没钱买
菜招待了……
姨娘的这四碗“仗义菜”，最后

救了二婶婶的急。
我们却待不下去了。姨娘碗

橱里的菜肴不多了，她拿什么来
招待后来走亲戚的客人呀！可姨
娘死活要留我们过夜，她说听你
们的，橱里的菜不动，晚饭换一下
口味。姨娘走进灶房，我们只听得
鸡叫，赶进去一看，一只生蛋的母
鸡已挨了刀在地下扑腾。姨娘捧
出个沉甸甸的草窝说：明天叫冬
生去卖了，又能换来鱼呀肉呀
……唉，是姨娘一家舍不得吃，积
攒下来的鸡蛋啊……
如今，坐在姨娘家新楼前的院

场上，沐浴冬日的煦阳，品呷着熏
青豆芝麻茶，我又和姨娘谈起这段
走亲戚的寒碜往事，九十高龄的姨
娘笑得前仰后合。托改革开放
的福，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表弟冬生父子种植苗木早
已致富，二婶婶被女婿家
接去享福了。全村高楼林
立，汽车星驰，走亲戚
的礼品换成了高档烟
酒、保健品。亲人们见
面诉谈的，亲情之
外，还有新一年发展
生产的展望……

我们正拉
呱得欢，表侄他
们早摆下了丰
盛的酒筵招
呼 大 家 入
席，嗬，全是
农 家 生 态
饲 养 的 猪
羊鸡鸭和绿
色环保蔬果
菜肴。在这
一年比一年
更新更美的
走亲戚民俗
风景画里，
我们共同举
杯，迎接未
来 层 楼 更
上的幸福！本版插图 叶雄

大鱼大肉背后的“谜”

四碗“仗义菜”救了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