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人围在电梯口，都心急

火燎地着急自己的事，都一门心

思盼望顺利搭乘。当自己庆幸

挤进电梯内时，先为自己幸运而

窃喜，紧接着便对竭力试图挤着

进来的人暗暗不满，甚至还可能

嘟囔一句“早满了，根本住不下

了！”

一大伙人排队等公交，公交

到来时队形自行散乱，有快步抢

先的，有故意挡人的，有投机取

巧的，自觉地守纪律的总是现场

吃亏。当自己投币扫码站稳后，

为告别等待而欣喜，同时为不断

拥挤着使自己站立不稳的人而

生发抱怨心，恨不得车门快点关

上，挡住急着要上车的人。

这两个例证中，前一例我在

梯内，后一例我在车内，我所描

述的正是自身行为和心理过程。

有一天，思索这些习以为常

的经历，找来找去，结论是“自

私”，所有的表征统归为自私的细节。窥一斑现全貌，细

节虽琐碎但包含大道理，剖析起来让人明白一些道理。

等候目标，以礼开始。大家同处于等候状态的时候，

目标尚在远处，自私处于相对静态，表现得并不明显。温

和地搭讪，礼节地问候，平静地对视，一切看起来轻松自

然，少有不入耳的话，少有扎眼的事。以礼节和礼貌为行

装，把自私包裹起来，自私没有明显反应，但实质上人人

的潜意识都在等待目标出现、达到目标，所谓“引而不发，

跃如也”。

目标出现，以争为主。资源不均，这让一部分人从小

学会了“争”、爱上了“抢”，稳妥的叫争取、暴力的叫争夺，

常态的叫抢先、失态的叫抢劫。目标是利益聚集点，围绕

获取利益谋划千方百计，手段千锤百炼。以乘车为例，只

要望到有车到来，原本平静的秩序瞬间被打破，争抢在前

面是为了早点坐上，机会好的可以落座，至少免了等待之

苦。固然有素养高的，但终归不甘失落，特别是因为自己

的谦让而失去机会后，最后下决心要保住自己应有的入

车位次，虽然不至于大张旗鼓争抢，但暗暗用力是肯定

的，因为公众场合的谦让并没有人领情和赞许。这是因

为，面对面、一对一之时，谦让有针对性，人们不乐意谦让

被稀释分解到大圈子里。

站稳坐下，成为既得利益者，心态陡然发生变化。车

内是局内，车外是局外。对于局内受益者而言，局外的争

抢者属于分割利益群体，随着人增多，挤压免不了，挤得

东倒西歪也是常有的事，立足自身很难有慈善心态。因

为希望自己舒服地乘坐，所以希望将争取上车者排除在

外，道理简单的不得了。对应在更大的利益点上，则是自

私心更重，除了抵触情绪，出格的做法也难免发生。

以小见大，自私难免，自私本生命属性，弱化属性需

要条件和环境作支撑。生命的个体是自己的，私下个人

的生产生活主要依靠自身完成，荣辱多自承，冷暖多自

知，超凡脱俗毕竟少数，芸芸众生生生死死的过程无不以

自私完成。你自私，我自私，自私无可厚非，关键是掌握

自私的分寸和尺度太难，一不小心就越位，在自私中伤害

了别人，又被别人伤害，自私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通过

抵制消解一定程度上极有可能是最小化，过度自来私去

并不划算。

固然，摆脱自私不可能，但控制自私、调节自私还是

可以做，从将心比心开始，让争抢的心态趋于平缓，让争

抢的动作不要过激，特别是自得利益后容得下别人一样

获利。

从乘车、坐电梯这一类小事开始，从改变自私的细节

开始，努力做一个不是一味自私的人，努力做一个告别浅

层自私的人，做的人多了，我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会让美好

更加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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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枫叶飘零的晚秋，我又回到黄河岸

边的故乡岚县，此时的县城，草枯水瘦老树寒鸦

一派萧瑟。穿过城南曲曲折折的小巷，轻轻叩

响南街一扇普通民居的门环。这里住着一位 70
年代红遍晋陕一带的老艺术家。

童养媳
她至今没有名字。1942 年她生于一个叫

浮家峪的小山村，爹是个打铁的，吸食大烟，

问 沟 对 面 村 一 个 朋 友 借 了 40 块 白 洋 吸 烟 还

不起债，就把 7 岁的她送到人家做了童养媳，

那年大丈夫才 8 岁。因为年纪都小不懂事，

两人经常打架，每次婆婆像母狼一样扑过来

把她劈头盖脸乱打一顿，打完不说还让刮山

药拔猪草，手冻得像红萝卜一样，受苦挨打不

说了，每天饿得要命。9 岁那年偷跑回家，死

活哭得不去了，娘一把抱住说，每次听见沟对

面孩子嚎哭，娘的心就像刀绞一样。怕婆婆

家来要人，就东躲西藏，姑姑姨姨家乱住，逢

年过节时才接回家。家里那时真叫个穷的露

心，草席子上全家一条破被子，饥饿寒冷逼得

人想急办法，人总得有口饭吃啊，去哪儿才能

有口饭吃呢？一天夜里听见兰家舍来了唱戏

的，她衣服烂的出不了门就问邻居借了一条

大裤子，七扯八拽栓了一根烂布绺子穿上奶

奶的尖角角鞋出门就往锣鼓声响的地方跑。

戏班的不要她，正好有个人认得她爹说让这

可怜孩子试试吧，就这样 12 岁的她跟戏班连

夜走了。家人找不到她，村里的人都说让野

狼吃了。三个月后她演的《辕门斩子》中的三

花脸木瓜，领班点头说这孩子是块料！一下

定了三年协议，但是三年有饭无工钱。一个

浮家峪的媳妇回娘家，在别的村子认出了戏

台上的她，回去告了爹娘来找，她死活不回去

宁愿死也挨不行饿了。

戏班叫大众剧团，原为岚城杨子义的私人

戏班--“杨家班”后来让县里收了。当时的名角

是艺名两担米杨根青（平定人，唱一台戏能挣两

担米）、水上漂宝贝（汾阳人旦角）、韩宝珍（须

生，桂兰娘）等，主要剧目有《算粮登殿》《天河

配》《困雪山》《六月雪》《上天台》《火焰驹》。

好人家的子弟不唱戏
有一次大冬天从东村往河口走，冰雪一会

就把脚和鞋子冻成冰坨了，走不远就得在树干

上石头上使劲敲打几下，再赤脚穿上鞋子继续

走。有一年东河滩发水，把鞋子也冲走了，她光

脚走到毕家坡，一个村妇看着可怜落泪，把自己

家孩子的一双旧鞋给了她穿上。能睡在门扇上

就是福气，能睡在烧水的火炉边也算走运。师

傅为给自己的孩子吃鸭蛋养着一只鸭子，那只

鸭子就是她的事，走到哪抱到哪，冬天手冻就把

手藏在鸭子翅膀底下保暖。在牛湾子下雨天给

师傅送饭，从半山坡上滑下沟里，饭没了，人滚

的一身泥水，问人家再要点饭谁家也没有了，师

傅气急败坏地让她跪下又打了半天，打得浑身

都是血印子。

学戏全靠师傅打，俗话说不打不成才。打

分两种，一种是看你是个材料敲打鞭挞你，一种

是服侍师傅不到位动大刑修整你。就是在倒立

拿大顶时，师傅也要在一旁拿鞭子抽，马鞭是藤

木制得，一打几道血印子，全身上下都没个好的

地方，打上还不让哭，越哭越打得越狠。爹把半

个月打铁挣的钱买成洋烟送给师傅，不送就往

死里打。

唱戏的铺盖牛吃了
那时候唱戏的被子里有棉花的不多，里面

全是草芥和麦秸，走到哪儿被子扔到哪儿，鸡窝

狗窝上墙头上牛槽上，晒得到处是，牛闻出了草

的味道连被子就吃。1955-1956年戏班经常在

陕西榆林一带演出，一次无定河发水，河水有大

人齐腰深，小孩子哪敢下水。背河人收 5 毛钱

可小孩哪有钱，同行的有个人看她可怜，把她像

褡裢一样搭在宝贝骑得那匹骆驼脖子上才得以

过了河。

每次演出结束收拾好已是深夜 1 点才转

场。脚底下是黄沙，鞋子不能穿只得光脚走，几

个娃娃胳膊套胳膊怕丢了，一脚深一脚浅，跟着

前面戏班的骆驼车队，走着走着就困倦交加睡

着了。半路如有庙宇，就是戏班的临时住所，要

是寺庙里恰好有寄存下的棺材，那才是她盼望

的豪华床。有一次路宿大佛寺，佛座背后正好

有个箩筐，她就像小狗一样圈在里面枕着鞋子

美美地睡过去了。天不亮众人继续赶路，走出 2
里地才发现少了一个人，负责管理几个娃娃外

号瘦小子的，跑回来揪起她打了个半死，说是害

得他们又走了回头路。一次因为练功时用力太

猛，她脚踝脱臼不能行走，吃饭全靠剧团的杨改

珍背着才能行动，过了 3 天正好有个接骨医生

路过才把脚修正好，那年 18岁。

春天来了
1970年代末，大家意气风发，文艺的春天来

了。

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排练，剧团重上传统

戏。首演的地点不在简陋的旧电影院，也不在

露天的二一九广场，选在刚刚落成的大礼堂里

上演。全新的行头，耀眼的灯光，宽畅的木地板

文武场和独立的化妆间，那是剧团最红的时候，

她是当家台柱子，当时已经享誉晋西北。第一

场就是《十五贯》，以后场场爆满！《逼上梁山》

《八件衣》《薛刚反唐》《明公断》《三滴血》，当时

负责人是牛兆旺、王敏。演员阵容强大，艺名狮

子黑毛罗、河北武师建中计怀，出台猛李玉刚及

徒弟筋斗云计生，剧团经常受邀到太原忻州包

头榆林雁北等地巡回演出，外界一片叫好，她获

得二级演员的荣誉。

秋风扫落叶
1983 年剧团定性为自负盈亏的集体企业，

此时的剧团吃公粮的多，能上台的少，人浮于

事，众人各奔东西一夜就解散了，恰似秋风扫落

叶。唱旦的跟了响工出入于大小红白事务之

间，唱生的满足于包头内蒙小剧团跑龙套，威风

凛凛的大将“赵子龙”“张辽”游走于白龙市场门

口卖袜子打饼子。可怜一代名伶就这样结束了

自己 29年的舞台生涯！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苦难成就艺术，社会

变革却又轻易像风沙一样埋没珍珠。一个没有

英才的群体是不幸的，一个有英才却不知敬重

爱惜的群体是可悲的。墙上还挂着当年花容月

貌玉树临风黑白演出照，眼前满脸皱纹的她和

坐在圈椅里手拄拐杖的他，让人不禁想起《泰坦

尼克号》中手捧海洋之星的开端——音乐响起，

灯火璀璨，冰山来袭，繁华如梦。人在世间，多

像一叶扁舟，任凭起起伏伏的风浪推向茫茫无

际大海中的激流和旋涡……

“宁叫跑得吐了血，不要误了娇女子的六月

雪”她真的没有名字，人们都知道她响当当的艺

名——“娇女子”。

许 多 的 朋 友 在 喝 茶

的时候，遵循着“一壶侍

一茶”的规则。如果是一

位资深的茶友，那么经常

喝 的 口 粮 茶 也 就 是 两 三

款，拥有几把紫砂壶就能

够 做 到 一 把 壶 只 泡 一 种

茶叶，那自然是最好了，

可 以 最 大 程 度 的 挥 发 出

茶叶本来的滋味，同时也

让 紫 砂 壶 在 泡 养 的 过 程

之中不容易养花，尽快的

形成包浆，散发出令人赏

心 悦 目 的 光 泽 。 而 对 于

大多数的朋友来说，我们

要 首 先 养 成 喝 茶 的 好 习

惯 ，摸 透 自 己 喜 欢 的 口

感，然后再选择不同的茶

叶 来 搭 配 不 同 泥 料 的 紫

砂壶，从而达到相得益彰

的效果。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

有着绿茶、红茶、普洱茶、

黑茶、乌龙茶、白茶等等

不 同 的 茶 叶 类 型 。 一 般

情况下，紫砂壶常用的泥料为段泥类、紫泥类和朱泥类

三种，同样的目数（颗粒的粗细程度）中，段泥的透气性

好于紫泥，紫泥则好于朱泥，于是我们按照茶叶的鲜

度、香度等等元素，一一的对应起来，在选择的过程之

中不至于纠结，最大程度的享受饮茶的乐趣。

绿茶在我们平常生活之中饮用比较多，尤其是夏

日，常见的绿茶有碧螺春、西湖龙井等等品种，绿茶非

常的娇嫩，茶汤比较的浅，所以在选择紫砂壶的时候，

以透气性好、颜色较浅的段泥为佳，而且不易形成黑色

茶垢，水温以 80℃为宜，冲泡时间为 2分钟左右。红茶

是全发酵茶叶，如宜兴红茶、正山小种等等，汤色澄亮，

香味迷人，一般宜采用颜色较深的紫泥、朱泥壶最好，

既可以把茶叶的香味发挥得淋漓尽致，还能够更好的

还原其层次分明的口感。熟普洱和黑茶在一定的时间

内有着越陈越香的特点，如果采用紫泥类底槽清茶壶

的话，可以更好的发茶性突出其香味醇厚的优点，生普

则建议采用黄金段泥类紫砂壶，在后期的养壶过程中，

油润度、光泽度都是无可挑剔的。乌龙茶的典型代表

有铁观音、凤凰水仙、武夷岩茶等等，香气高扬，非常的

具有特点，恰好朱泥紫砂壶结晶度高，逼香快，扬香高，

最适合此类高香茶叶，而且以小品壶最佳，历史上著名

的朱泥小品壶思婷、梨形、潘壶等等都是在福建、广东

一带喜欢饮用乌龙茶的区域广泛的流行开来。白茶类

则如白毫银针、白牡丹等等，茶汤略带金黄、香气清高

鲜爽，冲泡自然以朱泥

为最佳。

紫砂壶最大的性能

优 点 就 在 于 双 气 孔 结

构，既可以很好的挥发

出茶叶的香味，也会吸

附许多的茶香，所以一

把壶泡一种茶叶就不会

串味，包浆颜色也会更

统一，同时更具有仪式

感。让我们选一把合适

的壶，泡一壶醇香的茶，

在水汽氤氲中享受禅茶

论道的美妙时光。

白马仙洞洞口东侧，

一通明代石碑嵌入墙壁，

碑高 1.6米，碑额“重修渊

济 殿 记 ”。 碑 文 标 题 是

“重修洞阳观碑记”，镌刻

的文字还比较清晰。

这 通 碑 刻 于 明 宪 宗

成 化 十 一 年（公 元 1475
年），距 今 545 年 。 宪 宗

是英宗的儿子，英宗一点

儿不“英”，就是曾被瓦剌

活 捉 后 放 回 来 的 那 位 。

英宗的儿子宪宗比他强

多了，孙子孝宗更好些。

明代中期，宪宗成化和孝

宗弘治两朝算是朝政不

错的时代。

这 通 成 化 碑 的 碑 体

不大，但碑文中留载的史

料不少，叙述了白马仙洞

的许多内容。碑文中有

几处文字值得关注：

一 、记 述 白 马 仙 洞

“ 距 城 二 舍 许 ”，古 时 一

“舍”合 30 里，也就是有

60里之遥；现在的“里”比

古时大些，相当 50 华里，

那时的里约合今天的 410
多米。

二、记述“唐时有白

黑二马出入洞府”，而后

来传说只有白马入洞，与

口传故事略有出入。

三 、洞 外 景 点 记 有

“海子滩”，与现在王营庄

村 南 海 滩 两 侧 的“ 南 海

沟”“北海沟”，显然有关

联。

四、碑文记：“至正丁

未燕京长春宫道士宋公

号披云真人”重建“渊济

仙王宝殿”，这事发生在

洞阳观内元代梯形碑的

12 年之后，公元 1367 年，

元代灭亡的前一年。当

然，道家不关世事，还是

修观建殿。

五、碑文中有：“天顺

甲申山右岁值亢旱，方伯

殷公不遑睱食，帖命本州

道正司道正任道坚赴司

祈祷，应命经过是祠，虔

诚默祷，至彼设坛，不三

日而霖雨。”这是对道家

祈雨成功的记述。此处

的天顺甲申年，是天顺八

年 ，即 公 元 1464 年 。“ 山

右”，即山西。“方伯”，是

地方长官殷大人，对旱情

忧心忡忡，寝食不安，派

任道坚前往。本州道正

司是指永宁州道教的主

管，设坛祈祷，不到三天

就降了雨，以此说明道法

的灵验。

这篇碑文的作者是石

州儒学训导刘逊，相当于

永宁州官办学堂的校长；

书写者是监生薛俊。首位

布施者是知州李逢春，立

碑者是任道坚等八人。任

道坚先生，曾在洛阳玄都

观“修造”，颇有来头。

碑 文 共 26 行 ，每 行

60 余字，共 1300 余字，其

中正文 20 行，约 1000 余

字。

碑 文 中 对 九 凤 山 和

白马仙洞景物的描写相

当生动，正文最后对皇帝

的歌颂和洞阳观的简单

记叙，都用四言韵句，颇

有夸张，这是碑铭普遍的

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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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成化碑

道士来祈雨
□ 楚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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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女子娇女子””的故事的故事
□ 张静洲

鉴鉴赏赏

我从祖国的南疆出发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东南西北中

去看一看

美丽中国我的家

我想沿着圣洁的天路奔向人间天堂

在雪域高原倾听仓央嘉措的情诗

在珠穆朗玛峰世界的最顶端

拥抱世界拥抱亲人

我在吐鲁番果实成熟时去遥望天山

用曼妙的舞姿品尝丰收的喜悦

我站在戈壁大漠的楼兰古城墙上

倾听异域风情里的风花雪月

我想去塞外的江南

去倾听驼铃声中远去的荒凉

去遥望六盘山下虔诚的诗意

去寻大漠深处最自然的壮美

我想从成吉思汗的行宫里

摘下金戈铁马中气吞万里的吼声

一路奔腾在蓝天白云下

用豪迈情怀诠释情深的大草原

我在茫茫的林海雪原里

听乌苏里船歌的故事

用一腔粗犷豪放的歌声

在长白山下唱出鱼米醇香的大东北

我把一颗明珠镶嵌在美丽的黄浦江畔

我徜徉在梦里水乡烟雨朦朦的雨巷

我跨过雄伟的群山穿越无垠的平原

纵横在大江南北万里阡陌

我深情凝视着五千年文明的华夏

咀嚼着这个民族骨子里最深邃的文化

我相信是两条母亲河奔涌而出的乳汁

浇灌出这个民族儿女们永不屈的精神

我仰望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

千年不屈的歌唱扑面而来

我的祖国英勇顽强

我的祖国走向强大

美丽中国我的家
□ 曹伟

●诗词坊

《东坡提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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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花落时节 我回到故乡

站在村口抚摸那棵老槐

躲在年轮深处的一缕乡魂

偷偷在窥我 低声说

你的来处已经凋零

乡下早已搬到了楼上

故乡回不去了 只剩下一捧土香

啊 唯有故乡才是我的来路

和一生的走向

当年逃离只为一眼回望

而今 我却失去了回望的姿势

好像故乡

只是想象中的某个地方

曾有过多次抵达 都在梦中

都在思念沿途的路上

故乡没了 眼前一片迷茫

我的心 多次盈亏圆缺

此刻正被一寸一寸啄伤

本想让衰朽的双膝跪上泥土

看来连驻足都是一种奢望

真想伏上老槐肩头

酣畅淋漓大哭一场

泪雨中捧一掬故乡的泥土

沉沉地装入行囊

往后的日子

我将借异乡之水

将故土泡一壶酽茶 慢慢

品味渐行渐远的所有时光

炊烟里的乡愁

乡村里最美的一首抒情诗

她一个手势就可让乡愁泪眼蒙胧

炊烟的一生飘忽不定

想拣起比顺手操一把镰刀要难

炊烟是屋顶长着的一棵庄稼

游子是泥土里冒出的种子

庄稼黄了挥镰即可收割

种子想要回到泥土那就难了

炊烟抒情时千万别去打扰

飘飘洒洒才会涂抹最美的风景

只要乡音不肯离去

走西口的乡愁迟迟早早都要回来

炊烟很远 乡愁很近

怎好去丈量这远这近间的距离

炊烟一走就不再会回头

乡愁却一生奔波在回家的路上

但我仍要怀念炊烟

怀念乡愁里那根最脆弱的软肋

它是活得最阳光的一杆唢呐

能扶直乡愁的恐怕就是它了

摘上一朵炊烟别在胸前

让我常能闻到青草的苦涩

炊烟是我此生最常走动的亲戚

我告诉炊烟我想她了 也想家了

我的乡村
（外一首）

□ 吕世豪

王
成
武:

吕
梁
市
美
协
会
员
。
他
的
作
品
，
笔
法

素
淡
雅
致
，
布
局
疏
朗
。
艺
术
格
言
：
岂
能
尽
如
人

意
，但
愿
无
愧
我
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