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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同题作联   贺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

悬联求对

出句：霜风先剪梧桐径

（齐庄）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立冬

（王商君整理）

本栏目投稿邮箱 ：wyzz888@163.com
手机短信/ 微信投稿 ：13008488566

（
第
四
十
七
期
）

出句 ：
枫赤菊黄秋韵晚（李  林）

应对 ：
风清月淡夜霜寒（雷晓力）

月黑风冷雁声寒（螺  丝）

雾轻霜重晓声寒（冯娟娟）

天高云淡雁行稀（李骥龙）

云轻天阔雁声高（邓汉章）

露轻霜重月华寒（张  茜）

山清水秀夜风凉（高有望）

霜寒露冷暮愁浓（何具征）

天蓝地绿夜风香（李玉虎）

霜轻雾冷水声寒（张永智）

霞明露冷麦芽新（杨金卫）

月明星淡画风新（王小红）

四海贺升平，恰秦川九艺开锣，百家亮嗓 ；

群星争璀璨，和高曲金台炫彩，石鼓流风。

（赵小平）
群星灿耀，文华射斗牛，宝鸡雄唱九天外 ；

众艺云集，时代亮风采，秦韵高扬一嗓间。

（翟功印）
金秋硕果丰，喜节临宝地，看神秀群星，文华二曜；

艺树新枝散，宜静赏瑶台，听弦歌入耳，风雅醉心。

（吴岱宝）
金渭清莹，石鼓斑斓，遍扬彩帜街衢，九艺殿堂揭大幕；

文华夺目，群星亮宝，更萃名流书画，三秦人物创新荣。

（张红祥）
丝路荡春潮，看商贾云集，群英会聚，九艺张帆兴渭水；

梨园歌盛世，听管弦律美，国粹馨香，三秦拭目醉荧屏。

（胡广勤）

（
第
三
十
期
）

灯谜擂台
   “九艺节”剧目专题

1.夸父之神          （九艺节参演剧目）
2.把爱留在心间      （九艺节参演剧目）
3.爱上了闹钟声      （九艺节参演剧目）
4.情锁半生恫心释    （九艺节参演剧目）
5.当官应为民谋利    （九艺节参演剧目）
6.六出飞花洁如洗    （九艺节参演剧目）
7.篱上静枫春色尽    （九艺节参演剧目）
8.我爱祖国的大地    （九艺节参演剧目）
9.雁门里面通广寒    （九艺节参演剧目）
10.黄河九曲十八拐   （九艺节参演剧目）
11.万里长征环球行   （九艺节参演剧目）
12.世界冠军受邀请   （九艺节参演剧目）
13.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九艺节参演剧目）
14. 撵来撵去，睡中幻觉（九艺节参演剧目）
15. 岭后举目眺，枝头初芳华

                     （九艺节参演剧目）
  魏建国作

参与方法 ：
见报之日起 3 日内发至微信 ：13891771088。答

卷只写序号和谜底，注明真实姓名、地址及电话号
码。更多注释可查看宝鸡灯谜公众号。按猜中数量
和收到答卷时间顺序，评出幸运读者，赠送精美纪
念品。下期公布谜底和幸运读者名单。

上期谜底 ：
1. 林 2. 小品 3. 住 4. 室内乐 5. 信天游 6. 卡

拉OK 7. 数 来 宝 8. 单 人 小 品 9. 晚 会 10. 彩 排
11. 拉丁舞 12. 二人转数来宝 13. 经典作品 14. 连
续剧 15. 浪漫色彩

幸运读者 ：
王永文（陕西）、刘永安（河北）、张宏阳（陕

西）、王汉生（陕西）、魏宝怀（陕西）

（王商君整理）

家乡的水磨
◎陈湖

我的家在秦岭北麓尖山脚下，村
前有一条源自南山的小河，名叫石坝
河。从我们村到入渭河处约有十里路
程，河两岸坐落着十三个自然村，上世
纪 70 年代家乡通电以前，这里建有七
座水磨。关于建水磨的时间，我问过几
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他们也都不记得
了，自他们记事起，村子里就有水磨，
春夏秋冬，无论白天黑夜磨坊里总有
人磨面。

这几座水磨位于村庄的西北角，
坐西向东，土木结构的瓦房三间，一间
盘着一个大土炕，供磨倌和磨面的人
休憩，另两间是支撑着石磨盘和筛箩
的磨坊。地面用木板铺成，和家里房子
的木楼一样。木板的下面，安装着一竖
一横两个木磨轮，竖的大横的小，大竖
木轮上装有一个大水槽，依靠流水的
冲击力使大竖轮转动，木齿咬合的横
轮同时也转动起来，横轮上的石磨盘
也随着转动，小麦或玉米粒便从磨眼
下去被粉碎，变成粉末经过筛罗就成
了面粉。水磨磨面效率很低，老人们说
一个小时大约能磨一斗粮食（一斗为
三十五斤），若遇天旱少雨，河里水小
效率更低。

我们村的东边与高家河村为邻、
西边和甘何坡村接壤，这两村的人也
是依水而居，有些房屋建于半坡，有些
人家散住于沟底，但这两条沟里没有
河流，仅有一小股溪水，因而无法建磨
坊，这些村的乡亲们要磨面只得翻山
越岭到我们村。一个男劳力一次最多
背五六十斤粮食，因路远还要走走歇
歇，我常见爷儿俩磨面的，男娃娃力气
好，十二三岁的年龄，大人便领着，用

一个小口袋装少量的粮食背在背上，
来时背粮食，回时大人们一般都让娃
娃背麸皮，因麸皮比面粉轻。父亲曾给
生产队看过几年磨，那时我常去磨坊
玩耍或给父亲送饭，常见到磨面的人
把粮食背到磨坊时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的样子，心中也暗自庆幸 ：幸亏我们
村有水磨，人们一年四季磨面省了多
少力气。

水磨，和原始的手推小石磨相
比，在经济落后的年代，大大地解放了
生产力，当时算得上是先进的生产和
生活工具。但若遇上严重的自然灾害，
人们加工粮食就异常艰难。一是逢天
旱的天气，河里水流太小，水磨无法转
动 ；二是冬季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磨
轮结冰无法转动，人们不能磨面。我曾
见到过父老乡亲在冬天烧水烫消磨
窝的冻冰。三九寒天，朔风凛冽，磨坊
里攒的粮食一天比一天多，等着磨面

的人们在磨坊里你出我进，急得团团
转，可磨轮结冰转动不了再着急也没
法子。于是有人便急中生智，烧开水烫
冰使磨轮转动。大家纷纷行动，寻来一
口大铁锅，搬来三块大石头支起，锅里
添满冰雪水，生起火用柴火烧，约莫一
个多小时后，水开了，人们端来脸盆和
水桶，端的端，提的提，用开水烫木轮
上的结冰，火不停地烧，水不断地往锅
里添，若结冰不厚半天就可烫消，如冰
冻得厚，常常要一天的时间。冬天结冰
的日子里，磨倌要时常拿上铁锨，打磨
渠里的结冰，不然，冰结严实水无法流
动，水磨也就无法磨面了。在那艰难困
苦的岁月里，乡亲们常常为冬天磨面
而犯愁，一些心细会打理筹划生活的
人家，总是一入冬多磨些面攒下，因而
也就避免了冬天水磨结冰，为磨面的
事情熬煎。

水磨因加工速度慢，一年四季，

无论白天黑夜晴天雨天，总是轰隆隆
地响着，磨坊里那盏浑黄的煤油灯晚
上总是亮着。

水磨因为昼夜不停地转动着，为
乡亲们加工粮食，也时常出现故障，有
时筛面的罗破了，需要缝补 ；有时石
磨盘老了，需要找石匠锻凿 ；有时木
水轮坏了，需要找木匠维修。水磨大小
木轮所用的木料，全是一色的青槐，听
父辈们说，青槐木质坚硬，耐水耐磨，
常浸在水里也不易朽坏。

看磨的磨倌多为上了年纪的老
人，要能熬眼，能吃苦。我见到过的磨
倌，一年四季从头到脚全沾着面，一身
白，连眉毛胡子也被面粉染成了白色。
磨倌还要心细手巧，心细指每个人磨
完面后，磨倌要拿笤帚打扫落在木楼
上的面粉，手巧是指罗破了自己会用
针线缝补。生产队时，磨倌把打扫的面
粉，经队长给社员户分下去，面多时一
户分两碗，面若少一户分一碗，也不用
秤，乡亲们把这面叫“交堂面”，在那少
吃缺穿的日子里，就这一两碗不起眼
的“交堂面”，也能聊补乡亲们的无米
之炊。

水磨给乡亲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上世纪 70
年代时，家乡通电了。从此，电磨替代
了水磨、电灯替代了煤油灯，村村有
电磨，户户有电灯，电磨比水磨的磨
面速度提高了许多倍，一年四季起早
贪黑耕田种地的乡亲们再不为磨面
犯愁了。

家乡的水磨，同家乡朗润润的青
山、清凌凌的绿水一起，永远珍藏我在
记忆深处，闪耀着温暖的光芒！

算  盘
◎文雪梅

算盘，我们习惯叫“盘子”，在
过去，它是生活中一种简便的计算
工具。小时候好多单位的会计，算
账离不开算盘。只见他们的手指在
算珠间上下飞舞，灵活而有规律，
那些算珠子噼里啪啦，响亮的声音
悦耳动听。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会计，他告
诉我 ：“打算盘和做人是一个道理，
算盘的外表看着规规矩矩，方方正
正，但打算盘的人一定要怀一颗公
心，一是一，二是二，清清白白，绝
不能有半点马虎。”

影 视 作 品 里，过 去 的 账 房 先
生，都 是 心 思 缜 密、为 人 谨 慎，他
们 拨 一 会 儿 算 盘，又 在 账 本 上 写
一 会 儿 字。看 他 们 的 手 指 拨 打 算
盘，很 是 潇 洒。做 人，必 须 头 脑 清
晰、账目清楚，学了珠算这门本领
受益终身。

上学后，在小学二年级就增加

了珠算课。于是，父亲特意给我买
了一个长 18 厘米、高 7 厘米的 13
档精致“小算盘”，受父亲的熏陶，
自然喜欢珠算。因此，真正学起珠
算这门课程，更是信心满满。为了
当 个 像 父 亲 那 样 账 目 精 细 的 人，
我 除 过 上 课 认 真 听 老 师 讲 课 外，
闲余时间，还刻苦背诵珠算口诀 ：

“一上一”“三下五去二”“九上四去
五进一”“八去二进一”“四退一还
六”“九九八十一”……不知不觉，
那些枯燥、乏味的口诀背起来竟然
好比读诗，也有了趣味。

算盘在孩子们的手中，不光是
学习用具，也是课余的玩具。像“围
老虎”游戏，就是把算珠拨成一上

一下阵势，两人对打，剩下一串者
为 胜。在 那 个 玩 具 稀 罕 的 学 生 时
代，算盘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
和笑声，给我们单调的童年增添了
不少乐趣。

参加工作后，我担任了一个单
位的会计。工作中，一把小小的算
盘在我的手中变得游刃有余，大大
小小的账目在我的手中，只要轻轻
拨动算盘珠子，就可以轻松搞定，
且 分 毫 不 差。尤 其 是 在 年 终 决 算
时，我和所有的单位会计一样，就
变成了单位最忙碌最风光的人。通
常情况下，左手把算盘珠子拨得啪
啪响，右手夹一支笔，不停地在表
格 里 填 数 字，生 怕 打 错 了 算 盘 珠

子。自然，年终决算表我填得天衣
无缝，数字核实得也非常准确，所
以被同事们称为“铁算盘”。

后来，单位新分配来一个学会
计的大学生接任了我的职务。可是，
她从来不用算盘，简单数字用计算
器，复杂一点的则趴在电脑前操作。
算盘就这样淡出了我们的生活。

记得前年我去邻县看望朋友，
在一家小超市买完礼物结账时，无
意中发现算账的一把熟悉的老算
盘。惊喜之余，我禁不住赞叹 ：“算
盘好，绝不会出错！”结账的工作人
员笑着说 ：“看来，你的算盘一定打
得很好啊！”我的眉毛向上一扬，脸
上荡漾着难掩的自豪和骄傲。

前几天整理家务时，从柜子里
找出一把老算盘，轻轻拭去覆盖在
上面的灰尘，我感慨万千。原来，算
盘未曾走出我的世界，它一直存在
于我的心底深处，让人怀念。

农业生产的火热场景里，大型收
获、播种好比一场场大兵团作战，这
个战斗离不开的重型武器一定有“犁
铧”。这个生铁疙瘩，前面是锋利的尖
头，后面是空腹状的，一边木犁带上
它。那些年，庄稼人就靠着它在板结
的土地上，写出生活的希望。

庄稼地的耕种，是农业生产的
基础。因此，犁铧在农业生产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每当一季庄稼播种结
束，犁铧就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了。农人们将使用过的犁铧擦拭得
锃光瓦亮，收到仓库里。待来年播种
之前，农人又会拿出休息了一段时

日的犁铧，重新用机油擦拭，使之锃
亮如新，好比武士再战江湖，必先把
刀剑出鞘，试用其是否锋利，这样才
心中踏实。

农人套起大牲口，手里挥动着鞭
子鞭打着、吆喝着，往往像一个出战的
将军，昂首挺胸。新一季的耕作开始
了。农人将犁铧深深地扎进僵硬的土
地中，顺着犁铧土地被翻出松软的新

土，一片片新土新鲜黝黑、发光发亮，
散发出土地独有的香味，让人沉醉。

在庄稼地里一趟一趟走过，僵
硬的土地被犁铧开垦，马上有飞翔的
鸟儿落下来，在新土里找寻虫子作为
战利品。耕作一阵之后，牲口累了喘
着粗气，有气无力地叫唤着，惹得扶
犁的农人心里疼惜。于是，农人喊停
了牲口让其歇息片刻，自己也蹲在地

头，点起一支烟卷看着犁过的土地，
好似欣赏一幅美丽的水墨画儿，所有
的劳累四散而去。

待一片片庄稼地耕作完毕，这时
候，才统一播撒种子。此后，又开始了
二茬耕作，这样才能将撒下的种子深
埋在土壤里，犁铧再次披挂上阵。犁
二茬地比新垦土地会轻松些，牲口也
会走得快些儿，这时候农人将鞭子插
在后背的腰带里，一边吆喝着牲口干
活，一边吼起粗犷的秦腔，苦中作乐。
一时间，秦腔传至四野，引得那些在
田间劳作的男人女人们高声叫好，偷
空分享这短暂的愉悦…… 

周原广场自乐班
◎吕元亨

岐山县城西关有一处广场，名
曰“周原广场”，这里有两幅车马雕
塑图，显示着车轮滚滚、人喊马叫的
战争场面。据笔者推测，此两图各有
用意 ：一幅是标志武王伐纣威武出
师的场景，一幅是武王于牧野决胜、
剪灭殷纣凯旋的场景 ；广场中央陈
列着国家一级文物——大盂鼎造
型，广场两侧竖立着巨龙盘绕的九
龙柱。

睹物深思，为什么标志皇权的
一些器物名讳都要与“九”字相连，
如 九 龙 宝 殿、九 龙 口、九 龙 柱 等，
甚至连皇帝的宝座也名曰“九五之
尊”，我想，这大半含有戒骄戒满的
意思。“九”与“十”总有一段差距，目
的在提醒皇帝要不断地振奋精神，
励精图治。

在九龙柱的北边有一拱桥，横
跨北干渠，桥北有几十亩大的树木花
卉交相组成的绿林广场。这里的建筑
物只有一个八卦亭子，但却经常有人
会聚此处，红花垂柳、排松、拱桥，不
仅是游人留影的天然佳境，而且是八
方群众游乐赏景的宝地。别的不论，
仅民间的自乐班终年在此活动的就
有三处 ：一处在西边新建的飞檐斗
拱、彩绘挂联的八卦亭下，一处在中

间木构涂有黄色的走廊之下，一处在
东南约半亩大的广场之内。各处的自
乐班各有特色，但都文武场面齐备、
演员阵容强大、生旦净丑俱全，都配
有扩音器、麦克风等。每天下午两点
半准时开场，一直唱到下午六七点方
才散场。这里同城内零散的自乐班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阴盛阳衰，女
人主宰着剧场，她们各自都有独特洪
亮的嗓音，个个都细心打扮、披红挂
绿、修眉粉容，十分好看。有的女人，
天生丽质，不仅身段细柳，而且嗓音
甜润，听了如吃蜜糖，令人沉醉。从西
安带孙子返岐的居民刘芳霞，不仅懂
戏很多，而且嗓音富有韵味、缠绵动
听，她唱的《窦娥冤》中“托梦”一段，
把窦娥的冤情如泣如诉、含情带泪、
淋漓尽致地倾吐了出来，引起观众共
鸣。特别是她唱的“孟姜女送寒衣”一
段把夫妻感情演唱得动人心魂，“她
心中念夫君，灯下做寒衣，千里来相
会，谁料竟独一。”真是声声呼唤万喜
良，句句控诉罪秦皇。如今人们游长

城，它的起始有谁知，多少黎民埋土
内，多少寡妇送寒衣。一字一腔都催
人泪下。笔者易动感情，不觉泪湿衣
襟，真像《琵琶行》中的白居易一样
悲从中来 ：“座中泣泪谁最多，江州
司马青衫湿。”像这样的女演员约有
20 多人。她们多是家庭主妇，是跟着
电视学，挤出时间来唱的，其精神十
分感人。在女演员中也有个别名角，
2015 年岐山秦腔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崔玉凤，已年近七十，她也是这里的
常客，她唱须生，以唱《辕门斩子》中
的杨延景而获得观众阵阵掌声。9
月 16 日下午临散场前，来了一位年
近 40 岁的男演员，中等个头，体质棒
实，他唱大花脸，唱了“黑虎坐台”及

《下河东》中的一些段落，有将音，有
傲腔，声音洪亮，能阻行云，真是平地
一声雷，响彻天地间，戏迷齐鼓掌，无
人不说“好”。说老实话，像这样天生
的大花脸唱腔在一般剧团是很难找
到的，真可以与“西北第一净”张兰秦
相媲美。在我旁边的一位老者说 ：此

人家在凤翔，在这里打工，偶尔来唱
几段。果然我去了几次，再未见他出
场，不免有点遗憾。

在这些自乐班里，还有一个特
点就是“官民平等”。不管你担任过什
么领导职务，同观众坐在一起都是以
戏迷身份出现的。去年去世的县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吕文在凤师上学时
就拉得一手好板胡，他的手腕上似有
千钧之力，把两根弦拉得震天响，而
且韵味十足，能使你沉迷其中、百听
不厌，他的去世令观众悲痛。县粮食
局原副局长王永平是拉二胡的能手，
他几乎是终年不缺，场场必到，与艺
人们混得跟兄弟姊妹一样。县环保局
原副局长侯继祥是城内一个自乐班
的领头人，也常光临此地。这里的戏
迷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些是坐
着手扶轮椅来的，一听戏他们就忘乎
所以，乐在其中，不思往返，临散场时
往往有儿女来接，真是 ：“桑柘斜影
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美丽的周原广场，由于其地势
开阔，景色宜人，自然形成自乐班聚
集和演出的天地，最终成为戏迷过
瘾的好去处，但愿这里终年秦声飞
扬，四季鼓乐喧天，红花绿树交汇，
古宝景物长新。

风物志

犁铧，犁出生活的希望
◎王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