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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下下黄黄河河 （（诗诗五五首首））    □□  陈陈光光林林

山山海海经经

文文荟荟

   回家吧，回家了 □ 苏先生

坊间

鲁鲁迅迅过过元元旦旦
□□  王王吴吴军军

前前尘尘

  黄黄河河人人
　　　　天天下下黄黄河河有有多多长长
　　　　黄黄河河人人的的情情就就有有多多长长
　　　　从从源源头头到到入入海海口口
　　　　每每一一朵朵浪浪花花都都记记在在你你心心头头

　　　　天天下下黄黄河河有有多多长长
　　　　黄黄河河人人的的梦梦就就有有多多长长
　　　　风风里里雨雨里里浪浪里里
　　　　母母亲亲河河安安澜澜是是你你热热血血铸铸就就

　　　　哎哎嗨嗨哟哟
　　　　黄黄河河万万里里浪浪滚滚九九州州
　　　　黄黄河河人人与与母母亲亲河河共共奔奔流流
　　　　生生为为黄黄河河来来
　　　　去去为为黄黄河河走走
　　　　天天下下黄黄河河有有多多长长
　　　　黄黄河河人人就就有有多多少少追追梦梦的的春春秋秋

    我我爱爱这这黄黄土土地地
　　　　我我爱爱这这黄黄土土地地，，亲亲亲亲的的黄黄土土地地
　　　　你你是是我我血血脉脉相相连连的的相相偎偎相相依依

　　　　我我在在风风里里雨雨里里黄黄土土里里长长大大
　　　　你你给给我我生生命命奔奔放放的的高高天天厚厚地地

　　　　我我深深深深依依恋恋你你，，亲亲亲亲的的黄黄土土地地
　　　　你你是是我我一一生生诗诗情情画画意意的的希希冀冀
　　　　我我无无论论飞飞多多高高远远行行到到哪哪里里
　　　　你你都都回回荡荡着着妈妈妈妈嘱嘱托托的的旋旋律律

　　　　我我爱爱这这黄黄土土地地
　　　　爱爱你你春春风风绿绿染染千千里里万万里里
　　　　爱爱你你激激情情燃燃烧烧的的火火热热夏夏季季
　　　　爱爱你你瓜瓜果果飘飘香香的的芬芬芳芳大大地地
　　　　爱爱你你冰冰封封北北国国圣圣洁洁的的壮壮丽丽
　　　　我我爱爱这这黄黄土土地地
　　　　这这生生我我养养我我的的黄黄土土地地
　　　　我我爱爱这这黄黄土土地地
　　　　这这春春风风万万里里的的黄黄土土地地
　　　　黄黄土土地地

    家家住住黄黄河河口口
　　　　掬掬一一捧捧黄黄河河水水就就止止不不住住泪泪雨雨
　　　　捧捧起起黄黄土土就就像像捧捧起起故故乡乡的的情情谊谊
　　　　母母亲亲河河血血脉脉酿酿出出这这片片多多情情的的土土地地
　　　　黄黄河河口口哺哺育育我我家家园园神神奇奇美美丽丽

　　　　你你看看那那黄黄河河口口湿湿地地一一望望无无际际
　　　　洁洁白白的的芦芦花花风风吹吹雪雪浪浪滚滚滚滚千千里里
　　　　百百鸟鸟起起舞舞纵纵情情鸣鸣唱唱欢欢歌歌笑笑语语
　　　　稻稻花花香香飘飘醉醉在在母母亲亲河河浪浪花花里里

　　　　我我家家祖祖祖祖辈辈辈辈就就住住在在这这里里
　　　　母母亲亲河河乳乳汁汁把把我我亲亲情情养养育育
　　　　我我深深深深依依恋恋母母亲亲河河
　　　　乘乘风风追追梦梦黄黄河河口口新新的的希希冀冀

　　　　我我家家祖祖祖祖辈辈辈辈就就住住在在这这里里
　　　　黄黄河河入入海海的的壮壮阔阔给给我我豪豪气气
　　　　我我紧紧紧紧拥拥抱抱母母亲亲河河
　　　　同同托托举举黄黄河河口口幸幸福福新新天天地地

    那那片片银银杏杏林林
　　　　看看那那秋秋高高艳艳阳阳
　　　　那那片片银银杏杏霜霜染染金金黄黄
　　　　我我们们相相邀邀在在这这片片银银杏杏林林
　　　　个个个个如如花花浓浓艳艳丽丽装装
　　　　多多像像那那出出嫁嫁的的新新娘娘
　　　　银银杏杏林林中中舞舞起起秋秋风风气气爽爽

　　　　看看那那天天蓝蓝暖暖阳阳
　　　　风风吹吹银银杏杏金金果果飘飘香香
　　　　无无人人机机在在林林中中自自由由飞飞翔翔
　　　　摄摄影影人人已已醉醉入入甜甜蜜蜜梦梦乡乡
　　　　留留下下笑笑脸脸留留住住秋秋长长
　　　　留留下下天天上上人人间间恋恋曲曲交交响响

　　　　放放眼眼银银杏杏十十里里金金黄黄
　　　　林林中中欢欢歌歌阵阵阵阵飞飞扬扬
　　　　我我们们相相聚聚在在这这片片银银杏杏林林
　　　　拥拥抱抱金金黄黄秋秋光光大大地地芬芬芳芳

    天天下下黄黄河河
　　　　滚滚滚滚黄黄河河万万里里流流，，
　　　　天天水水云云光光舞舞袖袖。。
　　　　一一声声母母亲亲连连心心头头，，
　　　　多多少少英英雄雄汉汉，，
　　　　忠忠魂魂踏踏浪浪走走。。

　　　　筏筏漂漂船船行行大大河河上上，，
　　　　稻稻花花香香里里放放喉喉。。
　　　　忽忽闻闻天天公公问问春春秋秋，，
　　　　泪泪雨雨泣泣长长河河，，
　　　　歌歌飞飞信信天天游游。。

　　家太远了，我每次回家总会消耗掉很多
力气，但总是要回家的，家就是家，没有什么
可以替代。那里不仅有拉扯我们长大的父母，
也有那座不论怎么修路、怎么改道、怎么挖都
改变不了的山。
　　二〇〇七年，那时还不能网购火车票，我
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张票，从北京西站上了车，
哐哐当当地往家里走。没上火车前，想家不是
具体地想一个人，想一种食物，想一间房子，
而是一种感觉，挥之不去的感觉。打电话，看
照片，都无法排解，必须是亲自回去，躺在那
张床上睡几天，喝上几天家里的水，聊上一些
家里的事，见一些乡亲，串几家亲戚，知晓几
则亡讯，才能消解这种乡愁。
　　火车上，归乡的兴奋渐渐变成了难以忍
受的疲惫，天怎么还不亮？天亮了就好了，黑
夜的疲惫就消失了。火车停在天水站，踩到地
砖上，脚都站不稳。地砖太旧，已经看不出模
样，上面是一层土，是风吹来的土。从踩着北
京西站站台的最后一脚，到踩着天水火车站
站台的第一步，时间像倒退了二十来年。出了
火车站，我被拉客的司机围住，他们问我要去
哪里，这些司机嘴里喊着这列车上的人们所
熟悉的地名，那是无数个故乡。我的脑子里一
下子冒出了十几个县的名字，每个县还有一
个相关的记忆点：秦安的桃子，静宁的烧鸡，
庄浪的梯田……
　　我想凑几个人拼车去汽车站，却凑不到，
等得太着急，就上了路边一辆去兰州的长途
大巴。路过某个县城时，大巴开了进去，等了
一个小时，却不走了，因为这里上车的人太
少。司机把我们几个乘客倒腾到另一辆小巴
上，再等，还是不走，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已经
让人等得够着急了，这时候大家的耐心都一
点一滴被消耗在了路上。有个人起头，找司机
退钱，我跟着退，退完之后打车到另一个长途
汽车站，买票、上车，三十分钟一趟的车很快
就坐满了人，上车前我在车站门口吃了一碗
拉面，没吃饱的话再要上两个荞面油饼。发车
后，车上开始有乡音了，心开始暖和了。身边
的人一句一句聊的都是熟悉的往事。小伙子
们的额头都很相似，姑娘们的脸型都很接近，

到底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么一看，大家真
的像极了兄弟姐妹。
　　车盘了一个山口后就上了高速公路，只
走了很短一段路便下了高速公路往山里走。
石头山上的树矮，山下有水，水旁边就是路，
算得上山清水秀。再走一段，就到了土山。土
山上的树高，林子密，满眼都是绿色。偶尔看
见几条山路，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在车上
看，路很清楚，却从未见过路上有人。这时候
车载电视上刚刚放完了一部电影，来来回回
总是那么几部贺岁电影，我看到每一部电影
都会想起那部电影上映的那一年春节的事
情。之后车上又开始放歌。人们被车颠得都乏
了，聊起天来，相互问是从哪里回来的，有上
海、北京、广州、深圳。逢年过节回家不稀奇，
不年不节的时候回家，通常就是家里有事。车
上有一个人吃东西，把其他的人也勾饿了，都
开始吃，各种味道串在一起，好像在饭店里。
　　这段路一下雨就塌方。那次我被堵在路
上等了一整天，往前走不动，掉头也掉不了，
只好等着，大家都把吃的拿出来，互相吃吃喝
喝过了一个下午。路通了，天也黑了，到了县
城里，找了个车站旅馆住下，外面下着雨，旅
馆人爆满，没有单间，十来个人挤在一个房
间，一张床一晚十块钱。住在这里的人有送孩
子去外地上学赶早班车的，有和我一样被雨
堵在路上的，有等半夜发车的。在这种车站旅
店中，总是能见到很多在路上暂时停留的人，
和他们随便聊聊，聊累了就容易睡着。如果你
不相信人间有真情，那就去看看长途车站里
发生的送别和迎接吧。
　　第二天起来，先吃了几个洋芋包子，然后
去车站坐发往镇里的公交。车往山梁子上开，
开到山顶后，又在山上走了半个小时，熟悉的
麦地，熟悉的山，熟悉的村名碑，熟悉的每个
风口、每一棵树，熟悉的路边商铺。快到庄子
口时我喊：“师傅，前面路口停一下。”师傅从
来不回应，但到了地方就会停下。下了车，庄
子口肯定有人站着，等人的、送人的，认识的人
都问我：“回来了？”我答：“回来了。”遇上我能叫
得上辈分的，就一一问候；叫不上辈分的，就直
接问好。往家走，一路会经过各家的大门。谁家

翻修了，谁家安装了太阳能，谁家门口建了车
库、买了新车，谁家院子里荒了，一看便知。门
口蹲着的人有的在洗衣服，有的在晒草，我便
走过去递上一支烟，问一问他们的孩子怎么样
了——— 这些人有些是我的玩伴，有些是我的同
学，总有几个失去联系的人，我只能从他们的
父母那里知道他们的一些近况。
　　到了家门口，一群伯伯叔叔婶婶正聚在
一起聊天。我从包里拿出烟发一发，给孩子们
拿出水果糖散一散，婶婶们也喜欢吃糖。一一
问候过后，我进了家门，问候奶奶，问候父亲，
问候母亲，去正房里给爷爷的牌位上炷香、磕
头，然后再出院子，和家门口的一群人一起聊
聊。要说庄子里变了吗——— 人还是那些人，他
们从我记事起就那么老，一直老在那里，可他
们是不变的，老的反而是我。若是家族中有人
在我这次回家前去世，我便会去上炷香，庄重
地给逝者磕一个头。
　　偶尔回家的时候也会赶上庄子里空空
的，到了家里也喊不出一个人来——— 人都在
地里呢。我只好自己洗洗涮涮，等着，实在等
不及了，便去门口问路过的人。路过的人指着
地里说：“在那里呢，看到没？”我朝地里望去，
好多人，每一块地里都有人，真是热闹。我站
在门口大喊：“我回来了。”
　　我回家的时间没准，所以家人也不会守
着时间等，只要知道是今天还是明天就好，毕
竟回家时有的路太复杂。到了家门口，总有人
会问：“路上走得顺不顺？”“车上人多不多？”
“走了多久？”从小我就听惯了这些问候。
　　小的时候，一年四季都能看到那么多人回
家，好似这些人一辈子回了几千次家。如今轮
到我们这一代了，我们依然会前仆后继地回
家，每一个节日都要回一次家，清明、端午、春
节……似乎也在把所有的回家都积攒起来。
　　到家的第二天，先去看望一遍家族里的
长辈，给他们带些茶叶、烟酒和牛奶，或者给
喜欢吃肉的长辈买只烧鸡。如果时间充裕，再
去看看几个哥哥。每到一家，我的屁股都像是
又变重了，不想走。聊啊聊，聊他们的事，聊庄
子里的事，聊过去的事，聊光阴，聊糟心的事，
聊聊失算，聊聊某个人。

　　到家的第三天，我是肯定要钻到地里去
的，赶上什么活就干什么活，一干就是一整
天。在地里遇到的时节，遇到的天空，遇到的昆
虫，遇到的飞鸟，遇到的人，都是新的景象。时
空被拉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人还在开着手扶
拖拉机，夸耀着自己在农业合作社时代练出来
的一身技术；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这个
镇，在家门前见证了飞云流逝，岁月变迁。
　　后面的几天里，我会被各位叔叔伯伯、婶
婶姨姨喊去吃饭，一天吃好几顿：雀舌面片、
凉粉、凉鱼、洋芋面筋、油饼、浆水长面、大盘
鸡、洋芋包子……这都是我之前去看望他们
时无意中提起的家乡美食，我说我嘴馋啊，这
就都吃到嘴里了。
　　有时我会去镇上走走，老铺子还是老铺子，
新铺子也起来不少。在镇里做生意做的是为人，
人处好了，生意就有了，一做就是一辈子。
　　没几天，到了离乡的日子，我又要出发
了。以前大人出门时，都是我送他们，现在他
们老了，开始送我出门了。更小的孩子在长
大，也跟在大人后面送我，正如我当年一般。
离乡路上的时间过得是那么快，汽车、高铁、
飞机，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奔赴城市，一下子就
到了，似乎有魔法一般。
　　返乡后的时间是真实的，一分一秒都能
感知到——— 早上露水消失；大地上的影子随
着日头移动；刚聊完一个人的一生，一抬头就
看见了这个人脸上的汗水和皱纹……每件工
具、家具置办的时间，碗口上的一蹭一剐，什
么都能讲出个道行来。
　　我们到底是怎么开始离家的？那是很遥
远很遥远的年岁里发生的事情了。
　　往前追溯，摸索着离家、试探着离家、锻
炼着离家，往远了走，往镇里去、往县里去、往
市里去，地图扩大，独立生活的能力提高，到
更广阔的世界里讨生活、挖光阴。
　　如此这般，我们踏上一趟趟目的地更远、
更陌生的旅途，去城市的角角落落。
　　每个人都在某段时间离开过家，离开和
离开不一样。我们的离开，是前仆后继的、没
有退路的离家，无法再回头的离家，而且总是
一代比一代更早地离家。

　　　鲁鲁迅迅一一直直是是以以平平静静的的心心情情面面对对各各种种节节日日的的，，
对对于于元元旦旦，，鲁鲁迅迅依依然然心心情情平平静静地地说说：：““…………明明年年的的
元元旦旦，，决决不不会会和和今今年年的的除除夕夕不不同同，，不不过过给给人人事事借借此此
时时时时算算有有一一个个段段落落，，结结束束一一点点事事情情，，倒倒也也便便利利的的。。””
但但是是，，元元旦旦的的时时候候，，鲁鲁迅迅也也总总是是会会欣欣然然辞辞旧旧迎迎
新新的的。。
　　　　每每逢逢元元旦旦，，鲁鲁迅迅常常常常会会停停下下繁繁忙忙的的写写作作，，或或者者
和和朋朋友友聚聚聚聚，，或或者者去去逛逛书书市市、、游游古古玩玩市市场场，，或或者者听听
听听戏戏、、看看看看电电影影。。11991133年年的的元元旦旦这这天天的的午午后后，，鲁鲁迅迅
就就和和好好友友许许寿寿裳裳一一起起去去街街上上游游玩玩。。鲁鲁迅迅在在当当时时的的
日日记记中中写写道道：：““一一日日，，晴晴，，暖暖。。上上午午得得二二弟弟信信，，
去去年年十十二二月月二二十十六六日日发发。。午午后后同同季季市市游游先先农农坛坛，，
但但人人多多耳耳。。回回看看杨杨仲仲和和，，未未遇遇。。””这这一一年年的的元元旦旦
是是所所谓谓的的““共共和和大大纪纪念念日日””，，当当时时的的内内务务部部礼礼俗俗
司司设设在在先先农农坛坛的的古古物物保保存存所所免免费费开开放放，，游游人人很很
多多。。酷酷爱爱文文物物收收藏藏的的鲁鲁迅迅当当然然不不会会错错过过这这次次免免费费
开开放放的的机机会会。。鲁鲁迅迅还还在在这这天天的的日日记记中中写写道道：：““夜夜
以以汪汪氏氏、、孙孙氏氏两两辑辑本本《《谢谢承承书书》》相相校校，，尽尽一一
卷卷。。””《《谢谢承承书书》》是是谢谢承承的的《《后后汉汉书书》》，，鲁鲁迅迅于于上上一一
年年的的八八月月曾曾抄抄完完了了汪汪文文台台的的辑辑本本，，11991133年年的的元元旦旦，，
鲁鲁迅迅又又以以清清朝朝孙孙志志祖祖的的辑辑本本与与之之互互校校，，由由此此可可见见，，
鲁鲁迅迅是是极极其其勤勤勉勉的的。。
　　　　11991144年年的的元元旦旦，，鲁鲁迅迅在在日日记记中中写写道道：：““一一日日，，
晴晴，，大大风风。。例例假假。。上上午午徐徐季季孙孙、、陶陶望望潮潮、、陈陈墨墨涛涛、、朱朱焕焕
奎奎来来，，未未见见。。杨杨仲仲和和馈馈食食物物，，却却之之。。午午后后季季市市来来。。往往
敫敫家家胡胡同同访访张张协协和和，，未未遇遇。。遂遂至至留留黎黎厂厂游游步步，，以以半半
元元买买‘‘货货布布’’一一枚枚，，又又开开元元泉泉一一枚枚，，背背有有‘‘宣宣’’字字。。下下
午午宋宋守守荣荣来来，，未未见见。。晚晚得得二二弟弟信信，，去去年年十十二二月月二二十十
八八日日发发。。””在在日日记记中中，，鲁鲁迅迅写写了了这这一一年年元元旦旦的的生生活活
情情况况，，元元旦旦这这天天，，在在京京时时的的同同事事或或朋朋友友前前来来拜拜访访，，
而而鲁鲁迅迅““未未见见””，，应应该该是是双双方方事事先先并并未未预预约约。。鲁鲁迅迅在在
日日记记中中还还写写了了““杨杨仲仲和和馈馈食食物物，，却却之之。。””杨杨仲仲和和是是鲁鲁
迅迅的的朋朋友友，，但但是是家家境境不不大大好好，，所所以以，，他他在在元元旦旦这这天天
送送给给鲁鲁迅迅的的礼礼物物被被鲁鲁迅迅婉婉言言拒拒收收了了。。鲁鲁迅迅日日记记中中
的的““季季市市””是是鲁鲁迅迅的的好好友友许许寿寿裳裳，，许许寿寿裳裳和和鲁鲁迅迅交交
往往甚甚密密。。““留留黎黎厂厂””就就是是北北京京的的琉琉璃璃厂厂，，是是北北京京著著名名
的的文文物物集集散散地地。。11991144年年的的元元旦旦，，鲁鲁迅迅访访朋朋会会友友，，谈谈
论论文文学学或或社社会会上上的的事事情情，，过过得得是是很很充充实实的的，，而而且且，，
鲁鲁迅迅在在这这次次元元旦旦的的时时候候还还在在北北京京的的琉琉璃璃厂厂淘淘到到了了
几几枚枚古古币币，，实实在在是是意意外外的的收收获获。。
　　　　11992233年年的的元元旦旦的的中中午午，，鲁鲁迅迅请请几几个个朋朋友友一一起起
吃吃饭饭。。而而在在11992266年年的的元元旦旦之之夜夜，，鲁鲁迅迅去去看看了了一一个个剧剧
社社的的舞舞台台演演出出。。
　　其实，鲁迅是把元旦这个节日当成了短暂休
息日日，通过休息来积蓄更多的精力。
　　在元旦到来的时候，鲁迅还会将全年的作品
汇编成集。1934年的元旦，鲁迅撰写了杂文集《南
腔北调集》的题记。1935年的12月31日，鲁迅不辞辛
劳地编好了他两年来的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
的后记写完的时候，恰恰是1936年元旦的凌晨时
分。鲁迅在日记中曾经写到，1928年的元旦、1930年
的元旦、1936年的元旦，他都是“无事”。鲁迅说是
“无事”，其实有时候是刚刚放下笔开始休息，比如
1928年的元旦，时年48岁的鲁迅就在上海寓所再
次写下了屈原《离骚》中的“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鱰
之先鸣”这两句话，以此自勉自励，珍惜光阴，奋斗
不息。
　　有时候过元旦，鲁迅会写一些杂感。1933年的
元旦，鲁迅收到了《东方杂志》，当晚，他写了一篇
短文《听说梦》。鲁迅写这篇杂感，是因为《东方杂
志》在1932年年底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出约四
百封征稿信，让他们以“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为
主题，征求“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和
“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两个问题的答
案，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热烈的“新年的梦想”大
讨论。《东方杂志》并未向鲁迅征稿，但是，鲁迅知
道这个消息后，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他觉得“本来
可以连梦想这样的特辑也不必搞”，因为“虽然梦
‘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
‘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
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
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
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这
一年的元旦，鲁迅还写了《二十二年元旦》这首诗：
“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春灭下民。到底不如租
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在1933年1月26日的
日记中写道：“旧历申（当作酉）年元旦。……又戏
为邬其山先生书一笺云：（略）。已而毁之，别录以
寄静农。改‘胜境’为‘高岫’，‘落’为‘击’，‘戮’为
‘灭’也。”“静农”指的是鲁迅的学生台静农。“高
岫”指蒋介石在庐山设立的总部。
　　1935年元旦的下午，虽然是节日，鲁迅却投入
了辛勤的工作，开始翻译《金表》。《金表》是俄国作
家班台莱耶夫的中篇童话。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
信中写道：“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童话，想不用难
字，话也比较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
弄到半夜，睡了还做乱梦……”鲁迅在元旦这天不
休息而辛勤翻译这篇童话作品，是想给当时的孩
子们送上一份健康向上的文学读物，他说：“亦尚
存希望于将来耳”。由此足见鲁迅对孩子们的拳拳
爱心。
　　　　元元旦旦的的时时候候，，鲁鲁迅迅也也依依然然关关注注着着生生活活在在社社会会
底底层层的的弱弱势势群群体体。。11993366年年的的元元旦旦前前后后，，鲁鲁迅迅在在写写给给
友友人人的的信信中中说说：：““上上海海今今年年过过年年，，很很静静，，大大不不如如去去
年年，，内内地地穷穷了了，，洋洋人人无无血血可可吸吸，，似似乎乎也也不不甚甚兴兴高高采采
烈烈。。””这这些些话话展展现现了了鲁鲁迅迅对对社社会会现现实实的的深深切切关关注注，，
以以及及他他对对当当时时的的社社会会黑黑暗暗状状态态的的激激烈烈抨抨击击，，可可以以
说说，，鲁鲁迅迅的的一一颗颗心心时时刻刻都都在在关关注注着着中中国国民民众众的的命命
运运和和中中国国未未来来的的命命运运。。
　　　　鲁鲁迅迅的的夫夫人人许许广广平平回回忆忆说说，，每每逢逢年年末末最最后后一一
天天，，鲁鲁迅迅必必做做两两件件事事，，一一件件事事是是整整理理、、存存放放当当年年的的
日日记记，，另另一一件件事事是是挂挂好好新新一一年年的的日日历历牌牌，，然然后后点点燃燃
香香烟烟，，在在藤藤椅椅上上休休息息且且思思考考，，想想一一想想过过去去的的一一年年中中
自自己己做做了了哪哪些些事事，，鲁鲁迅迅如如果果发发现现自自己己有有该该做做而而没没
做做或或留留有有遗遗憾憾的的事事情情，，他他就就会会““万万分分不不自自在在””，，决决心心
在在新新的的一一年年里里加加倍倍努努力力去去做做好好这这些些事事情情。。

　　每逢新春佳节，南国花城广州都要举办
规模盛大的迎春花市。花市上各种鲜花争奇
斗艳，万紫千红，使这南国大都会成了名副其
实的花的海洋，美的天堂。在这花海之中，有
产自本地的名贵花卉，也有来自外地的“远方
来客”。其中来自数千里之外的山东菏泽牡
丹，就颇受人们青睐。
　　牡牡丹丹一一向向被被视视作作““国国色色天天香香””，，““万万花花之之王王””，，
是是富富贵贵、、吉吉祥祥、、繁繁荣荣、、昌昌盛盛的的象象征征。。许许多多广广州州人人都都
喜喜欢欢春春节节时时买买盆盆牡牡丹丹摆摆在在家家中中，，取取其其““花花开开富富
贵贵，，春春满满人人间间””之之意意，，为为新新春春佳佳节节增增添添吉吉庆庆、、欢欢乐乐
气气氛氛。。为为了了满满足足广广州州人人的的这这一一需需要要，，远远在在三三四四百百
年年前前的的清清代代，，山山东东菏菏泽泽的的花花农农就就开开始始把把牡牡丹丹运运
往往广广州州催催花花出出售售，，当当地地人人把把这这称称作作““下下广广””。。
　　　　为为什什么么牡牡丹丹要要千千里里迢迢迢迢地地从从北北方方运运到到南南
国国？？这这还还要要从从牡牡丹丹的的生生活活习习性性谈谈起起。。
　　　　牡牡丹丹是是生生长长在在我我国国北北方方的的名名贵贵花花卉卉，，其其
种种植植区区域域十十分分有有限限，，过过去去全全国国除除山山东东菏菏泽泽、、河河
南南洛洛阳阳外外，，鲜鲜有有大大面面积积种种植植者者。。因因此此，，菏菏泽泽不不
但但是是闻闻名名中中外外的的牡牡丹丹观观赏赏胜胜地地，，也也是是最最大大规规
模模的的牡牡丹丹输输出出基基地地。。在在清清代代，，菏菏泽泽牡牡丹丹就就曾曾作作
为为贡贡品品进进京京，，同同时时还还大大量量销销往往外外地地，，其其中中主主要要

是销往广州。这不单单因广州人喜爱牡丹，更因
牡丹在广州能获得“第二青春”：在北方，牡丹
开花的时间是谷雨前后，在天寒地冻的冬天
是不会开花的。而广州的冬天像北方的春天
一般温暖，所以牡丹来到这里便会提前开放。
正是牡丹的这一特点，便促进了它在广州的热
销。据清光绪十年（1884年）的《菏泽县志》上记
载：“牡丹芍药各百余种，土人植之，南浮闽粤，
北走走京京师师。。至至则则厚厚值值以以归归，，故故每每岁岁辄辄一一往往。。””《《赵赵
楼楼牡牡丹丹花花谱谱》》一一书书中中也也说说：：““推推销销最最多多的的一一年年，，
别别处处无无人人统统计计，，仅仅广广州州一一地地就就运运销销八八万万多多
株株…………””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后后，，随随着着牡牡丹丹种种植植的的进进一一
步步发发展展，，牡牡丹丹的的外外销销量量进进一一步步增增加加，，每每年年销销往往
广广州州的的牡牡丹丹增增加加到到1100万万株株以以上上，，仍仍居居全全国国之之冠冠。。
　　　　牡牡丹丹能能给给人人们们带带来来快快乐乐，，然然而而把把它它运运到到
广广州州却却要要历历经经千千辛辛万万苦苦。。
　　　　过过去去菏菏泽泽花花农农将将牡牡丹丹运运到到广广州州，，一一般般是是
在在霜霜降降以以后后动动身身，，一一路路上上少少则则一一个个月月，，多多时时5500
多多天天，，大大约约农农历历十十月月底底到到广广州州。。临临行行前前，，他他们们
先先将将带带着着““土土托托子子””（（根根部部老老土土））的的牡牡丹丹每每6600株株
打打成成一一包包（（约约110000公公斤斤重重）），，多多则则11000000包包，，少少则则
550000包包，，装装在在红红车车（（独独轮轮车车））上上待待运运。。然然后后所所有

“下广”人员及其家属都要参加祭花神仪式：
设供品于园中最老的牡丹前，将红绸子挂在
牡丹枝上，参祭者长时间地跪拜祈祷，祈求花
神保佑“花开适时，人财两旺”。正式启行时，
按当地嫁女“西进东出”的习俗，花车必须从
街东口出村上路。
　　菏泽到广州，远隔万水千山，距离四千多
里，花农把牡丹运到广州，实在不易。他们最
早早多多走走水水路路，，即即乘乘船船沿沿黄黄河河东东下下入入海海口口，，再再经经
渤渤海海、、东东海海、、南南海海，，到到广广州州登登陆陆。。后后来来水水陆陆兼兼行行，，
主主要要有有两两条条路路线线：：一一是是用用红红车车把把牡牡丹丹运运到到千千里里
外外的的龙龙口口装装船船，，经经海海路路到到广广州州；；另另一一条条是是先先把把
牡牡丹丹运运到到三三四四百百里里外外的的济济宁宁，，再再从从运运河河装装船船到到
浙浙江江钱钱塘塘，，然然后后再再转转轮轮船船漂漂洋洋过过海海到到广广州州。。后后
来来有有了了火火车车，，有有的的就就乘乘船船沿沿黄黄河河至至济济南南泺泺口口，，
再再从从济济南南乘乘火火车车至至上上海海，，由由上上海海转转乘乘轮轮船船到到广广
州州。。不不管管陆陆上上水水上上，，都都是是千千难难万万险险，，困困难难重重重重，，
有有的的尚尚未未到到达达就就活活活活累累死死在在路路上上…………
　　　　牡牡丹丹运运到到广广州州后后，，在在正正常常情情况况下下，，栽栽下下七七
天天，，鳞鳞芽芽便便开开始始膨膨大大，，顶顶端端绽绽裂裂显显露露红红丝丝。。再再
过过七七天天，，顶顶端端开开裂裂显显蕾蕾。。再再过过半半月月，，花花蕾蕾离离茎茎。。
再再过过2255——3300天天花花开开。。花花开开正正当当春春节节，，在在广广州州传传

统的花市上，牡丹最为名贵。
　　运到广州的牡丹，如果花开适时，正逢春
节，花农们就能卖个好价钱，发一笔牡丹财。卖
完了花，他们再遍游一下广州城，给全家人买
上吃穿用的礼物，便凯旋，大约在正月十五前
后回到家中。这时全家喜气洋洋，燃放鞭炮，设
宴庆贺，并再次祭祀花神，答谢花神保佑。还有
的人家请来戏班唱几天大戏，跟亲友同欢。
　　　　如如果果遇遇上上天天气气不不好好，，到到春春节节牡牡丹丹开开不不了了
花花，，““下下广广””的的花花农农就就惨惨了了，，不不但但要要亏亏本本，，为为此此
倾倾家家荡荡产产者者也也不不鲜鲜见见。。有有的的没没钱钱回回家家，，就就在在广广
州州街街头头流流浪浪；；还还有有的的贫贫病病交交加加，，客客死死他他乡乡。。当当
地地流流传传着着这这样样一一首首歌歌谣谣：：““推推车车挑挑担担卖卖牡牡丹丹，，
糊糊口口换换取取血血汗汗钱钱；；上上路路难难料料生生与与死死，，出出门门不不知知
何何日日还还；；都都说说牡牡丹丹主主富富贵贵，，花花农农却却似似苦苦黄黄连连。。””
从从中中可可看看出出当当年年花花农农生生活活的的艰艰辛辛。。
　　　　新新中中国国成成立立后后，，特特别别是是改改革革开开放放以以来来，，菏菏
泽泽牡牡丹丹的的种种植植有有了了很很大大发发展展，，牡牡丹丹运运往往广广州州
也也更更加加方方便便了了，，不不但但有有汽汽车车、、火火车车可可直直接接到到
达达，，一一些些花花农农还还坐坐上上了了飞飞机机，，用用上上了了电电脑脑，，牡牡
丹丹运运往往广广州州只只需需几几个个小小时时。。花花农农的的牡牡丹丹生生意意
越越做做越越红红火火，，生生活活水水平平也也有有了了很很大大提提高高…………

  菏泽牡丹南国开 □ 戴永夏

丰收2023年1月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fengshouliujun@126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