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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兰兴先生执教多年，却执迷于文字，多年来他笔耕不辍，令人敬佩，如今他的第三本集子《村
头地角》即将出版，嘱我作序，便欣然应允。
　　刘先生文学功底十分深厚，诚如冬生在《父亲给我颗长生果》一文中所述：&ldquo;父亲的文学功
底，我是知道的。
他很少看现代文章，案头堆满了我们看不懂的古籍，什么四书五经、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应有尽
有。
&rdquo;刘先生文字古朴，用词准确、简练；长期的乡村生活经历，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和情趣。
《村头地角》凡96篇，读来篇篇如同水墨小品，情景并茂，鸟语花香，既进放泥土芬芳，又蕴涵人文
风情。
长夏苦热，但读其文恰如轻风拂面，心生快意。
　　《春情》4篇，用白描手法，将谷雨时节，村上人家忙碌于春耕春种的情形描绘得十分自然贴切
。
文中婆媳之间的矛盾写得活灵活现，趣味十足。
《山村春晓》，开头便引人入胜。
刘先生借元曲作引子，短短数语便勾画出农家的繁忙与艰辛，接着又徐徐道来，写出了&ldquo;充满了
烟火、泥土和汗渍气息&rdquo;的&ldquo;别是一番情形&rdquo;的春晓。
刘先生在叙述时，并未高谈阔论，而是用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即用动植物人格化的方式来表达，使
文章的情境生意盎然，充满了俚趣。
如晨光中&ldquo;小母鸡们的颠狂&rdquo;、田地里&ldquo;麦儿们互相抚摸对方肚子，问怀得累不
累&rdquo;的调侃，都颇为生动。
本篇结尾也很有特点，用钓鱼人歌调唱出自己的情感。
清音悠长，令人回味。
　　刘先生多年来从事诗词创作，曾出版过《谷野南风&middot;诗词卷》。
这一优势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表现出来。
本书用诗歌结尾的篇章很多。
如《荷风片片》、《场头轻骂》、《军垦轶事&middot;惊梦》等，文不难乎结而难乎神，用诗歌关锁
，就使得文章气格不凡，情韵优美。
刘先生很在乎文章的结尾，除用诗歌关锁全文外，还辅以其他方式。
《春情&middot;雨后分畦》的结尾用的是双关语，弦外有音；《荒塘泪》的结句用的是抒情法；而《
获芦面前水茫茫》寥寥数语，则将人物心理细致入微地刻画于纸上。
　　本书冠以《村头地角》，便免不了要写人、写世态，其中不乏男欢女爱的故事，如《荷风片片》
、《海棠开过到蔷薇》、《畅畅心思》、《蔷薇熏衣香》、《芳心独苦》、《薅麦》等，都颇为生动
。
刘先生写男女恋爱有一原则：只写健康的情感。
他按自己的笔调，赞美男女双方追求自由幸福，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其他不健康婚姻形式
。
在刘先生看来，婚姻是个严肃的问题。
西谚有云：&ldquo;有妻与子的人已经向命运之神交了抵押品了。
&rdquo;你必须对他们负起责任来，否则，将受到命运之神的严厉惩罚。
刘先生写爱情的手法也颇具匠心，多讲究一个&ldquo;隔&rdquo;字，如《芳心独苦》，忆起小
妹&ldquo;落水&rdquo;弄态，&ldquo;小白拉她上了岸&rdquo;，小妹对小白含情脉脉，被远在池塘外棉
花地里的他见着，其中就有&ldquo;隔&rdquo;意。
还有《薅麦》，画面安排&ldquo;堂姐&rdquo;与其心仪的小郎远远相隔，朦朦胧胧，望也望不清楚，
通过这个&ldquo;隔&rdquo;字，把少女炙热的情感刻画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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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蔷薇熏衣香》，在&ldquo;乔娃&rdquo;与&ldquo;冯刚&rdquo;间又隔了一个&ldquo;庄霞&rdquo;
。
这种隔中有透、若隐若现的表现形式，其实就是一种美。
16世纪英国培根说过：&ldquo;美中最上就是图画所不能表现，初睹所不能见及者。
&rdquo;（《论美》）这话其实就是讲一个&ldquo;隔&rdquo;字，这与中国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一致
的。
如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中&ldquo;树将暖旭轻笼牖，花与香风并入帘&rdquo;，刘禹锡《陋室铭
》&ldquo;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rdquo;等，这其中的&ldquo;帘&rdquo;字都是讲究一个&ldquo;
隔&rdquo;字。
所谓距离产生美，诚哉斯言。
　　刘先生的散文不仅写得生动、老练，而且注重寓意，读后令人回味。
如《葵花是留有胡须的妇女》，文中把葵花比作另类妇女，是一个具有媚性、贱性、傲性，&ldquo;三
性&rdquo;十足的丑男人。
除此之外，他还把&ldquo;心实&rdquo;的鸡冠花、&ldquo;高雅&rdquo;的栀子花、&ldquo;色彩似
血&rdquo;的春桃花、&ldquo;清比幽兰&rdquo;的水仙花等花的特质，一一概括、勾勒出来。
名为写花，实则将花赋予人性，寓意自然，令人赞叹。
　　纵观本书，刘先生的文章均篇幅不长，短小精悍，且文字浅近，贴近生活，可以说思想性与艺术
性都达到了较好的统一。
一篇《逝水流年》，把我们带入历史；一篇《竹声自在》，让我们心地洁净；一篇《草根勾连》，让
我们增智；一篇《花开精神》，叫人怡情。
总之，他的文章，触及时事，涉及民生。
叹世，无叫嚣之壮语；吟苦，无悲恢之气。
笔调清新，气质典雅。
读后，相信你一定能从中得到不少乐趣。
　　杜甫云：&ldquo;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rdquo;最后让我以这两句古诗来结束本文，并祝贺刘兰兴先生新作出版！
　　是为序。
　　季字　　2010年7月13日于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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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头地角》讲述了，刘先生的散文不仅写得生动、老练，而且注重寓意，读后令人回味。
如《葵花是留有胡须的妇女》，文中把葵花比作另类妇女，是一个具有媚性、贱性、傲性，&ldquo;三
性&rdquo;十足的丑男人。
除此之外，他还把&ldquo;心实&rdquo;的鸡冠花、&ldquo;高雅&rdquo;的栀子花、&ldquo;色彩似
血&rdquo;的春桃花、&ldquo;清比幽兰&rdquo;的水仙花等花的特质，一一概括、勾勒出来。
名为写花，实则将花赋予人性，寓意自然，令人赞叹。
　　纵观本书，刘先生的文章均篇幅不长，短小精悍，且文字浅近，贴近生活，可以说思想性与艺术
性都达到了较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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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兰兴，1942年生，江苏江浦(现南京浦口区)人，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系毕业，中学高级教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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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年四月头那晚，村后山坡上的槐花开了。
花气香死人，刘婶闻到香格外欢喜。
因为每逢这时她要用槐花做饼。
　　做槐花饼，是刘婶拿手好戏。
　　首先，她做料讲究，拣初开的花采，采来洗净，放开水焯焯，滤干水，倒进钵中，滴几滴酒，洒
上些盐，盖上腌会。
其次，把面粉倒人钵子，适当放点小苏打，与槐花一起搅拌，焐会。
再次，把焐好的槐花面倒在铺有干面的案板上揉成条，摘成一段一段，用掌心摊平，放进烧热的油锅
里，浇上点水，盖上盖煎。
煎成金黄色，翻个身，再旋点油和水，焖会，焖出香气，揭开盖，翻炒几下出锅，一盘美味佳肴便给
烹制好了。
　　煎好的槐花饼闻有五香：花香，酒香，油香，糊香，面香，简称五味槐花饼。
　　五味槐花饼口感好，瓤松软，壳酥脆，不黏牙，爽口，刘婶很爱吃。
　　其实，打坏年头过来的人，谁不喜欢它呢，它真接济过人，人对它有感情。
只不过，那时人吃的是苦难；如今，人吃的是时尚。
　　刘婶想做槐花饼除自己吃外，还想送些给三娃。
因三娃帮她家不少忙，家里得他不少劲，虽说担心他偷腥，但也没什么把柄。
于是，她喊来赵芬。
赵芬走近婆婆问：&ldquo;什么事？
&rdquo;　　&ldquo;我想做槐花饼，你未吃过，做给你尝尝。
&rdquo;　　&ldquo;好吃吗？
&rdquo;　　&ldquo;好吃不好吃，吃了就知道。
只怕你尝到滋味就舍不得丢。
&rdquo;　　&ldquo;怎么采呢？
&rdquo;　　&ldquo;竹竿尖绑个钩子，地下铺块塑料布，让钩落的槐花掉在布上。
记住，千万不能沾土，沾染泥巴的槐花是不能用来做饼的。
&rdquo;　　&ldquo;要多少？
&rdquo;　　&ldquo;吃点滋味，不要多，采一篮子来就够了。
&rdquo;　　赵芬想，采不多，何必费那么大事，用手摘去就是了。
于是，提起篮子出了门。
　　月儿弯弯，似喜欢槐香乐歪了嘴。
赵芬披着月光，拐了三个弯，朝屋后山坡走去。
在拐最后一道弯时与三娃碰了个满怀。
三娃是从后坡叔家回家来的。
见赵芬提只篮子，问：&ldquo;这么晚了，上哪去？
&rdquo;　　&ldquo;老婆婆嘴馋，闻到槐花香想吃槐花饼，叫我采来，我也不会上树，哪里有矮树，
告诉我。
&rdquo;　　&ldquo;尽是大树。
&rdquo;　　赵芬为难起来，欲回讨工具，三娃拦住，问：&ldquo;要多少？
&rdquo;　　&ldquo;就这一小篮子。
&rdquo;　　&ldquo;我帮你采去。
&rdquo;于是，二人走向槐树坡。
　　赵芬出门的时候，刘婶见她并未按自己讲的法子带上竹竿、布，只提个空篮子，心想，她不会爬
树，定是找三娃去了。
真要是那样，夜晚头，不要弄出笑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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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后悔不该想吃槐花饼，转又想，但愿她不是找三娃。
想来想去，还是不放心，就跟上了赵芬。
　　三娃上树，赵芬树下看他采槐花。
好大的树冠似团云，香气熏人，呛得人透不过气，不一刻工夫，三娃从树上下来，将装满槐花的篮子
递给赵芬，两人一前一后朝回走。
　　三娃采槐花的时候，刘婶贴着人家后檐墙躲在暗处瞟着他们。
见采好回转朝自己这边走来，怕给发觉，一个急转身，不想慌里出乱，一头碰到墙拐，鼻子给碰疼。
摸摸，血流了出来，黏糊糊的。
来不及顾此，刘婶急急溜回家，打水洗鼻子。
　　赵芬回到家，灯下瞅见婆婆洗脸水颜色，问婆婆搽的什么粉，水都给洗红了。
婆婆笑骂道：&ldquo;别拿老娘开心，你见过我搽粉吗？
&rdquo;　　&ldquo;那水为什么红了？
&rdquo;　　&ldquo;闻到槐花，鼻子痒，揉破淌的血。
&rdquo;　　赵芬笑道：&ldquo;你闻槐花过敏，不如倒了它。
&rdquo;刘婶忙拦道：&ldquo;过敏过了，不就好了嘛。
&rdquo;　　五味槐花饼做好了。
树头槐花清清香，天上月儿嘴歪歪，小村春夜里外都飘香。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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