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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黑夜的灯





作者寄语

美丽的清水河养育了清水河一方的百姓，同时也不断地滋润着独具

特色的清水河地域文化。如果说文学形象是地域文化的代言人，那么

《爱是黑夜的灯》就是独具特色的清水河地域文化的产儿。作品通过文

学形象，形象化的语言，艺术地再现了清水河的山水之美、人文之美和

人性之美。

走进 《爱是黑夜的灯》，就走进了清水河。那山，那水，那竹木，那

花鸟，那一江碧蓝碧蓝的河水，那满山遍野如火的红叶，是为清水河独

有；那路，那桥，那石板房，那吊脚楼，那一幢幢农家小院，那一处处封

闭的天井，也为清水河独有；那人，那事，那人情世故，那生活场景，那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那一件件激动人心的事情，都为清水河独有。

解读 《爱是黑夜的灯》，就是解读清水河的人性之美。人，应该以

善为根本，去完善人生，去追求人性之美。透过作品，你可以看到两情

相悦的性爱之美，母子母女父子父女之间的疼爱孝敬之美，兄弟姐妹朋

友邻里相互之间的关爱帮助之美。美既可以创造，也可以培养，人性之

美则完全是长时期文化积淀所致，《爱是黑夜的灯》用文学的形式使之

更加艺术化了，更加形象化了，当然也就更具有感染力了。展现人性之

美是作者的人生追求，也是作品的艺术追求。

《爱是黑夜的灯》采用全景式的手法，再现社会，再现生活，再现

人生。作品故事生动，极具感染力，对历史典故的述说娓娓道来，对红

色风暴的描写简洁明快，对社会变革的记叙严谨客观，对现实生活的反

映真实深刻。

《爱是黑夜的灯》情节顿挫波折，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对生活情景

的描写如画卷漫展，对战争场面的记叙如古筝激越。社会变革决定了人物

命运，人物命运的起落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使作品更耐读耐看。

《爱是黑夜的灯》可圈可点，愿她能够作为你茶余饭后消闲的尤物，

也能作为你人生旅途中的伴侣。



引　子

１

川北民居独具特色，一般选择向阳的地方，依地势而建，正房、厢

房、吊脚楼，转角、明廊、飞檐，别具一格。

橘园居就是这样一座典型的川北民居。正房三间，两头分别转角带

三间厢房，其中一间是吊脚楼，呈凹字形结构，在清水河俗名叫撮箕

口。

正堂屋门面全木结构，高门楣，对开双扇门带侧门。四扇大门结构

一致，上窗下板。窗由木条镶成，小格花窗，线条分明。其余两间正房

门面也用木板装成，留侧门，小格花窗。

厢房三间，一间小堂屋，两间耳房。小堂屋门面也是全木结构，对

开双扇门，同样是小格花窗。

吊脚楼上房下圈，明廊空悬。

转角处于正房与厢房之间，从院内看只有一个门洞，房间很大，一

般作厨房或堆放材料用，留有后门，便于通向房后的厕所和猪、牛圈

道。

房上盖一色的青瓦，青砖座脊，贴白色瓷砖，白色水泥座檐，线条

流畅，轮廓分明。飞檐如翼，灵动飘逸。

整座建筑背山而建，朝向东南，光照特别充足，房后是连成一大片

的青冈林，五棵树冠如伞的白果树在那片青冈林中显得更加高大挺拔，

红叶如火。厢房后面一边是荆竹，一边是慈竹，茂密青郁。门前是一大

片橘子林，已是硕果累累。

这就是我干爷爷的家。

２

干爷爷年龄大，辈分高。亲戚都按辈分称呼他，亲戚之外，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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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直呼他为老太爷，乡里邻居年龄和他相当的则称他老表，稍长的称他

表叔，年轻的称他表爷，更小的称他祖祖，或者福祖祖。不管称什么，

都含有敬意。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姓甚名谁，但在我的记忆中并没有谁直

呼过他的名字。我还是在看了他收藏的一张选民证，才知道他的真姓大

名叫洪天祥。

干爷爷一直是很欣赏我的。小的时候，他总爱把我的后脑瓜子拍得

叭嗒叭嗒地响，夸我脑袋又大又圆，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没了耳朵，

就像汤圆。稍大以后，就经常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的一些事情。他还不

止一次地给念叨，说他这一辈子的经历太过复杂，如果哪一天不在了，

儿女就给他立一座无字碑，上面一个字也别写，那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现在想一想，把干爷爷那些事情一件件地串起来，真还不失为一部

很精彩的传奇。

干爷爷今年八十九岁。清水河这地方有个习俗，计算男子的年龄一

般满了九就算为整十。九是座望塔，也是一处加油站，只要翻过这个

坎儿，就是整十。干爷爷足足八十九岁了，就等于九十。他老人家的八

十九岁生日，就是为九十岁奠基。

人生九十，距离一百就只有一步之遥了，那境界令多少老年人神往

啊。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活够了六十岁，就算活够了一个甲

子。一个甲子是一个人一生一世的本钱，这以后的每一天就是所赚得的

利润，因此一个甲子以后的每一个生日，都应该庆贺，年龄越大越值得

庆贺。干爷爷八十九岁生日无疑就是大寿了，大寿自然应该风风光光地

庆贺一番。

十月初八，干爷爷的生日在融融的小阳春春光中来到。

３

红白喜事都要大摆宴席，酬谢宾客的习俗由来已久。在清水河这个

偏远的地方，规矩更多。举办酒席的主人家要请客，或者就叫办酒席，

俚语称过事。

主人家请吃酒，要一家一户上门去请。较远的，或其它原因没有亲

自请到的，也可托人转告。请吃酒一般不明说，要比较隐讳，叫来耍。

客人去吃酒，或去赶情，也有说去耍一会儿的。被请的客人有主有次，

亲戚是重点，除亲戚外的客人叫别客。别客可以直接上门去请，也可以

不去。左邻右舍，乡里乡亲，都属别客之列，只要知道哪家办酒席了，

都会主动来的，叫赶情。

干爷爷过生日，他没必要上东家去西家请客，但来客同样少不了，

这些人都是自愿来赶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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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赶情并非有情才赶，只要是乡里乡亲，或者是自己所敬重的

人，或者是熟识的人家里办酒席了，只要自己乐意都可以去赶情，即或

一点交情都没有，同样可以去赶一回情的。有那么一些耍娃儿，哪里热

闹，哪里好耍，他就要去耍一回，送一份礼要不了多少钱，但他可以白

吃白喝两三天，还可以看看热闹打打牌，抻抻展展耍几天，何乐而不为

呢。

办酒席有起有落，讲究过程。第一天叫歇客，第二天叫正酒，第三

天叫谢客。

歇客这天来的都是远点的亲戚和直亲，多数是别客，来客都要好好

耍一晚上，可以打牌下棋摆龙门阵，可以搞其它娱乐活动，或什么都别

干，干瞪眼儿数檐子，睁眼闭眼打瞌睡也行，叫座夜，目的就是图个人

气旺，要让主人家热闹一晚上。主人家请来耍，实际上就是指这一晚

上。主人家一般也都很重视安排这一晚上的各种娱乐活动，条件好的还

会放通宵电影或录像，或请来流动于乡间的民间唢呐队和锣鼓队助助

兴，吹吹打打闹腾一晚上。

正酒最热闹，也很繁忙，仅凭主人家的力量难以应付场面，就请一

个人代为安排部署，这个人俗称知客。这天六亲八眷，左邻右舍，乡里

乡亲，八方来客欢聚一堂，十张八张的大桌子摆在院坝里吃流水席，从

早吃到晚，吃完走人。当然也有吃了不走的，他们还要继续耍一耍，打

打牌，会一会亲朋好友，聚一堆趣味相投的人瞎吹壳子，再吃一顿这才

告辞。

谢客这天客人就很少了，除了极少数直亲外，主人家要在这一天请

所有帮忙的人吃顿饭，以感谢他们几天来的辛苦。

４

十月的天气，夜长昼短。天刚放亮，就快到八点了。吃酒的人又增

加了许多。

呃，各路的亲戚，八方的来宾，听我这边告分明。今日所谓何事，

要劳烦诸君。不但要熬更守夜，还备下重重的礼性。今天是洪老太爷的

寿诞之期，老寿星要过满九的寿辰。主家备下了薄酒，要招待各位亲戚

和来宾。

知客是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儿，嗓门儿特大，声音高亢绵长，那干干

瘦瘦的身材与响亮的嗓音很不成比例的。面对来客，他站在走廊上，扯

着嗓子向众人高声宣告，首先说明了主人家宴请的目的。这叫告席。

知客，虽说在清水河还算不上是一种职业，但它的执业门坎真还不

低，至少要嗓子好，声音要洪亮，要吼得出来。在具体的执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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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知客行业上有一些套路，有一定的既定程式，但在不同的场合，

针对不同的对象，要有话可说，要说得出来，这就要靠临场发挥了。既

然主人家请他来，把所有宴客的事务都委托给了他，这就要求知客还要

有一定的协调能力和调度能力，要把整个宴客活动玩转，以实现主人家

的意图。

有劳各位帮忙的，桌子你要摆平，板凳你要挪顺。碗筷你要放整

齐，杯盏你要搁平稳。知客指挥着那些帮忙的男男女女各司其职，好一

阵忙乎，十张大桌子就把宽敞的院坝挤得满满当当，为吃流水席做好了

必要的准备。

就要开席了，还没等知客宣布，呼啦啦一下子，吃酒的人们就围满

了十张桌子。

知客见桌子已经坐满，就大声宣布，鸣炮，开席。一万响的火炮响

过之后，院坝里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儿。

锣鼓敲起来了，唢呐吹起来了，再加鼎沸的人声，橘园居的气氛显

得更加热烈。

锣鼓队穿着淡黄色的衣服，唢呐队穿着大红色的衣服，分别占据了

左右吊脚楼的走廊。

叮叮咚咚，哩哩啦啦，叽叽喳喳。整个空间好像都被锣鼓声、唢呐

声和人们相互之间打招呼说话的声音充满了。

厨房的师傅，你要细心。走菜的小工，你要小心。提壶的，把盏

的，你要热心。各位相帮的，大家都要尽心。知客的声音尽管十分响

亮，但仍然显得断断续续，听得不甚分明。

不一会儿，桌子上就堆满了盘盘碗碗，各式菜肴热气腾腾。

一言奉告在席前，各位宾客听我言。先说厨师，后说堂倌。张厨师

的手艺好，各式的用具带的全，快刀片肉，井水煮饭。葱韭姜蒜样样

有，油盐酱醋味道鲜。瘦的爆炒，肥的熬煎。七作八料调出美味百般，

又蒸又煮做成九碗十八盘。厨师的手艺说不完，堂倌也是英雄好汉。先

出碟子，后出品碗。大吼一声，吓退雄兵百万。一手撑起半边天，端出

大大小小的盘盘碗碗。各色的菜肴上齐全，请各位宾客慢慢饮，慢慢

餐。

知客夸了厨师，又夸掌盘师傅，目的是要告诉客人，主人为宴请已

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实际上，围坐在桌子上吃饭的人并没有一个注意知客说了些啥，已

经早早地吃开了喝开了。

各位宾客在席前，主家本该前来斟酒劝饭，礼义在先。主家有事繁

忙，一时还不方便。我愿为主家代劳，就在这里谢过各位宾客，谢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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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亲戚六眷。壶中无美酒，席上少佳肴，粗饭几碗，淡菜几盘，敬请各

位宾客吃好喝好，慢慢饮，慢慢餐。知客仍在扯开嗓子告白吃酒的客

人。

前来吃酒的人还在陆陆续续地到来，知客大声招呼着，代表主人家

欢迎着客人的到来。新到的客人，请随便散坐。上茶的，装烟的，准备

接客啦。

走廊上不一会儿又站满了人。人们相互之间问问好，打着招呼。最

有看点的自然是那些年轻人，男的女的聚在一起欣赏着，品评着，调笑

着。打闹声，喧嚣声，笑骂声，形形色色，荤荤素素，不绝于耳。

流水席要吃一轮又一轮，预计要吃到傍晚掌灯的时候。第三轮结

束，时间就已近中午。

５

各路的亲戚，八方的来宾，现在已近中午时分。下面，就要举行拜

寿仪式了。请各位相帮的，动作要麻利点儿，快点把院坝腾空了，清扫

了。知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度。

帮忙的一齐动手，有的抬桌子，有的挪板凳，不一会儿就把院坝收

拾得干干净净。

老洪家的子孙们，都听明白了，请你们马上到院坝里来，马上都到

院坝里来集中，拜寿仪式就要开始了。知客发出了针对主人家的第一号

令。

不一会儿，院坝里就站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少的人。

下面，我喊到哪个的名字，就请带着你的家人和子孙站到院坝里指

定的位子。这是第二号令。其实，谁该站哪儿，大家都清楚，这样站

队，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知客清了清嗓子，把手里的一张纸抖了抖，伸直脖子，拖着嗓子，

高声发出了第三号令。

大女儿王依秀，请带你的家人子孙站到我的右手边。

二女儿杨斯桃，你们一家人就挨着你大姐一家的左边。

大儿子王立德，二儿子高承业，三女儿高承欢，四女儿洪承乐，三

儿子洪承志，幺女儿洪立玉，幺儿子洪立人，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子孙都

从右至左站过去。

依次是养子养女唐小红唐小兵唐小清唐小江干儿子张力与董和生你

们和家人就挨着幺儿子洪立人一家站好了。

其他晚辈，请依次都站到我的左手边。

在知客的调度下，年纪大的在前，小的在后，院坝里老老少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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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女，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年纪大的一脸肃穆，小的还是改不了嘻

嘻哈哈的习气。

走廊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大家都指指点点，品评着，议论着，同

时也欣赏着，羡慕着。

有请老太爷老寿星就位。这是知客发出的第五号令。

鼓掌，鸣炮，奏乐。随着知客的呼喊，掌声鞭炮声锣鼓声唢呐声交

相和鸣，雷动山摇。

一言奉告在席前，各位宾客听我言。君子不吃无名之酒，此酒为

何。今日是洪老太爷寿诞之期，苍松翠柏，日月永在，福如东海，寿比

南山。春来花开气象新，千年的红花，万年的春。满堂的儿孙来庆寿，

寿长彭祖八百春。台上坐的是寿星老，陪伴寿星的是八仙。铁拐李，道

法高，汉钟离，把扇摇。何仙姑手执长生草，张果老骑驴献凤毛。吕洞

宾配剑乘风到，韩湘子云端吹玉箫。曹国舅奉上吉祥云，蓝采和花篮献

蟠桃。年丰岁满多福寿，恰似江河长流水，万里浪滔滔。

知客尽管使出了平生的力气呼喊着，但他费尽心智搜罗来这些好听

的词儿，和他绵长高亢的声音还是几乎完全被人们的笑声和喝彩声淹没

了。

哟呵，哟呵，哟呵。院子好像就要被胀破。

一位耄耋长者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由两位老太婆陪伴着，从右侧的

正房里缓缓地走了出来。

长者就是干爷爷。

两位老太婆我都喊她们干婆婆。右边那位个子高高的，腰不弯，背

不驼，看上去精神状态很不错。她垂肩的短发几乎全部被岁月染白，堆

满皱纹的脸庞上仍然残留着年轻时的风韵和漂亮，她内着坎肩，外套一

件浅绿色的风衣，青色的长裤，脚上是黑色的软胶底皮鞋。

左边的那位要略矮一些，黑红色的皮肤，一道道皱纹十分明显，几

乎全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大髻，用黑色网罩罩着，发髻上插着两

支花式的银簪。她身穿一件水红色的已不常见的满大襟上衣，纽扣都是

手工布条做成的，有纽有扣。第一颗扣在颈项正中处，第二颗扣在右肩

下方，第三、四、五颗都在右手腋窝以下。她穿着一条黑色长裤，一双

同样并不常见的手工绣花鞋。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这一天，她才会特

意穿上那件满大襟上衣和那双绣花鞋。

她们都曾是干爷爷的妻子。

干爷爷尽管已是高龄，但个头依然显得很高大，最显著的特点就是

他的眉毛。浓浓的眉毛如两柄短剑，剑柄在眉心处汇合，形成画师笔下

一只正在翱翔的飞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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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修房理屋创家业，子孙满

堂福齐天。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是我们洪老太爷的满九寿辰。他的

儿子、女子、孙子、重孙子都回来给他祝寿来了。现在，我宣布拜寿仪

式正式开始。知客发出了第六号令。

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

全体都有，听我号令。行大礼，准备。知客发出了第七号令。

一叩首，祝老太爷身体健康。

院坝里的人们齐刷刷地跪地磕头，又齐刷刷地站起身来。年纪小的

跟着年纪大的做着相同的动作，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得庄重而肃穆，虔诚

而景仰。

二叩首，祝老太爷福如东海。

院坝里的人们齐刷刷地跪地磕头，又齐刷刷地站起身来。

三叩首，祝老太爷寿比南山。

人们重复着做完了上面三个动作。干爷爷含着笑，高高兴兴地接受

着子孙们的祝福。

噢。场面再次欢腾起来。

礼送老太爷回房休息，继续开席。知客发出了针对主人家的最后一

道指令，大声宣布仪式结束，流水席继续进行。

三位老年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在人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喝彩声中，缓

缓地向原来的房间走去。

帮忙的人在知客的调度下，很快就将桌子搭好，还没吃饭的人一拥

而上，又把十张桌子围得满满当当。

·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部

１

春天，清水河谷几乎天天起雾。那雾又大又浓，身在雾中东西莫

辨，河流田野道路山林树木竹子全都隐藏在晨雾之中，不见了踪影，悬

浮在空气中的水珠珠扑在行人的脸上冰沁沁的。小路蜿蜒，在晨雾中神

龙见首难见尾。

天还没全放亮，天祥和秀秀就上路了。天祥一身短打，利利索索，

大步流星。秀秀扎条辫子，穿件水红色的小棉袄，青色的夹裤，紧跟其

后。

这是他们第一次结伴出行。天祥学徒一年，不仅见了大世面，长了

大见识，也因为货郎生涯，使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回家神侃他的见

闻，听得秀秀耳朵都竖起来了，眼珠子都快挺出来了。她既羡慕天祥丰

富的阅历，也希冀有一天也能走出这清水河，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

天祥在腊月二十三满工的时候学成回了家，就等着过年了。清水河

的人把春节叫过年。井田坝过年主要是耍。大人们有的推牌九，有的搓

麻将，有的扯长叶子打川牌，都有小赌注。小娃娃穿上新衣裳，就疯

玩，荡秋千，撵趟子，捉猫猫，演绎老鹰捉小鸡的故事，欢喜得不得

了。天祥和秀秀都是大娃娃了，他们有自己的耍法，再不会那么疯撵趟

子了。

转眼就到了大年。井田坝把正月十四叫做过大年。俗话说三十的

火，十四的灯，家家户户都要挂灯。这一天晚上算是井田坝一年中最亮

堂的一个晚上。人们还要大吃大喝，庆贺一番。这一天也是过年的最后

一天，从第二天开始，人们就要出门砍柴，下地干活，干各自的营生

了。

天祥见人们都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心里很是着急，就反反复复去

央求母亲幼兰，说自己既然已经学成出了师，就应该开始独立经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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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生意了。

当货郎做学徒，就是学进货。尽管经营的不外乎都是些针头线脑小

梳子小镜子之类的东西，但进货确实有学问。在保有足够大路货的同

时，季节不同就要进不一样的货，走不同的线路，进的货也要有所区

别。师傅是个很诚信的人，学徒期间，天祥多次跟师傅去进货，每次都

要不厌其烦地给他讲如何辨别货色，如何和老板砍价，如何去研究顾客

的心理，而且每次出去，都要带他到不同的地方，让他了解了更多的进

货渠道。

天祥整整十六岁，个子蹿高了一大截。原先，他一直比秀秀矮，秀

秀老笑话他长不大，是个小屁虫。他还因此与秀秀耍了几次性子，怄过

几回闷气。个子长高了，皮肤经常年的风吹日晒黑里透红，眉毛似乎也

显得特别粗了黑了，喉结明显突出了，嘴巴上不知什么时候也开始出现

了一圈绒毛毛。如果不去探究眉宇间不时自然流露出来的稚气，真该是

一个大小伙子了。

天祥提出自个儿去进货，母亲首先极力反对。在她的眼里，他最多

只是个大孩子，一个人出去，怎么也放不下心。她直接告诉他，不行，

不行，不行，家里还不缺那几个钱花，就在家呆着。一点商量的余地也

没有。

天祥反反复复向母亲阐述自己的理由，人家已经跟师傅跑了一年多

了，熟门熟路的，不会咋的，妈。

幼兰就是不愿放他出去，口气仍然坚决，我说不行，就不行，老老

实实在家呆着。

天祥始终不愿放弃，缠着母亲告诉她，不怕，妈。真的不怕。你又

不是不晓得，出去进货走的是大路，进了货回来，还是那条路，有啥好

怕的嘛，路上我自个儿小心点就是了。

秀秀小的时候几乎天天就住在天祥家里的，这大些了才和父亲住一

起，帮父亲煮饭洗衣做家务。她听说天祥又要出门去了，就想来看一看

他，不曾想母子俩正为去与不去伤着脑筋。于是，她就不请自来地加入

到他们母子讨论的话题之中了。不过，她的态度明显地倾向于天祥，开

口就劝幼兰，有啥好怕的嘛，大姐，天祥都那么大小伙子了，去就去

呗。她眼里的天祥，早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幼兰对这个小妹又宠又惯，一直把她当亲生的女儿看待。她很清楚

她对儿子的感情，见她开口就帮着儿子说话，嗔怪道，女娃子家，没出

过门，啥都不晓得，只晓得接下嘴皮子。

秀秀摇着幼兰的胳膊撒开了娇，有啥嘛，硬是。她不怕父亲，经常

跟父亲顶嘴，就只怕大姐，只服大姐，一见大姐生气了，就撒娇，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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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次次灵验。

幼兰拍了拍和自己差不多一样高的秀秀，温和地向她解释，他确实

还小，大了点儿再说吧。她的话也是说给儿子听的。

秀秀不敢直接和大姐争辩，就有意拿话激天祥，就是嘛，小娃娃一

个，老想往外跑，太不让人省心了。

天祥心里正窝着火，哪里容得别人小看了自己，有了出气的门儿，

就气鼓鼓地拿话硬生生地把秀秀顶了回去，多嘴多舌，不开腔了，莫得

哪个把你当哑巴卖了。

秀秀觉得十分委屈，差点儿憋不住眼泪，但不敢发作，只得在一旁

嘟嘟囔囔，声音都有些变调了，骂天祥，真没良心，好心都让你当成了

驴肝肺，你。

天祥见不得秀秀哭兮兮的样子，就进一步拿话气她，真没出息，还

好意思哭哩。

哭啦，哭啦，哭啦，哭了咋啦，不像有些人没心没肺，莫良心的。

说不得女孩子哭，没哭也会说哭。哭是她们一种有力的武器，她们哭了

用不着掩饰，反而弄得对方下不了台。

天祥的性子软了下来，不再气冲冲地问她，啥子良心嘛，人家别个

出去是进货，妈说没伴儿不放心，你还瞎掺和，耍小性子，哭，哭，

哭，只晓得哭，你去给别个做伴儿。

秀秀事前并没想过要给天祥做伴儿的事，见他这一说，似乎正好说

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就有一种说不出幸福感，心里一下子被塞得满满

的，更抑制不住涕泪涟涟。

秀秀长这么大，走出大天井最多就是去附近地里打打猪草，或到山

上去砍砍柴，对外面的一切她的眼前还是一抹黑，她需要一盏灯，一盏

明明亮亮的灯，引领她走出黑暗，走向一片光鲜鲜世界。她梦想有一天

自己能够在那盏明明亮亮灯的引领下走出去，看看别的地方的女娃子是

咋个生活，吃啥，穿啥，用啥，看看外面还有啥新鲜事儿，验证验证天

祥神吹神侃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

幼兰拗不过儿子，也不晓得秀秀的真实想法。儿子虽然说的是气

话，她反而觉得还有点道理，态度就有所转变，语气不再强硬，像是在

同天祥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实在要去的话，就给你新爷爷说说，让

小姑做做伴儿，咋样呢。

大姐产生了这种想法，无意间是在帮她。秀秀不禁喜从心来，但仍

然正话反说，才不去哩，尽欺负人家。

天祥是个驴性子，死牛筋，脑子不开窍，并没听出秀秀正话反说的

意思，从内心讲，确实不愿意带着她去进货，他认为带个女人出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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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多，不如自己一个人干净利落，就实话实说，巾巾绊绊的，麻烦死

了，不干。

幼兰倒是拿定了主意，再不容他们分辩了，我去说，你新爷爷保准

会同意的。

天祥见母亲已经同意自己去进货，心里很是高兴，但他真不想带着

秀秀，因为这一路上来来去去既要走山路，又要走水路，要挑货选货进

货，还要住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负担，多一份麻烦。因此，他语气也

很坚决地对妈妈说，不得行，不得行，那么远，又不去闲耍，麻烦死

了。

幼兰并不晓得儿子的真实想法，问他，烦啥子烦嘛。这一路上路各

家走，船各家坐。要进货，还有人给你做帮手，多双眼睛给你盯倒起。

有啥子麻烦的。就这么定了，我这就给你新爷爷说。

秀秀见事已成定局，别提有多高兴了，就拿话气天祥，就是嘛，真

是个驴脑壳。

２

井田坝是一个巨大的湖盆，盆底开阔，盆壁坡度和缓，盆周大大小

小的溪流汇在一起，就形成了清水河。清水河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从

井田坝这个巨大湖盆的东南侧，切割出了一个又大又深的豁口，河水从

豁口处倾泻而出，一泻千里。豁口两侧壁立雄伟，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峡

谷。峡谷两岸多是岩青冈和落叶松，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生长缓慢，

曲干虬枝。岩青冈和落叶松四季常绿，走进峡谷，就像走进了一条梦幻

般的绿色的长廊。春夏之时，一株株攀附于岩青冈和落叶松之上的七里

香次第开放，又把峡谷变成了一条花的长廊，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从井田坝出走，一般走水路要便捷得多。大路一直沿着清水河河道

忽而左，忽而右，夏天要踩七十二遍水，冬天要过七十二道河。上游河

道稍窄水浅，就踩石蹬子，下游河道渐宽水又深了许多，多半过木头

桥。秀秀在井田坝长大，从小下地扯猪草，上山捡柴禾，已经练就了过

硬的腿上功夫，踩石蹬子一蹦一个，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过木头桥就

难免有些胆怯了。

木头桥是清水河上的一大景点。河水稍深了，搭石蹬子就不容易

了，山民们就在河岸边水浅的地方用石头砌成桥墩，拿两根或者三四根

原木杆子并在一起，搭在桥墩，用藤条或篾条编一编，固定拴牢后，就

成了桥。

河面宽了，在河的中间还要砌桥墩。在河中间砌桥墩也简单，就是

在河里打七八根一样高的木桩，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拿大篾条绕着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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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成一只大框子，里面装满石头，桥墩就砌成了。河水里具体要砌几个

桥墩，这就要由河的宽度来决定了，可以砌一个，也可以砌几个。

桥墩砌成了，再把一组原木杆子一端搭在河岸上，另一端搭在已经

砌好的桥墩上，河面稍宽就可能需要几组木杆子。两根木杆子搭成的桥

一般很短，稳定性差，走起来难免晃晃悠悠的。三四根木杆子搭成的

桥，稳定性自然要好得多，一般都搭在河水较深和河道较宽的地方，胆

子小的人走在上面也难免战战兢兢的。

秀秀胆子小，每到过桥，就得天祥牵。她拉着他的手一步挨一步慢

腾腾向前挪动着脚步，生怕失脚掉到水里去。

他们像这样手牵手的事儿，只是在小的时候，大些了，反而逐渐少

了。过河被天祥牵着，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但对情窦初开的秀

秀来说，却有一种异样的感受。

原想，在路上两个人要说许多许多的话儿，但天祥急着赶路，她老

在后面使劲儿撵，也说不上话。拉着手儿过河，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往

前挪，虽说不上话儿，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有时，天祥借牵手的机会，手上有意稍微加了点劲儿，会捏得秀秀

生生地痛，但她仍不敢作声，生怕他一松手，自己会掉到河里去。等到

了河对岸，她这才敢腾出手来，在他身上擂三两拳，以示回报。

唯独有一座桥天祥用不着牵着秀秀通过。

这座桥是当时清水河最具特色的一座桥，处在一个峡谷间。两山之

间，河水被紧紧地束在一起，水深超过其它河段，要人工下桥墩显然很

是困难。

不过，河中不等距离的两尊巨大的石英石则给人们帮了大忙。这两

尊石英石立在河中，水面下埋了多深并不晓得，光露出水面的部分就有

七八米高。峡谷壁立，全都是那种带墨绿色的岩石，可视之处并不见有

石英矿点，这两尊石头究竟来自何处，成了一个大大的谜团，人们就给

了它一个美好的名字，叫它神仙石，也有人叫它飞来石。

有一年，为了解决过河的问题，清水河的一个员外郎，凭着自己的

号召力，就牵头组织三山五岭的人们，伐下那种通通条条的千年楠木

树，嗨嗬嗨嗬地运下河来做桥梁，利用那两尊石头做桥墩，建起了一座

风雨桥。

风雨桥两墩三孔，两端建有路人歇脚休息的亭子。亭子周围特地装

有木栏杆，栏杆也很特别，像一张张长长的椅子。桥面都是用那种多年

生长于悬崖之上的岩青冈木板子一排排铺成的，桥廊为原木穿斗结构，

栏杆有半人来高，也非常坚固。筒瓦盖顶，鱼鳞斑斑，很是入眼。不管

吹风下雨，都可以通行，所以人们称它为风雨桥，也有人叫它神仙桥，

·２１·



或飞来石桥。

到了桥头，他们和所有路人一样，就坐在椅子上歇脚休息。天祥定

睛看去，秀秀本来肤色就很好，路走得急，此时满脸红红的，胜似桃

花。秀秀见天祥用那样的眼神盯着她看，娇羞更难掩饰。天祥也有点不

好意思，顺手递过水竹筒，请秀秀喝水，以作掩饰。歇了一会儿脚，秀

秀站起身来，第一次挽着天祥的一只胳膊，并排着通过了风雨桥。

３

两天的路程，两个年轻娃娃腿勤，脚也快，到了天黑，就走了一大

半。天黑了，不便再继续赶路，就在路边找了一家夫妻俩开的幺店子住

下。

其实，青水河冲出湖盆外的那条峡谷后，河曲一个接着一个，每一

个大的河曲处就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就会有一个大小不等的场

镇。每个场镇就少不了有一家或几家客栈。客栈的条件自然要比幺店子

好得多，也要安全得多。

一路上，在哪里吃饭，在哪里投宿，完全是天祥说了算，秀秀则进

不了一点言。他之所以选择投宿幺店子，价钱便宜是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幺店子的老板对人好。幺店子的房间少，床位也不多。客人住下来

了，老板还会应客人的要求，给客人张罗晚饭，要吃啥子，客人说了

算，老板会全力满足的。如果客人还要求吃早饭，老板也会为其悉心准

备的。来住幺店子的人大多是些回头客，天祥跟师傅跑了一年多的学

徒，路边的幺店子他都很熟悉，住幺店子方便。

天祥带秀秀一走进幺店子，老板娘就像来了亲戚一样热情地把他们

迎住了，大声嚷嚷道，唉呀呀呀，天祥兄弟是你哩，好久都没来住店了

哟，师傅呢，咋没一起来呀，唉哟喂，难怪不得啊，今天兄弟你带了这

么个标致的妹儿，你们一起出来的啊，啧啧啧，你娃以前咋没言语过

呢，好标致的人儿哟，你娃这辈子能摊上这么标致的妹儿，算你娃有福

气，有福气哟，哦嘿嘿嘿，这就给你们安排，保证给你们整得巴巴适适

的噢。她这一嚷嚷开了，根本就容不得客人插上半句话。

天祥趁老板娘稍一停歇，就打断她的唠叨告诉她，表婶，你把我这

位客人安顿好就是了，我睡大铺就得行，晚上给我们一人煮一碗鸡蛋挂

面。

老板娘一阵风似的安排这，又安顿那，安顿好了床铺后，马上打来

热水，让他们洗脸烫脚，不一会儿，就给他们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鸡蛋挂

面。

这些路边的幺店子一般都是老板娘张罗生意，她们就凭借着一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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