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娶亲

娶亲是结婚习俗中最有趣的环节，也是中心环节。在娶
亲的前一个星期左右，新郎要亲自到亲朋好友家撒喜帖，告
知娶亲待客的时间、地点，请他们都来喝喜酒，亲朋好友接到
喜帖后都会回应“恭喜恭喜”，撒帖俗称“叫亲戚”。娶亲有讲
究，如果同时当天有两个以上娶亲的，姑娘越早被娶走越好，
小伙子越早把新娘娶回家越好，俗称“抢福”。娶亲时使用的
结婚用具不同时期也不同，旧时用花轿、骑马、牲口车，逐渐
进展到骑自行车、用拖拉机、农用三轮车、帆布汽车，现在全
部都是轿车。旧时在娶亲的前天男女双方是不能见面的，如
见面是很不吉利的事。现在已不忌讳，一般来说新郎新娘在
结婚前都会在一起商量婚礼上的细节问题。接亲人数讲究

“去单回双”，即男方接亲的人数是单数，等接到新娘回来后
的人数应是双数，寓意“添丁添口，双双对对”，接亲的路线提
前一天要探好，一般由铺毡娶亲管事的和新郎一起去，商量
好去的路和回来的路，一定不要来回走重路，忌讳避免在路
上发生意外拖延吉时，娶亲回来举行婚礼要讲究良辰吉时，
现在一般是在上午十一点十八分和十一点二十分举行，一般
双方爷爷奶奶、父母在举行婚礼的当天，坐在两边，新郎和新
娘要改口叫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俗称改口，改口后，双方长
辈都要给新郎新娘送一个大礼包，俗称“改口费”。

迎亲

是婚嫁的重要环节，男方家在娶亲前三天就开始忙起
来：请来管事的、账房先生，全家要商定迎亲的具体事宜，男
的要起灶安锅、煮肉炸鱼，购置烟酒糖茶，包红砖、剪喜字、写
和贴喜联，女的一锅一锅的蒸馒头、摘菜、洗刷、布置新房，人
越多越好，显得主家为人好，脸上增光，俗称“吃喜馍馍”。

婚车到新娘家门口时，吹鼓手奏乐，铜锣“当当当”敲起
来，引来四邻都来看“嫁闺女”，看新郎的相貌，很快女方二男
送客将新郎和铺毡的接到客房，厨房送来四个“看盘”，菜都
是生的，只能看不能吃，所以俗称“看盘”。其实酒
杯、酒、酒壶、筷 子、茶壶、菜碗都是全的，有的还有干
果、香烟、茶水，这些食品是可以用的，上四碟和二大
盘菜，俗称“半截子席”，快吃快喝，一会就上水饺吃
饭，都是送客的象征。席间，新郎一般不多说话，铺
毡的与男送客简单客气后会说：“三里不同风，四里
不同俗，我们如果准备不周，敬请海涵。”男送客会答
道：“挺好挺好，从今以后就是实落享成了，我们今天
到您们那边，也请多多照顾。”在过去，有人专门在客
房门口看着，看到新郎刚把水饺放到嘴里面就立即
高喊：“请客！”让新郎难堪、逗乐，把水饺咽了就烫嘴
吐出来不好瞧，还有的向新郎脸上抹灰，此时新郎要
按习俗，向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偷装面前的酒杯或茶
杯，有的在喊请客时，把新郎面前的两种杯偷偷拿
走，此时新郎无东西可“偷”，只好“偷”酒壶和茶壶，
这两件又太大装不进口袋里，十分尴尬。就是让新
郎“出丑”。这“偷”的东西，是矛盾回去的路上一旦
遇到“白事”（即丧事）立即摔碎，寓意是不好的事，不
顺的事“破”了。以图娶亲大吉大利，一切顺利。

两男送客把新郎领到闺房门口，闺房的门是关
牢的。有男童女童（压奁房的小孩）和新娘的年轻同
辈、伴娘把守，不给红包不让进门。新郎把提前备好
的红包从门缝隙送一个，里面就抢一个，再送再抢，
谁抢到算谁的，不时的传来“我还没抢到，再来”、“这
个红包才十块”“你这个红包二十”“他那个五块”“我
这才一块”“不行不行，再给”等，最好都得把新郎准
备好的掏干净，外面伴郎也使劲地推闺房门，里面一
看实在不给了也就算罢了，只好开门，新郎被前呼后
拥到闺房中。

新娘已经在女送客的帮助下上好了妆，先穿男
方做来的红棉褥红棉袄，再穿红呢子大衣，腿要用红
布连鞋包裹，袜子也是红的，最后顶上蒙头红（红盖
头）才发人。吹鼓手奏乐新郎在铺毡的铺好毡后，在
桌子前面行磕头礼，一般新娘的父母都在座（这也就
是平时说的媳妇是跪来的），礼后，男送客给新郎递
三杯酒，俗称“上马酒”，铺地毡的方给新娘上马鑫
（红包），两个动作同时进行，新娘接了上马金，新郎饮毕上马
酒，新郎由铺毡的服侍在前，新娘头顶红盖头，由二女送客搀
扶在后，踏着红地毯走到轿前（按习俗新娘在新婚这一天脚
不粘土落地），由新郎背上轿。此时会有新娘的女性家人把
一盆清水大门外，俗称“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新郎
回首与男送客双方作揖后进轿，新娘由女送客扶持进轿，封
好轿帘，男轿在前，女轿在后，铺地毡的一声“起轿”，鞭炮齐
鸣，开始起行。送客坐着二把手大车，还有抬随身面盒子（里
面装着下轿包子，梳头面）二人，打绿灯二人在后随行。现在
各类人员统一坐婚车，不过也有讲究！不算拉嫁妆和录像的
车，婚车一般也得十辆以上，白色轿车紧随拉嫁妆的车，是第
一辆婚车，该车坐的是新郎和铺毡的，选白色而且在前面寓
意“新人白头偕老”其他车辆在后随行，拉嫁妆车上有专门管
放鞭炮的人，逢桥，逢湾必须放炮。

婚车回来的队伍离村不远便鸣锣奏乐，至门前后，女接
客（也叫接媳妇的）在前，一个搬糕女在后，在婚车前，放好喜
糕，新娘由女接客搀扶着踏糕而出，男前女后踏着红地毯进
门，同时燃放鞭炮，有人从大门房顶上向新人抛撒喜糖，栗
子，大枣，花生，进行的同时将准备好的用红纸包裹的新砖一
对，红筷子两双，由属龙的男子递送，属虎的男子压在门楼
顶，进院内桌前，新娘行叩拜礼、拜天地、拜公婆，夫妻对拜、
礼毕后由女接客掺扶新娘入洞房，新娘进门后，床前放一火
盆要越火盆上床，此后便是坐帐守时，一天不吃不喝，是怕上
厕所，俗称庐账。

新娘入洞房后，接着男方男陪客在前、新郎跟随、吹鼓赏
乐，将女方男送客（女方男送客的责任就护送新娘一路平安，安
全下轿入洞房，新娘不入洞房女方男送客是不进客厅的）接入
整洁客厅（桌有桌围、椅有椅披）、待收烟茶和干果鲜果，陪客满
桌点烟、喜笑寒暄。这时厨房已将下轿包子煮好，给新娘端去，
俗称下轿包子，这时新娘该村的乡亲也有送梳头面的，吃过下
轿包子后，二位新人填枕头，有人说一些吉祥的话，如“左一掐，
右一掐，不过五年就生三。”这时送客还要到新房里看看，随后
新郎到新房里给送客点烟满茶，送客把橱柜钥匙留给新娘，回
来后开宴，院客满酒、满茶，敬意相劝，同时吹鼓手还吹打几段
吉祥曲子被隔助兴，所有贺喜亲朋，双方行人，本家老少一齐开
宴，送走客人后，要给应请的人写好请帖，派人送帖，晚上新人
喝合欢酒，有人作陪劝酒，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参加。

闹洞房

闹洞房俗称“逗媳妇”、“吵房”，在娶新后的当天晚上进
行。做法是先由姑姑送灯（或点双腊烛），并念“新灯进新房，
相公配姑娘，小姑来送灯、早早抱学生”。小姑送罢灯后，无
论长辈、平辈、小辈同聚于新房中，祝贺新人，戏闹异常，多无
任何禁忌，民间有“三日无大小、闹喜闹喜，赵闹越喜”之说。
过去宾客闹房时，或扮花脸，或搦着手，说笑后逗 俗兴颇多，
以哄堂一笑为足，热闹非凡。无论如何喧闹，主人、新娘、新
郎都不得恼怒，愈闹愈发，喜可加倍。可向新娘提各种难题，
让其回答，文明礼貌、妙趣横生，也有的对新娘戏弄，伴娘常
代新娘受一半，为抵制戏弄，常以糖果抛洒闹房人，或予以点

烟烟、、剥糖剥糖，，喂糖喂糖，，一般闹到半夜一般闹到半夜，，在婆婆的劝促下闹房人才迟在婆婆的劝促下闹房人才迟
迟离开迟离开。。洞房花烛夜洞房花烛夜，，要点长明灯要点长明灯，，新娘开柜新娘开柜，，夫妻对话夫妻对话，，窗窗
外的偷吸者耳贴墙壁外的偷吸者耳贴墙壁，，若所得一言半语若所得一言半语，，常为人们传扬数年常为人们传扬数年。。

回门

婚礼后的第二天，新媳妇要在新郎的陪伴下回娘家，俗
称“回门”。公公、婆婆一大早就要特意准备一个方形木盒，
在盒子里装些馒头，烧饼，糖果等礼品，同时还要邀请聚媳妇
的那天拿毡的当“陪客”，再找上一位带木盒的年轻人一同前
往新娘的娘家。女婿正式成为亲戚后第一次登岳父家的门，
新娘娘家的家人自然很隆重地招待，特意请好的厨师、备好
酒菜，等到女儿、女婿一行人来到，从村里约好的村干部等要
出门迎接，进客厅后把新郎让到最上座，这是新女婿在岳父
家仅有的一次坐最上座的机会，以后因为有长辈在，女婿只
能按礼节坐在下位。不一会便开席，等上了几道菜以后，厨
房师父们便在传菜的木盘上铺上一块红纸，再放上一道菜，
等端到新女婿酒桌上，大家都知道这是厨房的大厨们要讨一
份礼，由于是传统的习俗，新郎的父母在回门前早就把厨房
师父要的礼金，用红包包好了。只要见到这菜盘上的红纸，
大家就都明白其中的用意，新郎自然就把父母准备好的红包
掏出来，交给传菜人，红包里装的钱数，必须是双数，这时，新
娘娘家找的陪客，也会主动地再给补充上两盒香烟，以示对
厨师们的尊重。

叫闺女

婚礼的第三天，新娘家的男长辈携带礼品，来到新郎家
接闺女再回娘家住一天，第四天，又得换一位本家的长辈，再
把闺女送到公婆家。叫闺女来回要走娶亲的那条路，不准改
变，民间有“三天不走两条路”之说。这样娶媳妇的家庭，自
从喜日子的前两天扎喜棚，垒喜灶，贴喜联等系列活动，直到
把这些程序都走完，把来接送的亲家招待完，家庭生活才纳
入正规，三天叫，四天送，这还是简化了的程序，最先还是对

嫁出去的闺女，娘家人要和三天登门接，第七天再去
送，这样会让新郎的家人置办等待的时间更长些，现
在，一般娶媳妇只保留第二天“回门”的风俗。

旧婚俗

胎中亲：又称指腹为亲，大都是有着友情的双
方，相互了解对方妻室均有孕在身，就主下约定：如
果都是男孩，就结拜为仁兄弟，如果是女孩，就成干
姊妹，如果一男一女则结对成亲。

娃娃亲：即男童女童还都在襁褓中，就被各自的
父母定了姻缘。

划杠亲：由于种种因素制约，男婚或女嫁条件有
一方达不到，另一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再完婚，其
间不准任何一方有变卦，改变婚约嫁（娶）他（她）人，
意思是已经划了一道杠占有了。

换亲：系指两家均有儿有女，但因家境贫困或其
他原因，儿子均难找媳妇，为了传宗接代，两家不惜
儿女情愿，强行交换，撮合成为各自的儿媳妇。

转亲：转亲与换亲相似，只不过为三家或更多家
儿女户，将儿女强行通过轮换成亲，往往皆是强扭的
瓜不甜，姻缘都很难得到美满。

倒插门亲：这种婚姻一般是女主没有男孩子，女
方要求完婚后到女方家过日子，在旧社会这种婚俗
一般男方要改名换姓，现在一般不改名换姓了。这
种婚俗男方俗称倒插门女婿。

团圆媳妇亲：这种婚俗又叫灶前上头，有的人家
贫穷，找亲困难，便托媒人找一个家庭生活难以维持
的贫穷人家的女孩，多花点钱，简单办个订婚手续，
女孩来男家一块生活，叫团圆媳妇。经过几年，女孩
长大了，尤其是男方的年龄也不小了，该结婚了，便
与女方娘家商议，简便结婚，妇方也不用办嫁妆，双
方商定后，选 个好日子，换身新衣服，二人在饭屋灶
前磕几个头，拜一拜灶王爷，女孩挽上纂，就算结了
婚，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请上几席客，经济条件差
一点的全家人吃顿意合包子，给长辈磕头拜一拜就
算完婚了。

阴亲：这种婚俗一般是无论男女都在生前没有结过婚，
去世后，由家人各自为去世的男女托媒人找个阴亲，并进行
合葬。

扶媳妇亲：这种婚俗就是双方已经传柬定婚，年龄也不
小了，突然男方父亲或母亲亡故，家中缺人，让儿媳顶丧，便
与妇方商议用扶媳妇的方式结婚，女方同意后，新娘穿上鲜
艳的服装，男方用轿或二把手大车将新娘接来，在院中桌前，
男的磕头拜拜天地，新娘便进入洞房，稍等一会，脱去艳服，
换上黑色素服，到灵前哭拜，尽丧事中儿媳妇应做之事，现在
这种旧婚俗断绝了。

晚婚亲：有的人或因家庭贫寒或因房屋狭窄或因身体残
疾等原因，后来情况好转，相要成亲结婚，但因年龄偏大，只
好找个寡妇，这叫晚婚，找个离异的叫二婚或叫后婚。晚婚
也不易办，要在媒寻觅，串通联系，与做买卖一样讨价还价，
约定给前方主家多少钱，给女娘家多少钱，她本人置办被褥、
衣服及零星东西多少钱，媒人跑前跑后给多少钱，款项按数
交定后，急急过门。旧时大多数是半夜用毛驴去接，女的有
点东西也捎在毛驴上。有的还需要一个有名气的人领着几
个小伙子沿途保护、防备路遇泼皮无赖敲诈勒索，回到村时，
也就黎明了，要有两个女人来接，一边一个，拉拉扯扯，若正
路有槐树便走正路，若正路无槐树便绕道走有槐树的路，直
到找到槐树，至树前，一个说走这边，一个说走那边，两人各
拉着一只手，树在中间，两人将手一拥、寡妇便将槐树接住，
众人便说：“搂搂树，不妨夫，搂搂槐树，过得财主”。进家后，
男的在院中桌前磕头拜拜天地，接着接女的进房，站着便推
拉，坐着就叫起来，按封建迷信说法，必须用一些吉利行动，
吉祥话来冲破晦气，也有请几席客的，晚上也喝合欢酒，劝酒
取闹很厉害，言语极其轻荡，第二日给本家亲友长辈磕头，相
互认识，中午吃顿意合包子，晚婚喜事就算全部完成。

小女婿大媳妇亲：这种婚俗是在旧社会时兴的一种怪现
象。一般男方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有的男孩还不到十岁，
孩子气十足，就在父母的操持下，把比自己大七八岁甚至十
多岁的媳妇娶进门，媳妇就像保姆一样照料着小女婿的衣食
住行，这种婚俗在地方戏曲中曾有一段戏词极具讽刺性地批
驳了小女婿大媳妇的不合理现象。这段戏曲的名词针对这
种情况是这样唱的：“石榴开花叶儿黄，十八岁的媳妇九岁
郎，说是郎，郎太小，说是儿，又不叫娘。晚上媳妇抱炕上，睡
觉枕在媳妇的胳膊上，头个晚上他说尿，尿了被褥尿了炕，第
二天晚上他说尿，尿了媳妇一胸膛，第三天晚上他说尿，尿了
绣鞋整一双，尿了绣鞋痛得慌，媳妇呱唧呱唧给小女婿两巴
掌，第一巴掌打得小女婿叫姐姐，第二巴掌打得叫亲娘，小女
婿痛着赶忙说，娘啊娘啊你别打，再到晚上俺光吃干粮不喝
汤。”还有的怕儿子在回门时丢丑，父亲一再嘱咐儿子说：“一
定要问丈人好。”儿子听话真的记住了，但由于年龄太小不知
道变通说法，一进门就说：“丈人好！”丈人听后满脸涨红，尴
尬而又无可奈何随口说“这个、这个、你这孩子。”小女婿也可
能从岳父的表达中猜到了自己说错了话，赶紧又说“好丈人
啊！”实在是让丈人无语可答了。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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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往矣，春风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乡归，总是令人难忘的。乡归，总有对家乡的情感和眷

恋。
随着岁月的流失，年龄的增长，对家乡故土的那份思念

更加强烈。看看家乡的土地，看看家乡的河流，看看家乡的
变化。对家乡我有较深刻的记忆，家乡的泥土是众多亲人
的骨髓混合而成的，而自己的身躯就是由家乡的泥土塑造
的。家乡的风土人情，仿佛是以时间凝结的陈酒刚从深窖
里搬出，醇香四溢。你看，乡间小路上陌生人们送来的笑
容，让人真正感受到了家乡温暖的存在。茂密的丛林中袅
袅炊烟给沉寂的初春带来无限活力，这里有纯朴友善的家
人站在远处的村口，正期待那阔别的亲人远远地归来，因为
离家时的诺言是那样的真真切切。这条原本都很窄的乡间
小路如今已变宽了，它承载着远方归来的“游子”，诉说着永
远也诉说不完的心动故事和永恒怀念。看看眼下这些早熟
识不过的秀丽景致，恰似一幅幅名画，不由从心底回想起，
这片依旧古老的乡村。

我的家乡是个充满诗意的地方，我非常喜欢小时候玩
过的泥土，树林，还有那数百年的石桥和石桥下涓涓流水。
过去小河旁热闹非凡，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去河里戏水抓
鱼。那些鱼，小的像似针线头，捉不住，抓不着，只能用双手
合拢连水带鱼一起捧起，放在小玻璃瓶里养着，不用放任何
食物，十天八天还能在玻璃瓶中慢慢地游，它们靠着自身的
体质和河水的营养顽强地活着。再后来，我会把小鱼连水
倒回河水中，我实在不忍心它有个意外，因为它也是一条生
命啊！至于大鱼，犹如农家妇女洗衣服用的棒槌，大得让羡
慕，这种鱼在水中的力很大，也很机灵，如果想捉住它可不
是件容易的事，必须使用套鱼的无底大筐。每次当我们瞄
准一条大鱼时，水面会泛起很大的波纹，便看不见了鱼身，
等波纹漾开再去看，却早已不见了踪影。它们的胆子很小，
稍有点动静，就立即仓皇而逃。它们的颜色和青苔的颜色
差不多，如果它们游得速度快，根本分辨不出哪块是青苔，
哪条是鱼。发现它们的踪迹时，一定要下筐迅速、坚决、压
实，不然它们一定会从筐下缝隙中窜出。这种鱼叫黑鱼，喜
欢在深水处游荡，有时也会游到岸边草丛中捉小鱼小虾
吃。黑鱼的肉肥，而且细嫩，鱼刺少，清顿、红烧、油炸都非
常合口好吃。

我家乡的田野广阔无际，有很多野生动物，过去可谓野
生动物的王国，有野兔、野猫、野鸡、野鸭，还有黄鼠狼、刺
猬、长尾蛇、獾等。说起獾的油，还是一种药物。獾油呈浅
黄色凝固的油膏状，微有香气，是用獾的脂肪提取的油脂，
可以食用，也可药用，其清热解毒，功效非常好，也可润肤生
肌，主治中气不足，胃溃疡、冻伤、肢体疼痛等症状，具有消
肿止痛、杀虫润肠、生发的功效。现在的獾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不能随便捕杀。

已不曾记起自己多久没有一个人这样漫步于家乡野外
的小路了。如今，外面的世界早已褪去了陈旧的色泽，披上
了鲜艳的外衣。殊不知，初春田野里的枯树、荒草还能依然
保留着最初的青春活力？

田野里摇曳的麦苗，随风飘散着淡淡的清香，调动着我
的每一个神经，沁入每一个细胞。举目四望原野上还覆盖
着少许的残雪冰冻，一抹浓意的苍茫，衬托着金色的湖面，
在风的吹拂下，翻起层层的波浪。蓦然间萌生出一种思绪，
想就这样位于天空下，意境悠然却沉默静静感受这安逸，倾
听自然的声音，拥抱着那阵阵泥土香，拥抱着这徐徐的春
风，拥抱着古老典雅的村舍，去追忆曾经的童年。

犹忆儿时奔跑于清晨旭日东升的时光，广阔的田野是
我成长的天地。春天新生的麦苗，田头处升起它不安分的
竹节风筝；夏天歌唱的知蝉，荷花像美艳的少女在水中婷婷
玉立；秋天夕阳的脉脉余辉，田间拢起直挺挺玉米秸；冬天
银妆素裹的大地，雪地中成长的红鼻雪人。一点一滴，都沉
浸着儿时的欢乐，虚掩于我日益成熟的内心深处。

我摇摇晃晃地走在那崎岖不平的泥路上，泥泞
的小路旁全是野草、小草，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周
边都是一排排的红砖瓦房，大多都已拆迁，冷清至
极。我看了看四周，叹了口气，自言道：“以前啊，这房
子能住二三辈子人，虽破，但有家的味道呀！”这不禁
让我想起杜甫的“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
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囊中羞涩，
尽管强作笑颜，百般迁就而又无可奈何。但我坚信明
天会更好。不知不觉走到老瓦房前，这一代的瓦房都拆了。
空荡荡的，了无人烟，没有鸡鸣犬吠，没有孩童打闹时的嬉笑
追逐声，只留下几户人家，做着小本生意，过着清闲幽的生
活。那棵伴随一代代人长大的老槐树，仍像往日般高大挺
拔，却多了几十年的沧桑悲凉，似一个盼望孩儿早日回家的
老母亲，充满了期待却又不免怀伤。我推开那老旧门，一股
霉味顿时扑面而来，熟悉的小板凳大桌子，像被打开了记忆
匣，一切都想了起来。观望一会儿，我便准备离开。突然听
见“砰”的一声，吓了我一跳，我随即便匆忙向声音处走去，发
现是一个爆玉米花的老者，身上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头顶
上戴着青藏蓝色单帽子，脏兮兮，油乎乎的，眼上还挂着一幅
高度近视镜。我走近他时，让我顿时大吃一惊，他竟然是分
别50多年高中的同学，他似乎好像已认出了我，便不好意思
地说：“原来是老同学驾到，听说你在全国出了大名，哪像我
混下了街，干上了乞讨的策事。”并随手递给我一袋爆米花：

“尝尝吧，你在大城市是吃不到家乡的味道的。”我有些不好
意思地伸出手接过爆米花，那成色好像还和原来的一模一
样，便随手捏了两粒送进嘴里，嘎嘣脆，甜腻腻的。我便嚼着

像个孩童般激动地说：“以前啊！来了爆米花的，总要吵着闹
着让母亲答应我们兄弟姊妹爆上两碗解解馋。那时爆一碗
玉米才五分钱，可母亲只应允爆一碗，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
拿着碗伸向瓦瓮深处时，我感觉到里面空空的，其实也没有
多少了，便不忍心地盛了一碗玉米，更意识到家里粮食的金
贵。等我用簸箕端回家，你抓一把，我抓一把，等不多时，已
所剩无几了。现在回想起来鼻子就觉得酸酸的。”接着又将
两粒爆米花送到嘴里，嚼着的时候，感慨地说道：“这就是家
乡的味啊！”泥泞的小路，老旧的红砖瓦房，挺拔又沧桑的大
槐树，儿时的美食，心里满满的愉悦和满足。

沿着小路继续往前走，有池塘、有蔬菜大棚、有商店、树
林，无边无际闲置的荒地上，堆积着一座座像小山似的秸秆
垛，不时发出刺鼻的霉臭味。现在农村没有了大牲畜，秸秆
又不能焚烧，秸秆还田给种子发芽生长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秸秆的堆放已成了农村的一个很不安全的大问题。

田野小路上，匆忙的人群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几只小
狗在麦田里追逐打闹，混合着农用车嘈杂的机器声，显得那
么得普通，却又祥和。步履匆匆的行人啊，倘若你揭开了幸
福的帷幔，千万要牢牢抓住它的一角，别让它逃走啊。

这时走来两个俊俏的小姑娘，看我的一言一行觉得怪
怪的，疑惑这位老人是不是迷了路，于是走到我跟前问长问
短，个头稍高的小姑娘天真地问：“爷爷，您是哪里人？是不
是迷路了？”我听到先是一愣，便笑着说：“我就是这个村子
里的人啊！这是我的家乡。”说着不知不觉我感觉到泪水似
乎流到了脸颊上。小姑娘依然笑眯眯地望着我问：“我们怎
么不认识您呢？您是从大城市来的吧？”“对，我是从省城来
的，我和你俩这么大的时候就曾经在这个村的学校读书，多
年没有回来过了，你们怎么会认识我呢！可省城再好也比
不上家乡好。”另一个小姑娘突然站在我面前说：“听俺爷爷
说过，有一个我们村里的人在省城是个大书法家，叫漱山，
您是漱山吗？”我有些莫名其妙地答道：“正是，漱山。”那个
小姑娘又热情地说：“爷爷，您到俺家来住吧，俺爷爷他认识
您，他经常说起您，爷爷屋里还挂着您写的字呢！”于是我在
小姑娘的引领下来到了她们的家。我果真认识小姑娘的爷
爷，他比我长两岁，是儿时的好伙伴，还是小学的同学呢。
在小姑娘家里我欣然挥笔写下了自己创作的一首《乡归》

“着意寻乡履石桥，随风巡野草木凋。飘零离家难留我，闲
来无心遇双娇。淡淡蓝天轻出岫，依依素练诗意高。莫愁
寒夜静寥寂，尽收月色胜春宵。”

家乡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丽、最祥和的。家乡有大片
的绿、蓝、金黄、火红……家乡始终是色彩斑斓的。蓝天和
绿水，青草与红花，黄叶与紫茎，一切都很自然，大片缤纷融
合成温暖的光，远不像城镇斑驳的墙壁，灰色的基调，黑白
的冰冷大理石，几点星芒般的色彩突兀的闪动，细辨认，似
乎所有的都集中在人们自己身上，吝啬地不肯施舍哪怕一
厘。于是阳光也收起和颜悦色，拿出带有金属的锐利与寒
意，似乎想刀刀溅出热血来重燃大地之火，给人们更多的温
暖和幸福。

此时只怪时间匆匆，也就是只得带着依恋的心情踏上
了弯曲的小路。那绵亘不断的小路，一直延伸到天边，就像
人们的思想一样，永远也没有尽头，但我必须承认，在若干
年后，小路是定被丛生的野草取代，那时的世间也就少了这
种独特的风采，相应会换来那众人向往的繁华闹市。我只
怜惜这些即将消失的生命物种，原来自然界里的生命有时
也很脆弱和无奈。我茫然了，在离家的这些岁月里，我获得
了多少？拥有过什么？人生应当如何面对？这些我都无从
作答。此时我急需一个僻静的环境去思考和面对，有时生

活犹如梦一样，匆匆忙忙而来，又匆匆忙忙而去了。
人，总是在不满足中度过，而今，变老了，生活、感情诸

方面也变得萧条无味，所以对家的那份思念之情强烈的指
引着我回家乡看看。因为，家乡是温暖的港湾，是可以躲避
风雨的地方。家，是灿烂的阳光，可以照亮我忧郁的心情；
家，是甘甜的露水，可以滋润我的心田。那么，回家乡则是
一件幸福无比的事了。

蓝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银白色的圆月，家乡的夜晚是
那么的通明透亮，繁星闪烁着。东方露出灰色的轮廓，春天
的音，家乡特有的温馨在空中荡漾。我沉醉了，好像躺在母
亲的怀抱里，温暖、舒适。此时我就是土地里的耕作人，累
了的时候就想起当年父辈们勤俭持家的场景，饿了的时候
就望一望满天的繁星，没有了苦日子的烦恼和忧愁，就连悲
伤的事情也荡然无存了。那轮月亮，依旧挂在树梢，多么晴
朗，多么明净，它圆圆的脸庞上含着笑容，似乎要对我说出
什么话。静谧的夜色里，有一群鸟儿起劲地演奏着友好的
乐曲。家乡，带给了我无穷的快乐和回望。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书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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