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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字子美，唐代著名诗人；黄四
娘则是杜甫诗中的人物。杜甫在《江畔
独步寻花》其六中写道：“黄四娘家花
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黄四
娘因为杜甫诗歌的记载而为后人所知。
这一事件本身的典型性，使得黄四娘常
常作为原型入诗，也成为了一个具有共
名性的符号常常为后人所道及。

苏轼在《正月二十六日，偶与数客
野步嘉祐僧舍东南野》一诗序中说：

“正月二十六日，偶与数客野步，嘉祐
僧舍东南野人家杂花盛开，扣门求观。
主人林氏媪出应，白发青裙，少寡，独
居三十年矣。感叹之馀，作诗记之。”诗
歌道：“缥蔕缃枝出绛房，绿阴青子送
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焰焰烧空红佛
桑。落日孤烟知客恨，短篱破屋为谁
香。主人白发青裙袂，子美诗中黄四
娘。”林氏媪与黄四娘都拥有万紫千红
的满园春色，苏轼诗中写到林氏媪，就
像杜甫写到黄四娘一样。

南宋周昭礼在《清波杂志》中记
载：“东坡在黄冈，每用官妓侑觞，群姬
持纸乞歌诗，不违其意而予之。有李琦
者，独未蒙赐。一日有请，坡乘醉书：

‘东坡五载黄州住，何事无言赠李琦？’
后句未续，移时乃以‘却似城南杜工
部，海棠虽好不吟诗’足之，奖饰乃出
诸人右。其人自此声价增重，殆类子美
诗中黄四娘。”吴曾在《能改斋词话》

“欧梅二妓诗”条中说：“人之幸不幸，
欧梅偶见录于豫章，遂为之传不朽，与
杜诗黄四娘何异。”所谓欧梅，指的是
当涂两名官妓；所谓豫章，指的是黄庭
坚。他曾有诗道：“欧倩腰支柳一涡，大
梅催拍小梅歌。舞余细点梨花雨，奈此
当涂风月何。”身为默默无闻的小人
物，欧梅二妓正是因为黄庭坚这首诗
才让后人知道她们在历史长河中曾经
存在过。另外，明代杨慎《升庵诗话》中
说：“吴二娘亦杜公之黄四娘也，聊自
表出之。”吴二娘乃杭州名妓，因为白
居易有“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久
不闻”的诗句，使得吴二娘不但为后人
所知，还被类比为杜甫诗中的黄四娘。

以上人以文传而被视为黄四娘的
尽是女性，其实亦有男性因为相似的
情况也被视为黄四娘。如惠洪《冷斋夜
话》卷七“东坡留戒公疏”条中说：“戒
公甚类杜子美黄四娘耳，东坡妙观逸
想，托之以为此文，遂与百世俱传也。”

疾没世而名不称是世人一种普遍
的遗憾，好在中国文化指出了立德、立
功、立言为三不朽之道。那些身为草根，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平生与此无涉，
但因假他人之言而为后人所知，在某种
意义上说也算是不朽了，如李白笔下的
汪伦，高适笔下的董大，王维笔下的元
二等，都是如此。这，无疑是小人物的一
种幸运。其实，作家创作时，文本中呈现
什么、屏蔽什么，都是经过精心思考和
选择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文学作品中
所出现的任何文字，都是有意味的形
式。明乎此，杜甫诗中黄四娘这一名字
符号的出现，乃作者有意为之，是为了
对这一小人物进行凸显。背后传达出来
的，则是作者平等看待小人物的眼光，
平等对待小人物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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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西游记》尼泊尔语版第三轮播出新闻发
布会27日在尼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负责前两轮播出
工作的尼泊尔曼达尔电视台表示，目前累计已有近
百万尼泊尔观众收看了这一电视剧。

曼达尔电视台负责人马哈尔詹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2016 年《西游记》尼语版在尼泊尔首次播出，

2017年再次播出，观众反响积极，能够进行第三轮
播出令人感到高兴。

52岁的尼泊尔艺术家马亚路同时给孙悟空和
猪八戒配音。他告诉记者，对能参与《西游记》尼语版
的制作工作感到非常自豪。

尼泊尔文学家乔希表示，《西游记》在尼泊尔多

次播出，对增进尼中两国文化交流和理解具有重要
意义。

据介绍，除曼达尔电视台外，此次《西游记》尼语
版还将在尼泊尔一家主要面向当地原住民的电视台
播出。

据新华社

《西游记》尼语版在尼泊尔第三轮播出

小雪谚语与农事
◎郑学富

农谚说：“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
菜。”此时正是白菜收获储藏时期，白菜
在收获前十天左右即停止浇水，以防止
冻坏，收获时尽量选择在晴天进行。收
获后不能马上储藏，要将白菜根部向着
太阳晾晒3至4天，待白菜帮发软后再
储藏。这样白菜既好吃又耐储存。通过
科学实验发现，白菜之类的蔬菜里含有
淀粉，经雪霜以后，淀粉在淀粉酶的催
化作用下就会水解而变成麦芽糖，麦芽
糖再经过麦芽糖酶的作用变成葡萄糖，
葡萄糖是甜的，并且容易溶于水，所以，
白菜就变得味道醇厚丰满，香甜可口。
宋代范成大有《田园杂兴》诗曰：“拨雪
挑来塌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
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

农谚云：“立冬小雪，抓紧冬耕。结
合复播，增加收成。土地深翻，加厚土
层。压砂换土，冻死害虫。”小雪节以后，
将留春的土地深耕晒垡，既能疏松土
壤，又能将蛰伏冬眠的害虫翻露冻死。

在黄河流域流传一则谚语：“小雪
收葱，不收就空。萝卜白菜，收藏窖中。
小麦冬灌，保墒防冻。植树造林，采集
树种。改造涝洼，治水治岭。水利配套，
修渠打井。”小雪过后，进入冬闲季节，

该收藏的蔬菜已经入窖。如萝卜收获
后，将叶子摘除，不要去泥，挖一地窖，
将萝卜放进去，上面用芦苇扎的篱笆
盖上，铺上稻草，再覆盖一层厚厚的松
土，千万要留一个通气孔，将一束芦苇
扎在一起，插在通气孔中，这样既能通
气，又能防止雨雪漏进来。然后将地窖
门封上，人可以出进，随吃随取。冬小
麦的田间管理不能放松，一些树种都
已成熟，也要收获储存，以备来年开春
的植树绿化。此外，要抓住农闲时机，
大搞冬季积肥、造肥，开展农田水利建
设，开挖坑塘，配套沟渠。果农也开始
为果树剪枝，做好果树的防冻越冬。

“大小冬棚精细管，现蕾开花把果
结。”近年来，随着大棚蔬菜的普遍兴
起，施肥、浇水、防治病虫害要跟上，管
理更为重要。“农家副业要大搞，就地
取材用不了；油房粉房豆腐房，赚钱养
猪庄稼长；苇蒲绵槐搞条编，来料加
工把钱赚。”有的地方充分发挥农业资
源，大力农副加工业。近年来，农村经
纪人方兴未艾，他们走乡串户，发动一
家一户的留守妇女搞来料加工，然后
统一销往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多
渠道开拓致富门路。有的地方充分利

用冬闲时节，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乡镇村居举办各类农业技
术讲座和培训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
化素质，把科技兴农工作落到实处。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温差大，各地
的谚语和农事也不尽相同。在江南一
带有谚语说：“立冬下麦迟，小雪搞积
肥”、“立冬小雪北风寒，棉粮油料快收
完。油菜定植麦续播，贮足饲料莫迟
延。”小雪期间，长江中下游也开始进
入冬季，部分地区可见初霜。这一地区
在小雪节气期间开始了小麦、油菜的
田间管理，并开始积肥。而在华南地
区，此时的田野里仍是葱绿一片，生机
勃勃，福建有农谚说：“小雪点青稻”，
青稻指的是晚稻，这时晚稻才刚刚播
种。广东则有谚语说“小雪满田红，大
雪满田空”，这里的“红”不是指颜色，
而是指农活仍然是红红火火，此时正
是收获晚稻，播种小麦的季节。

“小雪雪满天，来岁是丰年。”小雪
过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寒风凛冽，
雪花飞舞，但是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
到处是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的一派繁
忙景象。一年更比一年好，人民昂首阔
步，走向进入小康社会的新时代。

小雪时节，秋去冬来，冷空气侵袭，我国
华北地区将有降雪，北方大部地区气温逐步
达到0℃以下。南方地区的北部也呈现出萧
瑟的初冬景象，如苏轼之诗句：“荷尽已无擎
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在以前，人们便开始
猫冬，或倚在墙根晒太阳，或围在屋内烤火
盆。而如今是人勤地不懒，变冬闲为冬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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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年前应邀去西北参加一次笔会，寻寻
觅觅地吃过了兰州的众多美食之后，一个冬日
的下午，当地文友不顾天气阴沉，拖着我们驱车
直奔靖远。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下了车，临街
好几家都是羊肉馆，随意选了一家进去，直接就
点了黄焖羊肉。那是一家并不起眼的店铺，但国
人的小吃大多都在街井巷尾，越是偏安一隅的
小吃，店主就越是精细打点的，选取的食材并不
一定是最好的，但口味却是绝佳，他们招揽的是
回头客，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罢了。

记忆里，我与羊肉一向绝缘，只因自己闻
不得羊肉的腥膻之气，所以所食甚少。等待的
时间总是漫长的，那次真正算得上是千呼万唤
始出来了。待上来时，看着热气腾腾的一盆，酱
红色的肉块，伴着红椒、香菜、土豆、洋葱、胡萝
卜、黑木耳等，色彩缤纷，分外养眼，白白的热
气裹挟着那浓郁的鲜香直冲鼻端，令人不觉间
便有了食欲……举筷夹一块羊肉放入嘴中，
舌尖立时感受到了汤汁的鲜美，轻轻咬上一
口，肉质细嫩，满口留香，不带一丝羊膻味儿。

荤素搭配，肉菜相间，或许是蔬菜吸取了
多余的汤汁，羊肉肥而不腻，令人食欲大开。大
快朵颐之余，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在这远离
家乡的大西北，恍惚间就有了大块吃肉的豪迈
情怀。吃饱喝足，带着饱腹的满足出得门来，雪
已经停了，冬的寒意仅化作微微的薄凉，地面
又铺上了厚厚的一层新雪，本该昏暗的夜晚在
白雪的映衬下，四周景物清晰如昼。微醺的酒
意与羊肉的热量交融，我们一帮文友便趁兴在
雪地漫步，激扬文字，不亦快哉！

后来，我在翻阅《本草备要》时才获悉古
代尚有“人参补气，羊肉补形”的说法。羊肉富
有营养，具有暖中补气、滋养、御风寒等功效。
历代封建皇宫都把羊肉列为宫廷膳食，尤其
是清宫十分喜爱食羊肉，靖远的“黄焖羊肉”
就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御膳菜肴，因为靖
远县城附近的山里生长着柴胡、车前子、益母
草、薄荷、甘草等多种中药材，山泉中含有多
种矿物质，放牧在那里的羊食药草饮泉水，肉
质有很高的药用滋补价值，而且没有腥膻味。

我辈既不如汪曾祺先生能在平常的小葱豆
腐里吃出生活的真味，也不如蔡澜先生能在《蔡
澜谈吃》中大谈饕客的潇洒与从容。我想，我毕竟
连饕客都算不上，食客或许也只能勉强，但每逢
冬天都会莫名地怀念起当年雪夜的漫步，怀念
着当时聚会的文友，怀念着共寻美食的日子。

我所在的县城广场上，立着一面大铜锣
的雕塑。常有市民带着孩子跟铜锣合影，一边
摸摸铜锣，一边讲铜锣的故事。每每如此，我
就想起浸润儿时记忆的铜锣来。

老家在大山里，民风淳朴，印象最深的就
是村里有几面大铜锣，被一个老爷爷看管着。
我们经常偷偷去敲，敲一下撒腿就跑，跑得慢
的就常常被爷爷捉住，给他上上“政治课”。我
们捂着嘴巴偷笑，分享着恶作剧后的快乐。小
孩子爱热闹，哪儿人多就往哪儿钻。逢年过节
不必说，村里敲锣打鼓的，把宁静的小村渲染
得格外热闹。若在平时，忽然响起了锣鼓声，定
是有喜事临门了。谁家接媳妇了，谁家房屋落
成了，谁家孩子当兵了，村里都要组织锣鼓队
庆贺一番。锣鼓队在前面走，我们小孩子在后
面亦步亦趋地跟，感觉特别有趣。

爷爷告诉我，在革命战争年代，遇到敌人
来了，小伙子们就使劲敲起铜锣，告诉十里八
乡的乡亲们迅速转移。那时候，铜锣救过很多
人的命，山上放羊的，田地里劳作的，路上担
柴担粪的，听到铜锣急促的响声都纷纷躲到
山洞里。爷爷经常说，在旧社会，日子是躲出
来的，父亲姊妹几个都被爷爷连拉带扯地到
山洞里躲过。“要不是铜锣及时报信，不知道
会有多少乡亲们遭殃了。”爷爷常常感慨着
说，怪不得他对铜锣一直充满感情呢。

改革开放后，日子渐渐好过了，铜锣除了给村
里增添热闹和喜庆外，还被派上了大用场。随着环
境日益变好，到处是植被和森林，老家的野猪也多
了起来，甚至直接成群地到地里破坏庄稼。乡亲们
束手无策，既不能打又不敢去赶，只能眼巴巴地看
着野猪糟蹋庄稼。后来还是有人灵机一动，想起仓
库里的铜锣来。于是，搬来几面大铜锣，使劲儿敲它
几下，野猪们受到惊吓，纷纷落荒而逃。

近几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里的文
化活动也多了起来，最具农村气息的当然要
数锣鼓队了。铜锣继续派上了用场，阵阵欢快
的铜锣声中，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后
来，村里建起了博物馆，把用了几十年的大铜
锣陈放在里面。

每次回老家，我都要敲敲铜锣，在铜锣声
里想起儿时的往事来。

铜锣声
◎赵自力

黄焖羊肉
◎徐学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