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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锋（壮族）

□ 苏 龙

久居他乡，农历三月三到来之
际，东兰三月三的那些民俗风情又
呈现在我脑海里。

东兰三月三最讲究的一道美食
是五色糯米饭，五色糯米饭的颜色
有黄、蓝、红、黑、白五种，象征
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用色均为天
然色素，五色交辉，清香迷人。

黄色取自密蒙花，密蒙花一年
只开一次，花期一到，人们就把密
蒙花采回来，去除叶子，挂在屋檐
下晾干以备用。蓝色取自枫叶色
素，每年三月三前夕，人们开始采
摘枫叶，用石臼舂烂捣溶，浸泡，
搓洗滤出汁液，再用铁锅热煮，兑
出枫叶水。

三月三当天，家庭主妇们到菜
园里割上几把紫蕃藤和红蓝，洗净
切短，分锅热炒，趁热倒入冷水，
把紫色和红色色素兑出来。用热水
煮密蒙花兑出黄色素，分别用这些
含色素液把糯米染成紫色、红色、
蓝黑色和黄色，留一份白米做白
色，五色米就在人们手中像变魔术
一样染成了，五种颜色姹紫嫣红，
十分迷人。

蒸制五色糯米饭用木桶，用大
铁锅烧水，把蒸桶往锅里一罩，蒸
桶里垫上一层丝瓜络网，染好的糯
米，一种颜色铺一层，层层叠加装
满木桶，或根据个人喜爱在圆盘里
摆出需要的各种图案，入桶蒸煮。
每个家庭主妇就是一位艺术家，她

们摆出的图案绝不雷同。把五色糯
米饭色香味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莫过
于热蒸汽的熬制，熟透的糯米清香
在木桶里氤氲，绕梁穿窗，同悠扬
的山歌萦绕在一起，弥漫在山里的
村村寨寨，处处散发出浓墨重彩的
节日气氛。

红鸡蛋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它
代表美好的祝福，逢年过节，家有
喜事，东兰人最不能缺少的是红鸡
蛋，尤其是三月三更少不了。三月
三当天一大早，家庭主妇从鸡蛋篮
里取出鸡蛋，放进铁锅文火煮熟，
鸡蛋煮熟后用冷水冷却两三个钟头
后取出，趁热用红曲粉染红，最后
装进红线编织的网兜里。

“只要留得嘴巴在，不死还要唱
山歌。”这是流传在东兰的一句山

歌。在我的记忆里，东兰人下河挑
水，上山砍柴，春天耕种，秋天收
割，过年过节，婚姻嫁娶等日常生
活，随处都能听到美妙的山歌，甚
至老人去世还要唱哭葬歌，在东兰
人的血液里，再苦再累，生活中不
能缺少的就是山歌。

山野对歌主要是适婚男女追求恋
爱的平台，一般没有固定的场所，这
天一大早，他们带上五色糯米饭和红
鸡蛋去对歌，在路上，远远看到年
龄相仿的异性随时都可以开始撩
歌，所有问答都以山歌唱出，以对
歌的方式了解对方的年龄、人品、
学识、劳动技能、家庭状况等。山
野对歌比的是才情，临时吟咏，临
时对唱，没有歌谱可言，在对歌过程
中，如果出现“八月十五种花生”

“我走先来牛走后”等类似的笑话，
歌是无法对下去的，才情高的一方会
去另找对象，唯有水平相当的双方才
可以细水长流地对唱。

和山野对歌不同，歌圩对歌有
固定的地点，东兰最有名气的歌圩
是长江乡兰阳村兰阳泉歌圩。兰阳
是元代和明初东兰州州治所在地，
历史积淀深厚，过去这里有过民间
自发或州府组织的三月三歌圩活
动，东兰的山歌就像兰阳泉一样，
从古到今流淌不息，回响在东兰的
村寨。每年三月三，东兰县的歌圩
对歌就在这里如期举行，周边村屯
的男女老少都慕名前来。歌手来自
本县各乡镇和凤山、巴马、大化、
都安、南丹、天峨等地。三月三当
天，兰阳村及其临近村屯的群众，

或自发或有组织地带来煮好的猪鸡
鸭鱼肉、五彩糯米饭、糯米糍粑、
红鸡蛋等美食，用以招待前来参加
活动的临近村屯群众和远方的客人。

东兰铜鼓举世闻名，迄今为
止，东兰民间尚保存有 612 面铜鼓。
每年三月三，人们会把自家收藏的
铜鼓搬到歌圩，百面铜鼓聚会，场
面蔚为壮观。一般铜鼓舞会在歌圩
开场、结尾和活动中需要助阵的时
候敲打。铜鼓的敲法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把铜鼓挂起来，像挂编钟一
样，不同的是，编钟的音阶由编钟
的个数和大小来确定，而东兰铜鼓
的音阶由鼓面和鼓身来定。敲鼓的
时候，百十个铜鼓手步调一致，敲
准音韵，发出和谐悦耳的响声，低
回宛转处如泉水叮咚，温文尔雅；
高亢处如电闪雷鸣，激昂慷慨。第
二种敲法是边舞边敲，铜鼓是固定
的，鼓手是舞动的，在敲击过程
中，不断变换舞姿，不断交换鼓
面，不断切换音阶，鼓声变幻莫
测，时而如浪潮涌来，时而像千军
万马退去。这舞蹈和鼓声，使人想
起八门金锁，想起九宫八卦，想起
十面埋伏。多么壮阔，多么豪迈，
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好一个痛快淋
漓的东兰铜鼓舞蹈啊！

东兰三月三的活动丰富多彩，
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东兰人民，
等待你三月三的约定。我们在东兰
等你来！

他懵懂的时候，含着小手指，傻傻问
父亲：“老爹，我是怎么来的呀？”

父亲蹲下身子，手指轻刮他鼻子，笑
着说：“是我跟你老娘到电信营业厅充话
费，叔叔阿姨们送的。”“那姐姐呢？”“她
呀，是我们从垃圾堆边捡来的。”母亲坐在
一旁织毛衣，腾出手轻敲父亲额头：“别听
他的，他呀，净是废话一堆。”父亲不恼，
只是憨笑。

自孩提记事起，他满耳朵整日嗡嗡
响，那可不是小蜜蜂的声音，是父亲的唠
叨啰嗦。“小子，别跑那么快，会摔坏
的。”“小子，别抢别人东西。”“小子，太
阳晒屁股啦，起来，穿好衣服，要背书包
上学啦。”“小子，上学骑车悠着点，路面
大车多。”……他上了小学、初中，父亲依
旧“啰里吧嗦”。哥哥姐姐不堪忍受父亲的
唠叨，早早逃离家里，住进学校。他们姐
弟私下叫父亲“废话大王”。

后来，他考上高中，越来越不怎么回
家，耳根清净了不少。除非有事，他断不
会打电话给父亲。某次，他打电话给父亲
要生活费，父亲打了钱，他还要父亲帮充
手机话费。父亲说：“不是上周才帮你充话
费吗？肯定是打游戏太多了，可不许荒废
学业，我与你老妈‘锁喉缩颈’送你去学
校可不是让你来玩的……”他不满地打断

父亲说：“老爹，我是叫你帮冲话费，可不
是听你废话的，真是‘废话大王’。”父亲
却硬刚地回话：“我可不惯着你小子！”

他读高三的时候，母亲因病走了，父
亲独自撑起整个家。父亲笑容不再，人却
愈发啰嗦。白天打理店铺，晚上开滴滴车
载客，没办法，家里少了“半边天”，两个
小孩读书，花销大。父亲的白头发冒出不
少，腰也弓成虾身。

后来他上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流连
夜市夜宵，出入酒吧歌厅，过着小资情调
生活。他更加少往家里打电话，即使打
了，也是伸手要钱，他早成了“月光族”，
倒是父亲常来电话。“小子，饱时须记饿时
饥，不可流水一样花钱。”“小子，你总说
工作白加黑、五加二，注意劳逸结合，可
别把身体累垮啦。”“小子，早晚温差大，
记得增减衣物。”“小子，咱家阳台的太阳
花开啦，红彤彤的，就像你小时候红扑扑
的小脸蛋。”开始，他还耐着性子听，渐渐
地不耐烦了。一天，父亲又是一番口水横
飞，还拐弯抹角提醒：“你姐的小孩都打酱
油了！”他终是忍不住吼出声来：“老爹你
急啥！？拜托你没事别来电话，你烦不烦
呢！我耳朵都听起茧啦，你呀，真的是

‘废话大王’！”电话那边沉默了，接着传来
叹气声，伴随咳嗽声。以后父亲少来电话

了，偶尔打来，也是三言两语说完，唯恐
惹毛了儿子。他几次在姐姐面前数落父亲

“口水多过茶水”，还说父亲“何止是‘废
话大王’，简直是‘废话大圣’了”。

再后来，他娶妻生子，柴米油盐酱醋
茶，开门七件事的生活一地鸡毛。“老公，
你真唠叨。”“老爹，你真啰嗦。”伴随年龄
增大，他愈发感到老婆小孩嫌他话多，他
不由地想起父亲，耳边似乎响起熟悉的嗡
嗡声。恰巧，父亲来了电话，声音沙哑：

“小子，重阳节准备到了，有空回老家
吗？”以往他都是以单位加班为由搪塞了父
亲，这回竟然说道：“有有有，老爹。”“那
就好，记得带老婆孩子回来，你姐姐一家
也回来。对了，到时陪你老爹喝几盅，怎
样？”“没问题，老爹。”“呵呵，好好好。”
可是重阳节那天他却回不了老家，头晚小
孩突然发烧抽筋住院，他们两公婆陪护了
一天一夜。他忏愧地打电话给父亲，父亲
却安慰道：“没事，照顾我的孙子是头等大
事。记得抽空回来，咳咳……”

今天，他又专门回了一趟老家。“可曾
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手机
播放的《北国之春》旋律低声徘徊，父亲
喜欢听这歌。他却悲从心来，抖动着手，
夹起盛满酒的杯子，仰头轻声喃喃：“老
爹，谢谢您听了我一大堆废话，来，我们
干一杯。”饮罢，他泪洒，泪水肆意涌过皱
纹初现的脸。父亲却不喝酒了，也不唠叨
了，只是微笑地望着他。

“老爹，我很想听您唠叨，您倒是再唠
叨呀，‘废话大王’！”父亲依旧不语，只是
微笑地望着他，从墙上的黑色包边的相框
里。

清明时节，本已连日晴朗，扫墓这
天却细雨延绵，丝毫没有转晴的意思。
早餐之后，我和家人头戴斗笠，背上供
品、香烛等，顺着湿漉漉的乡间小路蜿
蜒而上。

每到一座坟前，先用镰刀割去周围
杂草、斩掉荆棘，用铲锄填平上下坑
洼、护好左右边沿。然后培一块新土，
插一根青竹，挂一串清淡洁白的吊纸。
接下来，摆好供品，燃香斟酒，叩首跪
拜，教孩子说一些祝福保佑之类的话。
最后烧纸钱，放烟花，向先人送去问
候。

丝丝细雨虽然挡不住烛纸燃烧的脚
步，却压住了香火旺盛的势头。父亲曾
说：“烟气不旺，说明祖先不高兴。”于
是，我们拿斗笠遮雨，让一炷炷香在斗
笠下尽情燃烧，不时还闪跳着金星，最
后弯成一圈圈紧密相连的灰环。确认所
有纸烛都燃尽熄灭，不给周边树林留下
任何火灾隐患之后，大家才放心离开。

祖坟大都没有立碑，更没有日月同
辉、流芳百世之类的刻字，它们太简陋
了，由一堆石头简单砌成，隐匿在山林
之中。小时候扫墓，父亲总给我们讲解
坟里埋葬着哪位先人，并就其生前种种
简要述说一番。许多先人我们都没见
过，听到那些久远之事，并无多少感
触，唯独到祖母的坟前，我们才久久驻
足静默。

祖母身体结实，明眸皓齿，手脚麻
利，善良刚直。据说 1926 年夏天的一
个夜晚，祖母一个人挑着百来斤重的山
货，沿着崎岖的江直滩（地名）丛林山
道疾步赶回家。一路蛙鸣虫叫，天河星
斗悬于夜空。漫长的山路既安详又平
和，只是这份安详之下危机四伏。

“救命啊……”突然前方不远处传
来女孩子的呼救声，声音越来越弱。

“山贼！”祖母第一反应就认定这是
山贼劫持。山贼团伙经常潜伏在偏僻小
道，劫持独行的妇孺，然后向家属索要

赎金。
“畜生，赶紧放人！”祖母嫉恶如

仇。她立马放下担子，抽出扁担，冲上
前与山贼展开搏斗。几个山贼手持大刀
凶残地朝祖母迎面冲砍过来，祖母渐渐
招架不住。

“快跑，把乡亲们叫来……”祖母
手中的扁担被山贼致命的一刀砍断，锋
利的刀口落在祖母胳膊上，顿时血流如
注。祖母顾不上安危，对女孩子大喊一
声之后，咬紧牙关慢慢闭上眼睛。在这
千钧一发之际，一阵疾风从山上呼啸而
来，伴随几声咆哮，震得地动山摇。山
贼被吓得魂飞胆裂，一道黑影扑向山贼
逃窜的方向。

当乡亲们赶到现场时，周围已恢复
平静，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乡亲们

一边呼喊祖母名字，一边四处搜寻。在
木桥下的乱石堆旁发现三具焦头烂额的
蒙面尸体。祖母躺在不远处的旱沟里，
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由于祖母伤口
太深，失血过多，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极
差，祖母回来养伤后不久便离开了人
世。

祖母墓前，雨下得更密了。我的
目光透过雨丝，神情有些恍惚。恍惚
中，仿佛看到祖母坐在家门口的身
影，她不紧不慢地给父亲缝补衣裳，
拿针头在额上的发际划两下。听说祖
母在世时手很巧，遇上谁家办喜事，
总请她给新媳妇裁缝新衣裳。在纷纷
扬扬的雨丝中，仿佛又看到乡亲们抬着
祖母的棺材，搀扶着才两岁多的父亲，
缓缓走上山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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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废话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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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重逢泪纵横，烛香遥祭泣无声。

敬焚冥钞万千叠，怎比床前半碗羹。

鹧鸪鹧鸪天·大美柳州
梁柳宁

名刺镶金四海隆，南国古郡展新风。

摩肩食客寻街巷，溢彩华灯耀碧空。

水秀逸，山葱茏，游人搔首紫荆丛。

抚今追古河东叹，不羡神仙羡柳翁。

三月三团圆
韦元培（壮族）

各族姐妹舞蹁跹，穿金戴银花争妍。

山歌金句飞出口，三月三日庆团圆。

梁柳宁

清 明


