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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 策 里 的 风 月 江 湖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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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益 ， 为五帝之一颛顼的 玄 孙

（第四代， 曾孙的儿子 ）。 伯益的第三
个儿子 ， 名字叫做江元仲 。 公元前
1101 年， 也就是西周初年， 江元仲受
封于江邑 （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
县）。 据此， 建立了江国。 公元前 623
年 ， 楚穆王灭掉江国 。 江国共有十七
君 、 续国近 500 年 。 为纪念故国 ， 江
国人皆以江为姓 ， 此为江姓源起 。 到
了楚宣王的时候 ， 距离江国被楚国所
灭 ， 已经过去 300 多年了 。 彼时 ， 江
国后裔里出了一个名人， 他是魏国人，
在楚国做官 。 他的名字叫做江乙 。 楚
宣王十五年 （公元前 355 年）， 楚国的
相国 （令尹 ） 是昭奚恤 。 昭奚恤 ， 生
卒年不详。 芈姓， 昭氏， 封于州、 江，
又称州侯 、 江君 。 昭奚恤的封地江 ，
就是江国故土 。 昭奚恤担任楚国令尹
之时 ， 因为才能出众 ， 又深受楚宣王
信任 ， 一时间 ， 权倾朝野 。 同朝大臣
们 ， 多有对昭奚恤妒忌 。 六雄们 ， 也
对昭奚恤多有忌惮。

有一次 ， 楚宣王在朝堂之上 ， 突
然发问 ： 寡人听说北方各国都很惧怕
昭奚恤， 真是这样吗？ 群臣无人回答。
极为难堪的沉默和寂静 ， 即便一根针
掉在地上， 也能听到发出巨大的声响。
此时 ， 江乙出列 ， 给楚宣王讲了一个
寓言故事 。 翻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 ，
大意是这样 ： 饥渴难耐的百兽之王老
虎 ， 逮到了一只狐狸 。 老虎正要下口
吃掉狐狸 ， 狐狸却说 ， 虎哥 ， 你可不
能吃我啊 。 你虽然是森林里的王 ， 可
是上天派遣我来是监督你的 。 老虎差
点牙齿都要笑掉了 。 狐狸十分严肃地
说 ， 虎哥 ， 你如果不信 ， 请跟我来 ！
于是 ， 狐狸昂首挺胸 、 气宇轩昂地走
在前面 ， 老虎拖着大尾巴跟在狐狸的
后面， 从森林里穿过。 众兽看见老虎，
纷纷避让， 惊慌而逃。 狐狸说， 虎哥，
你看到了吗 ？ 老虎沉默不语 。 狐狸伺
机逃走了 。 江乙说 ， 大王 ， 如今楚国
国土纵横五千里 ， 精兵百万 ， 战车数
十万 ， 民富国强 ， 但是大王把楚军都
交给昭奚恤执掌 ， 北方各国看起来好
像十分惧怕昭奚恤 ， 事实上 ， 他们真
正惧怕的并不是昭奚恤 ， 而是大王的
精兵百万 ！ 如你所知 ， 这就是著名寓
言故事 “狐假虎威” 之源起。

在楚宣王执掌楚国时期 ， 令 尹
（相国） 昭奚恤因为才能出众、 功勋卓
著 ， 与楚国交恶的魏国等列强想尽一
切办法 ， 试图离间楚宣王与令尹昭奚
恤之间的亲密关系， 其用心不言而喻。
同朝大臣 ， 也多有针对令尹昭奚恤的
谗言 。 这让令尹昭奚恤倍感压力 ， 认
为自己获罪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可是，
楚宣王对令尹昭奚恤说了一番话 ， 彻
底打消了令尹昭奚恤的后顾之忧 。 翻
译成为今天的白话文 ， 大意如下 ： 有
一种人 ， 总是喜欢在你面前说其他人
的坏话 （比如 ： 我听到 ， 某某人在背
后说了你什么坏话）， 使得你误以为他
是在维护你 ， 好像是你的朋友 ， 和你
站在一起 。 实则不然 。 这种人 ， 他能
在你面前说别人的坏话 ， 也同样会在
别人面前说你的坏话。 无一例外。

楚宣王说 ， 寡人心里都明白 ， 令
尹还担心什么呢 ？ 雄才大略 、 胸怀宽

广的楚宣王熊良夫 ， 担任楚王 30 年 ，
内外兼修 ， 励精图治 ， 始终信任和任
用像令尹昭奚恤这样一大批贤能忠良
之人 ， 明察谗言 ， 奖惩分明 ， 从不为
离间所动 ， 因而 ， 他创造了著名的
“宣威盛世”， 他把楚国带上了强盛的
巅峰 。 这些读来感人肺腑的事情 ， 都
记载于 《战国策 楚策一 》 里的 《荆
宣王问群臣曰 》 《魏氏恶昭奚恤于楚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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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美貌 ， 做不了王的女人 。 比

如 ， 郑袖 。 容貌出众 ， 颜值超群 ， 才
艺双全 ， 长袖善舞 。 因而 ， 楚怀王熊
槐对郑袖极为宠信 。 以至于 ， 天下只
知道楚怀王有宠妃郑袖 ， 而不知楚怀
王还有王后南后 。 魏王为了弥合魏国
和楚国敌对关系 ， 送给楚怀王很多奇
珍异宝 。 这还不算 ， 魏王还送给楚怀
王一个国色天香的美女 。 魏国美女的
到来 ， 分享了楚怀王对郑袖的专宠 。
这让郑袖倍感压力 ， 十分不安 。 担心
郑袖吃醋的楚怀王 ， 心里也隐隐不
安 。 然而 ， 出乎楚怀王的意料 。 郑袖
非常喜欢魏美人 ， 只要魏美人喜欢的
衣服 、 首饰 ， 郑袖哪怕自己不要 ， 都
要想方设法送给魏美人 。 魏美人的住
室和用具 ， 都按照后宫最高规格置办
和配备 。 渐渐地 ， 郑袖赢得了魏美人
的信任 。 郑袖和魏美人成了无话不谈
的闺蜜。

郑袖对待魏美人的表现 ， 着实让
楚怀王吃了一惊 。 楚怀王感慨地说 ，
郑袖知道寡人喜欢魏美人 ， 但郑袖喜
欢魏美人的程度居然超过了寡人 。 这
和孝子侍奉父母 ， 忠臣侍奉君王 ， 简
直一样啊 ！ 如此 ， 过了一段时间 。 有
一天 ， 无话不谈的魏美人问郑袖 ， 姐
姐可知道 ， 大王可有对妹妹有什么不
满意的地方呢 ？ 魏美人的意思是 ， 她
想做得更好 ， 尽可能让楚怀王十分满
意 。 不辜负楚怀王对她的宠爱 ， 也不
辜负郑袖对她的好 。 郑袖吞吞吐吐 。
在魏美人再三追问之下 ， 郑袖才说 ，
大王对妹妹哪里都满意 ， 就是……不
太喜欢妹妹的鼻子……姐姐 ， 那妹妹
怎么办呢 ？ 郑袖说 ， 今后见到大王的
时候 ， 妹妹可以用衣袖把鼻子掩起来
啊 ！ （用衣袖捂住鼻子 ） 郑袖的细心
和体贴 ， 让魏美人深为感动 。 再见到

楚怀王的时候 ， 魏美人就用衣袖遮掩
住自己的鼻子。

如此多次 ， 让楚怀王很是疑惑 。
楚怀王问郑袖， 魏美人怎么见到寡人，
就用衣袖遮掩住鼻子呢 ？ 郑袖大惊 ，
似乎花容失色 。 跪伏于地 ， 貌似不敢
抬头看楚怀王。 大王， 贱妾不敢讲啊！
唯恐大王降罪 。 楚怀王更加疑惑 。 从
实说来， 寡人绝不降罪于你。 魏美人，
讨厌闻到大王身上的气味 ， 她好像认
为大王身上的气味难闻……大胆！ 深感
受到羞辱， 愤怒的楚怀王一把将盛满酒
的青铜尊， 摔在地上。 传令， 割掉魏美
人的鼻子， 打入禁宫！ （郑袖曰： 其似
恶闻君王之臭也 。 王曰 ： 悍哉 ！ 令劓
之， 无使逆命。） 魏美人从此不知所踪。
只是， 魏美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她是
怎么惹恼了楚怀王， 以至万劫不复。 这
件事情记载于 《战国策 楚策四 》 里
的 《魏王遗楚王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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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60 年 ， 楚考烈王熊完封

临武君 （其封地位于今湖南省郴州市
临武县 ）。 临武君的姓名 、 生平皆不
详 。 但可以肯定的是 ， 除了王室成员
之外 ， 能被封君 ， 一定是立下了赫赫
战功 ， 或者是建立了其他方面的卓著
功绩。 有理由相信， 临武君不会例外。
从公元前 263 年秋天 ， 熊完从秦国归
来 ， 接任其父亲楚顷襄王担任楚王 ，
至公元前 241 年 ， 已经担任楚王 22
年。 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鼎力辅助之下，
楚考烈王熊完励精图治 ， 楚国的国力
得到大幅度提升，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雄才大略的楚考烈王踌躇满志 。 同样
雄才大略的楚相春申君跃跃欲试。

公元前 241 年 ， 楚相春申君黄歇
力主 、 楚国主导的楚 、 燕 、 韩 、 赵 、
魏五国攻秦 ， 启幕 。 史称第五次 “五
国攻秦”。 事情发生在第五次 “五国攻
秦”， 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夜。 赵悼襄王
派遣魏加 ， 去拜见 “五国攻秦 ” 联军
总指挥楚相春申君黄歇 。 魏加问春申
君黄歇 ， 将军 ， 您选定了联军前锋
（“五国联军 ” 先头部队 ） 将领了吗 ？
春申君黄歇说 ， 已经选定了 ， 我打算
用临武君担任联军前锋统军将领 。 魏
加沉默了一会 ， 对春申君黄歇说 ， 我
年轻的时候 ， 喜欢射箭 ， 我希望用射
箭做比喻 ， 和您讲一个寓言故事 ， 可

以吗?春申君黄歇说， 可以。 魏加讲给
楚春申君黄歇的寓言故事 ， 翻译成为
今天的白话文 ， 大意如下 ： 魏国有一
个射箭高手 ， 名字叫做更羸 。 更羸射
箭技艺高超 ， 群冠列国 ， 无人不晓 。
有一次 ， 更羸陪同魏王 ， 在京台下面
郊游 。 仰望天空 ， 一队飞鸟正好从京
台上空飞过 。 更羸对魏王说 ， 大王 ，
臣下只要拉满空弓 ， 不用搭箭 ， 就能
把天上的飞鸟射一只下来 ！ 魏王说 ，
射箭的技艺 ， 居然可以达到如此精妙
境界吗 ？ 更羸说 ， 大王 ， 可以的 。 过
了一会 ， 天空中出现了一只大雁 。 更
羸拉满弓 ， 却并未搭箭 ， 随着弓弦的
声响 ， 大雁应声而落 。 魏王很惊讶 ，
感叹说 ， 没想到更羸的射箭技艺 ， 居
然达到了这样神妙境界 ！ 然而 ， 更羸
却丢掉弓箭 ， 跪倒在地 。 更羸对魏王
说 ， 大王 ， 臣长期研究射箭技艺 ， 因
而观察到天空中飞翔的这只飞鸟 ， 它
飞得很慢且叫声悲哀 。 飞得慢 ， 是因
为它的旧伤疼痛 。 叫声悲哀 ， 是因为
它失群已久 。 旧伤未愈 ， 而心怀惊恐
之心 。 当它听到弓弦之声 ， 以为又有
利箭凌空而射 。 它奋力高飞 ， 却使得
旧伤迸裂 ， 血流不止 ， 疼痛难忍 ， 因
而掉落于地。 魏加的寓言故事讲完了。
魏加问 ， 相国 ， 请问您听懂了吗 ？ 魏
加告诉春申君黄歇 ， 临武君曾经被秦
军打败不止一次 ， 不能再让临武君担
任五国联军前锋 （“五国联军” 先头部
队 ） 将领 ！ 魏加说完 ， 意难平 ， 告辞
而去 。 如你所知 ， 魏加讲述的寓言故
事， 就是著名的 “惊弓之鸟”。 春申君
黄歇 ， 并没有采纳魏加的建议 。 仍然
任用临武君为五国联军前锋将领 。 五
国联军前锋 ， 在临武君率领下 ， 攻至
函谷关 。 秦军精锐出关迎战 ， 临武君
所统领的五国联军前锋溃不成军 。 第
五次 “五国联军攻秦”， 宣告惨败。

这个事情 ， 记载于 《战国策 楚
策四》 里的 《天下合从》。 事实上， 西
汉刘向所著 《战国策 》， 严格意义上 ，
并不是史书 。 而是一部文学作品 。 然
而 ， 在先秦史书缺失的背景下 ， 《战
国 策 》 成 为 《史 记 》 有 益 的 补 充 。
《战国策》 和 《东周列国志》 一样。 不
过是 ， 有人读历史 ， 有人读文学 。 我
们在历史里阅读文学 ， 我们又在文学
里阅读历史 。 只是 ， 我们都清晰地听
见———源于 《战国策》 里的风声。

远去的洛河老街
宫世琨

洛河老街地处淮河中游， 上通正
阳关， 下连临淮关， 自古乃淮水重镇，
老街离现今洛河镇不足三华里， 北枕
淮河， 南见舜耕山， 东是舜耕山余脉
上窑山， 西望八公山。 街的东西两侧
各是一片淮河的冲积小平原， 南边地
势较高,直至舜耕山脚也是平坦的田地。
离老街南端不远， 古时是一条横贯东
西的官路， 东经凤阳、 定远可达南京，
西至寿州正阳、 霍邱。 淮河北岸更是
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 ， 在农耕时代 ，
不仅周围土地易于耕作， 而且水陆交
通方便， 特别是水路， 更是主要的交
通要道。

洛河老街在一代代先人不断修建日
益完善下， 虽然不大， 但布局紧凑， 原
先是一字形， 建有南北长约一千米， 宽
约七米的街道， 街道两旁是住宅， 后因
经济发展， 商业所需 ,从街北头沿河岸
向西修了一条长约四百米 ,宽约五米的
西街， 这样洛河老街就成了 L 形。

南北方向街的最南端和最北端均
建有如城门似的两层楼阁， 俗称南楼
阁和北楼阁， 中间建有钟楼， 也是两
层， 称之钟楼。 钟楼将南北街一分为
二， 于是有了钟南街和钟北街的称呼，
因此洛河老街就有了三条街的说法。

钟楼的建筑较为奇特， 钟楼下面
有桥， 桥下有井， 于是就有了井上桥，
桥上楼之说。 钟楼的东西两侧没有住
宅， 桥下两侧是街内的排水通道。 老
街消失之前， 钟声虽然远去， 但钟楼
还在。 南北街的街心路面低于两侧的
商业门面房地面 ， 除街心两边约有
15 度向上斜坡外， 还要经过两层或两
层以上的台阶方能进入商店或进入住
宅的大门通道。 街两边的住宅一般多
是三层院落， 最后一层院子有围墙与
街外隔离， 有的设有后门与街外相通。
据老人说， 古时候南北楼阁的底层是
进出通道 ， 有两扇对开的巨大木门 ，
并有铁箍加固， 早晨打开， 夜晚关闭，
街内住户很是安全。 老街被洪水吞没
之前， 南北楼阁的门虽然没有了 ， 但
门枢的石窝脚还在， 犹如一个小的石
臼， 内里很光滑,那是门枢长年累月磨
就的结果， 它见证着老街过往的岁月。

南北街的街心路面最早全是青条
石， 年深日久， 被独轮车碾压出许多
深浅不一的车辙痕， 大多有一寸左右，
不便于行走， 且易崴脚， 尤其是雨雪
天 ， 更是增加了行走的难度和不适 。
在清末民初， 南街人集资， 将南街街
心路面更新为统一规格 （长约 1 米 、
宽约 40 厘米、 厚约 30 多厘米） 的麻
灰色石板。 并排三块， 错落有致地铺
于街心 。 据说这些石材是属于垆石 ，
质地坚硬。

北街的路面一直保持原貌， 没有更
换， 岁月留下的车辙， 使人们耳边似乎
听到历史上独轮车排队前进的声音。

洛河地区有宫、 陆、 柴、 陈四大家
之说。 除此之外南街和北街还居住江、
汪、 向等其他姓氏。 到了清代中期， 洛
河街水陆通畅， 商业繁荣， 人文荟萃，
经济文化盛极一时。 咸丰年间设洛河
司， 民国早期设洛河区， 后设五方局
(涵盖新城方、 上窑方、 洛河方、 高塘
方、 虞舜方)， 民国末期设洛河镇。

明清以来， 洛河子孙自强不息， 胸
怀天下， 远到湖广云贵甘陕， 格物济
世， 崇文尚武， 报效国家； 近在桑梓鞠
躬尽瘁， 为乡邻服务， 尽心竭力。 无论
远近， 最终都落叶归根， 魂归故里。

清末私塾教育逐渐颓废， 新式学

堂兴起， 洛河街子孙不忘祖宗重教传
统， 紧跟时代， 联络其他大姓于 1903
年创办洛河小学。 其位置据说是早先
的梓潼宫， 在北街与西街交会点南约
三十米处， 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 ， 中
间有一个不小的广场， 可供学生集会
或下课玩耍 ， 或供上体育课时跑步 、
做操。 早先是一个年级一个班， 后来
学生增多， 一个年级两个班， 1950 年，
学校向西又扩展了一个院落。 学校大
门临街朝东， 寓意紫气东来， 祥云高
照， 人才迭出。 洛河小学在老街的五
十年， 为洛河及周边地区， 包括稍远
一点的东方、 西胡培养了数以千计的
学生， 为他们以后的深造或走入社会，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街的最西端有一个飞檐翘角屋
顶四面有门的亭阁， 俗称四门阁， 这
里是祭祀龙王的地方， 居民祈求淮水
安澜， 过往船家祭拜， 以求行船平安，
一帆风顺。

西街尽头的南面有城隍庙， 坐北
朝南， 一进三间， 城隍老爷端坐中间 ,
身着红袍， 庙前是一片占地约有二十
亩的沙土广场。 平时较为冷清， 遇有
节庆， 可供文艺演出， 尤其是每年的
清明节， 那里是最热闹的地方， 外地
来的马戏杂技团 、 皮影戏 、 说评书 、
唱大鼓以及各种饮食小吃、 糖果糕点
摊位都在广场上。 有些年， 还从外地
请来花鼓灯演出， 吸引了四乡八里更
多人前来观看。

到了近代， 民国十九年 （1930 年）
舜耕山下的九龙岗煤矿开发， 修了一
条轻轨铁路通到洛河老街东侧的河下，
将煤炭经淮河输往外地， 煤矿所需的
各种设备 、 材料经淮河运至洛河街 ，
再经铁路运到矿上。 老街东侧河岸边
就有了炭场、 木材场等货场， 还建有
一口专供火车用水的电动抽水井， 老
街人称之为洋井。

九龙岗煤矿的开发， 洛河老街成
了物资集散的重要水陆码头， 商业较
之前更加繁荣， 各种商店、 作坊商行
林立 ， 如宫万顺 、 宫万盛 、 宫隆泰
等。 此外鱼行在北街离洛河小学不远 ,
以陆姓人为主。

民以食为天， 老街自然少不了各
种各样的饮食店和酒馆、 茶馆。 小吃
花样很多， 各具特色， 令人津津乐道。
比如宫氏人手工制作的挂面和馓子 ，
田姓人加工的菜饭两宜的绿豆饼子都
远近闻名， 吃过的人都难以忘怀。 彼
时的洛河街商业达到鼎盛 ， 门类全 、
数量多、 营业时间长， 天天人来人往，
一派蒸蒸日上的繁华景象。 可是时光
走到了 1936 年， 九龙岗煤矿和大通煤
矿产量大增 ， 为满足煤炭外运需要 ，
国民政府建成了经水家湖、 合肥至裕
溪口的铁路， 同时鉴于老街西边的田
家庵渡口地势高于老街， 且大通到田
家庵比到洛河更近一些， 自大通到田
家庵修建了新的标准铁路， 洛河老街
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 尤其是日寇侵
华， 洛河沦陷， 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
老街的商业从此一蹶不振， 再也没有
了往日的辉煌。

1950 年和 1952 年淮河两次发大
水 ， 老街人两次 “跑水反 ”， 大水退
去 ， 房屋还在 ， 又都返回到祖居地 。
淮河两岸的人们盼望着 “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 可是天不遂人愿， 1954 年淮
河又一次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大水， 洛河老街遭到了灭顶之灾， 洪
水过后， 几乎荡然无存， 只留下一片
废墟……

岁月如梭， 历史的车轮日夜不息
向前奔去， 而洛河老街永远留在了人
们的记忆中， 留下了对洛河老街过去
的美好回忆， 还有那望得见山、 看得
见水的无尽乡愁。

赶 九 龙 集
王晓珂

从春到冬， 常去九龙赶集。 时值周
日， 农历逢单， 想到又是九龙逢集的日
子， 于是起个早， 开着车出城去赶集。

老九龙集过去叫十八里方， 古城以
南八公里 ， 开车过去也就十分钟的时
间。 古时有九龙桥， 由于地势低洼， 该
处有多条沟渠通过。 老集在公路两旁，
旁边有个沟沿村， 大都是柏姓和葛姓。
这里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是城南公社 ，
后来改为乡。 距离县城十三华里的地方
旧时称十三谷堆， 附近有个柏家寨， 也
就是柏文蔚的出生地， 是原乡政府的所
在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 公路的扩宽，
老的集市已经影响了交通的顺畅 ，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新九龙集搬迁到公
路西北方， 另建一条距公路五百米的平
行路 ， 周边建起了楼房形成了新的集
市。

九龙集与兴隆集相隔不远， 一个逢
双一个逢单， 周边的人们乐此不疲， 今
天赶这个明天赶那个， 来到集上， 大多
能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 新九龙集市位
于寿六路西， 东西三条路连着一条南北
路， 形似一个 “山” 字， 中部入口处，
铁皮打制的烧饼炉热气腾腾， 张大姐已
到中年， 她用手伸入炉中， 快速将面贴
在内壁上， 炉内烧着木炭， 长年累月，

她的手也练就了火中取饼的功夫。 这种
传统的烧饼制作， 她说， 以后不会再有
了， 没有人愿意干这个了。 但这种炉子
烤出来的烧饼很香， 好吃。

时令蔬菜水果打扮得艳丽多姿， 来
到乡村的集市上， 枣子、 南瓜、 花生、
玉米都显得精神饱满， 洋溢着不同的微
笑迎接着赶集的人们……

如今赶集， 大都是三轮电动车， 骑
自行车的已经寥寥无几。 赶集买卖的人
们三五相聚， 在地摊前放上小木桌， 围
坐着喝着茶水。 有句乡土谚语： “离城
十里路， 各有各乡风”， 集上有十几家
茶馆， 大都高朋满座， 像开会似的高谈
阔论， 又像自由论坛， 没有接不上的话
题， 大桌上瓜子、 花生， 还有带几个早
点的， 男人们互相递烟， 不忘打着火给
对方点上， 女人们不停地嗑瓜子声夹杂
在话语中， 聊天是她们最喜欢的话题。
而高家茶馆里女主人忙着拍抖音， 爱好
跳舞的她， 从剧烈的跳跃中静下来， 摆

上一盘颗粒饱满圆润的鸡斗果， 泡上一
杯黄金芽， 色泽清纯， 说话喝茶这可是
天仙配。

丁姑娘站在弥漫着腾腾热气的大锅
前， 一边捞着大骨头， 一边招呼着吃饭
的客人， 逢集的早晨是忙碌的， 她嫁到
高家也有年头了， 煮骨头烫汤那些流程
也得心应手 ， 里里外外收拾得整整齐
齐 。 赶集的人进到店里 ， 要一碗粉丝
汤 ， 两个包子 ， 价格便宜 ， 吃得饱饱
的 ， 再去逛一逛集市 ， 买点东西带回
家。

西端丁字口， 胖乎乎的壮年汉子老
葛 ， 摊上的几排明亮的玻璃瓶 ， 阳光
下， 老葛不断晃动着地上大锅， 大锅里
的芝麻油色泽清亮， 手里的油提子是他
操练的玩具， 黄澄澄的千万芝麻荡漾出
醉人的醇香。 与老葛攀谈， 他说他是广
字辈， 住在集市东边过了公路的葛圩，
家里老作坊生产的油， 生意很好， 九龙
闭集他就去赶不远的兴隆集。 来来往往

中， 给别人送去了油香， 也给自己带来
了收入 ， 赶集是他生活的源泉 。 油摊
旁 ， 一位中年妇女 ， 穿着时尚的红棉
袄， 肩扛一个竹竿， 上面插满红色的糖
球， 身背黑色挎包， 左胳膊挎一绿色编
织篮子， 小孩子路过时总要停下来， 仰
望着糖葫芦， 拉着家长不肯走去， 最后
从杆上买下几只， 才蹦蹦跳跳地离开。

冬季， 弹棉花打被套的店里站满了
人。 孙大柱住在集南边一个叫娘家河的
地方， 出门时大柱妈有交代， 要打两床
被子的尺寸， 重量一定要带 “半” 的，
五斤半、 六斤半的， 大柱于是把他娘说
的要求告诉店主老鲍， 一旁的老鲍妻子
笑了一下。 原来乡村人家都有讲究， 这
“半” 谐音 “伴”， 被子重量有半， 一辈
子都有伴。

中部东西方向的街北， 老张在露天
细致地给老者洗着头， 旁边坐了两三个
等待的老人， 他的剃头挑子在九龙集上
已经几十年了 ， 七十多岁的他身板硬

朗， 黑红的脸彰显了岁月的沉淀， 他依
然每集都赶， 周边的老人理发都习惯找
他。 理一个头从几角到五元， 几十年来
日益物价上涨， 而五元的价格也到了封
顶的高度。 俗话说， 有钱没钱， 剃头洗
澡过大年。

季节已过冬至， 阳光下挂在铁丝上
的腌制肉类、 咸鸡腊鹅等油油地泛着亮
光， 活鸡鸭在笼子里或被拴在一起蜷伏
地上， 附近冒着热气的大锅， 把处理好
的禽类烫后捞出忙着清理。 农村人喜欢
吃咸菜， 腌制好的鹅鸭， 腊肉， 挂在集
市上。 一棵高大的毛竹竿撑起巨大的红
布伞 ， 肉摊前的人们挑着精的选着肥
的， 摊主挥刀砍割， 动作娴熟， 让我想
起初中学过的庖丁解牛一文。

集市北端入口 ， 一架手摇缝鞋机
前， 老张头戴一顶黑线棉帽子， 帽上醒
目标有三横标识和几个英文字母的图
案， 他正飞动着一小铁锤， 把一只黑色
高跟鞋套上铁拐， 三下把一颗小钉敲进

了鞋后跟。 地上一块磁铁吸满大小不一
的铁钉， 大黑包里横七竖八的大铁剪、
老虎钳、 螺丝刀等各式工具， 老张说干
这行已四十多年。 而在中部入口则有一
位修鞋的中年妇女， 规模要大得多， 一
张旧板车上 ， 木质盒里装满各种小零
件， 摊前一堆各式旧工具， 她坐在小凳
子上， 腿上铺着厚厚的布垫， 怀中一个
布书包， 来回试拉着拉链， 旁站着老奶
奶拉着小女孩 ， 片刻工夫她说 ， “好
了！” 看到她熟练的操作， 我想人只要专
注一件事情， 用自己的劳动， 做一项手
工， 长期坚持不懈， 就叫工匠精神吧。

初春， 集旁路西， 粗大的梧桐树，
年已八旬的朱老汉坐在门前， 暖阳映照
在他黑瘦的脸上， 看到路过的我， 虽然
陌生， 他热情地进到屋里搬出一个小木
凳，招呼我坐。老朱从九里沟搬到集上已
经三十多年， 谈到半世纪前他在村里当
队长的岁月，带领二百号社员种粮耕田，
兴修水塘，起早贪黑，自豪和高兴的神情
飞扬在脸上。如今三个子女都已中年，儿
子去了北京工作， 两个女儿也在上海打
工成了家。朱老太太从木门里走出来，慢
悠悠地往集上走去，消失在人流中。过往
的人们，如同风一样自由，平凡而又普通
的日子，充满着烟火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