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诗节拍汉诗节拍

黄山凰溪游
方向明

空山鸣鸟幻无穷，
峰影流云涧水中。
织女一滴思恋泪，
勾起思恋浪千重。

月光下的杏树
罗 裳

月光的手，解不开
杏树的心事
甚至，握不住它一声叹息

三月送杏花
七月送杏子
如今，又要送走一片一片落叶

这一生，杏树不停地
掏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一件件送给尘世

苍老的杏树，和时光较着劲
嶙峋的瘦骨
撑着月亮，挑着村庄

没人知道，当杏树睡去
那些远去的花果
踩着月光，涌入它的梦里

昙 花
杨庆文

昙花是如何出来的
别的花多是由叶子烘托出来的
主次分得很清楚
昙花也很分明
花白叶绿
但花是从叶的枝芽处长出
竟似肋骨部生长而出
大大的一朵
盛开后
一小时左右
便悄然而落
形似小鸡
又似鸟儿受伤的翅膀

有香味吗 或许有
只是我闻着
感觉不怎么舒服
闻多了 似乎迷惘
想躲开

别的花开
多是昂首挺胸，有着勇敢和甘愿
在风中在雨里
一瓣一瓣
慢慢把自己开成破碎的一念

而昙花
在短短时间内
在那最耀眼的白色
闪过之后
便留下让人记忆的光芒
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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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晒场称为“明堂”，意为
开阔明亮充满阳光的地方。明堂一般都
散落在村庄四周的高处，我村的明堂有
许多，村的西边有“西山背”“高明堂”“石
塔背”，村东面叫“白羊山背”“六队明
堂”，村的南方称“祠堂前”“高六斗”“九
队明堂”，北面的人们习惯喊为“后山背”

“孔孔山”。站在每处明堂上，能看到村子
里巷巷弄弄，黑瓦白墙，炊烟缕缕，家犬
鸡鸭；也可望见田畈上的四季风光，丘丘
稻田，垅垅山地，树木花草。农历三月黄
黄的麦熟，五月绿油油的稻禾，秋天里处
处都弥漫着丰收的气息，冬季无垠的雪
景伸向远方。

六月新谷要开镰了。明堂上就如同
战场上，天蒙蒙亮，大伙儿就把一“令令”
修补过的地垫，整整齐齐地排开在明堂
里，等待脱粒后的稻谷摊晒。双抢季节，
生产队里的农活是一茬接着一茬，忙得

不可开交。早稻要收割，晚稻要移插，季
节不等人。早收一天，迟插一天，收成就
会大打折扣。生产队里的男女正劳力都
安排在收割、插秧等主要农活上，晒谷、
扬风、去秕等劳作就都由稍年长的或体
力较弱的妇女操作了。

母亲，出身于商户人家，从小就娇
养，断文识字，根本无法胜任农活，因此，
生产队就安排她在明堂上晒谷。五更天，
一弯弦月牙像镰刀镀上了一层白银，亮
闪闪挂在半空，对门的伯娘就亮着大声
喊我母亲去明堂。母亲虽不善农活，可
对晒谷上的一套活儿都很熟练。摊地
垫、拢地垫、摇风车、筛稻屑等都得应身
手。摊地垫，她脚一蹬，地垫就刷啦啦直
线摊正，不偏不倚。拢地垫时，许多人都
拢得一头大，一头小，她却熟能生巧。只
见她腰一弯，两手撑在地垫左右，不时
拍打地垫两侧，快步地飞速向前，分分
时间就把地垫拢得像出厂的一捆地毯。

暑天的太阳火辣辣地泻照在明堂
上，没一丝风，热得连知了都发不出声
来。趁着正午白晃晃的阳光，母亲不停
用谷笆翻晒稻谷，还不时地要驱赶偷
吃的麻雀和农户的鸡鸭，汗水湿透了
衣衫，脸颊、胳膊晒成了古铜色。地垫
上的新谷在母亲的谷笆推拉中，不断
地划出横线、竖线，如同一位画家在明
堂中画出了一幅丰收图。太阳西沉，母
亲不时地用牙咬几粒稻谷，随着“咔
嚓”“咔嚓”碎谷声，母亲就判断出稻谷
的干燥与否。“晒干了，可以扇风车
了！”于是伯娘就把母亲拢好的稻谷倒
入风车漏斗。母亲一手把控着漏斗的
开关，一手摇动着风车，“呼呼呼”，随
着风车的转动，秕谷吹出了风车口，沉
甸甸的稻谷如同一股小瀑布从风车肚

里奔流而下。母亲和伯娘望着这黄金般的
谷子，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心里充满着
丰收的喜悦，劲头更足了。

夕阳西下，生产队的会计通知各家各
户到明堂领稻谷，明堂上顿时热闹起来。
大伙儿望着金灿灿，如同小山般的谷堆，
高兴地喊着：“有新米饭食啰。”生产队根
据各农户的人口，劳动报酬高低分配粮
食，有多有少，公平公正。一路上，有的抬，
有的挑，笑声灿灿，小曲悠扬。暮色里，农
家老宅的上空飘升着缕缕炊烟，猫猫狗狗
慵懒地东歪西躺，丝毫也顾不及忙碌的人
们，嬉笑的幼童，鸡鸡鸭鸭悠闲地啄食找
吃。落日的余晖照在斑驳宁静地古宅马头
墙上，质朴典雅，怡然悠得，古老的乡村一
派祥和安然，美得惊心动魄。

明堂一直都是热闹的地方，儿时在明
堂里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小伙伴不时
变换着队形，横冲直撞，稚声飞扬，顾不上
满地的泥土，任鼻涕糊挂，汗水横流，人人
的身上都裹满灰灰的泥土，黄黄的草屑，
脸上个个都如同小花猫，狼狈不堪。至于
这些，小伙伴们全然不顾，心里充盈着满
满的快乐，浓浓的玩兴，直到父辈奶奶们
几番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结束游戏。明堂
边散叠着农户家的稻秆蓬垛，如同圆圆的
茅草房，这里又成了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的
场所。我有个堂兄，人机灵，鬼主意多，行
经道事特别，大人都说他“缺骨异样”。记
得孩时捉迷藏，他与小伙伴比输赢，说谁
藏的时间久，大家就要拿出两个香烟壳奖
励他，而每次他总是最后一个现身，小伙
伴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才发现，他把稻
秆蓬中间的稻秆抽空，然后人躲进去后又
拉回抽出的稻秆堵好，这样小伙伴们就不
易找到他藏身之处。知道这秘密后，小伙伴
也学他样，结果不小心弄倒几个稻秆蓬，家

人们用棒鞭教训了堂兄们，阻止他们在稻
秆蓬里捉迷藏。

明堂承载着岁月，存留着记忆。我印象
中的第一场电影，就是在明堂上观看的。那
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电影队自带发电机
供放映之需，明堂里亮着明晃晃的电灯，照
着黑压压的人群，把整个大明堂挤得水泄
不通，连明堂边的几棵乌桕树上都爬满了
观看的小孩。大家兴高采烈，无比兴奋，记
得那场电影片名是《李双双》，是由上海电
影制片厂拍摄的，李双双由著名演员张瑞
芳扮演，仲星火饰演她的丈夫。张瑞芳性直
爽快，做事风风火火，把一个热心集体的农
村妇女形象深深地印刻在广大观众的脑海
中，至今都记忆犹新。仲星火真是个老戏
骨，他把一个憨厚诚实，胆小怕事的农民演
得啼笑皆非，惟妙惟肖，惹得观众们笑声连
连，拍手叫好。

明堂是一个村庄不可缺少的场地，迎
龙灯、演年戏、唱道场、江湖卖药等等都曾
在这里上演过，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留
下点点滴滴抹不去的记忆。曾记否，明堂上
晒着满满的乡愁，东家的萝卜干，西家的霉
干菜，三婶家的红辣椒，小爷爷家的玉米，
还有花生、络麻、席草等等，五彩缤纷，像一
幅巨大的油画。邻里乡亲们在明堂里，互相
招呼，笑脸相迎，显得异常温暖、随和。在炎
炎夏日的夜晚，乡亲们都不约而同来到明
堂上乘凉。大家在习习的凉风中，有的在谈
天说地，讲大话，吹吹牛皮，有的在昏昏欲
睡，似醒非醒。夜空如洗，星光灿烂，知了、
田鸡奏起欢快地音乐。有人燃起了一堆稻
秆杂草烟，熏得蚊子不敢近身。夜晚的明堂
一派祥和、温馨。

随着历史的轰轰车轮，农村的明堂已
经很少见，存在的也已改成了小公园，健身
锻炼场地，停车场。明堂，已悄悄地飞远了。

乡愁绵绵忆“明堂”

回春犁铧，风雨
蓑笠，种田人一年辛
苦 一 年 忙 ，春 华 秋
实，这时节终于闻到
了空气中弥漫的糖
香。“有糖无糖，立冬
绞糖”，糖车开榨了，
人世间又增添了几
分香甜，几分暖意。

我们是在“蓑衣
人”红糖厂里找回儿
时的味道，唤起久远
的回忆，激活劳作的
感动。秋后田畴显得
有些单调和高野，那
片蔗林依然顽固地
将自己的剑叶直指
青 天 。“ 糖 喝 四 季
水”，经历了春夏秋
冬里的酷暑严寒、旱
涝风霜，糖蔗有了独
到的风骨。它们将强
大的阵容矗立在天
地 之 间 ，寂 寞 地 等
待，潜心地蓄锐，静
蛰地准备。

这一天终究来了。
一声令下，它们

那么齐整地解脱了
所有的羁绊和拖累，

轻装上阵，露出了本真的秉性，在转动
的机械装置上义无反顾地粉身碎骨，
集天地之灵气，把最精华的榨汁绞尽
以后随即又赴汤蹈火去了，接受去伪
存真的历练。制糖师傅手中的长柄大
勺像武士的大刀，熟练挥动的过程里
把握着精准的火候，起锅前总那么豪
情万丈，信心满满。

义乌三宝之一的红糖以红色作主
调，用甘甜的味道参与了“酸甜苦辣”
里的百味杂陈，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机
遇里还演绎一场“真理的味道有点甜”
的生动。

“蓑衣人”的掌门人总是连轴转
地忙碌在他的事务里，红糖衍生的产
品像他催生出的孩子，用庄稼人的质
朴和厚道抚育它们的成长。缱绻的麻
花，甜心的麻条，纯正的麻糖，暖心的
姜汤……一瓶瓶都封装在目下的透明
里。过了这个寒冷的冬季，春节的脚步
也就近了，红红的“中国结”下是中国
人红红火火的日子，看山看水看中国，
古屋老树下的家乡人日子甜了，心情
畅了，劲儿足了，开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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