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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闲情

鱼 之 辨

心灵点击

掌声背后

□郭德诚

□万红伟

□宁妍妍

往事重温

□侯运通

人蚊大战

十八盘乡，登山村。只听这乡、这村的
名字，便知登山村一定被深埋在群山万壑
之间。是的，汝阳县十八盘乡登山村位于
巍巍八百里伏牛山腹地，此地层峦叠嶂，百
步九折，石多土少。

20 世纪 60 年代，登山村 600 余口
人，年人均产粮不足50公斤，耕地散落在
20 多架山梁之上，星星点点有 2500 块之
多。当地民谣称登山村：“地无三尺平，
到处石头垅；山高坡度大，地在墙上挂；
年年都受灾，要啥没有啥。”在那靠从土
里刨食儿吃的年代，登山村连“土”都稀
罕，可谓标准的穷山恶水，即便风调雨顺
也数米而炊。

面对上天的薄情寡恩，以时任村党支
部书记赵春兰同志为代表的登山人民不
怨天不恨地，不等政府来救济，宁愿苦战

改山河，不愿苦熬度岁月。他们用最简陋
的生产工具——铁锨、铁锹干起来。没有
钢钎，就用栗木椽子做撬杠；没有开山的
炸药，就用土法自造；没有手套，就用蚕茧
套住手指尖……从那时起，登山人民用近
30年的时间，三战登山洼、五战滴水沟，集
土造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绿化荒山。
登山人民凭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的一腔豪情和蚂蚁啃骨头式的坚韧不拔，
演绎了现代版愚公移山故事，留给世人“深
山挡不住”的惊叹。

该村登山展览馆里，悬挂有这么一幅
当年的照片：崖头峭壁上，4 个劳力，两两
一组，一人扶钢钎，一人轮锤猛砸，个个神
色刚毅，汗珠下滴，系在腰间的绳索清晰可
见。此情此景，和电视剧《红旗渠》中任羊
成他们半山开渠的场景如出一辙。橱柜里
还陈列了些当年的劳动用具：几公斤重的
铁锤，居然磨损得只剩下拳头大小；一根原
有1米多长的钢钎，磨损得只剩下几寸长。

就像我无法想象连“土”也稀有的农村
是怎样的赤贫窘迫一样，我也无法想象在

“誓教山河重安排”的叮当撞击声中，钢钎

短了、铁锤小了，干部群众该是怎样筋折骨
头断，手上的老茧如何层层增厚，肩膀被磨
破的红肿如何新旧叠加！

我无心恋看，想到山上转转以求眼见
为实，便顺着馆外的水泥路往山顶走。还
未走到半山腰，两腿便不听使唤，沉重得如
同灌铅，好在沿途满目翠绿，风光无两，令
人心旷神怡。

站在第四道拐弯处歇脚，但见坡上层
层梯田绿意盎然。石块砌成的道道圪磷顺
着地势向两边如蛇般延伸，宛如给群山箍
上了一条条紧身的腰带。几十道上千米长
的圪磷没有一处被冲毁，远远望去，煞是齐
整壮观。这层层梯田与周边的青山绿树、
潺潺溪流相映成趣，鼓舞着我欲穷千里目，
要更上一层楼。

走进梯田，只见每一层田地如柳叶样
窄窄长长却平坦如砥，圪磷高低不一却垂
直如壁。每一块石块边棱咬合，摆砌得独具
匠心。登山人民在砸石垒圪磷过程中积累
的精湛技艺，在改山造田中摸索出的“弯、
厚、弓、长、平”登山梯田五字秘诀，在《中国
水利》杂志上刊发，该村也摘得“全国水土保

持先进单位”等多项桂冠。靠着这由小变
大、由碎变整、由坡变平的梯田和缠绕山腰
的水渠，登山人民结束了“地在墙上挂”的
历史，过上了和川区人民一样的生活。

从山脚到达山脊，远远望去，就像层层
台阶，给人“高路入云端”的震撼。半山腰
高架着一行标语，字迹依稀可辨：“宁愿苦
战改山河，不愿苦熬度岁月。”那是当年赵
春兰带着登山村全体干部群众立下的铮铮
誓言。默念誓言，心底平生出一股大浪击
水、卷雪千堆的豪迈。

在登山村最高峰，伫立仰视赵春兰纪
念亭良久，端详着那通庄严肃穆的石碑，品
味着以“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务
实清廉”为代表的“登山精神”，我的思绪穿
越时空，翱翔在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红旗
渠精神”和山西“右玉精神”之间。从这些
精神意蕴中，我渐渐理出了头绪，似乎找到
了登山人民创造伟业的源头活水。

时代在更迭，社会在变迁。当年登山
人苦战改山河的场景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但留给后人“深山挡不住”的惊叹和启迪，
福泽亿万年。

轰轰隆隆的机械，把涧河新安段河床中
的积淤，一铲铲地清理出来。整修后的河道
整洁美观，悠悠的涧河水，像个美丽清纯的少
女，扭动着曼妙的身姿，从容淡定地出了汉函
谷关，欢快地哼着曲儿一路向东，汇入奔腾的
洛河。

从涧河水经历的时代浪潮中，我们能清
晰地感受到环境的变化。

我们村子在涧河边，依山傍水，交通便
利。像许多沿河的村庄一样，涧河川肥沃的
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我们。到了20
世纪中期，村子的周围兴建了许多工厂，星罗
棋布的企业及人流量的倍增，在带动周边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污染和破坏了
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记不清从什么时
候起，看天空总是像隔着一层纱，月亮没了清
辉，星星变得稀少。

有一年春天，爱人给我买回来一双白色
高跟皮鞋，我每天干完家务后，才舍得换上穿
一会儿。一次，有朋友来玩，谈话间她盯着我
的脚看，我心里美滋滋的，以为她是羡慕我的
鞋子漂亮呢。尴尬的是，她却提醒我，你这么
好看的鞋子，怎么也不好好擦擦？我低头一
看，可不，鞋面上落了一层黑灰。顿时，我的
脸臊得热辣辣的。从此，我再也不敢穿白鞋，
喜欢的白纱裙也被压在了箱底。

近些年，生态文明建设的号角吹响。打
响蓝天保卫战，实施了禁烧、减排等各种治
理措施，关停了不达标企业，整顿了运输车
辆，硬化了泥泞道路，拆除了重污染企业，淘
汰了尾气超标的燃油车辆……货车有了全
封闭车棚，碎屑不再抛撒；垃圾分类后，定点
定时投放，变废为宝。空气质量明显转好，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花更艳了。环境面貌
的改观，让我们的生活舒适度大大提高，昔
日脏乱差的村子，变得整洁美观，真正成了
涧水河畔的一颗明珠。

引畛济涧工程完工后，涧河的水质和流
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整齐的河堤，护卫着
两岸的良田，沿河村庄的土地上，庄稼茁壮、
牛肥羊胖，花团锦簇、鸟语花香。在滔滔的涧
河水面上，各种珍稀水鸟翩翩起舞，几朵白云
踏着浪花。涧河湿地公园内，鲜花五彩斑斓，
在蝶飞燕舞中，如织的游人笑逐颜开，成群的
孩子奔跑嬉戏。这些，与荡漾的碧波、如黛的
青山、湛蓝的天空，构成了一幅幸福祥和的美
丽画卷！

闲暇时，我身着白裙、脚穿白鞋，去欣赏
那醉人的垂柳，去亲吻那娇艳的花朵，去拍摄
那优美的白鹭，去聆听那清脆的鸟鸣。兴致
起时，我还会提着大大的裙摆，在花间旋转
起舞。多少次，我守着满天的繁星，与它们
互诉心思。我最爱听它们讲银河系的故事，
因为，在那些故事里，包含着人类对地球环
境的保护！

夏天来临，万物盛长，蚊虫滋生，其中尤
以蚊子最惹人讨厌。

我们村侯家庄位于洛河南岸。在我童
年的记忆中，由于依河而居，加之村卫生环
境差，蚊子特别多。一到夏季天热时，蚊子
就会从各个阴暗角落飞出来，在农家田野
四处乱飞。尽管它们体态微小，但白天很
难逃过人们的眼睛。人们虽常常拍打不住
蚊子，但它们也很难叮在人身上安稳吮血，
人们白天不停地劳作无意中起到了驱蚊的
作用。而到了夜晚，情况就大不同了。夜
晚是蚊子一天中最活跃的时候，它们从夜
色中钻出来，成群结队，疯狂地追逐攻击人
们。人们常被蚊子叮成“包公”，浑身奇痒
无比。更有甚者因不停地抓挠，身上满是
血道，惨不忍睹。

当然，村人在与蚊子不停地交战中，也
逐渐探索出了许多好办法，如用扇子去扇跑
它，挂上蚊帐防叮咬，被叮后用清凉油涂抹
患处，等等。但这些都是村人不得已的被动
防守，而常用的主动进攻就是用双手拍打蚊
子，一晚上拍下来，常常会血污满手、蚊尸遍
掌。但只借助于这种简单方法和它们作斗
争，是消灭不了它们的。于是，村人又试图
用别的办法与蚊子作战。

那时，洛河滩里虽然滋生蚊子，但同时
又生长有许多艾草，而这些艾草就是大自然
赐予人类与蚊子作战的利器。我们将割回
的艾草晒干，拧成草绳，在院里和屋里点着，
以烟去熏蚊子。艾草有股浓浓的怪味，气味

所至，要么蚊子纷纷逃遁，要么纷纷落亡。
当一束艾绳燃完后，屋里蚊子已全被消灭，
不放蚊帐，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不过，就像人有免疫力一样，蚊子也
是有“免艾力”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村人以艾草驱蚊的常用办法，逐渐不起作
用了，村人继续饱受蚊子的折磨。于是村
人只好又寻别法驱蚊，后来还真又找到一
个制胜法宝，即用麦秸熏蚊的方法：将潮
湿的麦秸点着后，再往麦秸上撒点农药

“六六粉”。撒了农药的烟雾，十分呛人，
当然也呛蚊子。于是，每到夜晚降临，村
中家家青烟缭绕，满村刺鼻的味道，好像
不是在熏蚊子，而是在专门熏人。村人一
个个被呛得双眼流泪，只好从那烟雾中逃
到大街上或田野里，这正好又撞到了蚊子
的“虎口”里。因为蚊子被麦秸烟从家中
熏得四处逃命时，最后大多也和人一样逃
到了街上或田野里。后来，人们只好在街
上也点上撒了农药的麦秸来熏蚊子。乡
亲们认为夏天宁愿受点熏，也比蚊子满身
叮咬要好受得多。

当然这人蚊大战，都是我童年的一些记
忆。前些年我村洛河两岸得到了根本性的
治理，洛河再也不是滋生蚊虫的臭水沟、污
水沟了。现在的洛河，水清见底，鱼游虾戏，
满目秀色。而由于这几年村里大搞新农村
建设，卫生条件也大为改观，人居环境优
美。因此，村人高兴地说：我们再也不用和
蚊子大战了，夏天的日子好过多了！

从没有见过如此灵活的机器人，不仅会
跟着音乐跳舞，还会和观众挥手、互动。舞曲
进入高潮，这个两米多高的黄色机器人跳得
越来越劲爆，现场一片欢呼声。随着乐曲结
束，机器人还伸出双手，给观众比了一个心
形。瞬间，掌声、叫好声四起！

这是中街，刚建的夜市。晚饭后带儿子
来玩，抬头看到二楼有机器人表演，便被吸引
了上来。正当我想让儿子和机器人合影时，
走来了一个穿白色短袖的男子，他在机器人
身上一通操作后，接下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小
伙子卸下了机器人外壳，原来，是个大活人在
表演。

小伙子20多岁，满脸通红，大口地喘着
气，汗顺着脸颊往下流……酷热的夏天，我们
穿着凉爽的衣服站着不动，还闷热难耐，何况
这个小伙子还要钻进厚重的机器人外壳里跳
舞，可想有多热、多累、多难受！

那一刻，我除了心疼还是心疼。算了，不
合影了，让小伙子歇歇吧。

看着眼前的小伙子，不知为何，我一下
子想到了我爸。我爸在村里是有名的种地
能手。我爸种的玉米结出的棒子又大又饱
满，种的红薯、花生、小麦的产量更是在村
里名列前茅。乡亲们都夸我爸会种地。可
他们不知道，在丰收的背后，我爸付出了多
少艰辛！

种子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并用药水泡过
的；地里一棵野草都不放过，一个小石子都要
拣出来，一块土坷垃都要亲手捻碎；乡亲们在
树荫下打牌乘凉时，我爸在地里接受烈日的
沐浴……那让乡亲们眼馋的产量背后，流淌
着我爸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细想，闪动炫彩的机器人表演和我爸种
庄稼是何等相似，都是精彩的、值得鼓掌的。
但，此时此刻，我看到的不是他们成功的荣
耀，而是他们为生活拼搏的劲头和坚定的毅
力、艰辛的努力！

我喜欢吃鱼。一是因为它有营养；
二是鲜，它的鲜，还排在羊肉前头。但
杀鱼、刮鱼鳞很麻烦。活蹦乱跳的鱼，
弄不好，从案上蹦到地下，甩尾巴扭腰，
还溅得一脸水。所以，我去菜市场买
鱼，不管杀的不买。

老董是个鱼贩子，管杀，态度好，鱼
也全：有鲜鱼、有冻鱼，有河鱼、有海
鱼。水池里，咕嘟咕嘟冒气泡，装鱼的
箱子，一摞一摞的。人，啥时候都面带
笑容。老在他这儿买鱼，人也就熟了。

一天闲聊，我半开玩笑地问，鱼刺
太烦人，有刺少的鱼吗？他说，勤快鱼
鱼刺少。这是跟我打哈哈，鱼，还分勤
快的、懒的？但他说得很认真，说像石
斑鱼、金鲳鱼等多数海鱼，都是勤快鱼，
它们不停地游动，游速也很快。鱼，游
动的方式不同，会导致肌间骨的数量和
形态不同。追求速度，是为了捕食，游
动时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肌肉，而不是肌
间骨，久而久之，它们的肌肉变得紧实，
肌间骨也越来越少，刺，也就越来越
少。有一些鱼，有浅滩、小河里都能生
存，食性杂，整天悠闲地漂来游去，靠肌
间骨摆动着身体，肉质自然也就疏松，
刺也多，且呈复杂的树状，吃着就麻烦，
如鲢鱼、鲤鱼等。

听了这话，我看看老董那胡茬子、
那皮围裙，都有点儿不认识他了，愣愣
地问，你学过水产养殖？他说，学啥？

整天翻腾鱼，知道一鳞半爪。真是隔行
如隔山。

懒鱼刺多，可我这个懒人，偏爱吃
鱼，又怕刺，那就买勤快鱼吧，就买了点
剥皮鱼。这种海鱼，腥味很重，要下重
料，方能遮住。吃时要趁热，没有小刺，
没有乱刺，吃着确实痛快，但也没有了
懒鱼的鲜味儿。

老董跟我说过，做鱼，越懒越好。
能清蒸的，就别红烧；能水煮的，就别油
炸。过度加工，就破坏了原味，损失了
营养。这让我很犯难，勤快鱼，做法懒
不了，懒了遮不住腥味；懒鱼，倒是能用
懒方法。这就有意思了。

我养了一缸金鱼，吃完饭，撒点儿
鱼食。看着鱼儿们拖着两个大水泡眼，
头斜着冲下，大尾巴缓缓地晃，似在游
动，但又没前进多少。我就在想，这可
能是懒鱼中的懒鱼了，吃，都得让人喂，
肉，还根本吃不成，可它的价值仍在。
记得庄子与惠子有一句对话：“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

是呀。勤快鱼也好，懒鱼也罢，快
与慢，动与静，都是客观条件造就的，
也是鱼儿们自然选择的生活方式。
勤与懒，只是我们看待鱼的角度、偏好
罢了。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这也算勤
快了一回，回头再去买鱼，和老董说道
说道。

时代心曲

涧水河畔听星语
□高芳菲

喷薄欲出 李卫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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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挡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