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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面
王祥夫

声声慢
杨崇演

晋陕两地偏爱面食由来已久，用来
吃面条的碗也大，民间窑烧的那种蓝花
大碗，大小几乎像个小盆子，端这样大
的碗一只手不行，要用两只手。以这样
的大碗吃面，我想会把上海和广州那边
的食客吓坏，上海的葱油面好吃，但碗
太小，吃两碗不够，再来两碗好像还不
够，但不好再要，怕把旁边的人吓坏。
说到吃面条，要想尽兴最好去晋陕，人
手一只大碗，谁也别笑话谁，挑面喝汤，
此起彼伏，山呼海啸！

我小时候在家里吃面条，家大人总
是说：“小点声，小点声，别呼噜！”但直
到现在，我都不会一点点声音都不出而

把一碗面条吃完，尤其是吃豆面的时
候，我就更不会斯文，为什么？因为豆
面香！各种的粮食里边，最香的就是豆
面。北京小吃之“驴打滚”，外边裹的那
一层就是豆面，这豆面最好是先炒后
磨，有异香。如果把“驴打滚”外边裹的
那层豆面换成是芝麻盐，虽说芝麻要比
豆子香，但味道却完全不是那回事！吃

“驴打滚”而蘸豆面最好用黄豆，绿豆就
不行，绿豆可以做绿豆糕，夏天吃了可
以下火。小时候每年夏天母亲都会给
我吃几回绿豆糕，甜甜的，干干的，噎嗓
子。虽然好像比不上其他点心，但也不
错。绿豆还可以做绿豆粉丝，而在山

西，是不吃绿豆粉丝的，纯粹的山药粉
丝要比绿豆粉丝更好。

而吃面条却非要用扁豆不可，最好
的野扁豆颗粒很小，大小刚好和子弹屁
股后边的引火儿那么大，既扁且又不平
整，这样的扁豆磨出的面最香。豆面和
白面不一样，豆面最好的吃法是上抿床
抿，豆面要和得很稀，上抿床抿成一个
一个小蝌蚪的样子，滑溜好吃。我个人
的习惯是喜欢喝豆面汤，民间有句话
是：“豆面汤，十里香！”

豆面除了吃面条，蒸馒头也大好，豆
面里掺一小半儿白面，蒸出来的馒头没有
不开花儿的，颜色虽然不那么白，但真是

香，是一种特殊的香。我现在十分想念豆
面馒头，但就是吃不到。小时候，我总是
嚷嚷着要吃豆面馒头，那时候吃早饭，把
一个豆面馒头放在炉子上烤，烤得黄黄
的，味道就更香，这必定是冬天，如果外边
凑巧下着雪，捧着一个这样的豆面馒头，
一边吃一边守着火炉读一本书，多好。

此“ 里”非彼“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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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道 、社 区 、乡 村 、广 场 、楼 宇 等
等 公 共 场 所 的 名 称 书 写 要 遵 守 社 会
用 语 用 字 规 范 吗 ？ 很 显 然 是 必 须 遵
守 的 。 对 于 一 座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自 然
更是要谨守地名、街巷名等书写的规
范 ，这 不 仅 是 对 国 家 法 规 的 敬 畏 ，也
是对中华文化的敬畏，还是对城市形
象和传统的负责。

里，是汉语里的常用字。我国很多
城市的地名经常出现“里”字，例如北京
有“和平里”，天津有“卫星里”，成都有

“锦里”，大同有“东风里”“文化里”“幸
福里”等等。里，本义是古时居民聚居
的地方。最早是指乡村庐舍，后泛指乡
村居民聚落。《诗经·郑风·将仲子》就有
诗句，“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毛诗故
训传》注解说，“里，居也。”俞樾《毛诗平
议》注解说，“里，犹庐也。”

里，是一个会意字。《说文解字·里
部》：“里，居也。从田，从土。”民众“恃
田 而 食 ，恃 土 而 居 ”，所 以 有“ 田 ”有

“土”才能生活。有了这些条件，就能
形 成 居 民 聚 居 的 地 方 ，称 之 为“ 里 ”。
陶 渊 明《归 园 田 居 五 首》之 一 即 有 诗
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里，也指城邑的廛里、街坊，也就是
今天所说的街巷里弄。《尔雅·释言》：

“里，邑也。”两晋训诂学家郭璞注释，
“谓邑居。”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廛，
民居之区域也；里，居也。”清代经学大
师孙诒让解释，“通言之，廛里皆居宅之
称。析言之，则庶人农工商等所居谓之
廛，士大夫等所居谓之里。”在“人所居
住的地方”这个义项的基础上，“里”字
延伸出“故乡”“居住”“为邻”等义项。

里，也是古代户籍管理的一级组
织。作为户籍管理的一级组织，在不同
历史时期或不同的国家，“里”包括的户
数并不一样。《周礼·地官·遂人》说，“五
家为邻，五邻为里。”也就是说“二十五
家为里”。《管子·小匡》载，“制五家为
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这就意
味着五十家为里。《尚书大传》说，“八家
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这
就是说七十二家为里。《旧唐书·食货志
上》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也就是
说一百家为里。《明史·食货志二》载，

“ 以 一 百 十 户 为 一 里 ，里 分 十 甲 曰 里
甲。”这就是说一百一十家为里。

从“聚居之地”到户籍管理的“居民单
位”，“里”字的基本内涵一直延续，无论是
城市里的“里弄”还是农村的“乡里”，都让

人们看到《说文解字》“里，居也”词义源头。
我国古代文字通假现象多见。我

们 在 一 些 文 献 中 就 能 看 到“ 里 ”字 与
“裏”“悝”“理”通假。清代朱骏声《说
文 通 训 定 声·颐 部》说 ，“ 里 ，假 借 为
裏。”意思为“里面，内部”。《诗经·小
雅·十 月 之 交》有“ 悠 悠 我 里 ，亦 孔 之
痗。”郭璞注：“里”作“悝”。陆德明释
文：“里，如字，忧也”，意即“忧伤”。《银
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九地》有“九
地之法，人请（情）之里也”，也就是宋
本《孙子兵法》的“人情之理”。“里”通
假“理”，意即“道理，常理”。

不过，“里”与“裡”并不通假。“裡”
与“裏”是异体字，虽然这两个字都是形
声 字 ，但 结 构 不 一 样 ：“ 裡 ”字 是 左 形

（衣）右声（里），而“裏”字是外形（衣）内
声（里）。“裡”与“裏”的意义是一样的，
是指衣服里子、内层。《正字通·衣部》:

“裏，或作裡。”《说文解字·衣部》：“裏，
衣内也。从衣，里声。”《诗经·邶风·绿
衣》有诗句，“绿兮衣兮，绿衣黄裏。”

可以看出来，在“里”“裏”“裡”共存
的年代里，虽然存在通假或异体的情
况，但是在表达“聚居之地”“街坊”“故
乡”“居住”“为邻”“居民单位”等本义和
引申义时，“里”并不与“裏”“裡”有关
涉。因此，街巷里弄等“聚居之地”的名
称中出现“里”是正确的用法，符合字
义、文化传统。国内诸多城市带“里”的
街巷之名也说明用“里”字才合乎规范。

遗憾的是，如今的一些房地产企
业在宣传开发的楼盘时错误地将“某
某里”写成“某某裡”等。据说这是为
了彰显文化内涵，实则显示了缺少文
化素养，事与愿违。更为遗憾的是，如
此明晃晃地制造社会用字用语错误，
损伤了城市形象，尤其是有违诸如历
史文化名城、优秀旅游城市、文明城市
之类的荣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努
力推进汉字使用规范。在废除异体字
时，废除了“裡”字保留了“裏”字。“裏”
字笔画太多，书写不太方便，于是在简
化汉字的过程中又被“里”字替代了。
这样，今天的日常规范汉字使用中只
用一个“里”字就够了。如此情形还有
很多，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就辨析
过不少。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在社会用字用语方面还是要按照法律
和规矩来，不要将“秀文化”变成“乱写
字”，那是很打脸的事情。

西山，在村庄之西，故名之。
西山，实在太过普通，实则是一

道不高的丘陵，绵延四五里。西山上
有瘠薄的山地，山地上种满了庄稼，
以高粱为主；不能种地的山坡上，则
长满了一种高秆儿的山草；西山上还
有沟壑，沟沟壑壑上，生长着高高矮
矮的刺槐树。

西山的秋天，是从那一片片的高粱
地开始的。

秋渐深，高粱渐红。高粱彻底红了
的时候，西山上一派红艳，风一吹，像燃
烧的火焰，满西山都洋溢着红红火火的
喜悦。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橘红
的阳光普照西山，一片片的高粱地流光
溢彩，美得炫目，美得惊心。

此时，村人下坡归来，就喜欢在村
口站一会儿，不为别的，只为观赏夕阳
下的那一片片高粱地。人望西山，高粱
红红，人的脸面也被映得红彤彤，仿佛
有难以抑制的激情在脸上洋溢。

高 粱 红 了 的 时 候 ，鸟 儿 们 也 降 临
了。有花喜鹊、麻雀，尤以麻雀居多。
麻雀们是喜欢群飞群栖的，降临高粱地

的麻雀们，时飞时落，喙啄不已。远望
之，夕阳下，犹如繁星点点，点点繁
星，每一只麻雀，都披上了靓丽的彩
衣。蓦然受惊，麻雀们会扑棱棱霍然
飞起，飞向远方，飞向晚霞的深处。
三五只的花喜鹊，喜欢站立高粱穗头
儿，喳喳喳地叫，好似它们不是为了
觅食而来，而只是为了鸣叫而来。“居
高声自远”，花喜鹊的叫声，真正是嘹
亮，把那个黄昏，叫得脆生生的、甜
兮兮的，感觉那个黄昏，如一枚香脆的
果实，馨香弥漫。

秋愈深的时候，西山的山草，也红
了。

红了的山草，变得异常坚硬，根根
挺立，硬如铁丝。人，行走于山草间，擦
衣而过，生发出唰唰唰的声响，亦是异
常清脆。山草真红，山草的红有一种红
铜般的质感，又似地面上散落着的一块

块岩石，书写着时间的记忆。山草丛中
多虫，虫多为鸣虫，最多的是蟋蟀、纺织
娘。纺织娘有多种体色，红山草间的纺
织娘多为红色，很美，宛如一身红嫁衣
的新娘。

黄昏时分，纺织娘叫得最欢，“扎织
扎织，扎织扎织……”响成一片，仿佛成
千上万的织娘，正在忙碌纺织。若逢朗
月当空之夜，躺在草丛中倾听纺织娘的
鸣声，真是一夜清梦。

行走山草丛中，你还会遇到一株株
的山酸枣。秋深了，山酸枣也红了。山
酸枣粒粒饱满，粒粒如珠，红玛瑙一般，
泛溢着明净的秋光。凝神注目，你还会
在山酸枣上，发现一只只的螳螂，螳螂
的身体也变黄了，拖着大大的肚腹，在
枝叶上蠕蠕爬行，或者干脆踞伏一枝，
如老僧入定。

西山秋天，最华丽的一道风景，就

是那沟沟壑壑间的刺槐树。
秋渐深，刺槐叶也都慢慢变黄了，

变枯了。枯黄的刺槐叶，在阵阵秋风中
纷然凋落，片片如蝶，是金玉之蝶。那
凋零的姿态，婉约至美，仿佛美人迟暮，
给人一种华龄已逝，颓然不可挽回的莫
名伤感。尤其是，骤然一阵大风起，刺
槐叶随风飘落，天女散花一般，漫山遍
野，填谷塞坑，景象真是壮观极了，遥远
处，即能听到唰唰唰的声响。你会瞠
目，你会惊叹——惊叹时令给予人的无
奈，惊叹大自然的力量。

某一天早晨，你登上西山，遥望那
沟沟岔岔，蓦然就发现，刺槐树的叶片，
已然凋零干净，只剩下一根根枝条，倔
强地刺向天空。

只是，刺槐林间，仍疏落着一团
团的红，那是经霜愈红的火炬树——
火炬树，依然在坚守秋天，依然在展
现秋色。

火炬树，是西山最后的秋色。它在
用它那一团团的红，迎接严冬的到来；
或许，它还想藉此，来唤醒明年西山的
春天……

一

喜欢一个词牌名：声声慢。
宋代词人蒋捷有一首《声声慢》，一

共用了十多个“声”字：黄花深巷，红叶
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
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
锁更声。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
声？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
笳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
诉愁到晓，碎哝哝、多少蛩声。诉未了，
把一半、分与雁声。

词 人 以 秋 声 写 出 了 自 己 的 心
声 —— 思 念 亲 人 故 友 ，故 人 不 在 ，思
念 中 恍 惚 错 把“ 檐 铃 声 ”当 成 故 人 腰
间 佩 玉 声 ；未 熄 的 灯 火 处 ，又 传 来 邻
家的捣衣声，“砧声”入耳，勾起对亲人
的思念。

时值秋日，北雁南飞，“雁声”悲切，
横 空 而 过 ， 引 起 了 词 人 对 故 国 的 怀
念。“雨声、风声、更声、檐铃声、彩
角声、笳声、砧声、蛩声、雁声”，秋
夜漫漫难挨，直至曙光渐现，凄凉秋
声，声声入耳，层层紧逼，特别是征
乱之声“彩角声”“笳声”刺耳惊心，亡
国之痛无处诉说。

女 词 人 李 清 照 也 有 一 首 《声 声
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词人独自苦苦地寻寻觅觅，但究竟
在寻觅什么呢？自己也说不清楚。周

围依旧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
此情此景，一个“愁”字怎么能说尽呢？

二

而对于我，“声声慢”里，有着故乡
温暖的记忆。

农家出生，自小在农村长大。记忆
中，乡下的生活总是慢的。吆喝声，鸡
鸣狗吠声，邻里互助声，声声入耳。

“卖冰棍啰——”
“磨剪刀嘞，戗菜刀——”
“破铜破铁、胶皮鞋底换糖喽——”
……
乡下“原声态”中，有春声，也有夏

声；有秋声，也有冬声；有植物的声音，
也有动物的声音。常常萦绕耳边的，还
有邻里间的互助声。

我家毗邻的，是五公家。五公早早
去世，只剩下五太一人独居。“远亲不如
近邻”，因了父母平时的照顾，五太对我
们家也是关照有加。老天爷的喜怒哀
乐都逃不过五太的眼睛。每当天上有
细微的不易察觉的雨丝飘落，她都会抬
起头，朝我家的窗口喊道：

“阿鲁媳妇，下雨嘞！”

这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赶紧收
进 晾 于 窗 外 的 衣 物 。 上 世 纪 八 十 年
代，五太神清气朗，喊声响亮，语速
不快不慢。

“阿鲁——媳妇，下雨——嘞！”这
还是五太在提醒我母亲。只是进入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的精神已不如先
前，语速也减慢了一些。但这并不影响
她提醒的效果。

“阿——鲁——媳——妇，下——
雨——嘞！”这依然是五太在提醒我母
亲，一如既往。只是五太的老态日渐明
显，故而喊声略微弱了一点，语速又放
慢了一些，但这同样不影响她提醒的效
果。

那一声声热诚善良的提醒一直持
续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五太的呼吸
连同她的关照画上了永远的休止符。

每次回到老家，我的耳边就好像会
响起五太的关照声，犹如点点滴滴的甘
露注入我的心灵。

三

“声声慢”里，有着父母的牵挂和体
贴。

开始学走路了——听过多少句“慢
点”？记不得，想不起。明明父母已经
用双手紧拽着了，却还是会忍不住说出
那句“慢点”，好像不这样说，孩儿就会
跌倒一样。

跌倒了——又是一阵唠叨，“叫你
慢一点慢一点，就是不听！”“路要慢慢
走，知道吗？”“乖，听话，慢慢走。”

学 吃 饭 了 —— 刚 拿 起 筷 子 ，一 声
“慢点，别扎着嘴”应景而出；端着碗，又
一句“慢点，别烫着，心急吃不了热豆
腐”；等饭食进口，“慢点，慢慢吃啊，没
人跟你抢呢。”

学写字、学读书了——耳提面命教
诲的，总是那几句，“慢点写，把字写端
正了。”“慢点读，先把书读厚了，再把书
读薄了。”

该谈婚论嫁了——心中那个急呀
愁呀，却还是安慰说，“慢慢来，这事急
不得，总会有一个人等着你，缘分还没
到呢。”

及 至 后 来 ，恋 爱 了 ，结 婚 了 ，生 子
了，但父母的关爱，从未稍减。贯穿生
命的每个过程，都会听见那一声声“慢
点慢点”的提醒和叮咛，那声声“慢”里，
蕴含着深情无限，饱含着几多挂牵。

“慢”，是生命的另一种王道。这是
父母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生活经
验。从哲学的角度看，许多时候、许多事
情都一再证明：速度快，不一定办事效率
高，欲速往往不达，慢工才会出细活哩！

桑干逶迤丽，
岭上绕白云。

秋风吹苇动，
斜阳草树曛。

碧叶芳丛香玉柔，风情袅娜桂姿
留。本应瑶界飘仙客，岂可尘埃混浊流。

琼林羡，谷兰羞。花开富贵伴中
秋。秋风雁去东篱竹，乡野诗心禅意收。

我不知道
是天的蓝衬托了云的白
还是云的白衬托了天的蓝
那一份明澈
让心情沉静而透明

是微凉的秋风
将云扯成轻纱的模样
那么随意地铺展
湛蓝的天空便成了一幅幅
变幻的写意画

也有阴云的沉重
也有凉凉的雨
从那里悄悄地出发
但我更喜欢云以轻盈的姿态
在秋的天空自由表达

时光倏忽
那个站在土墙上摘云朵的女孩儿
如今已两鬓白发
而云朵不老
它在每一个秋天书写童话

一朵菊，蕴着幽幽暗香，自“五柳先
生”之东篱下穿越而来，我捧于掌心，放
于胸前，满心虔诚，爱不释手。读之，深
谙其恬淡而悠然，逍遥而恣意。

素雅之菊，谦谦君子；玲珑之菊，摄
人心魄；柔美之菊，含情脉脉；恬淡之
菊，别无他求。

幼时爱菊，出于好奇。观盆栽菊，于
寒冬之茅舍开放，或金黄，或深红，或浅
紫，窗外雪窗内菊，相映成趣，菊朵似火
焰，满室暖香；菊朵似闺秀，雅而不俗。吾
崇拜菊，觉其高而不傲，美而善，柔而芬。

青年爱菊，甚喜白菊。悠然浮云连
成片，洁白似初恋，纯而又纯，清而又
甘，不经意间牵手，无厘头却分手，似流
云，如闪电，转瞬不见。唯有现实的菊，
依然开在秋天，守约守时，开得灿然，驻
足花圃，笑在田园，绽于灵魂之巅。

中 年 爱 菊 ，迷 上 波 斯 菊 。 或 白 、
或 红 、或 粉 …… 亭 亭 玉 立 ，神 色 悠
然。波斯菊虽无“菊花”的名分，却属
菊科，有菊之名、菊之美、菊之品。或
长 于 村 头 、田 间 、路 边 ，化 身 俊 美 村
姑 ，飘 然 若 仙 ，悠 然 素 美 ，不 施 粉 黛 ，
令人神往；或驻足厂区花坛，如厂花，
给 人 清 新 ，给 人 活 泼 ，给 人 爱 多 瞅 几
眼 的 惬 意 ；或 热 情 奔 放 ，伴 舞 闹 市 的
喧 嚣 与 嘈 杂 ；或 文 美 雅 致 ，装 点 城 市
的宁静与温馨。

顷刻老之将至，感慨人生金秋，收
获丰盈，有菊相伴，心神灿然。

岁岁金秋，今又金秋，遍地黄花分
外香。欣逢新时代，采菊酿美酒，登高
放眼望，祖国好河山，日新月异，开怀畅
饮菊花酒，不醉不归；菊蕴秋香，行文怡
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