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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豆豆一直在说粑，粑。王太因把
玉米粑都做好了，杨德炳还没回来。她
到屋外望，看见好些人聚在下面的路边
说话。鬼针草的声音很大，“这次有大
动作了，有乐山的，省府的，还有一个是
从北京来的。”

“来做些啥子蛮？”
“扶贫攻坚。意思就是要让我们每

一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喜
欢挂个收音机到处游走的鬼针草说。

“还给你找个老婆不？”有人开玩
笑。

鬼针草嘿嘿一笑，“说不定哦。”
六组的村民李芒出村买鸡药回来，

被一个村民叫着：“李芒，知道北京来了
人不？”

李芒敷衍了一句：“北京又不是没
来过人。”

“我说大侄女，这一次可不一样，北
京来的人要在村里住两年。说不定你
赶上了好时候。”

“什么市里的，省的，北京的，还不
就是一种款式。”

“不对？大侄女，你遇到什么事了
吧，给我说说，我替你出头。”

“鸡瘟，鸡死了。死了，死了，你怎
么出头。”李芒说。

“我帮你吃掉。”鬼针草说。
“你是姓许还是姓鬼？”李芒没心思

和鬼针草打嘴皮仗。
人群也散了，杨德炳带着鬼针草回

家，鬼针草在杨豆豆头上摸了一把，说：
“看他多满足。”

“婶儿，给你翻房吧，理应是侄儿该
做的。只是你看哈，我也没什么要求，
能向杨豆豆一样，有吃的就行。如果能
和我叔喝两口烧酒，那就更巴适了。”

“你婶穷是穷，吃是不会少你的。”
王太因边说，边端上刚蒸的玉米粑。

“婶，北京来人了，可能有大动作。”
杨德炳把王太因藏好的酒又提了

出来，他不喜欢鬼针草好像天上的事都
知道一样，但是一个能说话的人陪他喝
喝酒，倒是不错的。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
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你知道是
谁说的不？”鬼针草看酒上来，又开始卖

关子。
“坐台上的人说的呗。”杨德炳还得

配合着。
鬼针草一拍大腿，“你说对了，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北京来人就是遵
照他的话，来办事的。”

话下酒也醉人，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抢着说话。杨德炳说到鬼针草已故父
母往事，鬼针草脸色不好。王太因给杨
德炳使眼色，也不知道杨德炳是看见了
还是装作没看见，继续喝。王太因懒得
听，出门侍弄苞谷去了。鬼针草用浸了
酒的玉米粑给杨豆豆吃。杨豆豆吃得
挤眉弄眼，逗得鬼针草哈哈大笑。他又
浸了一块给他。杨豆豆吃了说：“还
要。”

杨德炳很惊诧,杨豆豆已经很多年
没有说过两个字了。看鬼针草直接灌
杨豆豆酒，他本来要阻止的，也就睁只
眼闭只眼，甚至异想天开，一杯酒下去，
杨豆豆会不会蹦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杨豆豆醉得趴下了。鬼针草把收
音机声音开到最大，摇摇晃晃的回去
了。杨德炳推推杨豆豆，杨豆豆没反
应。杨德炳笑自己都快到坟墓边缘的
人，还那么天真，还在相信有奇迹出
现。王太因回来看见这种情况，怨杨德
炳办事糊涂,酒喝完了，事没办，还把杨
豆豆给灌醉了。老两口挪不动杨豆豆，
就在他身上搭了一块毯子，各自安睡
了。第二天杨豆豆还没醒，王太因急
了，杨德炳叫来鬼针草，鬼针草泼了一
瓢冷水在杨豆豆头上，杨豆豆还是没
醒。鬼针草试了试鼻息还在，就开玩笑
说：“难道我鬼针草还有度人脱离苦海
的本事。”

王太因却急了，抓住鬼针草说要他
赔儿子。

鬼针草嘴贱，加了一句：“你这个儿
子又不值钱。”

王太因不依了，一阵铺天盖地地
骂。鬼针草头上冒火，说不是看在王太
因年龄大，他要打人。王太因凑到鬼针
草面前，让他打。围观的村民怕出事，
有人去找村支书常宽林。常宽林一听
他们俩吵架，觉得奇怪，心里有些发
怵。常宽林到王太因家，听了原委，说：

“没多大的事吧，乡里乡亲的，都这么大
年纪了，闹成这样，让年轻人跟你们
学？”

“我们家没年轻人。”王太因和鬼针
草同时说。

常宽林想了想也是，说“同病相怜
嘛，该互相帮衬着才是。”看了看杨豆
豆，说不就是睡了吗？

王太因拉着常宽林说：“电杆儿，如
果杨豆豆醒不来，鬼针草要赔我儿子。”

常宽林说：“王奶奶，如果杨豆豆不
醒来，就让鬼针草做你儿子。”

鬼针草说：“婶，你赚了。我当你儿
子，电杆儿就当你孙子。”

常宽林说鬼针草不该欺负老人。
鬼针草说：“电杆儿，我们老百姓话可以
乱说，你是书记，可不能信口开河。我
也不知道是谁在欺负老人，你看他们的
房子到处都在漏雨，你是书记是不是应
该做做好事，把他们的瓦翻了。”

常宽林说：“按你的话说，书记就得
为全村的每一家人翻瓦。”

鬼针草说：“好事可不止这些，你是
明白人。”

生闷气的杨德炳说：“房子不劳你
们费心了，我自己能翻。”

王太因拉他，他说王太因讨没趣。
王太因说：“我们现在没说房子，说的是
杨豆豆。”

常宽林和鬼针草一齐说：“杨豆豆
没事。”

王太因哭起来：“杨豆豆就不是命
吗？傻子就没有活的权力吗？他再傻
也是我儿子，我养了四十多年的儿子，
你们一个一个竟然当他是只蚂蚁。他
如果醒不来，我也不活了。”

“王奶奶，你不急，他会醒的。”常宽
林说。

“婶，你孙子电杆儿在，你还怕啥
子。”

常宽林发现这两个人话题转来转
去，倒是一致对他了，说了句难缠。借
口说北京来的第一书记已经进村了，你
们找他去。王太因一下停了哭，说：“常
书记，你不管，我去找北京来管你的人，
看他给不给我们作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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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佐超的字，在老家早已家喻户晓，飞入寻常
百姓家。

退休之后，老人栖居于乐山大渡河畔，书案临
江，面朝大佛，正是潜心书法的最佳处。

许多文朋书友，凡是真心喜欢书法，毛佐超总
是有求必应，从来不收取分文润笔费。很多亲戚
朋友和学生将他的字作为礼品带出国门，少说也
有三五千幅。而毛佐超还热心在新春前夕，为乡
人送上春联，用书法表达他的祝福和期盼。庚子

年末，毛佐超做了一次大手术，虽疾病来势汹汹，
但老人觉得写字的精气神不能丢，“只要还有人喜
欢，我就会一直写下去。”毛佐超说。

巴蜀风有声文学朗诵艺术网刊的一位方家如
此评价毛佐超的书法：纵观毛老师书法，忠实地秉
承书家笔法，汲取名帖精髓，因其结构严谨，儒雅
丰润，爽劲洒脱，形成了劲骨于内，美形于外，缜密
流畅的独特风格。毛老师的书法，诗韵与书卷气
相互呼应，爽劲与优雅完美融合，堪称珠联璧合。

2017年5月，峨眉山市川主乡东

岳村（现绥山镇东岳村）举办首届苦

笋采摘节。

玉屏李山，如同峨眉前山一道

屏障，东岳村委会就在半山腰上。

在前往村委会的山路上，笔者发现

一位七旬老人脚登竹梯，在一块大

石头上专心写毛笔字。竹梯下一根

胖苦笋，从一块小石板下顶出，仰望

着梯子上的人。

这块大石头上写着“玉屏湖”三

个气韵生动的行草大字。从山脚到

山顶几十处景点的名字，都要写在

怪石上，喜迎前来参加苦笋采摘节

的游客。笔者遇到的这位写字老

人，叫毛佐超，一位沉迷于书法数十

年的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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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乐山县沫
江堰水利灌溉工程正
式上马，指挥部负责
宣传工作的田家乐，
在民工队伍中选中毛
佐超给他当助手。田
家乐是乐山有名的书
法家，沫江堰水利灌
溉工程从1971年动工
到 1975 年建成通水，
毛佐超一直在田家乐
身边，除了工作，他还
经常向其请教补习初
高中文化课，跟着学
习书法。毛佐超的悟
性和勤奋得到田家乐
的赞赏，并赠送他两本
古帖，一本褚遂良《圣
教序》，一本《孙过庭书
谱》，大大开启了毛佐
超的书艺思维。

1978年初秋，在姑
妈毛其臻的鼓励下，毛

佐超经过考试，成为教
师队伍中的一员。毛
佐超说，新中国成立前
姑妈在成都南虹艺专
读书，是画家李琼久的
同学，毕业后在西坝小
学教书，后来去了沐溪
小学，是一位备受尊敬
的优秀教师。

被分配到石麟中
学教语文的毛佐超，两
年后调入西坝中学，直
到2013年退休。“真正
理解书法，在书法上勇
猛精进，是进了教师队
伍。这时，我开始花钱
买更多的古帖临习，慢
慢 领 悟 博 采 百 家 之
长。”毛佐超告诉笔者，
他一辈子深爱着书法，
怀抱着一颗虔诚的赤
子之心，从未想过在书
法上谋取名利。

怀抱赤子之心潜心书艺

毛佐超，1945 年
生人。72岁还能站上
竹梯在大石上写这么
有神韵的大字，如此精
气神，一眼就能看出此
人扎实的童子功。坐
在玉屏湖畔，仔细欣赏
毛佐超手机里的一幅
幅书法作品，真乃悬针
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
奇，鸿飞兽骇之资，鸾
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
之势，临危据槁之形，
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
翼，导之则泉注，顿之
则山安……

毛佐超是五通桥
西坝人，从小喜欢习
字，高小毕业后读了一
年农中就遭遇停办解
散，他只好回生产队干
活挣工分。没钱买墨

买纸买灯油，做梦都在
读书写字的毛佐超干
完活，利用休息时间在
地上用棍棍或小石子
练习。后来西坝成立
文艺宣传队，要找一个
写海报、画布景的人，
就选上了他。之后，乐
山县文艺宣传队借调
毛佐超工作了两年多，
直到文艺宣传队解散，
他才又回到农村。

那时候西坝的很
多宣传标语，都是毛佐
超写的。“一天能挣 2
角多，比生产队干活滋
润得多，不管走到哪
里，都会有人给我泡上
一杯茶。”书法给毛佐
超带来的记忆，苦中有
乐，回味起来美滋滋
的。

做梦都在读书写字

只要喜欢有求必应

■■ 林雪儿林雪儿

有个村民叫鬼针草有个村民叫鬼针草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连载⑤⑤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白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新闻新媒体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你好，新时代
——心中的旗帜”青年融媒体作品大赛26日在线
上启动。大赛即日起至10月下旬面向社会广泛征
集优秀融媒体作品。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大赛分为短视频和交互融
合作品两类，内容要求紧扣主题，立意和表现方式
新颖，语言生动活泼，鼓励创作者运用AR、VR、手
绘、航拍等多种手段，向世界描绘今时今日中国多
姿多彩、奋发向上的精气神。

第四届“你好，新时代——心中的旗帜”
青年融媒体作品大赛“云”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周玮）让经典永流传，
让烈士永不朽。中国歌剧舞剧院日前携歌剧《江
姐》主创主演代表来到新清华学堂，走到青年学生
中间。百余位大学生现场聆听老一辈艺术家讲述
歌剧《江姐》创作排演的故事，亲身感受红色经典
的艺术魅力。由此，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江姐》
工作正式启动。

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由阎肃编
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政治部文工团创排，1964年首演后轰动全国。

此次重排，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歌剧舞
剧院集结歌剧团、舞剧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舞
台美术工作部等多个部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陶诚担任艺术总监，著名导演王晓鹰担任总导演，
中国歌剧舞剧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伊泓远等担任
主演，共同为这部绵延半个多世纪的艺术作品赋
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艺术生命力。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
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复排经典剧目，
重排歌剧《江姐》将于8月28日、29日在北京天桥艺
术中心上演，随后还将在深圳、广州等地演出。

歌剧《江姐》启动重排
主创走进清华共话红色历史

毛佐超创作中毛佐超创作中

毛佐超作品之二毛佐超作品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