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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六月 我高考
□ 程建军

那年，六月，烈日炎炎。
东村街头，乡下的母亲正在二一九广场附

近的那个小巷子里卖菜——几捆芫荽，几把韭
菜，几颗菜葫芦，两纸箱新摘的金针，是她全部
的家当。

不能高声叫卖，怕吵到人；不能讨价还价，
长时间的烈日暴晒，蔬菜已经不再水灵，如果有
好心人上前问价，已算是开市大吉……但即便
如此，满嘴燎泡的母亲仍是不肯压低价钱贱卖
了自己的血汗，仍是舍不得为粒米未进的自己
买一个一毛钱的锄片饼子。

小巷口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卡拉 ok声，年
轻的歌手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又是九月九，亲人
也难聚首”。每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母亲的
脸上就会浮现出重重的忧郁，就好像烈日下失
去水分的芫荽一样，越发的萎靡不振。

因为，他钟爱的大儿，又要走向高考的战场了。
考场上的挥汗如雨的我，与同样挥泪如雨

的母亲虽然只隔了两个街区，但我依然可以听
到她老人家在不断的祈祷，她脸上层层叠叠的
焦虑，她额头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她双手上交错
纵横沾满黄泥的伤口，至今镌刻在我的记忆深

处，碰痛碰痛的。
小的时候，我还不

知道高考的残酷性，我
也还不知道“乡下的土
猪也可以拱拱城里的小
白菜 ”，我单知道，只要
考得好，便可以拥有母
亲亲手烙好的喷香的烧
山药馍馍，再或者就是
世间的美味巴锅窝窝，

当然了，再来一点地皮菜炒家鸡蛋也是极好极
好的口福——那时，我觉得，人类的口腹之欲虽
然有点原始简单，但是它的确是贴心贴肺，远比
那一张沾满虚荣的奖状来得实惠一些。

所以，从小到大，我向往每一次考试，我向
往每一次考试背后甜蜜的实打实的鼓励，唯有
它们才能令我的生命在艰苦的岁月中不断勃
发，在无数的挫折中不断前进！

那时，母亲念叨的最多还是“细粮本本”“毕
业证证”这样高深莫测词语。她十分希望我成
为我舅舅那样的人——每天可以吃上顶尖盖帽
的“好面片汤”，不用天天灌可以清得照见祖宗
的“稀米汤”；每天可以拿着大把大把的粮票布
票买这买那，不用抠抠搜搜吃个黑豆攒屁：每天
穿着中山装别着两支神气活现的钢笔，在大街
上骄傲地接受别人的注目礼……

我舅舅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至今都高尚
无比，因为他是在上个世纪毕业于忻州师范的
高材生，是村里唯一最早吃公饭的人——“风吹
不着雨打不着，轻轻松松赚大钱的人”，村里人
还有谁不羡慕？

念叨得多了，我就知道，舅舅便是我这辈子
的奋斗榜样了，这“细粮本本”“毕业证证”就是
我逃离黄土吃上白菜的不二法宝了。

后来，历经坎坷，几番折腾，我侥幸成了专
科大学生且就读的是正牌的师范类专业，这样，
我离成为我舅舅那样的人又近了一步，母亲很
高兴。

但是，每年的六月，每年的高考，母亲还是
会不断的祈祷“快些些，保佑俺儿，和他的孩子
们统统上大学”这些言语，除了侍弄那几亩庄
稼，她对高考的关注热情依然不减，在我眼里，

老人家已经彻底演化成了一个十足的“高考
人”——尽管上了几天扫盲夜校的她，只会歪歪
扭扭写个自己的名字。

走在大街上，她就会十分敏捷地分辨出那
些参加高考的踌躇满志的孩子和他们忧虑重重
的家长；打开电视，她就会十分利索地旋到教育
频道认认真真地听各路专家对高考的演说；和
人聊天的时候，她就会主动地翻开磨得早已毛
边的报考指南，把儿子们当年参加高考的学习
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如今，我不参加高考了，她又继续絮叨着我
女儿的高考，我儿子的高考，我的学生的高考，
我的学生的学生的高考……

今天，我家小巷口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卡
拉 ok 声，年轻的歌手还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又是九月九，亲人也难聚首”……今天，那些锦
鲤附体的考生在父母的陪同下，随着这个熟悉
的旋律又迤逦走向考场了……今天，远在云南
大理的母亲，坐在小凳子上的母亲，站在街头卖
菜的母亲，蹲在地头间苗的母亲，反复翻看志愿
书的母亲，她老人家的脸上还会浮现出从前那
样多的深深浅浅的忧郁和骄傲吗？

那年，六月，烈日炎炎，
我 又 一 次 走 向 高 考 的 战
场。我不知道的是，从几捆
芫 荽 开 始 ，从 几 颗 鸡 蛋 开
始，从几把韭菜开始，从几
颗菜葫芦开始，从几箱新摘
的金针开始，母亲为儿子的
可怜命运日日夜夜煎熬，已
经整整地苦苦地挨了那么
多那么多年……

小时候，我家有两
棵大杏树，一棵在院前，
一棵在屋后。

据父母说，这两棵
杏树与老房同龄，是造
屋的那年爷爷亲手栽下
的。几十年高龄的大杏
树，枝繁叶茂树冠遮天，
覆 盖 着 前 后 大 半 个 院
落，每当杏熟时节，我家
的 院 里 院 外 可 就 热 闹
了，左邻右舍前街后巷
的人们你来我走，马不
停蹄。他们这时候来我
家，不用说谁心里都明
白，当然是受了杏子的
诱惑。众人边吃边随手
将 杏 核 扔 得 满 世 界 都
是，大家心满意足之后
便离去，留下的残局自
然是由母亲来收拾了，
只见她手提着筐箩不停
地东搜西寻，唯恐一个
杏核漏网，在这段时间
里母亲每天都能有不小
的收获，然后将这些宝贝洗净晒干积攒
起来。

杏熟过后，母亲就更加忙碌了，忙什
么？忙着砸杏核。后院的杏核是甜的，
她一边砸，孩子们一边抢着吃，但吃的没
有剩的多；前院的杏核苦，砸苦杏核就没
人抢吃了。因为杏核太多，所以砸得很
慢，要全部砸完总得十天半月的工夫，淘
气的我们很想帮帮忙，但母亲从来不让
我们插手，怕的是越帮越忙。待母亲起
早贪黑的将杏核砸完，也就到了入伏的
天气了，暑气逼人，大人孩子都不好过，
便都盼望着早点吃上母亲亲手调理的杏
仁去暑小吃了。

杏仁，尤其是苦杏仁，是解热去火的
一味常用中药。母亲就根据杏仁的这一
药理性能，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制作这道
小菜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人们吃过之
后，反响强烈齐声夸好。在那生活贫困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能够在盛夏享用到
这自作的去暑小菜，也算是很幸运的事
情了，做的人和吃的人都有一种甚是骄
傲的感觉。因此，制作杏仁去暑小吃就
成了母亲每年必做的一件大事了。母亲
的制作方法也并不复杂，就是先将砸好
的甜苦杏仁放在大缸里用冷水浸泡一天
一夜。经过浸泡的杏仁，甜的依然甜脆，
苦的也不再苦了。接着将去了皮的杏仁
与事先切碎的鲜黄瓜相混，搅拌上茴香、
花胡椒、大料等调料，用适量的盐、糖、醋
和凉开水淹在大盆里放进院中的地窖，
两天后便可食用。

这时只要打开地窖，一股扑鼻的清
香味就在院里院外迷漫开来，几乎同杏
熟时节一模一样，人们闻香而至。母亲
在地窖里你一勺他一碗的分给大家品
尝，大人们还比较矜持，细嚼慢咽；娃娃
们却不管这些，三口两口呼噜完后就又
将自己的家什伸给母亲，一连要吃得小
肚儿溜圆才肯作罢。我那时便是混杂在
这些娃娃中的一个，吃得最欢要得最
频。啊，那沁心入脾的又甜又酸又清香
的味道，虽然过去了几十年，至今仍留在
我的记忆中，每到酷热的伏天，一想起当
年母亲制作的杏仁黄瓜来便觉凉意丝丝
从心底升起，暑气就去了大半，只是再也
品尝不到那样的美味了。因为不但我早
已离开了辽西的老家，在遥远的山西工
作了大半辈子，而且听说那两棵杏树也
由于年老果稀被砍掉，况母亲也于十几
年前驾鹤西去。当然，今天的防暑降温
用品极为丰盛，而且种类齐全五花八门
名目繁多，不乏美味佳肴，随时都可以买
得到，完全不必像母亲那样的自己去加
工了。不过，说真的，我用过了那些之后
却无论如何也品尝不到母亲亲手制作的
去暑佳品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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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有一些人物，仅仅出
现一面，就再也没有踪影了，这样
的人物应该叫冷脸人物，诸如王尔
调、冯胖子、沈世兄、严老爷等等。
这些人物尽管像流星一样一闪而
过，然而在他们身上却闪现着地域
密码和人文背景。《红楼梦》第十三
回，更为明显。

冯胖子原型冯从吾

《红楼梦》第十三回有一个冷
脸人物冯胖子，仅仅是同样冷脸的
大太监戴权口里提到的一个名字，
戴权（卖官给贾珍）道：“还剩了一
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
求，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
他。”

这里的冯胖子实际上就是捎
带明末长安人冯从吾的，冯从吾画
像确实是个大胖子。永兴军是宋
金时期西安府旧名，而冯从吾就是
明末西安人，永兴军几乎包括了全
部陕西省地盘。冯从吾与魏忠贤
不和，魏忠贤不仅除了他的官，还
砸了他办的书院，所以戴权“没工
夫应他”就是冷落冯胖子的意思。

冯从吾（1557—1627年），字仲
好，号少墟，陕西西安府长安县（今
陕西省西安市）人。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万历十七年（1589 年）进

士，与袁可立、高攀龙同科，官至工
部尚书。因得罪魏忠贤罢官后，回
乡 创 办 关 中 书 院 ，人 称“ 关 西 夫
子”。冯从吾是明末关学代表，把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集大成
者，也是东林党在西北的领袖。

戴权原型汾州监军太监

“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先备
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
伞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着，
让至逗蜂轩献茶”。

这里的大明宫实际上是一处
行宫，因为内有临敬殿。而且来给
一个没落贵族孙媳妇祭祀，说明戴
太监等级不算太高，所以与明代的
地方监军太监比较吻合。只有皇
帝缺位的行宫才会有掌宫太监外
出与官员交往。戴权的大权在握，
有买卖龙禁尉的能耐，说明他是魏
忠贤的爪牙之一。买官银子有“部
兑”还是“送入老内相府中”的选
择，也说明戴太监是魏忠贤爪牙。
太监称贾珍儿子为“咱们的孩子”，
足见戴太监与贾府之惯熟也是地
方监军。户部堂官老赵，财神爷赵
公明，讽刺朝廷腐败。龙禁尉，当
是龙帝锦衣卫的省略变化。

汾州有明武宗行宫，明末一直
保留着，应该有监军太监入住。明

代推行太监监督边关军队的制度，
汾州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光绪汾
阳县志》记载明末李自成军队到达
的时候，汾州阎太监和刘太监相互
斗争的故事：“明人费甲 ，（被）闫
太监所逼，投井死，以全汾民，宗神
世庶枕尸而哭。刘太监闻之，抗疏
劾闫，士论题之”。驻扎汾阳的闫
太监不能秉公办事，竟然逼死了地
方官。

襄阳侯原型

戴权又说“襄阳侯的兄弟老三
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
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
相与，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
分上，胡乱应了”。

襄阳侯原型当指明末襄阳王
朱翊铭，之所以提他是因为他是明
末被义军杀死的第一个藩王。张
献忠烧了他的尸体，杀死其妃妾四
十三人。“兄弟老三”暗示四十三。
汾阳二王是襄阳武当山真武庙的
虔诚教徒，而且全国为最，农民起
义以来汾州二王开始修建本土祭
祀地北武当和汾州老爷山真武庙。

朱元璋后裔祖籍金陵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

蓉，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
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祖，乙卯科进
士贾敬，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
贾珍”。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是清代地
名，对应明代南京金陵，指贾府祖
籍南京，是朱元璋后裔。乙卯年即
万历四十三年发生了著名的梃击
案，伏明朝开始走向动乱，那年并
未开科取士，明代首位宗室进士天
启二年汾阳朱慎 应该是贾敬原
型。世袭将军指明代藩王后裔。
京营节度使对应唐代北都太原河
东节度使。明代郡王之子封镇国
将军一品对应一等神威将军（此名
号三国马超美誉），之孙封辅国将
军 对 应 三 品 威 烈 将 军（北 周 官
名）。这一段故事曹雪芹写的漫无
边际，但是与明末晋藩对应则事事
有出处。

总之，之所以要提到冯胖子这
个陕西人，是因为与山西隔河而
应，相互为表里。突出了末世危
机。冷脸人物，小说里还很多，诸
如沈师兄对应汾州府东邻沈王所
在潞州府。严老爷，是指明代汾州
著名廉吏严泰后裔义士严敏。王
尔调是汾州王尔抡。从这些冷脸
人物中，曹雪芹透露了《红楼梦》故
事原型就是汾州的兄弟世家庆成
王、永和王府。

红楼梦里的冷脸人物冯胖子原型
□ 吕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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