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橙黄橘绿>>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橙黄橘绿>>

13位ISBN编号：9787548602798

10位ISBN编号：7548602790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学林出版社

作者：于英辉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橙黄橘绿>>

前言

　　人生是个古老的、重复的、永恒的话题，因人而异各具特色。
一如大树上的叶子，外形相似却没有任何两片完全相同。
我的人生履历可谓丰富多彩：工农兵学商五行俱全，而且还客串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的角色，生
活的砥砺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五洲四洋虽未悉数涉足，但走南闯北也经历过无数名山大川，人在旅
途自然多了见多识广的一份喜悦或悲怆。
久而久之，便有了一些见闻或感悟见诸于月刊周报，以及随手写就的日记。
为此有亲朋建言——写本书吧，为自己，为友人，也为自己的亲属和后辈。
　　我亦有此意久矣，但在职期间实在无此闲暇。
虽然有不少事物是穷于应付，但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容不得你“不务正业”。
只有在前年退休后，才有了静下心来，抒发闲情逸致的机会，来潜心回忆并提笔撰写那些动人的人生
精彩篇章。
　　写作说来容易成却艰辛，这是为数众多的如我一般的业余作者的普遍感受。
究其缘由，便能发现为文不仅仅是一种词藻方面的排列，更是一种感情和思想的喷薄。
尽管你有足够多的素材，也掌握了一些行文断句的技巧，但如果没有激情、没有感动，还是写不出一
些像样的文字。
这就像一座正在沉睡的火山，要么千年万年才能喷发一次，要么长时间地怀抱岩浆，保持沉默。
大多数火山喷发的诱因，取决于地表的物理变化和地下涌动的热情。
一篇美文的问世，则主要决定于作者的感情与功力。
按理说，我曾经三登泰山、三上五台，应该留下些许篇幅，但遗憾的是只言片语皆无；上下黄山天都
峰后累得腰酸背痛，晚上却趴在床铺上写下了一篇激情四溢的日记。
之所以产生这种南橘北枳的效果，并非是水土之异，因为泰山之雄、五台之幽还是鲜有名山与之比肩
的。
用写作的专用术语来表达，就是有没有“灵感”。
　　写不出来时我不会去硬写，不干“才不遗强思之、力不胜强举之”的事，而是选择暂时放弃。
但对逝去的岁月从来没有放弃过回忆，因为那毕竟是自己谱写或聆听过的人生音符。
往者已矣，尚有记忆，仍能为之一恸一笑的怀旧，更显得真挚而珍贵。
生命的轨迹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回避回忆，抹掉记忆，则往往失去纵向的对比，更容易将目光投向
充满诱惑的眼前或将脚步移向陈腐的陷阱。
回忆得多了，倒是常常能酝酿出无心插柳的效果，流溢出一篇篇激情进发的别样文章。
《橙黄橘绿》中的拙作，大多是这种当时灵光一现或事后回忆时溅出了思想火花的成品或半成品。
　　我是从“人之初”开始回忆，开始写起的。
共和国诞生前一年，我出生于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
此时，没见面的父亲即将西渡黄河，辗转于挥师远征的征途上。
我在家乡长到十岁，便随着祖父母西出阳关，寻找已经铸剑为犁、脱却戎装的父辈。
头一次离开平原，头一次坐汽车火车，沿途的一切均在小小的脑袋里形成定格。
记忆最深刻的是穿行秦岭，隔着西去列车的窗口，看山岭之中一树树落光叶子、如一个个小红灯笼般
悬挂于枝头的甜柿。
那时兰新铁路尚未铺轨到新疆，我们在甘肃境内的柳园段下车，然后坐汽车昼夜兼程到达新疆东大门
哈密县城。
其后又坐汽车走走停停，约莫半个月后才抵达南疆的尉犁县。
在天山南麓的孔雀河边，留下了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稚嫩脚印，于是便有了充满儿时糗事的开篇—
—《孔雀河畔忆童年》和《甜甜的杏儿》。
　　如果不是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和同班的四十七个同窗大概均能在翌年修完高中
学业，毕业于新疆巴州二中。
随着突如其来的以“造反有理”为中心的大批判运动的深入发展，校园从此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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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可闻的是响彻云天的革命口号。
紧接其后的是满街戴红袖章的青少年学生，坐车不要票吃饭不要钱的红卫兵大串联很快风靡全国。
没有任何一个中学生会无动于衷，十六七岁的年龄正是激情荷尔蒙上蹿下跳的花季。
我和三位高中男同学组成了一个串联小分队，起名“风雷”，以徒步的方式从哈密出发，试图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感受昔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荣誉。
谁知步行一个多月后抵达西北重地兰州时，看到了国务院停止大串联的公告。
没能徒步到达北京虽说有些遗憾，但其中的“敦煌缘”和《攀越嘉峪关》经历，成了人生不能忘怀的
故事。
　　红卫兵起初像搏击风雨的海燕，发展到后来，红卫兵的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陷入了既不能
升学又不能就业的窘境。
等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声令下，革命之初的弄潮儿立马成了“再教育”的对象。
历史就这样和这一代人开了个玩笑，让他们成了中国文化知识断层的一代，也成为青春期最长的一代
“知青”。
我觉得，其中不少前途无量的青少年，就是被这种野蛮、愚昧的运动无情阉割了的《栗色小儿马》。
　　我下乡务农不足两年就参军入伍了，这在当年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儿。
我非常怀念在天山戍守的六个年头，怀念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战友们。
这里最初虽然也有“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极左程式，也有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
的纷争，但绝没有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的卑鄙伎俩。
人的思想没有太多的束缚，可以尽享畅所欲言的欢乐。
第二辑名为《戎马关山北》，写得多是军营男子汉的训练与生活。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国防军序列，驻守于天山一隅。
哨卡如撒豆般沿山谷布防，依山傍水或隐蔽于半山腰处。
战友们执行站岗巡逻、防空防特的任务，日夜守卫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战备物资。
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我们见得最多的是天上的云。
万籁俱寂的沉沉深夜，则是满天的星斗和昼伏夜出的野兽。
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严酷锻炼了体魄、磨炼了意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陶冶了情操，铸造
了性格。
部队确实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校，戎马倥偬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或平凡或美好或严峻的日子，
成为我人生中的重要转折。
在丛山峻岭中最难耐的是寂寞，看一场反复放映的“老三片”电影也快乐得如同过年。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虽然艰辛如此，却很少有人表现出“凭轩涕泗”的软弱。
　　七十年代中期我从部队退役，带着特定的招工指标，进入国防工办辖属的一座兵工厂，因而又有
幸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但“好景”不长，三个月后便被再分配，去了职工子女中学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愿干这种苦差事——学生们动辄“反潮流”不说，工资待遇也略逊于同类型技工。
厂政治处也怕我推三却四，不但特批了月标准38斤的体育教师粮食定量，而且还“操纵”选举让我成
了学校党支部的副书记。
鉴于在部队子女学校任教的一段履历，我对当教师并不反感，倒认为是命运的又一次眷顾，因为我不
相信知识会无限期的贬值。
后来的人生证明这一步走对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几年的教学实践让我受益匪浅。
不但拥有了一批感情笃深的弟子，还为后来冲击高等学府蓄积了应有的能量。
细细想来，八十年代初期能以优良成绩考入大学，“老三届”的底蕴和“传道授业”的积累，无疑是
我迈进更高门槛的成功秘诀。
　　人到中年时我离开乌鲁木齐到了上海，前因后果在《东进上海序曲》中已叙述详尽。
屈指算来在新疆的日子已有三十七个年头，有道是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
辗转反侧，彻夜难以成眠。
调往上海纯属偶然，那是因了上海市政府人性化的知青子女回沪政策，我至今也说不清是沾了女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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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还是受了她的拖累。
我的儿童、少年、青年乃至中年时代全在新疆度过，同陌生的维吾尔人打交道时一句“新疆力克曼”
（维语：我是新疆人），立刻就能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三十多年来我走遍了新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里不但有雄浑的大漠和充满生机的绿洲，还
有我的亲人、同事、学生以及可以称为“刎颈之交”的朋友。
离别时“潸然乃至于泣下”绝不是什么矫情，乃是感情自然宣泄的必然结果。
新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对它的感情却远远超过了属于籍贯的华北平原。
《橙黄橘绿》中的第一个专辑，写的全是新疆的风光和人物，将其标题定为“月是故乡明”，便是我
对巍巍天山、至爱亲朋的深沉情思和永久怀念。
　　东进上海是我所迈出的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步，它影响了后来的事业、生活乃至归宿。
上海不但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且是一座“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魅力之城。
我的生活因此多了吴歌越调的韵味，有了“能不忆江南”的情思，也有了以申城为圆心、名为“南方
有嘉木”的创作素材。
在上海人民银行工作期间，因金融交流与建设现代化货币处理中心的需要，以及休闲方式的观光旅游
，我有了三赴北美、三到欧洲、两去日本、顺道东南亚等出国履历。
在异国他乡跋涉或归国后的日子，便又有了新奇的感受和回味，并将这种回忆渗入了笔墨之中，于是
也就有了纪实性的散文集——“异乡为异客”的整理与构思。
　　我从小学时就喜欢胡乱堆砌词句，因此也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但儿时的虚荣心往往会由此膨胀，发展到以此逞能而不知天高地厚。
四年级尝试拼凑儿歌，上过学校的黑板报；小学毕业那年学写小说，瞎编了一个少年用弹弓打死一只
大灰狼的故事，用铅笔写在几张白纸上就投寄了《儿童文学》，结果自然是进了废纸篓；升入高中以
后，被班主任提名为班级文科课代表，虽不在“行政领导”序列，好歹也算个“技术干部”。
有道是在位谋政，写作文时自然要在咬文嚼字上多下些功夫。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人尽其才”，不但负责编写油印小报，而且还以“反修兵”为笔名，在地方
大报上连篇累牍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那些文字，幼稚可笑到足以令人喷饭。
二十岁以后先下乡后入伍，爱好写字早已因习惯成自然，而且艺不高胆却大，或人或事，均敢妄发议
论。
我把自己写的东西记在一个专门的日记簿上，命名为“学斧篇”。
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号呢？
原因还要回溯到几年前在长江边上所见到的一个坟丘，据说那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衣冠冢。
那地方叫采石矶，站在拔江而起、危矾如削的峭壁上，可以看到“涛似连山喷雪来”的横江壮观波浪
。
据传李白酒醉后在此跳江捞月，骑鲸升天。
有人至此自然为缅怀诗仙，免不了也写点儿诗词。
有位叫梅之涣的人看不惯，便写诗一首进行讥讽。
诗云：“采石矶旁一杯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耍大斧。
”班门弄斧的成语据说由此而来。
我觉得这首诗太霸道，敢在鲁班门前耍斧头的谅来也并非等闲之辈。
我等后生不是不敢弄斧班门，而是费尽心思也找不到鲁班。
如果一旦找到了，在鲁班门前学学斧锯锛凿的木工手艺总是可以的吧？
故名其为“学斧篇”。
当然此时人也成熟了不少，为避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文字狱，过激的内容随写随丢，只
是图一时之快借以宣泄情感，故尔保留下来的极少。
好在十年动乱终于结束，文学文艺不再受“三突出”的桎梏，于是才积极尝试文学写作，有了一篇写
部队生活的散文——发表在文学季刊《边塞》上长达一万多字的《狩猎日记》。
　　尔后的散文均出在人民银行供职期间，也有不少篇幅是从人民银行退休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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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自己比作一只小船，中国人民银行就是我碇泊的港湾，四十年的工作履历中有近三十年是在人
民银行抛锚，对它的感激之情是一言难尽的。
十分巧合的是，三十年的经历可以平均一分为二：一半时间在新疆、一半时间在上海。
在人民银行期间我先后从事过计划信贷、调研统计、金融研究、货币发行等业务，担任过科长、处长
、副行长、副主任等行政职务，忙碌且快乐着。
遗憾的是这个期间不敢“不务正业”：一来是散文历来讲求“形散而神不散”，不是信手就能拈来的
东西，需要搜索枯肠式的付出；二来局限于文山会海的环境，难以凝聚起写作时所需的那种野云孤鹤
般的襟怀，进入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审美境地。
没有文艺随笔却写下了经济金融方面的诸多文章，纯属“正业”而非旁门左道，这些文字尔后派上用
场可谓名利双收。
不但是获评高级技术职称的硬件，而且有润笔的酬劳。
如果将这些文章编辑成书，恐怕也有半块砖头厚。
因此又有人建议我出一本论文专集，但被我一口否决了。
别说读者，连我读起这些文字来也味同嚼蜡，因为其中多是鲜有真知灼见的官样文章。
　　同经济论文不同，我的每篇散文几乎全是“呕心沥血”之作。
用这个成语绝非拔高自己，而是自惭并没有多少写作才干却去自找苦吃，不自量力。
我写点儿东西首先靠热情，但热情的程度却不一定同获得的成果成正比。
文者，纹也，花纹交错才成文章，古人所说文无定法、行云流水就是此意。
散文方家说起“文章五诀”高屋建瓴，概括起来就是形、事、情、理、典五个要素，既状物、叙事、
抒情、说理、综合手法的结合运用。
只有等到写起文章之后，才知道自己也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个人固有的那点悟性和才华，原不过是
文学汪洋中的一个泡沫。
立意、命题、结构、语句、章节、段落、开头、收尾，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能够一蹴而就，写作中的辛
苦自不待言。
仅收集有关资料，挖空心思谋篇布局一项，就不知消耗了我多少精力；冥思苦想茶饭不思，独坐陋室
如雕塑一般寂然。
以至后来都有些后悔——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试想，一个在中学时代仅仅写出了几篇豆腐块儿文章的主儿，一个退休后本应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
人，却忘乎所以地去搞写作，去搞什么朝花夕拾，这难度未免有点儿太大。
但写作又是苦中作乐、极富挑战的身心活动，特别是在人生已进入“夕阳无限好”的季节。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
一旦年逾花甲，两万多个日日夜夜就已抛在身后，寸阴是兢，老来更当珍惜。
但大可不必去为天色将晚而惋惜，黄昏毕竟是一种壮美，承认不承认、欣赏不欣赏都是一种客观存在
。
我很喜欢叶剑英元帅“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诗句，那是一种积极向上，乐观自信的
崇高境界的升华。
反之，如果一个人在步入老年时便只剩下惜步如金的清闲，甚至连足资回忆之处都没有，那可真是一
种悲哀。
真感谢我能在自己感觉还不太老的年代里退休，让我多了些时间，多了些活动，多了些思考，多了些
回味，多了些闲暇，多了些享受，可以保持一种纯净的心情去回溯、来动笔了。
人无法不老，有所冀望的是能够老有所思，老有所悟。
无论甜蜜还是苦涩的回忆，写来读罢能感到冥思后的放松或苍老后的年轻。
让我惊喜的是不论是仰望星空还是俯瞰大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许多人生感动就会从胸中涌荡出
来。
我这人看来是性情中人，回忆有些往事竟然热泪盈眶，写出一个个篇章后连自己也钟情于这些文字。
就此搁笔也是不太可能了，这正如登泰山时已到了十八盘且远远望见了高耸的南天门，即使再乏再累
也难以放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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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子《劝学》篇中有段寓意鲜明的说教：“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我也许就是那匹驽马，凭着一股韧劲，终于将写作的拖车拉进了正道，成就了《橙黄橘绿》这本记录
人生的散文集锦。
　　有个朋友对《橙黄橘绿》的书名持有异议，认为缺少磅礴大气。
在这位老兄看来，以我走南闯北、西进东迁的人生波澜，书名似乎应有“八千里路云和月”般的壮阔
。
我挺欣赏苏东坡赠友人的一首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
橘绿时。
”写的是秋景，前两句是花木凋零的肃杀，后两句笔锋一转，却是一幅曾经拥有过的橙黄橘绿硕果图
。
文学的价值在于揭示生活中的美，美的内容一般分为三类，即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
怎样在文中表达美感、以期共鸣呢？
散文的要求是找出有个性的事物、人物特征，攻其要点，做出深入细致的刻画。
如古诗中写美女，出现较多的是明眸秋波，以眼睛为焦点进行传神，立马就让好逑的君子们趋之若骛
。
之所以用《橙黄橘绿》作为书名，主要是它展现了生活中积极和富有生气的那一面，可以为人带来更
多的激情与遐想，展现散文应具备的意境美和哲理美。
母庸讳言，我们这一代人有着前无古人或许后无来者的运乖多蹇。
除了正长身体的时候遭遇自然灾害忍饥挨饿外，还遭遇了“三下”的厄运：学知识时碰上“大革文化
”命，被迫“下课”；要工作时本没学到多少知识，却偏要充作有知识的人上山“下乡”；改革开放
的大潮袭来时又逢大浪淘沙，被砸碎铁饭碗不得不退职“下岗”。
即便如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没有抱怨宿命。
岁月无声，人生有痕，不能简单地说“青春无悔”，在该上学的年龄段上不了学难道不是这代人最大
的遗憾？
不抱怨是因为那是特定时代的特定历史，怨天尤人不但招致人嫌，还可能使己悲观，让人颓废。
作家陆星儿说过，生活从来不会平等待人，于是才有了各式各样的命运，才有了人同命运斗争的可歌
可泣的故事。
我感谢命运，它让我在不平坦的路途上和近乎灾难的逆境中学会了冷静与思索，让我变得足够坚强与
豁达。
当然，那段生活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如挂在苍穹的皎洁明月，月亮离我们越远，看上去就越是趋于完
美。
因此，我虽然在不少篇幅中描写了多样的生活侧面，已少有哀怨与惆怅，许多意绪都化为了田园牧歌
，向社会展示了美好的那一面。
《橙黄橘绿》不仅仅是可供鉴赏的自然景色，也是可供品尝的秋圃佳果。
在当前这个有着浮华与喧嚣、金钱与物欲的年代，但愿它能够成为如线如缕的清泉，给自己和喜欢它
的读者以不尽的润泽。
 《橙黄橘绿》搁笔后长吁一口气，虽然是自讨苦吃，但毕竟有了一个满意的结局。
文章系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挑战了自我也快乐了自己，目的、初衷也就达到了。
人老了当然不想成为什么作家，只不过想给自己、亲友、后人和社会有个交代，因为翻阅它时就像翻
检自己的人生。
文集当然也说不上好，凡人琐事难登大雅之堂，但自己确实也喜欢。
这也许应了北方农民的一段俗话：黄鼠狼的儿子是香的，刺猬的儿子是光的，一畦萝卜一畦菜，自己
养的自己爱。
就算是生了个丑儿子吧，也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产物，更何况是“老来得子”呢。
我知道从为文的角度而言语句尚欠精炼，纪事稍嫌繁琐，部分情节过于拖沓冗长，所使用的某些词语
还值得推敲等。
特别是有些个事儿过去得有些年月了，回忆起来挂一漏万不说，不知道有没有张冠李戴而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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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毕竟是尘封的记忆，即使拂去了时间的尘埃，能否让其自然而贴切地在文章中复活尚待验证。
有些篇幅也用不着文过饰非，有点儿像家庭支出的流水账，我是在尽将这些琐事凡人变成铅字的义务
。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变成文字即使没人为你的集子“雅正”，也应该有去歌厅唱卡拉OK的勇气与自
信：别怕人说你五音不全，敢于吼一嗓子的爷们儿有几个不是自娱自乐？
如果不想独坐一隅当听客就大胆上台吧，只要抓起话筒你就是歌手。
 于是眼睛一闭：由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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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橙黄橘绿》文章系有感而发，直抒胸臆，挑战了自我也快乐了自己。
《橙黄橘绿》的作者在生活中找出有个性的事物、人物特征，攻其要点，做出深入细致的刻画，展现
了生活中积极和富有生气的那一面，可以为人带来更多的激情与遐想，展现散文应具备的意境美和哲
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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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辑 月是故乡明孔雀河畔忆童年甜甜的杏儿人生骀荡叹少年天鹅湖随笔我挺怀念那只狼葡萄
沟对白撷芳心香一缕奠孙伯我家有女初长成喀纳斯野游记第二辑 戎马关山北多事之秋敦煌缘攀越嘉峪
关忆呵，栗色小儿马戴眼镜的机枪手狩猎日记怀念战友今生有缘为人师第三辑 南方有嘉木风涤翠筱东
进上海序曲货币发行三章乌镇二则游武夷山记并诗古徽州掠影雪域高原走笔第四辑 异乡为异客东瀛札
记家乡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东瀛札记之一古岛、西岛先生别来无恙——东瀛札记之二两旬日语单词
的妙用——东瀛札记之三人生识字忧患始——东瀛札记之四美国印象“红太阳”的曾经理与“三家村"
的刘老板——美国印象之一拉斯维加斯一夜——美国印象之二 74从斯蒂文的“邀礼单"所想到的——
美国印象之三绝版夏威夷——美国印象之四欧洲速写因特拉肯的尴尬——欧洲速写之一威尼斯一日—
—欧洲速写之二罗马漫步——欧洲速写之三神圣光环下的辉煌——欧洲速写之四德国三记——欧洲速
写之五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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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雀河畔忆童年　　孔雀河冲出烟波浩淼的博斯腾湖，穿过两岸连山的铁门关峡谷，带着诗一般
的柔情拥抱了库尔勒市。
又逶迤前行到尉犁县后，便谜一般地消逝在罗布泊的浩瀚戈壁里。
我喜欢在孔雀河岸边散步，因为这里留有我孩提时代印下的小小脚印；喜欢听孔雀河水哗哗流淌的声
音，因为那是我童年时代的欢乐交响曲。
　　春 钓　　孔雀河初春的早晨是静谧的。
熹微划破黎明前的灰色帷幕，乳白色的雾霭飘散着，犹如蝉翼般的轻纱，在河面上袅袅浮动。
我和小伙伴们三三两两，揉着惺松的睡眼赶来了。
在河岸上选好位置后，便将长长的钓鱼线抛进河里。
河面像缓缓飘动的绿色缎带，在朝阳下泛起层层银波，犹如无数片鱼鳞在闪动。
孔雀河里鱼儿种类很多，既有土生土长的大头鱼、尖嘴鱼，也有来自博斯腾湖放养的草鱼、鲫鱼等。
我们钓鱼不用长短杆，也不用鹅毛浮漂一类的玩艺儿。
鱼线那时也很原始，大抵是奶奶、妈妈们纳鞋底的线绳吧。
鱼饵就地取材，捉几只蝼蛄，挖一窝蛴螬就够了。
河岸边生长着许多桑树，春夏时节用白色、紫色的桑椹为饵，草鱼、鲤鱼特别喜欢吃。
鱼钩挂上饵后会顺流下行使鱼线绷直，此时就全凭手感来体验鱼儿咬钩的程度了。
鱼儿一般都不太傻，吃食时总是先小心地试探，轻轻地将饵咬住拉一下便吐口，鱼线也就半寸、一寸
的向河里延伸。
此时切不可轻举妄动，只有待到鱼线倏地被拉出近半尺长时，才可猛地一拉，鱼儿就挂在钩上了。
如果手中的鱼线感觉松弛且露出水面的一小段呈现弧度，则是鱼儿逆流而上来咬钩，迅速收线必有收
获。
一般每个早晨钓上三五条是不成问题的，且每条的长度几乎都有半尺。
当然也有收效甚微的时候——鱼儿不咬钩或者咬钩者多是两三寸的小毛鱼。
于是我们便收起鱼线走下堤坝，结伴儿到岸边生产队或农户的园圃里拈花惹草。
园内含烟蓄翠，一派春媚。
绯红的杏花、娇艳的桃花、洁白的梨花竞相绽放，与浅绿的柳枝相映成衬，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早春图
画。
地上的小草刚刚露头儿，嫩嫩的带点儿鹅黄。
苜蓿是人们早春的爱物，也是刚刚拱出土，在黄绿相间的地表面成为突兀泛紫的小芽苞。
我们到园子里主要是来采苜蓿的，用手掐或用小刀剜，半个时辰就可以采满一手帕，带回家中可以做
为炒鸡蛋、做汤揪片儿的上佳时蔬，鲜味妙不可言。
但好景自然不长，苜蓿出土十天后就再也没有多少食用价值了，待到不断分蘖长叶，开出蓝紫色花的
时候，便成了牛羊马驴的上等饲草。
　　河岸边还有许多沙枣树。
大人们往往在沙枣花开后才来河边钓鱼。
沙枣花开的时候要比桃杏花晚半个多月，盛花期也较长。
它的花朵虽然只有米粒般大小，但金黄的色彩十分耀眼。
如再折上一枝插入家中便立刻异香满室，浓郁不输江南茉莉或三秋桂子。
大人钓鱼同样不用渔杆，也是将长长的线绳扔进河里。
最惊心动魄的钓鱼叫做“钓老虎”，所谓“老虎”，实际上是一种新疆大头鱼，体型硕大性情凶猛。
这种鱼产自开都河，进入博斯腾湖后蓄势成长，一口可以吞食一只在湖面上游动的野鸭。
然后顺流而下进入孔雀河，自然而然就成了河中的巨无霸。
后来上大学时，偶然看到了清朝大学者纪晓岚谪放新疆时所写的一首诗，开头便是“凯渡河鱼八尺长
，分明风味似鲟鳇”的佳句，方知这种鱼的味道竟然如此鲜美。
“钓老虎’’的鱼钩是铁匠铺专门锻打的，挂上饵后只有大鱼才可以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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饵料多是羊肝羊肺等五脏下水，鱼线是特别搓制的罗布麻绳，几乎同人的小手指一样粗细。
钓鱼时完全不用守株待兔式的等在河边，而是将鱼线的一头牢牢地拴在河岸边的柳树干上就走人。
因为可能十天半月也一无所获。
“老虎”如上钩了一般也难以逃脱，其在水里挣扎的力量常常让牵连它的树干簌簌抖动。
我曾看到一条吞了钩的“老虎”，那是居住在河岸边的回族小伙伴儿达文一家四口，像老公公拔萝卜
一般地从河里硬“拔”出来的。
将鱼鳃穿上麻绳后两人木棍上肩抬着走，鱼的尾巴还不时地扫着地面。
　　⋯⋯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橙黄橘绿>>

编辑推荐

　　《橙黄橘绿》是本记录人生的散文集锦。
本书内容丰富，取材作者的人生经历，有新疆的风光和人物，有纪实性的“异乡为异客”的整理与构
思，有“能不忆江南”的情思，也有以申城为圆心、名为“南方有嘉木”的创作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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