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版

校对：刘宏伟 2022年2月13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代世和 编辑：宋亚娟

我欠梨花一个表白
（外二首）

■汤云明

“神炮手”周继成：

一曲永远铭记
的英雄赞歌

■岑驹炜

鸭绿江边迎战火，
上甘岭上显神威。抗美
援朝的英雄们一路披荆
斩棘，用血肉之躯铸牢
铜墙铁壁，谱写出一曲
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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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寻春

■罗坤

■邹燕

甘蔗里的年味

母亲管我们甚严，甘蔗放在家里也不敢取食，眼看春节快过完，每天对着一捆渐渐消瘦
的甘蔗的确是折磨，还是姐姐胆大，建议能不能算我们家里买下来的，称了重量记着，待那
个人回来再给钱。

■李新泉

正月舞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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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了四个滚，狮子便蹲坐于地，表演停止，锣鼓声也随之戛然而止。这时喊彩头的
走过来抚着狮头，一人唱，众人和：“狮子舞得喜洋洋啊——哟——主家新年多吉祥啊——
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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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看见黄继光右
脚负了伤，拖着伤腿，往最
后一个地堡跑去，用身体堵
住了敌人的枪口。”1月 28
日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的“我，就是中国——中国
正能量‘五个一百’网络精
品年度发布盛典”中，来自
四川乐山的抗美援朝英雄、
黄继光战友，有着“神炮手”
称号的周继成，作为全国4
名抗美援朝英雄代表出席
盛典，向大家讲述了上甘岭
战役中的这幕悲壮场景。

令人非常遗憾和痛心的
是，就在录完节目返乐后不
久，这位老英雄与世长辞，
但他“一步不让，一寸不让，
誓死守住阵地”的丰功伟绩
将镌刻在革命历史的卷轴
中永垂不朽。

“我的肩膀就是炮架！”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
军 45 师 135 团 2 营机炮连
无后坐力炮班长，周继成刻
苦练习无后坐力炮技能，还
特别改进把炮管扛在肩上
打，大大增强了无后坐力炮
的机动性。上甘岭战役中，
周继成主动请缨，带领全班
先后打退敌人7次反攻，歼
敌300多人，掩护黄继光等
人执行炸碉堡任务，亲手打
出炮弹190余发，最终所在
班12人仅3人返回，他左额
骨中弹，右耳也震坏了。鸭
绿江边迎战火，上甘岭上显
神威。抗美援朝的英雄们一
路披荆斩棘，用血肉之躯铸
牢铜墙铁壁，谱写出一曲可
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砥砺爱国之志，实践报
国之行。1971年，周继成转
业回到家乡，在工作中兢兢
业业，多次被评为劳动模
范、优秀共产党员。1992年，
周继成退休，积极投入到红
色教育事业中，前往机关单
位、中小学校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宣讲，他深深地希望老
一辈的革命精神能在年轻
一代永续传承，发扬光大。

回想起周继成老人对年
轻一代的谆谆教诲，至今萦
绕耳畔，记忆犹新。

“我的战友十七八岁就
牺牲了，你们今天的生活来
之不易，要珍惜，多学本领，
忠于党热爱祖国。”这是周
继成常常念叨的话。2021年
3月，周继承老人在向市中
区检察院干警进行教育宣
讲时，给年轻一代提出殷切
期望：好好学习党史，不忘
初心；精神原子弹要武装在
头脑；让老百姓看到你们就
安心，违法者看到你们就害
怕。听完老英雄的讲述，在
场干警深受鼓舞、士气高
涨，他们纷纷表示，抗美援
朝志愿军带给我们的不只
是和平，还有令人敬畏的抗
美援朝精神。正是因为他
们，我们才更能体会战争的
残酷，更珍惜当下的和平。
我们一定会牢记老英雄沉
甸甸的嘱托，上下一心，面
向未来，为守护公平正义、
守护人民幸福生活奋斗终
生！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
朝续写辉煌。铭记历史就是
对英雄最好的纪念，我们一
定要好好传承抗美援朝精
神，让这首英雄赞歌永远传
唱下去。

小区门外的小货车里满装着
青皮甘蔗，堆码得整整齐齐，卖
相甚好，好些个顾客挤在车旁认
真挑选。

小货车是一对中年夫妇的营
生，售卖四季菜蔬瓜果，也间带
着大米清油等物资，他们的客户
目标多是山里面的村庄人户，每
天早上出门晚间归来。我有时下
班晚来不及去市场，遇到他们收
车回来，也会买点卖剩的蔬菜水
果。久了便熟络起来。

“要过年了!”给正在称重的
女人招呼了一句。“是呢，要过年
了，拉了点甘蔗回来卖。”打过招
呼，看向那车甘蔗，往事拂来，心
里突然涌出新年气息。

幼时家居深山，地里不产甘
蔗，只有过年的时候家人才舍得
从场镇上买两根，带着皮和叶，年
三十母亲拿出来砍一截分食。余
下的继续存放，有客人来得拿出
来招待。不比得这些年买甘蔗，
卖家会擦得亮堂堂，砍成一段一
段装好，现在的售服更是把皮削
得干干净净，切成一块一块装在
快餐盒里。只差没帮着嚼了。

大约是物资丰富后味觉越发
麻木，吃什么都不及小时候香。
那时候有甘蔗吃，那个甜那个
美，真是让人怀念。甘蔗渣在嘴
里嚼得完全无味，仍不舍得吐
掉，含在嘴里反复咀嚼，不断舔
嘴唇，舔得唇红齿白仍回味不
尽。

父亲年少家贫，寡母无力抚
养子女，其中一个妹妹早早嫁去
离大渡河不远的村子，父亲把家

安在母亲的山里，亲人间来往行
走实在不便，也就来往不多。有
一年父亲过年回来探亲去看妹
妹，顺便带着我。姑姑家的房屋
摆设一概不记得了，但她家菜园
里种得有甘蔗。虽然长得歪歪扭
扭，咬起来困难，嘴里打满了血
泡，但那是我记忆里吃得最满足
的一次。姑姑砍了一次没够吃，
又砍了一次，临走的时候还砍了
一些让父亲带上，每一截甘蔗的
长相都如执拗得随时想脱逃的蚯
蚓。

吃过了那次甘蔗和姑姑的来
往仍然不多，我成了大人后性格
里更有了父亲的因子，与人相处
总是不知所言，带着说不出的疏
离感。因此亲人间的相聚我都是
尽力避免，能躲则躲。前些年姑
姑过世，父亲前年也走了，这房
亲戚更远了，偶尔在街上遇到姑
姑的女儿，也只是点点头。

探望姑姑后没两年，我们搬
到镇上父亲曾经的老屋，整个小
镇仅有一条河一条街，街在两排
房屋的中间，平常能过一辆解放
牌汽车，逢赶集的时候人与人挤
得鼻斜嘴歪。河流从悬崖过，那
时候还清澈，淘米洗菜都在河
里，再后来街的上面一头修了电
站，大坝一拦，看得见河里垃圾
杂物渐渐多起来，那水就喝不到
肚子里了。

我们家在小镇停留的时间算
起来很短，前后不到两年，之所
以写下来，是因为在那里过了一
个年，唯一的年，还有一捆甘
蔗。父亲有一个舅舅，从小“打

烂账”，这是长辈对他的定位，我
想大概就是不三不四吧，一辈子
没结过婚，也没孩子。那一年眼
看要过年却突然出现了。我努力
想了想，想不起来他确切的样
子，只记得他收整得很干净，不
爱笑。

他回来没地方去，便住到了
老屋靠街的那间屋，中间的堂屋
放得下一个长条凳，用来我写作
业，另外一间屋租给裁缝做了铺
面。那次回来大概设想的是落叶
归根吧，因为他买了两捆甘蔗，
赶场天卖给买年货的山民。

父亲却说他不会留长的，甘
蔗卖不完就会走。那时我还没有
生出人情世故的热心，也没想过
人的惯性。后来的事实的确是年
三十还没到，他又消失了。卖剩
的半捆甘蔗堆在堂屋里，也没个
交代。

母亲管我们甚严，甘蔗放在
家里也不敢取食，眼看春节快过
完，每天对着一捆渐渐消瘦的甘
蔗的确是折磨，还是姐姐胆大，
建议能不能算我们家里买下来
的，称了重量记着，待那个人回
来再给钱。

母亲先前是不愿意的，她的
节俭现在看起来仍然严苛，那时
候家里也没有到揭不开锅的地
步，只是要她接济的人实在太
多。父亲待子女比母亲慈爱，把
甘蔗估算了钱交给姐姐保管。父
亲说这个舅公不一定记得拿甘蔗
钱，这次不晓得又要跑多久，以
前每回跑出去都是三五年不露
面。

直到我们离开小镇，他真的
没有再露过面。那堆甘蔗到底是
用来卖的，比姑姑家的“泡稍”多
了，不打嘴，轻轻一咬皮就剥下
来，水分也足。我们陪着一堆卖
剩的甘蔗，过了一个“甜蜜”的
年。

吃过甘蔗的那个春天，我随
父母去了渺无人烟通讯艰难的藏
地。再次听说起那个人的消息，
已因车祸离世。一晃几十年，如
果不是吃过他卖剩的甘蔗。我是
想不起他了。

当我们兄妹都长大成人，整
个社会好像一夜之间脱离了贫穷
和苦难，很多人富得“冒油”，处
处可见财富的浪费和攀比。关于
饥饿和寒冷像是做了一场梦。我
生出的孩子，对于我讲述的童年
经历已经不信。我读卖火柴的小
女孩能感知她的寒冷，读保尔能
体验他的饥饿。但孩子阅读这些
书的时候，饥饿和寒冷成为童
话。

如今甘蔗不再是年货，水果
店成了平常物。前些年偶尔还会
买一点吃吃，再后来牙开始受不
了汁水的冷，看到甘蔗牙龈会反
射性痉挛。只是每到春节前后，
还是有贩子去平原大坝拉回来一
车车甘蔗，摆在城区的农贸市场
和街巷售卖。

甘蔗堆成山的时候，年就来
了。这样的日子会让人想起童
年，想起故乡的烟火，想起岁月
里的人世，也想起父亲。这些存
放在甘蔗里的记忆，是我生命里
有过的年味。

舞狮，在我老家是备受青睐
的春节娱乐活动。舞狮表演从正
月初五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
节，主要是走村串户上门表演。
小时候，我曾是舞狮队的忠实跟
班。

每年舞狮开演之前，都会给
狮身和狮头补毛染色，以保证狮
子每次亮相时给人焕然一新的感
觉。这也是新年新气象的一种表
现方式。

舞狮一般由两人合作，一人
舞狮头，一人舞狮尾。舞狮伴奏
有四样乐器：中鼓、大铜锣、小铜
锣、铜镲，分别由四人敲击演奏，
其节律要跟狮子的舞蹈动作和谐

一致。另外还有一个喊彩头的，
代表着一场表演结束，领唱祝福
小调。

舞狮人来到某一户之前，主
人会做好迎接准备。在正堂供桌
中间摆放三盏酒杯，杯中盛酒，
供桌两端各立一支点燃的红蜡
烛，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在房梁
上放置绣球或中国结。如何把屋
梁上的物件摘下来，是对舞狮人
的最大挑战，也是舞狮表演的高
潮。

每到一户，锣鼓手首先进屋，
分站两边，中间留个场子。这时
候，狮子踏着鼓点威风凛凛地走
进来。一进门，狮子首先对着供

桌一俯一仰地行三个叩拜礼。接
着，用嘴巴衔起供桌上的一盏酒
杯，转动身子朝四个方向用力甩
头，把杯中酒泼洒于地，锣鼓的
节奏密切配合着狮子的洒酒动
作。这是表达对主家先辈的缅怀
祭奠之意。

洒酒完毕，狮头一步步高昂
起来，同时一左一右摇晃着，观
察屋梁上的物件。看准目标后，
狮子蹲坐于地，狮身慢慢直立起
来，渐渐抬高，高到一丈许时，狮
头直抵房梁，用嘴把物品衔下
来，并抖动下颌作痛快吞咽状。

得到了赏物的狮子，兴奋异
常，开始在地上打滚：左滚一次，

右滚一次，前滚一次，后滚一次，
动作麻利而迅猛，锣鼓的节奏也
变得紧凑而欢快。

打完了四个滚，狮子便蹲坐
于地，表演停止，锣鼓声也随之
戛然而止。这时喊彩头的走过来
抚着狮头，一人唱，众人和：“狮
子舞得喜洋洋啊——哟——主家
新年多吉祥啊——哟——”

喊彩完毕，锣鼓声响起，舞狮
人出门走向下一家。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回忆起
家乡舞狮的往事来，这一声声富
于韵味的喊彩声，仍然清晰地在
耳边回荡。

跨进新年 宋道君 摄

从没有为一地春光，温暖的抚慰失态
也不会轻易地倾情一树桃花、一朵牡丹
春风吹过，百花高举着亮丽
岁月静好，我只欠梨花一个表白

美艳与华贵总是那么张扬而短暂
粉红色的香风，吹不散痴情、专一的心事
春风百里，因一园梨花的盛开而透明、馨香
十里花海，因一朵梨花而纯洁、雅致
只一树梨花，就遮掩了世间的沧桑和风尘

回到春天的梦里，我一直在痴迷
那个穿着洁白衣裙的少女
也会为，飘零茶桌的那几朵梨花而伤感和纠结
更多的是回忆，掉落酒杯的那一粒粒脂粉

爆竹声声迎福祥

一夜爆竹声赶走了传说中的年
春天，就举着第一缕阳光赶来敲门
一个个体态多姿、丰满圆润的福字
在千家万户的门扉、窗棂、厅堂红了起来
从今天起，做个快乐的人
福瑞、福气、福祥、幸福、福报
像花儿一样，洋溢在清新的春风里

除夕是个好日子，夜长梦也美，爆竹声中
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
五种福缘，扎根炎黄大地传统文化
吆喝着由远及近、走街过巷

为了迎接新一年春天回来，人们
把顶在门背后的两根甘蔗翻过梢来
寄托好事成双，日子翻身或苦尽甘来
把青菜、白菜或豆腐煮在一起
叫清清白白又过一年
还炒了一把青蒜苗当作下酒菜
学会算计新一个轮回的日子
或谐音把过去不如意的事情都勾销、算了

在这个辞旧迎新，季节交替的时刻
一夜爆竹声从没有停歇，是怀旧的表白
也是对迎新和祈福，最大声的呼唤

奔跑着迎接新生的太阳

冲出晓雾，是锻炼，更是早课和修行
穿过黎明前的黑暗走向光明
在奔跑中送走星辰、残月和街灯
汗水湿衣衫，用自律和意志见证
第一缕阳光，是怎样看穿夜幕，爱抚大地

和这个安静的世界说声：早上好，我来了
在霜风刺骨里、在酷暑雨水天
从现在开始，超越或覆盖过去的痕迹
让晨风洗涤身体和心灵的病垢
以奔跑的姿态，迎接新生的太阳

跑道，一直没有尽头地延伸着
生活，却不能在原地转圈或徘徊
日子，还得在风里、雨里继续下去
目光向前，之所以要不断地一路狂奔
是为了尽快追上你，或者
不想被你追上

跑着跑着，天就亮了
跑着跑着，路子就更清晰了

纵然腊梅吐蕊
纵然银杏含苞
这春天的脚步
冰雪也无法阻挡
春天已经在心头萌动

跨出窗外
玉兰露出了笑脸
海棠翘起了红唇
那些浩瀚的水面
氤氲着淡淡的热雾
不惧严冬的冰封

我惊喜着那些幼小的生命
一些小草倔强生长
一些小鸟且飞且鸣
在季节的转身处
听到了春天的脉动
犹如大海多情的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