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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在家正看余秋雨的《乡
关何处》时，微信声响起，是晋兴
贤弟在朋友圈发了一篇有关乡
情的词《江城子·思乡》，曰：“雨
疏寒夜梦犹长，年非少，意彷
徨。醉里依稀，吞泪转柔肠。几
许桑梓情未忘，甚感慨，眼蒙
霜。休提何处酒茶香，锦裘床，
心不往。切断离愁，重解旧行
囊。人上高台极目望，认他乡，
作故乡。”读罢，颇有同感。

古人写思乡之情的名篇名
句不胜枚举。那高悬的秋月、漂
泊异乡的身影、铺满地的落叶、
一声声思乡的吟唱，无不令人动
容。我常常想，为什么古人会有
那么浓烈的思乡情绪？是因为
无奈于关山阻隔归乡难吗？还
是因为“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
肠”？相较之下，我总感觉现代
人对故乡的感情正在慢慢变得
淡薄。

或许是因为如今人们回乡
都很便捷？古时的人当然不会
想到现今真的可以实现“一夜
飞度镜湖月”。或许是因为如
今的人们太忙碌，不停地忙碌，
无暇思乡？

我 的 故 乡 在 广 东 三 水 长
岸，现在已改名肇庆高新区。
我们村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了。
我虽早已离开故乡，但故乡的
一草一木却常萦绕于心。那古
朴的村巷门楼，那村头的老榕
树、红棉树，那村口的大水塘及
水塘边的绿柳红荔，一切一切
从未因时光流逝而冲淡记忆。

由范家村家塾改造的一村

小学，我尤其印象深刻。这小
学占地面积近一万平方米，校
园内古树参天。大门的门楼没
剩下几根柱子，但依然颇有气
势。中门用砖砌起一堵墙封住
了，仅留两边侧门进出。走过
中门就是小操场，也就是原旧
家塾的天井。两边一排教室曾
是旧家塾的厢房。通过小操场
后，有一栋特别高大的房子，想
进入这栋房子还要登五六级石
板阶梯，更显这房子的庄严。
记得小时的我们对这房子总有
种打心底里来的敬畏，无论怎
样调皮的孩子都不敢在那房子
里喧闹。后来才知道，这房子
原是范氏大祠堂，难怪我们会
心生敬畏了。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高考
后 我 离 开 了 家 乡 。 有 一 年 回
乡，却见那一村小学变成了一
片废墟，杂草丛生。古树也没
了，只剩下那大祠堂像一个沧
桑老人在风中孤独站立着。不
由感慨万千，耳畔响起当年的
读书声，响起先祖范仲淹留下
的遗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

所幸，庙堂虽已崩塌，先贤
遗训仍在。

麦收时节，回乡下老家看父
亲。饭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
天，正聊着天气，父亲突然说：

“前天进城，看到老李又坐在那儿
指挥儿子搭遮阳棚。这事都坚持
多少年了，不容易呀。时间过得
真快，老李老了，头发都白了，腿
脚也不好了。”

我一下愣住了，哪个老李？
搭什么遮阳棚？在记忆里快速搜
寻一番，终于想起一个笑呵呵的
中年人形象——当年在县城中学
门口开文具店的李叔。

我读中学的那几年，李叔和
他的文具店就开在学校大门口的
东侧，很精致宽阔的两间门面，不
但店里面装修得文艺范，外面门
口两侧还种了月季和石榴，花开
的季节尤其明媚温馨。对我们来
说，那便是一种温暖亲切的存在。

李叔的两个孩子当年也在这
所中学里读书，他女儿和我在同
一个班。我们常去李叔店里买文
具，起初当然有些照顾同学家生
意的缘故，后来就是诚心诚意喜
欢上李叔了。学校里很多学生都
喜欢他，他的店里常常挤满了
人。胖乎乎的李叔总是乐观开心
的样子，说话亲切，待人热诚，又
很健谈，大家都爱和他聊天说笑，
像朋友一样。

李叔的文具店里有部电话，
很多人能把那号码倒背如流，包
括不少家长。因为我们很多同学
都来自乡下，和家里的联系，全靠
这部电话。很多家长因为这部电
话和李叔慢慢熟悉了，有时候有
事情干脆让李叔转达。偶尔谁生

活费没了，家里又没及时送来，李
叔也会及时主动地雪中送炭。

父亲感念素昧平生的李叔对
我们的照顾，曾让我把自家田里
种的花生带些送他，李叔很开心
地收下了，然后回馈了我们更多
——他送了我们不少笔和本子，
一年都没用完。

李叔每年都会郑重其事地在
高考期间，为等候的家长们提供
免费茶水和歇息的场所。这件事
从他在这里开文具店的第二年就
开始了。头一年，他目睹了高考
考场外那些等候的家长们顶着烈
阳，焦急和不安地守望着寂静的
校园。这情形让李叔想起自己去
世的父亲，以前他父亲也曾这样
对他抱着很大期望，可最后他还
是没考上大学。可怜天下父母
心，李叔便想为这些家长做些什
么。第二年，他买了几个遮阳棚、
一些桌椅，摆放在文具店门前的
空旷处，请家长们坐下来喝杯茶
水，耐心等待。

一年又一年的高考，一届又一
届的学生，父母陪伴着孩子，守候
着孩子，而李叔也一年又一年地陪
着这些父母。我们兄妹高考后，陆
续去了其他城市读大学，后来又为
工作生活忙碌着，李叔和他的文具
店也就被留在了曾经的那段时光
里。可今天父亲一说起来，当年的
情形仿佛又重现了。

李叔已经老了，头发白了，但
他还在尽自己所能，为身边人送
去一个普通人的温情和善意。他
那个凉棚，还将成为多少人温馨
的回忆啊。

傍晚接孩子放学的时候，
我跟孩子说，今晚要到祠堂去
饮（喜酒）。孩子一听，顿时拍
着手蹦了起来，他说村里的流
水宴席上的菜太好吃了。想一
想 ，村 里 的 流 水 席 ，的 确 能 勾
起我很多回忆。

农村里办喜事，都喜欢在
宗祠里自己办酒席来宴请亲朋
好友，没有宗祠的，就在同房亲
戚共用的地方操办。我们老家
的这种宴席通常都是流水席，
大概因为地方不够大，亲友又
太多的缘故吧。别的地方是吃
完了一道菜再吃一道菜，如行
云流水，因而叫流水席，我们那
里是一拨亲友吃完再到下一拨
亲友吃。虽比不上大饭店里吃
得气派，却饱含着浓浓的乡味
和淳朴的亲情、友情，让人回味
无穷。

在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宗
祠里操办喜宴，除了有光宗耀祖
的欣慰，也能感受一下古建筑里
的气息。青砖黛瓦之间，头顶着
宗祠高高的屋顶，平时难得一见
的亲友欢聚一堂，虽然只是简单
的嘘寒问暖，虽则只是简单的饭
菜，但每个人都有着“莫笑农家
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欣
喜。那些褪色的双手才能合抱
的暗红木柱子、石板砌成的台
阶、柴火映红了的灶台，看上去
总是那么协调。

从小到大，我不知道在村里
吃了多少回流水席。我现在还
记得那时跟小伙伴们围着木柱
子追逐的情景；还记得雨天时，
眼巴巴地看着雨水断珠似地从
青黛色的屋檐滴落的情景；还记
得冬天时，长辈们在天井里准备
着菜肴，嘴巴里一阵一阵冒着白
汽的情景；还记得胡子花白的胖
伯伯，搭着汗巾，操着大锅铲，在
乌黑的、直径有一米的铁锅里来
回翻炒的情景……

开锅前有一件事必不可少，
那就是写对联、贴红纸。通常由
主人家向村里能写毛笔字的老
人家讨几副对联，家里、祠堂的
大门上都得贴上。此外，还要在
靠着灶台的墙壁上贴上一张四
方红纸。开席前有一个仪式，主
家人会在宗祠门前摆出方桌，恭
恭敬敬地摆上香炉和宴席的各
种菜肴，祭过天地，再拜祖先，祈
求一切顺利，最后爆竹一响，宴
席才正式开始。

流水席的入席顺序和宾客

的座次也很有讲究。第一轮的
宴席，先招呼外家的亲友，重要
的客人被热情地邀请到正堂里
的“上位”，那时谁不小心错坐了

“上位”，是会被长辈批评的。
前来赴宴的客人，少不了

送贺礼。主人家笑脸相迎，热
情接待，赶紧吩咐身边亲友把
客人带进祠堂安排宴席座位的
同 时 ，也 会 给 客 人 回 一 份 礼 。
这 事 有 专 人 来 办 ，除 了 回 礼 ，
还会在桌上铺大红纸、摆好笔
墨，登记送礼人的名字及贺礼
明细。婚宴的回礼比较简单，
以糖果、花生、糖环、油角和饼
干为主，外包装自然都是喜庆
的红色。那时候的贺礼都以布
匹 为 主 ，差 不 多 开 席 的 时 候 ，
你就会看到祠堂的墙壁上用红
带子挂满了各种布匹。最后记
录送礼的那张大红纸也被张贴
在墙壁上。

流水席的菜肴，一般是九菜
一汤。原料都来自于本地农家，
厨师则是村里的“伙头”，在柴火
大铁锅里炮制而成，是原原本本
的农家风味。

通常荤菜有三种，叫做“碗
头”，以鸡、鸭、烧肉为主。那时
生活水平有限，“碗头”通常也只
是上面盖一层肉，下面以油炸花
生米“滥竽充数”。鸡基本都是
做成白切鸡，上桌的时候往上面
淋上一勺红葱头和酱油混成的
汁，美味就在眼前。

除了“碗头”，腌制的酸萝卜
是少不了的，“酸”与“孙”在广
州话里是谐音，寓意着“有孙”，
而且这道菜还必须要添菜，意为

“添孙”。除了酸萝卜，生菜也是
流水席上的常客，意为“生财”
吧。汤常是煮白切鸡的鸡汤加
上猪肚熬制而成。上桌的时候，
加上白灼的腐竹，撒一把葱段，
热气腾腾地端上来，足劲的胡椒
味狠狠地刺激着味蕾。

若是弥月宴，上桌的还有一
盘红鸡蛋、一碟酸姜片，还有一
锅黄褐色的臭屁醋。整个祠堂
里就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臭
屁醋的味道。

席间觥筹交错，人声嘈杂，
其乐融融。亲友们有的在祠堂
外帮忙招呼客人，有的帮忙端
菜、添菜、分饮料。吃完一桌，便
有人有条不紊地收拾停当，又铺
一桌，直到所有人都吃完为止。

到宴席结束，烧一串爆竹，
已是灯火阑珊。

我是一名自考生。通过自
学考试改变了人生路，我因此也
变得更加自信。

高中时，我偏科非常严重，
数学和政治搞得我心烦意乱。
即便拿手的英语每回都能成绩
全班第一，也压不住我心头的焦
虑。记得当年有个委培生政策，
上大学可以自己出高额学费，毕
业时，就能按照委培协议，定向
分配。我的高考分数没上大本
线，但远远高于委培分数线，因
内心总感觉当个委培生会低人
一等，所以我不听父母的劝说，
坚决不当委培生，最终放弃了大
学学业，匆匆踏入社会。

我将就着找了个临时工作，
开始迷茫度日。当时我的感觉
就是，有文凭的人不一定多成

功，但没有文凭就是成功路上开
了个豁口，人生再圆满，也会有
缺憾。我最终决定，去参加自学
考试，弥补遗憾。

我报的是安徽大学法律专业
专科段，总共 14门课。那时，考
试还是一年两次，4 月和 10 月。
考试当天去考点，车上总会遇见
几个不像学生样子的年长的读书
人，手拿课本，念念有词。偷瞄一
眼那手中书，我便哑然失笑——
都是自考路上的同道中人。

刚开始时，我保留着在校时
的学习习惯，制订学习计划、划
重点、做笔记，原计划的两年时
间，我顺利地过了一多半。可紧
跟着谈恋爱、结婚，我的节奏明
显慢了下来。一门《普通逻辑》，
我考了三次，到最后一次，拿起

书来，心里都有阴影了。如果分
数太低，我也死心，可前两次都
是离及格仅一两分之差。那种
跌倒在门槛边的痛苦与懊悔，真
是无法用语言表达。

有了孩子以后，我的精力明
显下降，这自考每次最多只敢报两
门。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等孩
子睡觉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
还得坚持温书。吃过晚饭，等孩子
睡意上来，我就把他放进摇篮里，
一根布带一头拴在摇篮上，一头牵
在我手上，我一边看书，一边拉动
布带晃着摇篮。孩子仿佛知道妈
妈辛苦，竟乖得很，很快就睡着了
——此种方式，我后来告诉了好几
位参加自考的宝妈，屡试不爽。

自学考试，全凭自觉。要自
己理解专业内容，自己做课后笔

记。没有复习资料，没有辅导
班。但我的自觉性并不高，每次
报完名，总会将书束之高阁一段
时间，反正还有“明天”。所以，
这大专14门课，我最后用了五年
时间才考完。

拿到专科文凭时，我内心并
没有太多兴奋，那时国家开始重
视高等教育，扩大招生，全日制
本科大军已经涌入社会。在差
距面前，我又开始了本科段的自
考学习，还是安徽大学法律专
业，13门课。可当我好不容易一
年年熬完了 8门课时，终于扛不
住了，最终还是放弃。

如今我仍将当初的一门门
单科合格证放在抽屉里，每每看
到，心中仍有懊悔——再咬咬牙
坚持一下，该多好。因为我发现

国家对包括自考生在内的非全
日制毕业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
是相同待遇，我凭着通过自己努
力取得的自考专科学历，参加了
好几项人事招考，让自己的人生
选择宽泛许多，也改善许多。这
极大地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因为坚持自考那些年的艰
辛，我现在对身边的那些自考生
都会高看一眼——能拿到这个
学历的人，肯定都是做事态度端
正，执行力强的人，他们会归纳
总结，理解能力也尤其棒。

今年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制度建立 40周年。每当别人问
我毕业于哪个学校时，我总会响
亮地说：“安徽大学，自考大专。”
是自学考试的含金量，让我有了
自豪的底气。

自考苦与乐 □周芳

祠堂里的流水席
□邝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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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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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广东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 44

举案齐眉，携手百年
男主外，女主内，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夫妻恩爱连百年。

□月 同

姓名：黄柏潮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20年9月
民族：汉族
户口登记地：江门鹤山市沙坪街道
受教育程度：小学
是否识字：是
探访日期：2020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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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
冰河入梦来。”陆游的诗，是屯
堡人最好的写照。

贵州屯堡文化源于明初
朱元璋的调北征南事件。当
年朱元璋御笔一挥，几十万大
军的命运从此改写——他们
带着家眷安居边疆，天下太平
时是农耕良民，战事起时是护
疆勇士，由此便诞生了特别的
屯堡文化。

初入村就见小河萦绕，小
桥如画，脚下的路像地下河
一般回环曲折。这座村落，
就是一座不动声色的“八卦
阵”啊。

屯堡的村居有点像客家
土楼，有很强的防御性。墙和
瓦都是石头和石片砌成，饱经
沧桑，却依然坚固异常。石头
形状扁长，如同书页，自下而
上地层层堆叠，中间用泥沙填
补，形成千奇百怪的天然形
状。向外的墙上都有洞孔，据
说是为了便于射箭。密密匝
匝的屋瓦鳞次栉比，如同草席
上的波纹一般在天空下连成
一片。房顶都很平坦，人在上
面如履平地，说是便于各户相
互呼应。远看，高高的望楼拔
地而起，上面的屋顶就像书生
的方巾。或许他们正是用这
种方式来表达对曾经“衣冠风
流”的追溯与缅怀吧。

屯堡村民爱穿传统服饰，
无论是头饰，还是腰带、鞋子，
都带有明显的明代特征，风格
鲜明。布料以青蓝黑为主色，
镶黑色绣花的边，精致不让江
南的绣罗衣裳。服饰设计也
带着很强的防御性：袖子短而
宽，便于手脚活动；头上的簪
子，就是一把称心的小匕首；
绣得如诗如画的鞋子，样子像
一艘潜艇，尖上竟装有钢针。

屯堡里的家具繁琐、富
丽，丝毫不逊江南朱门。我见
到一架五扇木屏风：最上方是
山形镂空木雕，雕着虬劲、盘
旋缠绕的梅枝跟绽开的花朵；
中间是云形，两边是扇形的浮
雕，贝壳、玉石镶嵌出清雅的
图案；下面五扇屏风主体，中
间是松树和牡丹，俯仰生姿，

两边各是菊兰梅竹和四季风
景，都是贝壳、玉石一点点镶
嵌成的，色彩和谐又异常精
致。我正久久凝视，以为是件

“传家宝”，导游笑说：“这只是
仿制品，足足花了匠师们三年
时间。”

当地还有一种特色文化
——地戏，又叫“跳神”。其地
位有点像广府的粤剧、潮汕的
潮剧。跟屯堡军人祖先有着密
切关系的是，地戏从来不演才
子佳人，不演滑稽喜剧，不演
文戏，它演的是武戏，诸如《三
英战吕布》《岳雷扫北》《岳飞
传》等叱咤风云的题材。或许
是在通过演戏来使武事不荒
疏，在潜移默化中起着教化作
用？地戏也是取悦神明，祈求
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的戏，演
戏的都要戴面具，以喜庆的形
式表达一种人神有别的敬畏。

我 对 地 戏 面 具 颇 有 兴
趣 。 它 们 都 是 用 丁 香 木 或
是白杨木雕成，有镂空、浅
浮雕等技法，颜色多变，富
丽堂皇，大多神情英武。用
的 时 候 ，面 具 还 要“ 开
光 ”—— 由 雕 匠 主 持 仪 式 ，
把面具置于神龛上，用鸡血
滴在面具上，即为完成。我
特意去看了一场地戏《三英
战吕布》，让人眼花缭乱的
武 打 中 夹 杂 着 高 亢 悲 凉 的
歌啸，一场群雄逐鹿的征战
似乎活生生就在眼前。

几许桑梓情未忘 □范鑫棠

风雨不改安心茶 □耿艳菊

沙坪街道的黄柏潮老人今年正
好满 100 岁。他还是位有着 63 年
党龄的资深党员。见到他时，他戴
着顶毛茸茸的帽子，坐在宽敞的客
厅里笑得正欢，看上去耳聪目明，精
神很好。招呼我们坐下后，他的儿
子也过来了。

这是老人的二儿子，也有60多
岁了。他们一共四兄妹，现在主要
是他在照顾父亲。他说父亲以前
是搞乡镇企业的，还当过厂长。年
轻时爱喝酒，现在戒了，很爱运动，
每天会早早起床去游泳，游完了天
才刚开始亮，但现在因为腿脚不太
好，不好下楼，所以只能在家里走
走。偶尔精神还有点恍惚，不过影
响不大。

老人听到游泳，眼角闪过一丝
黯淡：“我以前很会游泳呢。但游泳
游多了，现在耳朵不太好了。”

我夸老人看上去很年轻，不像
一百岁，他立刻自豪地回答：“吃饭
一定要注意。”他儿子说：“父亲以前
都吃米饭的，但现在没牙齿了，吃的
主食就偏软糯一些。”他儿子继续
说，“我妈妈其实也是过一百岁的人
了，只不过以前登记身份证的时候
把她写小了。”

可惜我们没见到他母亲，说
是 老 人 家 之 前 去 跳 舞 时 扭 到 了
腰，现在仍在卧床休息，不便走
动，所以没出来。不过我们了解
到，黄夫人是位很能干的女士，知
书达理，而且烧得一手好菜，是个
名副其实的持家能手。黄老能安
心在外工作，也是因为有夫人把
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夫妻俩一
直互相照顾，风雨同舟，相濡以
沫。如今二人更是携手赴百岁，
举案齐眉，情深意厚。

墙和瓦都是石头层层堆叠而成

高高的望楼，屋顶就像书生的方巾

屯堡文化之地戏面具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146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363558元
中奖基本号码：17 02 16 08 18 23 特别号码：07

好彩36投注总金额：492924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金额（元）
31186
461738

中奖注数
186
454

单注奖金（元）
84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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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5
154
2935

0
0

11085
22500
15400
29350

2217
500
100
1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3743212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1 第2021146期

投注总金额：429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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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马 春 东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18906

7008

1962

1616

5991

107

334

660

46

15

5

5

3D 第2021146期

中奖号码 8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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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946
420
0
82
10
0
6
0
0
0
0
62

本期投注总额：2098282元；
本期中奖总额：1133440元；
奖池资金余额：1722269元。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37

983840
145320

0
820
1040
0

126
0
0
0
0

2294

开奖时间：2021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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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0408.0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86078628.24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排列5 第21146期

排列3 9 0 1

排列5 9 0 1 4 8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9205914 1277294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7051

0

17165

57

本省
中奖
注数

249

0

563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3638170

超级大乐透

前区号码 后区号码

第21063期

全国销售量(超级大乐透)：320996162元

500754392.0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一等奖

二等奖

本期中奖情况

09 05 14 30 29 0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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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77119

751

1388

30081

32362

71445

985176

9083589

10000

3000

300

200

100

15

5

7510000

4164000

9024300

6472400

7144500

14777640

45417945

基本

追加

260

109

39778

31822

10342280

3468598

基本

追加

9

4

6029136

4823308

54262224

19293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