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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豪今日吉字：

今日吉时：午时、申时、戌时
今日吉数：10、26、34
今日吉肖：牛、兔、蛇、羊、狗、猪

（风信子）

从那以后， 顾彬经常去姚老师家，
每次顾彬一去， 姚老师就放下手中的
事，用心辅导顾彬，耐心而仔细。顾彬本

就勤奋聪明，姚老师又辅导得法，顾彬
的英语成绩提高很快。

顾伟从内心深处对姚老师充满感
激，隔几天就去姚老师家一次，每次都
带着礼物，姚老师坚决不收，说举手之
劳，顾伟这样做反显得生分。 如果再这
样，他就不辅导顾彬了。顾伟心中嘀咕：
“姚老师付出，我回报，天经地义呀。 姚
老师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之人，
为什么就不肯收礼呢？ ”

想来想去， 顾伟想到一个办法：帮
姚老师买彩票。 姚老师腿脚不是很利

索，出门一趟不容易。姚老师之前说过，
他也想每期都买彩票，可是，腿脚不争
气，只能出一趟门买一次彩票。

姚老师接受了顾伟的建议， 每星期
给 20 元钱请顾伟帮他买彩票。 好运眷顾
好心人，三个月后，喜讯传来，顾伟帮姚
老师买的彩票中了三等奖。 姚老师欢喜
不已，领了奖金后就去了顾彬的学校。 这
些日子，姚老师从顾彬口中得知，他们班
有个同学因为家中出了意外，面临退学。
姚老师找到那同学，让她安心学习，高中
三年的所有费用他来承担。 （熊燕）

小号现身 偶数淡出
———析福彩玩法走势

36 选 7：02、04、10、12、18、20。
双色球：01、03、06、10、14、22 后区：02、04、09。
福彩 3D：01、05、08。 （安颖）

羊城晚报记者 汪海晏 通讯员 余银琼 李旸暄 插图 采采

近期，潮州彩民“福”星高照，
“彩”运连连，中奖喜讯频传。 6月2
日晚上9时30分，双色球2020045
期准时开奖，44190229号投注站
喜中4注二等奖，奖金高达74万多
元。 与此同时，44190122投注站
也传来好消息， 彩民喜中刮刮乐
“十里桃花”最高奖金18万元。 一
晚两奖，可谓是惊喜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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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福彩喜讯频传

一一晚晚连连中中两两个个大大奖奖
老彩民喜中十里桃花大奖
第二天一早，刮中刮刮乐“十里桃花”

18 万元大奖的彩民林先生来到市中心兑
奖。他兴奋地说：“我是福彩刮刮乐的老彩
民，下班了就喜欢去投注站刮两张，头一
回中大奖，心情当然是激动不已。 ”

谈到这笔奖金的分配时，林先生表示
会留作家庭日常开销和孩子读书费用。

合购票彩民连续两年中大奖

刮刮乐幸运彩民领完支票前脚刚走，
这边双色球中二等奖的投注站站主就带
着合购票中的一位彩民一齐到市福彩中
心兑奖。令人惊喜的是，去年10月，该投注
站才因合购票中得双色球一等奖，时隔几

月，站主张女士又一次现身市福彩中心。
再次见到熟悉的脸庞，大家都有说

有笑。张女士激动地说：“昨晚看到开奖
信息，我一看合购票中奖了，就赶紧通
知合购彩民，这些彩民大部分都是附近
的街坊邻居。 说来也巧，这次中奖的合
购票彩民们大部分是去年中一等奖合
购票成员，所以接到我发的中奖信息大
家也都是相对平静。 这位和我一起来兑
奖的彩民也是上次一等奖合购票的最
大赢家， 这次二等奖他也是买了最多
份，这位彩民都已经中过三四次二等奖
了，实在是我们的福星。 ”

据了解， 该张合购票是一张复式
11+4、价值为3696元的彩票，一共分为
42份，每份88元，由30位彩民购买。 扣
完偶然所得税后奖金为62.80万多元，

平均每份奖金为1.4万多元。 不到一年
的时间，44190229号投注站就因合购票
中得两次大奖，实在是可喜可贺！

一个晚上，两次大奖，真让人惊喜
不断！潮州福彩向中奖彩民朋友表示热
烈祝贺，感谢彩民朋友一直以来对福彩
事业的支持，并将一如既往秉承福利彩
票发行宗旨，继续前进，推动潮州福利
事业和公益事业上新台阶。

排列 3 排列 5 第 20110 期

13298255.4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3奖池。
431327170.8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 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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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风采”36选 7 第 2020106期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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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情况

36选 7投注总金额：362994元
中奖基本号码：10 08 19 13 20 07 特别号码：18

好彩 36投注总金额：541464元

类别

好彩 2

好彩 3

投注额（元）

33378

508086

中奖注数

407

850

单注奖金（元）

41

299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累计奖金 1250521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 1 第 2020106期

投注总金额：449746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 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36468

8452

2782

2044

17201

275

20

527

46

15

5

5

18 蛇 夏 南

3D 第 2020111 期

中奖号码 2 2 0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1D
2D

通选 1
通选 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 4

806
581
0
61
80
0

105
1
0
0
0

103

本期投注总额：1739286元；
本期中奖总额：1058201元；
奖池资金余额：47774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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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本期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 )329244489 元
459553012.37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 20000000 元。
幸运奖派奖奖金余额 118110143 元。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超级大乐透 第 20047期

5
5
5
5
83
21
50
21
199
45
835
182

15575
3312
26285
5163
33498
6845

745061
148297
7676199
1518760
1799165

本期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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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注数 单 注 奖 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7088857
2444444
5671085
1955555
168127

168127或 100876

134501
134501或 80700

10000
10000或 6000

3000
3000或1800

300
300或180

200
200或120

100
100或60

15
15或9

5
5或3
3

35444285
12222220
28355425
9777775
13954541
2723655
6725050
2178909
1990000
358000
25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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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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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7000
753880
3349800
491460

11175915
1597077
38380995
5434660
5397495

19387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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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海岛 ， 淡水的珍贵
一直铭刻心间 。 因此对故乡冬
松岛后堀村的记忆，莫过于那口
永不干涸、曾养活村子里几百口
人的老井。

村前老井，从我记事起就有
了 。 据老人讲 ， 老井距今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也是冬松岛唯
一没有干涸过的一眼井 。 井壁
用青石砌成六方形 ，3 米多深 ，
直径约 2 米多 ， 不知道是地下
水还是附近农田的水从井底下
渗出 ，反正出水量特别大 ，只要
不是夏天 ， 平常都有 1 米左右
的水深。

小时候， 看大人们挑水 ，一
根扁担 ，一边各一只水桶 ，在肩
上悠来荡去，满桶的水一滴也不
会漾出来 。 我家门口是去老井
的必经之路 ，早上和傍晚 ，村里
的井旁是最忙的时候，水桶碰井
台的 “咣当 ”声 ，和着人们的笑
声，就像晨曲暮歌一样蔓延到整
个村庄。

每当晨曦初露，父亲起床的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扁担、 水桶，

口里唱着“号子”去挑水。 用大水
桶在井里打水是个技术活，往下
放空桶， 得慢慢垂直地往下放，
放得快了，空桶会碰到用石头垒
成的井壁。 只见父亲用扁担扣住
水桶一个快速的摆动，一道弧线
划过 ，井水便漫过桶口 ，接着左
右手一个协调的交替配合，就有
满满的一桶水提了上来。

记得我第一次担水的时候 ，
是壮着胆子把水桶放下去，却又
怎么也摆不倒它 。 好不容易摆
倒了 ， 憋足气使劲一提 ， 只听
“咣当 ”一声 ，水桶碰到井壁上 ，
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提上来，这
才看清只灌了半桶水 。 特别是
挑水时沉沉的水桶压在肩上，双
手使劲抓住扁担往上推着，两只
水桶不听话地前后摆动，溅出的
水淋湿了我的裤腿和鞋子 。 每
周我也会给村里的五保户挑水，
从此老井旁多了一双幼小的脚
印，多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背影。

早上八九点钟时 ， 村妇们
挽着装满衣服的大桶小桶 ，放
上洗衣粉或肥皂 ， “刷刷刷 ”的

洗 衣 声 在 老 井 边 愉 悦 地 响 起
来 。 谁家的男人出海捕了多少
鱼 ，谁家的小孩学习最好 ，谁家
的小孩最调皮 ， 谁家的媳妇勤
快孝顺 ， 谁家的婆婆比较厉害
……随着时光变迁 ， 井边的故
事也越来越精彩 。

傍晚时分，渔船归港后，渔民
们到井边洗澡，那是另一道风景。
每人一个水桶“一”字排开，上身
赤裸着，下身只穿着大裤衩子，紧
张而有序地洗涮身上的汗泥，不
时地“啪、啪”响，桶起水落，一桶
桶水从头浇到脚，痛快清爽，酣畅
淋漓，洗去多日的疲惫。

为了保证水质 ，每年村民们
都会自发组织淘洗一次水井，清
除井壁上的苔藓和井底的淤泥
杂物。 洗井时，村里的年轻人相
互配合，轮番上阵。 先是一桶桶
地把井水汲干 ， 然后再下到井
底，堵泉眼，清污泥。 每逢淘井，
井旁总是围一大圈人，叽叽喳喳
地议论着东家掉进去过水瓢，西
家掉下去过水桶。 反正那时候，
大家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往井里

掉，都是些日常用品。
老井就在我家门前 ，我们全

然不听大人的劝告，常常把老井
当作最好的玩处。我们喜欢掏井
壁小洞里的螃蟹 、青蛙 ，喜欢用
井水冲洗浑身的盐碱和泥垢，喜
欢光着屁股趴在井口看自己的
影子， 偶尔还会大喊几嗓子，听
井里回声阵阵。老井就像一位憨
厚包容的长者，任凭我们撒娇嬉
戏 ， 从来没有怨言 ， 这么多年
来，也从未有小孩掉到井里过。

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 ，老井
陪伴着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陪
伴着我慢慢成长。由于老井水是
地表水 ，没有净化处理 ，上个世
纪 90 年代中期几户人家请人
在家门口开挖了压水井，还在井
里安装潜水泵，用电泵抽水。 再
后来 ，村里用上了自来水 ，老井
慢慢地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后堀村是一个平凡的偏僻
海岛村庄 ，没有名人 ，没有名胜
古迹，唯独这眼坐落在村前的水
井，日复一日地见证着人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

2008 年 4 月下旬 ，从《文
汇报》 上惊悉贾植芳先生谢世
的噩耗， 我赶紧致电复旦大学
陈思和教授， 问明了贾先生葬
礼的举行时间和地点， 并于 5
月 6 日下午 1 点前赶到沪北西
宝兴路殡仪馆二楼大厅， 臂佩
黑纱。 由于那天下午校教务处
通知要开精品课程负责人会
议， 所以我不得不隔着人丛向
贾先生的遗体深深三鞠躬后提
前离去。

那几日， 贾先生生前的音
容笑貌， 尤其是他那孩童般的
爽朗大笑，总是浮现在眼前，于
是， 就在一个夜晚开始写留存
在记忆深处的贾先生的点滴印
象。 稿子未写完， 电脑出了故
障；几天后，看到媒体、网络上
已有不少纪念贾先生的文章，
作者中有的是他交谊甚深的亲
朋故友， 有的是他亲自授业的
门生高足；旧遇新知，怎么都比
我这个与贾先生仅有两面之缘
的后辈更有资格写纪念他的文
章， 那篇小文也就一直成了电
脑中的未完稿。

我是 1986 年在华东师范
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第
一次见到贾植芳先生的。 那是
位于当时被称为上海“西伯利
亚” 的中山北路校区丽娃河边
一幢独立二层小楼中一间很小
的房间。 这幢小楼本来挂的是
“华东师大卫生科”的牌子。 后
来校诊所搬走了，而原本位于
丽娃河东面靠近校门口的中
文系三幢庭院式的平房，每幢
平房都有着长长的走廊，系主
任办公室、系资料室以及中文
系的各个教研室都各驻其间，
徐中玉先生、 施蛰存先生、许
杰先生等中文系元老都在这
里办过公。 但上世纪 80 年代
中期为建造河东学生食堂而
把中文系原先的三大排平房
拆掉了，新的文科大楼尚未完
工，所以中文系就只好很委曲
地暂时栖身于那幢原先的学校
诊所， 施蛰存等老先生曾经整
理过的图书资料， 一摞一摞地
堆在小楼的走廊上、过道边。原
先看病的诊室内医生只需拿听
筒，写处方，房间小一点也无所
谓， 可做教研室就实在是螺丝
壳里做道场， 满坑满谷都叠放
着办公桌和椅子。

时值 1986 年 7 月初 ，我
的硕士学位论文要举行答辩，
导师钱谷融先生请来了复旦
大学的贾植芳先生担任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另一位
答辩委员会成员是广州中山
大学的吴宏聪教授。 除了钱先
生以外，这两位中国现代文学
学术界“重量级 ”的著名教授
我都是头一次见面。 在原先是
看病的诊室内初见贾先生，听
到他宣布论文答辩开始时心

里直发怵，以致在钱谷融先生
介绍完我的情况后由我进行
学位论文陈述时，大热天手心
里竟渗出一把冷汗，说话也结
结巴巴不太连贯。 贾先生见我
如此紧张，笑着对我说：“你的
论文我已经看过了， 写得不
错。 你不要害怕，我这个主席
虽然是真的 ， 但教授不是真
的，本来就是‘假（贾 ）’的嘛。 ”
他这一说，钱先生、吴先生都
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会场上
的气氛顿时变得缓和轻松起
来，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落了地， 我说话也就利索了。
记得那天论文答辩十分顺利，
甚至还很愉快，贾先生后来说
了不少鼓励我的话，虽然他那
一口山西话听起来有些费劲，
但我还是句句都能明白 。 从
此，我一听贾植芳先生的名字
便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

再见贾先生已是 1989 年
4 月。 那是在复旦大学主办

“第四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
学学术研讨会”期间的一次晚
宴席上。 我那天有事去得晚了
些， 很多餐桌上已座无虚席，
欢声沸腾。 当时，贾先生或许
已经退休，进了餐厅我一眼就
看到了贾先生，他远远地坐在
离开 1 号主餐台很远的 14 号
餐台旁，旁边坐着的是广州暨
南大学的小殷。 小殷是我的同
门师兄，他是钱谷融先生的高
足， 比我读研究生时高一届。
我赶紧走到尚有空位的 14 号
餐台， 想坐在贾先生身旁，但
他身边的座位已有人了。 我好
歹跟师兄小殷商量换了个位
子，坐到了贾先生的身旁。 其
实我别无意图，只想陪伴他一
次， 席间向他老人家敬敬酒。
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我对他的敬仰。

贾先生是我们那一桌唯一
的主人， 身边坐的全是年轻的
小字辈。 他虽然没有像三年前
在华东师范大学担任答辩委员
会主席那样谈笑风生， 但仍像
一位慈祥长者般频频举杯，接
受席上远近而来的小字辈宾客
的敬酒。 也许是 14 号餐台处于

“边缘化”一角，远离高朋满座、
觥筹交错的中心， 那次贾先生
虽然话说得不多， 但却句句都
真实坦然。 他吃得很少，且不时
要点根香烟， 看着我们年轻人
狼吞虎咽。 看得出来，他跟我们
在一起是坦然而愉悦的， 这种
怡然自得、 宠辱不惊是装不出
来的。 他姓贾，性情却是真的，
从不掺假。

这是我唯一一次坐在贾植
芳先生身旁吃饭，那晚，那酒，
终身难忘。“有的人活着，他已
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
着。 ”贾先生会永远活着，因为
他是一位真人，真正的人！

前庭后院春色盎然。 报春
的茶花、桃花、梨花、苹果花、石
榴花、月季玫瑰争奇斗艳，马蹄
莲白生生摇曳， 天堂鸟振翼欲
飞……

起初， 谁也没工夫去搭理
那些草。 几场春雨过后，草长莺
飞。 野草实在太茂盛了，简直快
超过满树盛开的梨花李花苹果
花了。 疫情期间，不招园丁上门
除草剪枝， 索性自告奋勇拿起
工具，挽起袖子，拔草。

隔着木篱笆， 忽闻阵阵打
球声。 邻家小伙戴着运动帽，频
频投篮。 这家人搬来时间不长，
偶见他面色和蔼地抱着宝宝，
门前溜达，见我就点个头，我对
他笑笑，算是打招呼。 左邻右舍
后院都有后花园。 大家逢假日
都喜欢开家庭派对，烤肉飘香、
音乐声飘荡。 烧烤、篮球也是邻
居的最爱。 窗外鸟飞， 健儿跳
跃，斜阳熙暖。

茶花原来花繁叶茂长势喜
人，枝叶差点伸展到邻家院，被
老墨园丁莫名其妙砍去一半，
弄得病恹恹有点打不起精神。
每株苹果树被砍去一半枝桠，
生长也偏向一边， 就连开花结
果都仅有半边， 怎么看都像是
歪脖子树， 再没有花繁叶茂的
样子了。 往年雇园丁来帮忙，大

刀阔斧又砍又拔， 地表的草干
净了， 根却仍深扎在泥下，“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拔草进入尾声。 听见老母
亲在隔壁窗口唤儿子： 饭菜已
经好咯，回来吧。OK！小伙子答
应着，停止了打球。 他们用英语
对话。 我猜想年轻人或许从小
移民来美，在这求学，成长，融
入当地文化……

我这边还有最后一拨攻坚
战。 既活动筋骨，自我修炼了一
把，也省钱省工，为丰收奠定基
础。 连拔带铲， 足足十多袋杂
草。 后花园干净空旷了许多，也
似乎少了点野趣？

忽想起秋天的硕果， 美滋
滋的，有机苹果还是糖心的呢，
总是趁新鲜赶紧显摆、 分给亲
朋好友。 趁阳光好天气修枝剪
叶，松土除草，仿如长篇小说构
思及修改过程， 是再思考的过
程，殚精竭虑冥思苦想，也是将
思考提炼加工完善的必经途
径。 与做农活同理，都不易。 那
些甜美的果实， 过程是劳累与
付出。

古言： 人生一世， 草生一
春，来如风雨，去似微尘。 善待
每一缕阳光，珍惜每一片花瓣；
日月更迭，春夏交替，掌中握无
限，剎那成永恒。

我与灯谜的缘分， 或许是与
生俱来。 幼年时，听母亲讲，“一
条巷子呤狭狭 ， 二个奴仔裹相
夹”，谜底：地豆；“幼时四只脚 ，
长大二只脚 ， 老来三只脚 ”，谜
底：人。觉得非常好玩。抗日战争
结束 ，我读小学五年级 ，每逢周
末，学校常有猜灯谜活动。 当时
的谜语都十分浅俗，我只要略加
思索就能猜中，还能得到纸笔等
奖品，由是我对猜谜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1953 年春节期间，乡农会在
大宗祠广场搭台开展猜谜活动，
由于是新生事物，一时间引来四
乡八里众多观众 。 正月初一下
午，风和日丽，一派祥和景象，我
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早早地蹲
在台下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睁大
着眼，全神贯注地审视着渐次挂
出的每一个谜面。 这时不知怎
地，我仿佛看到大部分谜底就在
眼前飘移， 我的心跳骤然加快。
当台上开猜鼓声一响，我即大声
报猜，首先得到一个开门红。 此
时，攒动的人头一齐转向我。 接
下来，虽然先后有个别人也猜中
了数则， 但怎比我年青灵敏，眼
明手快 ，加之好胜心强 ，忘乎所
以地连连抢猜，不一会就给猜中
了 27 则，一枝独秀。 台上台下喝
彩声不断，场面十分热烈。 当时

台上负责挂谜的正是在任农会
副主席 ，他既要挂谜笺 ，又要发
奖品，应接不暇。

那段时间，不论本乡外里，只
要有谜事， 我总会约上几个朋友
弟兄，到场凑热闹，几年下来，既
拓展眼界，也学到不少知识。 毗邻
的庵埠工人文化宫、 汕头市的中
山公园，每值周末，总有谜会。 只
要能挤出时间， 我就会叫上挚友
沈象立，同样赤着脚，说走就走。
庵埠离我们村 5 公里，不算回事，
但汕头中山公园距我们家约 16
公里，就是健步如飞，硬骨头的我
俩， 往返也需五个小时以上。 然
而，每当我俩带着战利品，深夜阔
步走在回家途中时， 竟觉遍体清
爽，一似凯旋战士，始知灯谜还有
驱疲疗饥的功能。

上世纪 60 年代，以毛主席诗
词入谜成为潮流。《毛主席诗词》
36 首小册子面世， 我迅即购来一
册，并争分夺秒，悉心默诵，用两
天半时间，把 36 首诗词全部牢记
心中。 此后，只要谜台上有主席诗
词出现，我就忘情抢猜。 我们村谜
台就曾挂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
桥霜”，谜底：东方欲晓，莫道君行
早；“梧桐萧瑟汉江秋”， 谜底：正
西风落叶下长安。 当时我都不假
思索就给猜中了。

1984 年， 我还曾代表家庭出

席彩塘区“万元户”大会；我们家
还是全区第一个“洗脚上田，离土
不离乡”的家庭，成为当时的“专
业户”。

我一向虽喜爱猜谜 ，却不曾
学习制谜 。 直至 1987 年， 我被
推举为潮州市第五届政协委员。
大会期间，我与彩塘中学谢向统
老师居同一室 ， 在彼此熟悉之
后， 谢老师建议我尝试制谜，随
后还引荐我认识了时住彩塘的
郑百川先生。 初次见面，先生即
为 我 介 绍 当 时 国 内 外 谜 坛 动
态 ，为我讲解好几位名家佳谜 ，
还教导我如何选取谜材 ， 以免
与人同，避免“撞车 ”，让我大开
眼界。

此后一段时间，每当村里有
谜事 ， 我都会送去谜作参加 。
2000 年春节来临，村委会让我组
织灯谜活动，我当即找来老谜友
沈海林，选址搭台。 同时，通知本
村谜友 ，让大家准备谜作 ，还邀
周边乡镇谜界师友莅临指导。 首
次开台 ，气氛热烈祥和 ，三场下
来，大家意犹未尽。 往后连续多
年，场场如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教人向
往的少年时谜坛情景， 让人始终
难以忘怀。 倘使昔年谜友能够再
来一番现场竞技， 那该是多好的
乐事啊！

平凡老井 □陈又新
与贾植芳先生的两面缘

□钱虹

灯谜人生

6 月 9 日-7 月 12 日，“尘土———邵
增虎风景油画展”在广东美术馆举办

花园草木
□吕红[美国 ] □沈美堃

寻常的风景（油画）
□邵增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