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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关注“京晚江花”
把美文读给你听

■■ 文/祝诚

套数【南吕】一枝花（续一）

张彦文

【菩萨梁州】锁窗风细篆烟斜，有谁
窥妾？画楼灯暗彩云遮，稳占巢穴。共
花朝同月夜，指望永同欢悦。劣冤家水
性特随斜，陡恁唓遮！双渐又程赊，苏
卿又薄劣，冯魁恳切。不堤防暗使锹
掘：玉簪掂做两三截，琴弦已断应难
接。谁成望弄巧翻成拙，甚全不似那时
节。应得傍人做话说，是自家缘业。

首二曲是作者对不同姻缘的形象
化述评，带有普遍性特征；而本曲则专
写一对男女爱情故事中的种种纠葛，这
又带有典型性特质。其意旨在借一斑
以窥全豹。

“锁窗风细篆烟斜，有谁窥妾？画
楼灯暗彩云遮，稳占巢穴。”

起调写“风细”“灯暗”的“画楼”中
一对恋人“稳占巢穴”，似乎怡然自得。
但“有谁窥妾”，已隐含有第三者插足
了。“妾”，古代女子自谦的称谓。可见
这是女主的口吻。“稳占巢穴”，又转换
成男子口吻，可知男主又现身了。这便
是该曲的缘“起”。

“共花朝同月夜，指望永同欢悦。”
紧承上句，说他们满心“指望”朝夕厮守

“永同欢悦”。再三强调是“共同”的心
愿。这“起、承”两节均惜墨如金，可见
非着意描述处。

下面“转”写突发情变，就不惜词费
逐一道来了：“劣冤家水性特随斜，陡恁
唓遮！”“劣冤家”，这显然又回到男主的
口吻了。“恁”，那样；这样。“唓遮”，即唓
嗻，谓厉害。此四字意谓她陡然就变得
这样厉害了。在男主看来，只因“劣冤
家”随势而斜的“水性”才陡然发生“窑
变”。这在双苏爱情故事中，确实有此
一说。如元·曾瑞《劝娼》一曲云：“爱钱
把冯魁缠。敬富嫌贫，贤愚不辨，想苏
卿也见识浅。”但这是不确的。因为她
怎能违拗得了鸨母苏妈妈呢？她是身
不由己所致。你看，当时的状况是：“双
渐又程赊，苏卿又薄劣，冯魁恳切。”这
又回到第三人称的作者评点了：说双渐
此时进京赶考去也，路程遥远鞭长莫
及；苏卿又浅薄无知缺乏主见；而冯魁
倒很“恳切”，正以钱笼络苏妈妈，显得
诚恳而急切。如此一来，后果不难逆
料：“不堤防暗使锹掘：玉簪掂做两三
截，琴弦已断应难接。”喻指冯魁会软硬
兼施，巧取豪夺。一边明的花钱，一边
又“暗使锹掘”。致使苏卿的“玉簪”颠
断为两三截，而双渐的恋情也难乎为继
了。这里，以“玉簪”代指苏卿，以“琴
弦”代指双苏之恋情。作者不多几笔，
便把这场惊心动魄的情变争斗活画出
来。

最后，“合”写双苏面对残局的懊丧
之情：“谁成望弄巧翻成拙，甚全不似那
时节。”“那时节”指“稳占巢穴”之时，可
如今却是“琴弦已断”“玉簪”已碎。还
招致他人闲话：“应得傍人做话说，是自
家缘业。”“缘业”，指恶业缘。这当然是
自怨自艾之语。

本套是“起承转合”结构，而该曲又
自有其“起承转合”，那就是“套娃式”结
构了。

夫人属兔，今年是她的本命年，按照传统
习俗本命年要穿红衣服，年前便买了两件大
红羽绒服。夫人说：“你一件，我一件，我们一
起红红火火过大年。”夫妻俩穿着同一款色的
情侣装，到哪儿都是一道风景线，都会引来羡
慕的目光和啧啧的赞叹。

除夕之夜，我俩穿着红色羽绒服，坐在被
窝里看春晚，夫人看着盖在被子上的红色羊
毛毯，感慨地说：“这条羊毛毯是保存至今的
唯一的嫁妆，陪伴了我们三十六年，见证了我
们走过的风风雨雨。”

我们是 1987年结婚的，当年结婚嫁妆送
被子毛毯是比较普遍的。被子毯子蕴含着一
辈子的意思，也是娘家人对出嫁女儿的祝福，
希望幸福一辈子。

结婚那年，我们刚工作不久，没有多少积
蓄，两家的条件也都不宽裕。岳父虽有固定
工作、固定工资，但儿子长期有病，有限的工
资几乎都送进了医院。当年的嫁妆也很少，
记得是几床被子和一条红羊毛毯。随着生活
条件的逐步改善，棉被都换上了羽绒被和蚕
丝被。

我们先后搬了六次家，淘汰和丟弃的东
西很多，唯有这条红羊毛毯一直沿用至今。
一是这条红羊毛毯是当年岳父省吃俭用，用
一个月的工资买下的，有纪念价值；二是羊毛
毯上的牡丹花象征着典雅高贵和富贵吉祥，

象征着生命的期待、淡淡的爱和用心的付出，
还象征着高洁、端庄秀丽，有寓意价值；三是红
色的毛毯寓意红红火火、吉祥如意，象征着爱
情永远不分开。1987年正好是兔年，属兔的人
兔年买的羊毛毯，意义非凡，有珍藏价值，值得
一辈子珍藏；四是毯子是纯羊毛的，质地优良，
具有保暖性、透气性、防潮性，有保留价值。

每到隆冬季节，盖一条被子嫌冷时，我们
都会在被子上盖上这条红羊毛毯，有时夫人
在书房看书备课腿冷时，也会把这条红色羊
毛毯盖在腿上。

1999年，夫人去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
又把这条红毛毯带到了学校宿舍里，度过了
一个冬天。

尽管这条红羊毛毯陪伴了我们三十六
年，但我没有仔细看过。经夫人这么一感慨，
我便仔细地端详起来，羊毛毯宽一米五，长两
米，紫红色的羊毛毯中央绣了一朵灰红相间
的硕大的牡丹花，灰红相间的花叶围绕在牡
丹花的四周，图案虽简洁，但大气喜气。使用
了三十六年，从来没有干洗过，只是过了冬
季，晒一晒，拍一拍，然后放上樟脑丸，存放在
干燥处，到现在为止依然保存完好，羊毛毯的
图案和色泽依然鲜亮。

再看羊毛毯角落上的商标是“玉兔牌”，
正好与夫人的生肖契合。在中华传统文化
中，兔被称为瑞兔、玉兔，代表着机智敏捷、纯
洁善良、平静美好，愿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精
致到老，所爱即所愿，所行化坦途，向阳而生，
逐光前行。

这世间，总有些东西，勾起你的记忆，勾
住你的心神。

比如南瓜。
喜欢南瓜，已不是一天两天，似乎可把它

界定为生命中的一个忠实伴侣。
小时候，各家生活条件都差，体型硕大的

南瓜便成了饭桌上的一道主菜。老家一带的
人都爱种，或是沿着栅栏，或是借助猪棚，或
是找上一块坡地，而南瓜也朴实，种哪长哪，
不挑不拣，能爬肯结。

奶奶不光南瓜种得好，更是用南瓜烧菜
来填满我们这些小馋鬼胃口的高手。她的拿
手戏，是用嫩南瓜做馅来蒸包子，色泽绿黄相
间，味道鲜嫩可口，每次都要吃到嗓子眼。更
有中秋时节，她会去街上割点平时很少能吃
到的猪肉，摘下架子上最老的南瓜，放些粉
条，炖成一锅，吃得人直流口水。

味蕾就这样被奶奶练了出来，一直伴随
着自己成长。

第一次去岳母家吃饭，清楚记得烧了好
多好多菜，其中一道素菜是炒南瓜丝，那绿黄
相间的色泽一下子让我想起奶奶做的包子，
再加上有一抹辣椒的鲜红搭配，更觉得它亮
眼诱人，都想先吃上两口。

那一次，毕竟是新人上门，不说话肯定不
好，可说不好也不合适，紧张之际，那盘炒南
瓜丝倒让自己很感熟悉、亲切和舒适。于是，
颇为自然地说道，最喜欢吃炒南瓜丝了，真没
想到，这个话头选得很好，岳母说她也一直喜
欢南瓜，于是，话越拉越多，情感也越来越亲
近。

转眼间，大家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这
么多的日子过下来，那么多可口的饭菜吃下
来，我感觉，岳母说喜欢南瓜，那可不是叶公
好龙。

每年春节期间，天还很冷，她都会烧上许
多的好菜，大家一起吃的时候，她总是闲聊似
的说起，差不多好育南瓜苗了，而且，她的记
性好，每隔一阵又会提一次，我们几个可没她
那样上心，几乎一致地回到，这还在三九天
呢，那么着急干啥，来得及。

岳母口头上应承着“也是，也是”，但她似
乎等不了时光按照自己的节奏，在那儿一分

一秒地流淌。春节大家上班后没多久，她就
找来一个大盆，放上早已准备好的各式营养
土，拿出专门搁在窗台上的那个小瓶，取出里
面的南瓜种逐一塞进土里，再洒上水，最后用
塑料薄膜把盆口扎得严严实实，放到阳台上。

我总同她开玩笑地说：妈，您这个也太早
啦，人家都还没种呢。她笑着说：早点种好，
这样能多结夏南瓜。

随后的日子里，她每天都会去阳台上几
趟，那盆，感觉承载了她一年的希望。

其实，我也经常跑过去看。
时至初夏，地里的瓜秧已有两米多长，而

周边人家的也就几片叶子，或许是源于直观
对比，或许算是自得其乐，我和岳母最爱站在
那秧苗边，对它奋力向前爬行的模样“说三道
四”，对那或盛开或半开的几朵黄花指指点
点，“你看叶子有多绿，感觉藤也比以前粗”，

“公花都开了，过一阵就会有母花了”，“看样
子，今年又是大年，肯定结得多哩”，两个人你
一言我一语，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知道，我
们共同喜欢的，是那种向上的力量，是一种满
满的盼头，这正如自己的生活。

没过多久，岳母说的夏南瓜就真的开始
出现了，我对给它们授粉从来都是乐此不疲，
一大早就爬起来，揪下两朵最旺的公花给那
母花对粉，完成之后便拍上照片发给岳母，我
想象得出，她看后的那份开心。那里面，有付
出后得到回报的欣慰，有对南瓜开始开枝散
叶的欣喜，更有对生活朴实而美好的知足。

收获的时节陆续到来。我吃到了儿时味
蕾所熟悉的炒南瓜丝，味道鲜美的南瓜丝包
子和让自己直流口水的老南瓜炖肉，还有，放
在小碗里的清蒸南瓜和南瓜小米粥。生活，
真的如那秋日里熟透的大南瓜一样，金黄而
敦实，微甜而丰硕。

人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感
谢这南瓜，让我和岳母有了这么多的共同语
言，更感谢岳母和背后默默付出的岳父，这么
多年，给了我们这么多无私的爱。

春节转眼就要过去，又近了岳母要育南
瓜苗的时节，这一次，我一定好好帮一帮，不
再让她一个人忙。

新的一年，又来了。

南瓜情南瓜情
■ 文/陈鹏飞

一条红毛毯一条红毛毯
■■ 文/蒋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