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祭祖扫墓按理说应是悲伤
之事，一般是“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佳节清明桃
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但在
我家的传统中，祭祖扫墓是团聚
之时、缅怀先人之事，其实十分
欢乐、轻松。

我家 祭 祖 扫 墓 并 不 在 清
明。先祖是客家人，当年颠沛
流离迁徙到异乡，清明时节正
是春耕时节，青黄不接，至九月
九重阳秋收时分，一来是农闲
季节，二来有了余粮供奉祖先，
因此重阳节祭祖便成了客家人
的传统。

与清明时分阴雨绵绵的天
气不同，重阳时多是天高云淡、
秋风送爽，我们借祭祖之际登高
踏秋，祭祖扫墓也成了其乐无穷
之事。

一

重阳正日那天，我们通常是
上“公家坟”，祭拜的是村子里的
始祖。

始祖坟地有三四处，离村子
约摸十公里。我记得小时候都
是几辆运沙石的“大东风”卡车
载着我们前往的。叔伯们个高，
抓着门把手，一步就能迈上卡
车，我们小孩儿得逐个被抱上
去。因此每次站在车下的孩子
张开双臂，踮起脚尖，欢呼雀跃
地嚷嚷着“抱我”、“抱我”，便犹
如张嘴待哺的雏鸟。

我们女孩通常是最后有空

缺位了才会被塞上车的。在客
家传统中，女娃是没有资格去祭
拜大祖宗的，已婚妇女也不能回
娘家祭拜。我幼年记忆中，母亲
和婶婶她们一般都是在家准备
晚宴食材和祭祀用品。似乎有
种传统的说法是，女性属阴性，
先祖也为阴性，同属性必会相
克，女性前去祭拜，便会冲撞到
先祖，让先祖不得安宁，后代就
得不到庇护。不过，我认为大抵
还是因为以前女性没有独立人
格，普遍有被当作家族附属品的
思想，导致她们被隔离在家族的
重要事务之外，被剥夺了参与关
乎血脉、宗族大事的权利。在我
们的族群中，女子甚至都不能被
写入族谱，出生后也没有“上灯”
仪式欢迎（灯是丁的谐音，生男
意为添丁，春节会在祠堂吊花灯
以示庆贺家族新添血脉）。

庆幸的是，随着时代进步，
现在女孩子已被允许去祭祖，虽
说入族谱和上灯仍遥遥无期，但
应该值得期待。

那时候，我总是喜欢挤在前
头“冲锋陷阵”，抢绝佳的观光位
置，跟着车上一群人颇有气势地
站在大卡车车兜里，沐浴着秋
风，迎接小伙伴的“膜拜”，我心
里别提多有滋味了。

车子开了二十来分钟，就开
到始祖的墓地。这是块风水宝
地，位于深山老林，佳木秀而繁
阴，是经过方位朝向、时辰运势
等合算才定下来的，说是利于子
孙后代的运势。到了山脚下，大

人在前面用柴刀锄头开路，把路
踩平。小孩子则在队伍中间嬉
闹着，一路摘着野生的“菍子”
（学名桃金娘），熟透的“菍子”紫
得发黑，软软的，咬下去回味香
甜，好一股野生的甜涩味儿。我
们还喜欢四处扒拉野草，惊起草
丛中的蚱蜢，然后穷追不舍。等
到大人们嚷着“快来上香啦”，
我们便赶紧扔下手上的玩意
儿 ，争 先 恐 后 地 赶 去 上 头 炷
香。每人手里拿着三支线香，
先三鞠躬，学着大人的样子念
念有词，叨叨着“家人身体健
康”、“学科满分”。最后，伴随着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群人洋洋
洒洒地下山，晚上还要到祠堂去
吃“公家酒”。

二

隔了一周，就要上“私房坟”了。
上 午 我 们 要 去 祭 拜“ 太

白”。“太白”是以我的辈分来称
呼的，是我祖父的祖父，据闻曾
当过大官。墓碑的中榜是“皇清
显考张公经献大人墓”，立碑时
间是“民国廿三次甲戌九月吉
旦”。老长辈挑着一担装满祭品
的格箩走在最前头，子孙后辈六
十多号人各自手里拿着锄头、柴
刀，跟着队伍风风火火地前往长
腰岭瓦塘山。

说是山，其实就是个小陡
坡，沿着公路走，不久就到了。

谁要想得到祖先荫庇，这时
就到了表现的时候。大人们拿

着锄头把杂草除掉，用柴刀砍断
延伸过来的树枝和藤蔓。我们
小孩子们也不甘落后，择下带叶
的长枝条当扫帚，把大人清理出
来的杂草扫到边角，或是直接上
手拔坟头的杂草、压白纸。有
时，长辈不免会训斥小辈们只顾
着吃喝玩乐，缺乏锻炼，疏于农
活，一锄头下去连草根也翻不出
来，说着什么男子汉要擎天撼
地、壮实可干，方可担起族中重
责，云云。

等墓地终于空旷出来了，老
长辈就会开始陈设祭品，烧纸
钱、斟茶倒酒，祈求保佑时代荣
昌，千载儿孙福，万代丁财旺。

陆续祭拜完后，终于到了我
们小孩子最期待的环节——分
祭品。老长辈打开格篮说“可以
分吃了”，我们就一窝蜂地往前
冲。最受青睐的是玉米糖，糖果
香甜软糯还不黏牙，是我们的头
号目标；其次是香葱饼，祭完“太
白”已将近午餐时候，香葱饼正
是充饥的绝佳选择。看到别人
抢到更多的玉米糖和香葱饼，我
总不禁会捶胸顿足懊恼自己手
脚太慢。但嘴里塞满香葱饼，衣
兜里装满糖果，我们还要往下一
处去。

三

下午祭拜的是“自家坟”。
同一房的亲戚们纷纷分散，

我祖父兄弟几人的子孙后代便
自成队伍了。吃了香葱饼和糖

果，口中干渴，山脚下刚好有股
清泉，是自山上奔流而下的。我
们便到山脚下歇脚，手捧着芋头
叶，取来山泉水开怀畅饮。泉水
甘美清冽，晶莹剔透的水珠在芋
头叶上晃来晃去，阳光洒下来，
真是“错落明玑走碧盘”，漂亮极
了。可惜近几年我们再次祭拜
时，泉眼竟已经消失了。闭上眼
睛，昔日情景宛在眼前。

吃饱喝足，往山上行走。一
路上“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
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好
不热闹。将近山峰，便是我们的
目的地了。我们这些终年在那
市井尘嚣山下求活的人，这时终
于登顶，不由纷纷爬到树上，俯
览山下风景。公路变成了细长
的一条绸缎，串起的房屋变得如
此矮小。微风拂面，让人感到异
常新鲜，心情也特别快意舒适，
好似在遨游四海。

祭扫期间，我们还会给新种
的“马古塔”树洒童子尿、淋山泉
水。新种了树其实意味着这里
有新坟。前年二叔走了，堂哥

“叫灵”的那一幕至今还在我脑
海中盘旋，难以忘怀。现在二叔
坟前的“马古塔”树正茁然生长。

每当家里有新生儿，上个三
两岁，祭祖时就可以抱上山来

“认亲”了。生死轮回，有人离
去，有人降生，人间便由此循环
往复，生生不息。

直到夕阳下山，鞭炮声响
起，诸人相伴，便又一路采花吃
果，嬉耍声一片地下山，不亦乐乎。

一踏上江西婺源的
土地，我赶紧把捂得严

实的口罩摘下，深深吸了口
清新湿润的空气。

三月里，江赣地区的油
菜花开得旺盛。婺源的原
野更满是金黄，一望无际，
蔚 为 壮 观 。 农 舍 旁、河 湾
畔、山坡上、平地里，无处不
见油菜花。

油菜花与这里的白墙黛
瓦、翘角对称的建筑非常搭
配。远远望去，一大片鹅黄
簇拥着粉白民居，田头桃红
三两株，燕子呢喃上下飞，那
种视觉效果像靓衫配上彩
裙，简直动人心魄哪。油菜
花完全不受阴雨绵绵的影
响，无论阴晴，长在哪里就把
哪里映得亮堂。难怪有人
说，油菜花是一种阴晴皆宜
的“光明花”呢。

下田观花，一股湿润发
酵的农家肥味儿直扑鼻腔。
年少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到
农村劳动，对这种有机肥料
的气味我并不陌生。有了这
种气味，农作物才会营养充
足、长势良好，田地才不会板
结、退化。弯下腰仔细端详
眼前的油菜花，挺直的株茎
粗壮、水灵灵的绿叶，上端的
薄嫩尖长，愈往下，愈变得叶
宽肥厚。细丝般的嫩荚之
上，就是四片圆润的黄色花
瓣了。一朵朵花尽管微小得

不起眼，但胜在集体生长，浓
密繁茂，气场宏大。它们发
出的淡淡幽香，引来蜂蝶穿
梭，一派采蜜授粉的忙碌景
象，也吸引了徜徉于花海拍
照的游人，流连忘返。

油菜花是一种十分接
地气的油料花。它们从来
没 有 大 红 大 紫、雍 容 华 贵
过，也不矫揉造作、搔首弄
姿。但与其他娇娆绚烂的
花朵相比，它们却丝毫不逊
风采。它们朴实本真、甘于
奉献，一如对它们精心呵护
的农人。

在地头观赏油菜花的当
儿，我在想，满眼尽现“黄金
甲”的婺源，是否还能种些别
的油料作物？在县城一家个
体餐馆吃饭时，年轻的老板
给我解了疑。他说，种植油
菜是当地的传统，不知种了
多少代了，一是气候水土适
宜的原因，婺源地湿土黏，油
菜最爱这种肥沃；二是油菜
粗生又抗病，产量也高，榨出
的油口感好。他说我刚才点
的一荤一素两样菜，都是用
菜籽油炒的，我回味了一下，
确实清香可口。陈老板还告
诉我，婺源的土地一年种两
茬，一茬是稻谷，每年夏初育
种插秧，秋后割稻。整理罢
农田，接着种上油菜，至翌年
油菜开过花，菜籽成熟，收获
榨油。就这样轮番耕种，循

环往复，大地才不负勤劳的
稼穑之人。

其实油菜结籽不仅可榨
油，在李坑、篁岭等景点，还
能看到一些阿婆拿着油菜
花，边扎花冠边揽生意。她
们青筋皱纹毕现的手巧得
很，将油菜花剪下约两寸长，
插入藤枝扎好的箍圈，辅以
杂色野花，一只只俏丽的油
菜花冠就制成了，每只售价
十元。购买者众，少女们戴

在头上，天然去雕饰，立添几
分俊秀。所以说，美丽是不
好用价格衡量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
一方物产养一方人。油菜
花开，游客远道而来，观花、
购物、搭车、食宿，促进了当
地旅游经济发展，居民腰包
也渐渐鼓起来。而油菜花
谢了，满山的杜鹃花又接着
开了。婺源一年都是好风
光。

“处处儿童吹柳笛，扶持春事
到清明。”清明时节，杨花飞散，翠
柳初荫，看到吹着柳笛玩耍的孩
童，我就想起了童年，想起了爷爷
为我制作的柳笛。

柳笛是由春天柳枝的树皮筒
做成的。故乡祖屋门前，有几棵
高大的垂柳。每到仲春，爷爷都
会爬上柳树，折一些柳枝，给我做
各种各样的柳笛。

爷爷是制作柳笛的高手，他
告诉我，制作柳笛应选择在清明
前后，因为这个时节的柳枝恰好

“离骨”，也就是枝条的生发层与
木质部结合变疏松，稍稍用力便
可以将树皮筒从枝条上拧下来。

柳枝的选择也非常重要，要
选择粗细适中、没有枝杈节疤、节
间长、柳芽较小且稀的枝条。在
枝条上截取十五厘米左右的枝
段，左手握住枝段下端，右手从上
端开始拧动树皮。力度要适中，
用力过大容易拧裂树皮，力度过
小则无法拧动。待整段枝条的树
皮全部松动后，抽出中间的小木
棍儿。这时一定要注意，必须从
较粗的一端抽出，否则树皮筒会
全部开裂，无法做成柳笛了。

树皮筒的两端用剪刀剪平
齐，在其中一端用小刀刮薄树皮，
只留下里面翠嫩的一薄层，然后
用手指捏扁，做成吹嘴，一支柳笛
便制作完成了。

吹嘴在较细的一端，发出的
声音脆响；在较粗的一端，声音则
比较低沉。也就是说，笛哨的声
音是由柳笛的粗细、长短决定

的。柳笛越细越短，笛哨的声音
也就越清脆响亮；越粗越长，声音
也就越低沉浑厚。我更爱细短的
柳笛，轻快跳跃的笛声朗如珠玉，
就像春天里欢快奔跑的脚步，像
草坪上满地打滚的孩童。

爷爷有时会在柳笛上剪出两
个孔，他教给我吹奏时用手指将
笛孔一堵一放，柳笛就能够发出
不同的音调。爷爷还能做出另一
种柳笛，将抽出的小木棍儿重新
插入树皮筒内，较细的一端做吹
嘴，但是不用刮薄捏扁，直接放在
下嘴唇边，吹奏时推拉小木棍儿，
这样的笛声更是悠扬婉转、连绵
不断，像是远古传来的天籁之音。

爷爷为我制作的最粗的柳笛
大约有拇指粗细，要用很大的力
气才能吹响。笛声粗犷，震得嘴
唇发麻。这种笛声似春天里不辍
劳作的耕牛瓮声瓮气，又似战场
上催人奋进的号角穿透云霄。

我还可以将三四个柳笛同时
放在嘴中吹奏，多重奏的混合笛
声更是别有风味。最好再约上几
个小伙伴同时吹奏，那简直就是
一场空前绝后的，盛大的音乐会。

但每次吹过柳笛之后，嘴巴里
总有一种淡淡的清苦，那是柳树皮
的味道。爷爷说，如果仔细品味，
这种苦涩又会慢慢回甘。或许这
就是春天的味道、童年的香甜。

清明时节柳笛脆，醉忆童年
杨花飞。柳笛声依旧清脆悦耳，
爷爷却早已离我而去。又到清明
节，我想带一支柳笛去爷爷坟上
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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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捷媚清明草木香
清明时节，岭南大地百草

蓬勃，许多习俗因此和草木有
了联系。

“清明插柳”一说，据说是
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
祖师神农氏。“无心插柳柳成
荫”，柳树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插土就活，柳条很快生根发
芽，长成青青小树。由此，清
明成为佑护新生的节日，具有
了生机勃勃的气息。另一说法
是，清明节插柳有辟邪之功
用。受宗教传统影响，人们认
为 柳 可 却 鬼 ，称 之 为“ 鬼 怖
木”，观世音菩萨也是以柳枝
沾水普度众生的。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里还说：“取柳枝
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我记
得，老家便一直有清明“前三
后四”要插柳的习俗。

每到清明，岭南人的饭桌
上肯定有荞菜出现。农历二三
月，雨水充沛，种植出来的荞
菜爽嫩无渣。但要到四月清明
时，荞菜才最当时，因此荞菜
又叫清明菜。在白话里，荞菜
的“荞”和“轿”同音，寓意先人
坐轿归去，免受乍暖还寒之
苦。纪念先人，怎能不吃荞
菜。

清明做艾糍也是一大妙
事。清明前是艾草生长最蓬勃
的时候。地上的嫩芽，在一场
春雨沐浴下，搔首弄姿地生长
起来，变得鲜嫩爽口。姑娘媳
妇们臂弯里挽个竹篮，在家门
前、山坡上，借着《诗经》“彼采
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的
诗意采摘嫩艾芽。采回来后，
又是一阵忙碌。整理干净，摘

去老叶和硬的根结，先焯水，
再沥干水分，又在石臼里捣
碎，和上糯米粉，反复揉搓成
米团。炒熟的花生芝麻碎，拌
上片糖粉做成甜馅，不喜欢吃
甜的，则用萝卜丝、粉丝、豆
角、苦瓜和肉末做咸馅。包好
后放到蒸锅里，猛火蒸上十分
钟即可出锅。一开盖，艾草的
清香直往鼻子里钻。蒸熟的艾
糍保持着艾草的青色，又有着
糯米的软糯，咬上一口，俗世
气息、青草的芬芳就在唇齿间
回荡。

蒸五彩糯米饭也是必需
的。浸泡五色米的汁水全部用
纯天然的植物萃取，黑色用嫩
枫叶的茎叶放到石臼中捣烂，
浸泡两天两夜，把叶渣捞出来
滤净煮至滚开，水变成黑色
后，趁热泡米；黄色是用黄栀
子的果实捣烂放在水里反复煮
来萃取的；紫色用紫蓝草，红
色用红蓝草，两种植物很形
似，叶片稍长的便是紫蓝草。
把浸泡好的五色米分层放入饭
甑蒸熟，几种草木的香味便袅
袅娜娜飘逸而出，弥漫整个灶
房。

“南国春半踏青时，风和闻
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
蝴蝶飞。”最爱六一居士的这
阕《阮郎归》，让清明节的草木
又添了更多诗意和香味。

年逾百岁的何松娇老人看上去精
神抖擞，耳清目明。老人有两个女儿、
两个儿子，目前她与 67 岁的最小的儿
子同住。儿子以前住在香港，由于疫情
影响，今年一直住在深圳。

老人的儿子说，他们的大家族现在
加起来有二三十口人，他大哥的孙子已
经17岁了。他说母亲身体没有什么大
的毛病，内部“零件”都很好，牙口很好，
耳朵也不聋。“我母亲脾气好，心胸宽，
是一个看得透、想得开的心宽老人。她
饮食方面比较简单，但有规律，喜欢吃
鱼，基本每天都吃鱼。”

何松娇老人一直坐在椅子上，但我
注意到老人个子较高。一问，她身高有
1.65米，是我目前见过的百岁老人中个
子最高的女性。

社区对百岁老人非常关心与爱护，对
老人会定期上门服务、访问，经常保持联
系，老人也很爱参加社区的一些活动。社
区的人告诉我，老人很喜欢找人聊天。每
看到有人从院子经过，都会叫人家过来聊
天。老人平时也很喜欢和村里的朋友们
待在一起，在院子里面聊天、晒太阳。

“母亲还很喜欢笑，平时遇到不顺
心的事，她只要跟别人聊聊天，一会就
想开了，从不往心里去。”老人的儿子在
一旁补充道。

的确，老人善待自己，也善待他人，
对自己“宽”，就不会给自己套上无形的
精神枷锁；对别人“宽”，当将鲜花送出
去的时候，先闻到花香的也还是自己。
心里装着一个“宽”，活得自然轻松许
多，生命之花就会开得久远。

中国大大美美

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27

姓名：何松娇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16年8月（104周岁）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广东深圳盐田
受教育程度：小学
是否识字：是
探访时间：2020年12月20日

老人资料卡

倾诉与倾听最解忧
说话，可向别人倾诉，也可倾听别人，是一剂延

续生命的良方，更是排解忧愁烦恼的一个重要方式，
也是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的表现。持之以恒，必有新
生的体验与收获。

□月 同

春拂婺源

《大美中国》栏目欢迎投稿。稿件要求
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紧扣“大美中国”主
题，内容不限，可人可景可物。投稿请发至
邮箱：ywdmzg@163.com，并请以“大美
中国”为邮件标题，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
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

何松娇（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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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083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560590元
中奖基本号码：34 11 15 21 06 29 特别号码：10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31816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8236
493580

中奖注数
234
421

单注奖金（元）
83
588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1
4
59
153
3527

0
38923
19460
29500
15300
35270

4865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23437370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38923

好彩1 第2021083期

投注总金额：425768元
兑奖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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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鸡 夏 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396222

14654

10394

4498

3542

488

1242

454

46

15

5

5

3D 第2021083期

中奖号码 1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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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5
448
0

391
42
0
9
0
1
0
0
74

本期投注总额：1921736元；
本期中奖总额：484474元；
奖池资金余额：2546403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49

317200
155008

0
3910
4368
0

189
0

173
0
0

3626

开奖时间：2021年4月3日 ●●●●●●●●●●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授权发布

彩票开奖公告栏

超级大乐透 第21036期

一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前区号码

08 25 33 17 28 11 07
后区号码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应派奖金合计
(元)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八等奖

九等奖

合计

6

2

277

105

460

872

19721

22232

48256

718375

7224232

基本

追加

9886405

7909124

45263

36210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59318430

15818248

12537851

3802050

4600000

2616000

5916300

4446400

4825600

10775625

36121160

160777664

基本

追加

二等奖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293009078元

1070761233.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3141499.96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47562739.8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083期

排列3 6 7 6

排列5 6 7 6 8 3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7473258 1271154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8485

10367

0

80

本省
中奖
注数

601

350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3558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