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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正儒

“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作为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北

萧关，亦称汉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因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历代王

朝极为重视对固原的经营，也因其地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

的交合地带，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所以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经·小雅·六月》里，那一声“薄伐 狁，至于大原”的远古吟

唱，使固原作为文化符号屹立在文学大河的上游，或隐或显地贯穿着

文学史的脉络。这是《诗经》的固原，班彪的固原，王维的固原，岑参的

固原，王昌龄的固原，林则徐的固原，谭嗣同的固原，毛泽东的固原，张

承志的固原，因为文学的表达，固原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诗画意蕴，

影响着这一地域的历史积淀。

穿越历史的雾霭，秦长城两侧，萧关古道旁，奔走的是犬戎、西羌、

义渠、乌氏、鲜卑、匈奴、党项、蒙古、回回的民众，不同的行装，不同的

语言，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

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

构筑了固原底蕴丰盈、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最直接传承

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对时代的触碰，人性的抚摸，

世相的洞察，心灵的关照，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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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佳渠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经典的、独一的存在方

式，证明着文学不死的深刻道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洞开，新时期文学吹响了沉睡大地的

第一声号角，偏居西部的固原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跃动，谱写着属于

自己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用文字记录着变革中的固

原，发展中的固原，奋进中的固原。

于是固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见证着文学固原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这

块土地上的文学群像。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丁文庆、屈文焜、慕岳、

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第一代文学工作者尝试栽种文学的

嫩芽，他们立足苦难的黄土地，踏上了艺术的漫漫征程。在他们的努力

下，《六盘山》文学杂志的创刊，为培养本土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

地。80年代中期，王漫西、虎西山、张嵩、张铎、戴凌云、杨梓、钟正平、

王治平、罗治平、周彦虎、陈鹏生、兰茂林、杨友桐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

业生加入了文学的合唱，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宁夏的报刊，形成了宁

夏文学独特的“黄土高原派”，作家群体现象初露端倪，文学的树苗扎

根固原的沃土。进入 90年代，石舒清、郭文斌、梦也、左侧统、火会亮、

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第三代文学工作者在储备了丰富

的文化积淀后，把宁夏文学天平的重心倾向固原，他们以集团军的方

式走出宁夏，冲刺全国，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一片蔚为壮观的

文学森林茁壮成长。90年代中后期，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

宇、泾河、唐晴、郭静等第四代青年文学工作者裹挟着前辈的气势，以

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为文学固原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

血液。新世纪以来，了一容，马金莲、竹青、雪舟、李敏、李兴民、倪万军、

许艺、马晓燕、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第五代新生力

量的出现，使得固原大地上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同谱

写文学固原的华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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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有他们的名字；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

奖、《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冰心散文奖、鲁藜诗歌奖、庄重文文

学奖、春天文学奖有他们的名字。

三十多年来，“西海固文学丛书”、《生命的重音》、“六盘山文化丛

书”“文学西海固”等丛书的出版，见证着文学固原曾经的辉煌。二百多

人的文学队伍，百部个人作品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多

方位出击，文学固原在当下文坛有了一定的声誉。一些人离开了固原，

但他们的文学表达依然是这块熟悉的土地。一些人坚守在固原，他们

擦洗着文学这张固原的靓丽名片。

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总书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

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

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

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

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

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

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

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

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

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

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

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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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

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

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

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

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

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为了总结近年来的文学成就，见证固原的文学历史，编辑出版一

套“文学固原丛书”，则是固原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铸就的全景式的心灵

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丰富文

化固原建设增添光彩。

丛书由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原州卷、西吉卷、隆

德卷、泾源卷、彭阳卷以及固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作家、诗人的个人作

品集构成，蔚为壮观。这次结集，是固原市委、市政府贯彻总书记讲话

的有力举措，也是我们奋力做大做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

推动固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文

学固原大书”必然是新世纪以来固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

固原文学特色、树立固原文化自信的辉煌成果。

文以载道。我相信，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固原

作家群，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呈现花开四野的灿烂画

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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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 匾

1993年腊月十八日，一个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在阴阳的历书上如是记载：黄道吉日，宜嫁宜娶。
杨根缠将儿子贤户的婚期定在了这一天。杨根缠很满意。满意之余就禁

不住一天天煎熬起来，要当老公公了，要过事了，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夜晚
到来以后，他盘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喝茶，一边不停地用右手压着数左手上
的手指头，数得很慢。有时候，一罐罐砖茶，往往被他喝得像树叶一样一片一
片舒展开来他还在喝。
杨根缠就这一个独苗，他决心把事过得红火些。
腊月初十，送大礼。也就是说要在这一天将原先剩下的礼银全部如数过

清。这多少使杨根缠揪心了一阵子。聘礼总数为三千六，除过以前零敲碎打
给过的和家里攒下的几百元，要一次性拿出来，还得卖个猪，卖个牛犊子，最
后把从包产到户到现在积下的一些豌豆仓底都腾出来粜了。
心痛了一阵子，又不心痛了。杨根缠有 3个女儿，如今都已嫁人另过。他

想着自己每嫁一次女儿都有人这样煎熬，自己反倒不煎熬了。老先人留下的
规矩嘛，谁都得打这条道道上过。
腊月十五日，夹红书。这也是老先人留下的个规矩。所谓红书，其实是阴

阳把一张什么帖儿糊在红纸里面封成一个纸封，让送到新媳妇家让新媳妇
缝在枕头里面，不能拆看，两口子枕，枕……一直枕到磨成碎纸屑屑为止。
红书是天机，天机不可泄漏。
临行前他给儿子一遍一遍安顿：“不能看，手咬死人也不能看。人家阴阳

咋么安顿你咋么来，你不要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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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贤户已梗着脖颈走到大门外面去了。
看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杨根缠禁不住就轻叹一声。他今年已满 58

岁，黄土拥到脖项上的人，咋说也没个奔头了，这后半辈子的光阴，这后半辈
子的精神，就靠这高高大大的儿子去给他支撑了。
叹息了一会儿，又返身走回来。这时候他到南墙边上的厨房里巡视了一

回。对于厨房里的烹饪，他颇感满意，馒头蒸好了，萝卜丝丝子煮好了，再等
两天，他就让贤户牵着毛驴把后山他姑请来。后山他姑麻利，能干，席面上的
事情没有个挑的。
厨房里笼罩着一团白气，鼓风机吼得呜呜的。三个早八天就来帮忙的女

儿和自己的女人聚在锅台前，正在七嘴八舌地讨论，碟碟子咋么摆，丸子咋
么咋么蒸，而木质的锅盖便不停地被沸水掀得突突突地响。

杨根缠觉得心里很暖和。这时候，他本来想到上房里捣两罐罐，可转念
一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事情还多着哩，还品个啥。他又急失慌忙寻来一把
笤帚，躬倒身子，把上房和新房屋里的地细心地打扫了一遍。

忙罢这些，他舒了一口气。站在台阶上审视了一下院子里的安排，样样
称心。窗子上的窗花已贴好了，新房里挂满了拉花，对联还没贴，双喜还没有
贴，可屋里屋外已有喜庆的气氛。他禁不住捋着胡子笑了。晚上，或者明儿个
早上，他就叫贤户邀上几个小伙子，把村里那个大喇叭背来架在房背上，唱
秦腔，唱歌子……杨根缠不由得哼了一句年轻时唱过的酸曲浪调儿。

临近过事的前一天，杨根缠把帮忙的亲房邻居们请了来。亲房一共 14
个，有老有小。老的们蹲在炕上，小的们围个圆圈坐在地下的板凳上。这是过
事的规矩。过事之前，不管谁家，先把亲房邻居好好待承一下是理所当然的。
有句话说：过事就是过亲房哩。亲房们给你帮衬，天大的事儿就顶着过了，亲
房们不出力，能把你难辛死。杨根缠给来的亲房们不管娃娃大碎每人都是一
盒带把金驼烟。

坐了一席，喝了几罐罐茶，随后亲房们就开始商量安排各人的干事：总
管的，助香的，执席的，端盘子的，炖茶热酒的，侍候上姑舅、娘家人的……大
家讨论得很热烈，也很周到，甚至连侍候新郎新娘喝交杯酒的都分配好了。

杨根缠担在炕沿上，笑眯眯的，有时插上一嘴，有时散一圈烟，偶尔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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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年纪老迈，躬下身子给地上的晚辈递烟点火。
事儿商量罢，已是午夜 l2点。
送走了亲房们之后，杨根缠这才觉得腰酸腿痛。他爬上炕，伸了伸腿，刚

想舒坦一下，没想屋门里走进一个人来。来人一进门就大话连天：“提酒，提
酒，今晚上我不放翻他老根缠才怪哩。”
杨根缠慌忙溜下炕，一看，原来是村长谢撇子。谢撇子披一件老羊皮袄，

油渍渍的，一进门就哧啦抹一把沾在胡楂上的冰晶，踢掉鞋，猫着腰连跪带
爬直往炕上钻。
谢撇子两腿虚蹲着不住地叫：“老根缠，老根缠……”一副激动热烈的样子。
这时杨根缠反倒清醒了。他拿出烟，上茶，让谢撇子抽着喝着，自己心里

才转开了磨磨。
确实说，谢撇子算得个老实本分的农人。他因为在庄稼行上样样精，就

显得在村里人眼中有分量。人话大，但老实，这样的人便极有可能在村里取
得一官半职。1985年，乡上让他当村长。乡上让他当村长的理由很幽默，说他
嗓门大，能喊叫。谢撇子竟也乐滋滋地干上了。

其实这时候当村长已没多大油水可捞。包产到户以后剩下的那点油水
早让人捞光了。谢撇子一上任，摊在身上的便是一大堆差役。把人拴死了不
说，连副业也搞不成，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本来他在村里地位能算个一
般，喊叫来喊叫去，得罪了不少人。村里人就不怎么喜欢他。村里人总警觉着
他。只要他一走进谁家，谁家保准有事。所以杨根缠就不得不在心里转开了
磨磨。
杨根缠给谢撇子倒了一杯茶，谢撇子放在炕桌上。
谢撇子喝了一口茶，嘻嘻哈哈地笑：“老根缠，咋么个？当老公公呀心里

觉着咋么个？”
说了些不咸不淡的玩笑话。然后，又问过事的东西准备得咋样，人手上

有没有麻达，接着就讪讪地滋溜滋溜地一罐一罐喝砖茶。
喝了半天，杨根缠便叫女人给谢撇子炒一碗肉。不管怎么说，村长总还

是村长嘛。
吃罢肉，谢撇子打一个饱嗝说：“他婶婶的这个手艺呀，他婶婶的这个手

艺呀……”夸赞得杨根缠的女人站在地上抿着嘴只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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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一碗肉，谢撇子的情绪骤然变得好起来。他点上一根烟，用个火柴
梗在牙缝里掏了半天，然后朝地上“呸”地一唾，说：“老根缠，实话实说哩，咱
庄里就数你的个人还能成。人么，还要咋？”
杨根缠觉得很熨帖，人听了好话没法不熨帖。
停顿一下，谢撇子吸溜了一口茶，把一片嘴里的茶叶吐到碗里之后极神

秘地说：“老根缠，你估一估，我今儿个夜里寻你啥事。啊，你估一估。”
杨根缠看一眼谢撇子，又看一眼茶炉，笑眯眯地说：“估啥哩，我估不来。
谢撇子就在炕上耸一耸肩，脸上放出欢快的红光，“老根缠，大喜呀。前

儿个我跟村里干部们研究了一下，决定给你这次挂个匾。”说着，呼噜一笑，
一口浓痰便很响地由他的嘴射到地上。

杨根缠感到很意外，不觉皱起了眉头，“咱既不是烈士军属，又不是五好
家庭，平白无故挂的个啥匾嘛。”
“挂个啥匾？挂个匾么挂个啥匾。”谢撇子的脸上出现了正义的愤怒，“你

想想，你贤户头一个在咱村考上了师专，现如今又在乡上当老师，这不是你
杨根缠一个人的事，这是咱村上几百口人的光荣。老根缠，你知道么，这考大
学放在过去就是中举，最不行也是个秀才。秀才咋办？砌脊瓦兽，上房翻修，
咱也不图个啥，咱这一做也就是鼓励村上的娃娃好好念书哩嘛。”
谢撇子还说了许多许多，说得杨根缠脸上渐渐地有了笑意。
杨根缠倒上一罐茶，又捏了茶叶盒里的一撮黑糖放进去说：“他爸，这

怕———不合适吧。”
“有啥不合适的，啊？”谢撇子摇着茶糖水，喝了一口，“嘻，你这个人。”
接着谢撇子声明，不但村里干部来，乡上干部也要来哩。
慌得杨根缠赶忙仄起身，连连摆手说：“别，别……”
这时谢撇子已嘻嘻笑着溜下了炕沿。
谢撇子走到门口，边用指头勾鞋边说：“老根缠，实话说，据我所知乡上

的干部给个平头百姓搭情，这还是头一遭啊。”看了一眼有些受宠若惊的杨
根缠，又说：“老根缠，你看着办吧。”说罢就披着皮袄出去了。

谢撇子一走，杨根缠这才心里敲开了鼓。真是前面的路儿一抹黑，说是
没事了没事了，不料半腿上却长出这么一个六指来。他把这事深深地思考了
一遍，又思考一遍，最后一拍大腿说：“挂，挂 了挂。人嘛，一辈子活了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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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是活了个名望嘛。”
杨根缠这天晚上很晚很晚才睡。
第二天，天还很黑，杨根缠便早早地起来。他起来的头一件事就是在南

院靠墙根下搭帐篷。他叫贤户，贤户不起来，他便叫了几个侄子和邻近庄上
的几个人。他敬烟下话借来了小学校里的八套桌凳，又借了庄里社火班里一
面紫红的大幕。帐篷搭好了，开口朝东，桌上一律摆了朱红的筷子。他还叫人
在帐篷靠里安了个铁炉子。炉火熊熊，温暖如春。过事之前，他本来打算开四
个席口的，上房里两个，新房里一个，高房上一个，这无形中增开的一个席口
是专为乡上和村里干部们准备的。他叫来一个亲近的侄子悄悄安顿：这个席
口谁也不能用，上姑舅也不能用，并且把一打好酒和一条好烟塞给侄儿，让
到时尽心款待，不可怠慢。

收拾罢这些，杨根缠出了一身臭汗，尽管后背上冰凉冰凉，但心窝里还
是热乎乎的。杨根缠很兴奋。兴奋溢到了脸上，满脸笑纹。
天刚放亮，过事的摊场就铺摆开了。电视机开了，录音机开了，紧接着大

门前面老榆树上的大喇叭就唱起了歌子。人们在屋里忙出忙进，屋外的大场
上，则有一群小不点儿的娃们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
院子里弥漫着淡淡一缕肉香。
半个村子自然地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气氛中了。
其实这时最忙也最重要的还要数后山他姑。他姑为一席多少个丸子，每

个碗里几片肉而昨晚一夜未眠，今早起来，头一个挽袖下厨。这阵子正指拨
着几个侄女侄媳妇子，肉放多少，菜放多少，菜上面的肉咋么咋么苫，而肉上
面的汤咋么咋么浇。杨根缠慢慢地从上房里踱出来。

杨根缠洗了脸，喝了茶，穿着一身簇新的制服衣裳，一副拘谨而谦和的
样子。
看到杨根缠，大家眼睛一亮。
有个年龄跟他相当的亲房开玩笑，“哟，这是新女婿么，这新女婿口袋上

应该别个花么。”
众人一笑。
杨根缠一笑。
杨根缠安排让亲房们坐头一席。坐席之前，要敬祖先。杨根缠把早已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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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神牌供在了桌子上，桌是红漆桌，肉是染红的肉，两根土制的蜂蜡高高
地蹲在神牌两边的烛台上，毕剥微响，映得半桌子的肉碗和馒头都有了一层
艳艳的光泽。

助香的两手并着把两根点燃的暗红的药香递给杨根缠，杨根缠复用双
手接了，作一揖，恭恭敬敬地将香插在香炉里之后磕一个响头。

然后贤户磕头，亲房们磕头，杨根缠还让贤户按照老规矩给亲房们叫着
称呼逐一磕了头。
磕罢头，亲房们吃席。这时候贤户悄悄地从上房里溜了出来。贤户今天

穿得格外攒劲，大背头，白净脸，穿一身淡灰条纹西装，脖子上还打了个红领
带。他本来想胸前只戴一朵写着“新郎”字样的小花，可父亲一定让他挂红，
挂就挂，就挂了两根。

他朝上房的台阶上往下走的时候小声地自言自语，“真是，这啥时候熬
到天黑哩嘛。”一副洋洋自得而又黯然神伤的样子。

他害怕磕头，但不磕不行。刚从被窝里爬出来，他就已经稀里糊涂磕了
二十八个响头，那个助香的还一个劲儿纠正他：“哎呀，这娃，当老师了么咋
还这么笨嘛，作揖身子要躬倒，不能像吃上椽，双拳相并，头光磕三下，你咋
趴倒一个劲儿点头，就跟个鸡吃食一样。”
说得旁边吃席的亲房们嘻嘻哈哈嗤笑。
他想这一天磕下来，不磕个脑震荡才怪。
他怏怏地抄着手朝小房走去。

小房里热酒，也炖茶。两个侍候茶酒的小伙子猕猴一样蹲在火炉旁边，
喊着叫着，脸上已喝出一层淡淡的猩红。
贤户喝了一盅，然后坐下来。隔着屋门他能望见上房门楣顶上一副对联

的横额：天作之合。
天作之合？
他细细地分析了这四个字的词性词义，然后就对中间的那个“之”字产

生了很大情绪，这个“之”字，完全可以取掉，但又不能取掉，取掉了这个很旧
很虚的“之”后，似乎规矩就不成规矩，方圆就不成方圆了。
他徐徐地吐出一口气。
他坐在火炉旁，双肘抱膝，静静地蹲着，深深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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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却听见助香的在上房里直着嗓子喊他，“贤户，贤户，贤户哪
里去了？”
贤户站了小半天，牙一咬才从小房里走出来。
这时候，头一股子客人已进了门。头一股子来的都是些老道亲戚：女婿，

外甥，还有些大大小小的姑舅们。
这伙人来了，随便得很，就像走进自己的家门一样。烧香，挂红，然后一

个一个贼一样亮着眼睛四散分开，在厨房里，在小房里，旮旮旯旯寻吃寻喝。
害得贤户他姑手忙脚乱。

贤户他姑这时候高挽了袖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边往笼屉里摆碗
摆碟子，一边喝着几个管糖果管装碟子的侄子，“看紧看紧，雪花子你看紧，
你姐夫再抓葵花的话你就往他脸上搽锅墨子，还有丸子，特别是盆里的丸子
再不能叫拉扯了。”
他姑肥肥的脸上蒙了薄薄一层油汗。
看着他姑的那股子泼辣劲儿，杨根缠打心眼里喜欢。家里过事，厨房里

就得有个攒劲人，掌勺的没个攒劲人不行。他这样想着，不觉斜眼看了一下
正往笸篮里拾馍馍的他的女人。
他的这个女人呐，过日子还凑合，席面上的事情没一点路数。

日色过午的时候，院子里的气氛骤然变得热闹起来。随着一挂二百响鞭
炮的一片炸响，乡上和村上的干部们涌进门来。为首的是谢撇子，谢撇子的
两边是另外两个村干部，他们三个明晃晃地抱着三绺子长匾，吆吆喝喝，惹
得旁边看热闹的娃娃女人一劲儿哄笑。
据说来了个副乡长。副乡长披着一袭崭新的黑呢大衣，走到门首，回过头

来对他的那些个西装革履烂皮袄黄大衣的下属们笑笑，“哈哈”就进去了。
杨根缠忙叫人接住了谢撇子几个手里的匾。
所谓匾，其实是些镜框子，三绺儿。中间的大，两边的小。两边小的用工

整的行书写着一副对联：一片花影云拖地，半夜书声月在天。中间那块用镀
金铁条框住的是一幅群鹤起舞的吉祥图画。图画清淡，倒也鲜丽。靠近镀金
框边的地方用很小的毛笔字写着一行漆字：恭贺杨根缠老先生为令郎完婚
志禧乡政府部分干部村委会全体成员恭贺 一九九三年腊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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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根缠看到匾，眼前忽地就一阵昏花。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激动，总之
他跟干部们握手的时候恍兮惚兮的。

这时候，人们一边躲着鞭炮，一边把干部们往上房里引。乡上干部都不
进去，副乡长也不进去。谢撇子因为是本庄上人，又是承头的，不得不和娃娃
会计进去潦潦草草烧了个香，磕了个头。

副乡长站在屋门前，也不说话，只威严而亲热地扫了几眼院里的亲戚和
搭在一根细铁丝上的几个被面床单，然后点点头，然后笑笑，然后走进了帐篷。
干部们一共来了 12位。刚坐定，席就端上来了。先是八碟子干果和八轮

子烧酒，随后就是九碟子十三花。碗里的肉菜高得冒了尖，以至抬盘子的人
小心翼翼，就像杂技团里的走钢丝。
执席的在旁边连连催促：“吃吃吃，下茶吃。”
干部们就巴叽巴叽吃起来。吃罢饭，便喝酒。喝酒的时候副乡长没让执

席的一盅一盅倒，而是让执席的把酒瓶盖子全部打开，热在壶里，然后顺着
座位的次序一个挨一个划着拳敲着老虎杠子喝。
帐篷里立即喧哗起来。亲戚庄间人在帐篷口上围了一转圈。
这中间出了点小小的不快。本来在坐席之前，新女婿不分客人的辈分大

小要给每桌席上磕一个头，这是规矩。杨根缠叫贤户，贤户说：“我不磕，谁想
磕了叫谁磕。”气得杨根缠差点没扇他一个耳光。

就这样，所有的席上都磕了，却唯独干部们这一席没磕。害得杨根缠不
得不亲自走进帐篷给干部们说明。

杨根缠搓着手，凑近桌子，看看谢撇子，又盯着副乡长，说：“你们看我这
个愣儿，犟熊么，犟得很么。”

副乡长夹着一个丸子，一边往嘴里送，一边含含糊糊地招呼着下属们：
“吃，吃，放开肚子吃。”忽地看见了杨根缠，猛一下有些不好意思，红了脸。稍
稍镇静后，便神态自若地端起一杯酒，双脚踢蹬着底下的桌腿站起来。

“杨老先生，大喜呀。”副乡长显得格外随和，“我代表……哈哈，我代表
我们几个给您老敬一杯。”

其余的几个人，包括谢撇子在内也都端起了酒杯，舌头胡乱地掏舔着牙
花子纷纷从座位上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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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根缠似乎紧张了，嘴里说：“喜，喜，大家喜。”接盅子的手却不由自主
地抖了两抖，溢出两滴清酒。他连喝了三盅，闭着气，强忍着没让被酒呛出的
一点眼泪渗出眼眶。

走出帐篷，他觉得晕晕乎乎，有一股热辣辣的味道沿着肠子一直走到肛
门底。冷风一吹，才缓缓清醒过来。他这时才觉得那酒不单单是麻，辣，而且
还有一丝淡淡的甜味。
怪，甜味。
原来是捣蛋的小伙子们给酒里羼进了糖。干部们喝着喝着，很快就喝醉了。

傍黑的时候，院子里渐渐地冷清下来。日头朝山那边一点一点挪，腊月
的寒气便一丝一丝往里渗，不知不觉，人们觉得身上凉飕飕的了。这时候亲
戚们大都坐罢了席，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坐在火炉边，喝茶，抽烟，或是在院
子里走动。除了帐篷里还在震天动地地划拳外，小房里也设着一个摊场。有
几个人已经喝得很厉害了，展着指头，喊着，眼睛像浸泡在葡萄酒里的一些
红樱桃一样，一个盯着一个的嘴。
满院子飘荡着一些残酒的气息。
亲戚们不吃了，他姑这才从厨房里抽空钻出来。他姑一边在护襟上绞拧

着擦手，一边问旁边的几个亲戚：“吃好了吗？吃得香吗？唉，咱这个臭手艺，
也没个啥花样样，亲戚们怕是没吃好吧。”

临近的几个亲戚立即转过脸来，“姨娘的唔个手艺么，乡长怕也吃得嘴
上淌油呢？”
“哟，看说的。”他姑一笑。
他姑很兴奋，一兴奋，就要到帐篷里去问副乡长，可一看帐篷口上里三

层外三层的围着，就又讪讪地朝上房里走。
上房里正在商量着新媳妇进门的一些事情。
他姑听了半天，终于听出些头头道道来：下马洋 40块，开箱银 80块，外

加上零里零碎的一些用物，总共不下 180。“媳妇儿到门前，花个老牛钱”。杨
根缠疼得在地上跳了三跳，临了，还是把收来的礼钱垫了些。
人们这时候踮着脚尖望大路上的拖拉机。
庄里杨三娃的女人做陪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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