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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山区老家三个月了，爷
爷慢慢适应了省城里的生活，就
是方言改不了。

小区里的人，爷爷认识了不
少，大家对他都很和善，知道爷
爷来自偏远山区，跟他说话都很
耐心。爷爷很想主动与别人交
流，只是他一开口，那完全不着
调的山区普通话总是让人像猜
谜一样。爷爷也听不懂省城人
的话，他总说很想再听听熟悉的
乡音，哪怕是跟他吵架，他也会
高兴。

“老家高田村的星星这么
大，就像你熟睡时在梦里咧嘴傻
笑的样子。”爷爷每次跟我夸张

地比划着，说起老家的事时，我
就知道他想老家了。但我却一
时想不到办法帮他。

那天，我拉着爷爷去公园，
给他介绍了一位退休老干部。

“爷爷，这位老爷爷也是从我们
老家那边搬来的，你们认识一下
吧。”那退休老干部戴着眼镜，说
一口标准普通话。我也是听别
人说他与我爷爷一样，都来自皖
南山区，想着他们也许能有共同
语言。可没想到，皖南山区五里
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他们虽同
属一个地级市，却不是同一个
县，两地语言差别还是很大。两
人一开口，连我都听得云里雾

里，不知所云。突然，爷爷用极
不标准的普通话，指着那位退休
老干部挂在树上的鸟笼里的鸟
说：“这雀的声音不好听。它不
高兴。”

“你晓得这是什么鸟吗？”退
休老干部两手叉腰，“这不是
雀。告诉你，这要好几千块钱一
只，你不懂！”

两位老人话不投机，不欢而
散。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来往。

一个多月后，好像奇迹出现
了。爷爷忽然有了精神，不再整
天念叨没人跟他唠家乡话，偶尔
还吹吹口哨，哼起黄梅戏。我好
奇地问：“爷爷，您捡钱了？”爷爷

摇摇头，笑而不语。不管怎样，
爷爷开心，我也高兴：“爷爷，城
西有个很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哪
天我带您去转转。”爷爷点点头，
神秘地说：“我早就找到那个公
园了。”然后贴着我的耳朵说，

“那里有老家来的，会说高田
话。”

“谁？！”我有些不相信地问。
“你不认识。”爷爷笑而不

语。
周末，我跟爷爷去了国家森

林公园。静谧的公园里，爷爷拂
去长椅上的落叶，叫我一起坐下
来等着。可等了好一会，四周并
没有人来。我暗想，这家乡的人

真是怪了，不想见我？我刚要埋
怨爷爷是不是又骗我，他“嘘”地
一声，示意我安静，然后指指头
顶茂密的树叶。我抬头看，树上
啥也没有，只有一只鸟在叫。不
久，另外一棵树也传来同样的鸟
鸣声，好像是在回应我们头顶这
只鸟。再仔细听，公园里响起了
各种各样的鸟鸣，或轻或重，或
缓或急，就像一支乐队在演奏。

爷爷闭着眼睛，安静地坐在
那里。哦，他在聆听乡音。爷爷
熟悉这些鸟的名字，听得懂它们
的语言，他能从这些鸣叫声里，
了解它们的喜怒哀乐，就像了解
老家的每个人。

十多年的学习生活中，我唯独对赵
老师心怀内疚。

那是初二下学期，教物理的陈老师
要休产假，赵老师便走上了我们的讲
台。教室里顿时就炸开了锅，因为大家
都知道，赵老师是学校后门开商店的

“赵朗台”的儿子。赵老爹卖给学生的
小零碎，连几分几厘都要算计，像极了
巴尔扎克笔下吝啬的葛朗台，因此学生
们背后都叫他“赵朗台”，而赵老师经常
在店里帮忙。而且我们还知道，那时赵
老师其实还在县中学读“高五”——就
是复读生。

虽然赵老师讲课很流利，板书也很
端正漂亮，可大家心里还是难以接受
——学校居然请了个落榜生给我们上
课。班长首先向赵老师发难。

那天赵老师正在黑板上书写，班长
大模大样地走上去。“老师，这个题我们
不会，你跟我们讲讲。”班长不知从哪里
抄的哥德巴赫猜想，赵老师看了半分
钟，脸涨得通红：“对……对不起，这道
数学题……我做不了。”教室里爆发出
一阵哄堂大笑：“做不了，还当什么老
师。”“还不如赶快回商店卖货去。”哄笑
中，只见班长缓缓举起右手，居然给老
师敬了个少先队队礼，随后迈着正步，
在赵老师窘迫的神情中走回座位。教
室里又是一阵哄笑，甚至还夹杂着几声
刺耳的口哨声。

仗着赵老师还不熟悉班里的同学，
我们又想出办法作弄他。当他照着花
名册点同学起来回答问题时，起来作答
的，总是几个物理学得好的。有一次我
回答完电路串并联的问题刚坐下，就被
赵老师喊了起来：“前天喊魏强，也是你
站起来回答问题。昨天喊张俊峰，还是
你……”赵老师走下讲台，向我走来。
有同学开始起哄：“老师，他的小名叫魏
强，别名叫张俊峰……”赵老师没说话，
只走到我跟前俯下身仔细看了我作业
本上的名字。正好下课铃响了，老师伸
出手指指了我几下，随后返回讲台收拾
了备课本走出了教室。“坏了，他怕是要
告校长。”我心里一慌。但过了几分钟，
死党跑回来报告：“赵老师进了自己办
公室，没有出来。”我这才如释重负地瘫
坐在座位上。

赵老师为了跟我们搞好关系，竟从

他老爹的商店里偷拿了些笔记本、圆珠
笔等文具，奖励每次测验的前几名同
学。时间长了，赵老爹发现了，提着一
把笤帚，守在教室门口。我们早就发现
情况不妙，提醒刚下课的赵老师从后门
出教室。赵老爹还是追上来了，说是要

“收拾这个败家子”。最后我们前后围
追堵截，好不容易才帮赵老师解了围。

慢慢的，我们喜欢上这个比我们大
不了几岁的赵老师，喜欢上他通俗易懂
的讲课方式，喜欢他一笔一划的板书风
格，甚至他张嘴说话时露出的两个虎
牙，也让我们觉得特别亲切。

转眼到了七月初，要进行期末考试
了。赵老师也返校去参加高考了。几
个班干部和我们几个淘气鬼竟颇有些
舍不得赵老师，互相打气说一定要考出
好成绩迎接赵老师再回来，还商量好，
到时候一定要跟赵老师说声“对不起”，
为我们之前对他的故意刁难。但过了
一个礼拜，我们兴冲冲去领成绩单时，
却发现发成绩单的是休完产假回来的
陈老师。有人已经去后门商店问过了，
赵老爹没好气地说：“考得不理想，他去
南方打工了。”

我上大三的那个暑假，回家帮着干
农活。那天拉着一车粪肥上坡，天气又
热，我正满头大汗地弓着腰使劲，缰绳
嵌进肩膀里生疼生疼的，突然感觉车辕
一松，我往后一瞄，原来有人在帮着推
车。好像还有个小朋友，正用稚嫩的普
通话说：“爸爸，我也来帮忙。”上了坡，
我放下车辕，转身要说声“感谢”，才看
清那人笑起来露出一对虎牙，竟是赵老
师。赵老师搓着手上的泥土，笑着说：

“听说你考上大学了，好好念，将来就不
用吃这苦了。”

我憨憨地笑着，鼓起勇气想跟赵老
师说出那句迟了很多年的“对不起”，可
嘴唇翕动着，始终没有发出声音。最后
赵老师一家三口都转身走了，我才想起
至少应该说声“谢谢”。

远远听到赵老师的妻子说：“我怎
么不知道，你还当过老师呀？你从来没
有说过。”

“哪里当过什么老师。”赵老师的声
音还是那般有亲和力，“那一年高考前，
给学生代了两个多月课。这帮学生现
在都很有出息……”

那一年，我大概十二岁吧，二
哥从南国一所大学毕业，带回来
一个娇小的姑娘。这个浑身散发
着桂花香气的岭南女子，穿一袭
水绿色的旗袍，像一只蝴蝶在二
哥的身旁飞来飞去，不几天，她
那一口温言软语，就被村里人鹦
鹉学舌地说开了。

他们是回来结婚的，而且他
们已双双成为我们这里某中学的
中学老师。

我喜欢二嫂，不仅因为她说
话时那会拐弯儿的音调，还有她
带来那一罐香香甜甜的桂花羹，
只要放一调羹在一小碗水中，桂
花的香气就沁入心脾，喝上一
口，让人一整天身心都氤氲在香
气中。

我想，世上怎么竟有这么个
令人陶醉的东西？玉露琼浆不过
如此吧。那是怎么做成的呢？我
问二嫂。二嫂说：要挑一年中最
美的季节，挑选最中看、最大的
桂花，洗净晾干，放到一个肚子
圆圆的玻璃罐里，再把割来的蜂
蜜倒入罐内，佐以绝细绝细的白砂
糖，搅拌均匀，封坛酿造，来年就是
这一味绝美的仙物——桂花羹。
她说她带来的这罐就是她母亲亲
手这么做出来的。说到这，二嫂眼
睛里有一种亮亮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那东西叫乡愁。
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冬天。

不知因为什么习俗，婚礼要去二
嫂的家乡举行。喜欢我的二嫂也
将我一起带回了岭南。于是，我
便在北方萧瑟的冬天里，来到了
岭南依旧青葱的世界，竟有一种

恍然如梦的感觉。绿的山，绿的
水，蓝的天，如果不是时不时吹来
的一阵风，我还真以为村头那片
池塘是一块偌大的翡翠呢。此时
的岭南竟草长莺飞，满眼花红柳
绿，甚至还开着满树的桂花呢。

婚礼就在一片桂花树下举
行，远处是圆圆的、绿绿的山，一
片茂密的竹林做了婚礼的背景屏
风。欢声笑语中，礼花从天空落
下，像蝴蝶飞舞，同时落下的还
有许多小朵小朵的金色桂花，明
亮而又温暖，落在二嫂精致的发
髻上。我分明看到有一颗落到二
嫂长长的睫毛上，她就那么轻轻
一吹，然后用舌尖逮住了它，在
嘴里轻轻地含着，满脸的幸福和
甜蜜。

他们的婚假结束，我们就要
离开这里了。“这么快呀。”我快
人快语。二嫂打趣地说：“怎么，
舍不得走了？将来你长大了，就
把你嫁到这里来吧。”我羞红了
脸，其实心里痒痒的，巴不得长
大了真能嫁到这么一个山清水秀
的地方。

离开的前一个晚上，二嫂推
掉了她母亲给的厚厚的红包，红
着眼睛说 ：“我只要两瓶桂花
羹。”依依惜别时，二嫂的母亲真
的递给她两个心形的瓶子，都用
水红色的绸缎做成嵌着棉花的套
子包着，拿在手中软软的，像嫁
衣一样精致。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二嫂的
母亲一边追着火车跑，一边喊：

“想我了，想家乡了，就喝一口桂
花羹。”

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
分，三月清明谷雨……在老家，一
到立春前后，雨水就多起来。俗
话说，大河涨水小河满。有时，
接连好几天暴雨，家门口的池塘
一下子就涨满了水。

每当这时，父亲和母亲都会
第一时间从墙上拿下蓑衣和斗
笠，扛上锄头，迅速冲入雨中，把
从山上倾泻而下的洪水，引向道
路两侧，让它们顺流而下汇入小
河。

由于池塘底泥太厚，出水口
常常抵不住洪水喷涌而至的架
势，塘里的水还是铺天盖地往外
涌。眨眼间，塘里的鱼儿便顺势
而下，一溜烟没了踪影。父母手
忙脚乱，急得大汗淋漓，又是砍
荆棘，又是砍杉叶刺，一捆又一
捆地叠放到在池塘堤坝上去，仍
无济于事。等到山洪退去，池塘
水面下降，父母辛辛苦苦放养在
塘里的鱼儿，早跑得所剩无几。

有一天，伯父不知从哪挖来
了几棵芭蕉树，逐个儿把它们
栽在池塘四周，说是能抵挡洪
水决堤。起初，看着芭蕉树一
丁点大，我只是半信半疑。没
想到，不出两年，手指粗的芭蕉
树，长成大腿那么粗，而且枝繁
叶茂，郁郁葱葱、密密麻麻，挨得
密不透风，让人见了甚是欢喜。
大雨再次来袭时，这些芭蕉树便
似抗洪抢险的战士，牢不可摧地
捍卫着池塘，再也没有出现过决
堤现象。

芭蕉树还给我们这些孩童带
来不少乐趣。肥厚又绿油油的芭
蕉叶成了我们的天然雨伞，雨天
可挡雨，晴天能遮阳。夏天稻田
需要放水浇灌，池塘的水变浅，
露出石板台阶，我们便蹲在芭蕉
树下的阴凉处垂钓。哪怕只是偶

尔能钓上几条小鱼，也能让大伙
欢呼雀跃好一阵子。

芭蕉树的树干嫩心和根茎还
能食用。小时候，如果我竹篮里
的猪草打得不够，外婆便会去芭
蕉树长得密的地方挑根娇小点
的，砍了拉回来，把外皮剥掉，露
出白白嫩嫩的芭蕉心，用刀切
碎，和着猪草一起煮熟喂猪。有
一次，伯母见芭蕉心如此鲜嫩，
也拿刀去砍了一根，拿回家煮着
吃，说是十分美味，又把芭蕉树
根挖了些回去碾碎过滤，晒干制
成淀粉，吃起来竟似红薯粉一样
香甜可口。

有一年，有颗芭蕉树结了一
大串芭蕉，母亲靠着梯子爬上
去，用胶袋把它们扎紧，像呵护
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侍弄着。可
惜，到霜降的时候，那一串芭蕉
还是抵挡不住严寒，死了。母亲
心痛不已。

如今，我们一大家人都住进
了县城，老家的房子已经倒塌，
池塘也已没人养鱼，但那一排排
芭蕉树却依旧茂盛，仍然欢快地
向上疯长着。

李清照曾在《添字采桑子》的
词里写道：“窗前谁种芭蕉树？
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
心，舒卷有余情。”这首词，让我
不止一次地想起故乡，想起故乡
的芭蕉树，更想起曾住在那里的
亲人们……

走近少数民族同胞的村寨，首先映
入眼帘的常常是一排排掩在山坡、密林
中的吊脚楼。这些散落于群山茂林之中、
精巧别致的吊脚楼，像一首首内涵丰富的
诗篇，诠释着中华建筑的博大精深和独特
韵味，也在陡峭的山地间营造出一片人类
生息空间。

我在云鄂一带旅游时，很留意这些吊
脚楼。它们与平原地区的民居建筑风格
不同，多是依山就坡而建，很讲究朝向，
或坐西向东，或坐东向西。外观多呈虎
坐形的半干栏式建筑，以“左青龙，右白
虎，前朱雀，后玄武”为最佳屋场。我总
结了一下这种依山就坡建屋的原因：一
是当地地势使然，缺少足够的建楼平地；
二是乡民的心理使然，喜欢与山林、河湖
等自然生态元素接近；三是节省建造材
料；四是楼居高处，干燥通风采光好。

吊脚楼有两层和三层之分，均是用杉
木建造，仅屋顶覆以灰瓦。整栋房子均
用榫卯结构，无一颗铁钉，屋柱是以大杉
木凿眼 ，斜穿直套地将柱与柱连接起

来。四壁用杉木板开槽密镶，里外涂以
桐油，干净、亮堂又防水。

房屋底层都用来饲养家禽、放置农具
和杂物。上层或中间层通常为饮食起居
之处，建有堂屋，门楣雕龙绘凤，梁柱刻
鸟画鱼。堂屋一侧设有火塘，三角铁架
上安放铁锅，煮饭、炒菜、热水通用；火塘
顶部挂满长期烟熏火烤的腊鱼腊肉、腊
鸡腊鸭以及笋干野味等。堂屋内设有卧
室，外人不得入内。房屋有窗，采光足、
通风好，家人多在此做手工活、休息、待
客。堂屋的另一侧有一道宽敞的绕楼曲
廊与之连接，曲廊配有半人高的栏杆，内
有一排长凳，为家人的休息室。有的其
间还辟出一间少女闺房，精致异常，开窗
雕有荷花兰草、牡丹杜鹃，绘有鸳鸯戏
水、玉凤求凰等图案；四壁则挂满了姑娘
们自己精心编织的花衣彩裙和传统绣
品。三层吊脚楼的顶层除作居室外，还
会隔出小间用作储粮和存物。

每建造一座吊脚楼都是全村寨的一
件大事，全寨人都会来帮忙。从某种程
度上说，这体现了少数民族同胞“心心相
连”的和谐社会关系。

建造过程大体要经过五道工序：一是
备料。一般选椿树、紫树或杉木。椿、紫
谐音“春”、“子”，寓意为“春常在，子孙
旺”；二是加工大梁及柱料。即在梁上画
上八卦、太极图、荷花莲籽等吉祥图案；
三是“排扇”。即把加工好的梁柱接上榫
头，排成木扇；四是“立屋竖柱”。屋主选
个黄道吉日，请来众乡邻帮忙。上梁前屋
主要“祭梁”，然后众人齐心协力将一排排
木扇竖起。这时，鞭炮齐鸣，左邻右舍纷
纷向屋主送礼祝贺；五是内外装饰。主要
装饰环节是钉椽角、盖瓦、装板壁。讲究
一些的人家还要在屋顶上装饰向天飞檐，
在廊洞下雕龙画凤，装饰阳台木栏。

建造吊脚楼的画面和谐感人：众人合
力削杉木、固定屋基、竖木架、装排栅、安
窗户、铺板壁、钉椽角、盖屋瓦……一道
道工序有条不紊，很快一幢吊脚楼就从
歪歪斜斜到并肩傲立于天地之间或山坡
之上或密林之中。而有了吊脚楼的点
缀，山林也灵动起来。

芭蕉树下
□陈罡元

桂花羹 □周婷

想说声“对不起”
□魏青锋

天人合一
吊脚楼

□谢光明

□文/图 钱国宏

《“乡音”征文》栏目欢迎投
稿。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以散
文随笔为主，紧扣岭南文化。投
稿请发至邮箱：hdjs@ycwb.
com，以“乡音”征文为邮件主
题，并请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中国大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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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wd-
mzg@163.com，并请以“大美中国”为
邮件标题，同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

山间可见成片的吊脚楼

依山而建的独特建筑结构楼与楼之间通常是打通的

处处闻啼鸟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2061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436628元
中奖基本号码：07 34 21 23 13 02 特别号码：26

好彩36投注总金额：559524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5722
523802

中奖注数
358
511

单注奖金（元）
50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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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71
165
3058

0
0

13134
35500
16500
30580

4378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5824527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2061期

投注总金额：657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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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牛 秋 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46704

12590

5158

1516

6190

441

227

450

46

15

5

5

开奖时间：2022年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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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2026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02400234元

1190311490.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5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14 22 11 27 23 08 10

奖级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元)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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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69551

191

840

17790

26500

34580

795948

8130451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1910000

2520000

5337000

5300000

3458000

11939220

40652255

基本

追加

80

39

152456

121964

12196480

4756596

基本

追加

4

2

10000000

8000000

40000000

16000000

11027951.68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72729357.72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5月11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2061期

排列3 3 5 3

排列5 3 5 3 8 0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37871148 1908044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本省
中奖
注数

排
列
3

排列5 14963136 75 100000

直选
组选3
组选6
直选全省加奖

组选3促销（潮州）

组选6促销（潮州）

1040
346
173
360
54
37

813
560
0

813
5
0

13928
21309

0
0
0
0 3D 第2022061期

中奖号码 8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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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选加奖
组选3加奖

组选6加奖

1898
0

5960
679
13
1
5
0
0
0
1
31

1898
0

5960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49
460
154
77

1973920
0

1031080
6790
1352
470
105
0
0
0
86

1519
873080

0
458920

本期投注总额：5592326元。本期中奖总额：4347322元。
奖池资金余额：10597521元。派奖奖金余额：3665011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