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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射洪武南。

涪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

来，在武南拐了一个弯，拍崖

荡岸飞湍而去。一水三分，江

中留下两坐小岛，远远望去，

酷似一对鲤鱼在游泳。儿歌

“武南打马回头望，一对鲤鱼

大半江”，说的就是这里。

每年八九月份，江滩裸露

的鹅卵石下，有一种会“打

屁”的虫藏身在此。打屁虫，

又称五香虫，人们捉到后，拿

回家放在温水盆里，待其翅

膀伸开浮在水面上，说明屁

已放出。晾干后，放到热油

锅里煎炒，炒熟后又酥又脆，

特别好吃。今天我们就来讲

一位清末秀才因为看人捉打

屁虫而写下一副绝妙对联的

故事。

在当地的玉屏山脚下，建

有一座陆使君祠，据说里面供

奉的是“射洪神”“显惠文王”，

当地人称“白崖庙”。清代末

期，在庙旁又修了一座偏殿，

因一旁栽有桂花树取名桂香

殿。偏殿落成之后，殿门上需

请人撰写一副对联。

当地的清末秀才何敏对

诗词歌赋、楹联造诣颇深。在

桂香殿完工后不久，何秀才来

到庙里参观，庙里主持找到他

说：“可否请何秀才题写一副

对联？”何秀才答应了。主持

说：“既然是桂香殿，为什么供

香（祭拜用香）香气反而多一

些呢？”

何秀才望着桂香殿外的

桂花树以及殿里香炉上焚着

的供香，若有所思却难以落笔

成联。

这天晚上，何秀才信步来

到涪江边上的白崖山下。看

见江滩上有几个人影正随着

点亮的灯笼左右移动。他一

问才知，那些人正在搬鹅卵石

捉打屁虫。“点灯笼”当地人口

语习惯叫“点亮”。何秀才望

着月光下忽闪忽闪的灯笼，想

起桂香殿主持的灵魂一问，心

中豁然开朗，写出了桂香殿的

对联：

月亮坝头点亮，不知月亮
亮亮

桂香殿里焚香，莫解桂香
香香

这副叠字对联描绘出人

们在月亮坝头“点灯笼”捉打

屁虫的场景，当地风俗人情和

桂香殿的特点完美融入其

中。不知月亮亮亮，第一个、

第三个“亮”均为形容词，明亮

的意思，第二个“亮”却为名

词，灯的意思。莫解桂香香

香，第一个、第三个“香”为形

容词，很香的意思，第二个

“香”为名词，供香的意思。上

联说，在月亮坝头点亮，不知

道是月亮亮一些，还是灯盏亮

一些。下联说，在桂香殿里焚

香，也分不清是桂花香一些还

是供香香一些。

桂香殿楹联故事 □徐斌

许多年前，年年九月间收

了谷子，生产队公房的两个粮

仓都堆满了。生产队的保管

员徐大爷说，每年到了这个时

候，老鼠是牵起索索来，每天

晚上，只要把灯一拉熄，满屋

子都“窸窸窣窣”地响，一拉开

灯，房梁上有老鼠在跑，墙角

有老鼠在跑，阴沟头也有老鼠

在跑。

为了消灭老鼠，徐大爷喂

过猫，买过10多个老鼠夹板

放在粮仓的各个地方，还用耗

子药毒死过一只一斤多重的

黄毛大老鼠，但都不得行，每

年收了谷子，粮仓里的老鼠还

是照样多。

郭老头是我家对门邻

居。那两年，郭老头家的好事

情硬是一件接一件，牵起索索

来：那年秋天，郭老头家孙子

娶媳妇，第二年，刚刚过门一

年的孙子媳妇就生了一个大

胖小子，把老郭头高兴得成天

嘴都合不拢。

郭老头家一直在小镇十

字街做水果批发生意，他家专

门买了一辆小货车，用来拉水

果，这哈，做水果生意就更方

便了。这些都还不算啥子。

放寒假时，他家的大孙子从

成都回到镇上，看到好多人

围到买福彩，看得心痒痒，也

买了一注，没想到竟然中了

47万元。

这就难怪了，那两年，郭老

头走路都是跩的。经常挂在嘴

边的就是那句话：这人要是运

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牵起索索来 □王斌

秧鸡子是我老家乡下的

称呼，它发出“咚、咚……”的

叫声，因此也有咚鸡之称。

秧鸡子的窝常筑在秧窝

田(稻田)里。农历四五月间，

秧苗长到齐腰高，正是秧鸡子

繁殖季节，这时稻田中常有几

窝秧苗长得比周边高，秧鸡子

会把中间的秧叶弄倒，形成一

个简陋的窝。产下外壳有绛

红色斑点的秧鸡蛋，一窝有好

多枚，经过精心孵抱，不久，一

群黑绒绒可爱的小家伙就会

破壳而出。

秧鸡子生性胆怯，听到一

点响动就发挥它善于奔跑的

特长，乱窜避险。因此，在生

活中，性格懦弱的人，往往自

贬为“秧鸡子”，遇到歪人，主

动求饶：“我是秧鸡子，打又

打不赢，认输。”“人善被人

欺，马善被人骑”，具有秧鸡

子性格的人，常成为被欺侮的

对象。

早年，我幺娘在董山村董

家抱养了个儿子，取名友亲，

他长我3岁，我称友亲哥。友

亲哥从小养成了懦弱的性格，

就连我们把他叫成“董鸡公”

也不生气。记得初冬的一个

晚上，我们一群小娃娃相约在

田坝头打泥巴仗。“半夜吃桃

子按到耙的捏”，友亲哥被一

帮小屁孩穷追猛打，撵得无处

可逃，只好躲进自家的猪圈

房，几个“胜利者”围在外面还

不依不饶。俗话说，兔子逼慌

了也要咬人，此时，友亲哥拿

起粪瓢舀起猪粪就往外泼，吓

得外面的人一个个落荒而

逃。第二天，母亲知道了此

事，把我臭骂一顿：“你只晓

得惹事生非、欺软怕硬，没得

出息！还不快去给你幺娘和

友亲哥道歉！”此后，我与友

亲哥一直关系融洽，幺娘也很

喜欢。

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我

养成了同情和帮扶弱者的品

性。其实性格懦弱者，就是

缺乏自信，遇事只知一味忍

让，不敢据理力争维护自已

的权益，以至于沦为被人欺

侮的“秧鸡子”，真是可悲。

相反，那些持强凌弱者，则让

人可恨。

秧鸡子 □梁功勋一个人的才能智慧是有

限的。所以，遇到紧迫事、重

要事、棘手事，很多人会请旁

人、高人出主意，想办法。这

在重庆巫山叫找人拖条儿。

“我们孙娃子，初中一毕

业非要去广东打工，去了两

年，钱没挣到不说，倒把抽烟

喝酒、打游戏、打牌赌钱，样

样学会了，现在才十八九岁，

还耍了个女朋友。”年逾花甲

的二毛哥对从小和我在乡下

一起长大、出过不少远门的

石祥哥说，“我们想到，恁个

下去不得了，就把孙娃子喊

回来，要他走正道。可他回

来啥事不做，还头头是道说：

‘抽烟、喝酒、打牌、玩游戏、

耍女朋友，你们样样不让我

做，想要把我逼疯是不是？

总得准许我做一样噻！’想请

哥子帮忙拖个条儿，究竟啷

个办好呢？”

石祥哥听了，两指捻着胡

须，稍微想了想，慢腾腾地说：

“给他讲好，准许他一样后，其

余的必须戒掉。照我看，你孙

娃儿也不算太小了，只要好好

做正事，女朋友还是准许他谈

吧……”

在巫山方言中，“拖条儿”

也称为“出条儿”“想单儿”，意

思完全一样。

众所周知，现实中绝大多

数的出主意想办法不过是心

想口授而已，并无文本。明知

无条不需条，却仍要说请“拖

条”“出条”“想单”。如此表

达，显示了请者的诚意及对被

请者的信任与敬重。被请者

拿出的不是文书，而是智慧，

此时无“条”胜有“条”。

拖条儿 □徐永泉

“ 蜷 ”字 普 通 话 读 作

“quán”，而川渝方言里读作

“juān”。“蜷脚”就是把伸直

的腿弯曲，为别人让出地盘的

意思，比喻为让步之意。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

头。人挡他人道，不得不蜷脚。

这世界，没人可以永远阔

步前进，势不可挡，没人可以

永远吃干抹净，分毫不余。面

对利益，必有纷争。争锋相

对，寸土不让，最终不是同归

于尽，就是各剩半条命。每当

陷于这样的矛盾之时，要么一

方做出主动让步，要么双方都

让步，此之谓“蜷脚”。

蜷脚看起来是认输，所以

敢蜷脚能蜷脚的人不多，很多

时候需要旁人求情，方可不情

愿而为。蜷脚本质是一种主

动让步的大度，是一种审时

度势的智慧，无论是主动蜷

脚还是被动让步，总是首先

缓解矛盾的一方。看起来是

先认输，其实很可能在道义

上占先。与人方便，自己方

便，这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劝

人之语，实实在在是一句指

导人生的金玉良言。多种花

少种刺，多修路少挖沟。能

伸能屈方为大丈夫，像炮仗

一样一点就炸的都是黑旋风

一样的二杆子。先知进退，方

有胜算。忍得一时之气，可

免百日之忧。

蜷脚，首先是自保。如一

直僵持不下，或者双方互损，

可能非但不能多得到什么，也

许还会亏老本。蜷脚，其次是

双赢。民间讲究“和气生财”，

“和气”就是缓和矛盾，就是蜷

脚。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

丈，只要唤回善意，路怒男也

可变成谦谦君子。两个三轮

车夫为了争一单生意，竟拔刀

相向，令人不胜唏嘘；两个司

机驾车发生剐蹭，最后以“石

头剪子布”解决分歧，传为佳

话。遇到矛盾，蜷脚与不蜷

脚，竟如天壤之别。

虽然未必人人都喜欢吃

亏，但人人都喜欢愿意吃亏的

人。吃得亏，打得堆——老祖

先早有这喻世明言。我们提

倡该出手时就出手没错，该蜷

脚时就蜷脚也很有必要。

蜷脚 □胡华强

我老伴出生在农村，几岁

时逗背个背篼，拿把镰刀，一

天到黑满山遍野打猪草。从

小，她生活在艰难困苦的环境

中，吃了些苦，造了些孽。十

几岁时，由于命运的转折，她

参加了工作，从此鲤鱼跳龙

门，成了城市人。

勒些年耍手机，老伴也来

赶时髦，网名起得五花八门，

一哈起个“蓝天白云”，一哈又

起个“微笑的风”，有段时间又

叫“扭到青春不放”。有一天，

老伴又要折腾了，叫我给她起

个新网名。我想了半天，笑嘻

嘻地跟她说：“你是在田野里

打猪草长大的，起个接地气的

网名，逗叫猪草妹嘛。”老伴听

了，哈哈哈笑惨了：“嗯，要得

要得，勒个名字安逸，现在逗

是要回归自然，好接地气哟，

二回逗叫我猪草妹哈。”

今年夏天，我们老两口到

农村避暑。傍晚散步的时候，

看到嘿多小娃儿拿起手机到

处拍照，嬉戏玩闹，好开心

哪。触景生情，一下勾起了老

伴对童年的回忆。老伴既羡

慕又感慨地说：“我们那阵连

洋芋坨坨都吃不饱，勒哈的娃

儿好幸福啊！”

我扯兮兮地调侃道：“如

今的猪草妹（农村妹），早已今

非昔比，鸟枪换炮，不再手拿

镰刀打猪草了，而是拿到手机

拍美照。”

猪草妹 □陈世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